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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工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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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十分重要

的,有人称它为/黑色的金子0、/工业的血 液0。石

油产品已遍及工业、农业、国防以及人民生活的各个

领域。尽管石油的工业化生产只有一百多年的历

史,但早在几千年以前,人类就已经发现和利用了石

油。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石油和天然气的

国家之一, 据已有的文字记载, 已有三千多年的历

史。但它成为中国现代能源的支柱产业还是新中国

成立以后的事情。古代中国先民在开采和利用石油

天然气技术上, 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成就。但由

于 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封建主义统

治之下,生产发展十分缓慢。鸦片战争以后, 由于帝

国主义的侵略, 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帝国

主义的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扼杀了我国已经蓬勃兴

起的石油工业, 使中国沦为靠/洋油0过日子的地步。

解放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石油工业获

得了新生,在短短的 50年历程中, 不仅甩掉了/中国

贫油0的落后帽子,而且把我国石油工业生产水平提

高到 1. 6亿吨/年以上,从而迈入世界主要产油国的

行列,这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

1  中国是开采和利用石油天然气最早
的国家

据文字记载, 在我国最早记述油气的是西周的

5易经6,所述/泽中有火0,是一种沼气或天然后在水

中燃烧的现象。公元前 256- 251年,秦孝王派李冰

的蜀守,在四川邛崃县开凿盐井发现天然气,从此以

后,用天然气煮盐。东汉历史学家班固的5汉书6中

记述: /高奴有淆水可燃0; 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

5水经注6申写道: /高奴有淆水, 肥可燃。水中有肥,

可直取用之0。这说明当时已经开始采集和利用石

油了。在许多古书中如5后汉6、5魏书6、5新唐书6、

5甘肃通志6、5台湾府志6等记载了陕西延长、甘肃酒
泉、新疆库车、准噶尔独山子、台湾嘉义等地的石油

天然气出露情景。

古代对石油名称有多种叫法,有叫/可燃水0的,

有叫/石漆0的, 也有叫/ 石脂水0、/火油0、/泥油0、
/硫磺油0和/石油0的。/石油0一词是北宋科学家沈

括在5梦溪笔谈 6一书中首先提出的, 他根据这种油

/生于水际砂石,与泉水相杂,惘惘而出0, 把它 命名

为/石油0,一直沿用至今,己有 900多年的历史了。

古代还用原油制作油品来配制用于战争的/火

球0。如三国著名的军事家诸葛亮曾用原油或沥青

作为制作/引火球0、/蒺藜火球0的配方之一 。北宋
时期在京城开封设立炼制/猛 火油0的作坊, 所炼制

的/猛火油0广泛地用于当时的生产、军事和生活。

明代杰出的医学家李时珍写的5本草纲目6中,对石

油的医疗性质和用途有过详细的记载: /石油气味与

雄磺同,故杀虫治疮,其性走窜, 诸器皆渗。惟瓷器、

玻璃不漏。故乙钱治小儿惊热、隔实、呕吐、痰涎

, ,。0
我国古代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也取得了很大的

成就。1 700多年前东汉时期, 四川的钻凿盐井已

遍及各地,在井内发现的天然气, 用来生火做饭、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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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熬盐。从公元 13 世纪开始, 在四川自贡、富顺一

