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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

还原系数应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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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沉积物含自然硫很少的情况下
,

一

般不作 自然硫的分析
,

上式就简化为
:

还原系数
F e
查乙+ 13 5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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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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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未被还原的原子中
,

只考虑了三价

铁
,

而没有考虑硫酸盐
,

这是因为存在下面几

种情况
:

1) 硫酸盐易在种种因素的作 用 下 在

沉积物内部发生相当大的迁移
,

不易取得足以

反映原始浓度的可靠数据
。

以 华北第 三 系 为

例
,

在沉积物中不匀一地零星分布着粗大的呈

燕尾双晶的石膏
,

大的可达二厘米
; 2) 在膏盐

地区
,

作为化学沉积的石膏的大量积聚
,

影响

了细菌的生命活动
,

细菌活动不足以影响到膏

盐的内部使其还原
,

这些膏盐实际上井没有参

加沉积后的氧化还原反应
。

在不发生上述情况

的踢合下
,

如果有必要
,

可以考虑 还 原 系 数

一里弓忿
,

+l 3S 孟
5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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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 e盗亡产 十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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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建议采用下列方案来 划分 氧化 还 原

相 (以 30 拓H CI 溶矿为基础 )
:

相 还原系数

强氧化相 0 ~ 竹

氧化相 J/t ~ 钝

弱氧化相 拍 ~ 1

过渡相 1 ~ 2

弱还原相 2 ~ 4

亚还原相 4 ~ 3

还原相 8 ~ 16

强还原相 16 ~ 32

极强还原相 > 32

在国家科委石油地质组扩大会议上
,

据石

油科学院在小组会议上的介绍
,

他们甘作了实

验
,

发现高低铁比值与氧化还原 电位之间具有

对数关系
。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他们的发现
一

与我

们划相的准则是一致的
,

因为 2 , 4 , 8 , 1 6 , 3 2 之

间具有对数关系
。

我们曾经在我国东部选择了二个盆地的儿

个钻孔责料作了验证工作
,

结果是较理想的
。

但我们的工作还很不够
,

还需要在其他盆地中

进一步验证
。

总之
,

我们的认识是这一还原系数是沉积

物中有机物质内部矛盾发生发展的一个反映方

面
,

一部分有机质被分解
,

而另外一部分有机

质 则接受氢化作用
,

最后达到沉积物 内部的新

的平衡
。

这一观点是否恰当
,

希望大家指正
。

哉 K 值 针 算 的 合 理 性

第国普查勘探大队实旅室 刘永镇

作者曾在生油岩岩石化学分析责料的讨流

中谈到 K 值的计算式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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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中国石油利
,

学院提出的 K 值妇算式是
:

从两式的比较来看
,

井无多大差别
。

但在

尤值的含义上
,

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东西
。

K 值的含义是
:

总使向黄铁矿铁的转化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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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应方程式实际上是以下几个反应方程

式的简化
。

B[J

4 F e (O H )。 + C

一
F e C O 。 + 3 F e (O H)

:
一

。3 H : O

3C + 3 0 2
,

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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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e (O H ): + 3 C O Z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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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

菱铁矿的形成
,

也可以在还原环境

中 (缺氧而富含有机物质 )
,

也可以在氧化的环

境中形成
。

这与 Jl
.

A
.

r y汀脱Ba 的看法是一致

的
。

菱铁矿井不能很明显的说 明 氧化 还原 环

境
。

由于以
_

E的反应在 自然界中大量存在
,

我

们有可能对K 值进行计算
,

而绝非不可能
。

从反应方程式(1 )(2 )看出

二克分子的〔O] 形成了一克分子的 H ZS

二克分子的 H Z S 形成了一克分子的 F eS
:

所以
,

四克分子的 〔C 〕就可形成一克分子

的 F e S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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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

从反应方程式 (3) 看出

四克分子的碳形成了四 克分子的菱铁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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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

说明沉积的氧化还原程度
。

因此
,

我们有

必要考究这两个 K 值的计算式
。

H
.

M
.

C T p a x 0 B
提出的三个反应方程式

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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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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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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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H
.

A
.

尤尔柯维奇的看法
,

这三个反应

方程式是示意的方程式
,

究竟这些方程在实际

研究中正确 到什么程度
,

很难立即判断
,

因此
,

是不可确信的
。

从而提出还原容量的研究
。

作者认为这三个方程式
,

在某些方面反映

了客观具实情况
,

但应指出
,

在某些方面是不

够全面的
。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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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质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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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反应是由于硫酸盐还原细菌活动的结果 (即

脱硫作用 )
。

由于 H 声 的生成
,

促使了黄铁矿

(F e S Z )的形成
。

ZF e ( O H )。 + ZH Z S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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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卜3H Z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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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
, H Z S 极容易同某些金属氧化物

发生作用
,

特别是与 F e ZO 3
最易发生作用

,

而

且
,

F e Z O 。
被 H 声 还原要比碳氢化合物 的还原

要强而且完全
。

同时
,

大量硫化氢的存在
,

会

与 F e (O H ) :

作用
,

形成 F eS (磁黄铁矿 )
。

F e (O H ) 2 + H Z S

一
F e S + ZH zO

磁黄铁矿的形成
,

说明了黄铁矿的形成是

在比磁黄铁矿更为氧化的环境中形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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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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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着箭头方向
,

氧化性增弧
,

反之
,

还原

性增强
。

这就证实了磁黄铁矿存在于强的还原

环境中
。

对于菱铁矿的形成
,

作者同意 H
.

M
·

CTP
-

a x o B 所提出的方程式
。

郎

因此

这系数 0
.

2 5 就是说把菱铁矿的铁转 化 成

黄铁矿铁的转化系数
。

所以
,

万值的计算式应为

0
.

2 5 、 F e
直吉

1 + F e

越
:

艺F e

作者是不同意转化系数为 0
.

2 36 的K 值计

算式的
。

是由于 0
.

2 36 这个转化系数不合理
,

它是许多概念不清的产物
。

它所反映的是菱铁

矿铁向黄铁矿的转化系数
,

是
一

与K 值的含义相

矛盾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