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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隆起西侧沥青脉的产状

成 因及其地质意义

韩世庆 武智平

(地质部第八普查勘探大队

我国南方
,

围绕江南隆起的古生代地层 中
,

分布着具一定规模的沥青矿脉 达 数 十

处
。

分布范围广
,

( 如浙西临安
、

安吉
;
皖南绩溪

;
鄂 东南通山

; 湘西凤凰
、

吉首
;
黔

东南凯里以及桂北南丹
、

河池等地 )
。

赋存层系多 (寒武
、

奥陶
、

志留
、

泥盆 )
,

储量

不等 ( 大者可达数万吨至数百万吨 )
。

对这些沥青脉的研究
,

不仅对油气普查勘探有一

定的指导作用
,

而且可 以部分解决缺煤地区对可燃矿产的迫切需要
。

区域地质背景

本文所指江南隆起西侧
,

包括湖南湘西土家族
、

苗族 自治州
;
贵州黔东地区以及广

西壮族 自治区南丹
、

河池地区
。

江南隆起
,

始于下古生代加里东期
、

海西后期及印支早期
。

虽然接受了二迭
-

一 三

迭系部分沉积
,

但总的看来
,

在漫长的地质历史时期它都作为 一个正性构造单元存在
,

只

不过有时表现为水下隆起
。

江南隆起的长期存在
,

必然影响其两侧的沉积和石油的形成
。

江南隆起西北侧的湘西
、

黔东地区
,

为下古生代的沉降带
,

沉积厚 度 达 3 0 0 0

—5 0 0 0米左右
,

沉积物主要是台地边缘相和台地斜坡相的泥岩和碳酸盐岩
。

相带展布及区

域构造线方 向均呈北东向
。

隆起西南端的桂北南丹
、

河池地区
,

处于杨子地台与南华地台的接壤部位
,

为上古

生代的沉积凹陷带
。

主要为泥盆系沉积
,

厚度可达 2。。O米以上
。

相带展布呈北西向
。

中

泥盆世主要为黑色泥岩盆地相沉积
。

盆地 内的南丹大厂地区
,

发育有 “
点礁

” ,

礁核部

位的生物灰岩厚度可达8 00 余米
。

点礁面积达 15 平方公里左右
。

燕 山晚期
,

有酸性 岩 浆

侵入
,

形成 锡矿
-

一硫化物多金属矿区
。

处于江南隆起西侧的古生代凹陷带
,

是石油生

成的有利场所
。

沥青脉的展布

( 一 ) 湘西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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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凤凰水田早寒武世沥青脉
、

风凰大田 中寒武世沥青脉
、

吉首社塘坡 中寒武世沥青

脉
、 一

古丈河蓬早寒武世到 中寒武
一

世沥青脉
、

吉首寨阳新溪中寒武世沥青脉
、

吉首已 略早

寒武世沥青脉及坪年沥青脉
、

龙山四新中寒武世到晚寒武世沥青脉及永顺王村 中寒武世

沥青脉等
。

它们的产状特征
,

以凤凰水田沥青脉为例
,

叙述如下
:

沥青脉产自凤凰背斜东翼水 田向斜范围内
,

赋存于下寒武统下部的灰黑色层纹状含

炭质泥岩及灰黑色含炭质泥岩的断裂带 中
。

含沥青的断裂呈北西向
,

属张扭性
。

经勘探

证实
,

储量达20 万吨
。

沥青脉沿走向有分叉复合现象
。

分叉为二矿脉
、 一

矿脉
。

一矿脉

受F :

断裂控制
,

二矿脉受F ;

派生裂隙控制
。

两脉分叉后相距最大平距 7米左右
,

一般5 米

左右
。

一矿脉最大厚度 1米
, 一

般为 0
.

5米
。

二矿脉最大厚 度 1
.

1 米
,

一 般 为 0
.

2一 0
.

5

米 ; 两矿脉复合厚度最大为3米
,

般 为 0
.

6米
。

岩青脉呈明显的上大下小的楔状
。

(二 ) 桂北地区

1
.

拉朝沥青脉

位于河池县长虹公社拉朝村
。

沥青产自大厂倒转背斜南端D : 1上部深灰一灰黑色 含

炭泥质一粉晶灰岩和含砂屑不等晶灰岩 中
。

由于北西 3 3 0
“

压扭性断裂的作用
,

在其西盘

造成牵引向斜
,

D 2 1上部灰岩产生虚脱
,

沥青脉即赋存于此
。

沥青脉沿北西向延伸 达 1 7 0

米
,

宽 90 米左右
,

最大厚度为 4
.

