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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 1958 年成立至今，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已经走过了 50 年的光辉路

程。伴随着新中国石油工业和石油科技事业的不断发展，在石油工业部、燃科

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

公司的领导下，一代又一代石油科技工作者勇挑重担，团结奋进，忘我工作，

甘于奉献，书写了一部悲苦创业的发展史，走出了一条科技兴油的创新路，绘

就了一幅人才辈出的群英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为中国石油工业上

播发展和油气勘探开发科技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

50 年来，研究院在探索中起步，在改革中发展，在茹进中壮大，走过了不

平凡的四个发展阶嚣。

第一阶段(1958-1972) 是艰苦奋斗、奠定基业的石油科学研究院阶段。

1958 年 11 月 15 13 ，面向全国石油工业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一一石油科学研

究院诞生，标志着中国石油科技事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除段。伴睡着新中吕石油

工业的起步和发票，石油科学研究皖开展了全富性的石油地震和炼制等科学研

究工作，先后参加了大庆、华北、四川、江汉等油 E会战，为大庆油田、胜利

浩田和大港油国的发现与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推动了中国陆梧石油地质与油

田开发理论技术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新中国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工作

迅速展开做出了重大贡献，培养造就了一大教优秀人才。

第二阶段 (1972-1978) 是乘势商行、恢复发展的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

院阶段。 1972 年 5 月 16 13 ，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规划研究院成立。

石油科技工作开始克服"文革"干扰，重组科研队伍，逐步取得了核复发震。

作为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的重要决策参谋抗关，石油勘探开发规

划研究院领导了全国、各油田福气勘探开发生产建设及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的编

制工作，组织开展了技术交流和重大技术攻关，直接参与了油气自勘探开发生

产实践，为各油 E的建设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为我E原油产量上亿吨提供

了强有力支持。

第三~段 0978-1998) 是改革探索、梅步前进的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

院阶段。 1978 年 4 丹 26 日，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成立。这是在我国实行

改革开放、科技事业进人"科学的春天气原油产量突破 1 亿吨的大好形势下，

石油工韭部党组作出的重大决定，由此奠定了离自全国的石油勘探开发综合性

科研极构的重要地位。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以科探井为组带，开拓了勘探

新领域，推动了吐晗、长庆等大油气区的建设;参加了大庆、辽河、中原、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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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塔里木等油气目的勘探生产实践，为稳定东部、开发西部和增储上产做出

了重大贡献 z 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理论技术体系，取得了一批重大科研

生产成果，充分发挥石油科技进步主导力量和石油工业智力中心的重要作用。

第四除段 (1998-2008) 是重组改制、跨越发展的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

皖龄段。伴随着中昌石油的重组改髓， 1999 年 7 月 16 8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
研究院成立，成为中国石油上游的综合性研究机构。 2001 年 6 月 25 日，中国

石油正式明确了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一部三中心" (上潜勘探开发战略决策参

谋部、油气勘探与开发技术支持与服务中岳、重大高新技术研发中心和科技人

才培养中心)的定位和职责。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以中国石油国内与海外上游

业务发震为己任，以追求油气勘探重大发现和提高油气开发采校率为吾标，以

解决重大生产难题和推动理论技术进步为重点，全面介入油气勘探生产，取得

了岩性地层油气藏、天然气地贯学、提高采收率、海外技术支持等一系列重大

科研生产成果，获得了较为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为中国石指天然气集团公

司上游业务快速发展发挥了主力军作用，为中国油气理论技术创新发展奠定了

坚实基础。

50 年来，中国石油黯探开发研究院成就卓著，人才济济，为中国石油工业

上游发展和科技事业进步做出了重大贡献，主要包捂三个方面 z 一是建立完善

了完整配套的中国陆相石、油地震与油气田开发理论技术体系，二是为中国大多

数油气田的勘探发现与开发建设议及中国石油海外油气业务诀速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三是培养造就了以 15 名院士为代表的一大数国内外知名专家。

