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书在版编目（ＣＩＰ）数据

　大庆精神历史文献研究／李国俊，史洪飞，赵金子
主编．－－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２．７
　（大庆精神研究）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１６－６５１７－５

　Ⅰ．①大…　Ⅱ．①李… ②史… ③赵…　Ⅲ．①石油企
业—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大庆市　Ⅳ．①Ｄ４１２．６２

　中国版本图书馆ＣＩＰ数据核字（２０１２）第１５３５５８号

大庆精神历史文献研究
Ｄɑｑｉｎｇ　Ｊｉｎｇｓｈｅｎ　Ｌｉｓｈｉ　Ｗｅｎｘｉɑｎ　Ｙɑｎｊｉｕ
李国俊　史洪飞　赵金子　潘　岩　主编

责任编辑　徐永进
封面设计　周　磊
责任校对　程　佳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１５８号）
印　　刷　黑龙江远东联达教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　　本　７８７毫米×１０９２毫米　１／１６
印　　张　１３．７５
字　　数　２５０千
版　　次　２０１２年７月第１版
印　　次　２０１２年７月第１次印刷

书　　号　ＩＳＢＮ　９７８－７－５３１６－６５１７－５　　　定　　价　７５．００元（共三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网址：ｗｗｗ．ｈｌｊｅｐ．ｃｏｍ．ｃｎ
如需订购图书，请与我社发行中心联系。联系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５２９５９３　８２５３４６６５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调换。联系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５２９３４７
如发现盗版图书，请向我社举报。举报电话：０４５１－８２５６０８１４



前　　言

大庆精神产生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大庆石油会战。从狭义上说，大庆精神

是中国石油企业精神，是大庆石油职工共同的价值观念以及工作作风、道德准

则的集中体现，是大庆石油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大庆的城市精神。从广义上说，

大庆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大庆精

神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结晶，与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同呼吸共命运，

是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最好体现，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集中体现。

《大庆精神历史文献研究》是一部大庆精神理论研究与经典文献整理相结

合的文献类编著，本书主要特点是以大庆精神的基本理论为核心整理相关经典

文献。主要内容包括大庆精神形成的时代特征和时代选择、大庆精神是中国共

产党的伟大精神、大庆精神的内涵和铁人精神，并根据相关内容选择与之匹配

的反映了大庆精神形成和发展的经典文献。

本书编写工作主要分工为：

全书统稿：李国俊（东北石油大学大庆精神研究中心）

第一章一、二、三：李国俊

第一章四：史洪飞（东北石油大学大庆精神研究中心）

第二章：史洪飞

第三章：赵金子（东北石油大学大庆精神研究中心）

潘　岩（大庆职业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

第四章：史洪飞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借鉴和参考了大量研究大庆精神的文献，谨向各位专

家、学者表示崇高的敬意。由于编写和出版时间仓促，以及编者水平所限，书中

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指正，特致谢意。

编者

２０１２年３月３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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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大庆精神形成的时代
　　　　特征和时代选择　　

　　大庆精神形成于大庆石油会战时期，当时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国际

环境对于年轻的共和国非常不利，国内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量石油。因

此，大庆精神是在困难的时候、困难的地区和困难的条件下，学习和运用毛泽东

思想，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开

发和建设大庆油田的产物，是铁人王进喜等一大批英雄人物的理想、信念、情感

和意志在广大职工中扩展而形成的群体意识，是三代中央领导人精心培育的

结晶。

一、大庆精神形成的国际时代特征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新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环境。首先，国外敌对

势力千方百计妄图颠覆年轻的社会主义中国。当时，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经过５０年代的艰苦努力，已经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

是，国外敌对势力十分仇视社会主义新中国，时刻不放松对我国的政治、思想和

文化的渗透，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妄图达到颠覆新中国的目的。

其次，在５０年代末期，由于长期战争造成的创伤还没有得到彻底医治，我国经

济条件还相当落后。在我们最需要支援的时候，苏联突然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

家，中止合同，停止供应一切重要技术和设备，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国民经

济建设遭到严重破坏。

在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石油

工业的落后，国外的石油禁运，石油开采技术、方法和管理经验的封锁，对我国

发展经济、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都构成了巨大威胁。在这种情况下，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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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国外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使我国独立自主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

