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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勘探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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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激荡的1978年，一支融合了享誉大庆、胜利油田开山祖师

的队伍，应改革号角的召唤，奋袂而起，直扑塔里木。他们踔厉风发，

率千人精兵，磨砺茫茫死海戈壁。

为了缓解祖国石油后备基地不足，鼓足了虎劲的勘探儿女，发扬

“以献身地质事业为荣，以艰苦奋斗为荣，以找矿立功为荣”的“三光

荣”精神，建设凝聚力；坚持科技兴业，解放思想，一改敌辅，寻找闲光

点，开拓创新力度。没有住房搭帐篷、干打垒、“卷席简”，缺少细粮肉

食屹杂粮，激发革命加拼命热情；他们投下成吨的汗水，备尝苦辛，筚

路蓝缕。奋勇前进。几分耕耘几分收获。1984年他们打出了沙参2并

高产油气流，开创了塔里木拽油新纪元，矗起中国石油工业第三座里

程碑。为国家制定“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

学依据。

抓住机遇乘胜前进。地矿部决策联合勘探，酵贤毕至，少长旌集。

6f)()o多名备路英雄，风餐露宿，争分夺秒，群策群力。连续突破，高潮

迭起。“t五”在7个层系获重大发现，找到6个油气田(藏)；“八

五”走探采结台路子，发现5个油气田(藏)；“九五”大搞勘探开发



一体化，发现和评价了塔河等3个油气田(藏)。特别是一举找到塔

河整装亿吨级特大型油气田，首开盆地亿吨级特大型油田之先河，独

创了盆地古生界碳酸盐岩主力油层的战略转移，名震海内9}石油界。

原油产量与经济效益在“九五”后3年，实现3年连续翻番的超常发

展，2000年原油194万吨，经济总收入26亿元，平均年增长率50％

以上；储采皖由1995年33．27上升到2000年77．31，百万吨产畿建

设等诸成本l旺于全国同行平均水平。在改革深化中，西北石油局由典

型的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轨，目前已向油分公司和上市公司

迈出了大步。同时，连续7年保持自治区文明单位称号，今年又荣膺

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编纂《西】c石油局图志》，“万八传实，乃盛世美事”。“以志为

鉴”，目的在于以图片为载体，运用照片鲜明生动、形象逼真、历史惹

厚重、时代气息强烈的优势，来表述过去，启迪未来；麓较文字更具史

实和情感的穿透力，提升全面展现这支队伍23年油气勘探开发事业

的发展脉络、巨大成就、卓著功勋的深度和广度。并缘此讴歌在23年

风雨兼程中，勘探儿女艰蔷创业、无私无畏地创新、不倦不懈地探索、

无怨无悔地幸献，乃至青春、爱情和生命的牺牲精神。以志永存，鞭策

后生，辉耀世纪。

出版《西】c石油局图志》，以照片为主唱载体，“记述过去，开朗

未来”，在新疆尚属首次探索性尝试，在全国亦不多见，是一项崭新

的阳光事业。鉴于尝试和探索，苦于可供借用的经验难觅，加之时间

紧、任务重、人手少，收集照片、资料颇为不易，存在遗珠之憾；又因编

者水平育豫，心余力绌，翘巯和错误难免，敬请专家和读者批评赐教。

同时在此，向关心和积顿支持、热情提供照片、资料的同志们，向热心

帮叻西北百油局志鉴工作的新疆地方志编委会深表诚挚的谢忱；向

过去曾为西】t石油局生存发展作出忘我贡献的人们表示敬意!1

1 i 哆

1初叼毛
2001年10月15日

I
i 3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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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搽开发概况
西北石油局自{u78年j月成立以来，在总结前