5米
。

2
.

龙头山沥青脉

位于南丹县大厂倒转背斜核部
,

产 自地表及井 下中泥盆世生物灰岩及泥灰岩 中
。

规

模小
,

产处多
。

产状有裂隙型
、

裂隙晶洞型及生物体腔型等
。

大厂矿区龙头山中泥盆统

下部生物灰岩层间剥离空间充填沥青
,

长 l米 以上
,

宽 0
.

1米左右
; 灰岩方解石晶洞中充

填沥青
,

直径 0
.

4 米左右
; 灰岩的生物体腔及外壳微晶方解石基质 中

,

含有分散状沥青
。

( 三 ) 黔东地 区

1
.

卡房沥青脉

位于黔东南凯里县旁海公社卡房
。

沥青脉赋存于翁项逆断层 ( 走向6 0
。

) 上 盘0 :
h

上部砂屑生物屑微晶灰岩裂隙中
。

断续延伸30 米左右
,

厚 0
.

5一n 厘米
。

富集 处 呈 囊

状
,

最大直径达 2 5 厘米左右
。

沥青脉产状以 12 0
。

艺3 4
“ 、

1 3 0
”

乙5 6
“ 、

2 5 5
“

乙 2 8
“

为 主
。

2
.

铜仁茶店中上寒武统沥青及都匀坝固志留系沥青砂岩等
。

沥青的性质及成因分类

前述江南隆起西侧之沥 青
,

皆呈黑色固态粉末状至块状
。

多呈贝壳状断口
,

显玻璃

光泽
,

发热量高
,

达 5 0 0 0一8 0 0 0大卡 / 公斤
,

灰渣呈灰白色
。

基于下述理由
,

前述 固态沥

青无疑是石油变异的产物
:

1. 沥青呈脉状产出
。

不论其规模大小
,

皆呈脉状产出
,

甚至呈明显的上大下小的楔

状 (如湘西 )
。

沥青脉的赋存均与断裂或裂隙 ( 包括层间剥离 ) 有关
,

严格受一定方向

断裂的控制
。

沥青脉与围岩介线分明
,

不存在过渡型岩类
。

2
.

沥青为均质体
。

未见有机形态分子 (如木质结构的残痕等 )
,

纯净均一
。

显微观

察具气孔和流纹构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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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灰分 中含较高钒镍元素
。

如水田沥青含钒 0
.

15 一 1
.

13 %
,

含镍。
.

05 1一 0
.

45 9 % ,

拉朝沥青含钒 0
.

68 %
,

含镍。
.

0 73 %
。

钒镍元素以可溶有机络合物的形式富集于石 油 中

是人所共知的
。

4
.

沥青赋存层系为寒武纪
、

早奥陶世
、

中泥盆世的海相沉积
。

红外吸收光谱资料充

分说明
,

有机质类型均属有利于成油的腐泥型而非腐植型
。

沥青在氯仿有机溶剂中的可溶性及C
、

H元素含量见表 1
。

表 1 固 体 沥 青 的 可 溶 性 及 C H 元 素 组 成

地地地 编编 产产 层层 氯 仿仿 C有 %%% H %%% C / HHH H / CCC

区区区 号号 地地 位位 可 溶 性性性性性性

((((((((((( % )))))))))))

