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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湘中坳陷泥盆一石炭系的生油

地球化学特征及找油气方向

陈 正 辅

(地质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湘中坳陷是雪峰古陆东侧石油普查的重点地区之一
。

在大地构造上属南华准地台的

一部分
。

加里东运动回返后
,

在几乎整个晚古生代
,

是一个相对稳定沉降的坳陷
。

中泥

盆统棋梓桥组 ( D Z q )
、

上泥盆统佘 田桥组 ( D
3 s ) 及锡矿山组 ( D

3 x )
、

下石炭统岩关

阶 ( C : y ) 及大塘阶 ( C
, d )

,

以碳酸盐岩为主的海相沉积厚达 3 0 0 0一 5。。o米
。

见油气

苗及井下气显示多处
,

反映了地史发展过程中有过油气的生成及一定的成油地质条件
。

印支运动使上古生界及 中下三迭统产生褶皱
,

印支
、

燕山构造运动和岩浆活动
,

对油气

聚集
、

再分配及加剧油气演化
,

都有明显的影响
。

湘中坳陷自北而南可分为新化
、

邵阳
、

零陵三个 凹陷
。

本文通过对邵 阳
、

新化两凹

陷内大量泥盆一石炭系钻井岩心样品的实验分析工作
,

对其生油地化特征及含油气远景

进行探讨
。

生 油 地 化 特 征

一
、

有机质丰度

一般认为碳酸盐岩的有机质丰度低于泥质生油岩
。

吉曼对巴塔巴诺湾现代沉积及其

下伏的更新统碳酸盐岩的有机质丰度进 行了研究
,

指出碳酸盐岩沉积的有机质大都在成

油作用前就损失了
,

能参与地化作用的仅较少一部分
。

综合国内外对碳酸盐生油岩有机

质丰度的研究现状与评价意见
,

提出表 1的标准
. 以供讨论

。

碳 酸 盐 岩 有 机 质 丰 度 标 准 表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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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进入过成熟阶段的生油岩
,

所检测的残留部分已绝非与成熟阶段的生油岩可比
,

应用此 标

准不尽完善
,

仅作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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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1 的标准
,

湘中坳陷泥盆一石炭系的有机质丰度有三种类型 (表 2
、

图 1 )
。

湘 中 坳 陷 泥 盆 一 石 炭 系 有 机 质 丰 度 表 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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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湘中地区中泥盆一下石炭统剩余有机碳分布频率对比图

第 I 类
:

有机质数量比较丰富
,

可能的生油岩在层段厚度中占较大比例
。

第 I 类
.

抽提物含量偏低
,

24 0多个氯仿抽提物样仅二个达到 10 0 p p m
,

绝大多数低于 s o p p m
,

烃含量则多为 10 一3 0 p p m
,

沥青转化系数 ( A / C ) 大多数< 2 %
,

生 烃 效 率 ( 烃/ C )

则 < 1 %
。

第皿类
:
下石炭统的有机碳含量一般为泥盆系的2一 3倍

,

而抽提物及烃 含 量

并无优势
。

棋梓桥组是本区最好的生油气层位
,

具有较好的母质类型 ( I 类为主 ) 与较高的有

机质丰度 ( > 0
.

2 % )
。

即使按西德B G R 的标准
. ,

也可定为生气岩 ( R 。
> 2 %

,

有机碳0
.

2

一。
.

3 % )
。

在新化凹陷的佘 田桥组有机质数量明显高于泥盆系各个层段
,

虽然母 质 类

型较差
,

但仍是重要的生油气层位之一
。

锡矿山组有机质数量贫乏
,

生油条 件 显 然 不

佳
。

下石炭统岩关阶有机质丰度较高
,

为一般碳酸盐岩所少见
。

其中尤以刘家 塘 段 较

.

陈王济
、

熊玉文赵西德汉诺威联邦地学与原料研究院学习回国后的报告
,

198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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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

也是一个重要的生油岩层位
。

大塘阶则逊于岩关 阶
。

近二年钻井所见下石炭统气显

示
,

显然是演化程度与母质类型的反映的结果
。

二
、

有机母质类型

有机母质类型是决定生油效率
、

生油气方 向及生油岩评价的重要因素
。

笔者根据电

镜扫描的干酪根形态
,

以及其它指标
,

对本区有机母质类型进行了研究
。

现分述如下
:

1
.

