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刖 舌

《中原油田大事记(1975—1991)》(以下简称《大事

记》)，经过一年多的努力，终于问世了。《大事记》记载了

中原油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指引

下，从一片原野上起步，艰苦创业，发展成为具有相当规

模、实力雄厚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以及十六年中所发

生的较有重要意义、重要影响和一定历史价值的大事。目

的在于为今后续编油田志积累资料；为研究油田的历史

提供索引；为各级领导和有关人员查考资料提供方便。希

望能够起到服务当前，惠及长远的作用。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局领导的指导和局机关各处室

的鼎力相助，保证了《大事记》编纂工作的顺利进行。《大

事记》力求做到大事突出，要事不漏。但由于资料馈乏，特

别是会战初期资料

现疏漏、讹误之处，

-r-rooo‘‘·L■rl



编写 说 明

一、 《中原油田大事记(1975—1991)》(以下简称

《大事记》)的编写原则是：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尊重

历史，尊重事实，客观地加以记述，一般不作评价。但对其

中部分条目作了简要介绍，以给读者一个较完整的概念。

二、 《大事记》采用编年记事体，以事件发生的时序

排列，具体El期不明的，“旬"均列在当旬之内；“月一均列

’在当月之后；“年”均列在当年之后。

三、 《大事记》资料主要来源于档案、报刊，同时参

阅和摘录了其他资料及有关人员的回忆。

四、 中原油田的组织机构名称为中原石油勘探局，

收录时除部分条目需全称外，一般条目均简称为“局"；凡

不涉及组织机构意义者使用代称“中原油田”。

五、 油田下属机构的成立时间均以文件(上级批

复、决定)为准，其名称冠以“中原石油勘探局”全称，次后

出现即免冠直书。
’

六、 为方便阅读本《大事记》，对于中原油田有关上

级主管机构名称沿革及领导人变动情况简介如下：1975

年1月17日燃料化学工业部改为石油化学工业部，部长

康世恩。1978年3月5日又改为石油工业部，部长宋振

明。1981年2月康世恩兼任石油工业部部长，1982年5月

唐克任部长，1985年6月王涛任部长。后在机构改革中，

国务院撤销石油工业部，1988年6月22日成立能源部，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同时成立，王涛部长改任总公司

总经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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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中原油田位于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的黄河两岸，