桂桂桂 L . 一 3 000 河 池 拉 朝朝 D * LLL 基本不溶溶 7 7
。

6222 0
。
9 444 8 2

。

666 0
。
1 444

ddd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匕

44444一7 8一777 河 池 拉 朝朝 D : LLL 4
。

5 x 1 0
一吕吕 8 8

。

8 111 1
。

3999 6 3
。
999 0

。

1999

LLLLL . 一111 南丹大厂4 34 ... D玉玉 基本不溶溶 9 3
。
8 555 1

。

0444 9 0
。

222 0
。

1333

湘湘湘 4一7 8一2 111 凤凰水田山T ,, 。生生 2
。
9 火 10一一 4 6

。

9 444 1
。

5777 2 9
。

999 0
。

4 000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

44444一7 8一3 666 吉首社塘坡山T ... 〔自自 2
。
2 x 1 0一一 6 3

。

1 444 1
。
7 222 36

。
777 0

。

3333

44444一7 8一 3 888 吉首社塘坡山 T ... 〔 ... 3
。
8 x 1 0一一 1 1

。

1 888 0
。

5 999 1 8
。

999 0
。

6333

44444一 7 8一4 111 吉首社塘坡山T III ( ::: 8
。

0 x 1 0
一 444 5 7

。
1 444 0

。

8999 6 4
。

222 0
。

1999

44444一7 8一4 444 凤凰水田山T ... 〔 ... 1
。

3 x 10
一
公公 6 2

。

2 666 1
。

7 444 3 5
。

888 0
。

3444

黔黔黔 4一7 8一 5 333 凯 里 卡 房房 0 Innnnn 7 6
。

6 555 5
。

7 444 1 3
。

444 0
。

9000

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东
南南南 L -一1 1 111 凯 里 卡 房房 0 I nnn 5

。

2 555 5 9
。

9 222 4
。

2 333 1 4
。

222 0
。

8 555

根据 H
·

O
·

布罗德 ( 1 9 5 8 )
、

B
o

c. 维谢洛夫 ( 1 9 6 2 ) 和M
o

A
.

罗杰斯 ( 1 9 7 4) 等人的

成因分类
,

凯里卡房O : h沥 青可划归石沥青类
,

乃为石油直接遭受长期氧化的产物
。

所

级在有机溶剂中还保持了相对高的溶解度
。

H / C原子比相对高些
,

外貌似烟煤
。

桂北中

泥盆世沥青和湘西 寒武系沥青
,

乃为石油经热变异演化的产物
。

所 以在有机溶剂中已失

去或基本失去了可溶性能
。

H / C原子比低
,

外貌似无烟煤
,

应划归碳沥青类
。

沥青的地质意义

江南隆起西侧古生代地层中
,

具一定规模的沥青脉产出
,

不仅可 以部分解决当地燃

料缺乏问题
,

在石油普查 中亦给予我们许多启示
。

1
.

湘西早寒武世
、

桂北 中泥盆世及黔东早奥陶世曾有过石油的生成
、

运移和一定规

模的聚集
。

湘西地区
,

早寒武世为台地边缘相
、

台缘斜坡相的 以黑色炭质泥页岩为主的沉积
。

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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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巨大
,

可达 1 2 0 0米
,

紧邻盆地相
。

本身亦具 良好的生油条件
。

红外吸收光谱 资 料 (图 l )

充分说明有机质类型为生油型的腐泥质而非成煤 型的腐植质
。

E 1 4 5 0 o m
一 ’

/ E 1 6 0 0 。m
一 ,

为 2
.

1 1一 7
.

0 0
,

E 1 3 8 0 c m
一 ’

/ E 7 3 o一 8 6 o c m
一 ‘

为 0
.

9 2一 4
.

9 2 , E 1 7 0 0 c m
一 ’

/ E 1 6 0 o e m
一 ‘

为

3
.

07 一 5
.

1 7 ,

与桂北中泥盆统及黔东南下奥陶统相比较
,

其特点表现为1 6 0 o e m
一 ’

几 乎没

有吸收
,

而1 7 0 o e m
一 ‘

> 1 4 5 o c m
一 ’ , 7 5 0 c m

一 ‘
明显

。

桂北南丹河池地 区
,

中泥盆统为盆地相的黑色泥岩为主的沉积
。

厚度为7 00 一 1 3 00 米
。

有机质属生油潜力很大的腐泥 型
, E 4 5 o c m

一 ‘
/ E 1 6 0 0 c m

一 ‘

为 4
.

6 7一7
.

6 7 , E 1 3s o e m
一 ‘

/
厂

E 7 3 O一8 6 o c m
一 ‘

为 2
.

0 6一 2
.

9 8
,

E 1 7 0 o c m
一 ‘

/ E 1 6 o o c m
一 ’

为 3
.

1 9一5
.

0 7
。

以清晰可 见 的

7 2 0 e m
一 ‘吸收为其特征 ( 图 2 )

。

黔东南早奥陶世为台地边缘相的生物灰岩等碳酸盐岩沉积
,

厚度在 4 00 一 7 00 米
,

有机

质属生油型腐泥 质
。

E 1 4 5 o c m
一 ‘

/ E 1 6 0 0 c m
一 ’

为 3
.

8 7一7
.

3 5
, E 1 3 s o e m

一 ‘

/ E 7 3 0一8 6。

e m
一 ‘

为 1
.

