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98 年 9 月 17 日，是邱中建永难忘怀
的日子。那天，沙漠的夜色下，位于塔里木
盆地库车坳陷北部克拉苏构造带的克拉2井
呼啸喷涌的天然气，飞舞而上,犹如瞬时出
现的彩虹一般，让在场的所有人热血沸腾！

“彩虹呼啸映长空，克拉飞舞耀苍穹。
弹指十年无觅处，西气东送迎春风!”已经
在塔里木奋战 10 年的邱中建将激情化作
滚烫的诗句。这个经历了数次失败终于发
现的大型气田，奠定了“西气东输”的资源
基础，获得了 2001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一等
奖，邱中建是获奖者之一。

让邱中建至今难忘的美丽“彩虹”，折
射着石油人的心路。在石油勘探道路上，
技术攻关中难以想象的艰苦犹如慢慢长
夜，长时间的坚守只为成功一刻的绚烂。
正因为如此，对邱中建来说，没有比这“彩
虹”更动人心魄的美景。

60 年，在沙漠里，在山地间，在草原
上，在大海上，一个矫健的身影，带着无悔
激情，追寻石油人最美的“彩虹”⋯⋯

兴趣沉淀为激情

一个地质学家只有脑袋
里有油，才能找到油。找油，
要有兴趣，要有激情。

“同学们，你们看石头怎么看的？是一
堆一堆的？还是一块一块的？这都不对，
石头应该是一层一层的。”20世纪 50年代，
在重庆大学一堂普通地质学课堂上，刘祖
彝教授的这段话让刚就读地质专业的邱中
建回味良久。下课后，他急忙跑到校园附
近的嘉陵江边一看，果然是一层砂岩、一层
泥岩平行叠置在一起，与原来的印象迥然
不同。“这就是我进入地球科学这个大殿堂
的启蒙教育，现在回想起来还兴奋不已。”
邱中建说。

这堂启蒙课后，兴趣的种子在邱中建
心中深深埋种。大学毕业后，邱中建参加
了潮水盆地、祁连山东段及鄂尔多斯北部
的地质研究工作。1957 年，西安石油地调
处组建松辽平原地质专题研究队 116 队，
24 岁的邱中建被任命为队长兼地质师，去
实地了解松辽平原油气远景状况。东北的

雨季，野外道路泥泞湿滑，连行走都非常艰
难，邱中建和队友们还得十分专注地观察
剖面，背负标本。入夜，在农家村舍的炕头
上点着煤油灯整理资料时，蚊子、臭虫一齐
袭来，不是一般人能承受的艰苦。在这种
环境下，没有兴趣和激情，是很难支撑的。

“我始终坚信，一个地质学家只有脑袋里有
油，才能找到油。找油，要有兴趣，要有激
情。”邱中建感慨地说。

经过 1 年努力，邱中建和队友们得出
结论，松辽平原石油地质条件优越，是一个
含油远景极有希望的地区，应尽快加大勘
探工作，尽早进行基准井钻探，并提出可供
选择的基准井井位，其中一个井位就位于
大庆油田南部葡萄花构造上。

1958 年，原石油部在松辽平原成立了
松辽石油勘探局，勘探力量迅速壮大。在打
松基 3 井的时候，出现了比较大的意见分
歧。经过在松辽平原共同工作的石油、地质
两大系统的技术人员反复讨论和协商，最后
决定钻在大同镇长垣高台子构造上。大协
作的产物不负众望，这口井发现油砂后，赵
声振和邱中建等工程师被派往松基 3 井蹲
点，承担试油射孔任务。在井场工作的 4
个多月里，他们与钻井工人同吃、同住、同
劳动，参与了固井试油的全过程。当他们
用提捞的方法把井筒里的清水捞干并全部
替换成油柱时，松基 3井喷油了！“作为找油
人能亲自看到油井出油，而且是能自喷的，
实在是太高兴了！”邱中建与同事们热泪盈
眶，为大庆油田的诞生而沸腾！

大庆会战后，邱中建又参加了胜利石
油会战和四川石油会战，这个脑袋里时刻
装着石油的找油人，也在这一次次会战中，
将最初启蒙教育埋下的兴趣一点点地沉淀
为如火的激情。这激情，在邱中建 60 年的
找油道路上从没有熄灭过。

