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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我国四大海域及其广阔的陆架地区
，
新生代分布极为广泛

。

据少

量钻探揭露
，
已见有大量未熟有机质的砂泥岩和泥砂岩

，

并见有多层煤层和含植物碎屑

砂泥岩
，
腐植型有机质均处于未熟阶段

。

当然
，
这些区域也是寻找浅层生物成因气藏的

有利地带
。

近年来
，
国外也很重视浅层生物成因气的开采和利用

。

常在过去被关 闭 的
“
小 而

贫
”
的低产浅层气藏附近

，
重新评价和钻探测试

，
增加了含气层位

，
扩大了含气面积

，

气储量有了急剧的增长
。

如美国在五十年代仅对东部平原区白奎系浅层天然气 作 了 另

星开发
，
七十年代加强了勘探

，
浅层天然气田成倍增长

，
����年对全平原��万平方公里

的浅层天然气资源预测达�
�

�万亿立方米
。

加拿大从����年开始对莎菲尔德地区 的 评价

性钻探
。

已查明了����平方公里的含气面积
，
储量达�万亿立方米

。

在苏联浅 层 天然气

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包括永久冻土层下的天然气 �
，
据估计 占苏联天然气储量的���

。

浅层生物成因气的特点是埋藏浅
，

产量低
，
分布面积广

，
资源量大

，
它是重要能源

之一
。

由于某些历史原因和认识上的问题
，

对浅层生物成因天然气未予重视
，
只注意了

“
大而富

”
的油气

，
忽略了

“
小而贫

”
的浅层气， 或以大比重泥浆钻井

，
在液压超过气

压的情况下遗漏了浅层气， 或者以未熟带无油气远景而予以否定
。

这些人为因素所造成

的错误
，
应予纠正

，
有必要对浅层生物成因气来一个重新认识

、

重新研究
、

重新评价
。

�熊寿生 卢培德 �

谈谈生物气的形成环境和寻找方向

生物气占世界天然气探明储量的���以上
，
其中一部分是大型气田

。

生物气生成的先决条件是要有丰富的有机质作为甲烷生成菌的养料
。

甲烷菌依靠有

机质 �即碳水化合物或部分蛋白质�在发酵作用下释放的 � �

一��
�

气体和 乙酸而生活
。

木质素和脂类则难以消化
，

故有利的母质主要是草本腐殖型和腐殖
、

腐泥 过 渡 型
。

因

此生物气在具有陆源植物供给的沿海 �湖 �岸一带最为丰富
。

单位面积甲烷生产率在港

湾
、

沼泽和淡水湖泊沉积物中比开阔大陆架沉积物高一个数量级
，
比大洋沉积物高四个

数量级
。

生物气在沉积物表层即可大量生成
，
但极易散失

。

聚集成为气田需要二方 面 的 条

件
�
一是有利的沉积环境

，
可 以抑制生物气在沉积物表层的生成速度

，

使其延迟至较大

的埋深， 二是有利的封存条件
。

甲烷生成菌在负���毫伏 以上的强还原条件下生长
，
只有在氧气和硝酸盐全部消失

，

硫酸盐大部分被还原以后
，
才能大量繁殖

。

水体和沉积物在垂向上明显分带
�

上部含氧

带
，
中部过渡带

，
下部甲烷带

。

当沉积物表面位于含氧带时
，
底栖和潜穴动物繁殖

，
消

耗大量有机质
，
不利于生物气的生成

。

当沉积物表面位于甲烷带时
，
甲烷生 成 的 数 量

多
，

但散失也多
。

只有在过渡带具一定厚度时
，
甲烷气生成才最为有利

。

这种有利的环

境常见于海 �湖 �进和海 �湖 �退期
。

如近代黑海曾随海进海退而出现过缺氧到含氧的

的过渡环境
。

上海
、

浙江沿海一带的第四系生物气形成于海进环境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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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水湖泊湖底沉积物中硫酸盐含量低
，
过渡带的厚度小

