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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石油局志》(二)大事记(以下简称《大事记》)是一本融资料性与索引性

为一体的史料工具书，时间起于1949年，止于2000年。编辑《大事记》的目的是

为编修《西南石油局志》服务，同时也为石油战线上的广大员工和有关科技工作

者提供史料参考。 ‘

《大事记》内容是以西南石油局对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和体制变更，机构沿

革，发展变化为主线，提纲挈领的对国家、地方政府对油气勘查有直接影响的政

治、社会等事件，以及重大科技成果、外事活动、重大设备引进、精神文明建设方

面的重大活动、重大自然灾害、安全事故等有一定影响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件进

行编纂。

为编纂和查阅方便起见，《大事记》采用以编年体为主，记事本末体为辅的体

裁，序时记事，时间尽可能详尽到月、日。本着大事不漏，琐事不记，远略近详，详

略得当的原则，对1976年至2000年建局以来的大事作了重点编辑，这二十五年

的篇幅最长，亦是本书的重点。同时对该局前身早期油气勘查部分的大事也作

了简要录入。本书共编辑了千余条大事。

《大事记》客观系统地收录了西南石油局及其前身在四川盆地和松辽地区找

油找气的事迹及演变情况。该局五十年找油找气历程列述如下：

1950-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业待兴，为了加快经济建设，

党和国家重视油气勘查工作，使油气勘查事业粗具奠基并得到初步展开j

1955--1975年，在四川盆地和松辽平原开展油气战略普查，并进行系统资

料整理、专题研究和编绘图表，完成了各工区普查任务，发现和圈定了大量可供

勘探、开发的构造，在四川武胜县龙女寺首次取得突破，获工业油流。在吉林、大

庆油田的发现均是时代的最强音。

地质部为加强“三线”建设，1964年先后调动在东北地区工作的第二普查勘

探大队、第二物探大队进入四川，加强以地区评价为主的勘查工作，确定川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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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川东北三大块，以川中威远东坡为重点的方针，勘查工作进展迅速。在“文

革”期间，排除各种干扰，发现中坝气田、雷音铺气田，打开川西北、川东北新局

面。

1976～1982年，粉碎“四人帮”及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定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油气勘查事业得以发展，开始进入新一轮的油气勘查阶段。

四川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成立，统一领导地质部门在四川油气勘查工作，按专业

重新组建队伍，在改革形势下逐步形成Jl『西北、Jll：{t匕、川东北相对稳定的综合勘

查局面，同时大力加强科研，努力探索、引进应用先进理论和方法，在技术力量上

作更新和储备，先后取得一系列重大油气突破。“一油指”(西南石油局前身)在

1982年编写的《四川盆地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初步总结、油气远景评价部署规

划》，概括四川盆地油气主要特点，总结了1976-1982年勘查工作及经验后，坚

持以地质找油找气为中心，以“四新”为主要内容把工作重点集中到提高油气成

果和经济效益上来，制定了近、中、远期部署规划，形成相对稳定的勘探局面。发

现一批含油气构造及油气发现井。其中川30井发现石龙场油气田和双龙场输

气站的建成输气，拉开了西南石油局“探采结合”的序幕，结束了“只探不采”的历

史D

1983～1990年，深入进行机构改革，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地勘项目管理，由单

