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水盆地二氧化碳气藏地质特征及成因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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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7 7年 5 月22 日
,

广东省地质局七三五地质 队
,

在三水盆地施工的水深九井发生井喷
,

每日喷出纯二氧化碳气50 0万立方米以上
。

第二年当地的水稻增产二成
,

用该井的气 体对蔬

菜施肥
,

使蔬菜增产4 0
.

9一 3 98 %
,

引起有关方面注意
。

佛山地区专门成立二 氧 化 碳 研 究

所
,

研究该井气体的综合利用问题
。

二氧化碳是一种肥效显著的
“
气肥

” ,

国外一些先进国

家已比较广泛地在温室或棚房中对作物施用二氧化碳
。

同时二氧化碳在工业
、

商业上的用途

极广泛
,

特别是对粮食
、

种子
、

蔬菜和肉类的保鲜作用效果良好
,

其经济价值十倍 于 天 然

气
,

是一种宝贵的地下矿产
。

本文利用七三五地质队和南海石油勘探指挥部二大队的地质资

料
,

对三水盆地北部宝月背斜
、

沙头灯构造一带二氧化碳气的地质特征
、

分布规律
、

成 因及

远景进行初步探讨
。

一
、

三水盆地地质概况

三水盆地位于我国南方珠江三角洲
,

广州市处在其东翼 (图 1 )
。

盆地面积2 5 0 0平方公

里
,

沉积了近 5 0 0 0米厚的白里一早第三纪湖相
、

河

流相碎屑岩
、

火山岩及火山碎屑岩
,

以陆相堆积为

主
。

早第三纪中期有短暂的海水侵入
,

在盆地边缘

斜坡和高地发育一套灰岩沉积 (表 1 )
。

西部主要

是石炭
、

二迭系 ; 东部为二迭
、

上 三 迭 系含煤建

造 , 东南部则为下古生界变质岩
。

通过普查勘探已

发现若干油气 田
、

石膏
、

岩盐矿产
。

三水盆地是一个受新华夏体系和纬向构造体系

联合控制 的断陷盆地
。

盆内发育的北东
、

北北东和

北西向两组断裂交织成网格状 , 北北东向断裂控制

白翌纪沉积
。

北西 向断裂使盆地地下沉发育成为统

一的菱形盆地
,

堆积了巨厚的第三纪沉积
。

盆内白垄一早第三纪火山活动频繁激烈
,

具有

多旋回
、

多期喷发
、

延续时间长
、

厚度大
、

面积广

等特点
。

几乎各组段都有不同程度的火成岩活动
。

根据火成岩活动时间及岩性特点可分为三个喷发旋

刀

门
Q

珍二
创黔

达

>沁
。

、
。

1 1生尹

队

烈夕

22八
佛

笔魂

沙 犷
_

_ Z _ 」一

_图 1 广东省三水盆地地质略圈

1
.

盆地界线 2
.

本文研究区位置



衰 1 三 水 盆 地 白 垒 一 第 三 系 地 层 简 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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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棕
、

灰白色含砾砂岩
、

粗砂岩与棕
色泥质粉砂岩

、

砂质泥岩互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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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泥岩互层
夹深灰色泥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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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灰色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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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部具凝灰岩标痣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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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
、

绿灰色玄武岩
、

凝灰岩总厚 1 95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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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纹岩
、

火
山角砾岩总厚 1 71 米

石油

化碳

段三一段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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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膏色石灰含深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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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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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灰
、

灰色砾岩
、

砂砾岩
、

棕红色砂

石

上部深棕
、

灰 棕 色 粉砂岩
、

灰棕色
砂岩夹青灰色泥岩

,

含石膏 ; 下部暗
棕色砂砾岩

,

含砾砂岩
、

砾岩

仁部棕红色泥质粉砂岩
,

青灰色泥岩
泥质砂岩

,

下部暗棕色砂砾岩
、

砂岩

深灰色灰色泥灰岩与深棕色粉砂岩互
层见石膏薄层

黄褐色砾岩
、

砂砾岩
、

砂岩与紫红色
粉砂岩

洞组鹤自统下?