电镜扫描的干酪根形态

本区有三种显著的不同类型的有机质形态
。

1 类 (腐泥型 )
:

形态单一
,

多以叠层或叠片状的无定形为主
,

偶见零星细小的有

形 (柱形或带棱角形 ) 颗粒 ( 图版 1 1一 4 )
。

代表层位为棋梓桥组及邵阳凹陷上泥盆统

部分层段的泥晶灰岩
、

生物灰岩
。

属广海相低能带沉积物
。

l 类 ( 腐植一腐泥型 )
:

以叠层 ( 片 ) 状无定形为主
,

伴有长条形及带棱 角 的 颗

粒
,

是一种棍合型的有机质 ( 图版 1 5
、

6 )
。

以邵阳凹陷上泥盆统为代表
,

其次下石炭

统
,

岩性以泥灰岩类居多
。

工类 (腐植型 )
:

以长条形及带棱角的颗粒为主 ( 图版 1 7
、

8 )
。

新化凹陷的佘田

桥组及下石炭统的部分层段见此类型
,

为滨海碎屑岩沉积
。

2
.

岩石中气态烃分布特征

岩石经盐酸处理后
,

释放出来的甲烷至丁烷组份
,

其分布特征 ( 一般用重烃系数 )

既可作演化程度指标
,

亦可指示母质类型
。

如图 2 所示
,

棋梓桥组最高值达 25 % (邵 阳凹陷邵 6 井 )
,

新化 凹陷也 超 过 巧 %

(邵 4 井 )
,

邵阳凹陷上泥盆统接近 15 % (邵 8 井 )
,

下石炭统各层段则普遍偏低 ( 邵

1
、

3井 )
。

「 r ~ ,

(诊)-01口\口12勺

图 2 邵阳凹陷气态烃
、

重烃系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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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饱和烃色谱
.

采用无机盐共溶柱进行饱和烃色谱分析后
,

其谱线特征可分为三种类型
。

如表 3 所

湘中坳陷泥盆一石炭系饱和烃色谱特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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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第 I类母质以C Z 。

以前的低碳数轻质烷烃 占优势
,

主峰碳 数 为 C ; 。

一C , 。
( 图 3 ) ,

第 l类主峰碳数一般在C Z 。

一 C 2 3 ,

轻重烃比降低 (见图 3 ) ;
第皿类 以C 2 5

一 C 2 7

高碳数

重质烷烃为主
,

轻重烃比与第 I 类相比
,

可相差一个数量级 ( 图 3 )
。

这种差异显 然 是

在过成熟演化阶段的前提下
,

三种不 同母质类型的反映
。

4
.

芳烃红外

对芳烃红外 17 个吸收峰值
,

结合有机碳及族组份成果
,

采用多元统计法作 数 字 处

理
,

其结果也可分为三种不同类型
。

第 I类
:

主要与 甲基
、

亚 甲基吸收峰有关
,

苯环及含氧基团的 吸 收 峰 不 明 显
,

烃 / 有机碳
、

饱和烃 / 芳烃
、

饱 十芳 /非 + 沥的比值相对较高
,

这些参数都说明 母 质 类

型较好
。

代表层位主要是棋梓桥组的生物灰岩及一部分佘田桥组和邵东段 ( C
, y ‘ )

、

梓

门桥段 ( C ; d “
) 的灰岩

。

第 I 类
:

含氧基团吸收峰相对显著
,

烃 /有机碳等比值略低于上一类
,

母质类 型 略

差
。

代表层位为上泥盆统的灰岩
、

泥灰岩及部分岩关 阶的泥灰岩类
。

第 皿类
:

主要与芳烃结构特征峰相关
,

有关烃系数及族组份比值最低
,

母质类型最

差
。

代表层位为下石炭统的部分层段
。

寮

本区泥盆一石炭系氯仿抽提物含最汉低
,

能进行族组份分析的样品很少
,

故
_

J:-述分析尚缺 乏 代

表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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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邵阳凹陷饱和烃色谱图

三
、

油气演化特征

印支运动前
,

本区是一个相对稳定
、

基本连续沉积 的坳陷
,

区域热力场可视为单一

的地温场
。

按 T 二
。 二

= H 二。 : ·

G + T 。

推算气棋梓桥组经受过的最高古地温达 1 30 一 15 0
“

C ,

油气演化进入甲烷气阶段
;
佘田桥组及锡矿 山组为 1 10 一 1 3 0

O

C ,

处于轻质油
、

凝 析 油

一甲烷气的
“混生”

阶段
, 下石炭统大致为 90 一 1 1 0

”

C ,

可能处于主要生油阶段
。

印支

运动后
,

多期的构造运动及岩浆活动
,

使区域地温场发生复杂化
,

泥盆一石炭系 已进入

甲烷气阶段
。

为了介绍本区泥盆一石炭系油气演化程度
,

对所采岩样作了干酪根元素
、

反射率
、

红外光谱
、

顺磁共振波谱
、

芳烃紫外光谱
、

定碳比
、

碳化率等实验分析
。

现将结果分述

如下
:

1
.