50 年来，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皖勇于实践，矢志创新，为中国石油科技

事业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留下四点重要启示 z 一是必须坚持走自主创新之

路，不断丰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陆梧石油地贯理论、天然气地震理论和油气

田开发理论，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配套技术和特色专项技术;二是必

须坚持走理论与实践梧结合之路，深入一线，贴近生产，使科技直接转化为增

储上产的生产力;三是必须坚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营造良好的成才环境，

逐步形成具有研究院特色的人才培养之路;因是必须坚持弘扬大庆精神、"铁

人"精神，艰苦奋斗，甘于奉献，潜心钻研，勇于实践，秉承科学精神，发展

创新文化，为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持续健康发展注入生机与活力。

传承历史，开创未来。历史的辉煌代表着前辈们的艰辛付出;未来的发展

掌握在我们的手中，需要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动力。

当前，中国石油ïtill备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在医家能源短缺的形势E

前，作为国家和公司屋面油气勘探开发领域最主要的综合性研究机构，研究皖

在中长期战略规划研究与重大决策支持、重大应用基础理论创新与特色技术研

发、重点地区技术支持与服务、真层次科技队伍培养方面，焉负着义不容辞的



重大使命。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新一代研究院人冷静思考，科学谋划，提出了萃的更

高的发展吾稼，就是紧紧围绕中屋石油国内外上带业务持续发展需求和油气勘

探开发生产重大应用难题，大力实撞"科技立院"、"人才强院"、"文化兴院"、

"和谐稳院"四大战略，持续撞造"一部三中心"建设和"业务全球化、人才国

际化"发展，加强资源优化，撞进业务整合，全噩提升研发综合实力、吉主创

新能力和服务生产能力，实现石浩与天然气、勘探与开发、 E内与国外业务的

键襄协调发展，到 2020 年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的综合适国际能源公司勘探开发研

究院。

所有的研究院人都须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力争做出无愧于前人、无镶于

当代、更无愧于未来前突出贡献，共同开倒地烂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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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艰苦奋斗奠定基业

1958 年至 1972 年，是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时期。

1958 年 11 月 5 日，石油科学研究揉成立，标志着中冒石油科技事业拉开

序幕。伴随着新中昌石油工业的起步和发展，石油科学研究院开展了全国性的

石油地质和炼制等综合研究工作，组织了石油系统科研工作的规结在管理，参

加了四)JI、克拉玛弦、大庆、胜科、大港等浩田会战，经历了十几年艰难曲折

的创业时期，为新中国石浩工业的诀速发展和科技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培养

造就了一大教优秀人才。

第一节新中国石油王业的艰苦探索

1949 年 9 月 25 日，玉门油矿解放。当时，中国的石油年产量仅为 12 万吨，

石油职工仅有1. 1 万人，其中技术人员不足 700 人。新中菌石油工业就是在这

样的条件下艰难起步的。 1950 年 4 月 13→24 日，第一次全国石浩工业会议召

开 1950 年 5 月，燃料工业部设石油管理总局，负责新中国的石油工业生产建

设 1955 年 7 月 30 a ，石油工业部正式成立。

党和匮家领导人对石油工业的发展寄予厚望。 1956 年 2 月 26 a ，毛泽东、

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自听

取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助理的最世恩汇报石油工业发展情况。毛泽东主席对地

质年代的划分、石油的生成、什么是构造、怎么找油、怎么炼出汽油、汽油为

什么要分号头、汽油的分子式怎么写等问题，都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当听到新

疆、玉门都是戈壁荒滩时，毛主席指出"看来发展石油工业还得革命却拚命"。

毛主席还提出，要在全国广泛开展石油勘探，要全面规划，要调干部充实石油

队伍。

1958 年 2 月 27 日和 28 a ，时任石油工业部部长李聚奎、勘探司司长意克

以及霍先皖、王纲道同志，就石油勘探问题向x~小平同志进行汇报。当谈到第

二个五年计划的重点地区时，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对松辽、华北、东北、四川、

鄂织多斯地区多做些工作。邓小平的这次谈话，大大加速了我国石油勘探的进

程。余秋里接任石油工业部部长以后，掘的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制定石油工韭第

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战略发展规划，把石油地质储量搞到 20 亿吨〈当时只有

1. 7 仨吨) ，年产原油搞到 800 万吨至 1000 万哇。

经过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坷的建设，中国石油工业已经如具规模。

至 20 世纪 50 年代末，全国已初步形成了玉门、新疆、青海、四)lJ 4 个石油天

然气基地，原油产量达到了 373.3 万吨。但是，石油工业的发展还远远不能满

足新中国建瓷的要求，成为制约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瓶颈之一。石油工业部

成为居家各工业部门中唯→没有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的部门。

1956 年，在周恩来总理的提议和直接领导下，国务捷组织制订了机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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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以下简称《十二年科技巍划扮，翁文波、侯

