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模板8篇)
教案中的教学过程设计应该合理、可行，能够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和积极性。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一些三年级教案，
供大家参考和借鉴。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一

教学目标

知识:使学生了解“煤是工业的粮食”,“石油是工业的血
液”。对煤、石油、天然气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矿物
燃料有大致印象。

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思想教育:教育学生节约能源并为开发新能源而努力学习。

重点难点

煤和石油是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

教学方法

自学、讨论、归纳相结合。

教学用具

药品:石油。

其它:投影仪,投影片。

教学过程



附1:课堂练习一

1.煤和石油一定含有的主要元素是[]

a.碳b.氢

c.氧d.硫

2.下列物质属于化合物的是[]

a.甲烷b.煤

c.石油d.乙醇

3.下列物质中不具有固定沸点的是[]

a.液态氧b.干冰

c.石油d.酒精

4.下列各组物质,元素组成相同的是[]

a.金刚石、石墨b.甲烷、甲醇

c.乙醇、乙酸d.煤、石油

5.下列物质的燃烧产物,不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是[]

a.煤b.石油

c.天然气d.氢气

附2:课堂练习答案



1.a2.a、d3.c4.a、c5.d

附3:随堂检测

1.下列物质中属于混合物的.是[]

a.石油b.煤

c.甲烷d.乙醇

2.天然气和石油一定含有的元素是[]

a.碳、氧b.碳、氢

c.硫、碳d.硫、氧

3.下列变化属于物理变化的是[]

a.工业制二氧化碳b.石油炼制汽油

c.煤隔绝空气加强热d.酒精燃烧

4.下列物质不能燃烧的是[]

a.甲烷b.乙醇

c.煤d.碳酸钙

5.下列物质不能作为能源的是[]

a.天然气b.二氧化碳

c.氢气d.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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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二

认识并掌握地震和洪水灾害中的逃生常识。

【基础知识】

一、地震中的自救与互救

1.震前——防震准备——通常以为单元。

2.震中——避震

(1)黄金12秒预警时间：

(2)室内避震——“”：就地躲避，利用三角空间，蹲或趴下，
护住头部。

(3)室外避震——尽量到开阔的空地，，。

3.震后自救与互救



(1)学会处理外伤的基本方法：

地震对人的伤害主要是倒塌的建筑物对人的，所以学会处理
外伤的基本方法是必要的。

(2)保护好，尽量减少体力消耗。

(3)要有和旺盛的求生意识——最重要的一点。

二、洪水中的自救与互救

1.防洪准备

可分为三个方面：一是;

二是;

三是。

2.洪水应急

措施：

(1)尽量逃向，登上坚固建筑的屋顶、大树、山丘和高坡等，

(2)如果不能逃脱，要借助家中的，尽量不让身体下沉，等待
救援。

(3)警惕和防止被毒蛇、毒虫咬伤以及。

3.洪水中的救助

洪水中救助的重点在于，因为洪水的发生具有可预报性和一
定的滞后性，转移过程中的互救显得尤为重要。



措施：

(1)把落水的人救上岸或转移到安全地带，常见的方式有、等，
或划船、去救人。

(2)抢救溺水人员，最主要的方法是和。

三、其他自然灾害的自救和预防

1.龙卷风中的自救

在接到龙卷风警报时，要立即躲进或中隐蔽起来。在家里，
可适当将窗户留一些，并躲到与龙卷风方向相反的墙壁或小
房间内抱头蹬下。如果在野外开阔地，可就近寻找伏于地面。

2.台风中的自救

不要启程远足或到海滩游泳，不要驾船出海;在海上行驶的船
只应尽快;外出的人应尽快回家，呆在室内，不要接近的窗
户;在上空掠过时，会平静一段时间，但切勿以为风暴已经结
束。

3.滑坡、泥石流中的自救

暴雨过后如有迹象，则应马上转移疏散，待形势稳定后应设
法同外界联系，求得救助。在野外遇到泥石流时，要向的方
向跑;要特别注意保护好头部。在山区扎营，不要选在，以及。