带,浅层天然气就被大规模地开发利用,这是世界上

最早投入开采的天然气田之一。

1840年, 自流井地区钻成了井深啦 1 200m 的

磨子井,钻穿嘉陵江石灰岩的主力气层,井下压力很

高,曾发生强烈井喷, 火光冲天 ,日产气量约 40 @

10
4
m

3
,以后又钻成不少高产气井,当时自流井气田

的年产气量约 7 200 @ 104m 3。据推算, 自流井每年

用天然气熬盐约 15 @ 104t, 至 1840 年, 累计熬盐在

2 000 @ 10
4
t以上。

据文献记载[ 1] , 随着石油天然气的利用, 中国

古代油气勘探、开采、运输等方面的技术曾达到了较

高的水平。如明朝以后, 通过捞取钻井岩屑分析认

识地层,以确定石油天然气和地层水的层位。1041

年前后的北宋时期,用简单机械冲击钻凿方法代替

手工掘凿,用竹管当套管下入井中,防止井壁塌陷和

封隔水层。到了明代时期, 中国钻井技术有了一套

钻井、打捞、完钻的工艺方法。当时的钻机用木竹绑

扎制成井架,木竹制成套管和木制绞盘。当时还用

竹筒和木头制作输气管线, 翻山越涧, 穿河而过, 将

天然气或盐水输出 20km 以外。

综上所述, 我国古代无论在发现、开发和利用油

气方面,都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人类作出了重要的

贡献。

2  中国近代的石油工业

从 1840年到 1949年全国解放以前的我国近代

石油工业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生产状态, 是帝国主义

侵华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依赖/ 洋油0的时代 。在

经济侵略的笼罩下, 帝 国主义纷纷派出石油地质学

家来我国台湾、陕北、四川等地勘察钻探石油, 在短

暂的时间内,没有找到油气田,于是就轻率地认为,

中国东部绝大部分地区从岩石类型及其地质时代

看,没有含油的可能性
[ 2]
。又说, 中国东部大平原

是一个近期的沉陷区, 其上有厚层的第四系沉积盖

层,要在这个沉积区找到石油,那是偶然的。有的专

家说,中国找不到石油, 可归因于三个地质条件: 第

一,中新生界没有海相沉积物,均为陆相沉积;第二,

古生界大部分地层都受到了变质,是不能生成石油

的;第三,除西部和西北部某些地区外, 几乎所有地

质时代的岩石都已受到强烈的褶皱、断层,并受到火

成岩不同程度的侵入。这些/ 中国贫油0的论调, 在

今天中国石油工业的事实面前, 均已成为无稽之

谈。     

我国一些地质学家,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极

端困难的环境中, 做出了许多有益的贡献 。例如潘

钟祥对于延长、延川的石油调查,提出了陆相生油的

学说[ 3] ,后来延长油矿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 生产

有了增长, 1941- 1946年共生产原油 3 035t。1938

年孙健初对酒泉、玉门一带的石油地质调查,发现了

老君庙油田, 1939- 1949年共生产原油 49 @ 10
4
t,

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油田。黄汲清、李春昱等对四川

盆地丰富的天然气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发现了

120多个有希望的含油气构造, 细测了威远构造和

后坝构造,在石油沟和圣灯 山打了探井, 累计产气

2 350 @ 104m3[ 4]。新疆独山子油田在前苏联地质专

家的帮助下,自 1936- 1944年钻探以来,共钻井 33

口,原油日产曾达到 7t, 产量最高的 1942 年产原油

达 6 909t/ a。台湾苗栗油田自 1877年开采以来,始

终遭到挫折, 未有进展。1895- 1945 年, 在日本帝

国主义占领的 50年间, 在 21 个构造上共钻井 251

口,发现锦水、出磺坑、竹东、牛山、竹头崎等 5个小

油田和六重溪、冻子脚 2个含气构造,有油气井 140

口, 1927年产量最高, 共产原油 19 300t。第二次世

界大战后, 台湾回归祖国, 从 1904- 1948 年共产原

油 16. 8 @ 104t。

从鸦片战争到全国解放 109年的中国近代石油

工业,由于当时政府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的 政治

压迫和经济文化侵略, 我国石油工业未能得到应有

的发展, 以致远远地落后于世界石油工业发达的先

进国家。

3  新中国成立以来石油工业的
蓬勃发展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揭开了中国石

油工业新的历史篇章。

新中国诞生时, 全国油田仅有老君庙、独山子、

延长 3个地区,气田也只有自流井、隆昌和石油沟 3

处。据不完全统计, 从 1904 年至 1949年全国解放

前的 46年中,全国共产原油 308 @ 104t ,产量最高的

是 1943年, 年产量 32 @ 10
4
t, 1949年年产量仅 12 @

104t。在钻井方面,从 1907年在延长钻的第一口井

起,到 1949年约计总进尺 67 000m ,旧社会遗留下

的小钻机仅有 8 台, 这说明我国解放初的石油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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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最薄弱的工业之一[ 5]。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政府很快地组建了石油

