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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大港石油

一、油田地理概况及变迁

第一章概 述弟一早僦 逊

第一节 自然情况

大港油田，是黄骅坳陷中、南部陆地范围内所有油气田的总称。油田中心地区，处在天津市区东

南50余公里的大港区渤海之滨，距塘沽新港35公里。由于最早投入开发的油田在北大港水库一带，

故称之为大港油田。按地质构造单元划分，大港油田的勘探开发范围包括黄骅坳陷中、南部陆

地、海滩、极浅海(0～5米水深)和沧县隆起东半部、埕宁隆起北半部，地理位置在北纬37。28 7～39。24’、

东经116002 7～118。04’之间。东至渤海，西接冀中平原，东南与胜利油田毗邻，北至津、唐交界处，地

跨天津市至沧州地区的沿海地带，包括天津市的大港区、津南区、塘沽区、汉沽区、静海县、宁河县；

沧州地区的黄骅、海兴、盐山、南皮、东光、吴桥、青县、交河、沧县、孟村回族自治县等市县和沧州

市：衡水地区的阜成县、景县和廊坊地区的大城县；另外，还包括山东省德州地区的庆云、乐陵、宁

津县和德州市的部分区域。 ：

黄骅坳陷在燕山褶皱带以南、沧县隆起以东、埕宁隆起以西，东部伸入渤海，呈南西、北东向分

布，面积17000平方公里，陆地和海滩部分12000平方公里，渤海海域5000平方公里。沧县隆起位

于冀中、黄骅两个坳陷之间，北起宁河、南抵临清，西至文安、东到沧县，整个隆起面积12000平方

公里，其中东部5769平方公里属大港油田勘探范围。埕宁隆起位于济阳、黄骅两个坳陷之间，为东

北、西南走向，西起河北省盐山、羊二庄一线，东人渤海，隆起面积为3200平方公里，西北部的1630

平方公里属大港油田勘探范围。3个构造单元中，属于大港油田的勘探范围有18629平方公里。

大港油田，地处中纬度欧亚大陆东岸，气候类型属温带大陆性季风型。冬季寒冷少雪，春季干

燥、多风沙，夏季炎热、雨量集中，秋季天气晴朗，寒暖适中。探区内年平均气温在12。C左右，最热月

份(7月)平均最高气温为摄氏30～32度，年极端最高温度达摄度41．8度，最冷月份(1月)平均

最低气温为摄氏一10度~_15度，年极端最低温度为摄氏一25度。探区内，土壤一般于每年的11月

10日至20日开始冻结．冻深一般在30～45厘米，翌年3月20日前后开始解冻。探区内，地下常温

带(指不受季节和温度变化影响的某一深度地带恒温带或常温带)底界深度为20米，常温带的温

度为摄氏14度。地下水位，在地平线以下0．6～1．0米，年降水量在600～800毫米之间。探区全年平

均气压在1015．9毫巴，4季多风，平均风力3～5级，有时达7～8级，主导风向为西南风，最大风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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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秒24．5～25．3米。

据天津府志记载，很早以前，南北大港地区“境多苇，绝无人烟”，诸水港泽、苇塘碱滩，呈现出

一派荒凉景象。发源于河北省西部山区的大清河、子牙河、独流碱河、青静黄河、南、北排河均由这

里汇入渤海。自古历次灾洪之年，这一带便成了天然的泄洪区。南北大港地区在开发前(1965年

前)，积水遍地，芦苇丛生，裸露的地表是白褐色盐碱滩。1965年11月，经与天津市协商，油田把港

内积水全部排放到海堤外。油区内地形单一，地势平缓，以平原为主，地形高低差别小，海拔高度仅

3米左右，至渤海沿岸地势最低。平原地面基本平缓，但由于黄河及其它河流历年多次决口改道，沉

积物交错分布，加上风力及人为影响以及基底地貌复杂多变，致使平原微地貌景观差异很大，缓

岗、自然堤、废河道、洼地、水库、盐田、卤池等到处可见。沿海146公里的海岸线均为平原海岸(通

称砂岸)；潮间带多为泥滩，承重能力极差；渤海湾的海水下地形亦比较简单，水深一般小于20米．

最深处约28米。

大港油田探区，地处京、津工业区内，形成以铁路、公路、水路、航空相结合的交通运输网，水陆

空交通比较发达。京一津、津一浦、京一哈等铁路主干线贯穿全区，可与华北、东北、华东等地相通：公

路的分布以天津、沧州等城市为中心向四周辐射，形成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城镇和乡镇之问均有公