4.大雾和沙暴灾害的预防

大雾和沙暴都属于能见度低的灾害性天气。如果遇到大雾天
气，尽可能减少驾车出行或;如果遇到沙暴天气，出行时准备
好防风用品，如、等，用以保护。

参考答案



一、地震中的自救与互救

1.家庭

2.(1)是跑还是躲，瞬间抉择

(2)伏而待定

(3)降低重心护好头部

3.(1)埋压和砸伤

(2)呼吸系统

(3)顽强的毅力

二、洪水中的自救与互救

1.关注汛期天气预报

学习并具备游泳、划船等技能

准备逃生物资

2.(1)高处

(2)木制家具或尽可能抓住木板、树干等漂浮物

(3)倒塌电杆上电线的电击

3.互救

(1)抛救生圈救生衣游泳

(2)科学地控水进行人工呼吸



三、其他自然灾害的自救和预防

1.地下室坚固的混凝土建筑物空隙低洼地

2.靠岸向风台风眼

3.滑坡垂直于泥石流前进谷底排洪的通道河道弯曲、汇合处

4.减速慢行风镜口罩眼睛和口鼻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三

教学目标

知识:使学生了解“煤是工业的粮食”,“石油是工业的血
液”。对煤、石油、天然气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矿物
燃料有大致印象。

能力:培养学生自学能力。

思想教育:教育学生节约能源并为开发新能源而努力学习。

重点难点

煤和石油是重要的能源和化工原料。

教学方法

自学、讨论、归纳相结合。

教学用具

药品:石油。

其它:投影仪,投影片。



教学过程

附1:课堂练习一

1.煤和石油一定含有的主要元素是[]

a.碳b.氢

c.氧d.硫

2.下列物质属于化合物的是[]

a.甲烷b.煤

c.石油d.乙醇

3.下列物质中不具有固定沸点的是[]

a.液态氧b.干冰

c.石油d.酒精

4.下列各组物质,元素组成相同的是[]

a.金刚石、石墨b.甲烷、甲醇

c.乙醇、乙酸d.煤、石油

5.下列物质的燃烧产物,不能使澄清石灰水变浑浊的是[]

a.煤b.石油

c.天然气d.氢气



附2:课堂练习答案

1.a2.a、d3.c4.a、c5.d

附3:随堂检测

1.下列物质中属于混合物的.是[]

a.石油b.煤

c.甲烷d.乙醇

2.天然气和石油一定含有的元素是[]

a.碳、氧b.碳、氢

c.硫、碳d.硫、氧

3.下列变化属于物理变化的是[]

a.工业制二氧化碳b.石油炼制汽油

c.煤隔绝空气加强热d.酒精燃烧

4.下列物质不能燃烧的是[]

a.甲烷b.乙醇

c.煤d.碳酸钙

5.下列物质不能作为能源的是[]

a.天然气b.二氧化碳



c.氢气d.煤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四

由于石油开发具有很强的专业性与综合性，其中所涉及的专
业较多，常规档案管理办法容易产生遗漏，因此，在石油地
质档案的管理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专业分类为依据，实行分
专业的统一化管理的方法，保证档案归类的合理性以及归档
的完整性。在实际的石油地质档案管理过程中，应针对勘探、
开发、钻井、测井、试油、修井等具体专业进行分类，并制
定统一的管理制度章程，配置统一的档案柜、资料盒、文件盒
（袋）等，并根据专业不同进行明确的标注，严格按照管理
制度章程的要求执行归档、立卷、调用、销毁等管理工作，
确保石油地质档案管理的规范化、标准化，并保障档案资料
的有效利用与价值的良好发挥。

2．2建立档案资料汇交中心

石油地质档案资料与原油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由于其
形成过程的特殊性，也使得其在管理中需要建立档案资料汇
交中心来提高档案资料报送、获取、积累以及使用的效率。
汇交中心的'建立，不仅能够满足随时报送的需求，其也为石
油地质档案形成的漫长过程中的档案资料积累以及定期立卷
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保障了档案归档及集中管理的时效
性。同时，通过汇交中心也能够为与油田开采相关的科研、
测井、试油单位的资料获取与利用提供便利的条件，从而提
高石油地质档案的利用效率，也能为原油生产技术水平的提
高发挥推动作用。