先白
坚系

回
,

八个喷发期
,

喷发次数三
、

四十次以上
。

第炭旋回为
_

白圣纪
,

包括二个喷发期
;
第二旋

回为早第三纪布心期至西布期
,

包括四个喷发期
;
第三旋回为华涌期

,

包括二个喷发期
。

个旋回由酸性 (流纹岩
、

流纹斑岩)开始
,

向碱性 (粗面岩)
、

基性 (玄武岩) 过渡
,

最后以较

大规模的基性喷发结束
。

火山活动以华涌二期最激烈
,

布心期次之
。

火山岩主要分布在腹心

部位
,

已裸露地表岩体二十多个
。

另外还有大量钻井揭示或磁力勘测推断的隐伏火山岩体
,

它们受北东和北西向两组断裂控制
,

特别是断裂交叉部位金卜往是火山 111
、

规律性比较明显
。



二
、

宝月背斜—沙头好构造简介

宝月背斜和沙头好构造带呈北西向横亘盆地北部 (图 2 )
。

其西北及东南两端被北东向

田 2 宝月背料一沙头好构造布心组构造略图

断层切割
,

与其它构造分开
; 东北和西南有或

显或隐的向斜与其它构造带相隔
。

有的同志认

为这两个构造同属一个二级构造带
;
亦有同志

把他们分开
,

认为应分属不同构造带
。

作者根

据二个构造轴线大体一致
,

又有相通的北西向

断裂
; 石油

、

天然气和二氧化碳气的聚集具有

很多相同点
,

暂把他们列在一起
,

以便叙述
。

宝月背斜位于西北
,

沙 头 灯 构造处于东

南
,

两者之间为被断层复杂化的向斜 鞍 部 相

连
,

构成长约17 公里
,

宽约 4
.

5 公里 的 隆 起

带
。

宝月
_

背斜为一短轴背斜
,

轴向大体北西
,

其北端有转向北北东趋势
。

长轴 7 公里
,

短轴4
.

5公里
。

西南翼受断层切割变窄
,

倾角10
“

一

12
“ ;
东北翼宽缓

,

倾角5
。

一10
“ 。

宝月背斜处于区域斜坡背景上
,

东 北 和 东南有深凹的向

斜 ; 西南翼的向斜浅缓
,

全靠断层封闭
。

闭合高度约 55 0 米
,

是一个由褶曲和断层复合造成

的构造
。

背斜上北东和北西向两组正断层发育
,

把背斜切割成若干断块
,

控制油气聚集的断

块自高至低有樟山
、

三水农场及高岗
。

不同断块上油气水性质不同
、

油气水界面高度不同
、

C O
:

含量不同
,

具有明显 的分割性
。

一般断层下降盘油气保存条件较差
,

油气层较少
, 上升

盘油气保存条件较好
、

层数较多
。

沙头抒构造是在向北东翘起的斜坡背景上
,

受北西和北东两组断裂切割的背斜
、

断鼻
、

断块组成的构造群
。

各断块自成封闭系统
,

闭合度可达 5 0 0米
。

沙头抒构造向北西倾没
,

东

南则抬升与另一构造过渡嵌接
。

长 10 公里
,

宽约 4 公里
。

三
、

天然二氧化碳气产出形式

宝月一沙头好构造已有二十 口钻井
.

二十六层发现丰富程度不同的二氧化碳气
。

产气层

位在宝月背斜较新
,

以布三段为主
; 沙头好构造较老

,

主要产自布二段
,

少数在布三段及大

朗山组
。

根据二氧化碳丰度及伴生物
,

本区二氧化碳气产出形式可分下列五种
:

(一 ) 纯二氧化碳气藏
:

C 0
2

含量99 % 以上
,

其它气体含量很低
。

以纯气方式产暇
。

见

于趁头坛背斜东逝块
。

昼旦止生度高
、

产量大
,

具有重大工业价值
。

下面介绍该类型主要井
—奎拯

.

办井情况
:

气体产 自套二段石灰岩溶洞
,

井深 14 2 9
.

17 一

14 3 2
.

6 7米
,

溶洞高3
.