工业的领导机构,在人力、物力、技术、资金都比较困

难和落后的情况下, 积极恢复工作 并大力开展石油

勘探。几十年来,我国石油工业发展的速度在世界

上是罕见的, 原油增长突飞猛进, 油田发现振奋人

心。1963年,全国石油产量达到 648 @ 10
4
t, 相当于

1949年的 54倍。就在这年的 12月, 周恩来总理在

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庄严宣布:

/我国需要的石油, 过去绝大部分依靠进口, 现在已

经可以基本自给了0。这是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一去

不复返了。1973年开始输出原油和成品油,又改变

了石油输入国的地位。1978年原油年产量又突破 1

@ 108t 大关,跃居世界第五位,使我国以一个产油大

国的姿态崛起于世界产油大国之林。

50年代,我国石油工业的勘探重点放在西部地

区的鄂尔多斯、四川、酒泉、民和、潮水、柴达木、吐鲁

番、准噶尔和塔里木等 10个盆地。当时把石油勘探

工作重点放在西部的主要原因是那里在以往的日子

里做了大量的勘探工作, 有了一定的石油地质基础,

同时已找到了一些油气田。这些油气盆地大, 沉积

岩厚,地层露头明显, 构造多而完整,油气苗显示丰

富,具有找到大油气田的远景。就在这样工作的基

础上, 经过艰苦的地质勘察和钻探, 于 1955年在准

噶尔盆地发现了克拉玛依大油田和齐古油田; 1958

年在塔里木盆地发现了依奇克里克油田; 在柴达木

盆地发现了冷湖油田、油砂山油田、油泉子油田、马

海油田等;在酒泉盆地发现了鸭儿峡油田、白杨河油

田;在四川盆地发现了蓬莱镇、南充、龙女寺、大石

桥、桂花园、罗渡溪, 营山等油田, 同时找到了纳溪、

阳高寺、邓井关、卧龙河、龙洞坪、长垣坝、自流井等

气田。上述这些油气田的发现, 使原油产量大幅度

地增长, 1959年年产原油 373 @ 104t, 使我国石油工

业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但是还没有完全扭转我

国石油还要依靠进口的落后局面。同时中国东部工

业发达,急需石油资源大量增长, 于是从 50年代后

期开始,在重点勘探西部的同时,对中国东部华北平

原、松辽平原进行了石油普查。1959 年 9月, 松辽

盆地松基 3 井喷油, 随后迅速探明了大庆油田。

1964年大庆油田全面投入开发,原油产量大幅度地

增长,从此扭转了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局面。

在这一阶段的石油勘探实践过程中,石油地质

学家深入地探索陆相盆地烃源岩系形成的地质环境

及对油气藏分布的控制作用。一些石油地质专家学

者根据自己的研究结果, 提出了陆相生油的沉积环

境是: /长期稳定下沉、下降幅度大的沉积盆地, 沉积

巨厚,潮湿气候,封闭盆地, 还原介质水域0 [ 6]和/内

陆、潮湿、坳陷0 [ 7]这一大地构造条件、沉积模式的

观点,大大地促进了陆相生油理论的研究。

大庆油田的地质学家在分析松辽盆地油气生

成、运移、聚集和保存全过程的基础上提出: /生油区

控制油气分布0、/生油区和邻近生油区的二级构造
带是油气聚集带0、/定凹探隆0、/选凹定带0等论点。

同时提出了/成油系统0概念,认为一个生油坳陷就

是一个成油系统,在成油系统内,生、储、盖、运、圈、

保等动态过程是一个统一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实践

证明,这是认识油气藏形成与分布的科学理论。

在东部石油普查的基础上, 在发现大庆油田之

后,国家即将找油的重点从西部转移到东部,自此以

后石油工业发展迅速。继发现松辽盆地油区之后,

1962年在华北发现了胜利油田, 1964年又发现了大

港油田, 1973年发现了辽河油田, 1975年发现了任

丘油田。同时在其它地区发现了一些新的油气区,

如江汉油田、南阳油田、苏北油田、中原油田、百色油

田等,从此建成了 17个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基地。中

国石油工业欣欣向荣, 面貌焕然一新,全国原油产量

大幅度上升, 1985 年达到 1. 24 @ 10
8
t。36 年中, 原

油产量年平均增长率为 13. 8% , 年平均增长量为

347 @ 104t。

根据渤海湾盆地的油气勘探实践, 我国学者提

出了油气成藏的/复式油气聚集带0理论。渤海湾盆

地是一个发育在华北克拉通古老地块上的中新生代

沉积盆地,在长期的拉张应力环境下,形成了多隆多

坳的构造格局一坳陷就是一个独立的沉积单元, 内

部张性断裂异常发育。经过多年来的大量勘探实

践,认为断陷盆地内的二级构造带是由多种类型圈

闭组成的复合圈闭带, 大型油田是由不同含油层系、

不同类型油气藏叠合连片而成的/复式油气聚集

带0。/复式油气聚集带0不但是断陷盆地油气聚集

的主要形式,也是地质构造复杂、岩性岩相变化大、

储集岩体类型多和常常发育多套生、储、盖组合的陆

相多旋回盆地油气聚集的一种常见的油气聚集形

式,对指导陆相盆地的油气勘探具有普遍意义。/复

式油气聚集带0概念是陆相油气地质理论的重要组
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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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 勘探所及的盆地,无论在数量和类型

