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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大事记》的编癖吕的:汇集玉门油田发腰历程中剖大

事、主要事，为各级领导工作决策提供参考，为研究玉门油田的班

史提供索引，并作为矿史教育的补充教材。

二、《大事记》的编辑原则: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尊

重历史、尊重事实，按熙事情的本来丽日，客观地加以记述，

般不作评拾。在有些条目中，为了给读者一个比较究整的概念，

编者对事物的葫剧启果作简要介路。

一、《大事记》的辑录范围:上级机关有关玉门袖自发展的

决策、指示、命令;党、国家、省部级领导人到三五门油田槐察、

指导:五门油部召开的重要会议、器tl订的改革方蝶和重要的耀章

黠度;局级党、政、工和副总师以上领导的任免:厂、矿、处银

机梅的成立、更名、合井、撤销飞划转:新油田的发现、投产和

重重要工程的兴建、嫂工;因家、省部级赞助的科技进步成黑:创

造的新工艺、新产品、新技术、新设梅、新记录:国家、在部撤

衰草豆奖励的先进集体、个人;玉门浩田对外浩田、外单位的重大

支援;重要的外事往来反签订的合同、协议:大型文体设撞建设

及文体活动;重大伤亡事故与自然灾窑等。

四、《大事记》的锦写体例:果用编年纪事体，按要丧事件发

生的时序排列。具体启期不详的列在当丹之末，具体月份不详的

列于当年之，来。为了使读者在阅读〈大事记》之前.Æf玉门油出

的历史有一，个赘体上的把握，编者在《大事记》前特附《二五门油

田发展概况》…丈。

五、《大事记》资料来摞 z 王三门油田梢集结所藏档案资料，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凡仿1)

《石油工人报》历年合订本， (玉 n油矿史>> (1939 - 1949) , (王

门油脂志} (1939 - 1986). <玉门油臼工作模况·大事记} (1987 

- 1996) 。

六、玉门油旧的行政机构名称先的有:甘肃油矿筹备处、甘

肃油矿局、甘常分公司、王门矿务炜、玉门石油管理届。除部分

条臼需使F在全称外.1=叮t肃油矿蜂备处需称"叮t捕由矿筹备处

抽矿局简称 "7槐由矿周"飞，\，甘商分公司和玉门矿务局使用金称，玉

门石油管理周能称"玉门路"或"路"凡不涉及组棋机构意义

者， 1959 年前使用武称"王门油矿" 1959 起便黯代称"玉门油
B 

七、五门搞出的上级主管机关先后有:国民政府资源委员

会、中层基石油有眼公司，中华人民共和国燃料工业部、西北有槛

管理蝇、石油管理总局、石油工业部、甘肃省石油化学工业局

(厅)、中国石滔天然气总公司、中国石袖天然气集团公司。除部

分条巨接用全称外，一般均简称"资源委员会"、"中留石油公

司"、"燃料工业部"、"商管局"、"石油总局"、"石油部"、"省否

化局〈厅)"、"岳、公司"、"集团公司"。其他上级机关、团体、企

事业单位均使用金栋。

端者

1999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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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门油团发展概况 . 1 • 