5米
。

该井钻遇溶洞后泥浆严重漏失
、

光进不出
,

发生猛 烈 井 喷
。

强

大气流沿井 口
、

泥浆出口管及灌浆管线猛烈外喷
,

粗壮气柱高达百米
。

地层憋裂
、

气流到处



窜冒
,

形成十几处喷泉
,

致使井场及四周稻田形成大片深塘
,

井场淹没在泥水之中
,

气雾迷

漫
,

泥水翻腾
,

犹如沸腾大锅
。

因喷出纯二氧化碳气
,

井场严重缺氧
,

人员难以接近
。

由于

喷气吸热
,

产生有趣的现象
,

在南方盛暑
,

井 口套管结冰厚 。
.

6 米
,

喷气管线 白色霜冻
,

寒

气逼人
。

初喷时 日产气量约卯0万立方米以上
;
六月中旬产气34 0万立方米 , 七月初安装新井

口
,

通过六条 4 专
“

管线放喷 日产气2 70 一 2 18 万立方米
;
中旬稳定在 日产 2 00 万立方米

,

直至

抢险成功
。

井 口压力 60 公斤
,

该井狂喷失控 60 多天
,

后期仍能保持这样大产量
,

说明该气藏气

量相 当丰富
。

气体组分
:

C O
: 9 9

.

5 5 % ; N
: 0

.

2 5 5 % ; C H
‘ 0

.

1 9 4 % ; H
:

5 0
.

0 0 2一0
.

0 0 3 % ;

5 0
: + 5 0

3 2 8一 4 2毫克/米
“ ; H e 0

.

0 1 3 % ; 相对 比重 1
.

5 1 4 (表 2 )
。

表 2 三水盆地宝月一沙头好构造夭然气成分

构构 造造 沙 头 牙 构 造造 宝 月 背 斜斜

沙沙沙头好背斜斜 伴边断块块 刘 边 断 块块 高岗断块块 三 水 农 场 断 块块 樟山断块块

井井 号号 水 深 ggg 水深nnn 水基 111 水深 1666 南 了了 水深 333 水深 1333 水深 1777 宝 111 南 111

层层 位位 布 二 段段 布三段段 布二段段 大朗山组组 布三段段 布三段段 布三段段 布三段段 布三段段 布三段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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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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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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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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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二二氧化碳(% ))) 9 9
.

5 555 9
.

4 4 11111 2
.

6 111 8 3
,

9 999 7
.

5 777 1 6
.

5 333 1
.

0 999 1
.

6 222 0
.

1 999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4
.

2 00000000000甲甲烷(% ))) 0
.

1 9 444 6 0
.

9 3 44444 6 6
.

5 555 1 2
.

2 999 7 0
.

3 999 5 9
.

9 999 5 6
.

9 66666 9 5
.

6 222

乙乙烷(% ))) 0
.

0 2 333 1 1
.

2 6 888 1 5
.

5 444 1 5
.

0 333 1
.

2 777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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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33 J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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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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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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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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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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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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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1 555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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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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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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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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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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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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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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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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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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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777 2
.

8 444 2
.

5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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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444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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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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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2 555 1
.

3 8 666 0
.

7 4 999 0
.

8 4 222 0
.

9 3 888 0
.

6 1 777 0
.

5 7 555

备备
·

注注 纯二氧化碳气气 低二氧化碳气原油油 高二氧氧 低二氧化碳湿气气 低二氧化化 低二氧化碳碳
化化化化化碳气气气 碳原油油 干气气

0
.

1 9

9 5
.

6 2

1
.

透0

0
.

2 6

(二) 高浓度二氧化碳气藏
:

C O
:

含量约 80 %
,

C H
‘ + N

:

含量百分之十几
。

以
_

纯气藏方

式产 出
,

见于宝月背斜
_

高良断块
。

以南
,

7 井为例
:

气层深1 16 1
.

4一 1 17 7
.

1米
,

厚 6
.

7米
,

为布二

段砂岩
,

14 毫米孔板 日产气4 7甚介p立充米
,

气层中部压力 1 18 大气压
。

气体组份
:

q Z‘;多坦 9 %
;

C H
‘ 1 2

.

9 9 % ; C
Z
H

。

一C
‘
H

; 。 1
.

8 8 % ; C
6
H

, : 0
.

0 5 % ; N
: 1

.

