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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王涛同志撰写的《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这部回忆录，读来倍感亲切，令人心潮起伏、
思绪万千。
书中记述的许多人和事都是我所熟悉的，其中一些事是我亲历的。
作为石油战线的一名老兵，我有幸参加塔里木石油会战，与同志们共同经历了会战初期那段艰难创业
的峥嵘岁月，毕生难以忘怀。
    新中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组织过多次石油大会战，对石油行业乃至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
的影响。
塔里木石油会战是在我国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扬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大胆改革创新体制机制
，大力引进消化吸收世界先进科学技术，开辟新的石油战略接替区的一次跨世纪的战略行动，是新时
期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石油会战。
    塔里木盆地是我国面积最大的含油气盆地，也是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油气区。
石油人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东部、发展西部”的战略方针，始终坚持“两新两
高”(即新体制、新技术、高水平、高效益)的工作方针，锐意进取，百折不挠，挑战自然极限，攻克
世界级技术难关，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在号称“死亡之海”的大沙漠和“勘探禁区”的天山
南麓建成我国第四大油气田和西气东输的主要气源区，初步建成了现代化的石油石化生产基地，有力
地推进了石油工业改革发展、保障了国家能源安全，极大地带动了新疆经济社会全面提升，为国家实
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在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不仅如此，塔里木石油会战的成功经验对做好新形势下的新疆工作和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也有非常
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
比如，始终坚持创新体制机制，建立了中国特色的“油公司”管理模式，实行甲乙方制度、招投标制
度等现代企业制度，在勘探开发过程中讲科学、重效益，迈出了石油企业改革的坚定步伐。
同时，我们加强党的领导，建立了党工委，对探区甲乙方队伍在思想上、政治上实行统一领导，甲乙
方在具体工作中则倡导“两分两合”(即“在合同上分，在思想上合；在职责上分，在工作上合”)，
确保了会战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比如，始终坚持油地融合发展，明确提出会战打的不仅是一场生产仗、经济仗，也是一场维护全国稳
定大局、建设和繁荣边疆的政治仗，这一指导思想始终贯穿在会战的全过程。
会战之初就确立了“依靠行业主力，依托社会基础，统筹规划，共同发展”的油地关系二十字方针，
石油自己不搞大而全、小而全，尽可能给地方创造发展条件和就业机会，地方则对接石油需求，全方
位开展主动、优质、超前的支油服务。
正是有了这个方针，当地一批企业迅速发展壮大，轮台等国家级贫困县甩掉了贫困帽子。
比如，始终坚持寻找“大场面”，咬定青山不放松，一茬接着一茬干，锲而不舍，勘探不息，攻关不
止。
塔里木石油勘探既面临着技术上的高难度，又面临自然环境的高风险，必须始终有着高度坚定的意志
和决心，必须始终有着那么一股不达目标不罢休的干劲，还必须有点特殊的政策和办法。
比如，始终坚持走绿色发展之路，秉持“开发一个区块，建设一片绿洲，撑起一片蓝天”的新理念，
把石油勘探开发的过程同时作为治理荒漠的过程，造福当地各族群众。
我们把油田建成了“沙漠绿岛”，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上修成了贯通南北的沙漠公路，并把它变成了
一条绿色长廊。
所谓的“死亡之海”在石油人的奋斗中变成了富饶的“油气之海”、和谐的“绿色之洲”！
    我与王涛同志在石油战线共事多年，他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良师益友。
在石油工业部和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工作期间，我们共商石油工业发展大计，也共同经历了塔里木
石油勘探开发决策和实施的整个过程。
无论在什么岗位上，我们都对塔里木倾注了深厚的感情。
王涛同志71岁还主动请缨，亲自挂帅从事“塔里木盆地大中型油气田形成地质条件和分布规律”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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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中央工作之后，也多次到塔里木油田考察，看望油田的老会战、老劳模、老工人、老专家、老领
导。
    抚今追昔，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的历史荡气回肠，催人奋进。
为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王涛同志用了三年多时间，在有关单位和同志的帮助下，搜集整
理了大量资料，以亲历者的视角和饱含激情的文字，记述了塔里木油田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那段波澜
壮阔、艰难曲折的发展历程。
书中既有对石油工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事件的记录，也有对无私奉献、顽强拼搏典型故事的记述；既
有对决策层和油田各级领导解放思想、开拓创新的叙述，更有对广大科技工作者和一线员工坚定信心
、锲而不舍、历尽艰辛、勇往直前奋斗历程的再现。
正如许多参加过会战的老同志在读完书稿后所感受的那样：“这是一部塔里木石油会战的壮丽史诗”