2．3着眼微观，做好石油地质档案管理工作

在实际的管理过程中，还要结合石油地质档案的特殊性，加
强微观管理工作，主要可以从档案收集、整理、保管及利用
四个方面着手。档案资料收集方面，应具有一定的选择性，



对于重要的记录材料，如钻井观察、测井等，应及时完整归
档，对于一些较为特殊的原始记录材料，应在统一进行处理
后再进行归档，应能够准确反映出真实的油层动态、油气分
布等地质情况。在档案的整理方面，要注意结合石油地质档
案形成的阶段性特征，分阶段对石油地质档案的相关材料进
行及时整理，并根据油田开发以及原油开采的进度与过程，
随时收集和积累相关的档案资料，并进行阶段性的立卷以及
归档，确保档案的齐全完整。在档案的保管方面，应注重根
据石油地质档案的形式、分类以及所对应的井号等，采取相
应保管方式，应适应档案的保存形式与档案保管室的空间条
件，并要满足后续积累的需求，确保档案保管有序规范。在
档案的利用方面，应考虑到石油地质档案利用的频繁性特征，
可采用将档案复印分发至各部门资料室或利用计算机管理技
术，进行档案资料的拷贝、远程传输等灵活性的方法，以便
于档案的有效利用，并避免档案的损坏丢失所造成的不良后
果，充分发挥石油地质档案的使用价值。

主要参考文献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五

石油地质档案的特殊性是决定其管理工作特殊性的基础，石
油地质档案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形成过程

石油地质档案一般是在石油开采的整个过程中形成的，其形
成过程十分漫长，这与石油开采的特征有着密切联系。石油
开采的不同阶段其地质情况与油层动态也有着一定的差异性，
要想确保档案齐全完备，必须要随着油层开采时间的推进，
不断增加新的材料，阶段性进行归档。

1．2形成材料



石油地质档案是石油企业认识和开发地下油层的重要依据，
而石油地质档案的形成材料一般很难直接通过勘探获取，而
是由技术人员根据仪器测试的结果及相关数据进行分析与推
断获得的，具有间接性的特征。而这些间接性的档案材料，
对于石油开采的整个过程又是至关重要的。

1．3反映对象

石油地质档案主要反映的是原油和天然气在地下深处存在的
环境条件及其勘探开发过程中与开采中的变化动向等等。这
些状况及变化动态只能依据从地下取得的大量测试数据及少
量岩芯、岩屑进行分析、推理判断、了解认识。

1．4利用情况

石油地质档案是指导原油生产的重要材料依据，其在原油生
产中的利用是十分频繁的，这主要是由原油生产过程中各个
环节衔接的紧密性所决定的。原油生产过程中，油气井开发
是十分关键的环节，油气井的利用价值判断需要以档案资料
作为基础依据，而油气井开发过程中的钻井、勘探、测井、
压裂等各个环节也都需要以档案资料作为指导依据，档案资
料能否充分有效的运用，影响着原油生产计划及决策制定的
科学性与合理性，也决定着原油生产的最终效率与质量。

1．5横向联系

在石油开发的过程中，地质情况与条件的复杂性是石油企业
所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在新地块及新地层的开
发过程中，很难凭借以往开采经验制定出完全可行的钻井开
发方案。这就需要利用新开发区域附近老地块、地层的地质
档案资料，来更加科学合理地判断新开发地块地层的地下情
况，而同样对于新钻井的认识，也需要以附近已有钻井的档
案资料作为参考依据，这也使得石油地质档案的横向联系相
对更加密切。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六

煤和石油教案（一）

煤和石油教案（一）

教学过程：

【阅读教材】思考题：

1、世界上最重要的三大矿物能源是什么？

2、为什么说“煤是工业的粮食”及“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3、煤是怎样形成的.，将煤进行隔绝空气加强热得到的产品
及用途是什么？

4、石油是怎样形成的，石油炼制的产品及其用途是什么？

【视频】“煤的综合利用”、“石油化工产品”

【板书设计】

第八节煤和石油

一、煤和石油是重要的能源，由是重要的化工原料。

1、煤是由有机物和无机物所组成的复杂混合物，主要含有碳
元素。

2、石油是一种混合物，主要含碳、氢两种元素。

3、石油产品概述：

二、“煤是工业的粮食”、“石油是工业的血液”



石油地质基础教案及反思篇七

在石油地质分析中所使用的技术主要分为有机地化方面和沉
积及储盖层方面的的分析技术，其中在有机地化方面所使用
的分析技术主要有：岩石超临界提取技术、烃源岩模拟实验
技术、有机岩石学分析测试技术、有机同位素分析技术等，
通过以上这些分析技术可以有效的对样本中有机质的烃含量
及形成烃的能力等进行分析。沉积及储盖层方面的分析技术
主要有：储层地球化学研究方法、成岩作用于模拟实验技术、
油藏地球化学及油藏注入史研究等，以上这些技术通过对油
气资源的存储环境以及岩石的地质分析从而得出油气资源存
储的重要信息。