7 9 %
。

相对比重 1
.

3 8 6
。

(三) 天然湿气藏中低浓度二氧化碳气
:

C O Z

含量低于20 %
,

混王天
_

然
_

丝趾汽介中 产

出
。

C O
:

含量可由微量一1 6
.

53 %
。

见于宝月构造三水农场断块
,

如水深 13
、

水 深 3
、

南20

井
。

由于C Q :
含量低

,

无 单独利用意义
。



现以水深 13 并为例
:

气层位于井深 1 1 1 2
.

2一11 1 8
.

8 米处
,

厚6
.

0米 (扣除夹层)
。

产气

层位为布三段 丁下 一 1 层
。

用30 毫米孔板日产气量3 4 0 0米
3 。

气体组份
:

C O
: 1 6

.

53 % , C H
‘

5 9
.

9 9 % ; C
:
H

。

一 C
‘
H

; 。 1 0
.

73 % ; C
o
H

, : 0
.

3 7 % , N
: 2 1

.

9 5 %
。

(四 ) 天然干气藏中低浓度二氧化碳气
:

C 0
2

含量很低为0
·

19 一 1
·

5 1 %
,

握产于以C H
4

为主的天然气藏之中
。

见于宝月背斜顶部樟山断块
。

水16
、

南 7
、

宝 1
、

宝21 等井皆见
,

产

气
.

层为布心组三段砂岩
。

现以宝 1 井为例
:

气层井深 7 54
.

2一 7 6 1
.

4 米
、

厚 6
.

6米
。

层位为布三段 W下 一 1 层含砾

粗砂岩
。

日产气量 1 1 8 5 0 0 立方米
。

气层 中部压力 6 7
.

3 大气压
。

气体组 份
:

C O
: 1

.

62 % ;

C H
‘ 9 4

.

2 0 % ; C
Z

H
。 1

.

0 8 % ; C
3
H

: 0
.

2 7 % ; N
: 2

.

8 4沁
。

相对比重 0
.

6 2 7
。

(五) 愿拙史低浓度共氮化碳气
:

CO
;
含量低王豹线

,

握王厦迪多解气中
,

在宝月背斜

和沙头灯构造的油井中常见
。

产出层位为龟黑段
、

布吕段及
‘

木朗少组
,

岩性有砂岩
,

溶孔灰

岩及灰质砾岩
。

以水深 n 井为例
:

产层井深 1 4 1 1一 14 1 3
.

2 米
,

厚 1
.

8米
,

层位为布三段
,

细粒油砂岩
,

产 原 油
。

溶 解 气 成 分 为
:

C O
: 9

.

4 4 % ; C H
‘ 6 0

.

9 5 % ; C
Z
H

6

一C
4

H
, 。 1 9

.

7 4 % ,

C
6
H

, :

一C
。
H

, 4 0
.

9 4 % ; N
: 5

.

9 4 % ; H e 0
.

0 6 1 %
。

相对 比重0
.

8 5 2 2
。

四
、

二氧化碳气储集岩类型

本区二氧化碳气储集岩主要为灰岩
、

砂岩
,

层位为下第三系
。

主要储集类型有
:

(一) 灰岩按
,

孔
、一

按洞型
:

灰岩或灰岩质砾岩 (砾石主要为碳酸盐岩
,

灰质胶结 ) 受地

下水溶蚀形成孔洞
,

形状极不规则
,

大小不等
,

从数毫米至 3
.

5米
。

孔洞内壁常有 结晶 方解

石镶嵌
。

孔洞和裂隙常连通
。

孔滤隙和渗透性 良好
,

是一种 良好储层
,

发育于沙头好
、

马头

岭地区
。

(二 ) 碳酸盐岩粒间孔隙
、

生物骨架孔隙型
:

由藻屑
、

生物屑粒间孔或造礁藻类生长时

形成的孔隙
。

孔隙度可达 1 0
.

2一 12
.

2 %
,

渗透率 0
.

99 一1 0 6
.

