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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物探局志
SHIYOU WUTAN JU ZHI

(1_961—1 997)

《中国石油集团地球物理勘探局志》

编纂委员会编

石油工业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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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说：“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o史志可以起到“资治、教化、存史’’

的作用。编修史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历史传统。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

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

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

编纂《石油物探局志》是物探局几届领导的夙愿。

物探局成立于1973年，其前身是石油工业部六四六厂，人员主要来自60年代松辽地震会

战的物探队伍。

1961年11月，新疆、青海、四川、玉门、银川石油局及松辽地调处的物探队伍云集大庆，

开展松辽地震勘探会战。参战物探职工头顶蓝天、脚踏荒原、胸怀“两论”、“三老四严”、爬

冰卧雪、艰苦奋战，历经两个冬春，胜利完成任务，为扩大大庆油田的含油面积，为中国原油

基本自给做出了贡献，同时锻炼造就了一支具有大庆精神的物探野战军o ’

1963年底，这支物探lr&ff_挥师进关，在六四一厂地调处(对内称地调指挥部)、六四六厂

(对内称地调指挥部)时期及物探局成立初期，先后参加了华北、四川、江汉、辽河、陕甘宁、

东濮、内蒙古等地区的石油勘探会战。广大物探职．r-)ltAk-&战需要，转战东西南北，沐浴雨露

霜雪，克服各种困难，为发现华北、胜利、大港、中原、二连等油气田，为中国原油年产上一

亿吨做出了贡献，充分发挥了“四部一军”的作用。

1978年以后，物探局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政策指引下，为贯彻石油工业“稳定东部、

发展西部”的战略部署，在继续深化东部勘探的同时，实施勘探重点西移。在塔里木、吐哈地

区。物探职工迎风沙、战寒暑、踏戈壁、闯大漠、越碱滩、翻峻岭，风餐露宿，拼搏奉献；在

青藏高原，物N．职．r--面对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地形复杂的重重困难，发扬“特别能忍耐、特

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特别能创业”的藏北精神，艰苦奋斗。为发现塔里木、

吐哈诸多油气田，为实施“发展西部”、“油气并举”的方针，扩大油气后备储量，实现“西气

东输”，保证石油工业持续稳定发展做出了贡献；并在艰苦的环境中培育形成了物探局“奉献、

求实、团结、开拓”的企业精神。

1987年以后，物探局在开展国内勘探的同时，大力开拓国际市场，先后在缅甸、美国、

厄瓜多尔、秘鲁、巴基斯坦、菲律宾、苏丹等国进行物探承包作业，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推

行t-NE管理，重合同，守信誉，视质量如生命，为用户真诚服务，以优异的业绩和优质的服

务，取得了良好的国际信誉，为物探局的生存和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建局20多年来，物探局较好地完成了改革与发展的各项任务，两个文明建设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逐步发展成为集物探资料采集、数据处理、解释研究、装备制造、软件开发、,t-研tt

育、后勤支持为一体的，具有国际竞争实力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服务集团o

2000年9月，物探局改名为中国石油集团地球物理勘探局。目前，物探局在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的领导下，深入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正以“精诚伙伴、

找油先锋”的新企业精神，履行“用高新技术降fll渤探风险，以艰苦奋斗共创光明与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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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使命，朝着建成“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一流国际地球物理公司”的企业目标．深化改

革，加快发展，开拓创新，奋勇前进。

编纂《石油物探局志》，全面记载物探局的发展历程，可以为保存物探局的历史提供载体，

为领导决策提供资料，为职工教育提供教材，对于物探局的发展必会起到激励今人、启迪来

者、服务当前、惠及长远的积极作用。为此，我对《石油物探局志》的面世表示衷心的祝贺!

并借此机会，向为中国石油物探事业和物探局的发展付出巨大努力并做出贡献的老一辈石油物

探工作者表示感谢和敬意!