须自力更生地发展中国自己的石油工业，突破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大

庆石油会战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国际环境下展开的。而在外部严密封锁的条件

下，能否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科学地开发建设和管理好特大型油田，实现

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以实际行动打破针对中国的封锁和孤立，更是一个充分

体现了国家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的重大政治问题。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大庆石

油人自觉体现和实践了这种国家意志，时刻把自己从事的油田开发建设同祖国

的振兴、民族的富强联系起来，在打破封锁、战胜威胁，为国争光、为民族争气的

过程中，也使大庆精神铁人精神随之孕育形成。

二、大庆精神形成的国内时代特征

１９６０年前夕，正是我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导

致产生“大跃进”和“反右倾”的严重错误，使我国经济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国

家发展面临重重困难。

在诸多困难中，石油工业落后，缺油是最大的困难。当时，经过十年的艰苦

奋斗，石油地质勘探已经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但是，石油工业落后面貌还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原油的产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１９５９年，全国石油产品的销

售量为５０４．９万吨，其中自产的仅２０５万吨，自给率为４０．６％。为解决国内需

要，不得不耗用大量外汇进口原油和成品油。即便如此，油品的供应情况仍然

十分紧张。民用油中数量最大的煤油和柴油在１９５９年商业部门年底库存量比

上年分别下降１５％和２４％，１９６０年比上年又分别下降了３８％和２３％。高级的

航空燃料则全部依靠进口。因为缺油，连北京的公共汽车都背上了煤气包；因

为缺油，国防执勤、军队训练都受到了严重影响。朱德同志曾忧心忡忡地说：

“没有油，坦克、大炮还不如打狗棍。”

石油工业的布局与国民经济的需要很不适应。作为石油工业基础的天然

石油资源，偏居于西北一隅。１９５９年，９８％的天然原油产量和６１．７％的原油加

工能力在陕、甘、青、新四省区，而９０％以上的消费量在东部经济较发达的地

区，生产和消费的布局很不协调。并且因为运输条件的限制，根本无法满足东

部经济较发达地区对石油日益增长的需求。

当时，石油工业的主要矛盾从整体上说缺少足够的后备储量，原油生产的

增长受到制约。要想摆脱被动局面，适应国家的需要，必须在勘探上取得重大

突破，尽快寻找新的大油田。大庆油田正是在解决这一主要矛盾、不断加快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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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步伐的过程中发现的。大庆油田的发现，也为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形成创造

了特定的客观条件。

三、大庆精神形成的时代选择

伟大的实践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实践。大庆精神铁人

精神正是根源于大庆石油会战这一伟大实践，是在会战职工艰苦卓绝的创业实

践中产生的。

大庆油田地处黑龙江省西部，松辽盆地中央凹陷区北部。这里草原覆盖，

沼泽遍地，人烟稀少，一年有５个月平均气温在零下４．９度以下，有６个月冻土

深度达两米多。那时的大庆，自然条件异常艰苦，头上青天一顶，脚下荒原一

片。１９６０年，大庆地区的雨季比往年来得早，而且雨量大、雨期长，国家外遭经

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内处３年困难时期，给会战带来了重重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数万名石油人一下子涌进了荒凉的萨