镜质体反射率

一般认为
,

当有机质演化进入成油阶段时 ( 相当于气煤
、

长焰煤 及 部 分 肥 煤 阶

.

T m a x 一一由表 9 换算出的最大古地温数值 , G 一一古地温梯度
,

取 2
.

S O C / 1 0 0米 , T 。

一一古

地表温度
,

今地表温度取1 5 “C
,

地壳冷却速度中新生代取 0
.

05
O C / 百万年

,

古生代取 。
.

06
“
C / 百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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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 )
,

镜质体最大反射率为0
.

5一 1
.

3 % ;
当出现凝析油和湿气时

,

反射率为 1
.

3一 2
.

0 %

( 相当于低挥发份的高级烟煤阶段 ) , 当反射率大于 2
.

0 %时 ( 相当于无烟煤 阶 段 )
,

液态烃消失
,

产生以甲烷为主的干气
。

如表 4 所示
,

本区泥盆一石炭系干酪根镜质体反

射率均大于2
。

显然
,

有机质演化已进入 以甲烷干气为主的过成熟阶段
。

湘中坳陷泥盆一石炭系干酪根镜质体反射率表 表 4

井井 号号 样 号号 时 代代 井 深 (米 ))) 岩 性性 干酪根平均反射率率
RRRRRRRRRRRRR o (% )))

邵邵 111 生补一::: C 1 d ... 5 3 555 黑 色 泥 岩岩 > 333

33333 生 : ... C , d lll 3 5 444 炭 质 页 岩岩 无 镜 煤 质质

33333 生5666 C r y ... 8 1 444 灰黑色泥灰岩岩
””

33333 生5 777 C i y lll 8 3 0
。

555 黑 色 泥 页 岩岩 2
。

3 444

33333 5 6 111 C : y ZZZ 8 7 666 黑色泥质灰岩岩 无 镜 煤 质质

88888 S 二
、

一
、、

D , x D s sssss
泥灰岩

、

灰岩岩
””

11111 . t 、 1二二二二二二

66666 5 1 、 ... D , sss 4
、

5 777 灰 岩岩 > 222

66666 S 二
、 : ... D : qqq 1 2 4

。

4
、
2 7 1

。

555 灰 岩岩 > 222

66666 5 1 5 、 : ::: D : qqq 1 9 3
、
4 5 111 灰 岩岩 无 镜 煤 质质

44444 S : vvv D , sss 1 9 555 炭 质 泥 灰 岩岩 > 333

44444 S : --- U s sss 2 8 8
。

555 粉 砂质 页岩岩 > 333

44444 S 一s 、 了ttt D : qqq 7 0 2
。

5
、

8 4 000 灰 岩岩 > 333

2. 干酪根元素

分析了30 个样品 ( 见表5
,

表 6 )
,

这些样品在干酷根演化的一般模式中
,

位置都处于图 4 的左下角
,

即甲烷气区

内
,

反映了本区应为生气区
。

图 4 湘中坳陷干酪根元素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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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坳陷邵阳凹陷 泥盆一石炭系千酪根元素组成表 表 5

井井 号号 样 号号 层 位位 岩 性性 C (% ))) H (% ))) O (% ))) H / CCC 0 / CCC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子比比 原子比比

召召肠111 生补t ::: C i d ... 黑色泥岩岩 4 0
。

1888 2
。

8 99999 0
。
8 66666

33333 生一一 C 1 d ... 炭质页岩岩 7 7
。

1999 2
。

0 999 3
。

9333 0
。

3 333 0
。

0 444

33333 生 : ‘‘ C 一d lll ”” 5 4
。

6 000 3
。

2 22222 0
。

7 11111

33333 生二二 C i y sss 灰黑色泥灰岩岩 6 2
。

4 777 3
。

2 22222 0
。

6 11111

33333 生一一 C x y盆盆 ”” 6 4
。

2 333 3
。

1 555 9
。

2 222 0
。

5 999 0
。

1111

88888 S 一。。 D sx ... 泥晶灰岩岩 5 4
。

2 555 1
。

4 333 4
。

6000 0
。

3 222 0
。
0 666

88888 5 1一一 D , sss ”” 6 3
。

2 444 1
。

2 777 4
。

7 777 0
。

2 444 0
。

0666

66666 S ::: D , sss 层孔虫灰岩岩 7 2
。

5 555 2
。

1 77777 0
.