9 8一 4
.

5 8 , E 1 7 0 0 c m
一 ‘

/ E 1 6 O0 c m
一 ‘

为 1
.

1 9一 2
.

2 1
。

以明显的 1 6 0 0 e m 一 ‘

及 7 3 。

一 8 6 Oc m
一 ‘

吸收为其特征 ( 图 3 )
。

芳烃组分含量仅 O一 6
.

67 %
,

平均为3
.

34 %
。

卡房沥青的芳烃组分含量为5
.

57 %
,

红外图谱 (图4) 为典型的石油沥青 图 谱 E 1 4 5。

e m
一 ‘

/ E 1 6 0 0 e m
一 ’

为 1
.

9 0
。

沥青的红外图谱 (图 4 ) 与其围岩 ( O , h ) 的红外图谱 ( 图 3 ) 相 比较
,

由于从石油

变成 固态沥青脉
,

除氧化
、

挥发外
,

主要的可能是热变质过程
,

这实际上是个芳构化过

程
。

其结果
,

沥青的 1 6 0 0 c m
一 ’和 7 3 0一 8 6Oc m

一 ‘
吸收峰比岩石分散有机质的相应吸 收 峰

强得多
。

除此
,

二者的总面貌是相似的
。

因此可以认为
,

沥青及其围岩有成生联系
,

可

将0 : h视为生油岩
。

2
.

主要生油期及演化期的推测

据前所述
,

沥青脉乃为石油变异产物
,

且所赋存之下寒武统
、

下奥陶统
、

中泥盆统
又 不失为良好的生油岩

。

认为石油聚集期在二者之间
,

当然可以与主要生油期 同时
,

但

必须在 由液态烃演化为固态烃之前
。

由于缺少地温资料及现今地温梯度资料参考
,

对主

要生油期尚待研究
。

从干酪根热降解生油的观点出发
,

参照J. 康南 ( 1 9 7 4 ) 等对 国外若干生油盆 地的石

油大量生成阶段的时间
—

温度关系研究成果以及 国内一些已知生油盆地和贵州已知生

油岩的资料后 (表2及图 5 )
。

对上述地区的主要生油期
、

油气聚集期和演化期 讨 论 如

下
:

黔东地区
。

志留系顶面最大埋藏深度为1 5 0 0一2 5 0。米
,

侏罗纪末构造回返前
,

志留

系生油岩经受的热力在 60
。

一90
”

C
,

处于主要生油阶段的后期
。

下奥陶统顶面
,

最大 埋

藏深度为 2 。。O一 3 0 0 0米
,

侏罗纪末构造回返前
,

生油岩经受的热力在 75
。

一 105
O
C

,

处于

主要生油阶段的晚期和裂解天然气阶段的初期
。

凯里地区志 留纪
、

早奥陶世油气聚集主要受燕 山期构造的控制
。

天然气 ( C H ‘
) 可

高达 9 9
.

1 4 %
。

侏罗纪末
,

燕山构 造 运动对该 区志 留系
、

下奥陶统油气既起着 聚 集 作

用
、

又起着破坏作用
。

卡房下奥陶系石沥青
,

是在燕山运动后由储集层中的石油长期裸

露和直接遭受风化的产物
。

石沥青脉 出现在油气显示集中的凯里地区
,

与区域地质构造
背景是完全吻合的

。

而湘西和桂北地区
,

古生代地层 中所赋存的沥青脉
,

则属于另一种



第 2 期 韩世庆
、

武智平
:

江南隆起两侧沥青脉的产状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月。‘阿, 2助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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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因类型
。

湘西地区
。

至今所发现的众多的
、

规模不等的沥青脉
,

均赋存于寒武系地层中
,

下

界基本没有超越 下寒武统
,

上界没有超越上寒武统
,

而且呈上大 下小的楔状
。

这就有理

由推测
,

寒武系
,

尤其是以黑 色泥岩为主的下寒武统
,

极大可能为主力生油母岩
。

据图 5推测
,

湘西地区下寒武统 进入主要生油阶段的温度大 致 在 70
O

C左右
,

相当

于下寒武统沉 积 后
,

经 1
.