《石油物探局志》的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力求运用辩证

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及方法，坚持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的原则，收集披阅了一亿多

字的资料，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审核考证，先后历时四年，五易其稿，中间进行多次

增删修改，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全面系统地记述了物探局的发展、进步、成就与贡献。在史

实记述中，坚持述而不论的原则，如实记载历史事实，寓观点于事实之中。在内容编排上，按

照横不缺项，竖不断线的要求，既突出了物探主业，反映了物探局的专业特点，又照顾各项工

作，反映了物探局的整体形象。既叙事，又写人；既有物质文明成果，又有精神文明成果。在

表现形式上，综合运用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志书体裁，以志为主，记、述为辅，

图、表穿插其中，既有翔实的文字记述，又有丰富的照片图表，做到了图文并茂。

《石油物探局志》的编纂，受到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得到局机关各处室、局属各单位的

大力支持。因此，《石油物探局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众手成志”的硕果，是物探局文

化建设的一项系统工程。在此，我向关心和支持局志编纂工作的各级领导和各处室、各单位提

供资料、撰写初稿的人员，向为局志编纂工作付出艰辛劳动的编委和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

感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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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 例

一、编纂目的：发挥志书“资治、教化、存史”的作用，系统记述物探局的历史与现状，

客观．反映物探局的发展与成就，全面展示物探局的实力与水平，为领导决策、职工教育提供借

鉴，为物探局承前启后、开拓创新保存资料，为物探局的改革发展和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

二、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准绳，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贯彻石油部(总公

司)有关石油勘探的战略部署和方针o ·

三、原则：坚持实事求是、详近略远的原则，客观反映物探局的特色和所处的时代特点。

四、志书断限：原则上记述物探局范围内发生的史实，上限始自事物发端，下限止于

1997年底。为反映物探局的前身、队伍来源及物探事业发展的历史背景，有的篇章追溯到

1961年松辽地震会战或1964年华北石油会战，大事记追溯到1958年石油工业战略重点东移。

个别照片下限延伸至2001年。

五、结构：本志由序、总述、大事记、各专业志、附录、索引等部分构成，以志为主。专

业志分为机构队伍、勘探历程、地震资料采集、地震资料处理、地震资料解释、重磁电化勘

探、物探装备、科技工作、国际合作、多元开发、企业管理、教育培训、医疗卫生、生活保

障、党群工作、人物·先进集体等篇。

六、体裁：分别采用序、述(总述)、记(大事记)、志(各专业志)、传(人物、集体)、

图(附图、照片)、表(附表)、录(附录、索引)等志书体裁；以志为主，记、述、传为辅，

图表穿插其中，附录、索引在后。总述采用著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辅以纪事本末体；各

专业志采用纪事本末体，分纲列目，设篇、章、节、目。

人物记述，遵循“生不立传”的原则。对为物探局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获省部级以上荣誉

称号或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的去世人物，立传略；在世英模人物，采取以事系人的方法在各专

业志中记述，或在人物篇中分别采用简介、名录、表格的形式反映；处以上领导干部、高级专

业职称人员、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党代会代表等人物，以简介或名录、表格形式反映。

七、文体文风：采用现代汉语语体文。语言力求严谨、朴实、简洁、流畅、规范。对史实

的记述本着述而不论的原则，不渲染、不虚构，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八、称谓运用：一律使用第三人称。人名，除引文或特殊情况外，均直书其姓名；地名，

使用当时的名称，并在括号内另注现今标准化地名；组织机构、文件、会议、公报等名称，一

般用全称，如名称过长，第一次出现时用全称，加注标准化简称，以后出现时可用简称；各种

名词、术语、符号、代号均采用标准化用语。

九、计量单位：以国务院1984年2月27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

准，一般采用中文符号。长度单位“千米”仍沿用“公里”。

十、汉字使用：以1992年7月7日新闻出版署、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联合发布的

《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为准，使用规范汉字，即1986年10月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重新发布的简化字，1988年3月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和新闻出版署发布的《现代汉语通

?{DD



用字表》中收录的汉字。

十一、数字书写：以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发布的《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

为准。

十二、资料来源：主要采用库存档案及有关部门提供的文字资料。凡无档案、文字资料

的，必要时采用经考证鉴别后的回忆或口碑资料。统计数据以局计划处的统计资料为准(重、

磁、电、化勘探数据采用地调五处资料)，无计划处的统计资料，采用各业务部门提供的统计

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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