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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大庆油田勘探工程的哲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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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十五”期间，大庆油田积极采用工程哲学思想指导勘探工作，取得了新突破，并获得了四点新启示：
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的局限又会造成认识的局限，发展地看待历史结论才能实现大突破；勘探的风险是客
观存在的，同时机遇也是并存的，辩证地解决好这一矛盾才能获得大发现；找油能力是生产力，组织管理是生
产关系，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才能促进勘探工作大发展；勘探思想的解放是内因和基础，勘探技术的发展是
外因和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才能发生质变。 大庆油田“两项识别技术”的创新和“三项工程技术”的发
展，为勘探发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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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随着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进程的加快，石油消费量大幅度增长，供需紧张的
矛盾日益突出。 ２００７ 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接近
５０ ％［ １］ 。 预计未来 １０ 年内，即便国家把石油需求
控制在 ４．５ ×１０８ ｔ 左右，供需缺口依然很大。 在这
种情况下，大庆作为目前我国最大的石油生产基地，
如何寻找更多的油气资源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继续为国家石油战略安全做出贡献，是摆在大庆人
面前的重大课题，更是神圣的责任与使命。 “十五”
期间大庆油田的勘探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
导，围绕“创建百年油田”的目标，解放思想，真抓实
干，实施精细勘探、甩开预探和勘探开发一体化，在
松辽盆地深层、中浅层和海拉尔盆地“三大领域”取
得了新的突破，为大庆油田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
的资源基础，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启示。
1　认识来源于实践，局限的实践又会造成认
识的局限，发展地看待历史结论才能实现
大突破

　　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和源泉，也是认识发展的动
力和检验认识的标准。 至今所有对勘探对象、勘探
方法的认知，无不是在长期实践中发展形成的。 但

实践本身不是静止的、孤立的，是有条件的，而条件
又是不断变化的。 这就决定了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
行的实践，由于受当时的基础理论、技术手段等方面
的制约，给认识带来了一定的局限性和片面性。

因此，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思想的解放最
重要。 从事油气勘探工作，认识的局限性在所难免，
但思维不能受局限。 局限的思维永远也冲不破认识
的牢笼，局限的思维永远产生不了全新的实践。 只
有敢于质疑、敢于挑战、敢于创新，勇敢地站在前人
的肩膀上开展创新实践，才能取得新认识、新发现、
新发展。
1．1　大庆油田勘探三次大的认识突破，带来了三次

储量增长高峰期

　　１）陆相生油理论的突破，发现了举世闻名的特
大型陆相砂岩油田。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前，许多国
外的地质权威断言：中国的地质情况以陆相沉积为
主，而陆相沉积是难以生成大油田的。 面对所谓的
“中国贫油论”，我国老一辈的石油地质工作者通过
大量的地质调查和研究工作，提出了“陆相地层也
可以生油，不仅新生界有油，中生界、古生界也会有
油”的新观点［２］ 。

依据陆相生油理论，我国石油勘探实施战略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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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在松辽盆地发现了大庆油田，并指导了我国整个
陆相石油勘探工作，为胜利、辽河、吉林、大港、华北
等油田的相继发现提供了理论和实践基础，推动了
我国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

２）向斜区岩性油藏勘探理论及方法的创新，在
大庆外围发现了 １４ ×１０８ ｔ 的探明储量。 １９６５—
１９８４ 年，在大庆油田发现以后的 ２０ 年间，在传统
“背斜找油”理论的指导下，大庆外围仅找到 ２．５ ×
１０８ ｔ 的探明储量，勘探处于徘徊阶段。 １９８４ 年以
后，为了改变这一被动局面，对以往的勘探实践进行
了系统总结，发现三肇凹陷中心部位的徐 １０ 井没有
任何构造背景，但在葡萄花油层、扶杨油层获得了工
业油流，证明三肇凹陷存在大面积的岩性油藏。

根据这一认识，油田勘探思路进行了战略调整，
提出了“下洼子，找砂子”的口号，从此松辽盆地勘
探工作全面进入岩性油藏勘探新阶段，并发展形成
了向斜区岩性油藏勘探理论及配套技术，同时紧密
结合构造成藏理论深化地质认识，推动了勘探工作
的快速发展，在大庆外围相继探明了宋芳屯、模范
屯、榆树林、龙虎泡、朝阳沟等油田，迎来了第二次储
量增长高峰期。

