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油 地 度 实 胶
一

文 摘 1 9 6 3年

不好的
,

望很快改正
,

井要求大队领导一年亲自抓几次实验室的工作
。

大队总工程师或大队

技术负责人应深入实验室具体指导
。

大队地质科要经常进行业务上的组织工作
。

大队综合研

究队应很好地与实验室协作和配合
。

2
.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

这是完成各镇任务的重要保证
。

实验室是个技术性较 强 ,
知 识

分子较多的单位
,

加强其政治思想工作更有其重要意义
。

因此
,

要求各大队应尽快地配备较

强的党政领导骨干到实验室去工作
,

并建立党团工会组织
,

以便更好地贯彻党的各项方针政

策和上级指示
,

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
,

作出更多更大的成绩
。

在此同时
,

要关心他们的生

活
,

确实有困难的应帮助设法适当解决
。

3
.

鉴于实验室工作特点
,

BlJ 造一定的工作条件
,

对提高生产效率保证质量很 重 要
。

有

的实验室房子问题在可能的情况下应优先及早作些调整和修膳 ; 有些急需的设备在货源和微

金可能的情况下
,
应由大队供应科负责及时供应 ; 劳动保护用 品应按规定按时发给

,

一些对

健康有害的工种
,
大队可向所在地商业部阴申甜

,

给予他们一定的营养补助
。

同志们
:

19 6 3 年实验分析任务还是繁重的
,

完成任务的有利条件还是较多的
,

要求我们

把上述各项工作作好
。

坚信
,

我们在党的正确领导下
,

在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
, 团结一致

,

进一步鼓足革命干劲
,

一定能够完成或超额完成各项任务的
,
争取作出更多更好的成绩

。

地质部石油地质局实触会哉总桔报告

根据局长指示的精神
,

我们各队 (室 ) 32 位代表在
_

L海召开 了石油地质实验会议
。

我们

会议一共开了 1D 夭
,

总结了 1 9 6 2 年的实验工作
,

交流了一些经验
,

研究了一些问题
;
安排

了 19 6 3 年任务 ; 讨希了生油岩样化学分析
、

发光沥青
、

油气水
、

仪器分析
、

岩矿缓定
、

油层

物理等六方面的操作规程
,

还讨谕了石油地质实验工作质量检查制度
、

石油地质实验分析样

品采集要求和分析项 目
。

在会议期间
,
我们还到中心实验室和石油工业部华东石油勘探局研究所实验室等单位进

行了参观
。

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好
,

收获不小
。

主要表现在
:

一
、

认清了形势
,

进一步明确了实验室的性质和任务
。

大家认为
,

在我们石油地质普查

勘探战线上出现了更为有利的形势下
,

对我们的实验分析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为此
,

要

很快地解决技术关键
,
必须按照

“

三严
” “

三正
”

的要求
,
切实提高质量

,

为满足石油地质生

产和综合研究的需要
,

按质按时地提供各项实验分析数据和资料
,

并与地质
_

七一道共同解决

某些地质上的问题
。

二
、

回顾了 1 9 6 2 年的工作
,

.

肯定了成绩
,

明确了 1 9 6 3 年的任务
,

增加了信心
,

鼓舞了

士气
。

大家纷纷表示
:

要好好地干一锡
,

作出更多的成绩
,

争取下届会议上拿 出 更多 的 成

果
。

三
、

总结和交流了一些经验
。

在大会和小会上各队代表都淡了一些好的经验和技术方法
,

与会代表咸到收获很大
。

四
、

通过操作规程和有关制度的讨希
,

统一了一些认识
,

肯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方

铸
,

初步明确了一些问姆所在
,

为突破技米关
,

提高质量#lJ 造了一定条件
. -

梦

二



第 二
_

期 万 油
一

地 实 饭 段 文 摘

但由于时间短
,

需要解决的问题又较多
,
加之有些操作规程的讨翁是在会议期间临时安

排的
,

致使有些问题讨箭得不够充分
,

这是这次会议的
~ 一些缺陷

。

此次会议讨箫的问霭
,

有的应提交地质方面付豁通过后才能最后确定
,

有些操作规程和

制度还需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

现仅将会议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

以及某些问题封箭不够充分

的部分
,

加以说明和补充
。

第一
、

关于 1 9 6 3 年工作任务中的几个间题

经过讨渝
,
大家一致同意局提出的 19 6 3 年实验工作任务安排的意见

。

现就有关几个问愚

说一下
:

一
、

关于
“

生产
”

任务
:

今年各队实验室应以提高实验分析质量为 中心
,

加强管理
,

加

强研究
,
提高技术为主要环节来安排各填工作

。

目前各队在具体安排生产任务时
,

存在着任

务大
、

主观
一

力量小的矛盾
。

这种矛盾
,

就早而言
,

以三
、

四队较为突出
;
以项目而渝

,

刚以

岩化
、

岩矿和微古生物三项较为显著
。

另一方面
,
水化学和油层物性等项 目

,

一般地又咸到

工作量不足
。

解决这个矛盾可从以卞几个方面着手
:

1
.

