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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的国家。900多年前，我国著名学者沈括(1031～1095

年)就首创石油一词，并作出。石油至多，生于地中无穷”的科学论断。勤劳智慧的中华民族

对油气的开发利用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两千年前的汉代我国劳动人民就在四川凿井开采天

然气，并用于制盐。

我国近代石油工业开始于1878年。1887年在台湾省开设矿油局，经营台湾的油气开

采。然而由于漫长的封建制度的束缚，以及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我国石油工业的

发展极其艰难缓慢，到1949年，年产石油仅10多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很快，30多年来，从西部的挤压盆地到东部的拉张

盆地开展了大规模油气勘探，至今共做地震测线100多万公里，钻探井和开发井6万多口。

在17个省、市、自治区发现200多个油气田，其中包括大庆特大型油田和任丘古潜山油

田。目前全国已建成16个油气工业基地。1987年年产石油达一亿三千四百万吨，跃居世界

第四位产油国。

与世界其他产油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现有的石油绝大部分产自陆相沉积岩。这一成功的

实践，证明陆相地层也能生成大量烃类，而且可以形成大油气田和大油气区。

这些年来，勘探工作做得最多的是许多中新生代含油气盆地。中国的中新生代盆地具有

其独特的风格，它们都是陆相沉积盆地，而且多数均叠加在古生代海相沉积盆地之上，形成

复杂的含油气盆地格局，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

30多年来，我们发现了为数可观的油气储量，积累了勘探陆相油气田的丰富经验和大

量宝贵的石油地质资料，同时还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石油地质科学，其中包括陆相有机质

成烃演化，湖相沉积体系、复式油气聚集带以及油气资源评价等一整套理论和方法。此外，

对海相碳酸盐岩裂缝型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也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

《中国石油地质志》是有关我国石油勘探实践和经验的系列著作，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

系统记述中国油气勘探历程和成果的专门丛书。它的出版将从一个侧面反映出30年来我国

油气勘探事业的巨大成就。

我国的含油气盆地还有许多未经开拓的领域。出版《中国石油地质志》将有助于我们利

用已有的认识和经验，更有效地去探索新的油气领域。这对进一步发展我国的石油天然气工

业和石油地质科学技术均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石油地质志》共分十六卷，是按当前各油田、勘探局及石油公司所在行政区，并

考虑构造单元的一致性划分的，各分卷按以下顺序排列：

卷一 总论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大庆、吉林油田

辽河油田

大港油田

华北油田

胜利油田



卷七 中原、南阳油田

卷八 苏浙皖闽油气区

卷九 江汉油田

卷十 四川油气区
’

卷十一 滇黔桂油气区

卷十二 长庆油田

卷十三 玉门油田

卷十四 青藏油气区

卷十五 新疆油气区

卷十六 沿海大陆架及毗邻海域油气区

《中国石油地质志》是我国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劳动成果的结晶。其编著工作是在全国

各油田、勘探局及石油公司的专家和研究人员积极参加下进行的，并得到石油工业部的领导

和有关司局、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以及石油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这是全书编写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的有力保证。在此，谨向有关单位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各盆地(地区)勘探程度不同，地质条件很不一样，因此分卷的内

容各有所侧重，但都是根据编委会的统一要求和安排，从实际出发，力求如实写出区域地质

和石油地质特征。今后随着勘探程度及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还将给予充实和完善。

中国石油地质志编委会

1987年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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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国陆上面积最大的省区，南有昆仑山，北有阿尔泰山，雄伟的天山横亘中央，

形成了。三山两盆”的地理格局。新疆石油资源丰富，在遥远的古代，当地居民和丝路行旅就

开始采集和利用石油。关于新疆石油最早的记载是唐代撰成的《北史》。第一口采用近代设

备钻成油井是在1909年。但大规模有计划的勘探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40多年

‘来，在准噶尔、塔里木及吐(鲁番)一哈(密)盆地，发现了克拉玛依、柯克亚、火烧山、

雅克拉、鄯善等近30个油气田。

随着石油天然气勘探的发展，新疆积累了极丰富的石油地质资料，各方面的专家也对各

含油盆地的石油天然气地质特征及含油规律进行过多次论述。本志系统地总结了这些资料及

成果，其目的就是为了使新疆石油天然气勘探的步伐加快，发现更多的油气田。

．本卷编写所使用的资料，主要来自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地质调查处、塔西

南石油地质研究所及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地质研究大队、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吐一
哈会战指挥部、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及玉门石油管理局提供的吐—饴盆地的

新成果。同时尽量运用了地质矿产部西北石油地质局的新资料。所用资料大部分截止于

1990年底，对1991年的重要成果也作了补充。

新疆油气区石油地质志分上、下两册。本书为上册。分两篇。第一篇新疆油气区地质概

述，执笔人为杨文孝；第二篇准噶尔盆地，按章先后顺序，执笔人有郑德森、彭希龄、雍天

寿、吴庆福，杨斌、吴虻、王仲侯、范光华、赵白、杨瑞麒。

新疆油气区石油地质志上册总负责人是张国俊。赵白协助安排编写及初审等。初稿完成

后几经内部审查修改，由吴庆福统一编审成稿。并经《中国石油地质志》编辑委员会张传

淦、张清、牛埴扁维亮编委两次去克拉玛依审查文图并作交稿后的最终技术审阅。

本册的文字清抄及插图整理由新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邹新珍、翁宁两人完成，

附图清绘工作由该院绘图室完成。在此深表感谢!

由于新疆油气区盆地多，油田分散，资料不系统，执笔人较多，所以本志的编写实难达

到至臻完善的佳境；同时各家观点各有所长，亦难十分恰当地反映出来；遗漏、．错误及表达

不当之处，亦所难免。请读者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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