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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国石油工业由小变强贡献力量 
记地球科学奖获得者李德生 

口 文／本：FIJ~：B者 胡卫娜 

1990年6FJ李德生(左一)赴美国旧金山参加第75届AAPG年会，会后考察加州海岸山脉构造地质 

李德生长期致力于石油勘探开发 

和地质研究工作。他是发现大庆油田 

的地球科学工作者之一，又是渤海湾 

油区复式油气聚集f区)带的理论与实 

践的主要完成者。他的足迹遍及国内 

主要含油气盆地和重要油气田，他参 

与了历次重要的石油大会战。 

从 卜海滩到戈壁滩 

李德 生在 I13中国的上海弄 堂里 

长大，少年和青年 时期家境贫困、社 

会动乱，日本侵略中国的战火不断蔓 

延。1937年，15岁的李德生初中毕业， 
“

一 ·二八”战火在上海燃起。由于痛 

恨日本侵略军的统治，他离开上海，辗 

转到浙江联合高中读书。1941年5月， 

日军侵占浙东温州，联高被迫迂址 ， 

李德生和一部分高中毕业班同学准备 

到内地参加高考。 

1941年8月，中央大学 、浙江大 

学、武汉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四校统 

一 招生考试，李德生在湖南衡阳报名 

参加统 考。考试期间，日本敌机经常 

轰炸衡阳。他白天在防空洞里复习功 

课 ，晚上到考场应试。当年的11月在 

广西桂林打工期间李德生收到了重庆 

中央大学地质系的录取通知书。 

大学期间，李德生靠战区学生贷 

学金维持生活。在校期 间，他选择了 

经济地质专业，对石油地质、煤 田地 

质和金属矿产地质加大了学习力度。 

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部和中部 

半壁江山。我国西北和西南抗日后方 

地区汽油、柴油等燃料奇缺。学校通 

往重庆市区的校车，有些用木炭炉产 

生煤气行驶，有些用桐油、植物油炼制 

的柴油作燃料 ，极度困难。1939年在 

甘肃玉门发现了老君庙油田，这给抗 

战军民带来了极大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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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45年7月，李德生从中央大学毕 

业，获得理学学士学位。他应聘到资源 

委员会甘肃油矿局玉门油当了地质技 

术人员。从重庆到玉门，2500公里的 

路程走走停停花了两个月时间。矿区南 

侧是雪峰连绵的祁连山，山麓则是一望 

无际的戈壁砾石滩。从上海滩到戈壁 

滩就是李德生石油地质生涯的起点。 

亲历新中国的石油大会战 

甘肃·上海一台湾一陕北一四川一 

黑龙江一山东一天津—河北一辽宁---~"3 

南⋯⋯随着勘探工作的进展，李德生参 

加了新中国历次重要的石油大会战。 

1 959年至1 963年，李德生受石油 

工业部调派参加了松辽盆地和大庆油 

田的勘探开发工作。1960年元月，他 

根据地质部物探大队完成的大庆长垣 

北部地震构造图，测定了萨尔图、杏树 

岗和喇嘛旬三口发现井井位。完钻后 

均获得了日产原油100～200吨的高产 

油流。1962年他和同事又主持完成了 

“萨尔图油田146平方千米面积开发 

报告”，1 964年在设计开发面积内年 

产原油量500多万吨。他积极倡议并 

实施的 “横切割分区开发和早期注水 

保持油藏压力”开发方法在油田全面 

推广实施后，白1 976年起大庆油田达 

到年产~5ooo万吨以上保持了27年， 

在开发水平上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1964年3月，李德生奉调到山东 

东营参加胜利油 田勘 探开发石油会 

战 ，他和同事根据微体古生物化石和 

测井曲线确定地层对比标志，这年年 



底 ，坨9井和坨11井从渐新统沙二段 

油层测试获得 日产千吨高产油流，发 

现了胜坨大油田。 

1 973年李德生从湖北潜江 石油 

部 “五七干校 ”劳动三年半后出校 ，分 

配到天津大港油田地质研究所任主任 

地质师，在那里发现了许 多新油层。 

1 973—1 978年他担任渤海湾盆地综 

合研究大队地质顾问，期间他又参加 

了辽河油田曙光地 区200平方千米面 

积的详探与开发会战工作。 

1 978年 ，全国科学 大会的召开 

带来了科学的春天。同年7月，石油工 

业部调李德生回北京，任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总地质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博士生导师。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 