3 66666

66666 S --- D . 555 含生物微晶灰岩岩 7 8
。

2 111 2
。

0 11111 0
。

3 11111

66666 S 二。。 D : qqq 生物灰岩岩 7 7
。

4 333 1
。

1 333 5
。

3 000 0
。

1 777 0
。

0555

66666 S 一‘‘ D : qqq ”” 7 3
。

2 000 1
。

9 00000 0
。

3 11111

66666 S t ooo D : qqq 微晶灰岩岩 7 6
。

2 444 l
。

8 22222 0
。

2 99999

66666 5 5 ::: D 盆qqq 生物灰岩岩 6 5
。

4 222 2
。

399999 0
。

4 44444

湘 中坳陷新化凹陷泥盆一石 炭系干酪根元素组成表 表 6

井井 号号 样 号号 层 位位 岩 性性 C ( % ))) H (% ))) O (% ))) H / CCC 0 / CCC

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原子比比 原子比比

邵邵 555 S : ‘‘ C i d lll 灰 质 泥 岩岩 61
。

8 888 1
。

2 777 9
。

2 999 0
。
2 444 0

。

1111

77777 生一::: D 5 555 炭 质 页 岩岩 7 5
。
7 111 1

。

3 444 2
。
8 888 0

。

2 111 0
。

0333

44444 S一一 D * sss 粉 砂质 页 岩岩 7 1
。
5 111 1

。

2 999 3
。

8 777 0
。

2 111 0
。

0444

44444 5 1 ,, D : qqq 炭质 泥 灰 岩岩 6 6
。
2 000 1

。

9 66666 0
。

3 66666

44444 S : eee D : qqq 粉 砂 质 页岩岩 7 1
。
1 000 2

。

9 55555 0
.
5 00000

44444 5 . 555 D : qqq 生 物 灰 岩岩 7 3
。

6 666 2
。

1 77777 0
。
3 55555

44444 S v ::: D : qqq 含生物微晶灰岩岩 7 3
。

2 333 1
。

8 00000 0
。

3 000

3
。

干酪根红外

干酪根红外特征吸收峰随埋藏深度的增加及地温的增高而变化 (脱烃
、

脱氧 )
。

从

图5
、

6看出
,

三组特征吸收峰 ( 2 8 5 0
、

2 9 2 0 e m
一 ’; 1 7 0 0 e m

一 ’, 1 6 o o e m
一 ’

) 的变 化 规

律是
:
一6 0 o e m

一 ‘吸收峰 ( C = C ) 由上而下非常明显且变化 不 大
, 1 7 oo e m

一 ‘ ( C 二 o )

除个别样品略有显示外均已消失
,

说明含氧量急剧减少
,

与含氧基团的除去有关
, 2 8 50

、

2 9 2 o c m
一 ’ ( C一H ) 峰少数样品略有波动外也趋于消失

,

显然与脱烃 (裂解 ) 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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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吕C

15 C丈d

dld2�8

⋯
乌娜燃翠

!
肆匕乡
l

夕尸
一

匕甲一/一一
C 一H

C 二C

⋯
侧米哪

!
2 5 C : d , 炭质页岩

一吕邵

、leeesl|llesl.二.,.es

一一入夕/ 一
38 功妒 泥灰岩!

巴仁抑汉燃

⋯
侧散哪

6朴一�
S 6 D 3S

微晶灰岩

瘾

目
3 (冗0 28 (X) 17 (X)

(c m
一l)

30 0 0 2 800 1 7 (X) 160 0 15 (X)
( c m

一 1 )

图 5 邵阳凹陷干酪根红外光谱图 图 6 新化凹陷干酷根红外光谱图

4
.