人对塔里木盆地大量油气工作的基础上，经过侦

察，从塔西南转移塔北。实现了沙参2井的重大突

破、连获突破、导向性重大突破、发现塔河大油田

等，先后共在8个层系中发现m多个油气田，获得

探明储量2亿多吨。!⋯}年产油m 7万吨、天然气

4亿立方米，经济效益显著。1 u91年首次建立的中

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及【t)un年建立的叠加复合

盆地成油理论，填补了我国石油地质理论的空白，

继承和发展了地质力学找油理论，极大地丰富了

石油地质理论。上述的突破和发现及理论建立带

动了我国西北地区，特别是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

工作，为国家石油工业发展”稳定东部，发展西

部”战略方针的确定提供了科学依据。因此，西北

石油局为新疆乃至全国石油工业的发展作了重要

贡献。

一、侦察阶段

mj年起，地质部十三大队、新疆地质局区域
地质调查大队，按照国家统一部署，系统地开展了

正规的1 1n万(部分为1．Ⅲ历)区调工作，基本扫
除了盆地周缘及山区的地质空白区。在调研成果

的基础上，自I q“!年以来对全疆地层、构造矿产等

进行了大量研究工作，并编制了全疆】：1¨(J万地质

图和矿产图件及图册，为研究认识塔里木盆地沉

积、构造、彤成与演化及石油地质条件等提供了基

础地质资料。

1tJ5^年，新疆地质局7∞队(队长戴景明、工

程师王文彬)，下属的9个分队分别在莎车、叶城、

皮山进行油气普查；在策勒、于田、玛扎塔格、柯平

塔格、叶尼雅东一库尔勒南进行了石油地质路线

概查；在阿图什构造中段进行l 2；万细测：于田、

且末进行l 2n万、11f⋯万地质测量．获得了不少地

质成果：】发现16个地面背斜构造，其中尤为重要

的是西和甫构造(李学惠等发现)现已建成柯克

亚油气田。!新发现有重要意义的油气显示两处，

其中有和什拉甫石炭系油苗。3首次横穿大沙漠，

对玛札塔格石炭、二叠系进行了踏勘(杨兆宇、吴

得元等)。

10j7年冬到19j8年春．地质部航飒I大队Ⅲ14队

完成盆地的1：1川j万航空磁测，为塔里木盆地区域

构造格局划分提供了依据。

二、评价阶段

按照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教授的指示，㈨tp
¨7¨年地质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开始对塔里木

