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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5年多的努力，《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即将出版发行，我对这部巨

著的问世表示祝贺。

我国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历史悠久。早在公元一世纪的东汉时期，

即有延安、酒泉、库车等地利用石油的记载。公元1080年(北宋元丰三

年)，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沈括在考察了郦延(今富县、延安)一带出露

的石油矿藏后，敏锐地觉察到石油资源丰富，“生于地中无穷”，大胆预料

“此物后必大行于世”，并首次使用“石油”一词。在沈括考察之前的1041—

1048年，中国人已经发明了“篾索圜刃人力冲击竹的顿钻钻井法，并在四

川钻成了“卓筒井”，用于采气制盐。可以说，中国人在认识和利用油气资

源方面，远远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

不幸的是，近代我们落后了。沈括发出预言800年后，在19世纪后半

叶到20世纪前半叶的近百年间，北美、俄罗斯、中东、委内瑞拉等大型含

油气区被陆续发现，世界石油产量迅速达到日产1000万桶以上，能源结构

发生了质的变化，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和人们的工作生活。而在此

期间，我国仅在台湾、陕北、新疆、甘肃和四川有少量且简单的油气生产

活动，没有科学的油气田开发工作。1949年全国原油产量仅7万吨。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对发展石油工业给予了极大的关怀和支持。随

着20世纪50年代玉门、克拉玛依油田的开发，60年代大庆、胜利等油田

的开发，1978年原油产量突破1亿吨大关，跨人世界主要产油国行列。目

前，全国已经投入开发的油气田达到800个，累计生产原油52亿吨、生产

天然气10000亿立方米。2009年原油产量达到1．89亿吨，天然气产量达到

852亿立方米，成为世界石油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几十年来，石油工业成

绩斐然，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作出了巨大贡献。



油气田开发是中国石油工业的核心业务，在石油工业蓬勃发展的过程

中，油气田开发生产管理体系逐步完善。开发生产系统的广大员工，在油

气田发现之后，面对各种复杂的油气藏类型，认真地进行油气藏评价、编

制开发方案和地面工程设计，建设油气生产能力；油气田投产后，又持续

进行油气生产过程的管理和控制，不断提高油气生产水平；在资源短缺而

国家对油气的需求日益增长的情况下，依靠科技进步和精细化管理，克服

重重困难，尽可能地增加生产，并努力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目前，全国

已形成遍布陆上和海域的油气生产网络，直接从事油气田开发生产的员工

约40万人。这支队伍是铸就当代中国石油工业辉煌史诗的中坚力量。

20世纪80至90年代，我有幸参与了中国石油工业的管理工作，并在

很长一段时间内主管油气田开发生产业务。那段经历使我同这个行业建立

了深厚的感情，也学到了很多东西，受益匪浅。至今我一直在关注着大庆

油田深度科学开采、长庆油田低渗透油藏改造，以及我国大量的深层气藏

的开采。我们在前人、外人没有涉及的领域不断探索，创造了一个个世界

公认的油气田开发新奇迹。

盛世修志。2005年，几位从油气田开发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在

国家关于开展第二轮修志活动指示精神的鼓舞下，倡议编纂《中国油气田

开发志》，以全面系统地记载各油气田、各油气区和全国范围内油气田开发

工作的历史进程，为后人留下一部史志性的宝贵财富。倡议得到中国石油、

中国石化、中国海油、陕西延长石油等集团公司领导的赞许和支持，并迅

速组建了《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及办事机构，全面展开工作。

这是一项规模宏大的史志修纂工程。编纂工作自2005年底开始筹组，

2006年正式启动，历时5年，动员了全国油气开发领域数千名专家学者参

与编纂、审核、修改和定稿。全套书分油气田卷、油气区卷、全国综合卷

三个层面，共62卷，总字数7600万字左右，堪称鸿篇巨制，填补了我国

专业志书的一项空白。内容上，它涵盖了我国东西南北中，从陆上到海洋，

从浅层到深层，所有已开发的油气田，无论大小都立案记载；时间上，它包

括了从古代、近代到现代的各个历史时期，每个油气田发现、开发、建设

的历程都详细记录；体例上，它遵循志书的普遍性要求，统一章法格式，

强调质量第一，同时又有许多探索与创新，力求成为一部具有当代特色、



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精品佳志。

这是一部全景式展示中国油气田开发历史与现状的力作。中国油气田开

发，其地质条件的复杂性、开采对象的多样性、油层物性的差异性等，在

世界上是少有的。经过几代人披荆斩棘、锐意进取，终于形成完整的理论

和技术体系，使我国跻身于世界油气田开发先进国家行列。本志以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审视中国油气田开发的全过程，总结成绩与经验，剖析不足