3亿年的志留系沉积 时间
。

进入裂解气阶段的温度 在 1 1 0
0

C左

右
,

大致在二迭 系沉积时
。

侏罗纪末
,

下寒武统顶面最大埋藏 深 度 达4 5。。一 7。。。米
,

按平均地温梯度 3
“

C / 1 0 0米推算
,

下寒武统中赋存之石油已遭受到1 5。
。

一 2 3 0
0 C的高温

。

其 结 果
,

石油必然演化为碳沥青 ( 天然气则不易被保存下来 )
。

其位 置 如图6
。

由此

推测
,

湘西地区早寒武世石油的聚集
,

理应在加里东期
。

这种推测
,

与区域构造的实际

形成期是吻合的
。

桂北南丹河池地区
。

侏罗纪末构造 回返前
,

中泥盆世顶面最大埋藏深度达3 0。。一 4 0 0 0

米
,

按正常的平均地温梯度3
O

C / 1 0 0米推算
,

此时已经受到 1 05
“

一 1 3 。
。

C的热 力
,

已 进

入裂解气阶段
,

其位置如图 6 :

卜叶||
州 百万年 )

腑1
.

|
.

|游
10 n

5 6

舌卜11.

l
we

⋯
es盆L.

护 } 叨 } 才下丁万
一

}么侧协
‘ 仁

’

0』 03 3 0 j O3 1 0力 C生9 弓t 元沙 仁触写 。 、决, n 职 ,

图 5 石油大 t 生成阶段的

lo g t一T (
“

k ) 关系图

图 6 石油演化阶段的10 gt 一T

(
。
k ) 关系图

据图5推测中泥盆世进入大量生油阶段的温度在 60
O

C左右
,

大致在二 迭 系 沉 积时

期进入裂解气阶段的温度在1 。。
“

C左右
,

大致相 当于T一J沉积时
,

即印支期 至 燕 山早

期
。

而石油聚集期
,

则应不晚于这个时期
。

南丹大厂地区
。

酸性岩浆侵入频繁
,

随之硅化活动
,

形成锡矿一硫化物多 金 属 矿

区
。

广西冶金地质勘探公司21 5队经同位素年龄测定
,

花岗岩侵入体为91 一10 7百万年
,

大致相当于白至纪晚期
。

是岩浆热液活动对烃类施加的增温影响
,

是在液态烃演化为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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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沥青之后
,

而不是在前
。

所以
,

岩浆热液活动进一步促成了高变 质 的 碳沥 青 的 形

成
。

现在见到的桂北中泥盆世沥青比湘西地区寒武纪沥青变质程度高
。

概括上述分析
,

湘西
、

黔东及桂北等地区的主要生油期
、

聚集期及演化期如下表
:

主要生油期
、

聚集期及演化期对比表

地地 区区 生 油 岩 时 代代 主 要 生 油 期期 油 气 聚 集 期期 演 化 期期

湘湘 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西黔黔 东东 令 111 志 留 纪纪 加 里 东 期期 二 迭 纪纪

桂桂 北北 O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DDDDD :::

一

三 迭 一 侏 罗 纪纪 印 支 期 至至 侏 罗 纪 晚 期期
二二二二二 迭 纪纪 燕 山 早 期期期

印印印印印 支 期 至至 三迭一一侏罗纪纪
燕燕燕燕燕 山 早 期期期

3
.

变质程度及含油气远景

在可燃有机矿产中
,

关于煤的变质现象已被大家公认
,

对其变质程度的研 究 和 划

分
,

已成为工业用煤分类的依据
。

石油及其变质 (包括演化和氧化 ) 产物 天然气和

各类固体沥青的 比例
,

取决于演化程度和保存情况即取决于地质条件
。

因此
,

对变质程

度的研究
,

直接关系到油气远景评价
。

湘西凤凰水田下寒武统沥青脉
,

探明储量在20 万吨以上
。

据西安煤 田地质研究所分

析
,

}
一

f/ C原 子比小于 0
.

3 0
,

平均为 0
.

2 5 ; O / C原 子比小于 0
.

1 0 ,

平均为 0
.

0 3 (表 4 )
。

即

州
9 1

坑坑道编
一

号号 样品编号号 c %
{

H % { 。 %%% H / C原子比比 O / C原子比比 一 备 注注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山山 T 333 9 555 。5

.

1 2 ⋯1
.

5 4 1 1
.