３）“三个成藏带”的认识与划分，有力地指导了
向斜区甩开勘探的实践 。 “十五”期间，通过在松辽
盆地北部中浅层实施精细勘探，深入分析沉积砂体
与成藏关系，划分了构造油藏带、构造—岩性油藏带
和岩性油藏带“三个成藏带”。

依据对这三个成藏带的认识，将勘探重点由扶
杨油层转向葡萄花油层，由寻找构造油藏转到向斜
区寻找岩性油藏，大胆在向斜区甩开勘探，不断开创
了隐蔽油藏勘探的新局面，长垣两侧葡萄花油层实
现了含油连片，在卫星、敖南、徐家围子和他拉哈向
斜等 ６ 个有利区取得规模发现，提交探明储量
２．０ ×１０８ ｔ，为形成第三次储量增长高峰期奠定了基
础。
1．2　海拉尔盆地 4 次认识上的深化，迎来了勘探的

重大突破

　　在 ２０ 世纪近 ２０ 年的时间里，海拉尔盆地的油
气勘探是石油界公认的“老大难”。 １９８２—１９８４ 年，
钻探了 ３６ 口井，只在海参 ４ 井有所发现，但没有工
业价值。 直到 １９９５ 年都没有取得新的进展，面向世
界范围进行勘探招标也无人问津。 有人将其形象地
比喻为“一块盘子摔在地上，又被踢了一脚”。 近年
来大庆油田通过加大勘探力度，在这一盆地取得了

实质性的突破，这主要得益于勘探认识的四次深化。
１） 认识的第一次深化，发现了有利构造带。 通

过对海拉尔盆地重新进行整体研究，学习借鉴渤海
湾断陷盆地的勘探经验，在主要生油洼槽中寻找有
利构造带，钻井 ３８ 口，其中 １４ 口获工业油气流，这
一盆地的勘探终于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２） 认识的第二次深化，发现了潜山油藏。 通过
复查 １９９６ 年钻探的老井贝 １０ 井，进一步深化研究
和认识，在岩屑录井中仅见 １０ ％荧光，井壁取芯只
有 ２ 颗荧光显示的情况下，大胆提出压裂测试，获得
４０ ｔ／ｄ的高产工业油流，从而发现了潜山油藏。
２００４ 年， 布 达 特 群 潜 山 提 交 石 油 探 明 储 量
２ ５６８ ×１０４ ｔ。

３） 认识的第三次深化，发现了高产高丰度断块
油藏。 通过重新研究断块油藏富集规律，认识到主
生油洼槽中的大断裂构造带控制油气富集，２００２ 年
在苏德尔特断裂构造带上发现了高产、高丰度的断
块油 藏， 贝 １６ 井 在兴 安岭 群 综合 解释 油 层
１９４．８ ｍ／６１层，获 １２５．８ ｔ／ｄ 高产工业油流，进而在
新层系实现了勘探的重大突破，现已提交探明储量
３ ５９１ ×１０４ ｔ。

４） 认识的第四次深化，使岩性油藏勘探有了新
发现。 在寻找岩性油藏过程中，主动转变思路，认识
到乌尔逊凹陷多物源扇三角洲前缘砂体是形成岩性

油藏的有利地区。 ２００３ 年部署了苏 ２０ 井，在铜钵
庙组压裂获 ４．３６ ｔ／ｄ 的工业油流。 ２００５ 年，乌东斜
坡带再获突破，在三级坡折带和扇三角洲前缘砂体
叠合区，乌 ２７ 井南屯组获得 ５２．３７ ｔ／ｄ工业油流，开
辟了岩性油藏勘探的新局面。
1．3　用新视角重新认识老盆地，在老探区获得了新

发现

　　松辽盆地北部中浅层历经 ４０ 余年的深度勘探，
资源探明率已达 ６７ ％。 对于这样一个勘探程度非
常高的“老盆地”，要取得新的勘探发现，必须在前
人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大胆创新，以新的视角和新
的技术进行重新审视、综合研究。 “十五”期间，通
过对松辽北部中浅层进行“三个重新认识”，取得了
一系列新认识、新发现、新成果。

