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鬻；；蒸i≯溺誊蔫|藏ll藏}i；蓠|{；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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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人专志中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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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174《油

气藏工程常用词汇》、sY／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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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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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量单位统一用符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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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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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熏霾|鋈鎏《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油气田卷》篇目藜霆一攀1囊

卷号 卷 名 卷号 卷 名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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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北油气区油气田分布图

东北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编绘，2005年



灞{煎藤嚣鋈{!{蓊霜}蠹戮i嚣； 编纂说明

中国石化东北油气分公司的前身是1980年成立的地质矿产部吉林石油普查会

战指挥所，先后隶属于地质矿产部、中国新星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新星

石油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虽然所属机构、体制和名称几经变更，但在

东北及内蒙古东部的油气勘探开发工作从未停止。

1986年以来相继在松辽盆地南部发现了四五家子油气田、后五家户气田、八

屋气田、孤家子气田、秦家屯油田、所图油田、伏龙泉气田等油气田。1992年地

质矿产部正式决定地质矿产部吉林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由勘探为主转为勘探开发

并重。1993年后五家户气田正式向四平市和长春市第一汽车制造厂供气，是吉林

石油普查勘探指挥所气田开发里程碑的起点，正式开始气田的开发。20多年里，

伴随着东北油气分公司油气产量逐步增加，油气田开发工作从不规范到逐步规范，

逐步形成了一套适合小油气田开发的技术系列。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东北油气区油气田卷》作为《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的组

成部分，按照《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的要求，由《中国油气田开发

志》东北油气区编纂委员会组织编纂。根据《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

关于“明确定位、突出特色、科学编目”的编写要求，编纂人员先后七易其稿，

编纂完成《中国油气田开发志·东北油气区油气田卷》一书。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东北油气区油气田卷》共包含9个油气田志，1篇详写，

5篇简写、3篇略写。其中《秦家屯油田志》为详写，《所图油田志》、(Ok屋气田

志》、《后五家户气田志》、《孤家子气田志》、《四五家子油气田志》为简写，《伏龙

泉气田志》、《皮家气田志》、《太平庄油田志》为略写，各油气田志分为概述、大

事记、专志、附录等部分。编写采用分路编写、统一编纂的工作方式，统编统纂

成稿，努力保持整卷的形式、风格、体例的统一和文字的流畅。由于东北油气分

公司过去是地矿企业，勘探历史长，开发历史短，油气田志没有完全沿袭大油田

的编纂方式，但体现了地矿系统坚持长期地质勘探对油气发现所作贡献的特色。

在统编过程中，尽量减少各章节之间的拼接痕迹，保证书稿体裁、叙述上的

一致。以秦家屯油田为重点，把握低渗透～致密碎屑岩油气藏储层物性差的地质

特点和自然产能低的开发难点，突出地质认识的逐步提高，突出储层改造技术的

突破，突出科技进步对油气田开发的影响，把握油气开发进程中产生重要影响的

重大决策、重大历史事件，贯穿人物活动，突出决策层在油气田开发不同阶段的

决策背景、决策过程与影响，突出东北石油人在油气田开发不同阶段的主观能动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性，体现东北油气分公司致密碎屑岩油气藏开发技术水平及其在中国石化系统的

地位。本志，上限为1986年1月，下限为2005年12月31日，部分章节的有关

内容适当上溯。

存史留鉴。期望《中国油气田开发志·东北油气区油气田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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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油气区编纂委员会

2010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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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24-001

秦家屯油田志
《秦家屯油田志》编纂组 编





2000年，秦家屯油气田工程开工建设

(东北分公司党群工作部提供)

2001年，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牟书令(左二)在采输三厂检查工作

(东北分公司党群工作部提供)



2005年6月，吉林省副省长牛海军(左一)在采输三厂秦家屯联合站视察、指导工作

东北分公司经理相传林(右一)陪同

(东北分公司党群工作部提供)

秦家屯油田地理位置图

东北分公司工程技术研究院编制，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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