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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52年考入清华大学土木系学习，

于1955年8月毕业，服从国家分配到新疆

乌鲁木齐中苏石油公司工作（1956年更名

为新疆石油管理局）。1974年3月调入河

北省廊坊市石油管道局工程处。1992年10

月退休。

回顾38年的工作，我认为在母校的两

年专业学习和一年的建校锻炼，在政治思

想、工作各方面都有了提高，为后来的工

作打下了基础。更使我牢记在心的是蒋南

翔校长在欢送毕业生大会上提出的“要健

康地为国家工作五十年，在工作中只讲奉

献，不提要求”的希望，鼓励我们为国家

多作贡献。

一、火烧地基

1956年10月，我到局属独山子矿务局

参加五十辆汽车房建筑沉陷开裂事故的调

查处理工作。局决定由我负责进行房屋地

基热力加固试验，待成功后投入使用。当

年在无技术资料和设备的条件下，开展试

验确有很多困难。记得1957年12月初在烧

第二口地基试验井时，正值天寒地冻，雪

后冷风刺骨，夜里零下28摄氏度，冻得我

彻夜难眠。通过六天六夜连续井下燃烧，

两口地基试验井热力加固成功。将试块送

乌鲁木齐兵团工程处鉴定：原状土承载

力为2.5kg/cm2
，经就地燃烧后平均抗压

力为346kg/cm2
……抗弯为135kg/cm2

……

1958年初完成地基热力加固试验总结报

告，经局技术会议审查通过。火烧地基的

方法在一年之后，被运用到克拉玛依浅油

层的开采上。

二、火烧油层的诞生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我国的石油开

采量，远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求。外国人

说中国是“贫油国”，他们从技术上封锁

我们。为此石油部在1958年7月召开了玉

门现场会，我有幸作为新疆局的代表参加

了会议。那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为了尽

快采出克拉玛依浅油层的稠油，石油部领

导号召：发动群众，解放思想，提建议，

搞革新。在会上当我汇报完火烧地基成果

后，就大胆提出用火烧地基的原理和工艺

设备，在注入井中供给空气和汽油点燃井

壁周围的油层后，停止供给汽油。然后继

续向火井内注入空气，使已经燃烧的油层

向各生产井推进，以提高克拉玛依浅油层

产量。这个想法立即得到康世恩副部长的

大力支持。他问我火烧井壁能烧多深？我

说能烧80米，部长又问“再往深里烧行不

行？”我回答“可以，那要用更大功率的

空气压缩机向深井里送气”。这时康部长

第三次追问我“用火烧井壁的方法来烧油

层，外国有没有？”我不加思索，张口就

说：“外国没有。”这时康部长当场表态

说“好”，咱们就叫它“火烧油层”吧！

你回去改行搞火烧油层……会场上立刻响

起了热烈掌声，祝贺中国的“火烧油层”

我为祖国献石油
○张世远（1955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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诞生。三天后我回到了克拉玛依，立即组

织人员开展了黑油山浅油层“火烧油层”