和地质方面进一步落实今年送样汁划和项目要求
。

在实验室方面
,

要以最大限度来潇

足地质
_

L的要求
;
在地质方面

,

则应在明确分析项目的 目的性和具体要求的前提下
,

审核样

品的数量与分析填目
,

尽量削减可作可不作的样品与项目
,

压缩一部分不必要的样品数量与

分析项目
,

并根据轻重缓急来具体安排实验生产计划
。

其原则是
:

保证重点
,

照顾一般
。

具

体说来
,

应首先保证深井
、

童要剖面或重要专题研究的分析任务
。 ‘

奋 在可能的情况下
,

尽力改善一些奕验室的工作条件
。

目前解决部份低值易耗品是有可

能的
。

各队实验室应主动向本队供应部阳提出要求
,

莆其帮助解决
。

同时
,

自己也要多方想办

法 ,
、

改善现有设备仪器的使用
,

以便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
。

3
‘

加强生产技术管理
,

提高工作效率
,
或暂组织一部份工作量不足的实验人员到工作量

太多的项目中去工作
。

4
,

各实验室相互支援负担一部份工作量
。

在这次会议中
,

根据相互支援的精神
,

有些队担

负了其它怪切勺实验任务
,

有关单位双方已共同签订了协议书
。

望有关单位按约执行
。

但这是

第一次签订
,

还没有经验
,

在执行过程 中如有变动
,

双方应本着互让互助的梢神协商解决
。

此外
,

简有一些任务如古生物等
,

在我们系统 内难以解决的
,

望各队及早与有关研究单

位联系解决
。

.

中心实验室承担了一些任务
,

但不能完全满足各队的要求
。

因为 中心实验室除了负责各

项实验方法研究外
,

还要承担各队某些项目的外检任务和经过局审定的各队不能做的项目的

任务
。

如果过多的承担各队一般性的生产任务
,

是有困难的
。

二
、

有关外检的问题
:

1
.

分析项目的分工
:

(1 ) 沉积岩矿蹬定
,

由二大队实验室负责
。

(“)物性方面
,

由二大队实验室卑责
。

(3 ) 化学分析方面
,

由中
』
合实验室负责

。

.- (4 )微体古生物
, 由‘大队实验室负责

。

(5 ) 大古生物
,
由各队与有关单位联系解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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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某些外检项 目的选择
:

(1) 岩石化学
:

Fe+ ++
、

F。 + + 、

8 一
、

有机碳
、

有机氮等五项元素
。

(2) 发光沥青
:
可进行外检

,
但需严格遵守下列原则

:

(甲 ) 不可抽检
,
而是系统检查

。

(乙) 配制标准的样品
,

最好是原分析的样品
,

且要保证一定的重量
。

(3 ) 土壤盐
:

各种可溶盐类
。

(4) 岩矿蕴定
:

(甲) 薄片蹂定
。

(乙 ) 轻重矿物
,

由各队排出单矿物
,
进行定名外检

。

(5) 物性
:

孔隙度
、

渗透率酌情外检
,

饱和度不外检
。

三
、

关于开展技术方法研究的问题
:

各队应首先解决当前尚未过技术质量关的项目
,

这

是保证质量的重要关键
。

各队回去后应组织大家过渝
,
把项目排一排队

,
那些有问题

,

有多

少问题
,

如何解决
,

拟定一个研究汁划
口

中心实验室则解决丁些带有共同性的技术方法问题
,

首先是当前操作规程中所提出的问题
。

但我们不能要求蒋所有问题由中心实验室来解决
。

因

为各地地质条件
、

工作条件等不同这是一
,

第二
,

中心实验室成立不久
,

某些方面的主观条

件尚不够
。

因此
,

还要大家齐动手
,

才能更好更快地解决各方面的间题
。

希望各队按照局提

出的 1 9 6 3 年实验任务中的第二项要求
,
除完成本队必需的方法研究外

,

对规定的重点项目进

行认具研究
,
提出研究成果

。

另外
,

同志们提出
,

实验工作怎么祥才算过了技米质量关 ?
‘

这个问题
,

经过讨渝
,
暂作

如下规定
。

郎
:

某个填目的分析成果
,

经内检或外检结果
,
符合质量检查制度要求

,

并较稳
、

定的
,
这个项 目就算过了技术质量关

。

因此
,
质量检查制度是衡量实验室技术质量是否过关

的重要标志之一
。

四
、

关于在实验室开展一些地质研究的问霭
:

实验分析的 目的是为阐明某些地质现象和

某些地质规律
,

其过程是一个分析研究的过程
。

但我们如何来符合这种要求呢 ? 除了我们采

用正确的各项实验分析方法和严格质量要求外
,
利用一些实验分析资料进行某些地质问题的

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

进行某些地质问题的研究
,

不仅能解释某地质现熟 而且还可

来验证我们的实验分析方法是否对头
,

其精确度是否够
; 同时

,

还便于发现需要增加的分析

项 目或新的指标 ; 井能及时地为地质上提供一些初步成果
,

以便及时应用到综合研究中去
。

所以在实验室开 展一些地质问题的研究是完全必要的
。

一年来的实践证明
,

实验室开展某些

地质问题的研究
,

不但不影响技术方法的研究
,

而且更促进技术方法的研究
。

由于此填工作

除二队外
,

其他各队刚开始
,

没有一套完整的经验和方法
,

故需要有个摸索的过程
,

在 目前
,

我们应采取逐步开展
,
稳步渐进的方针

。

具有一定条件的队应作出全面的规划和具体安排
,

逐步开展起来 ; 目前条件尚不具备的
,

应积果资料
,

BlJ 造条件
。

但最低限度应按照局所提出

的 1 9 63 年任务中第三项的规定进行地质问超的研究
。

第二
、

关于生产技术管理中的儿个 l司愚

一
、

鉴于实验室的生产技术工作的多样性而又互相关连的特点
,

加强领导
、

加强管理显

得极为重要
。

因而各队应选派具有一定政治水平和具有一定技术业务能力的干部专职担负生

产技术管理工作
。

井在一定期间内稳定下来
,

不要轻易调动他们的工作
。

这是加强管理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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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措施之一
。

当前尚未配备实验室主任或必要的各类管理人员的单位
,

回队后向领导汇报一

下
,

争取得到一些解决
,
以利工作的开展

。

二
、

各队实验室应根据大队下达的任务
,
从实际情况出发

,

实事求是地编制年
、

季
、

月

的计划
,
使

“

生产
”

和科学研究工作有奸划有步砚地进行
。

为了
“

生产
”

和研究计划的完成
,

每个时期都应有相应的措施来保证
。

有时为了保证
“

生产
”

汁划的完成
,

在采用新方法
、

新

技术时
,

都必须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
遵循一切经过试验的原则

,

井由实验室主任批淮后
,
才

能投入
“

生产
” ;
重大项目还须经大队或局审批

。

为了确保质量和避免浪费
,

技术方法尚未过

关的项目
,

不宜大量投入
“

生产气

三
、

各实验室在
“

生产
”

技术管理工作中
,
应建立健全的几个基本制度

:

1
.

质量检查制度
。

此制度局已下达试行
,
此次会议上又作了讨希并在某些方面作了一

些修改和补充
,

待局审定后再下达
,

望各实验室认具员彻执行
。

从此次修改的质量检查制度

内容来看
,

有些项目尚朱确定误差范围和内外检此例
,

各队可本着确保质量的精神
,

根据现

有工作条件和技术水平
,

征求地质方面的意见后自行制订
。

2
.

实验工作技术责任制
。

为了保证按质按时地完成
“

生产
”

汁划和研究任务
,

充分发

挥各类技术千部的积极性
,

可参照局最近颁发的
“

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地质技术管理制度 (试

行草案 )
”

相应部份条款的规定
,

结合实验室的具体条件和要求
,

拟订一个实验工作技术责任

制
,

报大队审批后试行
,

并报局备案
。

3
.

实验管理生产流程
。

由于我们的
“

生产
”

和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相互连系性
,

这就

要求我们根据各队实际情况
,

拟制丁项适合实际需要的科学管理制度
。

使样品进来
,

经加工
、

分析
、

报定
、

审核质最
、

资料整理
、

到抄打报告等的每个环节都有适当安排
,

使实验工作有

条不紊地进行
,

把每道工序联系为一个正体
,
从而保证质量

,

提高工效
。

4. 仪器没备的维修和保管制度
。

这是保证正常
“

生产
” 、

保证质量的一项重要措施之

一
。

各种精密仪器应定期校核
,

精度不合要求或失灵的
,

应及时设法加以修理
。

如某些仪器

由于精度不合要求而严重影响质量时
,
应坚决停止使用

, 不能思虎凑合从事
,

各队可参照局

曹预发的机械维护保养制度的某些条款
,

结合本室的具体情况
,

制定一个仪器设备维护和保

管制度
。

要求傲到各种仪器
,
件件有专人负责

。

6
.