2新的石油地质分析测试技术的发展应用

2.1同位素分析测试技术

通过对勘探样本进行同位素进行分析可以有效的得出沉积有
机质母质的类型，从而对油气源的分析对比有着重要意义。
在原先的分析中，由于受到时代和技术的限制，造成分析只
能局限于烃类及碳类物质的某一方面，但是随着科技的进步
以及油气运移过程中的物质分异及同位素的分馏作用，可以
使得单体烃同位素的分析得到更为广发的应用，同使用此种
技术可以极大的提升在油气资源的划分、油气源对比工作中
的精度。而通过使用新技术可以对气态烃的碳同位素特征进
行热解模拟实验从而模拟油气资源在地下的存储情况。

2.2轻烃分析测试技术

轻烃分析主要是指对于天然气、原油等的轻烃分析，对于轻
烃的成因和开采得益于轻烃测试技术的应用，随着科技的进
步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现今对于轻烃的分析技术
已经较为完善，现今已经形成了油—气—源岩三位一体的对
比分类研究能力。其中对于天然气轻烃的'指纹分析可以有效



的对天然气的来源进行分析，通过对天然气干气使用低温或
吸附的方法来得出轻烃，通过对轻烃进行分析可以得出较普
通的天然气烃更为全面的数据。而对于原油的轻烃指纹分析
则主要是通过对原油轻烃的资料进行分类对比，从而可以对
烃类的运移进行研究和对油层的连通性进行对比分析。在以
上这些分析技术成功完成了对天然气和石油的轻烃分析以后，
在完成对于岩石的轻烃分析则可以实现油、气和岩石三者同
位一体的分类，从而实现对于原油和天然气的运移分析以及
对于原油油源的分析追踪。现今，我国自主研发的使用特殊
的有机溶剂来对岩石中的轻烃进行分离提取可以有效的满足
实验室对于烃类物质的分析需要。

2.3对油气资源中的含氮、氧化合物进行分析测试的技术

对于勘探样本中的烷基苯酚以及含氮的化合物进行分布以及
所具有的含量进行分析可以有效的得出油气运移以及油气资
源的聚集和形成有着重要的意义，其中，含氮类的有机化合
物是原油以及油岩中的一种非烃类的化合物，其在原油中的
含量较低。由于其在原油中的含量较低，因此在对其进行分
离时的难度较大，现今，通过不懈的研究发展出了一种新的
通过对色谱和质谱进行过对比分析从而对含氮化合物的成分
进行分析，现今使用此种方法已经能够完成对40多种含氮类
化合物的分析鉴定。

2.4对于包裹体分析测试技术

流体包裹体热力学研究是一门较为年轻的学科，其是最近中
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其主要是通过对岩石以及矿物中的流体
介质的性质进行分析，从而确定烃类物质的运移方向以及存
储位置等，为石油的勘探带来方便。结语本文通过对现今所
主要使用的石油物质分析技术进行介绍，希望人们能够有所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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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速度较为稳
定，与此同时我国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各项
科学技术措施发展和应用的速度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随
着各项较为先进的技术措施在我国社会各个行业中得到应用，
逐渐形成将多学科系统研究作为理论基础的综合性勘探机制，
假如说想要对一起区域当中的油气含量形成全面且明确的了
解的话，那么就应当在横向上对其变化规律形成一定的了解，
最终自然也就可以将利用率较高的含油区域找寻出来，笔者
依据实际工作经验针对地质类型和石油勘探工作之间呈现出
来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分析，希望可以在今后相关的工作人
员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起到一定程度的节俭性作用，
最终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做出一定的
贡献。

