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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海洋地质工作

许 宝 文

(一 )

“

六五
”

期间地矿部系统的石油海洋地

质工作继续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

确定的
“

调整
、

改革
、

整顿
、

提高
”

方针
,

一九七七年在第一次油气地质工作会议上制

定了以
“

四新
”

(新领域
、

新地区
、

新类型
、

新深度 ) 为主要内容的第二轮油气普查勘探

的工作方针和战略部署
,

在一九八二年的第

二次油气地质工作会议上得到进一步肯定
,

在
“

六五
”

后三年的实际工作中不断完善与

补充
,

并取得了重大的地质成果
。

1
.

继南海珠江 口盆地 突破工 业油气流

以后
,

加强了东海陆架盆地的油气勘探
,

在

平湖构造获得了工业油气流
,

并在温东地区

见到 良好的 油 气显示
,

证实东海广大海域

具有丰富的油气资源
。

2
.

加强了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工作
。

在塔里木盆地北部
,

开展了大规模物探普查
,

并在沙雅隆起带雅克拉构造上取得了重要的

发现
,

沙参二井揭开了塔里木盆地深部古生

代油气藏
,

为开发大西北提供了重要的能源

资源条件
。

3
.

加强了天然气地 质的研 究工作
,

为

评价我国天然气资源打下了重要的基础
,

并

为今后的天然气勘探指明了战略方向
。

天然

气的勘探工 作得 到进一步重视 并有 较大发

展
,

四川西部
、

松辽
、

南华北
、

鄂尔多斯等

地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
。

4
.

南方海相碳酸盐岩地区的油气 物 探

方法技术攻关及含油气地质条件的研究有重

要进展
,

为今后在碳酸盐岩地区开展油气普

查勘探工作创造了条件
。

5
.

海洋地质工作
,

从以油气普 查勘探

为主向更广泛的领域展开
,

开展了港湾及其

它重点工程建设的海底工程地质和灾害地质

调查 ;
近岸砂矿普查

、

深海远洋地质及矿产

综合调查工作正在积极准备
。

随着油气勘探向
“
四新

”

进军
,

必须克

服一系列更为复杂的地质地理条件
, “

六五
”

期间油气勘探技术方法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

1
.

地震勘探工作实现了全部数字化
,

普

查采用 96 ~ 120 道多道野外接收
,

迭加次数

增加
,

处理方法也不断改进
,

剖面质量有明

显提高
,

并成功地采用了宽线
、

弯线
、

垂直

地震剖面
、

三维
、

超多道及遥测地震仪
。

2
.

数字测井
、

中途地层侧试器的使用
,

使对油气层评价的能力加强
,

提高了勘探的

有效性
。

3
.

喷射钻井
、

低固 相泥 浆
、

地层压力

检测技术的推广
,

提高了钻井技术水平
,

在

一般地层条件下打 5 0 0 0米的深井技术已经基

本掌握
。

4
.

由于采用先进卫星定 位和 海上高精

度导航技术装备
,

大大提高了国产半潜式钻

井平台海上勘探作业的能力和整 体 工 作 水

平
。

5
.

微型计算机在测量
、

物探
、

钻井
、

试

油等方面开始得到应用
,

并建立了油气地质

数据库
,

提高了油气勘探工作的质量
、

效率

和经济效益
。

6
.

实验分析 仪器 得到了更新
,

现代油

气地球化学概念普遍得到应用
,

油气评价及

资源量预测工作提高到了新水平
。

回顾
“

六五
”
期间的石油海洋地质工作

,

其成就是在部党组领 导下 贯 彻 了中央的方

针
、

政策的结果
。

从我国 实 际 地质 条件出

发
,

制定了以
“
四新

”

