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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1．本志是中国油气田开发领域的专业志书，实事求是地记述中国油气田开发的历

史和现状，具有保存史实、决策参考和资料应用等多重功能。

2．本志内容涵盖油气田地质、开发部署与方案实施、钻采工程、地面生产系统等

油气田开发的各个方面；遵照横排竖写原则，分类项纵述其发展、演变过程。

力求突出重点，突出特色。

3．本志体裁采取述、记、志、传、图、表、录等形式，以专志为主。采用卷、

篇、章、节、目结构。

4．本志按三个层次编写。油气田为基本编写单元，按单个油气田编写油气田志，

根据油气田的差异，分为详写、简写、略写三种编写形式，并以油气区为单元

汇编成《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油气区油气田卷》；按油气区编写《中国油

气田开发志·××油气区卷》，由同一油气区企业机构管理的其他地区的油气

田也纳入该油气区卷内；在全国层面上编写《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综合卷》。

5．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油气田开发重要人物以简介或名录形式

记之，但对已故人物立传简记；以事系人的油气田开发人物，记入专志中相关

章节或大事记中。

6．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行文，使用国家统一的简化汉字，做到严谨、朴实、简

洁、流畅。

7．本志专业名词术语参照SY／T 5745《采油采气工程常用词汇》、SY／"I'6174《油

气藏工程常用词汇》、SY厂r 5313《钻井工程术语》等标准统一，组织机构名、

会议名、开发方案、职务等专名，为保留历史原貌均采用当时的名称。

8．本志计量单位执行SY厂r 6580《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常用量和单位》，但属历史

部分，按各历史时期的单位记写。物理量单位统·用符号表示。

9．本志时限。古代与近代部分，上限以有油气开采记录的年份为起始；现代部

分，上限以发现井的出油时间为起始，下限终止到2005年12月31日。

lO．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采用历史纪年，公元纪年以括号

附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一律采用公元纪年。

11．本志资料采自历史文献、档案和访谈实录，均经过核实。引用原文，概加引

号；除重要引文外，一般不再注明出处。

12．本志中地图，不作为划界依据。



虱鲺画匡《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油气田卷》篇目雾圆圆堕

卷号 卷 名 卷号 卷 名

l 大庆油气区油气田卷 16 中原油气区油气田卷

2 吉林油气区油气田卷 17 河南油气区油气田卷

3 辽河油气区油气田卷 18 江汉油气区油气田卷

4 大港油气区油气田卷 19 江苏油气区油气田卷

5 冀东油气区油气田卷 20 华东油气区油气田卷

6 华北(中国石油)油气区油气田卷 21 西南(中国石化)油气区油气田卷

7 新疆油气区油气田卷 22 南方(中国石化)油气区油气田卷

8 青海油气区油气田卷 23 西北油气区油气田卷

9 塔里木油气区油气田卷 24 东北油气区油气田卷

10 吐哈油气区油气田卷 25 华北(中国石化)油气区油气田卷

11 玉门油气区油气田卷 26 渤海油气区油气田卷

12 长庆油气区油气田卷 27 南海东部油气区油气田卷

13 西南(中国石油)油气区油气田卷 28 南海西部油气区油气田卷

14 南方(中国石油)油气区油气田卷 29 东海油气区油气田卷

15 胜利油气区油气田卷 30 延长油气区油气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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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气田开发，是一部艰难创业史，中国油气田开发工作几十年来，凝聚

了几代石油人的心血和汗水，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是中

国石油行业首次组织编纂的油气开发工作系统志书，是我国油气开发专业翔实的

资料性文献，“盛世修志”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按照《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和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油田

勘探开发事业部的统一安排部署，2006年6月江苏油田分公司成立了以分公司副

总经理李东海为主任的《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江苏油田编纂委员会、编纂组和编

纂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开发处)，具体负责编纂工作的组织、运行、协调和实施。

2006年7月22日召开了各编写单位编写小组成员参加的江苏油田油气田开发志

编写工作启动会，江苏油气区油气田篇的编纂工作全面展开。

本志是《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江苏油气区所属的36个油气田篇，以单个油气

田为基本编写单元，由《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江苏油田编纂委员会编纂完成。总

体架构按照《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油气田篇的编纂内容和基本要求。16个详写的

油气田分为概述、大事记、油田地质、开发部署与调整、钻井与采油(气)工程、

地面生产系统及附录7个部分，20个略写的油气田分为概述、油田开发、钻采工

程及地面生产系统、附录4个部分。

从2006年7月开始组织编纂，到2009年底36个油气田篇基本完成编纂工

作，前后历时三年多的时间。在编纂工作中采用分专业编写，最后统一编纂的工

作方式：江苏油田分公司下属的7个有关二级单位的近百余名技术人员参加了编

写工作，其中地质科学研究院负责编写各油气田篇的油田地质和油藏工程部分、

石油工程技术研究院负责编写各油气田篇的钻井工程和采油工程部分(钻井处、

安徽石油勘探开发公司协助)、试采一厂、试采二厂、安徽采油厂负责编写各油气

田篇相应的地面工程部分，由《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江苏油田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最后统一编纂、润色和成稿。

本志在编写原则上坚持科学性、真实性、全面性、连续性及成果的权威性，

内容涵盖了油田开发工作的各个方面，以油田开发的重大事件为主，对整个开发

过程中的一些做法和认识过程及配套的工艺技术手段，进行了较全面地叙述，基

本突出了该油田的开发特色，内容具有历史追溯性和可借鉴性，对同类油藏今后

的开发和调整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在描述油田开发重大事件时，注重淡化技术

细节，强调叙事、叙人的认识过程和事物发展的演变过程，起到了“存史留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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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参考”的作用。篇中各部分比例得当，文风朴实，重点突出，严格遵循志书

的一般性原则。

本志断限的上限定为发现井出油的时间，下限截至2005年12月31日。资料

来源主要为历年库存档案、资料汇编以及《江苏油田年鉴》、《江苏油田志》、《江

苏省志·石油工业志》等。凡无档案资料者，采用知情人回忆的材料或访谈记录，

力求翔实可靠，言之有据。数据来源以上报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或中国石油化

工股份公司的统计数据为准。

人物入志，本着“生不立传”的原则，对有贡献的在世人物，按照“以事系

人”的原则，将其活动和事迹载入有关章节，直接参与管理油田开发的采油队领

导和劳动模范，获省部级、局级奖励项目及获奖者，分别编成名录。大事记采用

以编年体为主，编年体和本末体相结合的方式，按事件发生先后，以时系事，逐

条记述。

存史留鉴，期望本志作为专业志，能为今后的油气田开发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江苏油田编纂委员会

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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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19-001

真武油田志
《真武油田志》编纂组编



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康世恩在江

苏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成立

大会上(1975年)

975年4月23日扛苏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在北京成立

主席台左起第五人为秦峰同志



975年7月20日江苏石油勘探开发会战的第一盯井——真6井开钻

977年10月25口千吨井 真20井放喷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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