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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江汉物探自1962年组建以来，经历了石油会战和改革开放的洗礼，走过了

40年不平凡的历程。可以说，江汉物探40年的历史，是一部勇于拼搏、敢打硬

仗、克难奋进的创业史l是一部坚持科技为先导，始终站在石油物探技术前

列，依靠科学技术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创新史；是一部转换经营机制，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闯出一条新路的改革史；是一部伴随江汉油田的发展而发展，为江

汉油田的勘探开发和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奉献史。

《江汉物探志》翔实地记载了这一段历史，全面展示了江汉物探人的辉煌业

绩和精神风貌。我们可以从该志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从而鉴往知今，准确地把

握发展趋势，推动江汉物探的持续健康发展。

我们在总结40年成功经验的同时，更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审时度势，面对

现实，着眼未来，抢抓历史机遇，奋力实施二次创业，把江汉物探建设成实力

强、效益好，素质高、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新型现代企业。

《江汉物探志》的编纂出版，是江汉油田两个文明建设中值得庆贺的一件好

事。愿《江汉物探志》能为江汉油田及江汉物探的大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郭永诚

2003年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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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指导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

要思想为指导，运用现代志理论和科学编纂方法，实事求是地记述了江汉地球物

理勘探的发展情况。

二．编纂体倒。根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颁布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条例》和

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湖北省志>编纂体例及实施方案》，结合地球

物理勘探的具体情况，采用横陈记事的方法。

三．志书篇目。按“篇”、“章”、“目”(序号)体设置。全书共设8篇，下

分28章计102日。为简要反映地球物理勘探各有关部分的综合情况，在全书开

篇设“总述”，其余各篇(除第八篇外)设“综述”。地震勘探按三个生产环节分

篇记述，内容紧密联系，相互补充，以反映物探效果。根据地震测并工作主要由

综合研究单位负责的实际情况，故未列专篇，在第四篇第四章记述。

四．记事断限。上限为1958年，下限为2000年。

五．时问表述。对年、月、日，一律采用公历。对历史时期，一般采用习

惯称谓。“七五’时期”，指国家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期；“油田会战时期”，指1969

年8月至1972年5月五七油田会战时期；“1988年冬至1989年春”，指1988年

第四季度(冬季施工)至1989年第一季度(春季施工)I“年底”，指当年最后一

天，即12月31日。

六，名称运用。对地名，除国务院、地方政府正式命名或更名者外，一律

沿用历史称谓；对县级市及重新划分的地名，在记述原地名时加以注明。对单

位，一般采用记述哪个阶段的情况，就用哪个阶段的单位全称，特殊情况下应用

历史称谓，加以注明。对常用名称，一般采用简称，如“中共”(“党”)，指中国

共产党；“总公司”，指原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集团公司”，指中国石油化工

集团公司l“管理局”、“局”，指江汉石油管理局。江汉石油勘探会战阶段，会战

队伍实行部队编制，文中除个别地方外，仍使用石油部统一的队伍番号。



七、人物记述。本着“生不立传”和“传事不传人”的原则，将地球物理勘探

处主要领导以及有贡献和有影响的人物姓名录入《(地球物理勘探处历任党政负责人

一览表》、《地球物理勘探处局级以上劳动模范一览表》和《地球物理勘探处高

级职称人员一览表》。

八、大事记要。以时为序，按事件发生先后逐项记述。大事内容包括：物探

生产、科研的显著成就；基层单位和物探处机构变动；职工队伍成建制调动，重

要会议的召燕各种重大事毖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人物受到表彰；其他重要事件。

九．计量单位。采用国家规定的现行法定计量单位。按原中国石油天然气

总公司规定，从1988年起，资料处理计量单位由千米改为标准千米l从1990年

起，资料解释计量单位由千米改为层千米。

十．统计数据。主要统计数据以地球物理勘探处计划科的统计年报为准，个

别情况，主管部门提供数据并对照档案资料核实后使用。

十一．录用资料。取自各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江汉油田志》(一、二、兰

部)、《江汉油田年鉴》(2000年)和其他专门资料。

十二，其他事项。《江汉物探志》主要记述江汉油田物探队伍的工作情况；

原地质部地震采集情况有专章记述l地质部重、磁、电勘探和其他单位在江汉的

物探工作，在有关章节内记述；在地球物理勘探处经济技术合作项目一篇中，重

力、MT勘探只记述了在青藏高原的工作情况，鄂、渝、湘地区的合作项目情况

在第五篇记述l 1988年以前，地球物理勘探处在河南泌阳、三门峡，内蒙古二

连、高力罕地区的地震施工，只列出工作量，不作专门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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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总 述