１）重新认识松辽盆地勘探层系。 找到 ９ 个含
油气层，并仍有新层系有待发现。

２）重新认识松辽盆地油气资源类型。 认识到
油气生成过程是连续的，但目前盆地内找到的数量
比例失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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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重新认识松辽盆地勘探“成熟区”。 ２００４ 年
在向斜中心钻探的几口井获高产的事实表明，盆地
“成熟区”的含水区也是值得探索的领域。

大庆油田这些年油气勘探取得的新发现，更加
深刻地体现了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不可能一次完

成，油气勘探作为对未知领域的探索，更不可能一蹴
而就。 只有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
复运动中，才能逐步掌握真理，认清事物的本质。
2　勘探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机遇也是
并存的，辩证地解决好这一矛盾才能获得
大发现

　　事物发展的过程，就是矛盾双方相互对立、相互
依存、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过程，就是人们不断地
认识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的过程。 找油找气作
为一项探索未知领域的事业，固然风险性很高，但风
险中也蕴藏着机遇，而且某种程度上风险越大、机遇
越多，关键能否在风险中捕捉机遇、把握机遇。 从这
个意义上讲，向未知的领域进军，开拓的胆识最宝
贵。 这些年，正是由于在勘探工作中大力提倡“勘
探无失败，探井无空井”的思想，激励勘探系统的同
志们解放思想、大胆实践，努力向现有的目的层挖
潜、向成熟区新层系探索、向松辽盆地深部进军、向
现有探区周边扩展、向其他外围盆地甩开，才取得了
油气勘探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松辽盆地北部深层天
然气勘探的重大发现，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证。
“十五”以前，松辽盆地北部深层天然气勘探主要是
围绕徐家围子断陷边部寻找构造气藏，提交的三级
储量总和还不到 ３００ ×１０８ ｍ３ 。 对此，有些人认为，
这一地区储层埋藏深、气源不足，难以形成大的气
藏，如再进一步加大勘探投资，风险太大。

面对这种情况，大庆油田进行了深入研究和反
复论证，随后对勘探部署进行了二个重大调整：一是
由过去寻找砂砾岩构造气藏向寻找以火山岩为主的

构造气藏转变；二是由过去在断陷周边高部位勘探，
向断陷低部位甩开勘探转变。

２００１ 年以后，通过精心组织三维地震资料解
释，发现徐家围子断陷中部存在火山岩隆起带，据此
大胆向断陷中部部署了徐深 １ 井。 该井获得历史性
突破，无阻流量超百万方。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
勘探成果，已探明天然气储量达到 ２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并呈现出万亿方的资源前景。 随着实践的深入，大
庆油田对资源、储层和成藏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力地

指导和推进了今后的天然气勘探工作。
大庆油田深层天然气勘探的实践证明，搞勘探

必须有胆有识、敢闯敢试，在风险面前畏首畏尾、驻
足不前、望洋兴叹，只能与机遇擦肩而过。
3　找油能力是生产力，组织管理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才能促进勘探工作

大发展

　　马克思讲过“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创造出
一种新的生产力 ”， “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生产
力” ［３］ 。 笔者理解，这种“结合”，就是生产力系统
中人与各种生产资料之间的配置以及对它们的管

理，也就是常说的“资源整合，优化配置”。 有了最
优化的配置，就会形成一种协调、有序、高效的生产
关系，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的层次和水平快速发展。

近年来，随着勘探对象的日趋复杂，勘探难度的
不断增大，笔者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要取得大的油
气发现，科学的组织最有效。 通过构建一种新型的
生产关系，把生产力要素中最活跃的“人”的积极性
进一步调动起来、潜能更有效地激发出来，是加快勘
探步伐、取得勘探发现的重要保证。 为此，大庆油田
结合油田的勘探实际，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管理经
验，探索实行了“一体化”的管理模式。

长期以来，勘探开发周期长、储量动用率低，已
成为制约新区勘探开发效益的“瓶颈”问题。 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勘探、开发作为两个系统，对一些问
题的认识通常采用两种手段，用两套标准进行评价，
致使前后之间不能及时沟通，难以从整体上进行优
化。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针对其产生的深
层次原因，进行了生产关系的变革，将勘探系统和开
发系统有效衔接起来。

２００１ 年，油田组织建立了勘探开发一体化专业
队伍和管理机构，重新制定了工作流程。 建立了勘
探―开发信息集成的一体化平台，系统分析、综合决
策。 把勘探开发的全过程（盆地评价―区带评价―
圈闭预探―油气藏评价―新区开发）作为一体化的
系统工程进行整体部署，将系统优化与阶段创新相
结合、研究项目与工程项目相结合、工作“流”与数
据“流”相结合、油气勘探与开发生产相结合，全力
推进勘探开发一体化管理。

