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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努力工作
。

因而他仍然担负着一个小组的领导工作
。

由于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
,

已敢于
一

大胆工作
,

许多缺点在工作中逐渐克服
。

也曾有人认为在实验室工作没
“

出
J

急
”

或认为大专毕业生在实验室工作是
“

大材小用
”

等
。

针对这种思想
,

我们除讲解甚么是革命工作和如何对待革命工作等之外
,

井调查和分析

了产生这种思想的根源
,
从而发现我们在过去对实验工作在现代石油地质工作中的作用

,

讲

的还不够深透
,

特别是对那些初参加工作的同志来说
,

尤须从这方面巩固其专业思想
。

通过

实际工作的考验
,

和一些老同志的介绍
,

许多事实都在说明着
,

大专毕业生也必须经过一段

较长时间的专业训练和 自己刻苦钻研才能胜任其所负担的工作
。

实际教育使碎多同志咸到
,

目前
,

我们井不是无用武之地
,

而是自己的知识还不能满足工作的要求
,

根本就不存在甚么
“

大材小用
”

的问题
。

同时
,

我们也给从事不同专业的同志
,

指出了他们的发展方向
。

在和同志们交朋友背淡的过程中
,

也能够发现许多问题
。

例如
, 丫 又 x 同志

,

因家庭不

够和睦
,

与爱人经常争吵
,

拜达到郎将离婚的程度
,

使他思想负担日盆加重
,

当我们发现后
,

就帮助他找原因
,

井提出应如何处理家庭问题的思想认识 ; 同时
,

也和他爱人所在单位取得

了联系
,
在双方帮助之后

,

现在已经重新和好
,

在工作中有了更大的千劲
。

由于同志们咸到

组织上对他们的关心和爱护
,

许多人都主动事取帮助
,

讲心里括 ; 靠近组织
,
争取进步的要

求 日盒迫切
,

从而增进了团结
,

使各琪工作得以顺利完成
。

在充分发扬民主
,

各舒已见
,

畅所欲言的同时
,

又必须要有集中
。

特别是在我们科学技

术工作中
,
既要员彻党的

“

双百
”

方针
,

允许有不同学术 见解
,

又要在某些问题上
,

必须有统一

步调和要求
。

否则
,

将在生产和其他工作中造成混乱现象
。

例如
,

在各项实验工作中
,

我们都

按着统一的操作规程进行工作 ; 而在研究工作中
,

又允许从不同角度去探索这种或那种规律
。

在实验工作中
,

还必须经常教育同志们要有严肃认具
、

一林不苟豹精神去对待每一个操

作步敬和任何一项数据
。

这是在实验室内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中不可忽视的一填 日常工作
。

对
_

_

七远所有工作及其它情况
,

我们都经常及时地向上级党组织和大队汇报
,

拜提出我们

对每一问题的分析和初步处理意 见
,

以求得组织上和行政上以及技术领导的帮助和支持
。

正如部
、

局领导所指出的
,

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

重点是加强干部教育
。

提高干部的政策

水平和思想水平
。

而加强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是完成任务的根本保证
。

由于我们的政策水平和思想水平还很底
,

对政治思想工作做得还不够深透
,

当前也还存

在着一些问题
,

需要进一步解决
。

特别是在今年任务仍然是较为繁重的情况下
,

就要求我们

在政治思想工作 上必须赶上形势发展的要求
。

正如旷付部长所指 出的
: “

形势是不断变化的
,

人的思想也是不断变化的
,

因此
,

政治思想工作是永远做不完的
,

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政治

思想工作
” 。

石油地质实敏室工作中若干简题
.