63 毫达西
。

部分孔隙被后生碳酸

盐充填而降低其孔渗能力
。

发育地带同上型
。

(三 ) 裂隙型
:

主要是受构造作用形成
,

岩性有灰岩
、

砾岩
、

砂岩
、

泥岩及 火 山 熔岩

(熔岩裂隙包括部分冷凝收缩形成的节理 )
,

其中以灰岩及灰质砾岩裂隙较好
。

(四 ) 砂岩孔隙型
:

本区以长石石英砂岩为主
,

自细粒至粗粒
,

有时含 细 砾 石
,

多呈

次棱角状
,

分选较好
。

胶结物以碳酸盐和粘土矿物为主
,

少量硫酸盐
。

胶结类型
,

孔隙式占

绝大多数
,

少量基底式
。

分选性差
,

孔隙度
、

渗透率变化大
。

有效孔隙度 2
.

61 一 16
.

87 %
、

渗透率从小于 1 到 1 2 3 3毫达西
。

五
、

天然二氧化碳气成因探讨

据国外文献报导
,

几乎所有地下天然气都含数量不等的二氧化碳
,

其中C O
Z

含量在 80 一

1 0 0 %的天然气藏占全部天然气藏总数的千分之二
。

关于天然二氧化碳气的起源
,

假说甚多
,

概括起来可分成有机成因和无机成因二大类
。



(一) 有机成因说
:

认为9 0 :
是有机物受氧化后生成的

。

1
.

有机物的分解作用
:
有机物质如石油

、

煤
、

泥炭
、

植物等
,

在厌氧细菌的作用下
,

遭

受氧化
,

生成C O
: 。

国外波光瓦用重质原油在厌氧细菌作用下
,

经过二年以上时间的分解
,

产生 4 5 0毫 升 气体
。

其组份为
:

C H
‘ 2 0

.

9 % ; 重烃气0
.

0 0 8 % ; H
: 0

.

6 % , C O
: + H

z
S

4
。

6 % , N
: 7 3

。

9 %
。

2
.

矿化水对碳氢化合物的氧化
:

含N a :
5 0

‘

的水与碳氢化合物作用生成 C O
: ,

其反应方

程式为
:

C n H m + N a :
5 0

‘ + 4 H
2
0 一、H

Z
S + N a H C O

3 + C O
:

个+ z C H
‘

个

(二 ) 无扒成因
_

说
:

1
.

火山喷出的气体
,

含丰富的C O
Z ;

2. 么成岩浆气碳酸盐岩接触
,

_
_

使碳酸盐岩变反生成
‘

q Q
Z ;

3
.

地下水中的酸类溶解碳酸盐岩生成C O
: 。

对本区的C O
Z

及其伴生气体组分
、

产层地质特征及与火山活动关系进行考察之后
,

认为

本区C O
:

主要是无机生成的
,

有机成周的可能性很小
。

从上面叙述 中不难看出
,

有机成因起

源的c o Z ,

应伴生大量的N
Z

和H : s代体
,

N :
占绝大多数

。

而本区随 c o
:

产出的气体中
,

N
:

和H ; S的含量较低
,

与有机成因的高N : 、

高H
:
S

迥然不同
,

_

故排除以有机成因为主的可能性
。

根据本区地质情况
,

我们认为本区C O
:

来

源有下例三种
:

第一种是火山喷气中的C O : 。

据近代火山

喷气分析
,

除含丰富的C O :
外

,

有少量N
: 、

H e

等气体
。

本区发现的富含C O :
的气井(气藏 )

,

都分布在早第三纪火山活动区内
,

距火山喷口

或邀出熔岩裂隙约 2 一 3 公里范围内(图 3 )o

如沙头好构造水深 九 井 附近
,

井 下 地 表发

现三期火山喷发
,

侵入活动
,

即 布 心 组二期

(见于水深2 1
、

水深26 井) , 西了遵方期 (见

于水深 9
、

南22 井) ; 华涌组二斯 (见于水深

9 井南石头村及水深21
、

水深 9 井 )
。

火丝!岩

有玄武岩
、

流纹岩
、

粗面岩
、

火山角砾岩
、

凝

灰岩
、

总厚近黑直水
,
喷发次数在十欢岁上

。

宝月构造南 7 井附近亦见三期火功喷发活动
:

布心组三期 (图 4 ) 见于水深2 3
、

南 1 3
、

南3 6
、

南 14
、

南 2 井井下
,

火也
一

岩体里面分布呈纺垂

形
、

沿北东分布
、

长约 3 公里
、

宽约 l 公里
,

在南13 井最厚
,

达 2 07 米 , 酉血二一华涌组一

版 (图 5 )
,

见 于南 3 0
、

水 深 3
、

水 深1 3
、

南36
、

水深12 及南 13 井
。

形
~ 月

查
州

尽
.

