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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石油工业》具有以下优点：　　一、内容比较完整。
从19世纪70年代在台湾钻成第一口近代油井，到20世纪初的陕北延长油矿的开发；从四川石油天然气
的勘探，到20世纪30年代末玉门油田的发现、开发；从20世纪初中美合作勘探陕北石油的失败，到20
世纪30年代新疆地方当局和前苏联政府合作开发独山子油矿等重大事件，本书均有较全面的叙述。
对抗战后方的石油代用品生产及东北人造石油的研制、生产也有较详细的记载。
　　二、记述比较系统。
本书不但记述了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而且还按照石油工业各门类分工，对地质、钻探、开发、原油
加工及其工程技术，以及营销、管理、员工队伍的发展、对外合作，以至国外石油输入，均分别列论
，对其起始情形、发展经过、达到的程度或结果，都记述得比较清楚，并将各个时期生产、经营、技
术等方面的统计数据及重要谈话等，均收入其中。
　　三、对重大事件及重要人物的叙述和评价比较客观。
如在中美合作勘探陕北石油的失败，和由此引出的“贫油论”一文中，引用了大量中外地质家的论断
，说明中国并非贫油，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分析当时的科技手段和认识水平，澄清了其中一度被强
化了的某些非技术因素。
对于在20世纪上半叶从事石油工作的知识分子，本书实事求是地记载了他们的努力、艰辛和成就，对
他们的爱国心、事业心以及所做的贡献，均给予了应有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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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总述第一章 古代发现利用石油天然气的业绩一、油气苗和油气井的最早记载二、石油天然气
的最初应用三、石油的简单加工四、顿钻钻井技术的发明及完善五、自流井气田的开发六、石油天然
气地质的成就第二章 清朝晚期国外石油在中国市场的倾销一、倾销的经过二、倾销的方法三、倾销的
影响第三章 中国近代石油工业的出现一、始于台湾二、延长油矿的开发三、新疆独山子的近代钻井四
、开发玉门石油的失败二第四章 1912年至1949年石油工业发展的四个阶段一、准备阶段二、启动阶段
三、奠基阶段四、扩展阶段五、规模第五章 中美合办陕直二省石油的失败及其影响一、不平等的石油
合同二、双方履行合同的主要措施三、地质勘查的经过四、钻探未获工业油流及合同的终止五、筹办
全国煤油矿事宜处撤销的善后工作六、历史的误会七、石油仍是中国有希望的矿产第六章 有关中国石
油地质的重要论述一、陆相地层中存在油矿二、有生储大量石油的希望三、确认生油层不只一个时代
四、指出有利的找油区域附录翁文灏致谢家荣的信．第七章 早期的石油地质调查一、谢家荣的玉门石
油地质调查二、地质调查所的陕北石油地质调查三、张人鉴的玉门石油地质调查四、中外地质家的四
川油气地质勘查五、中国煤油探矿公司筹备处的甘青地质调查六、其他第八章 石油工程技术的进步一
、勘探二、钻井三、采油四、原油炼制五、页岩油提炼六、植物油裂解和煤炼油七、研究机构第九章 
经营管理体系的初步确立一、机构及体制二、计划及投资三、生产组织四、产品销售五、矿区第十章 
石油员工队伍的形成一、发展及分布二、构成及来源三、员工培训四、工资福利五、管理及斗争第十
一章 中苏合办独山子油矿谈判的经过一、谈判的起因二、谈判的前奏三、谈判之初四、中方组队调查
独山子油矿五、严重的分歧六、谈判的终止七、让卖与承买八、确立中外合办国内油田的原则附录 中
苏合办新疆独山子油矿协定草案⋯⋯第二篇 石油矿厂第三篇 重要石油人物主要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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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国地质专家根据中国地质中新生界广泛分布陆相沉积的特点，认识到在陆相侏罗纪地层中存在
石油，存在油矿，并认为石油地层、油矿是在侏罗纪之后内湖、浅海干涸时先后形成的。
　　首先涉足这个领域的是从比利时罗文大学毕业，获地质学博士学位的翁文灏。
1919年，他著成《中国矿产志略》一文。
文中在叙述下部中生界地层时说：“盖中国地质，二叠纪与三叠纪间初不易得一定之界线也。
其时地层，大抵皆为陆相，以砂岩、页岩、煤层为多。
北方如山西大同一带，除煤矿外，其它无足重焉。
惟陕西侏罗纪砂岩中含有石油。
渭北河西，皆其分布之地。
西延至于新疆，亦以产油著闻。
又热河同时代地层中，亦犹见其踪迹，南方中生界分布极广。
而四川盆地之地质，与陕西盆地隔秦岭而遥相对称，犹足注意。
四川煤层之下，兼有铁层，其情形盖与山西、湖南之上部古生界略同。
尤有价值者，则为其上之盐层及石油。
盖自流井一带之石盐，为世界有数之富源，固不待论。
即新发现之钾盐，及尚待详探之煤气及石油诸矿，其矿业价值亦颇有希望。
⋯⋯就地史言之，侏罗纪之后，中国陆地业已巩固，所有内湖浅海，亦复蒸发干涸，而膏盐油矿，亦
于是焉成。
”文中还进一步指出：“三叠纪时代，西北如新疆、甘肃.西南如四川、云、贵，仍复沉于海底。
其余沿东各地，则已全部成陆，故当中生代之初，环绕西藏大岛者，南北皆为海水。
自是以后，海面渐窄，陆地渐广。
唯尚剩有大小盆地，成为里海。
最主要者，在北为陕西北部至甘肃东部，在南即为四川盆地，中隔秦岭，遥相对称。
当时大海交通，即渐隔绝。
复以气候变化之影响，水分蒸发，遂为盐层，而石油地层，亦与之先后告成。
其有植物蕃滋之地，乃复成煤层。
此皆侏罗纪之事也。
”　　由上可以看到，翁文灏从地质、地史的角度来考察矿产及其成因，其中尤其对石油作了较详细
的论述，明确提出在陆相侏罗纪地层中存在石油，存在油矿，指出北方的侏罗纪地层，分布极广，在
陕西、甘肃、新疆的侏罗纪地层均以产油著称，在南方四川中生界地层中的天然气、石油颇具矿业价
值，认为石油地层、油矿是在侏罗纪之后内湖、浅海干涸时形成的，这已涉及到石油的陆相生成问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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