尔图草原，吃饭、住房等起码的生存条件都成了问题，资金、设备更是得不到保

证。特别是在缺乏勘探开发大型油田经验又毫无国际援助的情况下，能不能独

立自主地探明开发好大庆油田，更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

财力物力的严重匮乏，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广大石油职工没有被巨大的困难所吓

倒，响亮地喊出了“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口号，积极参加大

会战，开始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历程。吊车、拖拉机等机械设备不足，

就用撬杠和棕绳人拉肩扛，把６０多吨重的钻机部件卸下火车。打井没有水，就

破冰取水，端水打井保开钻。施工缺器具，就土法上马，修旧利废。没有房子住

就挖地窨子，建“干打垒”。粮食紧缺，就两稀一干，挖野菜充饥，“五两三餐保会

战”。１９６１年１月初，仅患水肿的职工就有１　３００多人，到月底竟上升到６　０００

多人。

面对缺乏开发和管理大油田的经验，广大职工把伟大的革命精神与严格的

科学态度结合起来。会战初期，在勘探开发中，每口井都取全取准２０项资料、

７２个数据。地质人员对地下的４８个油层、６９８个油砂体进行１００万次的分析

对比。为了弄清原油在铁路运输中的温度变化，确定冬季油库合理的加热温

度，技术人员手持温度计，顶着寒风，跟随油罐车行程上万公里测油温。

经过３年的艰苦创业，中国石油人开发建设了大油田，闯出了一条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发展石油工业的道路。到１９６３年年底，共探明含油面积达８６０多

平方公里，建成年产原油６００万吨的生产能力，累计生产原油１　１６６万吨，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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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上改变了中国石油工业的落后面貌。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４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二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我国需要的石油，过去绝大部分

依靠进口，现在已经基本可以自给了。

这一时期，经过实践锤炼和培养教育，建设了一支以铁人王进喜为代表的、

具有高度革命觉悟、富有主人翁责任感和奉献精神的石油职工队伍。正是这支

队伍依靠过硬的作风、过硬的技术、严密的组织、严明的纪律，在战胜各种艰难

险阻，高水平、高速度地拿下大油田的过程中，创造了大庆精神铁人精神。正像

１９８１年国家经委党组《关于工业学大庆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大庆石油

职工所以能够创造出那样的英雄业绩，为国家作出那样大的贡献，最重要的就

在于他们继承和发扬了我国工人阶级的革命传统和优良品德，就在于他们有强

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豪感，有不怕困难、勇挑重担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

有高度的主人翁责任感。他们的这种革命精神，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人阶级的本

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应该进一步发扬光大。”

四、大庆精神历史文献附录

文献１　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
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

总理、李、薄副总理并中央：

最近，我们对东北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作了反

复的研究和讨论。从现在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可以说形势很好，来头很大。

目前，已经在黑龙江省肇州县大庆（原名大同镇）地区，探明了一块２００平方公

里储油面积的大油田。初步估算，可采储量在１亿吨以上，大体上相当于新疆

克拉玛依油田。产油情况很好，现在已经打出来的探井，经过一个多月的采油

试验，平均每口井日产量在１２吨左右。油层多、油层厚，现在已经发现的就有

六组油层，光第一、二两组油层就有十多米厚。油层产油性能良好，出油稳定。

油层埋藏不算很深，第一、二两组油层深度在一千米左右，而且地层松软，打井

容易。总体来看，开发和建设这里的油田，有很多便利条件。

整个大庆地区，从地质资料上看，是一个很大的适于储油的构造带，面积达

两千余平方公里。现在拿到手的这块油田，仅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边界尚未摸

到。看来，储油面积还会有大的扩展，远景非常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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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进展迅速，收效特大。我们和地质部一起，在黑