路相通，且1半以上的乡镇为沥青公路。区内的海岸，南起河北省四女寺河口，向北经歧口、唐家河

至塘沽。海上航运比较发达。天津新港建有全国最大的集装箱码头，开辟远洋航线20多条。沿海

有歧口、赵家堡等几个小型港口，可供沿海货(驳)船的运输。座落在天津东丽区的张贵庄机场，是

全国大型机场之一，也是首都机场的备用机场，可以接受各种类型飞机的起降，开辟的国内、国际

航线越来越多，可直飞国内主要大城市和香港、13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

位于油田中部开发区和探区的天津市大港区、津南区、塘沽区、汉沽区和宁河县沿海一带，

为海积、冲积平原，地势低而平坦，海拔0～10米，由西北向东南呈缓状倾斜。这里，气候温暖，年

平均气温摄氏11～12度，人VI密度低于天津市平均水平，其中塘沽区最高，宁河县最低。该地区

的农业以种植水稻、蔬菜为主，还有其它粮食和经济作物，是天津市区粮食及蛋、乳、肉、鱼、禽等

副食品基地。该地区亦是天津市滨海工业区，工业发达，塘沽、汉沽区以盐业、海洋化工、船舶修造业

为基础，大港区以石油、天然气和炼油、石油化工为主。沿海岸线，有长芦盐务局所属的塘沽、汉沽

两大盐场的大片盐田。地处塘沽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了一大批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商独资

企业，成为天津市对外开放的窗口。该地区是京、津、唐电网的主要供电区之一，电力供应比较充

足，邮电通讯也十分便利。该地区的地表，除具有大工业区工业厂房星罗棋布，铁路、公路、河道、水

库、港口、码头、机场、盐田、卤池、农场等分布密集的特点外，还有50多万亩的滩涂和盐碱地。

油田南部沧州地区诸县，地处河北平原东部，地势低平，海拔2～20米，由西向东缓缓倾斜；气

候温和，年平均气温摄氏12．3度；人121稠密，平均每平方公里近400人；耕地密集，约占总面积的

60％。粮食作物，以小麦、玉米、高粱为主，其次有谷子、大豆、红薯、大麦等；经济作物，主要有棉花、

花生、芝麻；还特产金丝小枣、鸭梨等；沿海，盛产鱼虾。以沧州市为中心，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

系，主要有农机、石油炼制与加工、化工、电子、机械、氮肥、原盐、粮食加工、食品等工业。

黄骅坳陷，是渤海湾盆地的组成部分，为第四系平原组覆盖，地形向西、向南、向北微微抬高，

是东临渤海的汇水盆地。地表水，主要发源于北部的燕山和西部的太行山，流向东南注入渤海。地

表水系发育河流，有海河、潮白河、子牙新河、独流碱河、宣惠河、漳卫河等，这些河流分属于海河和

滦河两大水系。区内潜水，一般埋藏在0～20米深度，与地表水一样，受降水量大小的控制。地下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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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水，可分为浅层(20～1000米)承压水和深层(1000～2000米)承压水，前者用于工农业生产和生活