样麟同志分别参加了石油地质勘探和石油炼蘸部分的规划工作。《十二年科技规

划》是我国第一个国家规模的科学技术长期规划，对新中国科学技术的起步和

发震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也为中国石浩科技事业开启了大门。

就在薪中雷石油工业和科技事业起步和发展的关键时期，石油工业部石油

科学研究院应运而生，由此踏上了漫漫征程。

第三节 石油王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的成立

1956 年初，第一次全国石油黯探会议召开，开始讨论建立全E性石油科研

机梅的问题。 1956 年 1 丹，在《十二年科技规划》编制的离时，石油工业部就

建立全国性石油科研机构问题上报国务挠，报告中提出，在北京成立石油地质

勘探研究费和石油炼制研究所 3 月，该报告获国务院批准。因此，在《十二

年科技规如》中，尚未成立的石油工业部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房和石油炼制研究

所己经作为规划研究的负责单位出现。

根据罢务院批复， 1956 年 7 月 1 a ，石油工业部在北京成立了石油地震勘
探研究所和石油炼制研究所窝个筹建处，其首要任务是组建科研队伍，特别是

物色学术带头人。同时，石油工业部派出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全面了解苏联在

石油勘探、开发、地贯实验、地震、测井、钻井等方面的科研情况，并据此提

出了开展我国石浩勘探开发研究工作的建议。

当时，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并没有现成的虱伍，采取了两种方式组建虱伍 z

一方00 ，吸收苏联学成回国的科技人员，描浇油田技术骨干;另一方面，招牧

薪毕业的大学生，作为培养对象。当年，研究所就招收了 60 余名应霜毕业生。

在中共八大精神的鼓舞下，他们如饥似竭地学习专业知识，脚踏实地地开展研

究工作，并主动要求尽快下基层实习锻炼，表现出把我国石撞撞质研究工作搞

上去，早司为石油工业做贡献的强烈愿望。

1956 年 9 月，翁文波从苏联自匾，薪调人石油地贯黯探研究所的研究人员

已经投入工作。研究所坚持边筹建、边研究，各项业务工作逐步展开。从 1956

年冬到 1958 年初，研究所开展了新疆、贵州、云南、河北等地的野外地震调研

工作。

1958 年 9 月 24 a ，石油工业部决定将北京石油地质勘探研究所和石油炼

制研究所两个筹建处合并，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筹建处"，任命张

俊为筹建处主任，侯祥麟、翁文波、宋寇英为醋主任。跑后，石油工业部上报

国务院，国务院作出批复〈直编齐字第 272 号) ，同意"将在北京的石油练制和

石油地质两个研究所合并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地点设在北京市海

淀区学院路 1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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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艰苦奋斗奠定基业