盆地进行油气前景评价，认为盆地是很有前景的

大盆地，并建议地质部上勘探队伍。

三、组建队伍上塔里木

∽77年H月．国家地质总局根据全国石油工业

发展的战略需要，超前准备油气勘探基地决定，组

建塔里木筹备组．负责人康玉柱成员有周永昌

等，到新疆塔里木盆地进行调查，为总局上普查勘

探队伍作设计方案。¨78年】月向总局领导汇报，

建议尽快组建勘探队伍进塔里木开展油气勘探工

作。

197H年j月．国家地质总局下文成立了“新疆

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后改称西北石油局)。先

在喀什麦盖提地区工作一年后，发现目的层埋藏

深构造十分复杂，亟待优选新的勘探靶区。西北石

油局利用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控油理论，提出向塔

北沙雅隆起转移。

四、世界瞩目的重大突破

1q粥年j月，根据地震资料发现．在雅克拉构

造上设计了沙参2井。该井于1984年t，月12日在井

深j391米奥陶系钻获高产油气流，日产油1fJ『Jf)余

立方米，天然气二⋯万立方米，是中国古生代海相

油气田首次重大突破，成为中国油气勘探史上继

大庆、海上油气突破之后的第三个里程碑，亦是塔

里木盆地油气勘探的新转折，由此拉开了塔里木

盆地油气勘探大会战的序幕。

五、连获突破

1 t捕5年，地矿部为迅速扩大沙参2井的重大成

果，决定成立地矿部塔北油气联合勘探指挥部。调

集6个地区局的勘探力量约r-fJ『J()多人到塔北进行

找油大会战。从㈩Hj～1W J年先后发现了雅克拉、

阿克库木、阿克库勒、轮台、达里亚、艾协克等n个

油气母．并且评价了雅克拉凝析气田。



1 086年．由于沙参!井的重大突破，中国石油

天然气总公司再上塔里木，并于19H9年4月组建

塔里木盆地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指挥部，调集上

万人队伍进入塔里木，进行空前规模的油气勘探

工作。

六、导向性重大突破

根据地矿部寻找第二个沙雅隆起的指示精

神于luun圭F开始对塔西南的麦盖提斜坡和巴楚

隆起开展全面性油气勘探工作。于∽u2年和19％

年分别在麦盖提斜坡麦3井和巴楚隆起巴参l井

石炭系实现了导向性首次重大突破，为国家又找

到了2块新油气勘探基地。

七、塔河大油田的发现

塔河大油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沙雅隆起

阿克库勒凸起的西南斜坡上，即艾协克一桑塔木

地区，面积约7二()平方千米。

塔北雅克拉构造沙参：井于奥陶系实现重大

突破后．迎来了塔里木盆地以古生代海相为主要

目的层的勘探热潮，先后发现了雅克拉、阿克库

勒、东河塘、塔中等油气田。199(j年j()月在艾协克

构造(塔河3号)上完钻的沙23井于石炭系下统

获高产油气流，这是塔河大油田的第一口发现

井，并于奥陶系灰岩中发现良好油气显示。1 991

年9月在艾协克南桑塔木构造(塔河l号)三叠系

又获高产油气流，从此艾一桑地区成为西北石油

局主要勘探区块之一。根据三维地震新资料解

释，于1眇^年在艾协克构造叉布了沙46井、沙47、

沙48并等。各井均在奥陶系下统灰岩中获高产油

气流。特别是沙48井于¨97年1n月完井用9毫米

油嘴生产，日产油350吨，后改I喧!米油嘴生产，日

产油45f惋。该井三年来一直稳产高产，平均每月

产油超1吖啪吨。该井创造了塔里木乃至全国海

相碳酸盐岩中的高产稳产纪录，成为一口“王牌

井”。2rJ⋯年初经国家科委审定，共探明储量1．5

亿吨油当量。控制加预测储萋达1．6亿吨，由此．形

成了塔河超亿吨级大油田。这是塔里木盆地乃至

全国至今第一个海相碳酸盐岩大油田。

据目前资料展望，阿克库勒凸起的奥陶系，

油气分布广泛，整个凸起控油、含油气面积约为

圳“j平方千米，在塔河地区钻遇奥陶系的探井命

中率高达70．2％左右，表明这个地区含油气丰度

较高。由此预测，塔河地区含油气面积有很大扩

展的潜力，现在控铷含油气面积约72『J平方千米，

预测含油气面积可扩展到ⅢH J平方千米一1刚】平

方千米。这样将获得地质储量8亿吨一1州Z吨的超

大型油气田。

八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的建立

1q84年沙参2井于奥陶系突破高产油气流，

实现了我国古生代的重要里程碑。之后，又连续

发现古生界油气田经过“七五”、“八五”科技

攻关的研究，总结了塔里木盆地和国内有代表性

古生界油气田的成藏特征，于1¨卫年首次出版了

我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专著《塔里木盆地古生

代海相油气田及中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特征》。

“九五”以来，又充实了这一理论。其主要内容：

f多时代、多类型盆地叠加复合区巨大的海

相沉积体，并造就和形成了丰厚油气资源的构

造、沉积背景和良好环境的重要因素。2．多时代生

油岩、多期生油。由于盆地长期处于多旋回条件，

使生油岩具长期生油特征。因此，油气资源十分

丰富。3多B}代、多类型的储集层系。4油气具有

长距离运移的特征。这是有别于陆相成油特征之

一。5．多期成藏。主要成藏期有：海相早期、海西晚

期，印支一蒸山期，喜山期，但以海西晚期和喜山

期为主要成藏期。6多成藏模式。古生界成藏模式

有：古生古储；后生古储；后生中储；后生新储。7

油气分布特征。古生界海相油气田，主要分布在