用水，后者用于地热资源的开发。

本区西南的太行山和北部的燕山，成了地下水补给的来源区。受地层条件的影响，地下水由西

向东流动，黄骅坳陷是地下水迳流区，由于距离补给区较远，水量补给极微，加之明化镇组和馆陶

组为大港油田的主力储油层系，断裂发育，断块分隔严重，所以，地下水的补给量极少。

80年代初以来，开始对深层承压水进行开发利用，自1980年开始至1990年底，共打热水井

19口。这些井分布于港东、港西和板桥地区，从利用地热水采暖的情况来看，效果较好。

黄骅坳陷的基底地层，各区分布不同，大致有下列地层：

中元古界：主要为一套白云岩夹灰色泥岩。

上元古界：主要为一套灰岩、石英砂岩、海绿石砂岩夹页岩。

下古生界：在黄骅坳陷沉积不全，只有寒武系与奥陶系，下部为灰岩夹页岩，上部为块状灰岩。

上古生界：下部以灰色泥岩夹砂岩及煤层为主，上部为巨厚的红色砂泥岩。

中生界：下部为灰色泥岩夹厚层砂砾岩；中部为火山岩，火山碎屑岩夹红色砂泥岩；上部以大

段红色砾质泥岩为主。

其上覆盖大面积的新老第三系地层，为油田目前主要勘探目的层。第四系地层覆盖在新老第

三系之上，未成岩、松散，钻井过程中易垮塌。

大港油田的地层为滨海沉积，呈现陆相一海相一陆相沉积，工程地质情况比较复杂，地耐力每平

方米6～8吨。土壤含盐量大．对油井套管、金属管线具有较强的腐蚀作用，年腐蚀速度为2～3毫米。

在地表以下3～16米，普遍沉积有轻亚粘土(或流砂)、淤泥质土，呈高压缩性，具有震动液化和坍流

性质，给工程建筑带来许多困难。但从整个大港地区来看，地层分布均匀，各地层的物理、力学指标

变化不大，能够进行工程建筑，并能很好地发挥各土层的工程地质性质。

大港油田探区，是个多地震活动区，本区的地震多属于构造地震。在地理分布上，主要分布于

北东向构造带和东西向构造带上，在这两上构造带交会部位，地震活动频度高、强度大。贯穿于本

区中部的北东向沧东断裂带，是燕山运动以来长期发育的活动断裂带，成为沧县隆起和黄骅坳陷

的构造分界线。南起吴桥经东光、南皮、泊镇、沧县向东北经天津以东到宁河地区，与燕山褶断带交

会在唐山、滦县地区。沧东断裂带上曾发生过一系列较大的地震活动，其中有公元1704年的东光、

沧县一带5．5级地震．1625年和1893年沧县5级地震，1976年宁河6．9级强震则发生在该带与燕

山褶断带的交会部位。展布于本区北部的东西向燕山褶断带也是地球物理异常带，自西向东发生

的较大地震有：1679年平谷8级地震，1624年滦县6．25级地震．1976年唐山7．8级地震，滦县7．1

级地震。1981年河北省测绘局编制的《河北省地图集》中预测了地震危险区，其中分布于本区的大

于5(5．0～5．9)级的地震危险区是大城地区；东光、沧州地区；昌黎、抚宁地区和天津市的塘沽地区。

二、油田地质概况 ·

大港油田探区属华北盆地的一部分。自吕梁运动之后，华北盆地经历了中、晚元古代、古生代、

中生代和新生代4个主要地质时期。

中、晚元古代为准地槽建造阶段。沉积了一套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沉积建造，本区位于沉积中心

的南侧。

古生代为稳定地台升降阶段。早古生代(寒武纪一中奥陶世)，整个华北地区都属于稳定的地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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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沉积了一套广阔海相碳酸盐岩及碎屑岩建造，中奥陶世末加里东运动造成区域上升，普遍缺失