的封箫

一中心实敏室参加实脸会裁的棕合报导一
一

、

关于实验室的性质
、

任务和方向

在党的领导下
,

我国石油地质工作的发展很快
,

它在国民经济中起着很大的作用
。

实验

工作是石油地质工作的组成部分之一
,

但是
,

石油地质的实验队伍还很年轻
,

技术工种还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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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齐全
,

与石油地质工作的发展还不相适应
。

特别是实验工作在石油地质中 的 性 质
、

作 用

和发展方向等还不够明确
。

19 6 2 年北京炙验工作座淡会对今后实验工作的发展是有 重 要 意

义的
,

与会人员对实验工作作出了正确的估价
,

取得了局领导的重视 , 初步 明确了实验室的

工作性质
,

它是野外地质观察研究的继续和发展
,

是探明地质规律的重要方法 ; 因此实验工

作的任务是
:

不仅要提供有效的实验分析成果
,

、

井要完成实验技术方法的研究
,

还应以实验

技术工种为手段
,

完成一定地质内容的专魔研究
。

这都说明了实验分析的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

提高野外地质观察的质量
,

为了阐明客观存在的某些地质现象和地质规律
。

一年来的实践证

明
,

在实验室内有目的地开展某些地质问题的研究
,

是完全可能的
、

必要的
。

通过地质专题

的研究
,

还可以促进实验技术方法的研究
,

可以逐步把现有实验分析项目指标
,

蹂别出其有

限程度
,

同时
,

还可以对某些新的实验戮 日指标进行探索
。

1 9 63 年二月石油局在上海 召 开

了实验工作会议与会代表进一步讨希了上述方向
,

统一了认识
,

一致认为实验工作既搞
“

生

产
” ,

又搞研究
,

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

各实验室应结合具体情况选择确定一定内容的地 质 专

题
,

进行研究工作
,

带动方法试验
,

促进
“

生产
” ,

在工作的步魏上应采取逐步开展
,

稳步前

进的方针
。

二
、

关于芷确处理实验工作与地质工作的相互关系间题

在已经明确实验工作性质的基础上
,

正确处理地质
、

实验
、

综合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
,

是一个重要的问恿
。

野外观察是地质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
,

它的中心任务是客观地取得系统的第一手地质资

料
,

进行初步的观察研究
;
但是在现有的技术条件下

,

野外地质观察研究的手段还是比较粗

略的
,

肉眼
、

放大镜是难以洞察地质规律内在联系的
。

实验工作是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装备

和方法
,

涌过深 入的研究
,

得出精确有效的实验资料
,

阐明地质微观领域的内在规律 ; 根据

野外工作的实践
,

结合实验资料井正确地加以运用解释
,

在综合研究的基础
_

上
,

得出正确的

地质结渝
。

综合研究的主要任务
,

是综合分析
、

概括
、

提高
一

L述二个方面的资料
,

把咸性的

地质认识进一步提高到理性的认识程度
,

找出地质规律
,

从而指导石油地质的普 查 勘 探工

作
。

目前三者之间的关系
,

还未很好的解决
,

与会代表经过讨谕草拟了
“

石油地质实验分析

样品采集要求
” ,

试图把野外队的工作和实验室的工作串联起来
,

但是
,

实验工作要箕 正 起

到野外工作的继续和发展的作用
,

还必须参予地质设计 ; 根据任务
,

进行必要的野外 观 察 ;

提交相应的专题报告 ; 参予综合研究和地质成果的答辩会议
。

使野外
、

室内
、

综合研究三者

贯串起来
,

成为有机的结合
,

共同为多快好省地找到石油资源而奋斗
。

三
、

关于正确处理生产和研究的关系
‘

在实验工作中如何正确处理
“

生产
”

和研究的关系问题
,

与会代表进行了热烈的议赢
“

生

产
”

和研究工作的时间分配
,

地质研究和方法研究的任务分配
、

技术力量的安排等是议希 的

中心
。

由于
“

生产
”

任务的忙闲不均
,

技术力量等客观条件的不同
, “

生产
”

和研究
,

地质研究

和方法试验不可能作统一的规定
。

大家认为
, “

生产
”

和研究
,

地质专题研究和方法试验之间

是相扶相成
,

,

互相促进的
。

它们之间的矛盾是可以统一的
。

在 目前的条件下
,

实验工作中存

在的向雕
多

,
一

实验室研究工作必需能
服从于地质生产仟务及黝

室内本身生 产 上的 要

求
,

实验研究的本身就具有生产性的意义
、

故而实验室中生产
,

_

又是为一定内容的地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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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数据
,