丈向大致同

上
,

以水深 r3 井最发育
,

厚 10 丘米 , 华通
‘

组二

. 纯门) 户
工片

台 高自 、 尹

毛井

必 低 C伍 涅气并

¹ 低 〕 阴
砂

‘

, 低 、

献 砂耘
。 可能‘你 气 牛

‘ ’

瞥
”布

爵

夕

西布
一 华 段 火山 岩

图 3 CO : 、 N : 、 H e含 t 与火山岩分布图

才

水深 } 7

水深l

图 4 宝月背料布三期火山岩称厚圈



水深17

¹ 水62

南深 l

L
_

⋯ O 南10
.

1

图 5 宝月背斜西布二
—

毕一期火山岩等厚图

组天遭受后期构造剥蚀
,

仅见于南深 1 ,

南10

井一带 ) 火山岩主要是亥武者
、

火主红角
_

砾岩
、

凝灰岩
,

累计厚度达 430 米
,

喷发次数十次以

上
。

多次喷发为C 0 2

提供了丰富的气源
,

同时

也带来一定数量的N :
和 H e

气
。

距火山喷 口越

近的井 CO :

浓度越大
,

反之较远则稀
。

第二种是织热的火山岩浆
、

热放租磁酸盐

岩 (本区石炭
、

二迭及手第三系皆有灰岩 ) 接

鲤
: 其热力促谏石灰 岩

_

分解
,

亡生C O Z 。

但

是
,

观羞蓄
.

赴工感地两火山熔岩和沉积 岩 接卿

敬
,

发现围者爱避{嗜变典镬围二姆小 于 10 厘

逛二夔至奏见烤鲤孪质带
; 另外

,

在唠出熔岩的上下层都发塑丝迪层
,

但原油北木遭受强烈

氧爬
:
谬明澳类坡者粗夕有肺

一
、

官那 l起丝变厦眼毋鹜有限
。

第三种是熊工水
‘

史的酸类掩解碳酿盐呈童生成c o 、*
砂头灯一

马头岭一带地下水 强烈交

替带深度可达地表之下一千四百余米
。

如水深九井 19 29米灰岩溶洞水
,

矿化 度 为 36 7 5 . 8一

吐8 17 . 3毫克 / 升 ; 水深23 井10 31 . 6一10 4 8米灰岩裂隙水
,

矿化度 16 7 3 . 2毫克 / 升 ,

日产水量12

吨 (表 3 )
。

地表水携带溶解于其中的酸类沿断裂
、

破碎带或裂隙深入地下
,

浴解早第三纪

灰岩及灰岩质砾岩
,

形成发育的溶孔
、

溶洞
,

同时生成C O Z 。

表 3 水 分 析 成 果

六拼书牛一价{
- -
一

二
二

二

=
二
习

一
丁, 一一 , 一一州一, 州

六
、

二氧化碳气的运移和扩散

、钊,

广⋯飞
、

\
�

\削么
/�

�川司
地史上聚集的CO : ,

在地下水重力分异

作用下
,

沿裂隙
、

孔隙不断地向构造高部位

移和扩散
。

宝月构造不 同高度断块
,

CO
Z

浓

度不同就是明显的例子 (图 6 ) :

樟山断块

处于背斜顶部
,

为低浓度 CO
:

干 气 藏
,

深

度 7 2 6一 8 4 0 米
。

C O含 量 很 低
,

为 0
.

49 一

1
.

4 9 % ; N
: 1

.

7 7一 4
.

5 4 %
,

烃类气体以C H
4

占绝对优势
,

为9 2
.

7 6一 9 7
.

6 5 % , C
Z
H

。

一 C
嫂

H , 。 0
.

9 5一2
.

5 4 % ;
相对比重 0

.

5 9一0
.

