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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世尧教授，一代中国石油事业开发的先驱，为祖国石油事业贡献了全部

精力的战士，中国石油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是北京石油学院钻采系和东北

石油学院开发系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石油钻井专业史上第一位教授，我国第一

台深井钻机的引进和应用人，玉门油田第一口冬季钻井成功的开创者。周世尧

教授编写了我国第一本《钻井工程》教材，编辑出版了高等学院用书《油井工

程》和《英汉油矿词典》，他是《石油勘探开发》、《石油译丛》《石油钻井》

及其他一些石油钻井专业杂志的奠基人之一。

一片丹心

投身石油钻井事业

周世尧于 1915年 11月 13日出生在湖北黄陂县水砦村。1937年考入重庆

大学电机工程系，在大学期间，他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接受进步思想。1941年

周世尧大学毕业，经沈乃菁老师介绍到四川油矿工作。周世尧从此与石油钻井

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四川石油勘探处工作期间，周世尧主要是随井队到各地打探井。40年代

的旧中国，石油工业刚刚起步，国内的钻井设备和专业技术都极其落后。周世

尧抱着学习外国先进经验，摆脱国内钻井设备和技术落后局面的信念，于 1944

年留学美国学习钻井和采油，学习成绩优异。曾经有美国人以高薪和优越的生

活条件挽留他，但都被他毫不犹豫地谢绝了。那位美国人又说：“你仍然可以在

中国为我们工作，我们包中国的油井来开发”等。周世尧诚恳地回答对方说：“这

里的生活条件虽然优越，但这是你们的国家，我必须回国为我的国家效力”。

1948年初，周世尧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习和工作任务，带着他为祖国引进的

第一台深井钻机和渊博的学识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四川石油勘探处。1949年新

中国成立，同年年底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石油会议，会议决定将周世尧同志

及其引进的深井钻机一同调到玉门油矿参加会战，开发玉门油田。在玉门油矿，

他任钻井大队副大队长，兼任青草湾钻井中队中队长。周世尧带领全体钻井人

员顶风雪、战严寒，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首创了玉门油矿冬季钻

井成功的纪录，受到了北京石油总局的通报表扬，写下了我国石油钻井史上光



辉的一页。当时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的康世恩曾鼓励周世尧同志说：“周世尧，

如果青草湾出了油，我就把铁路修到你们玉门矿务局”。可见这一巨大成功，在

石油发展史上起着多大的作用。

玉门冬季钻井的成功和局领导的表彰和鼓励，更坚定了周世尧同志为祖国

石油事业献身的信念。1951年 11月，周世尧同志调到西安西北石油管理局。

1952年，任西北石油管理局器材供应副指挥。

为人师表

为石油工业育人才

1953年，康世恩调升北京任石油总局局长，周世尧随同康世恩调到北京工

作，参加筹建我国第一所石油高等学府———北京石油学院。就这样，周世尧

由井场走上了讲坛，开始了为石油工业培养专门人才的教学工作。

筹建北京石油学院初期，没有校舍，就在清华大学办公，开始一边建校、

一边学习，学习苏联的办学经验。那时人员很少，没有经验，任务很重，周世

尧同志身兼数职：钻采系主任、钻井教研室主任、实验室负责人和教师。他从

不讲条件、不问待遇，任劳任怨、勇挑重担，他一边向苏联专家学习，一边自

己认真编写教材，每天工作到深夜。为了把现场的经验写成教材，他经常跑现

场收集资料。钻井专业创立之初，由于有些教师受世界权威美国 Zaba手册

“Drillingisaartbutnotatechnology”观点的影响，认为钻井只是一种技艺，没有高

深理论，对专业建设和教材编写一筹莫展。周世尧却坚持认为钻井理论与技术

涉及多学科、多知识，他把英美钻井技术与苏联钻井技术进行比较、综合，结

合我国实际制订了钻井专业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为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他还

千方百计从玉门调来一整套有几百吨重的苏联钻机，安装在学校西南角，聘请

油田一位七级司钻师傅到校协助开展实践教学。数十米高的井架成为北京石油

学院一道特殊的景观。《人民日报》记者曾采访过周世尧，并在人民日报头版

刊登过他的照片和事迹文章。周世尧虽然不是教师科班出身，但他那种刻苦钻

研、勇于探索和坚持实践的求学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踏实的工作作风，深

深感染和影响了我国第一批石油学子。

1956年评定教师职称时，周世尧升为正教授（国家三级），成为我国石油

钻井专业的第一位教授，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的热情接见。这也成为他人生



旅程中光辉的一页。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周世尧教授的课不仅在石油院校赢得了赞誉，而且

在油田一线的现场，甚至在整个石油系统都是有一定声誉的。在北京石油学院

工作期间，他曾兼任过现场工程师，到钻井井场解决一些生产技术问题，先后

曾到过云南、贵州、四川等石油现场工作。为了使学生们获得第一手材料，加

深学生们的感观认识，有时他就把课堂设在井场，一个螺母、一根钻杆地详细

介绍给学生。有时，学生的生产实习、毕业设计也都是他亲自安排。1958年，

他还带领北京石油学院的学生参加了四川南充石油会战。

周世尧教授除了本身的教学工作之外，还经常接受一些接待外宾的工作。

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外语陪同外国专家参观学院各部门的

建设情况，并向他们介绍学院的教学、生产、科研情况，回答他们提出的有关

问题。周世尧教授在北京石油学院工作期间，先后带了十几位研究生，先后编

写了《油井工程》、《钻井工程》等教材，以及《英汉油矿辞典》，为石油钻

井、石油勘探提供了宝贵的外文资料。同时，他还组织创办了《石油勘探开发》、

《石油钻井》及其他一些石油钻井专业方面的杂志，是石油钻井专业杂志的奠

基人之一，在百忙中周教授还挤出时间翻译了一些外国文献资料，有的发表了，

有的编入了教材，周世尧也是我国石油钻井教育事业的奠基人之一。

1961年，周世尧教授开始了他人生履历中的最后一次调动。他服从组织安

排，离开首都，到大庆参加石油会战，创建东北石油学院。曾任东北石油学院

开发系主任、教授、教职工代表大会副主席、大庆地区“九三学社”召集人，被

授予“大庆石油会战红旗手”称号。

1966年，一场空前的政治浩劫降临了。1968年 8月 13日，周世尧教授被

强加了很多莫须有的罪名。1968年 8月 21日，周世尧教授不幸被迫害含冤而

死。

1998年 5月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岁月流金———记石油科技专家》一

书中收录了周世尧同志的生前表现和业绩。1999年，石油工业出版社还出版了

由他的学生们编辑的《纪念周世尧教授诞辰八十五周年》文集，同事和学生的

纪念文章，充分肯定了周世尧教授为祖国、为石油工业和石油教育事业所做的

无私奉献并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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