1958 年 11 月 14 日，石油工业部下发 (58) 浩办费余字第 197 号文件《关

于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的通知))， ({通知》决定:自 11 月

15 日起，正式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

1958 年 11 月 15 日，成为石?由科学研究皖的正式诞生日。

石油科学研究院的院领导包括:皖长张俊 (1959 年 1 月 22 日虽务院正式

任命L 爵院长侯祥麟(主管炼油〉、翁文波(主管地质〉、宋冠英(主管行政) , 

党委第一书记张鱼，党委书记任成玉，副总工程师林风。

第一任皖长、党委第一书记张瓮于 1937 年参加革命，曾任延安自然科学院

矿冶系主任，建国后一亘在石油地质战线做领导工作。在研究镜工作期前，他

关心爱护知识分子，实事求是开展工作，身体力行，以身作则，为研究院的建

设和发震做了大量工作。

根据石油工业部相关文件，抚}睽页岩油研究所、锦州石油六厂研究所、四

)11天然气研究室等 3 家单位出石油科学研究皖直接领导。此外，在石油地质勘

探开发研究方面，研究院还负责管理西安地球物理所、成都钻井工程所、海洋

综合勘探队、松辽研究站 (1959 年底至 1960 年成)等 4 家单位。

这样，石油科学研究提北京本部与其领导管理的 7 家单位，共同组成了一

个面向全国石油工业的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据有职工 17沙人。除对全国石油

系统科技工作进行领导、管理以外，研究院还行使石油工鱼部科技司的职权，

负责确定石油系统各独立科研单位的科研方向与主要任务，实施各单位人才配

备及科研经费揭拨，制定石油系统科技发展计划并对各企业的科研规划与年度

科研计如进行管理。

石油科学研究院北京本部有职工 659 人，其中，石油地质研究部分 220 人，

石油炼制研究部分 439 人。石油地震研究部分设立地质勘探室、开发室、地球

物理勘探室、钻井室 4 个研究室，成立一个党总支，党总支书记为齐泽国。

撞E主勘探室的室主任为余倍良、曾鼎乾，酣设培质实3金室及绘图室。

开发室的室主任为童宪章、谭文栋，下设地质组、水动力组、开发组 3 个

专业组和油层物理实验室。

地球物理勘探室的室主任为王纲道、凌搏铭，甜设实验室。

钻井挽械室的室主任为陈理中、于志坚，下设机械组、钻头组、钻井工艺

组、材料组、泥浆组 5 个组及实验室、加工车间。

在石油地最勘探研究所的筹建和石油科学研究院的成立过程中，办公条件

比较艰苦，办公地点数度搬迁。石油地震勘探研究所的办公室先是在石油工业

部 10 号楼 4 层， 1957 年初又搬到了石油工业部大楼 1958 年石油科学研究院

成立后，在学院路 18 号院内东北角新建了一栋四层的地质楼，作为石油地质研

究部分的办公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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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建院初期的科研工作

建院初期，石油科学研究院(以下窍称研究院)以石油工业的发震需求为

己任，以石油工业部领导的殷切期望为动力，积极奔赴全国各地，进行野外撞

员调查、石油地质综合研究，参与油田开发建设，开展钻井工程研究，取得了

车额的成果，开能了全国及世界含油气盆边评价研究、地球化学研究、海上地

震勘探技术、油田开发方案编制、火烧油层热力采撞技术、油层物性分析等方

面的先河，为中吕石油撞贵和开发理论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地质勘探研究

1958-1960 年，勘探室的主要工作任务是(1)探出主要技术力量，褂助

并支援有关地区的勘探工作 (2) 研究国内各沉积盆地的含油气远景，对有利

勘探提出建议(约在生油和储集层方面，开展了探索性的科研项目(约开

展望内离不完善或不普及的分轩，化验项目并向全匮锥广(日总结各盆地的

勘探经验进行交流， í走进各地区工作的开展 (6) 出版成果(7)其他工作。

1.分是全国各地

研究院坚持贯彻以找油气为中心的方针，面向全国、了解世界，大胆预测、

踏勘对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并作出有根据部科学判断。 1958 年到 1960 年，

