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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光云，男，重庆合川人，1967年5月生，工学博士，高级工程师。1990年、2010年分别毕业于西南石油学

院和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获石油地质勘查专业学士、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博士学位。1990～2006年在中石油吐哈油

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从事油气勘探工作，主持或主研中石油风险勘探项目和油田综合勘探项目多项。长期从事吐哈盆

地致密砂岩气储层特征及成藏机理研究。2006.9～2010.7在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学习；2010年7月开始在重庆科技学

院工作，主要从事储层地质学、油藏描述、钻井地质与综合录井等教学与科研工作。 

自2004年任现职以来，先后有5项科研成果获得吐哈油田优秀科技项目奖励；以第一作者发表教改论文2篇，学术

论文3篇，参与编写《录井技术与方法》教材1部。 

  

Email: gyli@sina.com  办公电话：023-65023035 

联系地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科技学院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401331） 

  

主要论文 

[1]李光云,漆万珍,樊太亮等.银额盆地居延海坳陷油气勘探前景[J].石油天然气学报,2007,29（5）：13～18. 

[2]李光云,樊太亮,唐龙等.银额盆地天草凹陷下白垩统层序地层格架与油气分布[J].新疆地质，2007,25（3）：295～

299. 

[3]李光云,毛世权,陈凤来等.三塘湖马朗凹陷卡拉岗组火山岩油藏主控因素及勘探方向[J].中国石油勘探，2010,15

（1）：11～15. 

[4]李光云,夏敏全,达雪娟等.油矿地质综合实验室建设的探讨
――

以重庆科技学院资源勘查实验教学中心为例[J].重庆

科技学报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9):184～185. 

[5]李光云,徐桂文,谭勇等.重庆綦江区关坝野外地质认识性实习教学体系的建立[J].重庆科技学报学报（社会科学

版）,2012,(10）： 177～179. 

[6]王炯,李光云,杨静等.新疆巴里坤盆地石炭系油气勘探前景[J].断块油气田,2010,17(3）:293～295. 

[7]王炯,李光云,党录瑞等.吐哈盆地三堡凹陷石炭系火山岩油气地质特征[J].石油天然气学报,2010,32（6）：37～40. 

主要成果 

[1]2006.吐哈油田公司优秀科技项目一等奖. 获奖项目：吐哈探区油气成藏地质规律新认识与勘探接替区带评价，排名

第九. 

[2]2005.吐哈油田公司优秀科技项目三等奖.获奖项目：银额盆地分析与勘探有利区带优选，排名第二. 

[3]2007.吐哈油田公司优秀科技项目三等奖.获奖项目：吐哈盆地天然气富集规律研究与有利勘探方向优选，排名第六. 



[4]2008.吐哈油田公司优秀科技项目三等奖. 获奖项目：吐哈探区石炭系油气成藏条件研究及风险勘探目标优选，排名

第五. 

[5]2009.吐哈油田公司优秀科技项目三等奖. 获奖项目：吐哈探区石炭系油气地质综合评价及勘探部署研究，排名第

七. 

纵向项目： 

[1]海相碳酸盐沉积层序与储层发育模式研究”。 国家“十二.五”科技重大专项（三级子课题）2011zx05005-002-

009hz，2011.1－2015.12。参与，排名第六。 

[2]济阳坳陷古近系孔店组旋回沉积机理及成岩系统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12.9－2015.9。参与。排名第三。 

[3]页岩气储层可压裂性的测井评价方法研究，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2013－2015。参与。排名第二。 

[4]渝东南地区下志留统石牛栏组珊瑚礁及造礁环境研究。重庆市自然科学基金，2013.1－2014.12。参与。排名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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