为主要 内容的第二轮

油气普查勘探部署
,

为开拓找油气的新思路

奠定了基础 ; 进行了各种以承包经济责任制

为主要内容的管理工作的改革试验
,

增强了

队伍的活力
; 贯彻开放政策

,

引进国外先进



·

矿产介绍
·

云南省矿产资源概况
杨 荆 舟

云南素称
“

有色 金属 王国
” ,

建国三十

多年来
,

有色金属矿产储量增长很大
,

钢铁

工业
、

化工化肥
、

建材
、

能源等矿产储量
,

增长也很快
。

发现了 11 0 多种有用矿产
,

有

2 0多种矿产的探明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

一
、

有色金属矿产

云南有色金属矿产种多量足
,

利用价值

较高
。

铅
、

锌
、

锡
、

铜
、

镍
、

锑
、

钨
、

铝
、

汞
、

铂
、

银
、

金等十多种矿产储量在国内占

有一定比重
,

其中锡
、

铜
、

铅
、

锌的探明储

量名列全国第一位
。

铜矿
:

云南铜矿类型多
、

分布广
。

产于

寒武系下统中的层状
、

似层状铜矿分布于东

川
、

易门
;
产于白垄系中的 含 铜 砂 岩型铜

矿分布于滇中
、

思茅
;
斑岩型铜矿分布于滇

西北
; 火 山岩型铜矿分布于新平

; 矽卡岩型

铜矿分布于个 旧
。

锡矿
:

大多分布在滇南地区
,

分原生锡

矿和砂锡矿两个类型
。

原生锡矿为高一中温

热液锡石一硫化物交代矽卡岩矿床
,

矿体产

于燕山 期 花 岗岩外接触带的矽卡岩中
,

常与

铅
、

锌
、

铜等矿产共生
,

储量集中
,

有利于大规

模开采
。

近年来在滇西发现了锡矿多处
,

矿

床类型有锡石一石英型
、

锡石一硅酸盐型
、

锡石一硫化物型等
。

云南的锡矿带与泰马锡

矿带同属一个带
。

铅锌矿
:

主要分布在会泽
、

个旧
、

斓沧
、

兰坪等地
。

兰坪铅锌矿矿体呈似层状
,

产于

老第三系砂岩中
,

铅锌 比为 1 : 3 ,

并伴生有

技术
,

开展了勘探技术和科学研究的国际间

的合作与交流
,

不仅提高 了勘探技术水平
,

也为改善管理
、

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准备 了条

件
; 加强了油气地质科研工作

,

提交各类科

研成果 2 00 多份
。

其中获国家一等科学进步

奖的二份
,

获部科技成果一等奖二份
、

二等

奖十四份
、

三 等 奖一百四十三份
。 “
六五

”

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煤成气及碳酸盐

岩油气勘探技术方法
,

受到了国家表扬
。

(二 )

“
七五

”

计划期间
,

要加速油气资源的

勘探开发
。

地矿部门和石油工业部 门将进一

步携手合作
,

更好地协调配合
,

发展横向联

系
。

就地矿部 系统而言
,

要把改革放在第一

位
,

以改革促进勘探
,

提高管理水平和队伍

素质
,

提高石油海洋地质工作的经济
、

社会

效益
。

1
.

加强油气勘探部署 的战 略研究
,

从

我国实际地质条件出发
,

注意探索找油找气

的新思路
,

不断开辟油气勘探新领域
。

2
.

完善项 目管理
,

严格按照勘探程序
,

提高勘探工作的经济
、

社会效益
,

每个勘探

项 目都要有明确的目标
,

提交与工作程度相

应的地质储量
,

并在有条件地区实行探 采结

合
。

3
.

积极采用勘 探新 技术
、

新工艺
、

新

方法
,

克服深井
、

复杂地区和隐蔽圈闭给勘

探工作带来的困难
。

4
.

注意智力开发
,

加强职工的技术教育

和培训
,

努力开辟第二
、

第三产业
,

逐步实

现整个队伍向技术密集型转化
。

5
.

在实行经济管理办法改革的同时
,

要

加强队伍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

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对我国国民经济发

展具有重要 的 战略 意义
, “
七五

”

期间是我

国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进一步由旧模式

向新模式转换的关键时期
,

经济体制的改革

必将大大促进油气资 源勘 探开 发工 作的发

展
。

地矿部门的油气地质工作要以奋发进取

的精神和扎实的工作
,

发现更多更好的油气

新资源
,

为完成
“
七五

”

计划作出 自己的贡

献
。

(地矿部石 油海洋地质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