王门油田发展概况

至门指旧位于甘肃省说 rJ市境内的祁连山花麓，由各君庙、石

油沟、鸭JL峡、白杨树等抽出辑成。从 1938 年卅始筹菇勘探开发，

至今已走过了 60 年的擅长好程。

门的石捕矿藏，茄代市籍中屡有记载。王医及近代，中外地质

界人士辑多次前来调菇，并撰文向世人介绍了玉门石油前士法开

采情况。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玉门的石油资握在很

长时期内批有得到工业开发。

抗臼战争爆发不到一年，我国沿海港口相继被日军占领，石油

进口的通道凡孚断地，抗日大后方发生了严重的捕置，开发国内石

油资潺的好声日接高涨。:在翁文额、钱吕照等爱国人士的奔走斡

旋下，因民党政府决定勘探开发玉门的石油资源，并于 1938 年 6

月组建了甘肃油矿鳝备处。是年冬，严费、孙健胡、靳锦皮等强国

知识分子手ß工友们挤着开发石棒、支援抗战的坚定信念来到冻天

雪地的老君j面旁。经过JL个月的混苦勘探，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

支持下，次年 8 月，二长门油 m 的第…口捕并正式投产。消患传出，



. 2 . 二f. n;1烧得大事记

全罔抗日军民受到极大鼓舞。

摇着…口又一口探并附饿 t妇油，:峰油厂、发电厂、提结厂、选、擒

站等到E装厂站榕继建成，玉门 JiJr产的汽油、煤楠、柴油陆续运往

庆等地，能大后方第一次用上了国产的石油燃料C

1941 年初，为了扩大荒门楼臼的生产规模，资据委员会决定

撤销甘肃油矿筹备址，成立甘肃油矿弱，枉命矿业专家孙越崎为，位

经理。抽矿局在加紧向国外订购钻井、采播马:壤?自设备的同时，选

援技术人员赴国外考棋学习，聘请外籍工程蝉到矿传授技术，增加

指插井的数量，扩大炼油厂的规模，加快辅助设施的配王军，使王三1'1

浩田进入目中霞的高连发展时期。~国民党统治集团对这一本事性

的回防厂矿十分关泼，不断姐强对矿区的政治、军事统泊，嗨介石、

朱家韩、白崇梅、胡宗南等国民党军政要员先后到矿区巡视督蕉。

1942 年，王门的原捕产量洁 4.6 万多吨，所产油料除供国民党

军政部门和驻华先军外，还先后在甘肃、陕西、西川、贵州、云南等

省的市场上公开销售，对缓解大后方的抽荒发挥了极大的位用。

至 1945 年，察计生产原油 25 万多吨，除在玉门炼制各种燃料油

外，连将原油运往内渔船工。玉门所产擅自1为巾!现呼取抗日战争

的最后脏和j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6 年 6 月，资蘸委员会以甘肃油矿局设在道沃的机关为基

础，在上梅组建了中国石油有限公司，以统管全阔的石洁工业c 将

设在来门的矿厂管理处改蜘为甘青分公司。由于居民党政窍发动

大烧模内战，致萤吉普分公司的资金、器材极端匮乏，生产基本娃

子维捋校惑。 1949 年 5 月，人民解放军解放四安，开始准备向回

北进卒，时任甘青分公碍控理的结明先生率领广大员工开始邸橱

班行护矿斗争。 9 月 25 荫，二五门边田和平解放。在军代表的主持

下，抽出广大职工积极生产，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浩品，为企

服大陆的解放作出了:前献。

薪中嚣成立店，二丘1' ]1窟田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被列为国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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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恢复时期石油工业发展的重点。 1950 年 8 月，甘青分公司

撤销，玉门矿务局成立。通过扩边钻探，老君庙油田的含油面积逐

步扩大，油井数量迅速增加。 1952 年，玉门的原油产量达到 14.26

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 73fl毛，原油加工量达 13.77 万

吨，为新中国的经济复苏提供了宝贵的"血液"。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玉门建设中国第