或则通过大量生产改进和革新试验方法的生产和研究是统一的
。

以一个地质专题

的研究
,

带动实验方法研究的作法是可行的
,

有条件的实验室都可适当选定专题研究的题目
,

既可完成一定内容的地质研究专题
,

又可带动实验方法的研究试验
,

并且尚可完成一定的实

验生产任务
。

故
“

生产
”

与研究不可能截然划分或机械地按比例分配人力和时间
,
但在具体安

排时
,

应根据各队的地质任务
,

各个室的技术力量和技术装备条件等以实事求是的精神
,
扎扎

实实地安排生产和研究任务有经验有条件的室
,

可以多安排一些研究任务
,

目前条件尚不足

的室
,

可以少安排或则积极BlJ 造条件
,

在安排任务的时候
,

应积极可行
,

也必须保留一定的

机动余地
。

既要保证生产任务的完成
,

又要保证研究任务的完成
。

四
、

关于实验室应开展那些实验项 目的意见

目前在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中
,

根据生产和研究的需要应该开展那些实验填 目的问题
,

尚

不能作出统一的规定
,

各地具有不同的地质条件
,

和地质要求
,

实验项目应有所区别
。

.

按照

条件和要求的不同
,

在发展上应各有特色
。

但是
,

与会代表认为
,

在全国石油地质系统内
,

应积极努力地建立一个工种俱全的
、

有近代技术装备的
、

完整的实验中心
, _

七海中心实验室

应主动地担负起这个责任来
。

在当前条件下
,

石油地质实验室的技术工种
,

为石油地质服务

方面应为满足地层划分以及普查评价工作的需要
,

一般地说野外实验室可以设立 古 生 物
’

锰

定
,

沉积岩矿分析蹂定和油层物性试验
,

生油层岩石化学
,

水分析等
。

具体筹建过程中还要

视各地条件有所侧重
。

1
.

开展古生物蹂定
,

首先要抓住本区主要含油气层系内常见的和分布广泛的阴类深入研

究
,

对石油普查工作微古生物和抱矛花粉分析应予以加强
;
我国陆相含油气盆地大古生物主

篱抓软体 (适应力较强
,

分布广 )
、

叶肢介(对环境改变反映敏咸 )
、

微古生物抓介形虫 (时代

长
,

尸弓类多
,

一

分布广 )
、

抱子花粉 (它具有广泛传播的能力 )
。

2
:

岩矿赣定首先抓沉积岩
,

其中又以提供岩相古地理的资料为主要目的 ;
‘

重点要 服 务

于储油岩的研究
,

特别注意影响储油物性因素 (中值
、

分选系数
,

粒形
、

胶结物和矿物成份

的分布等 ) 的研究 ; 在化石少的地区
,

还应利用重矿物资料划分与对比地层 ; 也应注意 自生

矿物在一定范围内的对比作用 ; 要应用重矿物资料推断母岩成分和物质来源问题
,
这方面有

时要进行人工重砂的蕴定工作 ; 在了解认识介质条件时
,

对 自生矿物和粘土矿物的研究是有

效的
;
粘土矿物的研究

,

一般均应先进行染色油浸法蕴定
,

然后再选择地作差热
、

X 光结构

分析和电子显微镜研究
。

3
.

储油层物性研究
,

应该和岩矿蕴定密切配合进行
,

为评价储油层性质
,

物性分 析 方

面要先开展
,

孔隙度
、

掺透率
、

碳酸盐含量和氯离子等填目; 对含油岩样
,

才进行油水饱和

度的研究
;
在石灰岩地区还应开展微裂隙的研究填目

。

4. 在生油层研究问题
一

匕 由于野外实验室的条件限制
,

难以深入地进行研究
,
可以着重

对石油生成的沉积环境 (包括水介质条件
,

氧化还原条件 )
、

有机物含量和沥青化程度三个方

面进行综合研究
;

需要开展岩化五项元素 (F
e 干 千、

F e 千千于 、

S
: 、

有机碳
、

有机氮)
、

岩石水溶盐
、

发光沥青与组份分析
,

沉积岩矿分析蹂定等项 目
。 .

