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期 笔谈会文章
:

从石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我国石油普查勘探前景
·

10 3
·

段
。

在坳陷地带石炭二叠系埋深可达 7 0 0 0一 1 0 0 0 0米
,

显然演化程度还要高些
,

可 能 仅

有天然气存在
。

综上所述
,

我 国油气演化总的趋势是
:

中新生界一般在 3 0 0。一4 5 0 0米以上 以 油 为

主
,

主体处于成熟阶段
;
上古生界大部分地区处于高成熟阶段 除少数地区可能存在油相

外
,

演化产物 以轻质油一天然气为主
, 下古生界除个别地区外

,

基本都 已进入过成熟阶

段
,

演化产物主要是天然气
。

各个盆地以及 同一盆地的不 同地区
,

由于构造
、

沉积的差异
,

都有各自不 同的油气

形成历史
,

其油气演化也有所不同
,

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油气演化理论的研究
,

按照油

气演化特征部署找油找气工作
,

同时也应 以大的沉积区为单元
,

用编制分层系油气演化

程度图的办法
,

研究全国的油气演化规律
。

( 陈正辅 )

深 盆 气 的 研 究 值 得 重 视

“
富矿

”
自然应当优先勘探和开发

,

但
“

大而贫
”

的资源也不应忽视
。

在 自然界常存

在矿产品位高低与储量大小成反比的客观规律
,

在人类认识客观规律上也总是先对容易

发现的高品位富矿进行勘探和开发
,

尔后逐步向低品位
、

技术难度大的矿产进行勘探和

开发
。

加拿大是一个油气资源
“
富矿

” ( 指常规油气资源 ) 不算高的 国家
,

但对
“
大而

贫
” 的非常规油气资源极为重视

,

采取补贴使巨大的阿萨巴斯卡焦油砂矿重新开采多 鼓

励石油公司到盆地深凹部位寻找
“
大而贫

”
的深盆气

,

从而较好地解决了所面临的能源

短缺问题
。

格雷 ( J
.

K
.

G r a y , 1 9 7 7 ) 曾形象地提出一个资源三角形图解
。

易发现的高 品位的

矿藏位 于顶端
,

但储量不大
。

技术复杂
、

难度较大的低品位矿藏在三角形下边
,

但有较

大的储量
。

虽然勘探和开发这类矿床的难度和代价越来越大
,

但是它的潜力也 是 巨 大

的
。

位于落基 山山前地带的向斜深凹中巨大潜景的深盆气的突破
,

说明这一地质找矿规

律是正确的
,

沿这一北西向的落基山前带东翼
,

分别为美国的圣胡安盆地
,

丹佛盆地和西

加拿大盆地
,

在这三个盆地中已先后发现 以埃姆沃兹 ( E lm w or th ) 为代表的四个深盆

气圈闭油田
。

根据深盆气圈闭发现者麦斯特 ( J
.

A
。

Mas te r s ) 介绍
,

这些深盆气圈闭的

共同特征是
:

1
.

在构造位置上都位于克拉通边缘的向斜盆地轴部或弧状凸起的倾没端底部 ;

2
.

在横向上
,

含气层位有急剧相变
,

含气层位常呈典型的楔状体
。

如西加拿大盆地

中生代地层在盆地东侧厚仅30 0米
,

而在盆地西侧的山前带的前缘
,

则增 厚 到 4 5 7 0米
,

而成为前渊沉积 ;

3
.

天然气全部储集在低孔隙 ( 3一 10 % )
、

低渗透 ( 0
.

3一 1
.

5毫达西 )
、

低气压 ( 44 5

一 2 了50 Ps i) 的物性条件较差的砂岩中
。

沿储层上倾方向
,

埋藏变浅
,

砂层 增 厚
,

物性

条件也随之变好
,

因而在上倾方向的砂岩中常充满了水
。

深盆气藏与其它气藏的最大区

别为气
、

水关系是颠倒的
,

天然气储集在下倾较低部位
,

上倾较高部位是饱水带
,

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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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气
、

水过渡带
,

其间并无其它条件的拦隔或封闭
,

水起了封闭阻隔作用
。

因此
,

美

国地质学家称其为水封气藏 ( w at “‘ br o c k )
,

而麦斯特强调这类气藏是出现在向斜盆

地深凹中
,

且常有 巨大储量
,

命名为深盆气圈闭或深盆气 ( D “
eP bas in g as tr aP ) ,

4
.