干酪根自由基浓度

自由基是指分子化学键被破坏
,

产生带有不配对电子的 自由价基团
。

它随有机质演

化而变化
,

从未成熟到成熟
,

浓度逐渐增大
,

在高成熟阶段达最大值
。

进入过成熟阶段

后
,

迅速降低以至消失
,

与干酪根的热降解
、

裂解
、

聚合
,

最后干酪根分子碎片的重新

排列的反应过程是一致 的
。

本区干酪根顺磁共振波谱测定表明 ( 表 7
、

表8 )
,

自由基浓

度石炭系向泥盆系迅速降低直到零
,

反映出油气演化已进入过成熟阶段
。

邵阳 凹陷泥盆一石炭系自由基浓度分布表 表 7

}竺
一

⋯竺
一

{二州二二一兰
- ⋯鱼垫

一

}工查些燮色⋯户竺兰竺
一

二州
}
~

兰些一}
-

堑i竺
.

}少竺 1一墨止色竺兰一阵竺竺 {堕
-

垄阵一三竺一- }
!一上卜兰竺

一

}三翌 }一兰通迎
.

兰一卜甲
一

阵鳗一⋯
-

一
里i-一}

卜
一

生
一

{
一

少一 {三竺1 阵
一

墨竺些奎色
一
{一生竺

一

{
一笙

一

性
一

⋯- 一里一 -
一

}
卜二一卜兰竺一卜

.

少梦
一

}一翌一二
一

遗一
~

{里些
一

{
- -

一{一卫
一一}

}一二一}二生}尘
兰生 卜

-

翌漫
一
色兰一卜全竺

一

}— 卜一
一生兰一}

L里
_
_
{鱼些些」卫竺竺竺{一巡邑翌塾色 }竺色9全

7

!
一

_ 一 {一一二卫_
_

_ I
l

_
】。 } 。

.
}

, i _ ‘, _

一 山 、 。。 一 山 旧
.

2 7
、

0
‘

3 5 {
:
。

; 曰 }
_

I
l b } 0 1 0 、 1 5 、 2 0 ! U 忽q

一
} 臼三刁刃启代孑了

、
硕以品 2火二石 }

一
八

一

1 。
一

{ 例之 召习 } ~ U l
协 导 】 l 】 U

. 上 口 1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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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

热解色谱
、

热失重
、

芳烃紫外等

分析结果
,

均与上述各演化指标的结果是一

致 的
。

芳烃紫外反映随地层时代变老
,

叁环芳

烃总体减低
,

双环与叁环比值增加
,

说明演

化程度加深
,
热失重分析仅有微弱 的失重显

示
,

也反映演化很深
,

能参与热失重的生油

潜力已丧失殆尽
;
热解分析也在干酪根热解

峰的出峰温度上
,

明显不同于成熟阶段的陆

相生油岩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
,

因湘中坳陷泥盆一

石炭系经历过两个不同的受热地史阶段
,

受

热历史复杂
,

油气演化处于以甲烷气为主的

过成熟阶段
,

故天然气应是本区普查勘探的

主要对象
。

湘中坳陷新化凹陷泥盆一

石炭系自由基浓度分布表 表 8

含油气远景评价

井井号号 样 号号 层 位位 岩 性性 自旋数 /克克
邵邵 555555555 (n x 1 0立. )))

55555 . ::: C x d lll 泥灰岩岩 6888

””” S : ... ””

泥灰岩岩 3222

”””””””””””””””””””””””””
””” S 一sss ””

灰质泥岩岩 2 999

SSSSS eee C , y ... 泥灰岩岩 5 222

邵邵 777 生 ... ””

微晶灰岩岩 4
.

999

”””

生s ::: C l y ... 炭质泥岩岩 1
。

111

”””

生二二 C r y lll 炭质泥岩岩 0
。

555

”””

生一::: D , x 盆盆 砂质泥岩岩 000

邵邵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SSSSS * . 、 e , 、、

D : qqq 页 岩岩 000

了了了,,, 生物灰岩岩岩

油气形成历史的研究
,

是对油气评价的重要条件之一
。

本文对坳陷内沉积厚度较大

的邵阳一隆回地区从时间与温度的关系及电算模拟两个方面着手
,

进行油气形成历史的

推演与讨论
。

康南 ( 19 7 4年 ) 根据 n 个不同时代和不 同类型盆地的实际赞料进行研 究 后
,

提 出

了生油 门限温度与时间的关系式
:
‘。g t = 3 0 14 欠

令
一 6

.