一油气勘查，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发展，实行滚动勘探开发，抓紧实施国家重点

科研项目，川西油气勘探连续获得重要突破，发现孝泉、合兴场两个气田及鸭子

河、玉泉两个含气构造，扩展了JlI北柏垭气田的前景，同时，川东北又有新的进

展。全国矿产储量委员会先后批准了孝泉气田、石龙场气田、合兴场气田(须二

气藏)储量报告。其中，川孝104井、109井对川西浅层气勘查取得重大进展，显

示了油气的多领域、多类型的巨大潜力，为实现川西浅层气田联结成大型气田提

供了可行性的前景o ．

1991--2000年，深化改革，扩大交流，加速发展，坚持以油气勘查为基础，油

气开发为主导，增储上产为核心，经济效益为目的，全面促进多元经济持续健康、

快速发展，是建局以来发展最快的阶段。油气勘探坚持“浅扩展，中突破，深探

索，增储与发展并举”的方针，2000年天然气累计储量1356．11亿立方米(其中



探明储量1029亿立方米)，年产天然气11．6亿立方米，年销售天然气11．15亿

立方米，天然气日产能351万立方米，实现了储、产、销良性配套发展的结构。继

续培育和营造“孝泉一新场一合兴场”大型气田为重点，加快“洛带一廖家场”大

中型气田建设步伐，继续探索深层领域，加快马井、新都气田评价步伐，积极开展

金马、金堂、龙宝梁、丰谷等有利圈闭的勘探工作，认真抓好贵州煤层气的测试和

远景评价工作。新851井获高产天然气流，实现了川西地区深层(须--)天然气

勘探重大突破。多种经营年收入4亿元，地质市场年收入1．21亿元，实现利润

1035万元，建成现代国有大型企业成效卓然o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几代人转战南北，艰苦奋斗，在奉献中求生存，在改革

中求发展。是西南石油局广大员工用辛勤劳动和智慧取得了一次次的突破和一

个个新的发现，闯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油气勘查创业之路，谱写了西南石油

局一部可歌可泣、令人惊叹不已的壮丽史篇!-

西南石油局人的创业历程，紧系国情，顺应民意，伴随着改革时代大潮，克服

了重重困难和阻力，为了祖国的油气事业，为了西南石油局的生存和发展，奋发

进取，勇于创新。在致密碎屑岩领域中发现了罕见的大型气田，由单一执行国家

地勘任务的事业单位，发展成拥有经国家批准的储量和依法登记的勘探开发区

块，拥有配套设施和先进技术手段，拥有一批投入开发的大中型油气田和管网采

输系统，拥有一支在同行业中具有一定技术优势和经验的油气勘探开发队伍，拥

有较稳定的油气销售市场的现代企业。形成了一业为主，多业并举，上下游一体

化的经营局面，成为中国石化集团的大型天然气生产销售基地之一o

《大事记》实事求是的录载着西南石油局几代创业者在国家油气事业建设、

支援四川经济发展中所创造的史诗般的英雄业绩，同时也真实地陈述失误，及其

走过的充满艰辛曲折的道路。曲折和教训，可供西南石油局人今后工作借鉴和

记取；经验和业绩，激励着后人在新世纪里再铸辉煌。

弋／



西南石油局建制沿革表

地质部北方物探大队

1956天津

地质部东北石油物探大队
(112．205．303．116队)

1958长春

地质部第二物探大队

1960长春

地质部第二物探大队

(人JlI)1964罗江

四川省地质局第二物探大队

1971罗江

东北地质局157队
1956长春

地质部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1957长春

吉林省地质局松辽石油普查大队

1958长春

地质部第二普查勘探大队
(海拉尔石油普查大队并入)

1960长春

地质部第二普查勘探大队

(人川)1964重庆

四川省地质局第二普查勘探大队
1971重庆

西南地质局519队

1955成都

地质部四川石油普查大队

1957重庆

四川省地质局四川石油普查大队

1958重庆

地质部第四普查勘探大队

1960重庆

地质部第四普查勘探大队

(四川队、滇黔队、黔桂队)
1962。1965贵阳

地质部第四酱查大队
(四川区队)

1964重庆

1965“1967

国家地质总局四川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
1976—1978成都红光路

地质部第一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

1979～1983成都青龙场

地质矿产部西南石油地质局

1984～1996成都一环路北四段

中国新星石油公司西南石油局

1997—1999成都一环路北四段

中国石化新星公司西南石油局

2000成都一环路北四段

综合研究分队
1965贵阳

坚
地质部第七普查勘探大队l

地质部第八普查勘探大队

1992．2 I 国家地质总局第二地质大队
●—-——叫

l 1978“1992自贡



10月

12月

年初

9月

9月

10月

10月

4月

1 949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郁任燃料工业部部长。

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邓小平接见黄汲清教授，面谈西南建设大计，询问有关资源情况，