勘探范围包括京广线以东，津浦线以西，陇海线以北，石

德线以南的濮阳、安阳、新乡、开封和菏泽、聊城等六地市

的10余个县境，面积约42000平方公里。油田的勘探开发

主要集中在东濮凹陷，面积约5300平方公里。

中原油田的勘探工作始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末找

到局部构造，七十年代初见到油气显示。1975年9月7

日，在文留构造上钻探的濮参1井获得工业油气流，首次

突破东濮地区出油关，发现了中原油田，后在井场树碑一。

座，以“中原油田发现井"永志纪念。当年10月，石油部从

胜利油田(山东)和南阳油田(河南)抽调一批人员和设

备，与南阳油田先期在东濮承担勘探任务的钻井队共同

组成勘探队伍，因当时勘探重点在山东省东明县和河南

省濮阳县境内，故取“东濮"二字，成立东濮石油勘探会战

指挥部(隶属胜利油田)，拉开了东濮石油会战的序幕。

1978年底，机构名称又改为“东濮石油会战指挥部”(副地

师级单位)。

通过大规模勘探会战，先后发现了文留、文明寨、濮

城、卫城、胡状集、马寨、庆祖、白庙、马厂等10余个油气

田。为尽快提高经济效益，增加国家原油产量，在继续扩

大勘探的基础上，根据油田的地质特点，采取滚动勘探、

滚动开发的方针，于1979年7月文中区块投入试采，当年

生产原油20多万吨。后在石油部统一部署下，胜利、河

南、大庆、江汉、长庆、玉门、滇黔桂等油田相继积极组织《：
>



概 述

力量，从四面八方汇集中原，参加会战。1981年，东濮石油

会战指挥部脱离胜利油田，成为以石油部为主和河南省

双重领导的地师级企业。1982年会战队伍增至36000多

人，钻机50余台，为适应会战形势，东濮石油会战指挥部

改为中原石油勘探局。

中原油田油气资源比较丰富，但断块发育、井深、渗

透率低、地质情况复杂。为了解决勘探开发复杂断块油气

田的技术难题，油田十分注重科技进步。1983年至1985

年开展了三年生产建设技术攻关会战，大力引进并消化

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装备，大大提高了油气勘探开发

的技术水平，原油产量逐年大幅度递增，最高的1988年

达到720多万吨，年产量居全国各油田第四位。后经调

整，至1991年底，年产量仍然稳定在600万吨以上。在油

田勘探不断扩大，原油产量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抽出部

分钻井力量赴兄弟油田承包勘探任务，积极参加我国西

部石油勘探会战，为石油工业迅猛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

献。 。

中原油田的油气品质优良，是石油化工比较理想的

原料。所产原油向东通过华东管网输往南京仪征炼油厂、

同时通过中洛管道输往河南洛阳炼油厂；天然气除供开 ．

封、中原、沧州等各大化肥厂、安阳玻壳厂和当地的濮阳

电厂、小化肥厂、化工厂外，还将给中原14万吨乙烯厂提

供原料。 ·

。

中原油田是我国重要的石油天然气生产基地之一。

它的勘探开发、对改变华北、华东、中南地区的燃料动力 ．

结构，缓解石油化工原料紧张状况有着重要作用。党和国



概 述

家领导人曾多次来中原油田视察，作过许多重要指示，并

被列为。六五_，，、“七五一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和石油部集中

利用外资单位。

中原油田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截至1991年底，已拥

有8万余职工和80多亿固定资产净值，大型设备万余台，

(其中大型钻机百余台)。设有钻井、油气开采、油田建设、

机修运输、供水供电、器材供应、通讯等39个二级生产单

位，其中有勘探开发、工艺技术、勘察设计等4个科研机

构。并已基本建成拥有18万人口的油田基地和各个二级

单位小型居民区，同时已配套建成商业、副食生产、生活

服务、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等各种系统设施和网络。油田

的开发，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整个油区已成为豫北地

区一个发展前景美好的新型石油化工城。



化学

井位

9月

大量

油情

东参

构造带定名为东濮凹陷。并决定由胜利油田、南阳油田、

物探局第二指挥部联合在东濮凹陷进行石油勘探会战。

成立东濮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以下简称东濮会战指挥

部)，隶属胜利油田。

10月18日 为进一步认识濮参1井喷油层情况，石

化部决定3282钻井队钻机向北移50米再打新濮参1井。

lO月28日 胜利油田首批参加东濮石油勘探会战

的32141钻井队在队长张俊荣、指导员张会欣的带领下，

日行千里，长途搬迁到达文留地区。

10月 胜利油田派出10人地质小分队来东濮工作，

负责人张晋仁。

同月 胜利油匿测摊总站派出综合性测井值班中队

50余人来东濮，担负东濮油田的测井任务。

11月1日 东濮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领导小组成



立。组长傅积隆，副组长胡振民、叶大信，成员有李允子、

陆人杰、陈永鹏、曾锡科。

11月7日 卫城构造上第一口探井——卫1井开

钻。钻至井深3229．32米完钻，在沙四段2894．72米～

3109．8米见到油层2层14米，油水同层4层14．3米，发

现卫城含油构造。该井由32135钻井队钻探。

11月16日 32527钻井队在文留构造上的文5井开

钻，于1976年7月19日钻至井深3460．4米事故完钻，发

现油层37层，厚45米。

11月27日 傅积隆、李允子带领六个钻井队的队

长、地质技术员，赴京向石化部汇报东濮勘探工作情况。

11月 东濮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综合修理厂开始组

建。

12月22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印发第一号文件《关于

开展学习(矛盾论>、<实践论>的通知》。要求会战职工发

扬大庆会战的光荣传统，以“两论"为武器，指导东濮凹陷

的油气勘探工作。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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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 东濮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供应站成立。

．1月8日至20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进行设备大检

查，8个钻井队共检查整改300多个问题，评选出32141

钻井队为设备管理先进队。 ，

1月15日晚东濮会战指挥部在飞机场地窖会议室

(后为供应处油库)召开400余人参加的大会，沉痛悼念

周恩来总理。
一

3月 东濮石油勘探会战指挥部运输大队成立。

3月21日 新濮参1井钻至沙二段2794．7米完钻。

在2578．02--'2653．4米井段取芯45．66米，见到13．92米

油砂。用15毫米油嘴试油，日产原油105．32立方米。

4月lO日至11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在驻地首次召

开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出席代表70

多人，傅积隆作《夺取东濮石油勘探会战新胜利》的工作

报告。

4月22日 胜利油田党委决定建立中共东濮石油勘

探会战指挥部临时委员会，由傅积隆等9人组成。

4月22日至25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召开第一次地

质技术座谈会。

6月24日 胜利油田抽调143名职工来东濮，组建

电测站。 ．

6月 胜利油田副指挥李晔来东濮油田主持领导班

子的工作。



7月19日 32527钻井队在文留构造上打的文5井，

钻至井深3460．4米事故完钻。发现油层37层，厚45米。

8月10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在新濮参1井井场隆重

召开4000多人参加的新濮参1井喷油祝捷大会。指挥部

临时党委书记、领导小组组长傅积隆发表重要讲话。胜利

油田党委常委、副指挥张慎三，河南省化工局核心组成员

徐乃林，安阳地委副书记盖良弼等到会祝贺。最后举行了

剪彩放喷仪式。

8月12日 河南省革委会常委杨德明和省化工局有

关领导在郑州听取东濮会战指挥部有关人员张书法、王

一端关于新濮参1井喷油情况的汇报，并将这一消息登

载在简报上，向全省化工战线通告。

9月18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隆重举行追悼大会，沉

痛悼念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10月23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召开千人大会，庆贺党