龙江省委的大力支持下，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地质调查。１９５９年９月６日我们

打的第一口探井出了油。此后，我们就迅速地抽调了一批较大的力量，加强了

勘探和科学研究工作，打了２２口探井，并取得了大量的地质和试油试采资料。

从开始较大规模的钻探，到找到这块２００平方公里的大油田，仅仅用了四个多

月的时间。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像这样大的油田，全世界也只有二十多个，

它又处在工业发达、交通便利的东北地区，这对于加速我国石油工业的发展，是

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

大庆地区的石油勘探工作，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效果，但

总的来讲还是一个开始，要想把油田全部探明，并投入开采，还需要做更大的更

艰巨的工作。根据这个地区的情况，我们认为应该下一个狠心，用最大的干劲，

用最高的速度，迅速探明更大的油田面积和更多的新油田。为此，我们的部

署是：

第一，甩开钻探。在现已探明的二百多平方公里储油面积的四周，向外扩

展。在两千平方公里的构造范围内部署钻探，以求迅速探明油田的面积和储量

究竟有多大。

第二，在已经探明的储油面积内，选择一两块地区，打出一批生产试验井，

进行油田开采试验。拟在今年生产原油２０万吨以上，到年底达到年产原油一

百万吨的生产能力，为明年大规模地开发准备条件。

第三，在大庆构造带以外的附近地区，还发现有许多好的构造，储油的可能

性很大。准备用一部分勘探力量，有选择地进行钻探，以期找出新的油田。

按照这个部署，预计今年需要打探井和生产试验井四百多口，钻井进尺数

大约五十万米；同时进行相应的油田建设，其中包括采油、集油、输油、供水、供

电、保温、运输和机修等项基本建设工程。所需的投资、设备器材及劳动力等，

已向经委、计委做了专门报告。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我们打算集中石油系统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用打歼

灭战的办法，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从玉门、新疆、青海、四川等石油管理

局和其他有关石油厂、矿、院、校，抽调几十个优秀的钻井队和必需的采油、地质

及其他工种队伍，加上两千多名科学技术人员，参加这个大会战。抽调的人员

都要精兵强将，在现场大搞比武竞赛，掀起一个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一鼓作气地

拿下这个地区。

这样做法的好处很大。第一，可以用最快的速度，力争在夏秋两季，拿下大

庆油田，减少冬季野外作业的困难。同时又可以用最高的工作水平，精确地解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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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油田中主要技术问题，研究出合理的开采方法，做到边勘探、边设计、边采油，

从而闯出一套我国自己的、符合总路线多快好省的石油勘探和开发的办法。第

二，便于集中使用石油工业各方面的先进经验，在大会战中，进一步发动群众，

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从而大大提高石油工业群众运动的水平。第三，便于现场

比武，大搞各工种联合表演赛，掀起“学、赶、超、帮”热潮，从而有力地推进石油

工业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我们考虑，这样做法虽然有些单位抽

出了一些力量，但对当前生产和工作不会有多大的影响；反过来，通过这种大会

战，还可以提高各厂矿的各个方面工作水平，给完成今年的任务创造更有利的

条件。

以上报告当否，请指示。如认为可行，望批转有关省、市、自治区和部门。

石油工业部党组

１９６０年２月１３日

文献２　中央批转石油工业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
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题的报告》

中发［６０］１２９号（摘录）

上海局，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青海、四川省委，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国

家计委、经委、建委党组，地质、冶金、一机、农机、铁道、交通、建工、劳动、外贸、

水电、邮电、石油部党组：

中央同意石油部党组《关于东北松辽地区石油勘探情况和今后工作部署问

题的报告》。现发给你们，望予支持和协助。石油部为了加快松辽地区石油的

勘探和开发工作，准备抽调各方面的部分力量，进行一次“大会战”。这一办法

是好的，请各地在不太妨碍本地的勘探任务的条件下，予以支援。我国的石油

工业特别是石油地质勘探工作，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目前仍然是一个薄弱的方

面。积极地、加快地进行松辽地区的石油勘探和开发工作，对于迅速改变我国

石油工业的落后状况，有着重大的作用。

中　央

１９６０年２月２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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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３　会战的筹备和部署