古隆起、古斜坡、断裂带和区域性不整合面附近。

根据上述理论的指导，西北石油局自j 992年

后，在沙雅隆起，中央隆起区上发现多个油气田，

特别是从1990年以来，坚持在古生界找大油气田

的思路、以海相成油理论为指导又发现了塔河大

油田。

九、古生界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进展

迅速。特别是“九五”期间，以国家科技攻关项目

为龙头的深入研究，初步形成了一套适应塔河大

油田古生界碳酸盐岩油气勘探开发技术系列。

1。评价选区技术。通过建立地层层序、对比、

编制岩相古地理图，识别和确定生油岩，在搞清

构造等基础上，进行油气前景评价、优选靶区和

突破点等思路和技术。

2．碳酸盐岩储层预测及油气层识别的地球物

理技术。总结出了溶洞发育带，具有{氐速度、弱振

F



幅、低频率、层速度异常、弱相关性等特点．研制

开发了储层精细成像处理、三维相干体处理、地

震特殊参数提取了分析、波阻抗反演技术、烃类

宜接检测、三维可视化等f，大技术，初步形成了一

套碳酸盐岩储层预测的物理方法技术系列，有效

指导了勘探开发，为塔河油田扩大含油面积、增

储上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3深井碳酸盐岩欠平衡钻井技术。根据盆内

碳酸盐岩储层为漏失特点，选用无固相钻井液体

系，深井技术工艺，达到欠平衡钻井的设计要求。

4深井碳酸盐岩储层完井技术。据碳酸盐岩裂

缝带后应较强．采用了胶溶性暂堵钻井完井液和

酸化压裂改造等增产技术，提高了单层裸眼完

井：中、高产多层，且无法套管射孔完成Ef P完井：

低产多层射孔完井：低产单层裸眼射孔完井等不

同完井方式，对多油组的有效分隔和分层评价提

供了有效完井技术。

j深井碳酸盐岩储层预测技术。根据盆内碳

酸盐岩的储层高温、高压、深埋、油品粘度大等特

点，采用套管挂壁测试、裸眼支撑测试、裸眼挂壁

测试、裸眼膨胀跨隔测试、裸眼PIl，测试等技术。

^深井碳酸盐岩储层改造技术。针对盆内碳

酸盐岩储层非均质严重，采用了大酸量、大排量

封隔酸压作业，统一使深井和开发井由不出油一

产油量达标或高产，增加产量效果明显。

7碳酸盐岩油气田评价技术。该类油气田评

价是属世界性难题，据其油气藏特点．开展了油

气描述、油气藏建模等技术，进行油气藏评价计

算地质储量等。

十、经济效益显著

西北石油局多年来的油气勘探坚持以新的

地质理论为指导，依靠科技加强综合研究。至

二ⅢM】年麸发现油气田1(J个及塔河超亿吨级大油

田：多年来探井命中率高达f，r卜7I肌居全国之首。

共探明油气储量!亿多吨油当量，控制加预测储

量l j亿吨。199H年以来，原油产量年年翻番，即：

1q9H年产油j7万吨，1wJ年产油1fJ9万吨，2Ⅲln年

产油193 7万吨。探明1亿吨油气储量直接成本为

1 4 s亿元，建成⋯，万吨产能为15 j亿元，其直接成

本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十一、其他盆地勘探

1准噶尔盆地

l吣1年5月一19R!年5月，国家地质总局第三石

油普查勘探指挥部深入准嚼尔盆地南缘，西起独

山子东至木垒，在准噶尔的克拉美丽山，西北缘

的东排子一克拉玛依一夏子街等地进行勘探，编

写了《准噶尔盆地石油地质特征》报告。较全面

阐述了盆地地层沉积、构造、生储盖等特征。并进

行了初步评价，认为该盆地成油条件好，构造条

件优越，而且已发现了多个油气田，是我国西部

的重要含油气区。并进行了分区评价。曾两次建

议国家地质总局组建一个普查队伍，工作重点在

盆地东部和南部开展油气普查工作。

“七五”期间，地矿部石油地质综合研究队

开展了准噶尔盆地油气前景评价研究：1997年地

矿部石海局咨询中心及西北局高咨小组进行了

新一轮的调研工作，并编写《准噶尔盆地油气前

景评价及勘探部署建议》。上述认识和部署都因

资金不足未能实现。

2柴窝堡凹陷

1981年～1982年，第三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

对柴窝堡凹陷进行了石油地质踏勘，认为该区石

炭一二叠系与博格达山地区、准嚼尔盆地南缘基

本可对比，上石炭统一上二叠统有一套良好生油

岩系．并有侏罗一三叠系的生油岩存在。指出该

凹陷油气前景较好，应进一步开展油气普查勘探

工作。

西北石油地质局于1983年组建地质大队东

疆分队，对该凹陷进行了研究。1984年地质大队、

一物重力队、四物444、445地震队和石油地质综

合大队等开展工作。

1983年～1989年间，东疆分队编写了《东疆地

区石炭一二叠系和中生界含油气远景评价报

告》．1984年～19R9年，华北石油地质局四物445震

源队进行了地震普查工作，发现了西山、柴窝堡、

上雷家沟、下雷家沟、盐湖、东沟等局部构造。

1988年8月，在柴窝堡构造上布柴参I井．由一普

()1)15井队施工。lq89年9月20日，柴参l井钻至井

深3030米的上二叠统砂岩发现井漏。经井下作业

队试油队测试，日产天然气1．3万立方米，实现了

柴窝堡凹陷的首次突破。

1989年一1995年，加强该区二维地震勘探，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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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坂城凹陷基本上达到2×2测网。并在柴窝堡构

