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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钻井（综合卷）》

内容概要

《中国石油钻井(综合卷)》采用史与志相结合的体例，记述了从古代到20世纪末中国石油钻进的发展
情况，重点是1950-2000年中国现代石油钻井五十余年的历程。全书共四卷（三册）及一本画册，其中
综合卷记述全国（含台湾）石油钻井的发展情况，全卷分历程篇和专题篇，并有涉及全局重大问题的
认识与思考，涉及专题部分发展过程的经验与体会。其余两卷分别记述了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所属石油管理局（勘探局、分公司）的钻井发展情况，
延长油矿管理局的钻井发展情况，在编排上纳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卷。
《中国石油钻井(综合卷)》真实地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石油钻井的发展历程，记述了在实践过程中
发生的重大事件，再现了前仆后继创业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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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柴达木盆地开展石油会战，需要人们具有极大的毅力。局领导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教育职工
树立为国争光，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保持高昂的工作热情；二是做到人人能吃上熟饭，有菜有肉，
喝上“甜水”，住上暖房，保证基本的生活需求；三是一切工作要有计划的提早安排，一切生产生活
的物资保障，要超前考虑长途运输的必需时间。从而保证了正常活动的持续进行。　　在冷湖会战中
，广大职工正视困难，不畏困难，以无私无畏的主人翁精神，加班加点连轴转，积极参与会战，在43
个参战钻井队中，你追我赶，各不示弱，钻井新纪录不断突破。为实现“月上千，年上万”的目标
，1216钻井队创造By-40钻机整体搬迁1小时25分钟的最高纪录，1213钻井队用3个月的时间，交井5口，
进尺4572.8m。1958年8月9日石油部通报表扬了石志华、贺国桥、魏长华、殷效华为队长的4个钻井队
，实现了7月份月上千米的指标。到1959年底，有36个钻井队实现月上千米，有7个钻井队实现年上万
米的目标。在快速钻井完井的会战高潮中，一由于套管一时供应不上，部分井就改用薄壁钢管固井，
造成了一些难以挽回的损失。　　1953～1959年，青海油田累计完井1102口，钻井进尺76.31×104m，
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315×104t、生产原油34.3×104t。1959年原油年产量为30.71×104t，突破年产30
万吨原油的目标，有力地支援了青藏及内地的工农业建设，满足西藏边境部队的用油。可敬的柴达木
人，不仅创造了物质文明，而且实践中造就了一支特别能吃苦耐劳、特别能拼搏奉献的钻井队伍，推
动了青海石油工业的持续发展。　　1950～1959年，处在初创时期的现代石油钻井事业，在党和政府
的关心、支持下，伴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而不断壮大。主要表现在加深了对石油钻井工作特点的认识
，形成了一套符合实际情况的钻井管理理念；造就了一支思想觉悟高、艰苦作风好、奉献精神强、队
伍管理严和技术素质高的准军事化石油钻井队伍：初步形成配套的浅井和中深井钻井技术；钻井能力
可以满足集中会战和分散作战的各种需要，扩大了勘探开发的发展空间。　　50年代石油工业发展的
实践表明，钻井对勘探开发成果的取得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959年余秋里部长对钻井工作的重要性
作了如下表述：“要在地下找出油来，能不能找到构造，能不能把油挖出来，要靠钻井来决定。”这
个表述既肯定了钻井队伍的贡献，又正确地体现了人们对钻井工作重要性的共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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