一个石油工业基地，玉门油田被列为全国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全

国人民从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对石油基地的建设给予了极大

的支援;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19 军 57 师改编

为石油工程第一师，数千名指战员成为玉门油田的骨干;党和国家

领导人朱德、邓小平、叶剑英、陈云、彭德怀等相继到玉门视察;苏

联、罗马尼亚、民主德国、匈亚和j 、捷克斯洛伐克派遣专家到玉门指

导工作;玉门油田职工受到巨大鼓舞，积极开展各种劳动竞赛，新

记录不断涌现，使石油墓地的建设步伐大大加快。至 1957 年，除

老君庙油田的面积扩大 4 倍外，先后发现了石油沟、鸭儿峡、白杨

河油田，原油年产量达到 75.54 万吨，占当年全国天然原油产量的

87.78%0 为此，新华社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第一个石油工业基地

在玉门建成。

1959 年 3 月，玉门矿务局改组为玉门石油管理局。玉门油田

的勘探范围扩大到贺兰山以西、吐鲁番以东、中蒙边界以南、祁连

山以北的广大区域内 O 当年的原油产量达到 140 万吨，占全国原

油产量的 50.9% ，并在吐鲁番盆地钻探发现了胜金口、奇克台 2 个

小油田 o 19ω 年大庆油田发现后，玉门油田的1. 8 万名职工和大

批设备调往大庆参加会战。时逢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玉门

油田的生产和职工生活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油田党、政组织带领广

大职工、家属在戈壁滩上开荒造田、种植粮油蔬菜，使玉门油田、渡

过了难关。

从 1961 年起，玉门油田出现油层压力下降，高渗透层区被水



4 . ..L 1' 1 油田大事记

淹，原括:产量迅连下降的局甜。油国)手发系统职工加强地下情况

的调菇，苔'割了;不规划点状面积注水开发工茬，使所有袖藏全前进

入水撞开发。合理调黯开发屁豆豆郭井网，挖握中低潜透层的潜力，

采用分黑压裂工艺，使原梅产量逐年副升， 1969 年的原括:产最达

到 57.3 万吨。期间，为了提高楼阴炼厂的整体效蜂，建成了一批

加工润滑楠、揭靖脂、特种油品和添加剂的生产装置，部分产品填

补了国内空白。

1970 年，玉门油田在抽调1.6 万多名职工租大挝设备参如长

J:Jê楼医会战的同时，原格产:量达到 64.37 万吨。油相党、政组织在

冷静分享奇之后，作出了原油年产 60 万吨稳产 10 年的决定c 为了

保证这一目标斗的实现，棉田开发系统开展遥井揭盔，针对不间情

况，分别采取加密井网、分注分采、单拄单采和保强度、平稳、合理

垃水等黯施，解决了油田法组间和旺块 i骂的产建接替及注水扭力、

注采压差、生产压羔间的协调问题，先后研制成功 500 型、l(粉型

阻裂拭和多种主音黑!脱裂液，应用后获得明握的增产效果。至 1979

年原油年产量一段保持在 60 万吨以上c 在此期 i闰可， 3丑二门油回广大

职:二工:吏仨在人员少、设备棋等因难情涩 F ，发挠立摄芷苦奋斗、自力更生的

光荣f挎喜挠，逐步?彭苔成

大事"、f‘"‘再生厂忖等 5 种精搏，{得寻别了社会各界的普躏称赞O

1980 年，油田党黯织根据老油田产肇自然递减的客观规律，

提出 j原油年产 50 万吨，再稳产 10 年的奋斗哥标。开发系统职

针对日采出可来储量的 80% ，结合含水高达 76% ， 349岛的梅水井

管损坏的不科形势，职极开展沉积相、将余油分布、储量筑核、复

杂断块油藏高产辑律等专黠研究，据深对油黑潜力的认识:调整开

发技术政策，对老油水排采取谓应、f彦套、测试、增泼、分注、封堵水

治理措施，发展配套了机械采捷、历辈革酸化、防砂防蜡等工艺，以

保证者井产量:问时实行滚动勘探开发，在鸭JL峡西部、鞠沟庄地

这、老君店北部钻成一批新格井，为稳产增加了接替资襟。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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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 年，原瘪年产量一班保持在 SO 万吨山上。在此期间，为了提

