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这篇回忆文章曾刊登于《中国科学技术文库》（第二卷）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刘广志（$%!&#），男（汉族），广东番禹人，国土资源部咨询研究中心咨询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探矿工程（岩土钻掘工程）》杂志

顾问，北京市海淀区双泉堡$!’号（$"""(’）。

西出阳关遇故人 投身玉门学钻井!

刘广志

（国土资源部 咨询研究中心，北京$""($!）

摘 要：小时候父辈就教导：国家科学技术不强，只能遭受外国欺凌。为了报效祖国，大学里先学航空想造飞机打

日本，其实哪有那么简单。学了!年多，没有经济来源，无奈只有放弃“上天”梦想，改为“入地”，学了采矿工程。抗

日战争期间，全国只有一个油矿，于是和(位同学商议好，毕业以后，“西出阳关”去玉门。到了那里我们大吃一惊，

所有的设备机器全是进口的，还有一批留学回国人员，唯一奇缺的是年青的学子。于是我们分到了钻井、采油、机

械、炼油等部门，勤奋地学习了不少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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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西出阳关无故人”，过去西出嘉峪关则

是戈壁，万里荒滩，人烟稀少，偶见风干的驼骨散布

荒滩，更显一派凄凉景象，哪里还会见到故旧乡里的

亲人呢？然而，$%,.年大学毕业以后，大部分同窗

都纷纷东去沿海省份谋职的时机，我同几个志同道

合的同学怀着奋发图强、献身于祖国新兴的石油工

业的理想，以充满希望、向往、又带有一些幻想的心

情，毅然踏上西行的征途，奔赴原中国石油公司甘肃

分公司的玉门油矿，这是旧中国支撑着抗日战争的

唯一一座石油能源基地。

一个炎热的夏日，我从西安乘上了这个公司往

内地运送成品油的返程卡车，与司机师傅结伴，登上

西行之路。当时的公路过了兰州以后，就是一马平

川，卡车一小时跑上百儿八十公里是常事，司机为了

避开戈壁滩的暑热，一反常规，采用夜行昼宿的办

法，这倒给我这个陌生人带来许多野趣。成百只黄

羊见到汽车射出的明亮光束，先是驻足静观，后是一

路狂奔，能依依不舍地伴汽车奔行几十公里。一个

夜明星稀的晚上，车要爬过乌鞘岭，道路崎岖，车速

不减，遇见一群狼，在灯光下围绕汽车乱蹿，司机还

是那样安然若素，照开不误。经过四天半的“疯跑”

终于到了玉门油矿。当时的玉门油矿分为井场、炼

厂、总机厂&大部门。井场又分为钻井部、采油部和

工程部。我们早就听说这里对培训工程师有一整套

常规的办法。新来的毕业生分别到各个部轮流实

习，采用工程师负责制。我首先被分配到工程部，工

程部主任童宪章是我的启蒙老师，他是一位刚从美

国进修回来的油藏工程专家（后曾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年不幸逝世），他为我安排了细致的为期,
周的学习计划，并安排一位中年工程师负责辅导。

我清楚地记得前两周的实习任务是读图，就是在资

料室里把大摞的图纸，从总图到分图、部件图都要看

懂，不懂的记下来，由工程师或主任定期解答。内容

涉及到石油钻机、大型泵、防喷器、选油站设备等等。

初时感到很单调，结合现场按图索骥则茅塞顿开，再

不明白的细节，要集中在“二宿舍”的晚间自由闲谈

讨论。二宿舍是个单身学子住宿的地方，也形成了

一个很生动活泼的“技术论坛”。

第二阶段上钻探施工现场实习，这是一个文武

兼备、“连踢带打”、真抓实干的大好时机。我有个强

壮的体魄，为自己学习实际操作提供了方便。井队

的技术层次很明确，井队长下设大班工程师（值白

班），每个班设值班工程师，他的下边设一位跟班工

程师，职责分明、各司其职，临危不乱（如井涌、井喷

等事故时）。这种严格的分工制度，还密切了上下级

关系，形成了一个和谐团结的群体。玉门油矿是戈

壁中的一块绿洲，这个群体成了“阳关”之外的“故

人”。在这种故人依依的环境中，进一步激发了我的

学习与实际操作的自觉性、积极性。不到半年我积

累了数$"万字的随身技术笔记，写了约!万字的一

生最宝贵的实习报告。在有矿长、总工程师、部门主

任参与下的“三堂会审”口试时，获得“优秀”评价，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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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为见习工程师的最优工资等级。