工作到现在。 

从 新中国成立前 到新 中国成 立 

后，从改革开放前到改革开放后，从青 

年到老年，从技术员到专家、院士。李 

德生足迹遍及国内主要含油气盆地和 

重要油气藏 ，参与了历次重要的石油 

大会战，为我国石油工业发展做 出了 

卓越贡献。 

在60多年 的科研工作中，李德生 

参与了陆相油气形成与聚集规律、中 

国舍油气盆地的构造类型、陆相湖盆 

储层特征、复式油气聚集(区)带的成 

油规律 、古潜 山油气层、海相碳 酸盐 

岩储层研究、低一特低渗透储层 的勘 

探开发等七个方面的创新研究。 

“实事求是 ，立足大量第一性资 

料”是李德生创新的基础。从1945年 

到现在，在60多年的地质生涯中，无 

论是野外调查、井口工作、开会听报 

告、座谈讨论，他都眼到、耳到、心到、 

手到 ，进行笔记。在参加国际学术会 

议 时，由于放 映幻灯片，室 内灯光昏 

暗，李德生随身带有小手电筒 ，边听 

边做笔记。60多年来他的工作记录本 

累计有数百本之多。李德生在多种场 

合下说过，只有博闻强记，才能推陈出 

新；尊重科学，敢讲真话，是科学家应 

有的品格。 

,Ik精于勤，锲而不舍 

李德生认为理论源于实践 ，反过 

来又是为实践服务 的。作为一名中国 

的石油地质 工作者 ，摘掉 “贫油、落 

后”的帽子，把新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石 

油生产大国，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 

国家和社会对个人的奖励 ，是对 

他进一 步激励 和鞭 策。1 977年 由他 

执笔编写的 《渤海湾油气区石油地质 

特征与油气分布规律》获1 978年全国 

科学大会奖。1982年李德生作为大庆 

油田发现过程中的地球科学工作者之 

一

， 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作为 

主要完成者 ，他参与的两项重大科学 

工程：“大庆油田长期高产稳产的注 

水开发技术 ”和 “渤海湾盆地复式油 

气聚集(区)带勘探理论与实践——以 

济阳等勘陷复杂断块油田的勘探开发 

为例 ”，双双荣获1985年国家科技进 

步特等奖。1991年他当选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1 994年8月美国石油地质家 

1945年，李德生在祁连山分水岭上勘探石油 

协会 (AAPG)授予他该年度石油地质 

学 “杰出成就奖章”，并当选为AAPG 

荣誉会员。2001年他当选为第三世界 

科学院院士。 

从1946年~J2009年，李德生在国 

内外地球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140余 

篇，出版中文专著7部，英文专著2部。 

2005年他 主编 的院士科 普书系(石 

油_ ^类文明社会的血液)获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他为国家培养了25 

位硕士、博士和博士后研究生。 

人们对石油地质规律尚有许多未 

认识的领域 ，许多油气藏隐伏在地下， 

尚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依靠日新月异 

的勘探技术进步，不断发现新的油气储 

量增长点，中国石油已进入一个 “奉献 

能源，创造和谐”的发展新时期。 

参加过无数次石油大会战的李德 

生不断思考着未来方向，他认为今后很 

长一段时期内仍要加大我国陆地和海 

域的油气勘探力度，通过精细勘探，在 

陆相老油区内再造青春。与此同时，他 

们又积极稳步地开展海外油气资源的 

勘探开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国内各种 

非常规油气资源，并着手开展对清洁能 

源和各种可再生能源的研发工作。 

2O10 6总第 132期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