高老油田的经济放敲，力就快 T臻、油化工、供热供电、机械制造等行

业的老厂改造，积极来用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边生产、边改革是、

边受益。回向市场，加快新产品的开发布定建立产品的创住升载，

门的石榴产品和机械产品行销全国各省市及先弟油吕，部分产品

进入西际市撼。

1986 年，经召油部同意，玉门油回再找挥师吐鲁番盆地进行

石油黯摆。 1989 年韵，吐哈盆地白参 1 井喷出工业油流后，会战

吐哈成为五门油器"八五"期间盘中之璋的 E作，袖由党政变蟹领

导率领近万名职工参如庭主哈会哉，先后发现了部善、伊拉湖、旺腔、

调古架等油田，并建成年产原油 300 万键的生产能力。班牙王 rJ新

建了二套催化、三套焦化、委棱两烯等模化装置，:踪?出黑黎加工能力

达到 150万吨，完成了电广"凹期"扩建改造工程，年供电量达到

3.2 乞 KW'hc
1995 年 6 月，总公司理顺玉门、日士哈管理体制，将 1三门油目的

地娟、钻井、录井、油建、运输等 7 个单位共1. 8 万名职工整建制扭

转吐培油吕。玉门油器新 A届领导班子棋据体制理顺后的实际，

确定了以炼油化工为主导、勘探开发为基础、多种经营为经济支柱

的企业发展战略。炼油化工改扩并举，先应建成 250 万吨常减压、

30 万吨重整加辑、25 万吨丙烧脱揽子等等表囊，能炼描厂的一次舶

工能力达到4(x)万吨;地质勘探成立了潮水、雅乎在赖、青雷 3 个琐

自缉，青西梆 102 井夜得日产 50 方以上的工业油流d毒面开发手段

靠科技延缓产费递减， 1998 年生产服袖4()万吨以 t ，主力泊姐边去

君j高油吕连楼多年获得全国高效汗发拙旧的称号;水电广究成"五

期"扩建工租，装在fL窑量达 9.1 万 KW'h，年发电量 3.4亿 KW'h ，

年供水 28∞万吨，年{共汽 115 万吨;多种经营发展迅速，已形成了

‘γ 商端服建、农林牧副渔"卡}/k并攘的格局，为玉门油回再制辉煌

奠定了那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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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的玉门油由先后给台湾、克

拉玛依、青海、阳川、大庆、胜利、江汉、长庆、辽河、华花、吉林、坷

南、中原、大港、江苏、冀东、吐晗等褪困和上海、兰州、南克、荆门、

长11玲、延长等煤油厂以及北京、甜安、西南石油学院和石油物探局、

石油管道局、石油运输公词、石油建筑公司、海津石油总公带等兑

弟单位累计输送职工近 10 万名，各类设备近 4削台套。正象著

名诗人李事说的那样"凡有石油处，就有玉门人"。一批又一批以

制缺人"王进薯为代表的玉门 JL女为当代中国石油工业立下了不朽

的功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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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8 括 中央地质调查所技士孙髓切与美翻地震学家

勒博士在?叉口商翁文戳在握了f融机同地盾工作者萨帧赴甘、青两

省调查石袖地质的情况，建议对玉门石油进行勘探、开果。

6 月口挂 国民政府经济部资摞委员会(以于简称资草草委员

会〉在汉口成立甘肃捕矿筹各处(以下简称袖矿筹街处) .张心回 f!

代主任。

6 月 18 日 资掘委员会敢函第十八集盟军驻主叉口办事处，援

张，心团赴陕花苦苦格钻机，请求核准，并予协助。

6 月 20 日 中共中央黠主席周患荣同意将班长袖矿 2部钻机

苦苦运二在门。第十八集团军驻祝口办事处处长钱之先为民致融资捷、

委员会，正式通知张JL' 回去班长油矿拆移钻机。

6 月 22 日 资摞委员告发布拉i令，颁发甘肃油矿筹备处关防

和小官尊重O

8 月 张心出到达陕拢，受到I南自立(高岗)、肖劲光接鬼。李

强等就拆运钻机问题与张心回进好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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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严爽任法矿筹备处主任。

10 月 28 日 八路车总部先后援汽车 13 辆，将延长油矿的 2

部铀机全部运抵咸阳。

1 ]月 3 日 严，观、孙键"fJJ 、靳锡庚等在兰兰外i 与苏联地震学家

崔栋书主教授讨论了调辛苦玉门油矿的步骤c

]2 耳 4 括 严爽、孙健初、靳锡庚等到达1甜袋。

]2 月 24 日 严勇L1í个健初、靳锡烧句测工文IJ 万才、宿光远、刘

兴国、属工邢长件等人出插泉奔赴玉门者括庙。途中，在臼杨问

村，罗生束、陶福兴加入黯探队筐。 27 AT午到达老君庙，29 日开

始勘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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