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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纂《石油物探局第二地质调查处志》是第二地质调查处历届领导和广大干部、职工的

夙愿o

第二地质调查处隶属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局，组建于1973年7

月26日，时称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第二指挥部，其前身是燃料化学工业部646厂勘探二

团。

第二指挥部组建伊始，遵照毛泽东主席关于“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加拼命”的

指示精神，集中优势兵力，出师中原大地，日顶骄阳，夜披星月，沐浴雨露霜雪，奋战泥泞荒

野。通过对东濮凹陷采集资料进行综合研究，精心解释，首批提供3口探井。其中，濮参1

井于1975年9月7日喷出工业油流，从而为发现中原油田，为中国原油稳产亿吨，做出了历

史性贡献o

1978年以后，在党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大政方针指引下，第二指挥部的广大干部、职工焕

发出极大的工作热情，南下广西百色十万大山，北上内蒙古高原沙漠草滩，迎风沙，战寒暑，

风餐露宿，开拓奉献，发扬大庆铁人“三老”、“四严99．66特别能战斗”的精神，高速度、高水平、

高质量地为内蒙古二连地区油田的开发，为广西百色十万大山及合浦地区的石油勘探提供

了极为丰富的地震勘探资料，赢得了广西人称之谓“铁军”的美誉。

1982年开始，第二指挥部在开展国内石油勘探的同时，为了引进国外三维地震勘探技

术、先进装备及先进管理经验，率先与美国GSI公司在中原文留地区合作，组建中国第一个

中美合作队，实施三维地震勘探o 1987年，第二地质调查处授命整建制的组队，代表石油地

球物理勘探局第一次走出国门，进入缅甸开展国际合作，实施二维地震勘探o 1992年，在新

西兰石油公司洞庭湖探区的反承包国际招标中，以先进的技术装备、合理的商务报价，夺得

了国内第一个勘探反承包项目。为了开拓国际勘探市场，陆续与美国、菲律宾、巴基斯坦、

伊朗、苏丹、阿联酋等国进行合作，开展物探承包作业，逐步与国际标准接轨，推行HSE管

理，重合同、守信誉，为客户真诚服务，以优异的业绩、优质的服务、高尚的品格，取得了良好

的国际信誉，也为第二地质调查处的生存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89年以后，第二地质调查处为贯彻石油工业部关于石油工业要“稳定东部，发展西

部”的战略部署，开始实施勘探重点转移。作为第二地质调查处先遣部队的239、2256队挺

进新疆塔里木盆地。接着，大部队陆续进驻塔里木探区，迎风沙、闯大漠、越碱滩、涉沼泽，

克服气候恶劣、地质条件复杂、交通极为不便的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为发现塔里木盆地塔

中油田、轮南油田、克拉苏大气田，为实施“发展西部”、“油气并举”的方针，为“西气东输”、

扩大油气后备储量，保证石油工业持续稳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而重要的贡献。

近30年来，第二地质调查处围绕石油物探这个中心，重视人才，重视科技，大力开展科

研活动，使科学技术尽快转化为第一生产力，不断取得丰硕成果。企业管理不断进步，现代

化、科学化、标准化管理快步前进。医疗卫生、基础教育、基地建设，面貌一新。计划生育工

作成绩斐然。历届领导班子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圆满地完成了改革与发展

_，’。气’



的各项任务。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创造出了很多新经验，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使第二地质调

查处逐步发展成为集物探资料采集、数据处理、综合研究、基础教育、后勤保障为一体的、具

有较强竞争实力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服务企业。

本志全面系统地记载了第二地质调查处的诞生、成长、发展、成熟、辉煌、改革与重组的

历程，为中国石油勘探史增添了浓重的一笔。对企业今后的发展必将发挥启迪和激励作

用。在此，我对《石油物探局第二地质调查处志》的面世，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借此机会，向

第二地质调查处的老领导、老同志以及所有的职工和家属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石油物

