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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
,

然而烷怪比之环烷怪更有利于运移
。

样
。

不应当根据稀散地采样来评定生油层的休

沉积物 中有机物质的多样性使生油层的寻 积和分布
。

必须根据地质判断在各个区域内采

找复杂化
,

需要较密的采样
。

怪类分析的采样 样
。

密度需要与控制地层的环境指标的采样密度一 (李成濡译自 A A P G 1 96 “ vo l 49 艳 3 张义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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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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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

A
.

弗洛罗斯卡娅提出了用萤光显微镜 为清晰 ) 主要观察轻质的油质沥青
。

可以根据

来研究含沥青岩石
,

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含 薄片上的发光强度和分布情况大概估i
一

于沥青的

沥青物质在紫外光的照射下有不 同 的发光情 含量
。

但观察不到轻质沥青的原始产状
,

因为

况
,

不同的可见光谱与沥青的物质有关
。

沥青在薄片和光片表面易发生分散作用
,

只有

r
.

n
.

卡尔宾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萤光显微 在轻质沥青最富集的地方在透射光下才可以看

镜的方法
。

大量的资料表明这个方祛与岩石学 到它
。

的
、

化学的和萤光沥青分析方法相配合可以解 在透射光线下研究胶化的中质和重质沥青

决一系列重要间题
;
有机物的 性质 及转 化方 的分布(也研究了一些轻质沥青 )及其和围岩之

向
,

沥青的后生性和同生性
,

沥青向围岩运移 间的关系
,

因为沥青和围岩有紧密的联系
,

为

的方向及性质
。

现在就有许多学者利用这个方 此必须对岩石薄片的犷物成分进行描述
。

法详细研究含沥青岩石
,

我们运用这个方法研 在鉴定岩石薄片的矿物组成时特别要注意

究了雅库梯 自治共和国中部的中生代 (海相和 胶结物的成分
、

颗粒的磨圆度
、

分选性
,

井查

陆相 )的碎屑沉积物
。

明按照颜色有时和沥青相似的可发光矿物以及

在进行研究以前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
:

黄铁矿氢氧化铁矿物的存在
。

同一个薄片不能

第一我们选定岩层的顶板和底板 做 为研究方 既作萤光又作偏光观察
,

因为研究岩性的薄片

向
,

这对于决定碳氢化合物的运移方向是很重 是采用强烈发光的加拿大树胶
,

而研究沥青的

要的
。

第二方面是在比较匀一的厚岩层剖面中 萤光薄片 (为 了进行萤光显微镜研究而制作的 )

选取不 同的岩石标本
。

最后
,

利用较好的钻井 通常厚度达 0
.

25 m m
,

它妨碍了偏光显微镜的

和露义研究了纵 向和横向
_

匕含沥青的 变 化 情 观察
,

所以要劈开岩心截面制作二个薄片
。

况
。

在制作沥青薄片的时候磨 光岩 石 的 表 面

萤光显微镜的研究可以采用本国的M几
一 1

,

(光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和描远
,

井把其一分为

2
,

3 和 MT 巾一 1
,

2
,

3 型萤光显微镜
,

我们利用 二
,

一半作薄片用
,

一半作光片用
。

r
.

n
.

卡尔

在透射光和反射光
一

F都能够工作的 MJI 一 1型萤 宾斯基等人的文章里说明了薄片制作方法
。

这

光显微镜
,

在观察时用 9 只 0
.

2 0 3 一 g 一JI 型 目 个方法简远如下
:

把一块和岩石薄片大小一样

镜物镜和 y中一 3 型滤色片
,

我们主要在透射光 的岩心磨光用硅酸盐胶贴在载物玻璃上
,

用东

下来研究薄片和光片的
。

在研究薄片时我们使 西压住一直到完全干燥 (不压时玻璃和岩石之

用了奥地利 <<P a计xe PT
》
公司的透 射光线 <(9 eTo

一

间会保留一层厚的胶 )
,

以后用手 (或是转速慢
n职》的生物显微镜和

《巾朋o p 江Io 此
》
萤光源

,

的磨盘 ) 在玻璃和呢绒
_ _

L把岩石磨薄和磨光
。

它此 MJI 一 1 型显微镜光源更强
。

所制作的薄片其厚度应尽可能相同
,

因为它影

通过反射光在光片或是薄片 (光片的像较 响发光强度(在透射光下片子过于薄就发光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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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厚要压制色调 )
。

在制作疏松岩石薄 片时 预

先浸透胶
,

但这个方法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

才使用
,

因为胶可以发光
,

它压制和遮盖了颜

色的色调
。

某些研究者用硅酸盐的胶浸透岩石以后用

水和研磨粉来加工薄片 (像岩石薄片一样)
.