含气层位多
、

储层厚度大
、

含气面积广
,

是这类气田的又一共性
。

如圣胡安盆地

的向斜深凹部位
,

厚达 1 5 2 5米的白噩系中的每一层组砂岩中都饱含有天然气
,

其储量达

7 0 0 0 x 1 0 , 立方米
。

西加拿大盆地整个 中生代分布区的6 90 火 96 平方公里面积 内也都饱含

气
,

其储量达 12
, 4 00

X 10 9立方米
。

丹佛盆地气储量也达3 65 x 10 9 立方米多

5
.

深盆气实际上并不深
,

从 10 0 0米到 4 0 0 0米均有含气层
,

只要钻遇白坚系砂岩层就

有气层
。

以西加盆地为例
,

单井气产量每 日可达 2
.

8一5
.

6万立方米
,

个别最高 日产可达

42 万立方米
。

关 于气源岩问题
,

认识还不统一
,

一般认为来自白垄系富含有机 质 泥 页

岩
,

但从钻井成功率来说
,

只要下部有白垄纪煤系存在
,

就可百钻百中
,

这些气很可能

来 自煤系地层
。

北美深盆气圈闭类型的突破
,

不仅对该区的能源危机有所缓和
,

而且对石油地质的

发展也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

我国的四川
、

鄂尔多斯
、

准噶尔
、

吐鲁番
、

塔里木盆地等的地质构造
,

与北美的几个

深盆气产地的地质构造特征相类似
,

都是不对称的向斜盆地
,

在向斜深凹中发育 有 三 叠

纪
、

侏罗纪煤系和 白垄纪砂泥岩的前渊沉积
,

构造不发育
,

储层物性都较差
,

深盆气圈闭

所必须的基本条件都有存在
。

因此在这些盆地寻找深盆气的前景是很大的
。

另外
,

在松辽

盆地南部的中央坳陷和开鲁坳陷
,

其地质构造址有别于上述盆地
,

但仍不失为寻找深盆

气的有利地带
。

深盆气圈闭是近年来石油地质科学重大突破之一
,

要寻找深盆气必须冲破某些老概

念 的束缚
,

那种认为在向斜盆地 的深凹中岩性细
、

物性差
、

无构造 圈闭而对盆地深凹作

出否定评价的结论是值得商榷的
。

( 孙攀才 )

生物成因气值得重新认识重新评价

富含有机质的沉积物
,

在低温
、

缺城
、

低硫酸盐环境下
,

厌氧细菌对有机 质 的 大

分子进行分解而产生的烃类气体称之为生物成因气
。

近代沼泽湖泊的淤泥中
,

海相沉积

物中
,

都富含有机质
,

都可形成大量生物成因气
。

不过因其
_

L覆静水压力很小或缺失封

闭
、

储集条件而散失
。

但当在快速沉积
、

快速沉降的地质条件下
,

喜氧细菌因缺氧而不

能使有机质大员分解
,

相反
,

厌氧细苗则可保持生态系统的连续性而大量繁殖
,

在其分

解作用下可使宫 含有机质的沉积物形成大址甲烷气
。

此 !l寸上夜水体产生较大静 水 压 力

使 甲烷大量溶解在隙间水中戎吸附
一

lri
:

松故抓积物中而不致形成气泡向
_

L散失
,

其溶解度

随深度增加而增加
。

成岩作用初期
,

在
_

_

卜述条宁! 下形成的 甲烷气
,

有的呈水溶气存在于

隙间水中
,

有的呈游离气储集在被泥质岩所封闭的沙层 中
,

有的则在高压低温环境下形

成固体水化物
。

据D
.

D
.

R i o e等人对生物成因气研究
,

认为加拿大阿尔伯达东南 部 的 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