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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梦想””如何在广州南沙梦圆如何在广州南沙梦圆

2024年12月，由中国船舶集团

自主设计建造的我国首艘大洋

钻探船“梦想”号，在广州市南沙

区正式建成入列。

该船是国家“十四五”重大

科技创新工程，钻深最深 1.1 万

米，是目前全球钻探能力最强、

科学实验功能最全、智能化水平

最高、综合运维成本最低的钻探

船，可执行大洋科学钻探、深海

油气勘探和天然气水合物勘查

试采等国家战略任务，有望率先

实现人类“打穿地壳、进入上地

幔”和“开发地球深部资源”的梦

想，大幅度提升我国“深海进入、

深海探测、深海开发”能力，将为

我国加快海洋强国建设、提高能

源自主保障能力提供强大装备

保障。

据了解，该船总长 179.8米、

宽 32.8 米，排水量 4.26 万吨，续

航力 1.5 万海里，配备基于蓄能

闭环电网的 DP—3 动力定位系

统，可在6级海况下正常作业、16
级超强台风下安全生存，具备全

球海域无限航区作业能力。

“梦想”号诞生记之
钻井系统篇

地球从内至外由地核、地

幔、地壳组成。长期以来，科学

家梦想打一口超深的井，钻穿地

壳揭开地球内部的神秘面纱。

然而，钻井越深，岩石越硬、

温度越高、压力越大，人类在陆

地 上 钻 穿 地 壳 的 努 力 一 再 失

败。经过艰难的探索，科学家发

现，地壳的厚度，在陆地上约30-
40公里，在大洋之下最薄只有约

6-7公里。

因此，建造一艘大洋钻探

船，就成为人类探索地球深部的

希望所在。

“梦想”号，就是这样一艘有

望率先实现“打穿地壳进入上地

幔”和“探索开发地球深部资源”