翁文波主持组织了南、北、中三路调查组，并逐一交代任务。南路赴海南岛调

查莺歌海油气苗，北路去东北阜新盆地踏勘，中路前往洞庭湖、长江中下潜勘

探江湖两岸的天然气苗。

中路组主要开展"长江式气苗"满查，研究长江窝岸第四系浅气层的边区

分布，并在有条件的地区进行钻探、试采，对其实用检值作出评份。"长江式气

苗"是结广泛分布于长江爵岸及其湖泊支流黠近的第四系浅层天然气显示。宋

建国、高慧云、唐培基等人从湖南溺庭湖开始沿长江北上，寻找油气苗。他们

在武昌一带发班了气苗，用人撞的麻花钻在武昌打了一口浅层气井，深约十几

米，日产气 1000~2000 立方米，供给武钢设计院食堂;接着又到安徽繁昌县三

出镇调查浅气层，打了一口天然气井，供当地群众大炼钢铁之用:之后又在上

海前近打了一口浅层气井，给华东石油勘探昂食堂供气，撞动了华东局对浅气

层天然气的利用。他们结合调查工fF，绘制出《长江中下潜浅气崖分布预测

图))，编写了《上海地区浅层天然气几个培质问题》报告。

南路组主要开展海南岛莺歌海村插近浅壤踏勤工挥，马继祥、戈翠霞等证

实了油气茧的存在。随后，研究院探出施光宏等，组成一支启己设计、自己作

业的我国第一支海上地震船队。翁文波副院长多次到现场亲抱擂导。他们国陋

就筒，克服困难，采用双船作业、六分仪定位的方法，对环海南岳上千千米的

海域进行地震作业，萌确了该区攘的地质构造，为茂名石油公司海上钻探提供

- 6 一



第一章艰苦奋斗奠定基业

了重要资料，在我国海上地震勘探史上揭属首次。

北路调查组主要在辽宁阜新盆撞对东岗、费、家湾、清词门掬造进行撞贡据

查。胡朝元、窘曾熊等人组成调查组，与北京石油地震学校师生一道开展工作，

上了浅钻队，查晓构造，发现很辱的含油砂岩，并用油砂炼出了第一瓶原浊。

1959-1962 年，研究院组织了华东、四川、江汉三个地质研究队。华东队

队长为唐培基，队员有查全衡、宋建国等;四JII 队队长为安作相，队员有曾康

一、宋善昆、李增助等;江汉队队长为顾信章，队员有傅华元、王培全等。同

时，研究院还组建了鄂尔多斯岩梧吉地理队，队长为安作相，队员有刘鸿样等。

这些研究队分赴各石油勘探指挥部，与各地区研究力量组成综合研究大队，成

为一支支强有力的科研骨干队伍，为各油田的勘探开发做出了积极贡献。

20 世纪 60 年代初，经石油工业部康世恩副部长批准，研究院派出查全衡、

宋尚宴，赴青岛、荣城、或海、烟台、蓬莱至龙 E一带开展黄海、渤海沿岸的

油气茵演查研究。在解放军总参谋部及所属部队的支持下，他们还上到长山、

硅疏诸岛进行调查，并写出专题报告。

20 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南方有大片古生界沉军民区尚未进行适当的勘探，

曾鼎乾建议开展南方古生界的我油工作，得到研究院领导同意和石油工业部批

准。曾嘉乾、余113 良负责选调各地区有野外工作经验的撞贡技术人员 70 余人，

组成调查大队，选择湖北及贵州有利地带进行野外调查。黯后，石油工业部集

中力量于湖北、湖事西部，成立了期鄂西石油勘探指挥部，曾鼎乾、余伯良、

王尚文任地质师，组织"三院一校" (北京石油学院、北京地质学院、大庆石油

学院、北京石油地卖学校)参加拥鄂西地质会战，主要开展石油撞质调查，同

时进行钻探，后因?文革"雨中新。

在开展野外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研究院还进行了综合研究，完成了国内外

含油气盆地远景研究，提出了勘探远景地区。

2. 编制三张重要图件

1958 年J1J 1962 年期间，研究镜组织力量对全国各盆地背斜构造油气苗等

基础数据进行整理，编摇了三张重要围得及说明书。

1958 年，研究院完成了地质勘探室《全国含油气盆地评份雷》及其说明书

编制工作。在全国含油气盆地的诗赞中，费确提出栓辽盆地中央塌陷带为盆地

含油气最有利地区。这张嚣参加了 1959 年 3 月召开始全自南充勘探会议圈件展

克，得至G很高评份。

1959 年，研究蔬编棋了《中国沉积盆地分布及地质背景图》及其道明书。

研究了盆地区域构造背景、基底性庚、盆地类型、沉积盖层时代、厚度岩性等，

对于中嚣沉积盆边的宏观认识前进了一步。在 1959 年 12 丹北京召开的全罢石

油科技成果会议上，该图被评为"红旗"图。

1962-1963 年，研究院编制出版了中国第一张《世界含油气盆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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