冬 油气水的物理化学性质很重要
,

但限于野外设备条件限制
,

应将样品送有关部阴分析
:

需要分析的填目有
:

原油物性分析和微量元素研究
;
原油的化学性质和族组份分析

。
.

气体分

析主要进行碳氢化合物气体和无机组份的分析
,

特别应注意重烙含量的研究
.

水分析着重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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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油田水的地球化学指标
,

还可以进行水泞滞 区与油气藏形成分布相互联系的研究
。

6
.

各种仪器分析如光谱
、

极谱
、

X 射线
、

差热
、

质谱和红外仪等
,

是实验室近代 化 的

科学技术装各能获得有效的实验地质资料
。

但是
,

这些装备价格昂贵
,

技术要求 的 条 件 严

格
,

野外实验室装备这些仪器
,

困难较多
,

只能根据条件在重点地区加以装备
,

·

以便逐步满

足各队生产和地质研究的需要
。

五
、

实验方法和分析数据地质应用中的若干间题

会议讨流通过了各项操作规程试行草案
,

在若干个实验方法和分析数据地质应用 中的问

短
,
简待今后操作规程通讯讨希中逐步明确

,
主要的问题有

:

1
.

岩石化学分析
,

采用 5拓H CI 重量百分比分析高铁
,

低戮的意见统一了
,

但 5多 H OI

溶解的铁在地质意义上反映了什么? 特别在目前岩样中井未区分出原生和次生铁矿物南情况

下
,

分析成果有无地质意义 ? 其次
, 。 a ’

联毗咤法侧亚铁还须进一步探讨
。

有机碳简接法和

定量氧化法决定不编入操作规程
,

采用干烧法的方向是一致意 见
,

但样品处理间题还未很好

解决
,

因此 目前还需对干烧法
、

湿烧法和定量钊七物作比较试验
,

以便进一步选择完善的方

法
,

井探索相互间的校正系数
,

以便于已有分析数据的地质应用 ; 有机氮测定方法主要要解

决样品含氮量< 0
.

1多而允许误差又要求< 0
.

0 15 书的矛盾
,

仍用常量法 C uS
O‘
作催化剂

,

分

析时间较长
,

用半微量法如用容量法测定空白大而不稳定
,

需要探求一个简便准确的方法
,

另外有机氮的地质意义和需要做到什么样的精度也不太明确
。

还原硫测定用差减法r 需研究

直接测定硫的方法或至少用燃烧法定全硫代替原来的半熔法的问题
,

对燃烧法回收硫不完全

间题要研究
。 。,

2
.

基本
_

上统一了水分析方法
,

建议 E D TA 测 8兔”
作为参考方法

,

增加了还原 法测 N oa
,

以及其他一些补充题修改
。

会议讨流了油 田水样品是否要先定性分析
、

比重大的水样是否要

秤重问短
,

以及环烷酸分解的时lhl
,

K 10 。、

有机碳
、

有机氮测定和 K + 、

对。分别侧定等具体问

题
。

对全分析
、

多项分析
、

简项分析和野外分析的填目要求
,
以及微量元素 (B

。 、

sr
、
”

·

⋯等 )

分析的方法及其地质意义都待研究
,

会议认为水中 pH 测定有问题
,

泥浆水分析困难较多
、

地质应用不够明确
,

应考虑不作
。

3
.

发光沥青分析的灵敏度较高
,
分析设备和操作此较简单

, 各地均投入生产
,

目 前 的

实验技术尚未过关
,

主要的问短是
:

如何解决毛细分析的定性郎在毛细条上如何正确划分沥

青类型问题
,

对此分析中选择标准和标淮的级差的问题
,

和毛细分析
,

对比分析成果的统一

性问题以及发光沥青分析的精确度要求问题
。

问题的关健是要找出沥青强度的改变和颜色变

化的关系
、

要研究色带的重叠性以及各种溶剂对色带的分离效能
;
应通过重量法组份分离和

取得纯化的沥青组份作为
“

标准
”

进行发光沥青性质的辨别
,

由于不同的沥青有不同的发光颜

色
,

应广泛采用不 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沥青进行对比
。

目前由于对岩石 中分散沥青形成的原生

性和次生性研究不够
, 因此发光沥青分析成果的地质含义和应用尚需进一步明确

。

4. 沉积岩研究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
,

间题也很多
,
会议虽然讨箭通过了操作规 程 草

案
,
遗留下来的问题有以下一些

:

