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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天然气水合物，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陌生，

不少人会有疑惑：这是个什么东西？一种跟天然气

相关的物质？一种天然气和水相互作用的产物？其

实它是天然气与水在高压低温条件下形成的类冰状

结晶物质，因其外表很像冰，而且遇火就能燃烧，所

以俗称可燃冰。

说到可燃冰，我们脑海中很可能会立马浮现一

块熊熊燃烧的冰块。看着桌面上书名烫金、醒目的

《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理论、方法与实践》和封面

上那块熊熊燃烧的白色冰块，我的思绪一下回到

2017年：

2017年5月18日，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宣布，在南海北部神狐海域进行的可燃冰试采获得

成功。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对海域天然气

水合物试采成功的贺电》。贺电中说：“天然气水合

物是资源量丰富的高效清洁能源，是未来全球能源

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2017年5月18日-7月9日，我国在南海北部神

狐海域实现连续稳产60天，累计产气30.9万立方

米，平均日产5151立方米，甲烷含量最高达99.5%，

创造了连续产气时长和产气总量两项世界纪录，实

现了我国在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领域的重大突破，成

功跻身世界研究领域的“第一方阵”和“领跑者”，《新

闻联播》对这一重要的未来战略性替代能源的试开

采进行了持续报道。

可燃冰燃烧产生的能量比煤、石油、天然气要多

出数十倍，而且燃烧后不产生任何残渣，避免了最让

人们头疼的污染问题。科学家们如获至宝，把可燃冰

称作“属于未来的能源”。天然气水合物甲烷含量占

80%～99.9%，燃烧污染比煤、石油、天然气都小得多，

而且储量丰富；南海天然气水合物资源量为700 亿

吨，占我国陆上石油、天然气总量的二分之一。

试采可燃冰，我国使用的防砂技术、储层改造技

术、钻完井技术、勘查技术等走在世界前沿的技术，

均来自自主创新。我国的突破，对于全世界而言具

有可参考和借鉴的价值，而且它将可能会是继美国

引领“页岩气革命”之后的、由我国引领的新一轮“天

然气水合物革命”，将这些技术和成果整理出版具有

很高的学术价值。

基于这一背景，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出版了

《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聚

焦我国首个海域天然气水合物钻探试采区域——神

狐海域，系统总结了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的概念、

涵盖内容、研究意义等基础理论，以地质-地球物理综

合解释和分析为指导，综合运用层序地层学、沉积学、

盆地动力学等研究方法，基于多波束海底地形、高分

辨率二维和三维地震、钻探岩芯和测井等资料，介绍

了神狐海域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的要素识别、精细

刻画、时空匹配等研究方法和实际应用。

该书由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研

究员、所长吴能友主编，他是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国

家实验室海洋矿产资源评价与探测技术功能实验室

主任，中国地质调查局“海洋地质调查计划”“海域天

然气水合物资源试采工程”首席专家，而且是神狐海

域天然气水合物试采现场副总指挥。该书凝聚了青

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中山大学、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

研究所等天然气水合物研究团队的多年科技成果。

中国工程院李阳院士和赵文智院士担任顾问并为该

书作序。书中展示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研究实例，

科学论证翔实、理论体系完备，为南海天然气水合物

勘探开发提供科学依据，并给予技术支撑，对促进天

然气水合物勘查开采产业化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同时，该书也能供从事海域天然气水合物勘查

工作，特别是从事海域深水天然气水合物钻探取样

的技术人员参考，是一本地质勘查相关专业师生的

有益参考书。

《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理论、方法与实践》一

书不仅内容权威、资料可靠，而且图文并茂、印制精

美。该书纸面精装，印制精美，内文以蓝色基调象征

湛蓝海洋，封面黑底上一团熊熊燃烧的可燃冰块，寓

意深海之中蕴藏着可燃冰这一巨大的能源宝藏。

一种能源的发现、钻探与开采并非一件易事，它

的背后需要大量科学的理论与技术作为支撑，希望

《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理论、方法与实践》一书能

够帮助科研人员把握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研究方向，

了解国际最新成果，缩短研发历程。

2020年 2～3月，我国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第二

轮试采又取得成功并超额完成目标任务。在水深

1225 米的南海神狐海域，试采创造了“产气总量

86.14万立方米，日均产气量2.87万立方米”两项新

的世界纪录，攻克了深海浅软地层水平井钻采核心

技术，实现了从“探索性试采”向“试验性试采”的重

大跨越，在产业化进程中，取得重大标志性成果。

未来，海域天然气水合物的商业化开采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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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伴去乡下带回一只竹篮，说是给我买菜用。