与教训，认识发展的规律，从宏观上将中国油气田开发的全景展示在读者

面前。

这是对历史资料抢救性挖掘保护的重要举措。参与编纂审核的老同志、

老专家都是中国现代油气田开发事业的开创者、奠基者。他们之中有百年

老油田——延长油矿当年的踏勘者，有“石油工业摇篮”——玉门油田注水

驱油的设计者，大部分则参与了大庆油田的创业、渤海湾一批油田的开发

和西部塔里木等油田的开拓。他们是中国石油工业特别是油气田开发历史

的见证人，是各种宝贵资料的“活辞典”。他们年逾古稀甚至耄耋之年，还

亲自动笔，或口述指导，将珍贵的历史记录下来，传承后世，实在是功德

无量。

修志为用。历代志书，都强调其存史、资政、教化功能。我希望《中国

油气田开发志》出版前后，通过写志、学志、用志，充分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志为信史。参与此志编纂工作的同志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坚持传承文明、惠及后世的立志主旨，坚持真实、全面、系统、完整的表

述原则，坚持无证不立、孤证不取和述而不论的修志传统，不溢美、不隐

恶，秉笔直书，实事求是，力求留下一部信史。入志资料的收集、考证、

选取一丝不苟，力求翔实可靠；卷册结构的设置、编排、表达严格认真，

力求科学合理，使之符合油气田开发实际。真正体现“存史”的含义。

志为详史。此志按照“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要求，把数百年来近千

个油气田开发的浩繁资料，按照志书的特有体例进行归类处理，形成一个

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展示了我国油气田开发的总体轮廓和细节全貌。我

国油气田开发事业的兴衰起伏、每一个油气田开发的利弊得失尽在其中，

能反映油气田开发在不同时代的本质主流，能体现油气田开发事业发展的



内在规律，为后世以古鉴今、科学决策提供了权威的参考依据。真正体现

“资政”的目的。

志为良史。此志坚持以人为本，以事系人、志事记人。在客观记述油气

田开发过程中重大事件和史实细节的同时，注重挖掘不同时期石油人在油

气田开发实践中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志书中所展现出的那种扎根荒原、无

私奉献的爱国情怀，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的英雄气概，求真务实、精益求

精的优良作风，必将成为后来者开拓奋进、夺取更大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

真正体现“教化”的作用。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是一部中国石油开发的百科全书。它是一面镜子，

彰往昭来，稽前鉴后；它是一本教科书，为大众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传统教

育；它是一座桥梁，为社会各界提供大量石油开发信息。希望石油行业的

同志们，特别是各级领导同志，都来读一读，了解一个油田、一个地区，

或一项技术是怎么发展过来的，有什么经验教训，从而更好地做好本职工

作并规划好未来。

一部中国油气田开发史就是一部中国石油人的奋斗史，《中国油气田开

发志》全面生动地反映了这一历程。掩卷沉思，深感创业艰难，良史难得。

在此：

谨向一百多年来为开创中国近现代石油工业不懈探索的前辈们致敬!

谨向几十年来为中国油气田开发事业默默奉献的广大开发工作者们致

敬!

谨向几年来为《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纂辛勤耕耘的同志们致敬!

闳濂
2010年10月1日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对《中国油气田开发志》这部巨著的出

版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全面、系统、翔实地记载了全国油气田开发

的历史进程，是一部百万石油工人的创业史，是一部油气田开发的百

科全书，填补了我国专业史志的一项空白，为后人留下一部史志性的

宝贵财富。希望广大石油人认真研读，用好这部书，充分发挥其存史、

资政、教化功能。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纂工作，历时5年。全国数千名油气田

开发专家、学者参与编纂，他们是中国现代油气田开发事业的开创者、

亲历者、见证者；他们将中国石油人奋斗的珍贵历史记录下来，传承

后世，功标青史!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201 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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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即将出版发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对这部

巨著的问世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分油气田卷、油气区卷、全国综合卷三个层

面，共62卷，7600余万字，堪称鸿篇巨制。全志以高度的历史责任

感和使命感，坚持传承文明、惠及后世的立志主旨，横不缺项、纵不

断线地记述了中国油气田的开发历程。志书全面生动地反映了中国石

油人艰苦创业历程，彰示后人，教育大众，为社会各界提供了油气田

开发信息，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拓荒之作。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纂工作，自2005年底开始筹备，2006年

正式启动，历时5年；全国数千名油气田开发领域专家学者参与编纂、

审核、修改和定稿，特别是那些见证了中国现代石油工业开创、发展

的老领导、老专家，他们本应安享天伦，但仍亲力亲为，将亲身经历

过的珍贵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流传后世，终成丘山之功!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 俏’戊幺
201 1年3月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正式出版发行之际，作为中国陆上开发最早

的石油企业——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这部巨著的面

世表示热烈的祝贺!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共62卷、7600余万字，记录了中国油气田