上奥陶统至下石碳统沉积。晚古生代的海西运动，造成自石碳世地壳再次下沉，在下古生界侵蚀面

上接受了约千米厚的石碳一二迭系海陆交互相一陆相含煤建造。

中生代为华北地台解体阶段。中生代早期三迭纪时，由于印支运动对华北地区影响很少，故

中、下三迭系地层为连续沉积，到中、上三迭系沉积时期构造运动增强，使华北地区褶皱，上隆遭受

剥蚀．因而缺失中、上三迭系地层，侏罗一白垩纪时期，即进人燕山运动期，使隆起幅度进一步加大，

地壳上部产生拉张断裂、形成顶部陷落、地台解体，出现了地堑、半地堑或断陷盆地。根据与盆地外

围地区对比，本区缺失中、下侏罗系，发育晚中生代的上侏罗一白垩系地层。

新生代，是以断块活动为主的发展阶段。由于沧县隆起和黄骅坳陷处于华北盆地的中间地带，

西有北东走向的太行山隆起急剧上升，东有埕宁一海中隆起为屏障作用。断块运动，导致太行山隆

起．冀中坳陷、沧县隆起、黄骅坳陷、埕宁一海中隆起、渤中坳陷的正负相间的构造展布。沧县隆起

顶部下第三系地层一般缺失或较薄，而在黄骅坳陷部分则沉积了约5000米的下第三系巨厚的生

油建造，晚第三系全区逐渐趋于一致，沉积了1000～2000米厚的上第三系河流相沉积，形成了接近

今日的统一面貌。

黄骅坳陷．是中国东部第三纪渤海湾盆地一个次一级的断陷性坳陷。北邻燕山褶皱山系，西以

沧县隆起与冀中坳陷相隔，东南以埕宁隆起与济阳坳陷相隔，东北伸人海域，以轴部为前寒武纪花

岗岩的海中隆起与渤中坳陷相隔。黄骅坳陷，走向北东一东南，长约250公里，宽50～100公里，面

积17000平方公里；西南狭窄，东北开阔，呈近三角形；西北侧陡深，东南侧缓浅。

黄骅坳陷的发育，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沉积了3套岩性旋回组合，沉积岩石类型单一，以碎

屑岩为主，湖相碳酸盐岩不足1％。早期(孔店组沉积时期)断陷开始时，地形差异大，沉积范围有

限，形成充填性堆积，主要为1套冲积扇粗碎屑岩，湖相泥岩及膏盐湖的细粒沉积物厚度可达

1700～2500米(据地震资料)；中期(沙河街组沉积时期)为坳陷发育全盛时期，水域广布全区，沉积

了1套水进旋回的砂、泥岩及碳酸盐岩沉积，厚达1200～2000米，砂体成因类型繁多，分布广泛；从

下第三系(东营组沉积时期)至上第三系为坳陷的萎缩及消亡期，直至最后上升为陆地，沉积了1

套水退旋回的碎屑岩组合，以三角洲及泛滥平原河流沉积为主，厚达1600米，这3个阶段所形成

的3套沉积旋回代表了断陷湖盆的发生、发育直至消亡的全过程。黄骅坳陷的沉积剖面，有2／，以上

是在第三系早、中期形成的，因之黄骅坳陷是以断陷发育为主的盆地。

晚第三系全区逐渐趋于一致，中～上新世时期．盆地进人坳陷发展阶段。湖水退缩被河流代

替，沉积了1000～2000米厚的河流相红色砂泥岩建造。馆陶组和明化镇组的砂泥岩分异明显，砂

层发育、物性好、厚度大、泥岩致密而分布稳定，是良好的储盖组合，形成黄骅坳陷丰富的浅层含

油层系。

经多年勘探证实．黄骅坳陷由于多期构造运动和断裂活动，形成了多个生油凹陷、多套生油层

系、多种类型的储油岩体和多种成因的圈闭类型，构成了在纵向上多层含油，横向上不同层系含油

连片，是1个油气比较富集的大型复式含油气区。

经过27年的地球物理和钻探工作，在黄骅坳陷上发现了25个二级构造带和10个凹陷(包括

1988年划出的冀东油田部分)，根据现有资料证实，10个凹陷中有6个凹陷为有利生油凹陷，另有

4个凹陷(吴桥、乐亭、昌黎、盐山)因工作较少，资料不多。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第一篇石油开采 7

表1-1

黄骅坳陷二级构造带数据表

构造带要素序 类
二级构造带名称 备注

号 别 走向 长度(公里) 宽度(公里) 面积(平方公里)

