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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句容坳陷青龙群原油演化特征

及 找 油 方 向 探讨
徐 伟 民

(江苏石油勘探开发会战指挥部地质研究所)

一
、

句容坳陷地质背景

1
.

句容坳陷构造特征

句容坳陷位于宁镇隆起区
,

茅山断褶带与漂水隆起之间
,

面积约 1 3 2 5平方公里
。

露

头稀少
,

大部分被第四系覆盖
。

据重力
、

磁法勘探及钻井证实
,

坳陷北部有一个轴向北东
,

具南
、

北两个高点
、

被

断层复杂化的背斜构造
。

背斜长7公里
、

宽1
.

8公里
,

圈闭面积约 1 2
.

5平方公里
。

钻探揭

露
,

背斜轴部附近上侏罗统直接覆盖在中
、

下三叠统青龙群之上
,

其间缺失中
、

下侏罗

统象山群及上三叠统黄马青组
,

且青龙群上部多遭严重剥蚀
。

象山群仅在翼部保存
。

由

此认为
,

背斜主要形成于晚侏罗世以前的燕山期
。

2
.

中
、

下三叠统沉积特征

早三叠世初期
,

在晚二叠世微弱海侵基础上继续海侵
,

在较静水陆棚环境下沉积了

下青龙群碳酸盐岩和钙质泥岩
。

晚期出现短暂的海退
,

属近岸滨海浅水陆棚环境
,

当时

气候温暖
,

生物繁盛
,

以介形类
、

有孔虫
、

菊石和瓣 鳃类为主
,

是生成石油的 丰 富 物

源
,

由于水流作用微弱
,

有机质得以保存及转化
。

中三叠世晚青龙期初
,

海水复进
,

本区处于半封闭陆棚较浅水环境
,

生物 以 介 形

类
、

菊石为主
。

中期海水复退
,

转为泻湖环境
,

生物以介形类为主
,

次为菊石 和 瓣 鳃

类
。

晚期属潮坪
、

咸化泻湖环境
,

气候干早
、

蒸发强烈
,

沉积有膏盐层
。

三叠世末期
,

印支运动使苏南地区普遍上升隆起
,

海水逐渐退出
,

从而结束海侵历

程
。

多次短暂的海侵成为本区沉积厚度不大的多次成 油期
。

从句容坳陷青龙群生油层地

化指标看 ( 表1 )
,

本区具备一定的生油物质基础
。

3
.

句容构造油气概况

句容构造油
、

气显示广泛
,

有21 口井均见油气显示
。

其层位主要为白蟹系浦 口组
、

葛村组和中
、

下三叠统青龙群及上二叠统龙潭煤系
。

下青龙群曾获工业油流
。

具多套生

储盖组合
,

中
、

下青龙群岩性主要为灰
、

深灰色细粉晶灰岩与泥岩呈略等厚互层
,

为一

自生 自储油藏
。

生油指标较高 (表 1 )
,

但储集性能较差
,

主要储集空间为碳酸盐 岩 的

构造裂 隙
。

物性参数偏低
,

孔隙度平均1 %左右
,

渗透率一般小于 1毫达西
。

下青龙群顶

部只有 20 一 30 米厚的泥质岩可作为局部盖层
,

且断层发育
,

保存条件差
,

油气 上 窜 散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4 卷

句容坳陷青龙群生油层地化指标表 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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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

由于埋藏浅
、

地温梯度低 ( 井深2 0 0 0米内平均仅 1
.

75
O

C ) , 因而原油演化 程 度 也

低
。

二
、

原油地球化学特征

下青龙群原油具有下述地球化学特征
:

1
.

正构烷烃碳数分布范围C
, 。

一 C
3 ; ,

主峰碳C
: :

或C
; 。 ,

谱线呈不对称形单 峰 ( 图

1 ) 多

2
.

作为
“
指纹

”
化合物的异戊间二烯烷烃的含量

,

姥绞烷多于植烷
,

Pt / P
、比值 普

遍小于 1
;

3
.

生油岩族组份饱和烃的含量高约60 %左右
, 沥青质含量低

,

约5 % . 饱和烃/ 芳香烃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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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下青龙群原油全烃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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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下青龙群原油芳烃红外光谱图

1
.

容2井 井深2 9 5
. 4 5一4 2 5
.

5 5米

卫
.

容3 ;书 井深5 6 9
.

2 3一6 5 3
. 3 1米



第 1 期 徐伟民
:

江苏句容坳陷青龙群原油演化特征及找油方向探讨

比值一般在3左右 , 沥青/ 有机碳和烃 /有机碳较高
。

反映原油性质为高硫低蜡
,

比重
、

粘

度较高
。

4
.

芳烃红外光谱 中含氧基团少
,

缩合程度低
,

取代程度高
,

几类氢原子吸收峰强度

为
: 1 7 4 0> 8 1 0> 8 6 0 e m

一 ‘
( 图 2 )

。
‘ . 、 , 、,

~
、 .

C
, ,

+ C
, , , , , .

~
一欣认刀尿 佃丁扩匕下下产生的比值

、 2 . 宁 ‘ 2 。
陆相在 0

.

6一 1
.

2

之间 , 海相在 1
.

5一 5
.