“一体化”管理模式实施以来，通过强化地质研
究，加大新技术的应用力度，“十五”期间提交储量
的数量、质量创大庆主力油田发现以来勘探最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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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提交石油探明、控制、预测储量 １３．２６ ×１０８ ｔ，
天然气探明储量 ２ ０００ ×１０８ ｍ３ ，迎来了第三次储量
增长新高峰。 石油储量的可动用率从“九五”的 ６１
％提高到 ８９ ％，提高了 ２８ 个百分点。
4　勘探思想的解放是内因和基础，勘探技术
的发展是外因和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
用才能发生质变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内因、外因两
个方面，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二
者缺一不可。 这就告诉我们，从事油气勘探，思想不
解放是不行的，但仅仅解放了思想也是不够的，还必
须有先进的技术作保证。 “石油在地质家的脑海
里”，但是地质家脑海里的“石油”，没有一定的技术
水平也发现不了、拿不出来。 想到才能做到，想到了
没有能力也做不到。 大庆油田在越来越难的情况下
找油找气，技术的进步最为关键。 “十五”期间，大
庆油田面对深层天然气勘探这一全新的课题，在没
有现成理论可供指导、没有实践经验可供借鉴、没有
成型技术可供引进的情况下，之所以能够取得可喜
的成果，关键是技术进步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4．1　地震火山岩目标识别和气水层综合识别“两项

识别技术”的创新，在加快勘探的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１）地震火山岩目标识别技术的创新，提高了钻
探成功率。 应用频谱成像、层序场与速度场结合技
术、岩性解释技术与地震速度反演技术结合，准确识
别出火山岩体，并预测出厚度变化。 根据预测结果，
首批部署的 ９ 口加快探井，火山岩预测符合率达到
工程要求。

２）气水层综合识别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解释符
合率。 利用核磁测井计算含气饱和度，克服了岩性
变化和 ＣＯ２ 的影响，气水层解释符合率达到 ９１ ％。
4．2　地震勘探技术、钻井技术和增产改造技术“三项

工程技术”的发展，为勘探发现提供了有力支撑
　　１）地震勘探技术的发展，提高了资料品质，使
钻探目标更加明晰。

２）钻井技术的发展，提高了钻井时效，并使脆
弱储层得到保护。 过去的钻井泥浆性能不稳定、污
染环境、成本高，特别是钻井过程中有影响气测录井

和电成像测井等方面的缺陷。 为解决上述问题，
２００２ 年研制出了有机硅钻井液并于 ２００３ 年在深井
全部推广。 ２００２ 年以来，改进了钻井工艺技术，在
深井全部应用欠、近平衡钻井技术，平均建井周期缩
短 ４０ 天。 ２００５ 年，在徐深 ２１ 井试验了空气钻井，
平均机械钻速达常规钻井的 ６ ～７ 倍。

３）增产改造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储层下限，使
勘探领域不断扩大。 加砂量由 ３０ ～４０ ｍ３

提高到

１００ ｍ３
以上，压后单井产量由不足 １０ ×１０４ ｍ３

到超

过 １００ ×１０４ ｍ３ ，砂砾岩物性下限孔隙度由 ５ ％降低
到３．４ ％。

以上就是从工程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若干哲学体

会。 这些年的勘探实践使笔者认识到，大庆探区经
过 ４０ 多年的勘探，虽然剩余资源越来越少，勘探难
度越来越大，但是，只要用好工程哲学，坚定不移地
贯彻科学发展观，向现有目的层挖潜、向成熟区新层
系探索、向松辽盆地深部进军、向现有探区周边扩
展、向其他外围盆地甩开，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发
现、新突破。
5　结语

大庆油田在勘探三大领域实现的突破，给我们
带来了深刻的启示：

１）认识来源于实践，局限的实践又会造成认识
的局限，发展地看待历史结论才能实现大突破。

２）勘探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同时机遇也是并
存的，辩证地解决这一矛盾才能获得大发现。

３）找油能力是生产力，组织管理是生产关系，
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才能促进勘探工作大发展。

４）勘探思想的解放是内因和基础，勘探技术的
发展是外因和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才能发生
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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