1 姜各庄 近东西 27 16 450 冀东油田

2 马头营 近东东 37 12 445 冀东油田

3 柏各庄东 近东西 18 2．5 45 冀东油田

4
潜 柏各庄 北东 23 9 220 冀东油田

5 山 高尚堡 近东西 27 4 110 冀东油田

6 构 老王庄 北东 17 7 130 冀东油田

7 造 北大港 北东 40 10 400

8 南大港 北东东 27 5 130
带

9 羊三木 北西西 16 7一10 120

10 孔店 北北东 45 14 590

11 徐杨桥一黑龙村 北东 75 9 690

12 柏各庄南 北东 42 1．5-3 85 冀东油田

13 于家岭 北东 25 7 170 冀东油田

鼻
14 塘沽 东西西 17 7 120

状
15 增福台 北东 23 2-3 50

构
16 羊二庄 北东 38 6—10 340

造

17 沧市 北东 85 2-5 420
带

18 盐山 北东 13 10 120

19 东光 东西 14 5-6 90

20 老堡 冀东油田

21 断 北堡 北东 20 8 160 冀东油田

裂
22 板桥 北东 3l 7 210

构
23 沈青庄 北东 28 12 325

造
，

24 带 小集 北东 13 7 90

25 灯明寺 北北东 34 2-5 170 冀东油田

合计 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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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钻井成果，结合地球物理资料，黄骅坳陷的地层层序如表所列。

黄骅坳陷凹隐数据表

表1-2

序 凹陷要素

号
凹陷名称 备注

走向 长度(公里) 宽度(公里) 面积(平方公里)

1 昌黎凹陷 北东 40 14 580 冀东油田

2 乐亭凹陷 近东西 67 5一15 1045

3 北塘凹陷 近东西 56 6-22 800

4 南堡凹陷 北东 42 6 190 冀东油田

5 板桥凹陷 北北东 42 4-7 350

6 歧口凹陷 北北东 36 9—13 650

7 沧东凹陷 ：lt,JL东 50 9 450

8 南皮凹陷 北东 59 19 1030

9 盐山凹陷 北东 86 6-11 765

10 吴桥凹陷 北东 28 17 460

合 计 6320

表1-3

黄骅坳陷地层层序表

地 层
油层组

界 系 统 组 段 厚度(米)

第四系 平原组 210-410

上 段 310-615

一组
新 明化镇组

下 段 520一1 140 二组

上第三系 三组

生 一组

馆陶组 210—435 二组

三组

界
一 段 50-729

下第三系 东营组 二 段 32-275

三 段 45-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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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油层组
界 系 统 组 段 厚度(米)

上 部 23-274

板0
中 部 5—434

板 板1
沙一段 桥

板2
新 油

下 部 15-586 层 板3
，

板4

生 下第三系 沙河街组 滨1

滨

气
滨2

沙二段 23-393
油

滨3
界 层

滨4

沙 一油组
=

沙三段 45-1023．5
——

二油组
油

层 三油组

表1-4

黄骅坳陷地层层序表

地 层
油层组

界 系 统 组一 段 厚度(米)

孔一段 109．5-802

孔店组 孔二段 126-458

孔三段 488

白垩系 195-1007

中生界
三叠系 0—899．5

石峰千组 131．5

二叠系
上古生界 620

石碳系 227

峰峰组 130

中统
马家沟组 555-616

下古生界 奥陶系
亮山甲组 81．5—107

下统
冶里组 61-7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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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层
油层组

界 系 统 组 段 厚度(米)