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为深化含油气盆地研究、陆相生

油研究和陆相储层沉积学研究创造了极其优越的条

件[ 8, 9]。

沉积盆地是油气形成的基本地质构造单元。石

油的生成、演化、运移、聚集和保存都是受沉积盆地

地质构造演化的控制,即它的发生、发展到油气藏形

成的全过程都是离不开盆地这样一个整体。这一阶

段对盆地的研究,按板块构造学说,将含油气盆地划

分为东部裂谷型、中部克拉通型、西部挤压型盆岭构

造,并对不同盆地的构造样式及成藏模式进行了系

统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为深化盆地研究打下了基

础。

这一阶段的陆相生油研究,已深入涉及生油岩

中有机质的组成、干酪根类型、有机质演化特征和生

物标记化合物等问题, 揭示了地质体中从有机质到

油气的演化史, 为研究沉积物中有机物的来源、成熟

演化、油气运移、油气与源岩之间的成因联系及再造

古环境提供了依据。这一时期的油气地球化学研究

成果, 有力地促进了陆相盆地烃源岩的评价和油气

勘探新领域的拓展。陆相生油说已经发展成为一种

较为成熟的理论,成为陆相油气地质理论的基础。

关于陆相湖盆沉积相的研究, 从 70年代中期开

始,重点研究沉积类型、沉积体系组合形式及其含油

气潜力。根据古气候、古地理环境和盆地类型,划分

陆相盆地沉积类型。研究指出, 潮湿带近海坳陷型

或断陷型盆地有机质丰度高、生油岩体积大、储集体

分布广、生储盖组合好,生油潜力可能最佳。各种沉

积体系中,以湖相三角洲储集体最好,其次为河流相

储集体和水下扇储集体。针对陆相储层物性对埋深

敏感度高的特点,研究了陆相储层的成岩特征,并将

有机质演化与成岩演化结合起来,给出了不同地温

场的盆地有机质成熟门限及次生孔隙发育带出现的

深度范围。沉积学的研究成果构成了我国陆相油气

地质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指导陆相盆地的勘探

起到了重大作用。

我国海域辽阔, 渤海、黄海、东海、南海都有可供

找油找气的沉积盆地, 其中水深 200m 以内的近海

大陆架面积约有 150 @ 4
km

2
。自 50 年代晚期起, 在

海域做了一些石油勘探工作, 证实了中国海域石油

天然气资源有很好的前景, 但未能进行大规模的勘

探与开发。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中国实行对

外开放政策,为了利用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 加快石

油工业的发展,国务院决定, 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

更生的原则下,以平等互利的贸易方式,在海上石油

勘探方面与外国石油公司建立商务关系。从 1979

年起,先后同 18个国家 70 个有油公司签订了 145

个合同,在渤海、黄海、南海、北部湾、莺歌海和珠江

口等海域全面展开勘探, 钻探了约 100 多个圈闭构

造,有 40多个构造发现了油气, 正在进行开发建设。

中国自己钻探的辽东湾、北部湾、莺歌海等地区的储

油构造中,发现了高产油气田。上述这些情况, 展示

了海域有良好的油气前景,对外合作勘探开发海域

油气资源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80年代中期以来,是我国石油工业稳定发展的

时期。东部地区勘探程度较高, 储量增长趋向缓慢,

部分油田进入中、后期开发; 陆上油气开始实施/稳
定东部,发展西部0和/油气并重0的方针。根据这一

方针,东部油区转向深化勘探,勘探重点逐渐转向西

部地区,同时加强四川和陕甘宁盆地的天然气勘探,

积极开辟新盆地、新层系和新领域,在西部地区先后

发现了吐哈、塔北、塔中等油气田。

天然气的勘探, 在川东石炭系、二叠系、三叠系

和川西三叠系、侏罗系以及陕甘宁中部古生界、柴达

