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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大机械系列实用规划教材：汽车运行材料》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作为汽车运
用工程师应具备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在第1章石油中简单介绍石油的组成、勘探、开采和炼制过程之后，重点阐述和讲授车用汽油（第2章
）、车用轻柴油（第3章）、发动机润滑油（第5章）、车辆齿轮油（第6章）、车用液力传动油（第7
章）、车用液压油（第8章）、车用润滑脂（第9章）、汽车制动液（第10章）、汽车轮胎（第12章）
等汽车运行材料的使用性能指标、规格型号和正确选择、使用等基础知识，对车用替代燃料（第4章
）、车用特种工作液（第11章）等内容也作了充分的介绍。
　　《21世纪全国高等院校大机械系列实用规划教材：汽车运行材料》可作为高等院校车辆工程（汽
车类）专业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工程专科学校、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以及职业培训学校的汽车运用、汽
车服务及汽车维修类专业教材，还可作为广大汽车工程技术人员和汽车维修人员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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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 石油　　1.2 石油的勘探和开采　　1.2.1 石油勘探　　所谓石油勘探，是指为了寻找和查明
油气资源而利用各种勘探手段了解地下的地质状况，认识牛油、储油、油气运移，聚集、保存等条件
，综合评价含油气远景，确定油气聚集的有利地区，找到储油气的圈闭，并探明油气田面积，搞清油
气层情况和产出能力的过程。
　　勘探石油的方法主要有地质法、物探法和钻探法3类。
　　1．地质法　　它通过观测、研究裸露在地面的地层、岩石，对地质资料进行分析综合，了解一
个地区有无生成油气和储存油气的条件，最后提出对该地区的含油气评价，指出有利地区。
有时在岩石裸露的地区也可能直接发现油气储藏。
　　2．物探法　　在地表为松散沉积或沙漠覆盖的地区、被海水覆盖的海洋上、地面和海面上看不
到岩石的地方，地质法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此时就要应用物探法。
　　物探法是根据地质学和物理学的原理，利用电子学和信息论等领域的新技术，建立起来的一种较
新的勘探石油方法。
它利用各种物理仪器，观测地壳上的各种物理现象，从而推断、了解地下的地质构造特点，寻找可能
的储油构造。
　　现代应用于石油勘探的主要物探方法有重力勘探、磁法勘探、电法勘探、地震勘探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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