0之间
, Pr / P

、

比值
:

陆相一般小于1 ,
海相在1一3之间

。

主要形成 C : 。
一 C

3 :

正烷烃
;
海相水生生物则形 成 C ; 6

一 C : ‘

正烷烃
。

根据上述指标的划分
,

结合句容构造下青龙群原油地球化学特征 (表2 )
,

容构造原油的生油母质 以弱还原环境下沉积的海相腐泥型为主
。

陆源植物

认 为 句

句容构造下青龙群原油地球化学特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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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原油演化特征

为了预测含油气远景
,

通常用挥发份或定碳比
、

镜煤反射率和牙形刺色变指数等来

确定油
、

气及岩石 中有机质的演化变质程度
。

对句容构造上所取的煤样及原油 进 行 分

析
,

结果如下
:

龙潭组煤样的挥发份 4 0
.

2 7%
,

定碳比43
,

碳元素74
.

67 一 6 4
.

53 ( % )
,

煤样的镜煤反射率为0
.

81
,

泥岩平均为0
.

66
。

按照我国煤的工业分类方案
,

挥发份大于

40 %
、

碳元素含量在60 一70 % 之间为褐煤
,

句容构造原油演化变质程度应属 褐煤阶段
。

下青龙群灰岩 中发现较多牙形刺化石
,

其颜色常呈淡黄
、

唬拍色至褐色
。

牙形刺的

色变指数与镜煤反射率等参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 〔表 3 )
。

A
.

1
.

莱复生指出
: “

变质作用轻微而产棕色褐煤地区
,

石油的比重一定高
。

随着温

度
、

压力的增高
,

固定碳的百分比增加
,

煤的等级就提高
,

而石油的性质就变轻
。

根据

煤的碳化程度与油
、

气分布规律的关系
,

褐煤地区属重质油田及气田 区
。

本区青龙群原

油比重在0
.

85 一0
.

99 之间
,

属重质油
; 北邻伏牛山地区井下青龙群原 油 比 重 也 高 达

0
。

9 2 3一0
.

9 2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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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种有机质成熟度指标对比表 表 3

{
色 变 指 数 (C A D 温 度 (

。

C )

< 5 0一8 0

反射率 (R

< O
。

8

定 碳 比 (% )

< 6 0

5 0一8 0 0
。

7一0
。

8 5 60一6 5

褐一深褐

深灰褐一黑

6 0一 1 4 0 8 5一 1
。

3 6 5一7 3

3 1 1 0一2 0 0 4一 1
。

9 5 7 3一8 4

4

{ 黑 1 9 0一3 0 0 9 5一3 8 4一95

质|水|土||卞|小|丰||下|

5
}

(形态不可辨 ) 3 0 0一4 0 0 > 3 > 9 5

一一一一一黑

综上所述
,

句容构造的原油定碳 比在 43 %
,

挥发份40 %
,

镜煤反射率。
.

66 一。
.

81
,

牙形刺色变指数 ( C A I ) 约为 1 ,

属于坳陷内低变质褐煤和低成熟度重质油地 区
。

古 地

温不超过 50 一 80
“

C ,

平均地温梯度仅 1
.

75
“

C
。

生油层和储油层埋藏较浅
,

生油层 一 般

小于 1 00 米
,

储油层埋深仅 3 00 一 6 50 米
。

四
、

找油方向的探讨

定碳比和变质带与油
、

气分布之间具有一定的关系
,

当定碳比在小于70 % 时属低变

质带
,

以中小型油田为主
; 当定碳比在70 一 90 %

,

属中变质带
,

以中小型气田为主
, 当

定碳比大于90 % 时
,

属高变质带
,

已无油气存在
。

镇江

护
.

嘛o/to
声户一一占一

卜 护尸
.

/
产 /

/

图 3 句容坳陷龙潭组定碳比略图

1
.

井下气显示 2
.

井下油显示

从图 3 可见
,

句容构造 及坳陷北邻的东风煤矿
、

小力 山
、

上党丁村等井下青龙群或

龙潭组均获一定数量重质原油或工业油流
,

它们的定碳比均在50 %左右
,

属低变质 带
。

江宁县苏32 井位于定碳比小于 9() % 的中变质带
,

该井钻遇晚泥盆系五通砂 岩 时
,

随 泥



第 1 期 徐伟民
:

江苏南部句容坳陷青龙群原油演 化 特征及找油方向探讨
·

的
·

浆有气上涌
,

距井口高达20 公分
,

试燃时火焰柱高达2米
,

半小时后熄灭
,

经分析 以 干

气为主
。

但试井时产水
,

可能由于接近高变质带
,

演化程度高
,

已演化至 甲烷气阶段
,

生成 以甲烷为主的干气
,

但 已接近气消失带
。

大多数报告提出
,

镜煤反射率0
.

8 ,

定碳比在 62 一65 %为工业性产油区和凝析 气 产

区的上限
。

美国阿帕拉契亚盆地的研究表明
,

大部分油 藏 产 在 定 碳 比 为60 % 的 地

方
,

天然气产在定碳比为70 %的区域
。

因此
,

在句容坳陷北 西
、

南 东 两 侧
,

定 碳 比

增高
,

油
、

气演化程度变 深 的 区域
,

寻找古埋藏深度较大
、

保存条件较好的 局 部 构

造
,

可望找到中
、

小型油
、

气田
。

(收稿 日期 198 1年2月2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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