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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河南油田编纂委员会

主 任：李联五

副主任：樊中海 张毅

成 员：敬国超 罗洪友 张建国 毕 生 曾光明 孙尚如

魏淋生 李 涛 张初阳 刘铁岭侍相礼

执行编委：薛国勤 黄金山 范喜群 刘智军 李军营 鄢胜财

赵庆石步乾邱坤态 王 晗杨晓培 戴达山

李长宏 张 忠 罗建军 韩 怀 卢 军 彭永才



2005年。按照((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的部署，横排竖写编纂了油田

地质、开发、部署与调整、钻井与采油工程、地面生产系统中对油田发展有影响、

有特色的事件。编纂工作自2006年6月启动，至2010年3月终稿。油田新老领

导、专家及技术人员85人参加了编纂和审核。

按照《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的部署，河南油气区油田开发志分

详写、简写和略写各五个。初稿于2007年5月完成，先后经过《中国油气田开发

志》河南油田编纂委员会初审、一、二、三审，2010年1月至3月经过修改、统

编和审定，最终完稿。 ·

油田开发志资料源自档案资料，依据会议纪要、方案、研究成果及上报文件

编纂。对于考查不清的重大事件，如高凝油初期注水解决吸水问题等，此次未编

纂。

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的指导，中国石油

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化股份公司和江汉油田档案馆的支持，油田新老领导的

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谢意!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河南油田编纂委员会

201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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虱重墓!：《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油气田卷》篇目：i：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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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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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油气M¨部汕⋯地理位傩I刳(2005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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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钴采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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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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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r 6174《油

气藏工程常用词汇》、sY／T 53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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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忐中地图，不作为划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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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油

编号：17-001

Ⅲ志
《双河油田志》编纂组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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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8年，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中)视察江{町联台站

月．中同石油天然气总公司总经理王涛(前排有二)到江河联台站检查工作



1985年，石油工业

部副部长李敬(前

右二)深入双河油

田生产一线调研

II

1994年，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

副总经理张轰(前左)到河南油

田采油一厂指导工作

1987年，石油工

业部副部长赵宗鼐

(前中)到双河联

合站检查工作



2004年．中国石

油化工集团公司党

组副书记周原(前

右)到汀河矿12

号站指导工作

2004年，中国石油化

工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张耀仓(前右)到第

一采油厂指导工作

2005年，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公司副也

经理刘根元(前右

二)到采油厂检A

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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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油田构造井位图

(河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编制，2005年



双河油田地面生产系统平面图

河南油田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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