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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育

前 言

作为一个企业内部的科学研究机构——四川石油管理局地质勘探开发研

究院的根本任务是服务于四JII油气田的勘探和开发。38年来，针对四川低渗、

低孔碳酸盐岩为主的储层，强褶皱多断裂的地质构造以及液态、气态不同的流

体动力系统的油气田和油气区作了浩繁的、深刻的研究。在基础地质、油气田

结构、地球化学、地球物理j综合分析、试采开发等众多方面都有丰硕的成绩，

也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性的成果。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的发展的历史充满

了认识客观和改造客观的实践一认识，再实践一再认识的艰苦过程，无论在找

油找气的初建时期，还是在取得突破及稳步发展时期，科学研究始终是指导油

气勘探开发的前导和关键。

38年来，研究工作曾像经历千回百折航程的小舟，在风雨中不息地驶向

认识的彼岸，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像似一夜春风雨．，研究人

员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在地质科研领域里，人才是最基本的因素。科研人员的素质决定了科研成

果的质量。38年中多少科研人员‘为四川油气田的勘探开发作出辛勤劳动，他

们的足迹踏遍了四川盆地的万水千山；他们的心血和汗水灌溉了每一个油气

田。他们虽经历了极。左"思潮的干扰，但是仍凭着他们的事业心和无限的忠

贞，始终不渝地奋斗。现在，老的一代退休或即将退休了，也有一些已经离开了

人世，《院志》作为对他们的纪念，新的一代在成长，他们将以新的风范迎接时

代的挑战，《院志》作为对他们的贡献，期望他们脚踏实地、勤奋进取、开拓创新

更上一层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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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地质科学研究是一种富有探索性的劳动。劳动结果，有成功的，有失

败的。特别是以研究具四川1地质特征的地下流动性的油气藏为对象，情况更为

复杂。尽管如此，大多数科研成果认识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有的认识，在当时

的条件下，大家公认是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并不能反映客观实际。原来认识

错误的看法，后来实践证明反而符合客观实际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在成功的

成果中包含不足，在失败的成果中也有成功的因素，失败是成功之母，它常常

是新成果的起点。

石油地质科学研究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它建立在准确的、大量的第一性、

资料的基础上，经过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分析，从而揭示客观事务的内部

联系，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指导油气勘探与开发。在石油地质领域里，一

个正确的认识，往往经过多次的反复才能完成。在多数情况下，一种认识在开

始时是人们在不同场合提出认识的设想和直观线索；经过他人在实践中收集

到说明设想的素材或根据，不完善的反映在文字中；以后又经过不断实践、加

工与提高，才能得出比较符合客观的认识。这当中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艰苦
’

的劳动，都是一种创造。因此j石油地质上的正确认识，往往是研究人员不断实

践、逐步深化集体智慧的结晶。

科学研究是认识客观世界。目的是改造世界，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是生

产力，不是意识形态。在认识客观过程中，由于客观条件、技术水平与经验的制

约，认识是否符合实际，各种情况都会有的。无论正确或错误的认识，它只能受

实践的检验，而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更不能与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这在四

J1l油气勘探开发历史中有着深刻的教训。为了发展石油地质科学，必须认真贯

彻党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钟，鼓励不同学术观点的争论，让不同的观点

在实践中逐步统一认识，这对提高石油地质科学水平，发展碳酸盐岩特点的石

油地质理论是大有好处的。石油地质工作者一定会继续发扬勤奋、钻研、开拓、

创新的精神，总结和创造出适合四川1碳酸盐岩特点的石油天然气地质理论以

及油气地质勘探、开发完整的科学研究方法，为发展四川石油天然气工业作出

更大的贡献。

基于上述认识。《院志》所反映的科研成果是从近千份报告中选择有代表

性的认识，并尽量保持其原意，以待历史去验证。《院志》是记述过去的情况、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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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和结果，本着纵不断线，横不缺项，分阶段如实记载其主要者，不加评述。为

了解历史，对首次出现的事件或认识，尽可能搞清其源尾，加以记载。但有许多

事情，无档案可查，虽经多方努力亦未获圆满结果．《院志》修志下限原规定止

于1985年。1990年12月四川1石油管理局第二次编志会议又决定将下限延至

1990年底，同时又要求反映至1985年的主要数据。因此《院志》中兼顾反映这

两个时间的情况。

《院志》篇幅有限，涉及各个方面，加之编辑水平有限，错误和遗漏在所难

免。希读者指正． ·

‘



凡 例

凡 例

一、《院志》记述建院前1953年一1957年以及建院后1958年一1990年发展的历史及

其活动的情况。其中主要反映科学实验及科学研究的成果。

二、《院志》对重要的事件或组织机构变动尽可能以文献为准记述其具体日期，有的由

于文献记录原因只能记述发生在某季度或年度。

三、四川石油管理局30多年来勘探开发的范围基本上在四川盆地内，因此在研究院

内文献及技术成果中习惯上所称川南、川东、川西北、川西南等，都指的是四川盆地的位

置，因此《院志》仍沿用这种提法表述。

四、由于历年的技术文献及科研成果中，对地层的命名及时代归屑问题前后有很大的

出入，《院志》对文内经常遇到的地层以通常习惯叫法暂时进行了统一，并列出对照表——

表1附在第一篇第一章之后。

五、《院志》记述所使用的计量单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规定执行．

六、由于历史原因，有些科研课题名称或文献中叙述不符合地质术语的有关规定，在

引用原文时不加改动。其中第一篇第一章前人的贡献一节仍沿用原来对地层的命名以及

时代的归属进行记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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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基地

剪影

l、科研、试验楼

2、科技情报、档案楼

976

986

3、50年代l临时平房仍发挥着作用 1988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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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党委讨论科研长远规划

2、选举新的一届党委会成员

1977

198J

3、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1978

d、认真学习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1987



科学研究

砖

d、编制天然气发展长远规划 1988

5、用测并信息研究致密碳酸盐岩储集层及其参数1979



1、镜下观察是科研重要手段之一

2、下古生界含油气远景研究 1988

3、地质勘探开发数据库软件研究1987

4、生物礁气藏研究 1984

5、构造裂缝分布的研究1980

一国童，甬k



科学实验

l、碳、氧同位素测定 1985

2、气水相对渗透率测定 1985

3、含硫气井泡沫排水剂配方试验1981

d、红外光谱分析生油指标1976

5、致密碳酸盐岩渗透率测定1980

6、电子扫描显微镜 1977



新技术

新方法

一瑚：，≤；酱：萄

l、用地震信息研究油气分布 1983

2、数值模拟方法优选气田开发方案1982

3、人机联作进行地震地质解释 1990

d、振弦压力计试井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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