，“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读来感人至深，发人深省”。
我也深有同感。
    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关系到中国石油工业的未来，是几代石油人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
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能源需求持续增长的情况下，塔里木油田承担着重要责任。
我相信，石油职工将不辱使命，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精神和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石油工业发展的一系列决策部署，抓住机遇、不懈奋斗，实现塔里木油气资源勘
探开发新的跨越，加快推进“新疆大庆”建设，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造福新疆各族人民、促进新疆
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新的更大贡献1    2012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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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是一部中国石油工业发展的壮丽史诗。
塔里木石油会战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战，也是我国石油工作者在
勘探面积最大、地质条件最复杂、地面条件最困难、气候最恶劣、工程技术要求最高、油气资源最丰
富的含油气盆地进行的一次艰苦卓绝的伟大科学实践。
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关系到中国石油工业的未来，是几代石油人为之奋斗的神圣事业。

    《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作者王涛以亲历者的视角和饱含激情的文字，对这场气势恢宏
、波澜壮阔的石油大会战作了客观而详细的记述，生动再现了中国石油人为了国家找油找气、开发建
设绿色大油气田、造福当地各族人民，在“死亡之海”和“勘探禁区”谱写的一曲撼天动地的英雄壮
歌和辉煌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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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4年9月22日，地矿部在盆地北部雅克拉构造钻探的沙参2井，在钻入5391.18米奥陶系白云岩地层时
发生强烈井喷，初期日喷原油约1000立方米、天然气200万立方米。
这是首次在塔里木盆地古生代海相碳酸盐岩地层获得重大油气发现。
消息传来，引起石油部的高度关注。
从1952年到1984年，石油部的队伍在塔里木勘探32年，投入勘探资金30多亿元，收获甚微。
如今友邻部队在盆地取得重大战果，对石油部来说，一方面为友邻队伍取得成果感到高兴；另一方面
不能不感到巨大压力。
    地矿部的这支队伍是1978年进入塔里木盆地的，先在盆地西南部开展找油工作。
1980年初，将勘探重点向塔北转移，1984年9月，在库车县城以东打的第二口探井沙参2井获得高产油
气流。
之后，地矿部将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列为石油勘探的两大重点之一，1985年，调集地矿部华北、华东
、西南、中南和海洋等地区的石油勘探队伍约6000多人，在塔里木北部展开了勘探会战。
    最先坐不住的还是新疆石油管理局的领导。
1985年，我出任石油部部长不久，就收到原新疆石油管理局党委书记秦峰的信，建议石油部尽快组织
队伍再上塔里木。
新疆石油管理局局长张毅到北京来开会，专门向我提出再上塔里木的建议。
张毅说，沙参2井出油后，局里的领导坐不住了，特别是在塔里木的同志。
在局里召开职工大会时，竞把再上塔里木作为议案提交大会主席团议决。
一些在塔里木干了几十年石油勘探的老同志动情地说，虽经历了5次曲折，塔里木石油人找大油田的
信心始终未动摇。
许多老石油20多岁即在南疆搞石油勘探，直到60岁退休，一生美好年华奉献给塔里木石油事业。
塔里木有大油气田，地矿部的同志能找到，我们也能找到，只要石油部一声令下，再苦再累我们也不
怕，一定要找到大油气田。
张毅代表大家的这种愿望，恳切希望石油部早作决策。
    三、初识庐山真面目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特别是地震勘探，是当今世界石油勘探首要的和最有效
的方法。
    国外的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始于19世纪。
1931年地震方法在美国开始用于石油勘探。
新中国的地震勘探工作始于1951年，这年3月，中国的第一支地震队在江苏省江阴市成立。
此后不断发展壮大，由仅装备一台简陋的光点地震仪，一支几十人队伍，发展到80年代近万人、拥有
全数字化地震装备的上百支队伍。
伴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勘探技术也在不断进步石油地震勘探技术从50年代初的光点技术，发展到后
来的模拟技术、数字技术。
从野外采集到资料处理解释，全面进入计算机时代。
施工区域遍布各含油气盆地，成为石油勘探的主要力量。
当年大庆油田的发现，以及以后的四川、陕甘宁、渤海湾等地区的石油勘探开发，地震起到了关键性
作用。
    1982年1月，石油部决定引进美国先进地震技术和装备，花了4280万美元向美方购买3套数字地震勘
探装备和一套计算机处理技术，与美国地球物理服务公司签订合同合作开展塔里木盆地地球物理勘探
，聘请美方42名技术人员工作3年，与石油物探局三处联合组建3个沙漠地震队：1830、1831、1832队。
其中1830、1831队由中美双方人员组成，1832队单独由中方人员组成。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1983年6月从盆地北部出发，涉过塔里木河进入塔克拉玛干沙漠。
根据《塔里木盆地地震普查总体设计》，从1983年6月～1986年5月，3支地震队以50公里线距完成19条