，
在埋深�一��厘米 处 即出

现生物气生成的高峰
，
一般无法保存

。

咸水湖泊
，

硫酸盐含量高
，

条件变为有利
，

尤其

是碱性湖
，
湖水 ��值高

，
可抑制甲烷菌的生长

。

大多数甲烷生成菌生长的 �� 值范围为

�
�。一�

�

�，
最佳值为�

�

�一�
�

�
。

青海湖湖水 ��值为�
�

�
，
湖底沉积物有含气层

。

柴达木

盆地第四系咸化湖型气田与此有关
。

甲烷生成菌的生存温度为。一��
�

�
，
新陈代谢活 跃 的 范 围 为�一��

“
�

，

最佳值为

��一��
“
�

。

高纬度
、

高海拔地区和冰期前后的低气温有利于抑制甲烷生成菌的 过 早 繁

殖
，
有利于生物气田的形成

。

甲烷生成菌生长的下限深度取决于地温梯度
，

一 般 浅 于

���。米
。

因此
，
气源岩生气的时间可延续很长

，
甚至跨地质时代

。

沉积速度是封存生物气的决定因素
。

其数量与沉积速度成指数关系
。

另一个有利的封存条件是形成甲烷水合物
。

条件是气温低 �冻土带 �或压力高 �深

海区 �
。

西西伯利亚赛诺曼统拥有�个大型和特大型气田
，
其碳同位素比值��

‘ “
为 一 ��

一��编
，
明确表明是生物气

。

其形成的有利条件是
�

大面积沿海低地平原
、

海进 海 退

频繁
、

海陆过渡相沉积物
、

丰富的腐殖腐泥过渡型有机质 �含量为�一�� �
、

高纬度地

区的低气温
。

长时间稳定沉降和持续生气 �从晚白垄世至渐新世 �以及大型构造圈闭的

同时出现
。

借鉴西西伯利亚的实例 ‘�
，

结合我国沿海地区第四系气藏的形成规律
，
预 计

东海和南黄海域延伸至大陆架边棱的广大地区是今后普查勘探大型生物气田的 有 利 地

区
。

国外学者怀疑古湖泊具有形成生物气田的条件
。

陆相油田是中国的特色
，
同样陆相

与古咸化湖有关的生物气田也将是中国的特色
。

不少中新生代古湖盆具备生物气生成和

聚集的条件
，
过去在钻探过程中发现过许多浅层天然气线索

，
当时

，
由于主要寻找较深

层位的油气资源而常被忽视
，
或由于快速钻进而漏层

。

今后很有必要加强浅层生物气资

源的普查勘探
。

生物气是低温浅成成因的
，
同样

，
石油也是低温浅成成因的

。

以藻类为养料的微生

物模拟实验已经证明可 在��一��
“
�之间生成石油

。

最近美国在大盐湖下找到一个浅层大

型重质油田
。

因此
，
我国的油气普查勘探除了向深部发展之外

，
也应重视浅层油气

。

这

对当前石油普查开拓新领域具有现实意义
。

�陈焕疆 张义纲 �

加强油气预测发展预测系统

当前
，
世界各国对油气资源的远景预测有两个出发点

�

一个是着眼于未来的能源结

构
，
对国内及全世界的的油气资源量进行预测

，
为科学技术的巨大变革作准备

，
它受到

��西西伯利亚的四个生物气田
，

在产气的同时产少量石油
，

今地温仅��一��
�

�
，

最高古地 温仅��一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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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

我国石油普查勘探前景

—笔谈会文章

编者按
�

我国油 气普查勘探工作 已进入 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
为了推进找

油找 气工作的深入发展
，
以期在新的地 区

、

领域
、

类型和深度方面能有所突破
。
本

刊编辑部特举办 �一次
“
从石 油地质科研动态谈谈我国石 油普查勘探前景

”
的笔

谈会
。

参加笔谈会的同志从石 油地质分支学科和不 同的侧 面
，
讨论了我国石 油

普查勘探前景
。

有的谈 了今后找 油找气方向 �有的讨论 了某些科研问题 �有的从

经济地质的角度讨论 了非常规 油 气资源的研究和勘探问题
。

显然这些意 见正确

与否
，
只有通过大量的地质找矿的实践来检验

。
但从集思广益

、

理论联 系实际

开展学术讨论来说
，
文章都能各抒 己 见

，
不构一格

，
既提出了问题

，
也提出了

解决问题的方向和办法
。

我们觉得这种
“ 笔谈会 ” 的方式是可取的

，
但是由于时间仓促

，
这次只是

就近就地组织的
，
参加的人不 多

，
面也不广

。
因此打算在令年第四期期刊中仍

围绕这一总题 目开展笔谈会
。

欢迎广 大读者踊跃参加
，
特别欢迎 中

、

青年石 油

地质科技工作者
，
能甘全 国或所在地 区有关找 油找气的方向和方法问题发表意

见
。
来稿形式不构

，
但 力求精辟简练

。

谈谈克拉通边缘油气前景

据�
。
�

�

哈尔鲍特����年的统计
，
在全世界 已发现的����亿吨石油储量中

，
就 盆 地

而言
，
这些储量全部集中在总数为���个盆地中的���个盆地内

，
而其中含有��亿吨以上

储量的盆地
，
仅有��个

，
占总发现量的���

。

中东一个盆地就占有总发现量的���
。

盆

地是油气普查勘探的基本单元
。

为什么有些盆地含油气特别丰富
，
为什么另一些盆地如

此贫� 因而引起国内外学者对盆地研究的重视和关注
，
特别六十年代后期

，
盆地分类成

为估算油气资源的基础
，
盆地的类比和划分更有长足的进展 �朱夏����年 �

。

在以地壳性质来划分盆地的大量著作中
，
马可罗森 ��

�

�
�

��������� �����从产

率 ’�分析出发
，

并为资源评价服务的盆地分类方案值得特别注意
。

他以加拿大为例
，
以

��产率可理解为单位体积产生油气的机率
，
亦可称作体积系数

。
不同作者也常以面积为单位

，
称作

面祝系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