湿

法加工薄片是用于很致密的岩石和不具渗透性

的砂岩及遇水不是很快膨胀的粘土
,

因为这会

引起沥青的再分配
。

在多孔岩石情况下不好用

粉末进行研磨
,

因为粉末堵塞了孔隙
,

而本身

又常常发光
。

千燥方法加工薄片是繁重的
,

但是它能够

保存岩石的原始分布状况
。

我们制作了井在萤

光显微镜下描远了 60 0 个薄片和一些光片
。

按照 E
.

H
.

耶利扎罗沃伊的建议
,

描述薄

片和光片应当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
,

井回答下

列主要问题
:

1
.

在岩石里有没有有机物
,

有多

少有机物
,

它以什么形式存在的 ? 2
.

有没有黄

铁矿
,

黄铁矿的成因和它的分布如何 ? 3
.

是否

存在炭化的残留物质 ? 4
.

沥青的性质
、

分布以

及和围岩的联系如何 ? 按照一定系统进行描述

能够使不 同研究者的描述容易按剖面与横向进

行地层对比这是非常重要的
。

查明矿物 (方解石
、

错石
、

金红石及其他

重矿物 ) 的发光是非常重要的
,

例如方解石的

发光常常取决于其晶格中的沥青
,

这些沥青是

用有机溶剂提取不 出来的 (郎 B
.

A
.

弗洛罗斯

卡娅所说的沥青 C )
。

必须在透射光和反射光的检查下才能从矿

物和植物化石的发光 中区分出沥青的发光
,

矿

物的翰廓和保留下来的植物化石的输廓是不变

的
,

但沥青的输廓是可以变的
。

为 了描述在岩石中沥青的分布状态我们和

某些学者把有意义的薄片拍成彩色照片
,

这是

正确的和醒目的方法
,

但这是很麻烦的
,

要从

复杂的情况中选择出相应的颜色和色调
。

描绘

大量薄片的好方法是被某些研究者所运用的幻

灯片颜料
,

它的制备比照相方便
。

也有用黑 白照片和素描图描绘的
,

但是这

个方法尤其是后者含有主观成分
,

这个方法表

达和解释了最典型沥青分布情况和可以进行大

量的描远
。

萤光显微镜研究成果的解释是建立

在研究所有的完整剖面的基础上
,

根据个别薄

片作出结箫会导致错澳
。

r
.

n
.