这只青篾编成的竹篮有脸盆大小，做得十分精巧，

像是一件工艺品。提把上还用彩色藤条缠绕，一为

美观，二为提重物时手感轻松，还可以挎在胳膊

上。据说提20公斤东西不成问题。当时我挎在胳

膊上试了试，那感觉像是回到了从前。

竹篮是竹匠师傅用毛竹精心加工而成。在各

种实用的工艺竹篮中，有小饭篮、小凉笼、小栲栳、

接线篮和糖果盒等。这些竹篮各有各的用途。它

们的花纹细致古雅，富有民俗特色，多属于普通百

姓的生活用具。平常用的小饭篮，形似大瓷碗，篮

盖呈西瓜皮帽模样，复盖似莲，若盛水滴水不漏;像

只大元宝的小凉笼，提梁纤细美观，既可手拎，又能

担挑，盛食物走亲戚更显时尚，民间素有“担聘都用

凉笼篮”的山歌谣;如同脸盆的小栲栳是竹篮中的

精品，每逢传统佳节垫上常青松柏，用于接家谱、送

食物，但它的更多用途则是妇女缝衣裤时存放针

线、剪刀、顶子、零碎布头的器具;具有两用的接线

篮是旧时专门用于捻麻线，兼作做鞋时存放鞋料和

针线之类的用具;盛米糖、花生的糖果盒，则是逢年

过节招待亲友盛食品的用具。

儿时，老家江南乡下农民用提篮盛放蔬菜等农产

品。大户人家用提篮在清澈的河水中洗菜，小户人家

用“豆腐大”洗菜。“豆腐大”是当时乡下人对比提篮

小的竹篮的称呼。“豆腐大”提篮与提篮的制作方式

是差不多的，只是篮口与篮底的距离不同而己。提

篮由篮底、篮口、篮身三部分组成，再加上篮襻。篮

襻由五根细竹条缠成链条箍状呈半圆形，篮口也由

五根细竹条组成链条，排列虽紧密，但留有三角形小

孔，篮底呈六角形，三根片状竹条分别插入其中，恰

似数学中的对角线。饭篮的篮口由二条竹片围成圆

形，一根缠绕着藤条的竹条嵌入其中。制作饭篮，必

须把竹子劈成细篾条，排列紧密，饭篮还需有篮盖。

提篮小卖，穷人孩子早当家。卖花小姑娘用提

篮卖花，“卖花唻，卖鲜花，太太、先生买一束吧

……”“栀子花，白兰花”，这种叫卖声多数在菜场

口，卖花人坐在小板凳上，把用细铁丝穿好的栀子

花、白兰花精致地摆在一种浅口的小竹篮里，这种

竹篮小巧，盆形，篮底垫着湿布，花摆在湿布上，花

的上面再用湿布半遮掩，露出那乳白的水灵灵的花

朵，诱人香气扑鼻。我母亲喜欢白兰花，买上一朵，

别在她大襟褂子胸前的核桃扣上，喜滋滋地挂上一

整天呢，晚上摘下放在清水里保湿。

以前的农民终年在农田里辛勤劳动。早上，

农忙季节，天未亮点着油灯，在灶头上的铁锅里烧

一锅或半锅饭，吃了一顿后，把锅里的饭盛在饭篮

里，或放在饭桌上，或挂到悬在梁上的用特制的树

枝叉削成的钩子上。在炎热的夏天，那时没有冰

箱，放在通风处的饭篮，饭不易馊，既防猫吃，又防

苍蝇叮。如今, 竹篮虽然渐渐被淹没在历史的尘

埃中，至今只有屈指可数的老工匠艺人，仍固守这

门手艺。

当冰封的大地开始苏醒，河流轻轻歌唱，柳树

的枝头有了一抹鹅黄，哦，春天来了！当南归的春

燕绕着屋檐呢喃，门前的桃花羞红了脸，窗外的竹

林印染了后院。晨起，那条青石板路上有潮湿的

印痕，风起时，露珠从竹叶上滚落，这么清新脱俗

的景象，见证着昨夜曾有一场微雨，悄悄来过。

当田间的麦苗，地头的小草，慢慢舒展腰身，

在料峭的风中探头探脑。喜鹊在树枝上“叽叽喳

喳”鸣叫，远处的山看起来有了浅浅的绒绒的

绿。农家小院里的庄稼人，褪去了厚厚的棉衣棉

裤，换上夹袄，戴着单皮帽子，在阳光正好的清

晨，拿出闲置了一个冬天的农具，套牛拉犁，奋蹄

扬鞭，翻开松软肥沃的土地，播种春天的希望。

当老屋门前的榆钱树有了星星点点的颜色，

当那只打鸣的大红公鸡，抖擞着漂亮的羽毛，迈

着矫健的步伐，领着它的一家老小去晒太阳，煽

动翅膀时候的霸气，像极了一个威严的家长。小

花猫眯着眼睛，蜷缩在墙角，做着美梦，看家护院

的老黄狗也开始偷懒，趴在门前的树墩上，耷拉

着脑袋，半睁半合着眼睛，看起来有一万个不情

愿。外婆的蓝大襟夹袄，还有头上戴着的月白色

格子手帕，在春日暖阳下，竟然是那样的好看。

当河堤边的垂柳，在斜风细雨中飘飞，婀娜的蹁

跹舞姿，摇醒了蝴蝶，撞上了吹柳笛的儿郎，唤来

了河边洗衣裳的姑娘。天，蓝得像水洗过，偶尔

游走的几朵白云，倒是像极了棉花糖的模样。

河畔的柳，水里的鱼，天上飞过的鸟，行走在

阳光下的人们，每一个生命都充满活力，花红柳

绿的世界，空气中弥漫着香甜，整个世界一片盎

然！这所有的景象，所有的美好，像一个个动感

的音符，奏响春天的韵脚。

一本研究海域可燃冰宝藏形成机制的专著
——评《天然气水合物运聚体系：理论、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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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韵脚
■ 陕西富平 焦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