风山组 33．5—47

上统 长山组 92

固山组 60．5-137

张夏组 128-177．5

下古生界 寒武系 中统
徐庄组 86—147

毛庄组 28．5—43．5

下统 馒头组 51．5-91

府君山组 4．5—65

景儿峪组 82-1 14．5

青白口系
龙山组 61-84

震旦亚界
雾迷山组 1600

蓟县系 下统
杨庄组 38．5

黄骅坳陷新生界的下第三系生油岩层厚，生油指标高，可以提供充沛的油源，加之下第三系湖

相沉积和上第三系沉积，形成了多种类型的砂体，为油气的聚集提供了储备层。经过20多年的工

作，在黄骅坳陷共发现了10套含油层系：中生界火成岩及在第三系中发现的9套含油层系，自下

而上为孑L三段、孑L二段、孔一段、沙三段、沙二段、沙一段、东营组、馆陶组、明化镇组。油层分布广

泛，南区以孑L店组为主要含油目的层；中、北区以沙河街组、东营组和上第三系含油层为主；纵向

上，自地面以下600～4800米深层，均分布有油气层。

黄骅坳陷上第三系河流沉积均为氧化条件下形成的红色沉积，本身无生油条件，但通过断

层的垂向或不整合的侧向运移，形成了较丰富的次生油藏，至今已在其中发现了6个油田，还发

现了5个含油气构造．储量占盆地总储量的50％，因而上第三系河流砂体是黄骅坳陷的重要储

油层。

第二节 组织机构

大港油田自1964年1月建厂以来，名称及组织机构至1990年大体经历了5个时期。

一、石油工业部六四一厂

根据地质部在华北地区的石油普查结果，石油工业部于1963年7月决定调集大庆油田的勘

探队伍进关进行石油勘探会战。在队伍基本完成调动后，是年12月20日，石油部以(1963)油人劳

康1025号文件致函河北省和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决定在天津成立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并在河北

省地区开展勘探工作。1964年1月3日，国务院以(1964)国经4号文件批复石油工业部，同意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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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市设立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1964年1月25日，中共中央中发(1964)57号文件批转石油部党

组《关于组织华北石油勘探会战的报告》，同意成立华北石油勘探会战总指挥部，下分河北和东营

(山东)两个勘探指挥部。同年2月24日，石油部以(1964)油办秘49号文件，决定华北石油勘探会

战总指挥部下设“河北勘探指挥部”，以代号“石油工业部六四一厂”公开对外，厂部设在天津北仓。

由于当时的勘探队伍是由大庆油田勘探指挥部成建制调来，所有厂部的组织机构沿续了大庆勘探

指挥部的体制。

勘探会战初期，首先在北大港构造带发现新油田。为了便于现场指挥，从1965年9月下旬开

始，厂部机关陆续由北仓迁往北大港的港东地区。厂部机关设置生产办公室、生活办公室、行政办

公室和政治部，办公室和政治部下设24个行政和政工职能处室。厂部所辖12个二级单位是：第一

勘探处、第二勘探处、完井作业处、试采处、运输处、基建工程大队、机修厂、地质研究所、新技术研

究所、供应处、职工医院和地调指挥部。到1966年，厂部机关职能处室增至31个，将所辖的第一、

二勘探处和完井作业处合并为钻井指挥部，其它二级单位也作出相应调整。时有的14个二级单位

是，地调指挥部、地质指挥所、海洋指挥部、钻井指挥部、井下指挥部、采油指挥部、基建指挥部、供

应处、炼油一分厂、炼油二分厂、运输处、机修厂、水电厂、职工医院。

二、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

‘曲‘

1966年5月23日，石油工业部(1966)油人劳唐89号文件决定将原河北石油勘探指挥部改为

“石油工业部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对外仍称“石油工业部六四一厂”。指挥部机关仍分为三室一

部，下设19个行政处室和12个政工处室(包括武装部和保卫处)，下属2级单位仍为14个。

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上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指挥部逐渐失去领导权威。1967年1

月，7个造反组织成立“大联合夺权委员会”，于1月19日正式夺了六四一厂的“党政财文权力”。各

二级单位也陆续夺权。

196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天津警备区对六四一厂实行军事管制，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并组成

临时生产指挥部负责指挥生产建设。

1968年3月，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石油工业部六四一厂革命委员会”(亦称华北石油