‘98
。

后来普西 ( , 97 7年 ,
、

浅

二 , ‘
, , 八 , ,

、
、 ._

~ ~ ‘ ~ , 。

~ 一
二 ,

‘ .

~
.

卜 _ ~
, . , , _ 、 二

一 、 . , _ , 。 。
_ _

1
。

, ,
。

川忠 (1 977 年)也根据 自己的研究分别提出了类似的关系式
:

lo g t = 39 33 父 -

奈
一

一 9
.

44 3
、

‘ ’ ‘

~
“

一
’ 一 ’ ‘

曰
J
协~ 曰 ~

“ J

阴 2 ‘刀 刀 J

找 叫
J

~
’

认 H 子夕 、小 ~
云

一 0 一 “ ’ “ 一 ” T

, 。g t = 3 1 2 5 、

带
一 了

.

5 0 5
。

该方法仅在测得的温度与过去达到的最高温度之间没有太大

差别的沉积盆地中才有效
。

考虑到本区在华力西旋回时是一个长期相对稳定沉降的坳陷

地带
,

因而上述关系式对本区是适用的
。

根据康南
、

普西
、

浅川忠的关系式
,

利用表 9的资料
,

分别推算出本区泥盆一石炭系

各层段在晚三迭世前及现今的生油门限温度 (T 门 )
,

并根据H 门 =

门限深度 ( H 门 ) ( 见表 1 0
、

1 1 )
。

T 门 一 T 。

G

,

计算相应的

按普西关系式推算
,

本区泥盆系有机质大致在二迭纪前进入生油门限 , 棋梓桥组早

在泥盆纪末就可能开始进入门限
; 大部分地区可能在岩关期进入门限

,

沉积厚度较薄的

地区
,

在大塘期进入门限
,
佘田桥组可能主要在大塘期进入门限 , 锡矿山组则在中晚石

炭世进入门限
,
岩关阶及石瞪子段在石炭纪末一早二迭世进入生油门限

。

生油岩进入门限后
,

深成作用加速进行
,

经历了主要生油阶段及高成熟的轻质油
、

湿

气阶段
。

随埋藏深度继续增加
,

进入过成熟阶段
,

干酪根的热降解为碳链的裂解所替代
。

根据法国石油研究所对地温梯度为3
.

S
O

C / 1 0 0米的不同类型有机质演化曲线的研究
,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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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 阳 一 隆 回 地 区 沉 积 埋 藏 史 表 表 9

\\\ \
_

层 位位 构 造 发 展 第 一 阶 段段 第二阶段段 第三阶段段 第四阶段段

埋埋 藏 史 一
、

\\\\\\\\\\\\\\\\\\\\\\\\\\\\\\\\\\\\\\\\\\\\\\\\\\\\\\\\\\\\\\\\\\\\\\\\\\\\\\\\ DDDDD : qqq D 0 555 D a xxx C : y
一

C : d lll C 一d , 一P ::: P : 一 T I 一 :::

距距今年限 (百万年))) 372
.

5一 3 6 555 36 5一3 5 7
.

555 3 5 7
。
5一 3 5 000 3 5 0一3 3555 3 3 5一2 4 000 2 4 0一 2 0 555

时时间间距 (百万年))) 7
。
555 7

。
555 7

。

555 1 555 9 555 3 555

沉沉积厚度 (米))) 7 0 000 2 0 000 60 000 7 0 000 1 6 0 000 1 0 0 000

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沉沉降速度 (米/ 百万年 ))) 9 333 2 77777 4 777 1 777 2 999

邵阳一隆回地区泥盆一石炭系的生油门限表 表 1 0

l 门 \ 。 * } 。 _

{ 。
_

} 。 _ J 。 一 ,

。 J ,

!
’“
。 \ 层位} D t q ! D o s } D s x { C i y + C 一d l

}
,‘ 滚一

_ _

\ 】峨刀荞 ! 界
、 , ,

笋 }龟刀荞 ! 咒
、,

算 !濡摩‘
”

C ) 】深彦(夹 ) 1濡磨(o C )I 深磨‘失 )
l作 奢 \、丈入} (

。

C ) l (夹 ) } (
“

C ) { (半 ) {哑汉
、 勺 产 } 坏汉

、
小

尹

}皿汉
、 勺

2

1 沐汉
、

小
尹

l康 南 (7 4年 ) } 73 1 1 9 0 8 { 7 3 } 1 9 0 8 } 7 4 } 1 9 4 8 } 7 5 1 1 9 8 8

l晋 西 (7 7年 ) } 6 4 1 1 5 4 8 } 6 5 1 1 58 8 } 65 { 1 58 8 1 6 6 } 1 6 2 8

l浅川忠(7 7年 ) } 4 8
}

”0 8 ) 遵9 } “4 8 }
“o j ”8 8

{
“o

}
”8 8

邵阳一隆回地区泥盆一石炭系现今的生油 门限表 表 n

!琢货叫
弋

典熏导
~

}
.