（摘录）

余秋里

１９６０年２月，我们紧张地进行了会战的筹备和部署。２月１２日，召开了全

国石油企事业单位电话会议。会上，通报了松辽石油勘探的大好形势，宣传了

松辽会战的重大意义，提出了部党组关于组织大会战的设想，对各单位进行了

思想动员，要求大家做好参战的思想准备。

在中央正式批准石油大会战报告的第二天，２月２１日，在哈尔滨市召开了

大庆石油会战第一次筹备会议。这次会议由康世恩同志主持，各石油局、厂、

院、校主要负责同志，国家经委、东北协作区、黑龙江省有关领导和部门负责人，

以及石油部机关部分司局长参加了会议。康世恩同志去哈尔滨时，带了部党组

给黑龙江省委和欧阳钦同志的信，汇报了部党组的意见，希望能得到省委的

支持。

这次会议传达了党中央的批示和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讨论了大会战的指

导思想、工作方针和主要任务，宣布了部党组关于全国石油系统３７个局、厂、院

校由主要领导干部带队，组织精兵强将，自带设备参加大会战的决定，并对会战

各项主要工作作了具体的安排。

会上，宣布余秋里、孙敬文、康世恩亲临前线，直接指挥会战。同时，成立大

庆石油会战领导小组，由康世恩同志任组长，石油部地质勘探司司长唐克、石油

部机关党委副书记吴星峰任副组长。

根据部党组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工作部署，会议确定了石油会战的三项

任务：（１）在２　０００平方公里的面积上甩开勘探，争取打２００口左右的探井，迅速

探明油田面积，找到１０亿吨的可靠储量；（２）选择已经探明的有利地区，打出

２００口左右的生产试验井，进行油田开采试验，实行早期注水，当年生产原油５０

万吨，年底达到日产４　０００吨的水平和年产１５０万吨的生产能力；（３）在大庆长

垣以外的附近地区，进一步开展地震勘探，完成地震细测４万公里，选择有利构

造进行钻探，争取再找到一些新的油田。

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会议决定划分５个战区：葡萄花地区，太平屯地区，萨

尔图地区，杏树岗地区，高台子地区。明确了各参战单位的任务及所负责的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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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按照当时的安排，会战的重点地区是长垣南部的大同镇附近地区，在葡萄

花、高台子、太平屯构造上部署了比较多的探井，油田的开发试验也准备放在葡

萄花一带。

除此之外，还准备组织两个勘探大队，负责大庆长垣外围的钻探工作，组织

一个地质调查处，负责松辽盆地中央凹陷带的地质调查和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整个会战的油田建设，由第一工程局包干，土建工程请黑龙江省支援。会战的

科学研究工作，由石油科学研究院负责组织，北京石油学院配合。研究的项目

包括钻井、地质、采油、油田建设等各个方面。由石油五厂负责，省机械部门协

助，筹建一个机修厂。突击建设一个日处理百吨原油的小炼油厂，以解决会战

用油需要。

会上，对各单位的队伍组织、人员集结、设备材料调度等提出了具体要求。

如要求玉门局组织一个管理２０部钻机、年钻１５０口探井的指挥部，调出１０个

钻井队，其中有５个是标杆队，抽调５部钻机；组织一个从采油、注水、集输到测

试、修井的完整采油厂，管理２００口生产试验井；配备一个机修厂的技术骨干，

从车间主任、工程师到工长，要成龙配套；配备一个管理４００辆汽车和特种车辆

的运输处的架子；还要成套配备一个包括工地主任、工长在内的土建工程处的

技术骨干力量。对新疆、四川、青海等单位，也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当时组织

会战队伍采取了３种形式：一是“拔萝卜”，点名抽调一些标杆钻井队；二是“割

韭菜”，把原来的队伍成建制地调来；三是“切西瓜”，把原来的队伍一分为二，调

来一半，留下一半。

在时间的安排上，会议确定３月份调动人马，４月份开始上手，５月初正式

打响。各单位的参战队伍必须在３月份集结完毕，钻井、安装、附属工程队伍和

机关３月１５日前赶赴现场。

会议还决定，所有参加会战的人员，不管是集体调来的还是个别调来的，仍

归原单位建制，各单位都要成立党的组织，负责统一管理。但要带上组织、人事

关系和户口、粮食关系。工资仍由原单位照发，以后再根据情况由大庆发放。

各单位在队伍调动的同时，要随队带上一些必需设备、器材、备品、工具，以避免

上来后缺东少西，影响会战。

会议期间，主要参战单位领导还到大同镇现场了解情况，听取了松辽局的

介绍，察看了本单位的作战区域，以便回去更好地组织队伍快上。

筹备会议于３月３日结束，会议期间有的同志就和单位联系，通报情况，准

备行动。散会后，各单位参加会议的同志急如星火，从哈尔滨赶回单位，立即传

达贯彻。搭班子，调队伍，拆钻机，运设备。经过层层动员，宣传教育，会战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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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开赴大庆。有些职工临行前两三天才接到通知，出发时却一个不落地踏上