关键词：石油；地质类型；勘探；工作；关系

前言

在各项较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措施逐渐得到应用的情况之下，
我国石油勘探领域当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将多学科系统研究作
为基础的综合性勘探机制，这一个综合性机制是将现代化石
油地质理论知识以及唯物辩证主义哲学作为指导精神，在此
基础之上我国石油勘探行业中使用到的技术措施逐渐向着集
成化和精细化的方向转变，并逐渐的进入到油气开发领域当
中，在对相关的调查工作得到的结果加以一定程度的应用的
基础上，将有效性比较强的勘探技术措施作为手段，以此为
基础使得沉积带有一定的多旋回性。在整体综合性勘探机制
当中，各个区域当中的地壳运动基本上都是可以总结出来一
定的周期性变化规律，因此是应当将研究区域等地质构造情
况作为出发点，假如说想要对某一个区域当中的油气保有数
量形成一定的了解的话，针对地壳运动和地质情况之间呈现
出来的相互关系展开研究分析。



1.首先针对石油勘探工作进行的过程中涉及到的地质类型展
开研究分析工作

我国范围之内不容区域当中的地质具体构成结构之间有一定
程度的差异性，再加上地壳运动本身也有一定的周期性，因
此在长期的地壳运动过后会形成一定的沉积问题，在经过长
时间的沉积以及积累之后就会形成一定数量的地质层，所以
在石油勘探工作正式开展之前应当将地质研究和地质具体构
成结构探测工作妥善的完成，只有在石油勘探工作人员对地
质具体构成结构形成全面且明确的了解之后，才可以使得后
续的石油勘探工作顺利开展，现阶段我国石油勘探工作进行
的过程中会对从事石油勘探工作的人员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
石油勘探工作人员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应当对地质类型变化
问题形成一定的了解，与此同时也应当在实际工作的过程中
明确的将生油区域以及含油区域找寻出来。生油区域，生油
层其实也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了石油资源的岩石层，含
有石油的省油层一般情况之下都是位于烃源层的底部位置之
上。生油层这一个层面当中的岩石一般情况之下是由泥质岩
石以及硫酸盐岩构成的，构成生油层的岩石当中含有数量众
多的生物灰岩、粘土以及页岩等等。碳酸盐岩层一般情况是
由泥灰岩以及生物灰岩构成的。假如说生油层当中具备石油
资源生成的条件的话，泥质岩和碳酸盐岩是可以在相关条件
具备的情况之下生成石油以及天然气的。生油层在实际运行
的过程中除去可以形成石油之外，也是生物体繁衍的过程中
需要使用到的一个较为重要的区域。储集层隶属于岩层包含
的范围之内，是在经过比较长的时间只有形成的，岩层只有
在满足抑或是具备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之下才可以生成储集层，
岩层本身应当具备一定的空间，一般与可以使得流体容纳工
作得以顺利的完成，除此之外岩层是应当具备一定的渗透能
力，只有当岩层本身具备一定的容纳性以及渗透性之后，才
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形成储集层。我国范围之内的储集层
一般情况之下可以划分为变质岩、火山岩以及泥岩，上文中
提及到的这三种类型的岩层是有一定的层次以及规律，一般
情况之下可以将各个地区的.储集层具体构成结构明确的找寻



出来。除去上文中提及到的这一个问题之外，储集层实际运
行的过程中呈现出来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可以再次划分，在
对岩石层进行在此划分的情况之下，可以而演变为不同类型
的岩石层。从地质类型对石油勘探的影响来说，在进行地质
勘探过程中，由于油层开采数量很多，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采用不同的开采方式，并且要不断改造石油勘探工作方式。
针对呈现褶皱地质构造情况，作为地质勘查人员要重点分析
地质构造形态，重点分析裂缝问题，为石油勘探打下良好的
基础。在进行岩层分析过程汇总，要重点分析构造力和裂缝
之间的关系。由于受力结构比较复杂，就会产生不同类型的
裂缝，需要勘探人员根据局部构造的特点，分析裂缝位置。
在通常情况下，构造形成时间与油气存储量有着密切的联系，
如果构造与油气形成时间接近，就会产生有利的凝聚比，从
而为石油勘探人员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

2.结语

总而言之，现阶段世界范围之内各个国家都呈现出来一种资
源匮乏的态势，在此基础之上针对石油地质勘探技术措施展
开的研究工作的力度势必需要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因此也
就应当将科研领域中的资金投入力度提升，现阶段世界范围
之内各个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向前推进的速度和能源之间
的相互关系较为密切，因此应当从各个层面上对石油勘探技
术措施展开研究工作，以此为基础使得我国能源安全性得到
有效的控制，与此同时也可以使得油气产量呈现出来一种逐
步提升的态势，最终也就可以在我国社会向着可持续发展的
方向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程度的促进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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