贯穿盆地南北的区域大剖面及少量东西向联络测线的区域概查，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做了69条测线
加密，完成了地震普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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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美合作队经过紧张施工，取得重大成果：进一步查清了塔里木盆地大地构造格局；证实北部坳陷(
最初称满加尔坳陷)并非是中生界深坳陷，而是加里东运动形成的中上元古界及古生界地层组成的大型
台向斜，古生界及上覆地层沉积厚度达1.2万米，沉积中心在满加尔凹陷；塔里木盆地的深浅层构造不
具有继承性；发现和证实了沙漠内部的中央隆起带，以和田河为界分东西两部分，东有东部低隆起和
塔中隆起，西有巴楚隆起，在盆地北部则发现两个大隆起即轮南隆起、英买力隆起。
    中美合作地震队取得的上述成果，为1985年下半年开展的塔里木盆地地质综合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基
础资料，为进一步展开的区域勘探工作指出了方向。
1985年8月，我们在听取物探局的汇报时，确定要坚持地震先行，探井井位不能轻易确定，要选准主攻
地区，对主攻地区要做地震详查后再上探井，避免打不必要的井。
P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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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2009年4月，在纪念塔里木石油会战20周年之际，我应塔里木油田公司之约写了一篇回忆文章。
文章发表后，大家认为有必要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进一步全面系统地记述下来，把塔里木石油会战
的来龙去脉告诉给人们，更好地发挥“存史、资政、育人’作用。
    在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关心支持和塔里木油田公司等有关单位大力帮助下，由我的助手王志
明等同志协助用了三年多时间撰写了这部回忆录。
我们曾深入塔里木油田调研，访问当事人，系统地搜集查阅档案等资料，力求真实生动地反映石油人
在改革开放新形势下，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稳定东部、发展西部”战略方针，在“
死亡之海”和“勘探禁区”里为祖国找油找气的英雄事迹，以及对稳疆固边、造福当地各族人民所作
出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志在百忙之中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更加令人感动的是，他欣然为本书作序。
他在序言中指出：塔里木石油会战的成功经验对做好新形势下的新疆工作和新一轮对口援疆工作有着
非常重要的借鉴启示作用。
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石油工业的亲切关怀，对石油战线广大员工的殷切希望。
更加鼓舞和激励我们加快推进“新疆大庆”的建设步伐，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
展作出新贡献。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蒋洁敏对本书撰写工作给予了热情的关心与支持。
集团公司办公厅、政策研究室、科技管理部、国际事业部、思想政治工作部，勘探与生产分公司、对
外合作经理部，科技评估中心、经济技术研究院等总部机关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塔里木油田公
司、东方地球物理勘探公司给予多方帮助，集团公司办公厅史志办做了许多组织协调工作，深表感谢
！
    集团公司有关领导、塔里木油田历届主要领导、当年参加会战的老同志提供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
，并认真审阅书稿，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树军给予了具体指导。
塔里木油田公司党工委书记宋文杰、副书记冯忠田，东方物探公司党委书记苟量等同志为本书写作提
供多方支持和帮助。
石油文史工作者李明坤、刘强、何晓庆、王文利、赵恩宏、张岩青、刘云、杨勇、李坛计、刘月欣、
袁镜武等同志协助做了文字图片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工作，中共党史出版社郭宏等同志为本书的出版费
了许多心血，在此表示谢忱。
    同时，还要感谢我的夫人许枫，她一如既往地默默奉献，为我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并提出许多
有益的建议。
    我只是作为“叙述者”的身份将我认为比较重要的事件整理记录下来，难免有疏漏和不完整之处，
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12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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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塔里木石油会战是我国改革开放新时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和深远影响的会战，也是我国石油工作者在
勘探面积最大、地质条件最复杂、地面条件最困难、气候最恶劣、工程技术要求最高、油气资源最丰
富的含油气盆地进行的一次艰苦卓绝的伟大科学实践。
《征战死亡之海(塔里木石油会战)》作者王涛以亲历者的视角，对这场气势对这场气势恢宏、波澜壮
阔的石油大会战作了客观而详细的记述，生动再现了中国石油人为了国家找油找气、开发建设绿色大
油气田、造福当地各族人民，在“死亡之海”和“勘探禁区”谱写的一曲撼天动地的英雄壮歌和辉煌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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