试验工作。

三、试验初期阶段

试验人员有张世远、李庆忠、杨良贤

等七人（李庆忠，清华毕业，现为中科院

院士）。同年9月为加快试验进展，石油

部派王子江、沈燮泉等五人工作组于10月

3日到达黑油山共同进行火烧油层攻关。

井下点火器的研制是火烧油层的关

键。从1958年8月到1962年初，在全体试

验人员集思广益、共同努力下，经过反复

试验，我们终于研制出一个把电路、油

路、气路、测温四个系统组合在一起的较

为完整的井下汽油式点火器用以点燃油

层。

我们一方面坚持黑油山浅井现场试验

（井深20米，下套管射孔），同时坚持了

室内钢管模拟油层试验，取得油层燃烧参

数，为现场油层燃烧提供依据，以理论指

导实践。我们经过一年半试验，无数次失

败，改进，再试验，终于在1960年元月和

1961年10月，两次在克拉玛依黑油山浅油

层，点燃了井下14米深，3～3.5米厚的油

层，持续燃烧21天。第二次井下深18米，

油层厚3米，连续燃烧34天。建立了较为

稳定的燃烧带，各生产井采出了热原油，

取得了宝贵的燃烧资料。为检验成果，在

试验结束后用钻机获取岩心，证明地下油

层燃烧效果很好。通过这两口浅井的燃烧

试验，使黑油山地区高粘度重质原油的产

油量和采油速度成倍地增长，采收率达到

50%以上。

克拉玛依黑油山浅油层两次点火成

功，为我国石油开采技术填补了空白，并

向北京石油部召开的第一届火烧油层会议

报捷。

记得1960年元月报捷的当天，石油部

领导宣布火烧油层会议结束，并决定集

中北京、新疆、玉门、四川试验人员于

1960年3月到玉门老君庙K层矿场（枯竭油

层，其井深300米）进行中深井火烧油层

会战。

在这一阶段，我们生活上也遇到了极

大的困难。我们每人每月的粮食定量只

有23斤，那时的口号叫做“减粮不减干

劲”，不管是工人、干部，每天要在戈壁

滩上冒着风沙、寒冷、酷暑进行着笨重的

体力劳动。有时实在顶不住了，就去挖些

野兽也不愿吃的骆驼草来煮了吃。                        

由于玉门的地质条件、空气压缩机能

力、电热器性能等因素，一年来没有点燃

油层。1961年初部领导决定结束玉门火烧

油层会战，新疆试验人员仍回克拉玛依黑

油山继续火烧油层试验，直到1961年10月

第二次火烧油层成功。

事实证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1998年校庆张世远（右）与夫人李可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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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战胜各种困难，我

们仅在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就点燃了地下稠

油层，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这个事实给全

体试验人员和上级领导增强了火烧油层在

中深井必能成功的信心，并为我国各油

田在此之后几十年来蓬勃开展的工业性

火烧油层和热力采油工艺研究打下了技

术基础。

1962年全国大上农业，火烧油层暂时

下马，只留下我和杨良贤两人坚持搞K-62

型井下汽油点火器的试验。在研究所进行

点火器性能试验时不慎将我腰椎扭伤，长

期不能上井工作，于1964年底离开了火烧

油层研究工作。

四、火烧油层的发展
——工业试验期间

1965年－1976年在克拉玛依油田共进

行了四个区层、六个不同类型的火烧井

组试验，其中1965年6月8001井组获得成

果。国家科委和石油部召集会议，确定扩

大试验规模，并将火烧油层列为国家重点

项目。1966年石油部组织了玉门、胜利、

大庆、扶余等油田，中科院四川成都地质

学院等单位集中在克拉玛依油田进行火烧

油层会战。1966年10月在克二西区点燃深

410米油层的2001井组。该井组持续燃烧

1008天获得采收率84%的好效果。1968年3

月在黑四区同时点燃了三口火井的行列火

烧井组，并拉成了火线。

经过18年的反复试验，取得了大量成

果，为我国填补了这项科研技术的空白，

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优秀技术成果

奖。我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也得到了国家

给予的一份荣誉和表彰。

国外火烧油层的情况；从主要采油国

家火烧油层工业性试验来看美国开始于

1952年。加拿大，委内瑞拉、罗马尼亚都

始于1964年。前苏联于1966年才在巴夫洛

夫油田开始第一个井组的试验，比中国晚

8年。

五、我国近年来火烧油层的发展情况

自从1960年在黑油山开展浅油层火烧

油层试验成功以后，新疆局稠油热采工作

不断取得新的成果，一直受到中央和石油

部领导的支持和鼓励。从1983年以后，新

疆石油管理局的火烧油层技术快速地进入

了生产阶段。2010年新疆油田火烧油层13

口生产井见效。火烧油层的成本只相当于

蒸汽驱动技术的1/4，且最终采收率可达

90%以上。

火烧油层就是将稠油中无法开采的成

份在地层中就地燃烧所产生的热能来驱动

开采其余75%的油层，也可以说是“吃光

搾净”。目前世界上大约有40多个国家开

展火烧油层，在300多个区块进行火烧油

层实践，原油采收率达55%以上。目前我

国火烧油层技术已达国际水平。

最后，我衷心感谢爱人李可书对我的

工作极力支持。60年代初我腰部工伤后一

直不能体力劳动，她一直照顾我到今天。

她除了完成新疆石油局的计划工作外，还

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重担一人挑，劳心

又劳力，辛苦半辈子。火烧油层的成功，

应该有她一半的功劳。她是个非常好强的

女人，我深深爱着她。一个月之前，她因

脑出血住院治疗，我祝愿她早日康复，享

受幸福晚年。

2012年1月9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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