造上作了72平方千米三维地震。另外，加强全凹

陷的油气地质研究工作。1995年叉在吐墩子构造

布柴2井，于侏罗系和上二叠统均发现良好油气

显示，后由于井斜事故而完井。

3．吐一哈盆地

】q82年4月一一5月，第三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对

吐一哈盆地进行石油地质踏勘，编写《吐鲁番一

哈密盆地石油地质概况》报告，建议进一步开展

普查勘探工作。}983年～1989年，地质大队东疆

分队作了地面地质调查，对盆地结构与演化、沉

积岩相和古地理、生储油岩系及找油远景都进行

了全面研究和科学评价。发现了桃树园子石炭一

二叠系渍砂一沥青，编写了《石炭一二叠系含油

气前景》、《中生界含油气前景》、《东疆地区石

油普查阶段小结》、《东疆地区油气远景初步评

价报告》，认为吐鲁番盆地西部找油条件最好，

希望较大。

1983年一】984年，地矿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开展地质调查研究和遥感卫片解释工作．并对天

然气资源作了估计和预测。1984年航空物探总队

受新疆石油管理局委托疰吐一哈盆地进行了1：
50万航磁测量工作，t9{j6年提交了成果报告。

1984年～1985年，西北石油局一物12l、122

重力队．新疆地矿局物化探重力队，地矿部第一

综合物探大队在吐一哈盆地肉作了1：20万重力

普查，发现一批重力异常，19{；4年～1989年，地矿

部第四物探大队444、“5地震队，发现了雁木西、

肯德克、盐山等一批局部构造，对盆地深部地质

构造、地层发育情况有清楚了解。1988年新疆地

矿局物化探大队在吐鲁番西作物化探测璧，发现

烃类异常。1990年在肯德克构造上设计吐参l

井，于侏罗系和二叠系见良好油气显示。

4．伊宁盆地

1982年5月，第三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对伊

宁盆地进行了石油地质调研工作．发现该盆地上

石炭统及二叠系发育一套近l()f)0米厚的好生油

岩，油气前景较好。j 984年5月～t2月，地矿部石

油地质综合大队组织多学科对伊犁盆地石炭一

二叠系含油气前景进行野外调查、采样、收集资

料和综合研究编写了《伊犁凹陷区石炭一二叠

系含油气前景报告》，认为伊宁凹陷巩乃斯凹陷

是有利的含油气远景区。

1984年一1986年，地矿部航空物探总队在本

区进行了I：l(H)万及部分地区l：⋯万航空磁力测

量工作。《天山地区航空磁测概查报告》和《1：

Jo万航空磁测报告》指出，伊犁盆地是个大的坳

陷，是找油较好地区。

19R8年西北石油地质局两个重力队在州m

平方千米面积上进行了I：2f】万重力普查，发现伊

宁盆地为地堑式坳陷。坳陷内有3个凹陷，其间有

两个鞍部，共发现l 3个局部构造异常．可能为潜

伏隆起。与此同时．实测了3条石炭一二叠系剖

面，认为下石炭统和上二叠统是最好的生油层，

生油岩厚达千米，残余有机碳含量O 3，；}一fl％．

生储盖组合配套。并在昭苏北阿克沙克下石炭系

统及伊宁县东南赛布拉克附近上二叠统发现古

油藏残体。诸多资料预示伊宁盆地和昭苏特克斯

盆地可能有良好的生油地质条件。

198娃E12月，地矿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编写

了《伊犁盆地油气勘查工作建议》．认为伊犁盆

地为一含油气远景较好的盆地，其有利的主要部

位是盆地中北部、伊宁得力低．应尽快部署地震

勘探及探井。

5博乐盆地

1992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郭立广教授在进

行国家305项目新疆煤田研究过程中，在温泉县

以西阿拉套山前地表首次发现了j宙侵碎屑岩．并

向NJj项目办公室提交了《在温泉县境内发现油

气显示的报告》。这份报告转交西北石油地质

局，引起领导的重视。1q94年|1月安排地质大队

对温泉县进行地质调研。1995年‘目，局下达了关

于《博乐盆地地质调查及综合研究》的任务书，

并在温泉坳陷开展了二维地震约!^R千米剖面。

19％年初，局在温泉县阿克苏曼乡北东j千

米的温东1号构造上设计了博参f井，该井于19qn

年^月t8日开钻到7月15日终井，井溧785 94米。该