并委托他负责筹建西南地质调查所。

1950年

西南地质调查所成立，黄汲清任所长，乐森浔、常隆庆任副所长。

西南地质调查所组建第二石油探勘队，肖安源任队长，刘向任副队

长。在隆昌圣灯山构造进行石油地质调查。

中国地质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成立，对全国各地质调查单位的计

划进行协调、指导。

组建金(堂)简(阳)仁(寿)石油探勘队，吴燕生任队长，孙万铨任副

队长，队员有刘跃东、王金琪等。在龙泉山构造中段进行石油地质

调查。

组建犍(为)乐(山)石油探勘队(第一石油探勘队)，张云湘任队长，

李伯皋任副队长。在乐山五通桥至宜宾、富顺一带进行石油地质

调查。

1951年

金(堂)简(阳)仁(寿)石油探勘队改称第三石油探勘队，黄汲清兼

队长。孙万铨任副队长。在龙泉山构造仁寿大林场至金堂茅店子

间进行石油地质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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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

5月

10月

6月

7月

8月7 Et

1月

2月

第二石油探勘队(刘向任队长)，在永川县黄瓜山、西山、东山构造

进行地质调查。

组成第四石油探勘队，黄汲清兼队长，队员有刘多钦、谭光弼等。

在彭县、灌县、安县、江油一带进行四川赤色盆地西北边缘油田地

质调查。黄汲清写有《西南地质调查所第四石油探勘队第一季度

工作简报》。后由肖安源任队长，在江油海棠铺一带进行地质调查

及地形测量。

第一石油探勘队对富顺邓井关构造进行调查。

1952年

西南地质调查所曾鼎乾在川北进行煤田地质调查时，确定了河湾

场背斜的存在，并对其进行评价，认为可能是油田构造。

黄汲清和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重庆办事处焦益文主任以及曾

鼎乾、王金琪(后留队工作)到江油检查第四石油探勘队工作，并再

次调查了江油构造群诸构造之间的关系，黄汲清写有《关于四JII江

油油田展望的一些意见》。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地质部，任命李四光为部长，何长工、刘杰、宋应

为副部长。 ．．

地质部西南地质局成立，黄汲清任局长。

黄汲清发表《四川石油地质鸟瞰》。

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在北京召开。在编制1953年地质勘查计

划中，列有四川江油、龙泉山两项石油普查项目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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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质局组建从事石油地质调查的两个队。即：411队，队长牛

玉山，技术负责孙万铨(8月后曾鼎乾任技术负责)；412队队长曾

鼎乾(8月后胡良珊任队长)，孙万铨任技术负责。

412队在龙泉山三大湾实测井位。4月，进行1：1万构造细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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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6月

11月

春

9月29日

12月

2月

月，西南石油探勘处103队(队长李殿翠，技术员霍本栋)加入，共

同工作。至1954年1月全部结束。

411队孙万铨、王金琪等在江油海棠铺构造进行1：1万构造细测o

4月，西南石油探勘处106队(队长严亚生，技术负责吴葆青)及

406测量队加入，共同工作。同时参加该项工作的还有西南地质

局501顿钻队、503、504手摇钻队。

西南地质局黄汲清局长与西南石油探勘处焦益文副处长在重庆小

龙坎主持会议，研究龙泉山地区工作安排及两单位协作配合问题。

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康世恩局长偕同以特拉菲姆克为首的苏

联专家到四川视察，并到江油一带进行野外考察。黄汲清向专家

组作《四川地质构造轮廓》报告。

1954年

西南地质局组建504队(队长公丕光、地质组长王金琪)，继续完成

原411队进行的海棠铺构造1：1万细测。

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部，李四光任部

长，刘杰、何长工、宋应、许杰任副部长。

国务院决定：从1955年起，地质部承担石油与天然气的普查和部

分详查工作；燃料工业部承担详查、细测和钻探、开发工作；中国科

学院承担科学研究工作o

1955年

地质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石油普查工作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包

括四川在内的5个石油普查大队，在全国开展石油地质普查，指出

石油远景，圈定最有希望的油区，提供详查细测和钻探的后备基

地。同时下达了四川石油普查大队的总任务及1955年的年度任

务和要求。

四川石油普查大队领导向四川省委城市建设工作委员会陈刚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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