勘探指挥部革命委员会)。“革委会”设生产指挥部、革委会办公室、生活服务部和政治部。生产指挥

部下设调度室、钻采组、机动组、人事组、财务组、计划组，生活服务部下设生活组、农副业组、房管

组、卫生组，政治部下设办事组、组织组、宣传组、文教组以及报社、新华书店和电影队等附属单位。

当时的二级单位有，钻井指挥部、冀中指挥部、海洋指挥部、井下指挥部、基建指挥部、采油指挥部、

机修厂、水电厂、运输处、供应处、物探大队、职工医院、炼油厂、研究大队、机关服务大队等15个，

这些二级单位也都陆续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1968年6月5日，天津警备区司令部解除了对六四一厂的军事管制。

1968年12月，石油部同意取消“六四一厂”代号。 ；

1969年3月，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革委会以华油革(1969)46号文件，决定公开使用“华北石

油勘探指挥部”名称，取消“石油工业部六四一厂”代号。

1970年1 1月19日，石油部军事管制委员会以(1970)石军字第77号文通知，经国务院业务组

批准，将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下放天津市，实行市、部双重领导，以市为主。

1972年5月以后，从江汉油田调来的部分钻井队伍，组成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第二钻井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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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主要负责黄骅坳陷南部、沧州地区和冀中地区的钻探工作。

三、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

1972年9月，燃料化学工业部和天津市将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改名为“华北石油会战指挥

部”．原华北石油勘探指挥部革委会即行撤销。1973年1月，市革委会批准指挥部机关设立办公室、

政治部(包括秘书、组织、宣传、干部)、总调度室、计划处、生产技术处、机动处、基建处、劳动工资

处、财务处、保卫处、武装部、教育处、卫生处、农副业处、生活管理处、行政处以及团委、工会等21

个处室。指挥部所辖2级单位由16个改为15个。是年6月，会战指挥部决定，在原规划设计室的

基础上，成立规划设计院。

1973年10月，市委以津党发(1973)143号文件批准成立“中共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委员会”。

是年12月8日，指挥部党委决定撤销地质处和矿机研究所，成立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同时决定

指挥部机关设立干部处，撤销行政处，成立接待处，将生产技术处改为科学技术处。

1974年2月，市二商局和会战指挥部报经市革委会批准，成立天津市大港商业公司，实行市二

商局和会战指挥部双重领导。同年4月15日，商业公司正式成立。

1974年1 1月，经市革委会办公厅批准，指挥部机关设立钻井处和油田处。

1975年6，月，鉴于南部油田的发展，指挥部党委报经石油化学工业部批准，成立了第二采油指

挥部。同年11月，成立了矿区建设指挥部。

四、大港油田指挥部

1975年下半年，发现了任丘油田。翌年，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由大港迁往河北省任丘。河北省

委、天津市委和石油化学工业部党的核心小组联合发文，批准大港油田成立“大港油田指挥部”；市

委于1976年3月以(1976)津党发14号文件，将原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党委改称“中共大港油田

指挥部委员会”。

1976年4月，油田指挥部党委为适应油田领导体制的变动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决定对指挥部

机关组织机构和定员进行调整，指挥部机关设1部(政治部)、2室(生产办公室、生活办公室)，下设

20个职能处室，人员编制为331个。

1976～1978年，为保任丘石油会战．在大港地区的一些生产、科研、供应单位仍直接归属华北石

油会战指挥部领导，如机修厂、配件厂、汽车大修厂、供应处的转运库、油库和红砖厂及钻采工艺研

究所等。其间，于1977年7月，华北石油会战指挥部党的核心小组决定，将机修厂、配件厂、红砖

厂、钻采工艺研究所划归大港油田指挥部领导。在1978年底前，逐步将大港地区的这些单位划归

了油田指挥部。

1978～1979年，油田指挥部在全力保障华北石油会战的同时，也调整充实了油田的管理机构，

先后在指挥部机关成立了地质处、采油处、钻井处和资产管理处。

1980～1983年，油田机关成立了职工培训处、劳动服务公司和公安处。所辖二级单位变化较大，

其中，于1980年5月，成立了测井总站；同年10月，成立了油田职工大学；1982年4月，在唐山地

区的北部探区成立了北部试采筹建处；5月，成立了定向井技术服务公司；1983年4月，以从长庆

油田调来的15支钻井队及其他人员，组成了大港油田指挥部第二钻井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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