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会后，百台车辆举行

了盛大的游行。



焦力人在会上讲话。 j

2月15日至16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召开地质分析

会，胜利油田党委副书记李晔及副指挥胡相尧参加。

5月20日 32141钻井队在有关单位配合下，创造

出3个小时完成由文10井向文23井搬迁、安装、开钻的

新水平。

5月24日 为贯彻落实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

东濮油田标杆队32141钻井队向1976年度先进集体

32174钻井队递交以速度快、质量好、成本低为内容的竞

赛挑战书。32174队立即响应，并豪迈地提出：“明知对手

强，偏与强手赛”的豪言壮语。在这两个先进队的带动下，

全油田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6月9日至10日 32141钻井队在文留构造上打的

文10井，于沙二、三段2026．4～2360．3米射开油层28

层、厚34．7米。用15毫米油嘴求产，日产原油209吨，发

现文留构造是一个油气富集区。



7月15日 因胜利油田地质规划研究院派出的地质

小分队大部分成员返回胜利油田，东濮会战指挥部重新

组建地质队，张晋仁任队长，娄子俭任支部书记。

8月2日至4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临时党委召开有

教导员、支部书记等110多人参加的党委扩大会，13个单

位和个人介绍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搞好队伍建设和生产

管理的经验。会议期间，还隆重举行了2000人参加的狠

抓勘探，向古潜山、沙四段进军的誓师大会，颁发了劳动

竞赛“流动红旗”。

10月14日 32141钻井队打的文23井，经试气求

产，日产天然气23万立方米，文23断块气层被发现。

11月1日至3日 为迎接石化部“工业学大庆万人

百日企业管理大检查"，东濮会战指挥部组织“百人自检

检查团”，分六大组，深入基层检查落实。

11月12日 石化部组织的以规划院张邦杰副院长

为团长，江汉石油管理局段兴枝副局长为副团长的“工业

学大庆万人检查团东濮分团”来东濮油田检查。

11月 东濮油田第一条公路(京广公路胡村道班房

至文留公社兰庄)竣工通车。该路全长41．5公里，宽7米。

12月11日下午东濮会战指挥部在文23井召开祝

捷大会，对发现高产气井有功的32141钻井队、作业二

队、电测站等单位进行表彰奖励。指挥部党委副书记、副

指挥聂代兴到会讲话。会后放喷点火，火光冲天，井场一

片欢腾。

12月31日 石化部部长康世恩来东濮油田检查工

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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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集体和个人(45名)。标杆集体代表和标兵披红戴花，乘

彩车游行20多公里。

‘4月14日至16日 石油工业部(以下简称石油部)

副部长焦力人来东濮油田检查工作。在干部会议上提出：

“在批‘四人帮’肃流毒的过程中，要狠抓反低水平、老毛

病、坏作风，要敢于打硬仗，实现钻井高速度"。

4月 为增强钻井力量，克服钻具不足的困难，钻井

大队从机关、后勤等26个单位抽调老钻井工作人员和新

入厂的徒工80多人，组建成3277钻井队，专事修复报废

井和打捞事故井中的钻具、油管。学大庆标兵孙兆玉任队

长。 、

5月18日 运输大队举行25个工种的技术比武表

演赛。吊车司机冯寿臣装一个活塞仅用30秒钟，老锻工

马德林表演“气锤锻鸡蛋”，汽锤上的薄黄油粘到鸡蛋上



而鸡蛋不破。表演结束后，向优胜者发了奖。
’

6月1日 胜利油田设计院派设计小分队来东濮工

作。杨湘岱、张成科带队。 ’

6月22日 为解决文留地区安全钻穿高压油气层的

难题，加快勘探步伐，东濮会战指挥部召开钻井技术员会
’

议，研究制定了《安全钻穿高压层技术要求(40条)》。

． 同日 32527钻井队在文东构造上所钻的文12井，

钻至沙二下高压气层时发生强烈井喷。23 El 8时40分突

然着火，井场变成一片火海。经过七天七夜的英勇奋战，

于6月28日扑灭大火，保住了气井。经试气求产，该井日

产天然气47．98万立方米。 ·

7月7日 东濮会战指挥部在文12井井场召开2000

多人参加的抢险总结大会，表彰和奖励32527队、试采大

、 ．队作业一队等抢险有功单位和李永富等136名有功人

／员。
8月2日 石油部副部长兼胜利油田党委书记张兆

美来东濮油田检查工作。

8月3日 胜利油田钻井设备检查团在3277钻井队

召开600多人参加的设备管理现场会，向该队颁发锦旗
‘

并向设备管理先进班组和优秀司机长周创新等11名优

秀操作手颁发奖状。石油部副部长张兆美作重要讲话。’

8月 革命老前辈、原地质部部长何长工来东濮油田

视察并指导工作。

10月7日至9日 石油部副部长闵豫来东濮油田检

查工作，决定将临盘指挥部参加东濮会战的队伍正式调

给东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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