井上第三系直接盖在右炭系凝灰质泥岩、砂岩

上，缺失中生界和下第三系。认为该盆地油气前

景较逊色。

7焉考盆地

199j年初，局组织调研组开始对该盆地周边



进行了石油地质调研。1 99^年在博湖坳陷西南部

及焉耆隆起和盆地北部的和静勘陷开展了二维

地震普查，完成1428 3q千米剖面，测网密度!×

2—4×8千米，并在红l号构造E布了红】井。19t，7

年红1井钻达1j∞4【米，未见油气。同时开展

2⋯J平方千米地面化探普查，为评价焉誊盆地奠

定了扎实基础。

1 rJ97年．局设立了《新疆焉誊盆地油气评价

勘查项目》，经过一年多的全面系统综合研究

后．于1098年3月编写了《新疆焉耆盆地油气评

价勘查综合研究报告》，认为该盆地油气前景南

部好于北部。

十二、几点经验

1理论指导——勘探思路——先进技

术——投资到位，是油气勘探的前提。

(1)1u7‘，年9月按地质力学构造体系控油理

论，指出由塔西南喀什一麦盖提地区向塔北沙雅

隆起转移和在具有扭动性的雅克拉构造上设计

沙参2井。当该井打到古风化面时应用古潜山含

油特点等坚持钻进，一举实现了油气重大突破。

(!)沙参2井突破后．据沙雅隆起这个东西

向构造带控油思路提出评价雅克拉，东西展开．

注意中浅层的部署方针，从而实现了连获突破。

(3)I 9⋯年根据北西向古隆起古斜坡控制

理论，决然地提出到巴楚隆起和麦羞提斜坡区寻

找第二个沙雅隆起。1091年和i99j年分别获高产

油气流，实现新区导向性重大突破。

(4)采用各种先进技术方法，实现勘探的预

期目标。

2．古生代海相成油理论指导了塔河大油田

的发现。

㈣91年初步建立了中国古生代海相成油理

论。这一理论强调：a古生界烃源岩二次生烃，多

期成藏：古隆起、古斜坡、断裂带及区域性不整合

控油：多种成藏模式。h沙雅隆起上的阿克库勒

凸起等是古生界油气运移的指向区，198t，年在该

凸起上的沙】4井、沙I#井奥陶系和石炭系实现首

次突破后，坚定找大油气田信心。r塔河大油田

的发现和探明进一步充实了古生代海相成油理

论。

3坚持地质指路一物探先行——钻探验
证——测试评价，是油气勘探的正确程序。

进入一个盆地(地区)进行勘探首先是进行

地质综合研究评价和选区：之后开展物理勘探力

求发现构造带一圈闭；确定井位进行钻探发现油

气田；经过测试对某一圈闭进行油气储量评价。

4坚定信心，勇于开拓创新。是实现油气发

现和突破的关键。

在沙参二井突破以后，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探

迅速形成了一个以古生界为目的层的勘探热潮，

但有一段时间整体收效不大，出现了一些不同认

识。但西北石油局坚定信心、勇于开拓创新：应用

新的理论和技术，大胆探索，最终发现了塔河古

生界亿吨级大油田。初步解开了被捌为世界级的

超深层碳酸盐岩勘探开发的技术难题。

5．及时学习、引进、吸收国内外先进的理论

和技术方法，是提高勘探效益的重要手段。

塔河油田发现以后，针对碳酸盐岩不整合一

岩溶油气藏储层的特殊性，西北石油局提出依靠

科技进步．形成适合工区地质条件的配套的新技

术方法，提高了勘探成功率和开发效益。除了地

质理论的不断创新，地球物理勘探、钻井、油藏工

程方面新技术、新方法的应用尤为突出。如：三维

勘探及三维联片处理解释技术、相干分析技术、

地震测井联合反演技术、三维可视化技术、油气

差别模式识别技术、多参数交会聚类分析技术以

及欠平衡钻井技术、大斜度井和水平井钻井技

术、酸化压裂储层改造技术等，在塔河油田勘探、

开发中，均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塔河油

田的勘探开发效益。

^坚持产、学、研相结合，是加快油气勘探进

程的举措。

在“九五”攻关过程中，优选全国多达4(J多

所科研单位、院校参与科研工作，充分发挥他们

的专业理论与技术优势：并注意勘探、科研、教学

三结合的优化组合，重视保证攻关队伍和技术力

量的高起点、高素质、高水平，同时高度重视科研

与生产的紧密结合及科研成果的转化，极大地加

快了油气勘探开发的进程，并为局培养了一大批

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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