6 1 7
。

三水农场断块位于背斜翼部
,

为低浓度CO : 、

湿气或原油
,

深度 1 0 5 了一 2 2 0 0米
。

C O
Z
及 N

Z 图 6 宝月背斜C0
2

N
,

扩数与构造关系图
1

.

介
一

毛C O :

气井 2
.

低C O
Z

湿气井 3 低C O
Z

}
几

’

训 {

1
.

低 CO
:

泪井 5 一可能C O
: ‘

飞井 6
.

C 0
2 、

N
:

打
一

散方向



含量高于樟山断 块
,

C O
:

一 般 7
.

57 一1 6
.

53 % ; N
2

.

6
.

7一12
.

85 % ; H e 0. 145 一0. 41 9 % ;

C H
‘ 5 9

.

9 9一 8 0
.

6 8 % , C
Z

H 。一C
‘
H ; 。 9

.

5 2一 1 2
.

2 5 % ; C
S
H

: :

以上液烃 0
.

2 8一 0
.

3 7 %
,

相

对比重0
.

67 2一0
.

84
。

高岗断块比三水农场断块更低
,

产高浓度C O
: ,

深度为 1 1 0 0一1 2 5 0 米

(气体组分见南 7 井成果 )
。

产生这种浓度扩散分异的原因与离火山活动区的远 近 有 关
,

同时与宝月构造的发育史有密切关系
。

七三五地质队研究认为
,

宝 月 背 斜在布心一西布期

为一长期持续下陷地带
,

沉积了巨厚地层
,

宝月背斜可能是在华涌组二期由于强烈 的 构 造

运动
,

并伴随激烈的火山活动才褶皱隆起
,

因而是个后期形成的背斜
。

由于 大 体平行长轴

的北西向断层及垂直轴向的北东
、

北北东向断层发育的结果
,

背斜支 离破碎
,

切 割 成 众多

的高低不同的断块
。

其中北东向断层对油气富集具有显著的遮档控 制 作 用
。

作者认为宝月

地区的原油和烃类气体可能形成较早
,

且比C O
Z

先进入圈闭中
。

火山喷气生成的 C O
: 、

N
:

和H e
等气体

,

在地下水作用下
,

首先在火山喷发区的低洼部位富集
。

后来
,

由于 重 力分异

作用
,

它们通过断层
、

裂隙及孔隙向顶部运移
。

这几种气体中
,

C O
:

分子较大
,

运移比较困

难
; N

Z

分子较小
,

比重轻
,

而且不易形成大分子量络合物
,

运移能力比C O
Z

强得多
。

不同性

质气体
,

运移能力很不相同
,

经长期运移扩散
,

使涟白公红匕卿几地夏巍逝丛9 五越度最大
。

由于原始喷气成分中C O
:

远高于N
: ,

因而 {锁退型壑鲤翅逐型鲜鼓旦过哪通九如
;

降
,

但仍高于N
Z 。

C O
Z

不易运移
,

随着距离增大
、

运移障碍增加
,

浓度迅 速 降 低
。

而N
Z

易

运移
,

因而相对含量超过C O
: 。

这种现象在三水农场断块顶部及拐塾些业迹巡馒
。

沙头灯构

造在靠近山邸组及地下水剧烈活动带的 ;
妇乳叼赵玉Q诵义度特别高

,

而逞良夕坦七灿泌矛

块处浓度迅速下降
。

七
、

天然二氧化碳与石油
、

夭然气的关系

石油是由富含有机物质的沉积物在还原环境下迅速埋藏
,

并通过细菌和化学的作用
,

转
变为复杂的聚合物一干酪根

。

以后随埋藏深度加大
,

温度升高
,

干酪根逐步热降解成油
。

即

石油是有机成因的
。

而奎区富集的C 0
2 ,

及世界上绝大部分地下二氧化碳的感吸是与火山适

动或地下水中酸类溶蚀碳酸盐岩有关
,

也就是说是无机生成的
。

石油和C O
:

的成因及环境要

求是极不相同的
,

石油要求还原环境 ; C O :
则要求氧化环境

,

且常与剧烈的火山活动有关
,

而这点对油气的生成和保存是很不利的
,

两者简直是水火不相容
,

但为何两者又常
“
伴生

” ?