的国之重器。该项目于 2021年

11 月开始连续建造，2024 年 11
月完工交船。

相比国际同类型船，其建造

周期缩短了一年多，主要性能指

标全面领先，充分展现了中国创

造、中国速度的强大实力。

“梦想”号是我国首次自主

研发设计、功能最多、能力最强

的大洋钻探船。该船配备了最

先进的液压提升式钻井系统，首

次集成了 4种作业模式和 3种取

心方式，是作业模式最多、取心

方式最全的船舶。

如此强大、复杂的钻井系

统，由 50 多个复杂的子系统组

成，综合集成关键设备 500多台

套，其设计难度之大，集成难度

之高，前所未有。在没有可参考

经验的情况下，承担这一任务的

中船黄埔文冲船厂建造者们开

展了艰难的摸索。

在项目启动之初，黄埔文冲

在组建“梦想”号常规项目组之

外，还针对该船钻井系统组建项

目组，由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的中国船舶集团高级专家、船厂

副总工程师樊斌领衔，并抽调设

计、建造骨干精英 100多名加入

项目组。这也是该船厂首次对

单船采取双项目管理模式。

初见“梦想”号，第一眼就会

被其高大的井架吸引。据了解，

这是全球最大的船用井架，也是

最大的钻井井架之一，长宽各

15.4米，高 52.5米，重量超过 400
吨，由 7000多个零部件、1.2万多

个螺栓连接而成。

井架的4个脚分别安装在边

长 1米的方形基座上，地脚由 96
个Φ80螺丝连接，螺丝孔累计误

差不能超过 4个毫米，精度控制

难度非常大。

按照原设计方案，采用卧式

组装，周期需要 6个月以上。为

了缩短井架组装时间，钻井系统

项目组决定将供应商建议的“卧

式总组”施工方案调整为“分段、

立式总组”。建造团队经过仔细

论证、推演，确认这是唯一可行

的方案。

建造团队实施了将井架切分

成3个总段，将下部2个总段立体

合拢成1个大总段，由两段吊装上

船的建造方案。2022年9月5日，

井架材料到齐，各个零件塞满了整

整28个大卡车。2023年，施工人

员经过58天连续奋战，于10月25
日成功完成井架组装。

这是国内首次实现了轻型

非负重井架一次安装到位，也创

造了行业内螺栓连接式井架组

装速度的新纪录。其间，施工人

员没有使用一个调节垫片，质量

和精度控制达到一流水平。

“梦想”号诞生记之
船舶平台篇

国之重器“梦想”号的定位

是全球钻探能力最强、科研功能

最全、智能化水平最高、运维成

本 最 低 的 钻 探 船 。 该 船 涉 及

2330 台套设备、4.87 万根管系、

1200公里电缆，是一个极其复杂

的巨大系统，工程量是同尺度船

舶的数十倍。

作为全国首艘、世界领先的

“梦想”号，太多的首次首创导致

其性能技术状态确定晚、采购订

货节点滞后，再加上国外技术封

锁、疫情、供应链堵塞的交叉影

响，导致“梦想”号无法采用传统

的造船方法。

在资源场地有限的情况下，

船厂决定采用分场地、分区域、

分阶段的建造方案。

简单地说就是将全船划分

为艏部、舯部、艉部、上建等 4个

区域，分别在水平船台、室内船

台、船坞同步建造，最终通过搭

积木的方式进行合拢。

这一方案通过打破船舶建

造的逻辑顺序，以空间换时间，

以牺牲阶段完整性换时间，从而

将设计、采购对生产的影响降到

最低。

2022年11月20日，重达7000
吨的“梦想”号艏部巨型总段通

过移船小车和模块车转运到浮

船坞，然后再从浮船坞转运到室

内船台与艉半船对接，完成主船

体大合拢，这是船厂首次应用该

建造方法。

为此，船厂创造了一套基于

数字孪生测控网的异地半船建

造精度控制方法。在数字孪生

测控网中，不同总段的建造处于

同一坐标系，船体各个结构的定

位基准线都保持了一致，保障合

拢端面相互匹配。

通过严格的过程控制，合拢

中半船对接焊缝间隙、全船基线

挠度、中心线偏移均能满足质量

要求，合拢一次性成功。

要实现“梦想”号的各种先进

功能，离不开强大的能源供应。

“梦想”号采用新型蓄能闭

环电网技术，电站容量达到30兆

瓦，相当于一个25万人口城市的

用电规模。其电网由 6 台电压

6600V功率 5000kW的柴油发电

机组、1100kWh三元锂电池组和

电池管理系统组成。

在闭环模式下，全船的电力

供应就可以实现共享，最少仅需

2台主发电机同时在网，即可满

足作业要求，避免了能源浪费。

为了验证该电网的安全性、

可靠性，2024年 10月 5日，船厂

在“梦想”号试航中进行了电网

短路试验，验证电网自身保护动

作的快速性、准确性以及系统的

故障穿越能力。

据了解，该实验风险极大，

瞬间最大短路电流可达 3 万安

培，是普通家庭电线所能承载最

大电流的1500倍。

船厂事先充分准备短路试

验方案和试验工装、开展了模拟

故障摸底，反复斟酌和严格把控

每一个细节，一次性成功完成试

验。

普通船舶在海上，受到风、

浪、流、涌等外界影响，想保持正

常航向都存在困难，而“梦想”号

的设计要求是在6级海况下可以

正常作业，长达数千米甚至万米

的钻杆必须像“定海神针”那样

稳稳地钻入海床中，那么，“梦

想”号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案在“梦想”号的强大动

力系统中。据了解，该船配备了

3 台 4000kW 全回转主推和 3 台

3500kW全回转伸缩推以及 1台

1500kW 侧推，动力定位能力达

到国际最高的DP-3级。

在浪奔浪涌中，“梦想”号可

以通过卫星定位、声呐定位、罗

经、运动参考系统（MRU）等传感

器计算外界环境力，再自动向推

进器发出逆向推进指令，实现在

海中“不动如山”。

其中，3 台全回转伸缩推是

船厂迄今总成过的最大伸缩推，

首次采用焊接密封，首次使用3D
全站仪进行精度控制，并且建造

中伸缩推需要进行全程升降试

验，升降高度差达4.3米。

“梦想”号于 2023 年 9 月 22
日开始主推调试，船厂成立主动

力调试小组，与供应商、服务商

以船舱为家，做到设计问题不过

夜、追溯必有反馈。历时两个

月，调试小组完成全船主动力系

统调试，完成了常人眼中不可能

完成的奇迹。

“梦想”号的背后，是一位位

默默奉献的参建者，一段段可歌

可叹的故事，一个个动人心弦的

时刻。建造者们响应时代号召，

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辉梦

想，共同奔赴建设海洋强国的征

程，用心血与汗水谱写向海图强

的壮阔华章。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首艘大洋钻探船诞生记我国自主设计建造首艘大洋钻探船诞生记

广州市南沙区供图广州市南沙区供图

版式设计版式设计：：孙合西孙合西

海洋产业海洋产业2020 2025年1月6日星期一
编辑：于大勇 组版：王新明
邮箱：yudy@stdaily.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