二具二誉{
.

二二生止一{一全三亚兰}
}

,如
〕\ 、 \ 1峡。乒 }件

、 : ,

乒 }峡。乒 }烤
、, ,

乒 }温度 (
。

C ) {深度 (来 ) 】温度 (
o

C ) ! 深度(失 ) }

}

一
卜卫丝

-
卜旦兰 ⋯

~
卜旦上 {

—
{
一

一

二
一

1

—
1

一
}

}咨黔丝
一{竺竺一{三竺

一

{
~

兰兰卜竺竺
一

}一竺
-

}二塑一}一竺一
.

卜
~

~

2竺竺}
}兰竺里上

-

}
一巨生- {业竺

一

{二
一口旦竺

一

卜二里一
~

卜竺竺
一
{一竺一

~

}
一

竺些一}
l 浅 ),I忠‘7 7 , { 3 7 } 8 8

叫
3 7 { 8 8

叫
38

.

}
. .

⋯
, 2

介 { 于
8

{
9 2 0

二

I

们的油相阶段的深度范围约 2 0 0 0米
。

我们根据湘中坳陷泥盆一石炭系母质类型特征
,

把湘

中泥盆系的油相区间定为2 3 0 0米
,

下石炭系的油相区间定为2 0 0 0米
。

由此推算出油相的

深度
、

温度下限 ( 泥盆系H 下限 = H 门 十 2 3 0 0米
, 石炭 系 H 下限 = H 门 + 2 0 0 0米

, T 下限 =

H 下限 x G + T 。

)
,

再根据其沉积埋藏史
,

就可 以推演出泥盆一石炭系各层段油 相 阶 段

的相当层位 (表 12 )
。

若以60
“

C作为生成石油的平均临界温度
,

一般认为 80 一 90
O

C 是石油从生油岩析解

的临界温度
。

如取 90
O

C作为本区生油岩的排烃临界温度
,

按

H 排 二
T 排 一 T 。

G

G 一 2
.

S
O

C / 10 0米

T 。

一25
.

3
O

C ( 印支运动前的古地表温度 )

T 排一 9 0
“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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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5
.

邵阳一隆回地区泥盆一石 炭系的油相阶段表 表 1 2

层层 位位 经历的古地温温 油 相 阶 段段

(((((
。

C ))))))))))))))))))))))))))))))))))))))))))))))))))) 温温温温 度 (
。

C ))) 深 度 (米 ))) 相当地质时代代

DDD t qqq 12 7
。

8一 1 4 5
。
333 6 4一 12 222 1 5 4 8一38 4 888 岩关期一早二迭世末末

DDD . 555 1 22
。

8一1 2 7
。

888 6 5 一 12 333 1 5 8 8一 388 888 大塘期一早中三迭世世

DDD * xxx 1 0 7
。

8一1 2 2
。

888 6 5一1 2 333 1 5 8 8一3 88 888 中晚石炭世一中三迭世末末

CCC , y + C , d lll 9 0
。

3一1 0 7
。
888 6 6一1 1 666 16 2 8一 3 62 888 早二迭世一晚三迭世末末

可以得出排烃的埋深约2 5 0。米左右
。

由此
,

可推算出邵阳一隆回地区泥盆一石炭系的大致排烃临界时代是
:

棋梓桥组为早石炭世

佘田桥组为中晚石炭世

锡矿 山组为晚石炭世到早二迭世

下石炭统为晚二迭世

如上所述
,

无论是生油时间
、

油相阶段
,

还是可能的排烃临界
,

都说明早期构造 (前

印支及印支早期的 ) 及泥盆一石炭系的礁滩相沉积都是形成油气藏的有利场所
,

因而此

类沉积构造应是勘探对象
。

本文主要引用了
“

湘中地区中泥盆一下石炭统生油地球化学剖面研究报告
”
的资料

,

对其生油地球化学特征及找油气方向作一初步探讨
,

敬希指正
。

参加这一研究工作的还

有何志高
、

胡民
、

蔡仲样
、

吴芝兰
、

周镰溪等 同志
。

地质部石油地质中心实脸室及第五

普查勘探指挥部地质大队实验室等同志为完成大量的测试分析任务
,

付出了艰 巨 的 劳

动
,

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收稿日期 198 1年4月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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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 E G E O CH E MIC A L FE A T U R E S OF O IL