最具挑战的 10 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
遇，但成功的机遇往往降临
在那些锲而不舍、勤奋探索
的人们身上。

1989 年到 1999 年，邱中建参加了对

自己最具挑战的一次会战——塔里木石油
会战。“这块神奇的土地总是带给我不断的
兴奋和不断的困惑。”邱中建回忆说，“盆地
的内部黄沙一片，沙丘高差达二三百米，盆
地边缘高山陡峻，地下地质结构复杂，油层
埋藏深度极大，到处都是勘探的禁区。”当
他们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打下第一口成
功的预探井时，所有人为之雀跃。可接下
来打出的全是干井，这又让他们陷入深深
的困惑和迷茫。1993 年，随着相应技术条
件逐渐成熟，他们满怀信心，再战库车。

挑战依旧没有减少。库车地区的地下
不仅有很多大断层，还有一层塑性很强的
盐层，厚的有几千米，薄的只有几十米。到
后来他们才明白，真正有价值的构造全在
盐下。打东秋 5 井时，花了 1 亿多元，可当
最后钻井艰难打成时，出来的却只有水。
失败了数口井，让一些人产生了质疑，还出
现了放弃的声音，这让决策者邱中建压力
重重。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勘探专家，科
研的理性迅速压制了情绪的纷扰。井要打
成，必须要有更系统和更有针对性的综合
研究和技术攻关！于是，邱中建和同事们
通过连续的山地地震，复杂地层深井钻探
高压深井试气、构造成因模式的攻关等，终
于发现了大面积的天然气富集区和克拉 2
号大型气田。

邱中建说，“我这一生有个体会，那就
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机遇，但成功的机遇
往往降临在那些锲而不舍、勤奋探索的人
们身上”。1993 年，在邱中建的组织领导
下，工程人员仅用两年时间就攻克了一系
列世界级难题，修建了纵贯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全长 522 公里的流动性沙漠公路，使
塔中油田群的油气得到利用，也成为了南
疆各族人民的幸福路。

在塔里木的 10 年，挑战不仅仅来自技
术攻关的艰难。“做石油地质勘探工作，往
往要克服‘三燥’，一是空气干燥，二是工作
枯燥，三是心情烦躁。”邱中建笑着说，“在
人烟稀少的工作环境下，有时见个小老鼠
都觉得很难得。”克服孤寂的最好办法，就
是将全部注意力放到科研上，坚持，改变，
再坚持，以至于到最后，用邱中建自己的话
来说，“已经被岁月洗刷得没有爱好”。

1990 年后，邱中建的老母亲卧床不

起。母亲临终前，邱中建恰巧从塔里木赶
回办事，得以与母亲见上最后一面。“到临
终，母亲头脑都很清醒，她知道我在做什
么，理解我的工作。”邱中建说，“人就是这
样，不能兼顾。”工作任务艰巨而急迫，邱中
建无法像一个普通儿子一样守在母亲的病
床前。他压抑着巨大的矛盾和痛苦，掩面
含泪，再次奔赴塔里木⋯⋯

当克拉 2 井喷射出夺目的彩虹时，只
有邱中建自己知道，这份绚烂中蕴含了多
少深厚的内容。

无私者无畏

一个人因为无私，才能
无畏。一定要勇于实践，坚
持实践第一，不能怕失败。

“我是外向型的人，藏不住话。”邱中建
笑着说。敢于直言，是邱中建骨子里的东
西。1956年至 1957年，还是青年技术员的
邱中建连续在《石油工业通讯》上发表了《关
于石油及天然气勘探程序的商榷》及《再谈
勘探程序》两篇论文，大胆指出当时苏联专
家提倡的石油勘探程序的缺点，并提出自己
的见解。这两篇论文立刻引发了全国石油
勘探界一场历时半年的大讨论，这些讨论意
见促使形成了我国实行油气区域综合勘探
的原始模型，推动了我国石油天然气勘探程
序的改进，加速了油气勘探的进程。