追忆在这段工作中受到的主要锻炼和技术，收

获如下。

我同钻井司钻和钻工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

们教给我无法从书本上学到的技术窍门、知识，教给

我如何掌握钻进操作技术；如何从刹把和仪表上判

断井底和井内状况变化，我不仅牢记，而且记载在随

身小本子上。

在雪雨纷飞的恶劣天气下，在黎明前的寒风里

我接过刹把掌握钻进工作，请他们到值班小房去稍

事休息。因为在旧社会他们没有雨衣，衣着单薄。

在一个漆黑的夜里，司钻发现天车变位，影响钻杆起

下钻，磨损井口和套管，要爬上!"#高的井架顶端

去调整天车。为了抓住机遇学到技术，我毅然背上

!$多公斤重的千斤顶，一步一步登上井架梯子。司

钻怕我出事，寸步不离地紧随我后面攀登，终于用%
个多钟点调好了天车的笔直度，恢复了正常钻进。

事后我追问司钻老师傅，在攀登过程中你为什么坚

持要在我的下面一步步地守护，他说怕我一旦失足，

他可以立即接住我，引起大家一阵大笑。一位年轻

钻工说：“一旦小刘（指我）失足岂不把你也一起砸下

来了？”又是一阵大笑，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多么深厚

的阶级情谊啊！那时候钻工拿我也当钻工，领导也

说我像个钻工。

这一年的钻井季节中，出现了几次钻探重大事

故，我身临其境，了解了发生事故的前因后果，和在

上级工程师主持召开的处理事故会上提出的新决

策。这些新决策，解放以后我都大胆地运用到地质

钻探领域上。简略追忆如下：

&’($号井在井深)$$多米出现钻杆折断，钻

孔被堵事故，要打定向井，这在玉门油矿是第一遭。

当时使用的是原始的双望远镜钻杆定向法，在井架

的*$多米高空用槽钢搭了一个台子，在钻杆立根上

下两端各装一台望远镜，进行上下照准。逐个立根

定向以后，立即下钻。*$多米高空寒风劲吹，立根

摆动，高台晃动，工作难度可想而知。我捆上保险

带，胆大心细地花了*!!+作完了全部定向程序，

由井队工程师负责开“小孔”进行钻进，经一昼夜努

力，定向孔段钻成了，救活了一口井，喜悦的心情几

天也没有平静下来。建国后地质钻探的定向钻探，

利用进口和国产小口径螺杆钻（,-.）随钻测斜仪、

陀螺仪和特制金刚石钻头打全方位定位深孔、羽状

定向孔，采卤对接定向孔技术早已成熟，解决了一大

批重点金属矿区深部矿体后续储量的大难题，并改

变了采卤传统方法和工艺。

%)!)年广西田东煤田%"$队出现钻探喷气失

火事故，火柱超出井架!#，无法灭火止喷。利用玉

门/’("井井喷事故的强制下钻、强制关井和在先

辈工程师姜辅志亲自指挥压井的工艺方法，奉何长

工副部长之命，我只身奔赴现场，运用这方面经验，

指挥0部消防水车，制成水幕，先扑灭了火柱。安装

高压管路、高压双泵，计算水泥浆比重和用量。然后

按清理孔内障碍、强制下钻、强注水泥等工序，成功

处理了这起严重井喷失火事故。是利用岩心钻探小

型设备实现处理井喷事故的第一例。

%)(%年上海就开始出现世界许多大工业城市，

如伦敦、莫斯科、纽约、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等地

面临的一个重大难题 地面沉降。

上海地面沉降造成电车站站台周围下沉，过江

桥与桥身断裂，马路下降。雨季到来黄浦江水向市

区倒灌，淹没沿江和市区商场仓库，一些房屋倒塌。

解放前夕，市区平均沉降量已达$12")#，个别地区

达%1%#。解放后沉降范围扩大，有的扩大成蝶形

沉降洼地，($世纪2$年代这个沉降区最大沉降量

累计(12"#，已到了非处理不可的境地。

%)2$年地质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在上海召开专

家会议，找原因、寻对策，约请的专家有水文地质、工

程地质、构造地质、探矿工程，以及上海原英租界自

来水公司的一位“三朝元老”工程师，齐集一堂，各叙

己见，可是众说纷纭，不一而足。按照“三朝元老”提

供的近*$年自来水开采记录完全可以推断：

（%）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是过度开采地下水，造

成含水层及土层压密，从而地面下沉。

（(）必须用钻孔、设基岩标、分层标进行从佘山

大地测量点逐个到各标点的精密测量，以监测下沉

量。

（"）控制采水，回灌地面水，制止沉降。

我会同上海地质局钻探同行，提出了基岩标、分

层标设计钻进、下管、设标、注水泥等一系列工艺措

施，并亲赴现场指导施工，按照油田注水方法提出自

来水井用动压或静压回灌水的方法。上海市政府提

出限制地下水开采的规定。

经过($多年各方面的实践，上海地面沉降已基

本得到控制。目前，全国许多出现地面沉降的城市，

已运用或创造性运用了这些经验，并取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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