技术保安制度
。

1962 年部已颁发
“

化验工作技术保安暂行规程
” , 望各实验室根据

实际情况
,

研究执行
。

凡是目前比较困难不易办到的
,

也应积极地想办法
,

采取措施
,

力争

逐步改舍条件
,

以保证职工的健康和安全
“

生产
” 。

为此
,

各实验室应参照部局颁发的有关规

定
,

结合本室具体情况
,

制订一个技术保安制度
,

井有人分工督促检查
。

,

四
、

关于如何进行实验分析技术方法研究的问题
。

实验技术方法研究是提高质量提高效

率的主要方法
,

也是提高干部技术水平的重要措施之一
。

要做好这一琪工作
,

应该具有在战略上藐视难困
,

在战术
_

七重视困难的指导思想
。

具体

来讲
,

首先要有成功的信心与决心
,

有克服困难的思想准备
;
在试验过程中要有百拆不挠

、

不厌其烦的精神
。

不遇到一点困难
,

一试成功的事是少见的
,

这点应有足够认识和精神准备
。

否则
,

会使许多工作半途而废
,

不能达到预计的效果
。

技术方法研究课题的选择应围绕地质目的
、

围绕影响分析质量的关键问题
。

同时
,
亦要

考虑到当前的技术水平和工作条件
,

参阅各种有关的技术资料
。

研究工作开始前
,

应先编写

试验技术设封
,
通过有关同志讨希

,

经单位主管审批后
,

按设汁要求进行
。

没有技术设汁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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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允许进行试验
。

边没计
、

边试验也是不许可的
。

但在试验的过程中发现原设计有较大欠缺

时
,
可以提出修改意见

,

经单位主管批准后
,

‘

可按修改设计进行
。

实验不谕大小
,

都应按
沼‘

三严
” “

三正
”

的精神对待每一个步肆
。

对取得的数据
,

要客观

地反复检查其可靠程度及可能存在的偶然因素
。

发生问题时
,

更应步步检查
,

寻根究底
。

在

整个过程中
,

还必须经常与组内外同志分析
、

研究讨渝
,

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

最后整理
、

分析实验数据及现象
,

总结规律
,

井且实事求是地估计其精确度
、

准确度及其地质意义
,

写

出试验分析报告
。

在试验过程中
,

各项原始数据应整理好
,

作为技术档案保存
。

五
、

关于技术档案资料的管理 问题
:

无箫是
“

生产
”

性或科研性 的 各项有关的技术资

料
,

应尽量全面收集和积累
,

系统地加以整理
,

妥善保存
,

井充分地利用它
。

实验室的技术

档案既是实验室技术历史贵料
,

又是地质原始技术资料的一部份
。

因此
,

望各实验室领导加

以重视
。

必须配备专职的或兼职的认具负责的干部具体办理各境资料的汇集
、

整理
、

保管等

工作
。

凡各种专题研究的记录与报告的整理
、

各种方法研究成果的保存
、

实验
“

生产
’、
原始

记录的收集
、

日常生产指数工作量的统计
、

付样标本的保存等都应纳入到技术档案资料管理

工作中去
。

另外
,

关于
“

生产
”

定额指数统妇
一

标准和汁算方法
,

目前暂按中心实验室所制定的
“

石

油地质普查勘探实验工作试行统一生产定额单一指数定额 (草案 )’’ 执行
。

第三
、

关于干部的培养问题

在职干部的培养是提高实验工作水平
,
保证按质按时完成实验任务的重要措施之一

。

因

此
,

领导上要重视此填工作
,

应有全面的规划
,

拜采取一些有力的措施来保证这一任务的完

成
。

每个干部都应结合 自己的专业和水平
,
制订一个较为长期的业务学习计划

,

以便循序渐

进
,

取得一定效果
。

分析人员应学习一些地质知识
,

尤其是石油地质 ; 实验室的地质人员应学习一些化学分

析知识
,

而外文的学习
,

不管那一方面人员
,

都应掌握一二阴
,

至少应掌握尸阴
。

在干部培养问愿上
,

政治思想上的提高是根本问题
,

这方面按各大队安排执行
。

关于培养提高的方式
,

应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
,

进行具体的安排
。

过去已采用过的方式
,

如
, “

边做边学
” “

师傅带徒弟
”

