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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开发建设

中的新疆油田。

右上图 李裕杰

通过显微镜检查岩石

薄片质量。

张 睿摄

（中经视觉）

如何将岩芯石片切割成厚度仅有 0.03 毫

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二分之一、一张普通打

印纸三分之一的薄片？怎样能让“石头纸”薄

而不破？李裕杰的工作，主要就是解决这两

道难题。

作为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

究院地质实验中心的岩石制片师，李裕杰一

直在与石头打交道。不过，他总是拗着石头

的性子：石头本来形态硬朗健硕，却非要让其

“瘦身”。

“这些采自准噶尔盆地地下深处的岩芯，

只有变身为薄片，才能更好地通过显微镜进

行观察，以寻找石油、天然气的踪迹。”李裕杰

从事这项工作逾 34 年，已经制成 6.9 万片近

乎透明的岩石薄片。

练就磨功

握 住 李 裕 杰 的 手 ，感 到 柔 软 而 有 力 。

“要温柔对待每一块坚硬的石头，呵护好这

些采自地下的宝贝。”由于长年打磨岩石，

他的手指比普通人要薄一些，两个无名指的

指纹已被磨掉。李裕杰说，在方寸之间，要

把握好毫厘间的精度，就得靠这双手练就的

“磨功”。

“关键要练手感，把握好节奏和力道。”岩

石制片共有 13 道工序，其中最难的就是磨

片，就是将石片打磨到 0.03 毫米的厚度。用

力太轻，磨不出来成品；用力过重，则会磨坏

样本。“这没有捷径可走，就得多上手练手

感。磨石头，也是在磨岁月。”李裕杰说。

1990 年，李裕杰初入行时，师傅艾力·麦

麦提不教别的，就是让他勤上手。“磨片一开

始要‘进攻’，主动发力；后面则要‘防守’，不

能用力过猛。总之，要专注，掌握好火候，才

能成功。”没过多久，李裕杰就悟出一个道理：

练手感，其实就是练耐心。

磨片时，磨盘飞速旋转，稍有不慎就会划

破手指。“找到感觉，就上道了。就像学骑自

行车，学会了，那种感觉就一直都在。”干上了

这一行，李裕杰越发沉稳、执着。

令李裕杰难忘的是，师傅艾力·麦麦提

退休时，大家请他谈谈感受，这名从业 44 年

的岩石制片师一言不发，而是伸出双手，年

轻的同事们看到这双没有指纹的手，都惊

呆了。

“师傅打磨了数万片岩石薄片，帮助科研

人员实现准确判断、发现油田，他任劳任怨、

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始终激励着我。”李裕杰

说，“师傅这双没有指纹的手，见证了他几十

年如一日的工作，折射了专注的力量。”

保持钻劲

0.03 毫米，这是合格的岩石薄片厚度。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岩石薄片的观测质量

和厚度紧密相关，太厚了，在显微镜下看不清

楚；太薄了，又容易把整个岩石薄片磨坏。”李

裕杰解释。

随着油田生产提速，岩石制片工作量一

度增长了几倍，不合格品和差评反馈也随之

增多。怎么改进？李裕杰一方面不断地进行

试验，反复琢磨，一方面查阅书籍资料、请教

专家，经常茶不思饭不想。他暗下决心：“不

获得最佳答案决不罢休。”李裕杰从戈壁滩捡

回来很多石头，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做试验，从

1 毫米到 0.01 毫米，他试验了上千次，最终找

到了岩石薄片最佳厚度——0.03 毫米。

在这个厚度下，薄片结构清晰、信息完

整，用于分析地下油气蕴藏更为精准。接下

来，李裕杰和同事都和这个数字较上了劲，磨

片时反复用卡尺量、用显微镜看，以保证每块

岩石薄片厚度恰好是 0.03 毫米。此后，岩石

制片合格率提高到了 99.9%，而这 0.03 毫米

的数字也被写入了岩石制片的行业标准。

“要干成一点事，得有一股子钻劲。”李裕

杰说，“保证工作高标准，离不开工匠精神。

成败就在毫厘之间，为了 0.01 毫米级的精度，

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有一次，在一个油田发现公布前，要在

岩石薄片中寻找碱性矿物，以更好证明这

一油田的存在。但是，这种在此前各项科

研推演论证中都存在的矿物，实际观测时

怎么都找不到，专家怀疑问题出在岩石制片

环节——在制片过程中碱性矿物被自来水

溶解了。

李裕杰和专家一起开展了攻关。

他们把自来水换成苏打水、食盐水、氯

化钾溶液等，每种溶液确定最佳浓度，每换

一种配方，就要重新做一遍实验。就这样，

他们用几十次失败换取到了最后一次的成

功。显微镜下，新的岩石薄片上碱性矿物清

晰可见。“努力没有白费，能为油田增储上产

作 贡 献 ，我 感 到 非 常 骄 傲 。”李 裕 杰 兴 奋

地说。

身怀快招

白大褂、护目镜、防尘口罩、隔音耳塞⋯⋯

工作时，李裕杰全副武装。“现在条件好多了，

各种装备配备齐全，只需要静下心来认真做

好工作。”