这种直言的无畏，来自于专注科研的
无私之心。在邱中建看来，一个人因为无
私，才能无畏。科研上的事，只要有理有
据、有实践支撑，就完全可以充满底气地表
达出来，又何来畏惧呢？1979 年至 1985
年，在我国海上石油工业全面对外开放的
背景下，邱中建系统学习和考察了国外油
气资源评价过程，组织并参与了珠江口盆
地资源评价并完成总结，为我国海洋石油
首次对外合作取得成功作出重大贡献。

对外合作，尤其是资源上的对外合作，
当时曾在人们中产生了“爱国主义”和“卖国
主义”的争论。但在人才、技术、资金都缺少
的情况下，对外合作是必然且明智的。“海上
石油的合作勘探开发是很成功的，是我国走
向世界的一个非常成功的例子。”邱中建再
次直言不讳，“封闭的民族是没有学问的，自
主创新和开放合作相辅相成。”

“实践第一”是邱中建长期以来奉行的
准则。他说，“一定要勇于实践，坚持实践第
一，不能怕失败”。最近 10 年，邱中建将实
践转向了后方决策支持研究。2003 年，中
国工程院组织开展“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
源战略研究”。邱中建等院士作为课题组副
组长，协助侯祥麟院士组织120名专家学者
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和论证，形成了《中
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报告。

邱中建认为，我国原油对外依存度的
不断攀升，决定我们要对能源供应和消费
两侧加强管理，不能只管供应不管消费。
此外，核能、天然气和水能是我国能源的

“三驾马车”，这 3种能源必须成为 3个支柱
性行业，都可以分别占到总能源结构的
10%以上。

“目前，我国天然气的发展状态相当于
当年发现大庆油田的阶段，有巨大的潜力。
我国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也十分丰富。”邱
中建说，“就页岩气来说，前途非常光明，但
当前我们要做好非常扎实的准备工作。”

回顾 60 年石油地质勘探工作，邱中建
发自肺腑地说，“我对能从事石油地质工作
60 年，感到非常幸运，非常充实。如果有
来生，我还会选择找油这条路，永不后悔”！

脑 里 有 油 的 找 油 人
□ 本报记者 董碧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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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老师，多年以来，我一直希望