4 333 0
。

2 333 0
。

0 111 西安煤田地质质

山山 1
、 ,, 8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0

。

2 999999999999999 { 研 究所 分 析析山山 T ,, 1 0 666

⋯
8‘

·

5” ’’ 2
·

0 2 } 8. 了55555 0
。

0 888 一一

山山 T 333 1 0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11111 0 999 9 3
。

6 999 l
。

9 111 2
。

9 111 O
。
2 444 0

。

0 22222

9999999 4
。

2 333 2
。

0 333 1
。

3 111 0
。

2 666 0
。

0 11111

山山 T sssss 9 2
。

6 222 l
。

9 555 3
。

8 000 0
。

2 555 0
。

0 33333

嶙

便是干 酷根
,

按蒂索 ( 1 9 7 4年 ) 这样的H / C
,

亦已进 入气生成的结束期
。

湘西的其它沥

青脉
,

如凤凰大田 中寒武统沥青脉和吉首社塘坡中寒武统沥青脉 的H / C原子比
,

分别为

。
.

38
,

平均值。
.

34
。

其变质程度略低于凤凰水田
。

而桂北的河池拉朝中泥盆统沥青脉和

南丹大J一 中泥盆统沥青脉
,
H / C原子比平均值小O

。

2 0 ,

其变质程度超过了湘西地区
。

不论

是参考B
·

蒂索 ( 1 9 7 7 ) 或M
·

A
·

罗杰斯 ( 1 9 7 4 ) 的研究
,

还是A
·

E
·

福斯科洛斯 ( 1 9了6)

或H
·

B
·

瓦萨耶维奇 (1 97 0 )的研究以及贵阳地化所付家漠等 ( 1 9 7 8 ) 的研究
,

湘西 地区

和桂北地区的沥青脉
,

其H / C原 子比均已进入热变质干气区的范围
,

而且远远低于它们

的演化界 限
。

按地质科学院地矿所 ( 1 9 7 4 ) 关于中国植煤煤种的划分标准
,

河池拉朝沥青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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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智平
:

江南隆起两侧沥青脉的产状成因及其地质意义

最大反射率 (硒光
、

空气 ) 已超过无烟煤的下限值 ( 12 % )
、

而达1 4
.

8 0 %
。

若 以 硅 光

电池法在油浸中测得的平均最大反射率值与国外B
·

蒂索 (1 9 77 )
、

S. N
·

纳赛尔 ( 1 978 )
、

A
o

E
。

福斯科洛斯 ( 1 9 7 6 ) 以及M
。

希包克 ( 1 9 7 3 ) 等的研究相对比
,

拉朝沥青的平均最

大反射率远远超过凝析带与干气带的界限值 ( 1
.

4一 2
.

0 )
、

达7
.

61
。

这同样说明桂北中

泥盆统沥青的变质程度已相当可观
。

而湘西地区寒武系沥青的变质程度
,

不会比桂北低

多少
。

有机差热资料与前述资料完全吻合
。

热谱图清晰可见
,

前峰已丧失贻尽
,

后峰温度

大于6 3 0
O

C
。

拉朝沥青高达7 2 0
0

C
。

湘西以水 田沥青为高
,

达 6 80
O

C
。

黔东
、

凯里地区下奥陶统沥青的各项分析成果均为低变质特征
,

完全与区域油气显

示状况及有机质变质程度 吻合
。

基于前述对沥青的性质
、

成 因的认识和对主要生油期
、

聚集期
、

演化期及有机质变

质程度的分析
,

湘西地区寒武系及桂北地区中泥盆统已失去含油远景
。

加 之后期构造变

动和剥蚀
,

局部构造保存条件及相应的盖层条件都很差
,

尤其湘西地区
,

天然气的远景

亦不理想
。

在湘西地区
,

处于地腹的受加里东期构造控制的张扭性断裂和裂 隙
,

完全有可能继

续发现较大规模的优质固体可燃矿产—
沥青脉

。

在桂北地区
,

处于地腹的受印支
—

燕山早期构造控制的张扭性断裂
、

裂隙 ( 包括层间剥离 )
,

同样有可能继续发现具有一

定规模的优质可燃沥青脉矿
。

江南隆起西侧有一定含油气远景的地区
,

局限于黔东凯里

—
石吁一带的奥陶系

、

志留系沉积凹陷带
。

但该区构造保存条件太差
,

目的层大 片裸露地表
。

凯里地 区 屡 经

勘探证实
,

尽管过去 曾获数万立方米天然气和数吨原油
,

今后仍有可能找到类 似 数 量

的油气
,

但已失去工业价值
。

(收稿 日期
: 1 9 8 1

、

1 0
、

1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