木东部第四系、侏罗系和塔里木库车坳陷中新生界

连续取得重大突破,先后发现了五百梯、孝泉、新场、

靖边、台南、克拉 2、伊南等一批重要气田。自 80年

代中期以来,天然气储量以每 5年翻一番的速度增

长。我国陆上形成了四川、陕甘宁、塔里木、柴达木

等 4大含气区,初步具备了加速发展的条件。

这一时期油气勘探的连续突破,得益于含油气

盆地分析理论和技术的长足发展。自 80年代以来,

我国学者紧密追踪国外盆地分析理论和技术的进

展,充分结合中国油气地质实际,广泛开展了盆地分

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在以沉积盆地为油气形成与

赋存的基本地质构造单元思想指导下, 深入剖析沉

积盆地中控制油气生成与赋存的各种因素,并进行

了盆地定量分析模拟研究, 在石油地质定量化、动态

化、模型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形成了有中国特

色的油气盆地分析的理论和方法体系。90年代以

来,成油气系统理论获得了新的发展,并在石油地质

研究和指导油气勘探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此外, 在油气成因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了新的进

展。一是未熟油概念的提出和成烃演化模式的建

立,它指出低熟油是烃源岩中有机质在较低温度下

直接降解生成的, 这种油在白垩系和第三系中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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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从而进一步拓宽了我国陆相沉积找油的领域。

二是煤成油概念的提出及成烃机理的研究, 建立了

多阶段生烃和早生、早排的煤系地层成油模式,为在

我国广泛分布的煤系地层中找油提供了依据。

在陆相储层沉积学研究方面, 涉及陆相盆地沉

积类型、沉积模式、沉积体系、各类储层非均质性、露

头地质建模和数值模拟、各类储层成岩作用和次生

孔隙分布及成因机理以及储层敏感性研究, 形成了

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储层评价的配套技术和方法,

把我国陆相储层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建国 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 20年来, 中国油气

工业发展迅速, 这有力地支持了国民经济建设的持

续快速发展。根据油气资源评价,全国石油资源量

为940 @ 10
8
t , 天然气资源量为 38 @ 10

12
m

3
。1999

年底, 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 200 @ 108t, 天然气地

质储量 2. 2 @ 1012 m3。中国原油年产量已达到 1. 6

@ 108t。近 10年来, 天然气储量迅速增长, 已探明

地质储量 15 200 @ 10
8
m

3
,年产量 230 @ 10

8
m

3
, 油气

潜力十分巨大, 说明中国是石油天然气资源和生产

大国。同时,中国石油工业已为 21世纪的快速发展

打下了良好基础。在进入 21世纪之初,中国油气资

源的供给是人们关心的问题之一。一些专家依据中

国石油天然气资源发展趋势,认为 21世纪初,中国

石油工业将继续保持快速的发展势头, 并将为我国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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