我的课堂里能够始终充满着风趣、热情、幽

默和智慧。我只要一走上讲台，就会精神饱

满，热情高涨，面对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

睛，我有责任付出我的最好，我相信我能付

出我的最好。

对于教学，我认为要对学生心中有爱，

这是教育成功的关键，也是衡量一位教师素

质的重要内容。传统的“填鸭式”显然不符

合现代社会，教师课堂教学要有启发和趣

味，要让学生参与和创造。

从教 30 年来，我一直工作在课堂教学的

第一线，我也乐于解决在教学工作中遇到问

题或困难。比如，专业核心课程或全校公选

课程的备课量大、知识难点多、授课难度

大，我就率先承担起多项此类课程的教学任

务。我就是喜欢接受挑战！我也愿意把这样

的大课上成最受学生欢迎的品牌课。

在2012年第二学期中，我承担的教学任务

有本科生每周 3 门课程 12 节课：《高级英语》、

《中国文化》、《英文报导读》，硕士研究生每周

2 门课程 4 节课:《英国小说研究》、《跨文化交

际》，还有本科生英语辅修专业的《跨文化交

际》、《高级英语》、《英国文学》等课程，每周承

担的授课门类多、教学课时更多。遇到特殊

情况时，如原任课教师生病或出国等情况，为

确保教学工作不受影响，我就在自己的教学

工作量已超负荷的情况下，主动承担起这些

教学工作，有时一周多达 24 节课。在忙碌工

作的日子里，我每晚回家或备课、或批改学生

作业或论文、或协调教学事务、或处理各种工

作邮件，常常是工作至凌晨一二点钟。2010

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也去参观了，不过包

里带了几十份学生的作文本，乘排队时间批

改学生作业。我觉得，我自己批学生作文就能

了解学生的情况，这是别人代替不了的。

在我眼中没有坏学生、落后生，只有我

称之为“潜力未充分挖掘”、“智力暂时错

位”的学生，有学习困难的学生，就更需要

我们热情帮助。曾有个学生学习成绩不尽如

人意，因此自卑孤僻，逢考试便称病，对老

师敬而远之。我很快注意到这位学生，心里

非常担忧，如果她的苦恼和学习困难不解决

将对她的一生都产生不利的影响。为改变她

的状况，我主动接近她，和她推心置腹地谈

心，了解她的兴趣，积极发挥她绘画和摄影

的特长，让她负责班级黑板报，为班级活动

做设计,并对她取得的点滴成绩及时表扬，使

这位学生自信倍增，在学业和工作能力上不

断提高。毕业时她击败几位竞争对手，被北

京一所高校录用为教师。她对我说，“是你

的师爱帮我恢复了自信，找回了自我。”

学高方能为师。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

我还在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钻研业务，

不断汲取各方面的新知。我自己已先后发表

专业论文 30 多篇，在跨文化交际学、英美文

学、外语教学、英语演讲和辩论等多个领域取

得研究心得。转益多师，这让我的课堂教学

左右逢源、知识密集、信息量丰富，跳出枯燥

死板的教条和套话，紧贴学生现实客观的日

常真实生活。此外，我还关注着现代社会的

时尚文化和年轻人热衷的许多新玩意儿，并

琢磨其窍门和原由，用来推进教学和管理，如

Ipad 刚面世时，我就能玩出许多年轻人都还不

知道的花样来。就是凭借这种对新事物的敏

锐度与接受度，使我能与学生打成一片。有

学生说，“颜老师很时尚，她思维开阔，上课风

趣幽默，还会网络语言，有许多最新的网络视

频和热点事件，我们都是通过她的课首先知

道的。颜老师是魅力四射的‘潮’师”。

上课要有激情，学生才会有热情，师生间

就有感情。学生理解你，欣赏你，这就是人生

价值和成就感的体现。由我主持和主讲的

《高级英语》和《综合英语》成为上海市精品课

程；我还组织创立华东理工大学“英语演讲兴

趣小组”（现为英语演讲辩论中心），带领教师

辅导学生参加全国各类英语演讲和辩论赛中

获奖累累。我觉得，我培养的学生能够在走

出校门之后，成为独挡一面的栋梁之才，就是

我人生最大的成功和最美的梦想。

面对渴求知识的眼睛，我有责任付出最好
华东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颜静兰讲述 本报记者 李治国整理

7月 24 日上午 8时许，一位精神矍铄的
老人来到采访现场。坐定后，邱院士向记者
投来和善的目光。机会难得，我向邱院士提
出拍照要求，80岁高龄的邱院士爽快答应，
并立即起身配合。拍完照后，我连连致谢。

“不用谢，应该谢谢你们！”邱院士简洁
回应。

采访中，邱院士回答每一个问题时，同样
都十分简洁、清晰，直击要点。长年野外工作
的艰苦，在希望与失败中煎熬的科研攻关，油
井喷油时挥泪相拥的激动等经历，都被邱院士
描述得十分简洁，几乎很少用形容词和感叹
语。可那实在是波澜壮阔的人生，辉煌卓著的
成就啊！

仔细一悟，这不正是石油人的纯粹吗？他
将和善温厚敛藏在干脆利落的行动中；他回答
问题就像确认井位般精确有力；他将石油喷洒
般的激情深埋在沙漠、山间和大海的找油路
上。

为石油事业奋斗了60载，也被石油事业
塑造了 60 载，他身上这种纯粹的石油人品
质，是对60年辛勤找油路最有力的证实，最
生动的描述。这位纯粹的石油人，以他无悔
的激情，再次向我们证明，只有荒凉的沙
漠，没有荒凉的人生。

一个纯粹的石油人

□ 董碧娟

邱中建，中国工程院院

士、我国著名石油地质勘探专

家。他提出改进油气勘探程序

的专论，推动了我国石油天然

气勘探程序的科学化进程。他

是大庆油田的重要发现人之

一，是渤海湾复式油气聚集区

（带） 理论提出的主要贡献者。

他是克拉 2大型气田的主要发

现者，直接推动了“西气东

输”工程的顺利实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