样品处理中机械分析和轻重矿物分离的效率问题
,

粘土矿

物的加工问题
;
松散岩样

、

易溶岩样
、

含油岩样的制片技术问题 ;
·

岩矿蕴定方面有深色暗色

岩石的粘土梁色分析使用 问题
,

重矿物缓定方法误差问题
,

岩石中 自生矿物经别以及原生
、

后生
、

矿物共生等作用的钊断标志问题 , 在储油层研究上很需要岩矿分析蕴定的密切配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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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区急需开展微裂隙的研究
,

各地迫切要求解决> 1 0 0 0 MD 岩样渗透率的侧定方法
,

以及

适应我国陆相沉积特点开展横向渗透率侧定的问题等等
。

会议还讨希通过了气分析和部分仪器分析的操作规程
。

所有
一

t

L述问题的试验研究将通过

我们的共同劳动逐步解决
。

分析楹定成果在地质上的应用尚题

(有关古生物
.

,
著矿和物性方面)

王 振 波

我们在石油地质工作中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沉积岩石层
。

因而
,

在普查和勘探过程中
,

首

先要正确地建立地层层序和进行地层划分
、

对比工作
。

同时
,

对织成各该岩层的沉积物质及

其特征必须详细研绷
,

以便进一步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在空间
、

时间上的变化规律性 ;

探索它们在特定地质条件
一

F可能形成的生油岩
、

储油岩及盖层情况; 研究它们的岩相古地理

特征
。

井结合地质构造等因素
,
对普查勘探地区进行含油气远景的正确评价 , 指导进一步勘

探方向及合理布置工作
,

提供科学依据
。

为此
,

一

在进行野外地质调查的过程中
,

必须及时开

展
:

古生物
、

沉积岩矿和油层物性等分析蕴定工作
。

如所周灿 室内分析蹂定土作是不能脸离野外地质工作的、 在应用分析蕴定成果时
,

也

必须与野外工作密切联系起来
。

在不同地区 内
,

由于特定的地质条件和所处调查勘探阶段的

不同 ,
对应用的资料

、

研究方法等也必然是不会一样的
。

例如
,

对岩性岩相稳定的海相地层

分布区和对变化较大的陆相沉积 区
,

就不能同样看待
;
在为准备勘探基地的普查阶段和在已

经爱现油气田的矿区内所处的开发开采阶段
,

不箫就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_ _

L
,

以及对我们的

分析鑫定工作要求
_

L
,

都有着一定的差异
。

现在我们仅就在工区 内所进行的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中
,

「

对古生物
、

沉积岩矿和油层物性

的分析绘定成果的初步应用
,

提出以下几点粗浅体会
,

供同志们参考
。

一
、

古生物资料的应用问题

为研究含油气盆地的地质构造
、

岩相古地理和含油气情况等
,
首先均须对地层进行正确

的划分
、

对比工作
。

为此
,

除在野外按岩性特征等进行初步划分
、

对比外
,

还应结合古生物
、

岩矿的室内分析鑫定成果
,

做综合性研究
。

特别是在陆相地层分布地区内
,

更不能仅利用某

种单一的工作方法来解决复杂的移层问题
。

工区内松花江群沉积的岩性
、

厚度是在比较稳定的情况下
,

表现出具有节奏性的
、

轻度变

化的特点
。

其中古生物发育丰盛
。

有节肢动物四的叶肢介
、

介形虫
;
有软体动物阴的瓣鳃类

、

腹足类 ; 有脊推动物和低等脊稚动物的焦及古植物
、

抱粉和翰藻
。

不但阳类多
,

而且各阳类

中的属
、

种数量亦很丰富
,

化石多保存完好
。

古生物的发育与岩石类型有着密切关系
。

例如
,

叶肢介化石主要保存在黑色 页岩
、

油页

岩及碎屑岩系中所夹的暗色泥质岩石中
。

软体动物化石则多发现在各种粒级的正常沉积碎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