卡尔宾斯基在 自己一系列的工作中

解释了萤光显微镜下研究有机物的结果
。

为 了

解决有机物的性质和转化方向必须研究标本的

有机物成分和分布状态
。

如果含有炭化的植物

残余和少量的油质沥青
,

而缺少胶质
、

中质的
、

重质沥青时
,

则有机质是向煤的方向转化
。

如

果在岩石 中只有少量的或是没有碳化的植物残

余
,

而含有有机物质和在成因
_

L与有机质有联

系的重质的
、

中质的胶质和轻质沥青
,

那么有

机质的转化是向石油方向进行的
,

这种情况下

沥青是与围岩同生的
。

假如在岩石 中仅仅存在不稳定的 (轻质 )沥

青物质而缺少其他形式的有机物质
,

或具有在

成因
_ _

L与沥青无关的碳化植物残体
,

那么这种

沥青是后生的
。

后生沥青是指沥青从其他岩系

运移来的
。

从砂岩的泥质包裹体进入到砂岩里

的沥青我们认为是与围岩同生的
。

在二种不同岩性的岩石接触带之间研究沥

青在孔隙
、

裂隙中的分布能够查明沥青的性质

和运移方向
。

如果在裂隙 中有重质沥青 (棕色

的 ) 在其周围有黄色的然后是浅兰色的轻质沥

青则沥青是从裂隙向岩石运移的
,

同样
,

如果

在裂隙里有轻质沥青而其边缘是重质沥青
,

则

沥青是从岩石里运移出来的
。

有时在岩石里除了有原始有机物质外还有

大量沥青
,

按沥青数量来说不可能 由现存的有

机物形成
,

在这样的情况下岩石里可以看到同

时存在有同生的和后生的有机物
。

在岩石里有

少量的分散后生沥青按性质和发光强度和同生

沥青接近 (发光暗淡
,

容易染色 )
。

而若岩石含大

量的后生沥青拜充旗了所有孔隙室间 (矿物颗

粒好象漂在沥青上)
,

则后生沥青按颜色和发光

强度 (发光鲜艳
,

几乎是辉煌的 )接近于石油
,

在

沉积物里有可能遇到分散的少量的后生沥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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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堆积
。

将在萤光显微镜下研究和描述岩石

薄片的成果同发光沥青研究的成果以及怪类和

沥青分析的成果作了对比
,

萤光显微镜查明了

沥青的特点井补充说明
_

_

七述分析成果
。

薄片能

鉴定有机质的性质
,

能够看到有机物质与沥青

的关系井是否是原来伴生的关系
。

而沥青分析

只能测出沥青的总含量
。

按照萤光显微镜与沥青分析来看
,

岩石中

有机炭含量很高时 (了~ 12 解)在薄片里不是次

生沥青
,

而是充满了较多的炭质 (夹层和分散

有机物碎屑 )或是有机物与同生沥青
。

在某些有机炭含量高井含有氟仿沥青 (甚

至比乙醇苯还高 ) 的情况下
,

在薄片里仅观察

到炭质夹层中间有鲜艳的黄色和橙黄色的油质

沥青
,

这沥青是煤沥青
,

这些沥青不可能是由

非有机质形成的
。

如果这些沥青是后生的话
,

它将会充浦孔隙空间而不是仅仅只在炭质夹层

之 lbJ
。

检查整个剖面能够十分容易地划分出后生

沥青
,

尤其它的含量很多时(不小于 0
.

0 4 )
,

发

生特有的鲜艳的光和颜色
,

在透射光下是缘黄

色
,

这就不需要其他的证明和证据了
。

在显微镜下同样也能很好地看出数量不多

的后生沥青
,

这需要有这样的证明
:

象缺乏原

始有机物质 (已经知道它全然 不 能 转 变 为 沥

青 )
,

裂隙里沥青规律地分布 (重的在里面轻的

沿着边缘 )
。

萤光显微镜能够查明含量很少 的

后生沥青
,

这是其他的方法所不能作到的
。

分

析方法常常不能抓着岩石里的轻质沥青给予研

究
,

而萤光显微镜能够在薄片里看得出
。

Jl
.

A
.

波利斯捷拉引证例子说明毛细条只

能抽出重质沥青
,

而在萤光显微镜的帮助下同

时可以看到胶质和油质沥青
。

H
.

B
.

瓦索耶无奇和 M
.

A
.

格腊什捷恩指

出发光分析的标淮不淮确
《
发光总强度不仅取

决于沥青的总含量
,

也取决于那些能使发光增

强的组份
》
这妨碍正确地鉴定沥青的含量

。

不

是全部物质发光的
,

而是少数组份在发光
,

因

此
,

在萤光显微镜下能够确信地判 断那一种沥

青居优势
。

为 了详细研究萤光显微镜方法的合理性应

当与沥青分析密切配合
。

萤光显微镜能够查明沥青的运移阶段
,

鉴

定剖面上不同生油
、

运移和聚集层段的岩石
。

如果在含同生沥青的岩石里有裂隙
,

井且

裂隙里充满 了沥青或者在具有此围岩储油性能

更高的包裹体里含轻质沥青
,

这意味着这种岩

石排出了 自己的沥青
,

该岩石是生油岩
。

如果

这种沉积岩里含有数量不大的后生沥青
,

它还

是生油岩
。

如果岩石强烈饱和后生沥青
,

它是

积聚起来的
。

分析沥青的含量和沥青的类型以

及元素成分可以查明生油层和向这些层段区域

运移聚集的途径
,

评价该地区的含油气远景
。

(曹振秋译自 几彻o r“只 ” re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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