的办法
,

在技术操作训练和某些知识的传授方面
,
效果是比

较好的
,

各队可以参考采用
。

基础课和某些专业课可尽量利用各种业余学校进行
。

读书报告

会
、

专短报告会
、

专题知识讲座
、

去兄弟单位学习和参观等形式
,

也都是培养千部的好方法
。

为 了使得干部培养工作能得到切实的贯彻
,
领导上要给予一定的学习时间 (每周不应少于半

个工作 日)
,

剧造一些学习的条件
,

井将干部的技术业务学习情况作为考核干部的一个方面
。

第四
、

关于操作规程讨论情况及编写操作规程的几点体会

此次讨箫的各厦操作规程
,
是在去年六月局召开的实验工作座谈会上

,

确定分工编写的
。

井由主编单位寄送各队征求意见 ) 然后作了修改和补充
。

因此
,

此次在讨希中有许多方法和

问题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

井在某些方面作了一些补充和修改
。

但其中有些填目 (如发光

沥青等 )
,

由于方法本身尚不够成熟
,

一

以及某些方面牵涉到的地质要求还不够明确
,

故有些问

题不易确定
。

但这不影响我们整个操作规程的制定
,

仅作为一个问题的存在
,

有待今后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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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去解决
。

因此
,

这次所讨渝的各厦操作规程
,

经修改后拟作为试行草案发至各队试行
。

此

次讨流的各项操作规程
,

仍以原分工主编的单位根据讨湍中所提出的意见
,

进一步加以修改
,

三月底向局提交修正草案质量检查制度拟根据讨希中提出的意见修改后
,

发至各队试行
。

采

样要求和分析项 目经修改后
,
拟提交局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再进行讨渝修订

。

另外
,

关于大古生物
、

微体古生物操作规程
,

此次因时间和人员等关系未来得及讨希
。

同时这两项操作规程
,

涉及的单位较少
,

故不再组织会议讨流
。

望各队对前远两填操作规程

(草案 ) 有什么修改和补充意见
,

很快寄途主编单位
,
以便他们进一步修改和补充

,

井要求主

编单位于三月底向局提交修正草案
。

通过操作规程的编写及这次讨箫
,

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
:

渝 1
,

操作钡程的编写和讨豁
,

不仅是统一技术标准和技术方法的过程
,

而且是总结和交流

技术经验的过程
,

也是审核我们技术水平和进一步明确分析填目目的性的过程
。

通过这样的

讨希
,

不仅统一了一些技术操作方法和质量标准
,

井肯定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技术方法
。

同时

也能达到互相学习
,

取长补短
,

共同提高的 目的
。

建 抓 操作规程编写和讨希的过程
,

也就是实验技术方法研究的过程
。

各实验室为编写操作

规程
,
都逃行了许多方法试验

,

阅读了大批技术资料和文献
,

进行理渝上的探讨
。

从而
,
提

高 了我们的技术理箫水平
。

3
.

在当前的情况下采用分工编写
、

集中讨箫的作法
,

是对头的
,

是符合多快好省的
。

假

如这么多的操作规程交由一个单位丢编写
,

要在较短的时向内
,
如数达到这样的要求是很困

难的
。

这样的作法既发挥了各队所长
,
又发挥了集体的力量

。

至于政治思想工作
、

劳动竞赛
、 “

定
、

保
、

奖
” 、

职工福利等问题
,

李
、

锡付局长在 1962

年底局召开的石油普查勘探队书记队长会议上的报告中
,
都已经讲得很详细

,

各队都已有具

体的安排
,
希各队实验室认具贯彻执行

。

第五
、

关于回去贯彻会议精神的 !司题

1
.

回去后立郎将会议精神向大队领导作详细汇报
。

2
.

向全体实验分析人员和有关的地质人员根好的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

安排和落实 19 6 3

年的各项任务
,
提出具体措施

望各队将会议员彻情况
,
在三月底向局作一书面汇报

。

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思想工作

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征

中共地质部第二普查勘探大队委具会第二支部实赚室小姐

我们石油地质实验室
,

既从事于实验分析工作
,

同时又必须加强研究工作 , 工种既多
、

各学科又都具有较强的专业性
。

因此
,

在实验室内就拥有较多的不同专业的技术干部
。

所以

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绝不可忽视的
。

几年来
,

我们在部局领导和支持下
,
在大队党委的宜接领导和重视

,
有关部阴的配合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