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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曩 述

黑龙江省石油工业的兴起是从1959年发现大庆油田开始的。

从1955年8月开始，国家地质部、石油工业部先后在松辽盆地勘探石油，历

时5年，于1959年在黑龙江省西南部发现大庆油田。

大庆油田1960年投入开发，当年生产原油97万吨。1963年产量达到439万吨，

占全国原油产量的67．8％。同年12月，我国政府庄严宣告：我国石油已经基本自

给了，中国人使用“洋油"的时代将一去不复返了。1966年原油产量达到1060万

吨，占全国原油产量的72．9％，成为年产千万吨以上原油的大油田，使我国工农

业生产和国防建设所需要的石油产品达到全部自给。此后，原油产量逐年增长，

1976年原油产量上升到5000万吨，到1985年胜利实现了“高产上5千(万吨)，稳

产10年"的规划目标，年产量增长到5528万吨，占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一半。我国

原油年产量在世界上也从解放初期的第29位，跃居到第6位，大庆油田成为世界

上年产量达到5000万吨的少数几个特大油田之一。

从1960年到1985年，大庆油田累计生产原油7．92亿吨，累计完成财政上缴623

亿元，等于国家投资总额的20．3倍，是全国上缴利税最高的企业。

随着大庆油田的开发建设j黑龙江省的石油化学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先后

建成喇嘛甸石油化工试验厂、大庆石油化工总厂、林源炼油厂、哈尔滨炼油厂、牡

丹江炼油厂、大庆30万吨乙烯厂等大、中型油气加工厂。到1985年，加工原油能

力达到845万吨，生产石化产品60多种，形成了以大庆石油化工总厂为主体的燃料

油、润滑油、化肥、化纤、塑料．有机化工原料综合生产的石油化工生产基地，成

为黑龙江省主要经济支柱之一。

大庆油田地处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松嫩平原之中，跨北纬45度5分至47度，东

经124度19分至125度12分。东与安达市、肇州县接壤，西和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

区毗邻，南同肇源县交界，北与林甸县相连。油田南北长140公里，东西最宽处70

·公里，总面积5470平方公里，含油面积2334．4平方公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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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油田地势平坦，海拔150米，地形由东北向西南渐低。地面为草原覆盖，草质

优良，富含蛋白，内有大小泡I白172个，水容量1．6亿立方米。沼泽湿洼地分布较

广，有水草、芦苇自然生衰。无天然河流。

油田气候受蒙古、西伯利亚冷空气和海洋季风制约，属大陆性季风类。冬长，

寒冷干燥；夏短，温热多雨。年均风速4米／秒，平均气温摄氏3．4度，降雨量440

毫米，无霜期142天，日照2830小时。每年lO月至次年4月为冰冻期，极端低气温

为摄氏零下40度，冻土深达2米，6月底全部解冻。春秋季风交替，多风沙，常

刮5、6级大风，最强可达8级。

大庆油田的主体——大庆长垣为大型背斜构造带，包括7个背斜构造油田，自

北向南为：喇嘛甸、萨尔图、杏树岗、太平屯、高台子、葡萄花、敖包塔。含油面

积1433平方公里，地质储量42．4亿吨。大庆长垣以夕卜，有杏西、龙虎泡，升平，宋

芳屯、模范屯、朝阳沟，榆树林、徐家围子、敖古拉、高西、新店、金腾、齐家、

萨西等14个油田，含油面积901．3平方公里，地质储量2．75亿吨。大庆油田是以上

一系列油田的总称。

油田交通方便，原有滨洲(哈尔滨至满洲里)铁路横穿东西，1967年建成让

通(让胡路至通辽)铁路干线纵贯南北。公路四通八达，主干线1286公里，萨大

路(萨尔图至大同)、中七路(团结路口至让胡路四医院)、萨卧路(萨尔图至卧

里屯)、让胡路中央大街为双行四线一级城市公路。大庆石油管理局所在地萨尔图，

东距哈尔滨市159公里，西离齐齐哈尔市139公里，是油田政治、经济，文化、交

通中心。

大庆油田(包括5年勘探准备)31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

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援下，广大石油工作者艰苦创业，依靠科学技术，走出了一条

中国式的油田开发道路。其发展历程大体分为4个阶段：

发现油田

我国大部分沉积盆地属陆相地层。陆相地层有没有石油?能不能发现油田?本

世纪初曾有几个国家派地质学家来我国进行过调查。他们以海相生油为理论基础，

对我国的石油资源作了不符合实际的片面估价。1913年至1915年，美国纽约美孚

石油公司组织了一个石油调查团，到我国进行了一年半的调查，于1926年11月在

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报上发表的题为《中国东北部含油远景》一文中说：“从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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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述

层类型及其年代来看，中国东北部的绝大部分是不可能有石油的。”①美国地质学

家、斯丹福大学教授勃拉克韦尔德也到我国做了石油资源调查。他在1922年发表

的论文《中国和西伯利亚的石油资源》一文中说：“中国东北地区，也和华北一样，

不会含有大量石油。”⑦其理由是：目前已知油田，绝大多数是在海相沉积岩中，

而中国大部分岩层是陆相沉积，都没有储藏有工业价值石油的可能。1937年日本

人也曾在东北阜新一带勘探石油。内野敏夫、桐谷文雄等著文认为：“东北地区找

油希望不大。"③都肯定中国东北地区的陆相地层贫油。

1941年，我国地质学家潘忠祥教授首先提出陆相生油学说：“石油不仅来自海

相地层，也能够来自淡水沉积物。”杰出的地质学家李四光以陆相生油学说为基础，

发展了右油地质理论。他全面系统地论证了新华夏体系沉降带有良好的生油、储

油条件，指出了我国找寻天然气、石油的广阔远景，并提出在松辽平原、华北平

原等地开展石油普查的意见。④许多专家和学者也都从分析我国的地质情况出发，

认为陆相地层可以生油。对东北、华北等地区陆相沉积的含油远景，提出了新的

学说和论证，推断广阔的松辽陆相沉积盆地，就是含油的有利远景地区。陆相生

油理论的诞生，为发现大庆油田做出了科学预测岛

在李四光等地质学家科学论断的指导下，1955年8月，国家地质部松辽石油

普查大队开始了松辽盆地的石油地质普查。1957年3月，国家石油工业部派出116

地质队，到松辽盆地进行地质调查。国家地质部和石油工业部的地质勘探人员经

过共同努力，对松辽盆地地质特征有了比较明确和一致的认识。

1958年2月27日和28日，中央主管石油工业的邓小平同志在听取了石油部长

李聚奎等人的汇报后指出：‘‘石油勘探工作应当从战略方面来考虑问题，战略、战

役，战术总是要三者结合的"。“第一个问题是选准突击方向，不要十个指头一般

齐0
99

66就经济价值来说，华北和松辽都是一样的，主要是看哪个地方先搞出油来，’

遵照邓小平的指示，石油部，地质部互相协作，在松辽地域展开了大规模的

石油勘探工作，开始了勘探重点从我国西北向华北，东北地区的战略转移。

注①《(美国石油地质学家协会报》第10卷1073页'，1926年11月出版。

②《<美国矿冶工程师学会论丛)》第6l卷1105页一1109页1923年出版。

③((东北矿业杂志》转载，东北得研所，1950年7月。

④李四光：((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新探的远景》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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