了行程。那时，石油职工都以能参加会战为荣，就像战士上了战场，生怕打不着

仗。各路会战队伍一路上集体行动，纪律严明。在北京换车时，许多第一次来

到北京的同志，都顾不上到天安门广场拍张照片。石油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也都

动员起来，在行政司长、老红军鲍建章同志带领下，给过路的石油职工送水送

饭。到１９６０年３月１５日，离第一次筹备会议结束还不到两周，各单位到达大

庆地区的职工已达１　０００多人，部队转业官兵已到１１　０００多人。加上松辽局原

有的５　０００余名职工，大庆油田已经集结了１．７万人。运抵安达的设备、器材已

有２４７个车皮，１万余吨。

（出自《余秋里回忆录》，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６月）

文献４　康世恩在松辽会战第一次筹备会上的讲话纪要

１９６０年３月３日（摘录）

同志们：

今天各地区的同志都来了，正式开个筹备会。关于大战松辽问题，在去年

十一月份部党组扩大会议上就确定了，今年元月份党组又正式开了十几天会，

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作了决定，这在十二号召开的电话会议上已经传达

过了，今天再讲一下，可能讲得要具体一些。下面讲几个问题。

一、松辽平原大庆地区的勘探情况

现在看来，这个油田情况是越来越好，油田面积发展得很快。一月底我们

认为已经探明的储油面积有２００平方公里，到现在为止，所控制的面积已经发

展到４００～５００平方公里。这个面积是根据现在已经钻开的１５口井所获得的

资料推算的，在这１５口井里面有６口井经过了试油，在９口井已经钻开油层。

葡萄花构造情况很好，现在进行试采的几口井，出油情况都不错；葡７井、１１井

和２０井每天稳定产量都在１２吨以上。最近在太平屯构造打完了１、２号井，地

层情况、电测资料和取出的岩心，同其他构造高产井都对比得上。从现在情况

来讲，所得到的储油面积，要按２００平方公里的可采面积计算，就有可采储量１

亿吨，已经有克拉玛依油田的来头；如果按４００平方公里计算，就要加一番，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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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有２亿吨的储量。