探局第二地质调查处志》的编纂付出艰苦劳动的编委和编辑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

·^吣气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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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的话

r《石油物探局第二地质调查处志》的编纂出版，是第二地质调查处企业文化建设取得的

丰硕成果，是全处干部、职工创造石油勘探史的光辉记载，是一件大好事、大喜事。

本志力争全面地记述第二地质调查处的诞生、成长、发展、成熟、辉煌、改革与重组的历

史进程，为今人和后人提供翔实、有益、值得借鉴的历史资料，使后来者能在否定之否定的

基础上开拓创新，更加辉煌。

编纂本志，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

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本着叙事纪实的原则，收集、查阅了数千万字的资料，经过

分析、整理、综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反复增删、修改，五易其稿，又经两次较大范围内征

求意见后，方才定稿付印。

本志在表现内容上，既突出物探主业，反映本处特点，又照顾其他各项工作，反映本处

整体形象；既写物质文明建设，反映生产力的发展，又写精神文明建设，反映企业文化的激

励作用；既叙事，又记人，力争记载历史本来面貌。

本志在表现形式上，主要运用述、记、志、图、表、录等志书体裁，以志为主，记、述为辅，

图、表穿插其中，需文则文，需图则图，需表则表，力争图文并茂。以全面、系统的记载和较

完美的表现手法，奉献给广大读者。

本志的编纂，受到本处的广大干部、职工的关心、支持，特别是得到了已经调出和离、退

休的老领导、老职工的大力支持。因此，本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广大职工群众谱写的历

史篇章。在此，我们向关心、支持本志编纂工作的领导、职工们，向为本志提供原始资料、撰

写初稿的同志们一并表示谢意!

《石油物探局第二地质调查处志》的编纂，力求完美，但限于人力、时间，限于编辑人员

的理论功底和文字水平，遗误难免，不足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o

∥f口9



凡 例

一、指导思想。本志编纂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重要

思想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事求是，历史地、客观地反映第

二地质调查处的特点和发展历史及现状。

二、记事时限。本志编纂过程正处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进行重组、变革的时期，原则

上记述第二地质调查处的诞生、成长、发展、成熟、改革、重组的史实，上限始于1973年7

月，下限止于2002年底。

三、志书结构。本志由序、凡例、照片、总述、大事记、各专业志、图表索引、编后记等部

分组成。专业志采用篇、章、节、目结构，按照“横分篇目，纵写内容”的原则，尽量避免重复，

必要时作繁简处理。

四、体裁体例。本志采用序、述、记、志、图、表、录等志书体裁。以志为主，同时兼用。

总述、综述采用著述体，大事记采用编年体，各专业志采用记事本末体，坚持述而不论的原

则，寓褒贬于叙事之中。

五、举纲张目。本志以总述、综述为纲，以专业志为篇目。先举纲，后张目。举纲，奠定

本志基础；张目，按照时间顺序，力争时间、地点、人和事，翔实、准确、可靠，不虚构、不渲染、

不夸大、不缩小o
‘

六、名称运用。本志一律采用第三人称。人名：直书其姓名，必要时附带其职务；地名：文

件、会议、机构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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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中国共产

党。“总公司”是指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物探局”是指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二指”是

指第二指挥部o“二公司”指第二勘探公司。“地调二处”、“二处”是指第二地质调查处。

七、图文应用。本志编纂过程中，为简明易读，让人一目了然，需文则文、需图则图、需

表则表，力求图文并茂，引人直观。文，力求严谨、简洁、流畅、规范；图，力求简化、易读、好

看、清晰；表，力求规格、易看、引入、直观。

八、人物记述。本着“生不立传”和“传事不传人”原则，将本处凡有一定影响的人物均

列表录入名录，包括处级干部、科级干部、。般干部以及具有中级以上职称人员。

九、大事记要。以时间为顺序，按时间发生先后逐项记述。大事内容包括：物探生产、

科研显著成就；基层单位和机构变动；职工队伍成建制的调动；重要会议的召开；各种重大

事故；有突出贡献的先进单位和个人。

十、计量单位。本志采用国家规定的现行法定计量单位。数字用法和计量单位，以国

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12月公布的《关于出版物上数字用法的规定》和国务院1984年2月

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为准。

十一、资料来源。本志编纂的资料来源主要是第二地质调查处档案室历年存档资料和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档案馆所存资料，以及历年来党、工、团的工作总结和职代会上的行政

工作报告，引文不加出处o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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