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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地层沉积成岩地化相
,

以及确定某些

样品的铁含量和铁还原系数可否应用时
,

作铁

还原系数与三种铁相对含量关系图是十分必要

的
。

该图能起上远作用的根本原因
,

不在于铁

还原系数是否具实等等
,

而在于沉积成岩地化

相中三种铁的比例本身具有某种特定规律
。

既

然如此
,

则该图可用三种铁相对含量三角图代

替
。

其优点是作图简单
,

井能顺便图解出铁还

原系数 (K
、

X , 。

)
,

以作他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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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铁此例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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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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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B 线分成了七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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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诸

块应分别为强氧化
、

弱氧化
、

弱还原
、

还原及

强还原诸亚相区域
。

但在上述诸区域中
,

只有

在上述铁此例曲线上及其近侧的铁比例才是被

地层沉积成岩地化相所擦制的 (见节三 )
。

据上述方法用贵州某井资料作了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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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郎说明
,

铁相

对含量三角图能够代替铁相对含量与铁还原系

数关系图划相
。

二
、

用铁相对含量三角图 图解 铁还 原系

数
。

以 K 为例
:

纸纵线系郎为所求的 K 等 值线 系 了 (图

3 )
。

这样
,

在作划相三角图时
,

每点一点
,

则都可依该点在 K 等值线系中的位置而顺

便求出 K 值来
。

K 为提高图解速度和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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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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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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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图 2
、

3
、

5 ,

以及图 6 三角点所示部分

都是地层沉积成岩之后
,

未经发生严重次生变

化的井下资料作成的
。

其共同点是
:

点子排列

近于线状
,

如图 2 ,

郎大致排成
a , 。
铁比例曲

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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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点可能是地层所在地区及大相 (陆海相 )有

别所致
。

而共同点则说明
:

.

不同地区和大相的

地层的沉积成岩地化相中铁此例数值
,

仅在上

述铁比例曲线上或其近侧
二

,

图 6 的其余部分是用受了风化的地面样品

资料作成的
。

可以看出
,

一些点仍在铁比例曲

线上或其近侧
,

甚至还排列成线
。

而另一些点

则距离曲线较远
,

散布他区
。

但 二者共 同 点

是
:

点位与井下相应层段的资料点位一般都相

差一至二个相区
。

至于其他次生变化所产生的

结果可能亦与上面相同
。

于是从此得出这样一

个结湍
:

次生变化样品的铁相对含量是不能用

来研究沉积成岩地化相的
,

其点位可在划相三

角图中任意位置上
。

但是野外工作中
,

要想采得全是未经次生

变化的样品是不可能的
。

因此
,

在室内还很有

必要判别铁的或与铁有关的分析 成果 的 可用

性
。

在这种判别中
,

可以应用三角图
,

其原理

就是在三角图中
,

沉积成岩环境所擦制的铁相

对含量点有前述的固定位置
,

而次生变化样品

的铁相对含量点位是不固定的
。

这对于判别那

些点位散乱在铁比例曲线近侧以外的贵料可否

应用特别有效
。

从铁还原系数诸定义式或图 3 都可看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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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中
,

既有同时能够反映沉积成岩环境地化

相和次生变化的
,

也有只能反映次生变化的
。

既如此
,

还原系数的上述每一数值
,

在还未了

解计算该数值的铁相对含量是次生
,

还是原生

时
,

其地质意义都是不定的
。

这就指出
,

那种

只管计算铁还原系数来划相是相当危险的
。

而

要求出具能反映沉积成岩地化相的铁还原系数

值来
,

则只有在判别了铁相对含量可否应用的

同时或之后
。

从这又可看出
,

作三角图划相比

计算铁还原系再作该系数与铁相对含量关系图

来划相优越
。

用那一种铁还原系数描述地 化 相更 为具

实 ? 目前人们各执一端
,

争渝不己
。

对此
,

笔者

冒昧提出一个问题
:

能否根据铁此例曲线建立

三种铁的平衡方程式
,

从而 由此解决上述争端 ?

各 种 敛 拯原 系 数在 某剖 面上 的 应 用

前第四普查勘探大队实盼室 罗声允

目前在划分地化相上
,

铁还原系数起着重

要的作用
。

但如何应用铁还原系数还有许多争

谕
:

石油科学院和局综合队等认为 K 值 (F e
益

,

x 0
.

2 3 6 十 F e

袜
2

/ 名Fe) 是划分地化相的主要指

标
; 三队何志高同志提出了新的 铁还原 系 数

—
工Fe ; 中心室提出了 另 一新 铁还原 系 数

—
T ;

二队实验室及刘永祯 同志则认为应该

用 F e
查占

x 0
.

25 的铁还原系数
。

我们通过学习

认为
:

何志高 同志对 0
.

2 3 6
、

。
.

2 15 及 0
.

25 这

几个系数的理希批判是正确的
。

新 的 物
。

在 电

化理输上也是无误的
; 中心室的理希依据也很

充分
。

哪个铁还原系数好呢 ? 我们没有经验
,

需要实践证明
。

我们本着毛主席关于
“

无希何

人
,

要认识什么事物
,

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
,

郎生活于(实践于 )那个事物的环境中
,

是没有

法子解决的
。 ”

及
“

通过实践而发现具理
,

又通

过实践而证实具理和发展真理
。 ”

的教导
,

在某

钻井剖面的贵料整理研究 中
,

应用 了 丑
、

脚
e Z

(F e
查右

, x 0
.

0 6 6 7 + F e

蒜
2

/艺F e
)及 少 (F e直芒

l +

13S Fes
Z

/ Fe 查扩 + S貂
、
)

*

这三种铁还原系数
,

其

效果如下
:

(一 )
、

K 与F e
翁l+ /名F e 、

F e
靛

l

/艺F e 、

Fe
瑟

2

/艺F e 的关系曲线

见图 1
:

o
一一了厂一不一节万一不厂一井一下 欠

图 I K 与三种铁相对含量的关系

从图 1 可以看出
:

K 与三种铁的相对含量

成线性关系
,

是有规律的
。

Fe
鑫扩 曲线与F e

品
,

曲线的交点是K = 0
.

2 6 ,

此时F e

越
:

/ F
e
查扩 = 1

。

*
原稿如此

,

与T 值原式有出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