从取得的地质资料来看，这个地区的条件很好，有许多优点：

第一，叫做油层多，油层也比较厚（当然也有不少薄层）。现在已经钻开的

油层有６组，一、二两组平均有效厚度约１１公尺，三、四、五、六组资料比较少，

还没有完全摸清。

第二，产量也比较高。这个地区开始就没有用大油嘴试油，一般都是用４

～５个毫米的小油嘴试采；葡萄花７号井，开始用９个毫米的油嘴每天能出９０

～１００吨，用７个毫米的油嘴每天出７０多吨，用５个毫米的油嘴平均每天还可

以出１２吨。一口井一天能出１２吨就很不错了，克拉玛依油田一口井一天才能

出１０吨８吨。这样算下来，如果大庆油田搞到几千个平方公里的面积，每年就

可以产油几千多万吨。

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好的情况，就是含气少，井口压力小，但是油层压力大，

产量很不错，很稳定，叫高压力、低饱和油田。

第三，储油条件比较好。孔隙度平均为２２度，最高的达到２６～２８度，渗透

性平均为３００个千分达西，最高的达到１　５００个千分达西，最低的也有１５０个千

分达西，我们找油找了十几年，就是找不到千分达西，这一下可给找到了。岩心

看起来很硬很细，但是岩性很好，这说明沉积很好，胶质的东西很少。

第四，岩相变化很小，分布比较稳定。这个地区属于白垩纪地层，从地质部

的地质调查资料来看，Ａ、Ｂ层变化很小；从现在实际打井情况来看，变化也很

小，这说明它的岩相是很稳定的（当然每个薄层还有些小的变化）。另外还要加

上一条，就是构造属于地台性的，它不但个儿大，并且很平缓，地层倾角不超过

１度，现在所控制的二级构造带面积，已经有２　０００～４　０００平方公里。

以上这几个好的条件，就得出了一个大面积和产量比较高的结果。

第五，油层埋藏不算深。一、二组约１　０００公尺左右，三、四、五组在１　５００

公尺左右，不深不浅正好打井，这也是一个特点。

第六，地层松软，容易钻进，一个刮刀钻头可以打２００～３００公尺，最高的钻

到３７０公尺；有一口井用１１．７５英寸牙轮钻头打了２５０公尺，把钻头起出来还

是半新的；同时，还可以清水钻进自造浆，自造出来的泥浆很标准，不塌不漏。

反正都是优点，确实好。部党组开会，叫地质家提缺点，他们连一点缺点都

提不出来；当然变化是会有的，还得在实践中来看，不过优点是基本的。

现在看来，大庆地区是个大油田，这个地区的来头很大，发展前途很大，如

何估计它的发展前途昵？主要有两个方面：

（１）初步的看法，储油面积，主要是二级构造的控制，三级构造只是起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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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产作用。反过来说，这个油田不受三级构造限制，它的特点就是含油面积很

大、很广。上面已经说过，仅大庆地区现在就控制了二级构造的面积达２　０００

平方公里，这是远景，很快就可以证明。我看搞不到２　０００平方公里搞１　０００平

方公里也好，按１　０００平方公里计算，一年也可以搞它四五千万吨油，如果６０年

能够搞到这样一个大油田，石油工业就不是现在这个形势了。

（２）大庆长垣，地处松辽平原的中央凹陷带，这个凹陷带的面积约４万平方

公里，大庆长垣只是东边的一部分，西边还有几个长垣，我看西边还会更好，油

层还会更多。总而言之，除大庆构造带以外，还有可能找到和大庆一样的几个

长垣，还有可能找到更好的构造带，就是这样，总的讲，这里远景很好，将来一定

会发现若干大油田。从这个地区的地质构造条件、生油和储油条件来说，目前

也是我国已经发现的油田当中条件最有利、规模最大的油田。

这个地区的勘探速度确实发展很快，成果也很大。从１９５９年４月份上第

一部钻机开始到现在不过１０个月的时间，就找到了４００平方公里的储油面积。

如果真正从去年９月第一口井出油算起，到现在仅仅只有４个月时间，这样的

发展速度在世界上也是最快的。为什么能够有这样的发展速度呢？而且成果

又这样大呢？主要原因是：

（１）是党的总路线的光辉照耀，使职工群众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干劲冲天，

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根本的，也是最主要的一条。１９５６年我们搞克拉

玛依油田，虽然也集中了实力，干劲也不小，就是缺乏上述条件，结果搞了两年

才勾画了一个轮廓；而这里只用了４个月的时间，就搞出了这么大的名堂。这

是总路线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

（２）黑龙江省委极为重视，决心很大。各方面工作都给了极大的帮助和支

持。大庆地区出油以后，省委开了多次会，几位书记亲自去看，并且带领各个部

门的领导同志亲自组织规划。

（３）是石油部和地质部协作配合得好，规划搞得妥善、周到，工作布局比较

正确，采用的勘探方法同其他地区比较起来最先进。突出地表现了三点：

第一点，是运用了综合性的区域勘探，一开始就在松辽平原上展开了２４万

平方公里的调查研究工作。因为松辽平原是一无地层出露，二无构造，三无油

苗，这样做也是逼出来的。经过两年多的大面积的调查研究，对平原的全貌了

解得很清楚：一是大地构造划分得清楚；二是地层划分得清楚，一撒手就掌握了

二级构造，对三级构造也有所了解；三是初步掌握了油气移集规律，对生油层了

解得清楚。这几方面真是心情舒畅，也是由于全面调查研究的结果，其他地区

在这些方面叫做心中不明，就是因为缺乏全面调查研究。四川就在这一点上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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