江汉探区的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以湖北省

为主要对象，曾先后涉及豫、湘和川(1997

年划归渝)的部分地区。

湖北地处长江中游，东邻安徽，南界湖

南、江西，西连重庆，北接陕西、河南。全

省面积18．59万平方千米。

省境地势起伏较大，地貌类型复杂。包

括鄂西山区、鄂北岗地、鄂东丘陵和江汉平

原四个地形区域，形成“三面高起，中南低

平”的地形景观。

省内河流交错，湖泊众多，有“千湖之

省”之称。长江自西北向东南流经全省，汉

江自北而南从中部穿越而过，两江在省内中

南部冲积成富饶广阔的江汉平原，面积

3．76万平方千米。其地貌特点是：河湖密

布，地势低洼，堤垸纵横，水系复杂。虽有

水患频繁之弊，但一马平川。沃野千里，气

候湿润，物产丰富，故被誉为“鱼米之乡”。

江汉盆地位于江汉平原中部偏西地带，

是湖北省最大的陆相沉积盆地，面积2．8万

平方千米，约占江汉平原总面积的74％，

为典型的内陆古盐湖盆地。

在地质构造上，全省大部分地区属于中

扬子准地台，北部和东北部的部分地区属于

秦岭褶皱系。沉积岩分布面积达13．8万平

方千米，其中，海相地层面积(Or陆相地层

覆盖的海相地层分布面积)12．36万平方千

米，主要分布在鄂西南、鄂东南和鄂北地

区。包括渝东和湘西的海相地层，共划分为

18个构造单元；陆相地层面积5．4万平方

千米，22个陆相盆地，其中，江汉盆地划

分为“7凹”、“5凸”12个次级构造单元。

这些地质构造，为地球物理勘探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工作区域。

江汉油气地球物理勘探始于1958年。

探区范围包括湖北全省、河南南阳地区、渝

东地区、湘中地区、山东八面河地区及陕西

坪北地区。海相沉积岩分布地区，主要勘探

了万县复向斜、方斗山背斜带、石柱复向

斜、齐岳山背斜带、利川复向斜、恩施复背

斜(即“中央背斜带”)、花果坪复向斜、宜

都一鹤峰背斜带、当阳复向斜、乐乡关地

垒、永隆河隆起、沉湖一土地堂复向斜、武

汉背斜带及桑植一石门复向斜。陆相沉积岩

分布地区，主要勘探了江汉盆地、南襄盆

地、汉水地堑、新洲盆地、荆门地堑、河溶

凹陷、黄梅凹陷、远安地堑、恩施盆地、湖

南衡阳盆地、山东东营凹陷南斜坡八面河鼻

状构造断裂带和陕西鄂尔多斯盆地东部斜坡

坪桥鼻状构造，重点是江汉盆地，即潜江凹

陷、江陵凹陷、沔阳凹陷、小板凹陷、云应

凹陷、枝江凹陷、陈沱口地堑(又称“陈沱

口凹陷”)、天门凸起、通海口凸起、丫角一

新沟低凸起、沉湖低凸起和龙赛湖低凸起。

自1958年以来，江汉油气地球物理勘探

大体经历了区域普查勘探(1958---1965年)、

重点详查与甩开勘探(196卜1969年)、石
油会战勘探(1卅1972年)、精查老区和
扩大外围勘探(1973---1988年)、深化江汉

盆地勘探(1989-'--2()00年)5个阶段。

1958年7月，地质部中原石油物探大

队转战湖北，重点在江汉平原及其周缘地区

进行石油地质普查，1959年以后，在局部

地区开展地球物理勘探。

1961年11月，江汉石油勘探处成立，

下设地震队、重力队和电法队。从此，石油

部开始在江汉开展地球物理勘探工作。

1962年初，在石油部厂矿长会议上，

确定江汉的勘探方针是：重点解剖周矶构造

(1zp王场构造)，在有利深凹陷钻参数井，争

取早日突破。并向江汉石油勘探处下达“从

区域勘探着手，做好盆地地层、构造资料的

收集和研究工作，摸清有利的目的层、有利

的地区，钻探有利的局部构造，突破出油

关，为江汉盆地再一次大上做好准备工作”