开发的兴衰起伏、利弊得失，呈现了中国油气田开发的总体轮廓、发

展脉络，再现了中国油气田开发事业的艰苦卓绝、创新进取，记述了

前人披荆斩棘、埋头苦干的创业历程，渗透了一代代石油人勇于实践、

敢于探索的奋斗精神，展示了当代石油儿女追求卓越、科学发展的时

代风采。这必将成为后来者宝贵的精神财富。

四家石油企业联合编纂这部开发志，历时5年。全国数千名油气

田开发领域的专家学者参与了编写、修改、审定工作。他们是中国油

气田开发事业的开创者、奠基者、见证者、参与者、奉献者，正值青

壮的刻苦钻研、反复推敲，年逾古稀的仍亲自动笔或口述指导。大家

共同完成这样一部巨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 ≯移浩
201 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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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志是中国油气田开发领域的专业志书，客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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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志内容涵盖油气田地质、开发部署与方案实施、油气藏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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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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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志62卷按三个层次编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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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卷)；按油气

区编写《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油气区卷》(31卷)，由同一油气区企业管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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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志人物记述坚持“生不立传”原则。对已故人物立传简记，对油气田

开发重要人物以简介或名录形式记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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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本志采用第三人称；组织机构、社会团体、会议、文件、开发方案以及

职务等专名，为保留历史原貌均采用当时的名称。

七、本志采用现代语体文，使用国家统一的简化汉字，力求朴实、简洁、流

畅，除综述、无题序外，一般述而不论。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辅以纪事本末体。

八、本志专业名词术语参照全国自然科学名词审定委员会公布的《石油名

词》，执行Ⅸ采油采气工程词汇》(SY／T 5745)、《油气藏工程常用词汇》(SY／T

6174)、《钻井工程术语》(sⅥ5313)等标准。
九、本志数字使用遵循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发布的国家标准《出版物上数

字用法的规定》(GB／T 15835)。

十、本志标点符号使用遵循国家技术监督局1995年发布的国家标准《标点符

号用法》(GB／T 15834)。

十一、本志计量单位名称和符号使用遵循国家技术监督局1993年发布的国家

标准《量和单位》(GB 3100、3101、3102．1—13)，执行((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常

用量和单位》(SⅥ658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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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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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限截至2005年12月31日。

十三、本志采用公元纪年，个别采用历史纪年。

十四、本志资料来自历史文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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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本志中地图，不作为划界依据。

十六、本志中“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陕西延长石油”分别

是“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简称。



中国人民认识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有史记载已近两千年的历史，近代的油气田

开发也已一百多年，在中华大地创造了巨额财富，而且史籍浩瀚、人文荟萃。但长

期以来没有对此做过系统的收集和整理，难以起到“存史、资政、教化”的作用。

2005年，几位从油气田开发工作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在国家关于开展第二

轮修志工作指示精神的鼓舞下，倡议编纂一套《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势，以全面系统

地记载各油气田、各油气区和全国范围内油气田开发工作的历史进程，为后人留下

一部史志性的宝贵财富。最初由刘宝和、胡文瑞、谭文彬、王乃举、金毓荪、张家

茂、石宝珩、蒋其垲、潘兴国、孟慕尧、何生厚、董恩环、张卫国等参与筹备，形

成了初步工作规划，很快得到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高层领导的赞许和支持，并于同

年11月召开了第一次((中国油气田开发志》编委会议，工作开始启动。

后来，中国海油和陕西延长石油也应邀加入编纂行列，随即充实完善了全国

范围的《中国油气田开发志》总编纂委员会，由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原

副总裁刘宝和担任主任，四大石油公司主管油气田开发生产的现职领导出任副主

任，全国30个油气区都有代表参加总编纂委员会，各油气区还分别组建了开发志

编纂委员会，从上到下实现了组织落实。

2006年，用了比较长的时间研讨工作规划，形成了分“油气田卷”、“油气区

卷”、“全国综合卷”三个层面展开编纂的总体构想，计划用五年时间，完成总计

62卷(油气田卷30卷、油气区卷31卷、全国综合卷1卷)约7600万字的系列

志书。其中，30卷的“油气田卷”包括765个油气田的翔实资料作为内部发行，

“油气区卷”和“全国综合卷”则面向社会，公开发行。

在编纂工作初期，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参加编纂的技术人员不熟悉志书的体

例要求，整理出来的材料几乎都是技术总结报告的模式，为此，总编纂委员会组

织多次培训活动，聘请方志界的专家讲课，印发有关志书编纂方法的材料，同时

以“先行篇”引路，逐步规范庞大群体的编纂活动。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定位为石油行业内的油气田开发专业志，是有关我国油

气田开发专业的资料性文献，主要内容包含油气田地质、开发部署、油气藏工程、

钻井工程、测井测试、采油工程、地面工程、组织管理、石油人物等各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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