由于科研需要，需将地层深处采集的岩

石在最短的时间内制成薄片，李裕杰和同事

经常连轴转，这就要身怀“快招”。“必须在确

保质量的前提下，追求又好又快，高质量、高

效率完成工作任务。”对如何出“快招”，李裕

杰有着深切感悟。

一 天 中 午 ，李 裕 杰 和

同事接到一项紧急任务，在当

日下班前将 76 块岩石制成薄片。按照正常

进度，完成这项任务需要 3 天时间。“因为要

对地下油气情况迅速作出判断，因此急活往

往质量要求更高，一点不能马虎。”李裕杰回

忆说。

大家顾不上午休，迅速行动起来，磨片声

响个不停，忙得顾不上喝水，终于在当日下班

前圆满完成任务。“因为连轴转，手指头磨出

了血点，到最后手都麻木了。”每次完成紧急

任务，李裕杰都感到既兴奋又开心。

分秒必争，毫厘不爽。对李裕杰和他的

同事们而言，“我为祖国献石油”不是一句口

号，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李裕杰说，面对紧

急任务，确实很辛苦，但是很值得。

到今年底，1964 年出生的李裕杰即将退

休。“只要在岗一天，就要尽责一天。”李裕杰

指着徒弟们满怀信心地说，“这个职业需要传

帮带，以后就看他们的了。”地质实验中心不

仅传承操作技术，也传承着责任心。

在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从事企

业文化和宣传工作的马聪，入职之初到地质

实验中心锻炼，跟随李裕杰学习岩石制片。

在学习锻炼中，马聪逐渐体会到岩石制片工

作的不易。

“师傅们在当初也总划破手指，不等伤口

愈合就坚持练习，令人钦佩。”马聪说，“李裕

杰师傅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态度，深深感染

了我，对我今后的工作有很大帮助。在任何

岗位、从事任何工作，都需要这种精神，我会

在工作中不断把它传承下去。”