的勘探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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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方针和任务，首先在江汉盆地

的潜江凹陷、江陵凹陷局部地区开展地球物

理勘探。

1962—1964年，地质部第四物探大队重

点在沙市、广华寺地区进行地震详查，在高

场、松滋等地作路线普查，取得了一批成果。

经过几年的普查勘探，选凹定带，取得

了重大进展，1965年5月以后，勘探形势

发生了重大变化。6月，地质部第五普查勘

探大队在王场构造钻探的王2井，获得工业

油流；9月，石油部江汉石油勘探处在钟市

构造钻探钟ll井，获得自喷油流。从而突

破了地质情况极其复杂的膏盐地层出油关，

在湖北，也是在我国的中南地区，首次获得

工业油流。

石油部和地质部都很重视江汉盆地的这

个重要发现。石油部当即决定从外探区抽调

一批人员、设备，加强江汉的勘探力量。

1965年12月，成立了江汉石油勘探指挥部。

1966年上半年，江汉盆地的勘探形势

发展很快，在王场构造和钟市构造又有一批

深井获得了工业油流。其中王场构造的潜深

4井和潜深5井分别获得了日产201吨和

533．5吨的高产油流。在沙市构造的江深3

井也获得了少量油流，为打开江陵凹陷的勘

探局面奠定了基础。

为尽快拿到油田面积和储量，根据石油

部决定，196扣1969年，在江汉开展石油
勘探小会战。

1966年起，集中8个地震队，在王场构

造和钟市构造进行地震详查勘探，在钟市构

造又有两口井获得工业油流，控制了一块含

油面积。至1969年上半年，基本探明了我国

南方第一大油田——王场油田以及钟市油田。

在集中详探王场、钟市的同时，又动用

7个地震队甩开勘探了潜江凹陷西斜坡和东

斜坡的11个构造及南斜坡熊口地区，进行

连片细测，根据地震资料进行钻探，在9个

。4‘

局部构造发现了不同程度的油气显示。1967

年在广华构造钻探的潜深7井日喷油75吨，

随即又有广2、广3井分别获得日产48吨

和14．8吨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广华油田。

1967年在光明台背斜首钻潜深lO井在潜32

油组获日产34吨工业油流；1968年在黄场

构造钻探的黄2井潜41油组发现2米薄油

层，日产油1．2吨。从而发现了光明台、黄

场两个含油构造。

1966--1969年，还甩开勘探江陵凹陷，

通过地震勘探，在江陵凹陷发现了丫角、沙

市、金家场等7个局部构造，组成3个构造

带，即丫角庙—龙湾构造带，沙市一资福寺

构造带和魏家场—金家场构造带。根据地震

资料相继在4个构造钻探了7口井，分别于

新沟嘴组、荆沙组和潜江组发现不同程度的

油气显示。在沙市构造钻井16口，尽管都

见到油气显示，但只有3口井有少量油流。

甩开勘探魏家场、金家场、花园等构造时，

在位于花园构造的陵1井新沟嘴组发现油层

3层10米，试油获日产lO．2吨工业油流，

发现了花园含油构造，实现了新沟嘴组油气

勘探的重大突破。

1969年8月至1972年5月(计算工作

量则从1970--1972年，下同)，江汉开展石

油勘探大会战。制定了“全面勘探海相、陆

相，集中会战江汉盆地”的方针，主要任务

是找到1．5亿吨石油地质储量，建成200～

300万吨原油生产能力。

在潜江凹陷部署15个地震队，主攻王

场一黄场100平方千米地区；重点勘探广浩

断裂构造带50～100平方千米地区；集中勘

探西坡500平方千米地区。除此以外，还用

部分力量侦察勘探其它有利地区。经过勘

探，发现了习家口、丫角、浩口、张港等4

个小油田，落实了熊家台、光明台两个含油

构造；探明并扩大了王场、广华、钟市三个

油田；实现了王场油田和广华油田含油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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