G E N E R A T IO N IN D E V O N IA N 一C A R BO N IF E R O U S

O F X IA N G亿H O N G D E PR E SSIO N
,

H U N A N
,

A N D

T H E D IR E CT IO N IN O IL A N D G A S E X PLO R A T ION

C h e n Z h e n g fu

(C e n t r a l L a b o r a t o r y o f P e t r o l e u m G e o lo g y
,

M in is t r y o f G e o l o g y )

Ab , tr扭 C t

石油地质

X ia n g 一 Z h o n g w a s a n a r e a o f r e la t i v e ly s ta b le a n d s ee u la r d e Pr e s si o n

in L a t e P a le o z o ie .

It 15 th o u s a n d s o f m e tr e th ie k w ith m a r in e f a e ie s e a r -

b o n a t e r o e k s a s th e b u lk o f th e s e d im e n t a tio n w h ie h w a s Po s se s se d o f

e e r ta in 0 11 f o rm in g g e o lo g ie a l e o n d itio n s
。

In th i日 p a p e r , th e a b u n d a n e e , typ e a n d e v o lu ti o n o f o r g a n ie m a tte r

a r e s tu d ie d th r o u g h th e a n a ly s is o f o r g a n ie e a r b o n , g a s e o u s h y d r o e a r b o n s ,

G R / G
c h lo r o f o rm e x t ra e ts , g r o u v e o m p o s it o n o f t h e e X t r a e ts , G C o f

s a t u r a t e d h y d r o e a r b o n s , in fr a r e d a n d u ltr a v i o le t s Pe e tr a o f a r o m a t ie

h y d r o e a r b o n s , a n d th e v itr in ite re fle e ta n e e , e le m e n ta l e o m Po s iti o n ,

Pa r a m a g n e ti e s Pe e tr a , s e a n n in g e le e t r o n m ie r o s e o Pi e o b s e r v a tio n th e rm a l
-

th e r m o g r a v im e tr ie a n a ly s is o f k e r o g e n
.

M e a n w h i le , a s w e ll a s e o m Pu te r

5 im u la t io n u s in g th e r e la t io n sh ip o f t im e v e r s u s te m Pe r a tu r e , th e h is to r y

o f th e fo r m a tio n o f 0 1 1一 g a s 15 in fe r r e d
.

T h e b a s ie su g g e st io n s a r e : T h e

M id d le D e v o n ia n Qi z iq ia o F o rm a ti o n a n d L o w e r C a r b o n i fe r o u s o f X ia n g -

Z h o n g d e P r e s s io n , a n d th e U PP e r D e v o n ia n S h e t ia n q ia o F o r m a t io n o f

X in H u a d e P r e s s io n a r e th e m a jo r h o r iz o n s o f 0 1 1 g e n e r a ti o n .

T h e

e v o lu tio n o f 0 1 1一 g a s h a s r e a e h e d a s ta g e o f o v e r m a tu r e a n d th e P r o sPe e -

tin g h a s t o b e f o e u s se d o n n a t u r a l g a s 。

T h e M id d le 一 L a te C a r b o n if e r o u s

a n d P e rm a in w e r e th e m a in s ta g e o f o il f o rm a tio n
.

A r o u n d th e e P is o d a

o f t h e In d o si n ia n m o v e m e n t th e r e e a m e th e Pr o s Pe r o u s st a g e o f th e

fo r m a tio n o f n atu r a l g a s .

T h e r e fo r e , th e str u e tu r e o f e a r ly In d o s in ia n

a n d Pr e 一 In d o s in ia n , a n d th e D e v o n ia n 一C a rb o n ife r o u s r e e f 一 b a n k f a e ie s

Pr o v id e d f a v o u r a b le e o n d itio n fo r fo rm in g Po o ls
.

5 0 ,
it sh o u ld be a

Pr io r ta r g e t 全o r 0 11 Pr o s Pe e tin 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