“ 石 头 纸 ” 上 刻 匠 心
——记中国石油新疆油田公司实验检测研究院岩石制片师李裕杰

本报记者 乔文汇

助力科普接地气有人气

李丹丹

日前，上海市为推进科普事

业发展，开设科技传播中高级职

称评审通道，20 多名科普从业者

获评科技传播高级职称。这一举

措拓宽了科普工作者职称评定渠

道，为他们搭建更加坚实的职业

阶梯，意味着科普工作者的职业

发展空间将更为广阔。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持续深入，科普工作的重要

性愈加凸显。它不仅是知识传播

的桥梁，更是科学精神的灯塔，照

亮公众科学素养提升的道路。前

不久中国科协发布的调查结果显

示，2023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达到 14.14%，比 2022 年

的 12.93%提高了 1.21 个百分点。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稳

步提升，反映出国家科普能力建

设的成效，这离不开科普工作者

的努力。

科普是推动公民科学素质提

升的重要手段。随着当前人民群

众对科普的需求与日俱增、更加

多元，这对科普工作者提出更高

要求。科普工作者需持续提升能

力，适应时代发展需求。

首先，科普工作者要具备扎

实的专业知识，应关注最新科研

成果和科技发展动态，主动加快

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以更

加开阔的视野和创新的思维，为

公 众 带 来 丰 富 、多 元 的 科 普

内容。

其次，科普工作者要有良好

的沟通和表达能力，能够将复杂

的科学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传

递给公众，向他们普及科学技术

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

想。更好服务生产生活是科普的

价值所在。科普工作者要坚持科普为民、科普惠民，围绕

群众实际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热点问题，开展高质量的

科普，努力把科学知识、科技成果送到群众身边，提升全

民科学素质。

最后，科普工作者要运用多种传播手段，更好对接

群众需求，提高科普精准性、针对性和吸引力。在互联

网时代，科普有了许多新模式、新形式、新手段。比如，

有人办起“流动科技馆”，将科教资源送下乡；有教授变

身科普网红，把“厚知识”讲“薄”；有人结合文化、习俗

和方言，制作具有地方特色的科普内容；有人在新媒体

平台策划创作现象级“爆款”科普短视频⋯⋯让科普深

入人心，需要科普工作者与时俱进、创新思路，运用多

种传播手段，贴近当下的接受习惯，让优质科普内容得

到更好传播。

科普发展水平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科学技

术水平和民族创造能力。期待更多有志之士加入科普事

业的行列，用智慧与热情播撒科学知识的种子，为提高全

民科学素质发挥作用。

让 物 开 口 同 物 对 话
传感器能通过监测土壤水分、温度等

农田参数，联通物联网帮助农民更好优化

灌溉、施肥和农作物精细管理；智慧交通

系统能通过物联网优化交通流动性，减少

城市拥堵和排放；智能环境传感器能联动

智能设备检测并自动调节室内温度、湿度

等⋯⋯这些智能化场景的背后，离不开物

联网的支撑。

当前，物联网正加速融入生产生活，“万

物互联”的愿景正在成为现实。

翼 辉 爱 智 物 联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技 术 总

监李平自 2005 年从西安交通大学毕业后，

曾在外企工作多年。2016 年，他选择从事

物联网工程技术，专注于做物联网的基础

架构。

物联网工程技术，听上去很高深，日常

工作是什么？

所谓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是指从事物

联网架构、平台、芯片、传感器、智能标签等

技术的研究和开发，以及物联网工程的设

计、测试、维护、管理和服务的工程技术人

员。由于应用领域广泛，市场对物联网工程

技术员的需求在不断增多。

搞 物 联 网 可 不 只 是 坐 在 电 脑 前 敲 敲

代码。

“我们致力于打造智能生活场景，构建

一个开放的智能物联的世界。”李平说，物联

网的基础架构决定了未来的发展方向。他

目前主要负责智能边缘操作系统的整体架

构、研发管理、产品设计等工作，该系统支持

丰富的物联网接入方式，为物联网场景应用

提供底层支撑。

万物相连如何成为可能？“以智能灯泡

为例，如果想要灯泡通过智能手机控制，首

先需要和灯泡进行通信连接才能让它‘说

话’。”李平介绍，他现在所负责的项目是一

个能让物与物的连接集成在一个操作平台

的智能操作系统，智能插座、传感器、窗帘电

机等智能硬件都能通过该系统进行连接形

成智能生态。

李平说，物联网应用场景的拓展离不开

智能生态的支撑。物联网形成一个智能生

态，场景应用才会更精彩，这是物联网“万物

互联”的发展方向。比如，通过智能插座可

以随时随地控制开关，如果与传感器相结

合，还能自动感知温度、阳光等变化，具备自

动浇花等功能。未来随着智能生态逐渐成

熟，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相关的场景开发

也会不断落地。

为丰富更多物联网场景应用，李平所在

团队以智能边缘操作系统为基础，进一步开

发出具有家庭存储、智能路由器、远程投屏、

轻办公主机、打印机云盒及智能家居网关等

功能的“家庭超能盒子”。

“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的结合是我们后续

研究设计的方向。物联网把设备连接起来

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连接而连接，而是为了创

造更智能的使用场景，让生活更便捷更美

好，而人工智能的加持会使它们成为更好的

助手。”李平说。

物 联 网 工 程 技 术 具 有 探 索 性 和 开 创

性。“热情和兴趣是驱动力，当真正踏入这

一行业，你会发现面对的大多是前所未见

的困难，需要时刻保持开放的心态，不惧

困难。”李平说，很多时候，他们解决难题

的 过 程 是 在 一 条 前 人 没 有 走 过 的 路 上 摸

索 ，必 须 加 强 自 主 创 新 。 针 对 轻 量 级 设

备，他们专门研发设计了与其所匹配的控

制协议。

跨界融合是这一行业的特点。李平表

示，尽管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是以技术研发

为导向，但还需要结合互联网、市场等方面

知识，不断解决复杂问题，这就要求从业人

员成为具备较强跨界融合能力、掌握多方面

知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跨学科融合、多领域协同对于物联网

工程技术十分重要。“物联网工程是一个

高度融合的技术生态体系，不仅涉及通信

技术、计算机科学、

电子工程等领域，

而 且 技 术 迭 代

速度非常快，需

要 与 人 工 智

能 、云 计 算 等

前 沿 技 术 相

结 合 ，需 要 具

备 跨 学 科 协

作和解决复杂

问题的能力。”

李平说。

“未来应进

一 步 推 动 物 联

网工程技术等领

域 人 才 建 设 ，为 弥

补 人 才 缺 口 提 供 有

力的支撑和保障。”李

平认为，应加强高校相

关 专 业 建 设 和 人 才 培

养。他建议高校优化课程设

置，注重技术的迭代更新以及理

论和实践相结合，培养学生创新能

力和实际操作技能，并强化企业培训，

加强国际间的合作和交流，不断提高物联网

技术专业人才的素质和创新能力。

□ 本报记者 孙亚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