下面分二种情况进行讨论
。

(一) 由原油氧化变质生成的二氧化碳
。

世界上某些地方的天然C O Z
气藏

,

如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麦吉特里克油田
、

墨西哥的托

皮拉
、

基勃拉恰
、

帕努科油田 中的C O
Z

是沥青质厚油被氧化而生成
。

残留油中富含焦油
,

它

与C O Z
储集在同一个构造内

。

这种由原油氧化变质而生成的C O
:

气必然与石油共存
。

(二 ) 与岩浆活动有关生成的二氧化碳

我们认为这种印
_

;

气与石油伴生的原因在于C O :
是一种流体

,

它的储存
、

富集需要适宜

的毒层
、

储层和圈闭
,

而这种条件恰与油气储存
、

富集的要求一致
,

所以它们常在一 起 出

现
。

它们产生的情况大致有以下几种
:

1
.

以C O
:

为主
、

烃类气体仅占少量
;



2
.

以石油
、

夭然气为主
,

含低浓度C O
: ;

3
.

C O Z和石油同处于一个构造之中
,

C O
Z

居构造顶部成气顶
,

石油处于翼部
,

形成环状

原油带
。

如美国科罗拉多州麦卡伦油田
,

据报导认为是后期生成的C O
:

运移至构造顶部
,

把

原来 已聚集的石油排挤到翼部
;

4
.

C 0
:

与油气同处于一个构造
,

但烃气及原油处于较高部位的断块内
,

而C O
:

处于低断

块内
。

如宝月油气田
,

它的形成与 自成封闭系统的多断块构造
,

不同时期生成的油气与C O
:

的运移聚集有关
。

C O
:

与石油
、

天然气虽成因不同
,

但关系密切
,

在油气勘探过程中
,

除应注意 研 究 石

油
、

天然气生成
、

富集规律外
,

还应注意综合找矿
,

寻找CO
Z

气藏
,

充分注意研究C O
:

和油

气的联系
,

根据它们的内在关系
、

地质构造条件
、

火山活动情况寻找油环或低部 位 的 C O :

等
。

本文得到七三五石油地质大队许多同志指导
,

胡世英同志代为清绘所 附图表
。

在此一并

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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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八六 ,

( 文摘 )
k v 丫J 分析族组份的自动化中压液相色谱法

一种快速的生油岩分析方法

高温热解— 荧光强度测定是一种快速

的生油岩分析方法
,

适宜于在井场使用
。

将

称过重量的岩心或岩屑放在试管中加热
,

取

出凝结在试管管壁上的沥青
,

使之溶解在数

毫升的溶剂中
。

用一只简单的带滤光片的紫

外线荧光计测量溶液的荧光
。

这一荧光强度

与用法国石油研究院生油岩评价仪测 出的热

解烃类的峰值十分一致
,

因此
,

这一荧光强

度可用于快速评价生油岩的生油潜 力
。

此

外
,

若将荧光强度与有机碳含量作 成 关 系

图
,

有助于区分生油岩的类型
。

(张义纲摘 自美国工程与工业
,

第一卷
,

石 油与天然 气工 业技

术评论
, 1 9 7 9年版

,

弟43 页)

自动化中压液相色谱法适用于原油和岩

石抽提物的地球化学分析
。

重量为 1 至 5 0 0

毫克 的样品可以按20 个样品一组
,

成组地 自

动化连续分析
。

每一个 1 00 毫克的样品 其 分

析时间为20 分钟
。

样品重量在 10 毫 克 以 上

时
,

相对误差不超过 5 %
。

通过进样圈和由

马达驱动的二只20 通旋转阀自动进样
。

硅胶

型柱子
,

工作压力为 4 一 11 巴
,

程序调节流

量
。

非烃先由二根1 00 毫米长的前置柱 分 离

开
,

饱和烃在柱子上用正已烷先洗提出来
,

然后再用正已烷反向洗提出芳烃
。

如果要求

回收非烃
,

可用 乙醇冲洗前置柱而取得
。

这

一方法不需要先进的电子器件或其他昂贵的

设备即能达到全 自动化
。

(张义纲摘译自美刊 《分析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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