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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石油地质大队

桂中拗陷是在加里东褶皱基底上发育起来的沉积拗陷
。

上古生界至中三叠统
,

海相

沉积厚逾万米
。

其中下泥盆统郁江阶至下石炭统
,

最大沉积厚度可达 5 5 0 0多米
。

地表油

气显示类型多
、

分布广
,

为本区找油 (气 ) 主要 目的层
。

然而
,

后期改造强烈
,

对油气

的生成
、

运移
、

聚集和破坏有很大的影响
。

因此
,

对本区主要 目的层的生油运移期与构

造配置关系的探讨显得十分重要
。

自晚古生代至中三叠世
,

区内构造活动比较稳定
,

除早
、

晚二叠世间的东吴运动使

大部分地区有过短暂隆起
,

上下二叠统形成假整合面外
,

其它各纪地层均呈连续沉积
。

中
、

晚三叠世间的印支运动
,

使沉积盖层发生 了强烈褶皱
。

燕山运动除对印支期褶皱有

所加强外
,

主要表现为断裂活动和局部的岩浆热液活动
,

并形成了一些小型断陷
,

沉积

了一套陆相粗碎屑岩
。

喜山运动在本区表现为河流
、

沟谷下切
,

形成多级冲积阶地
,

并

有喀斯特溶蚀现象
。

一
、

主 要 生 油 期

研究主要生油期
,

对正确地选择某个时期形成的构造圈闭
,

指导有效的钻探极为重

要
。

而主要生油期的确定
,

又常赖于古生油 门限温度 (深度 )
、

油相底界和埋深图等的

建立
。

1
.

古生油门限温度

目前国内外大多数人认为
,

温度
、

时间是有机质向石油转化的重要条件
。

康 南 在
“石油生成过程的时间

一

温度关系
” 一文中

,

根据世界 12 个盆地的资料
,

建立的时间
一

温

度关系式
;

10 g t “ 3 0 1 4 / T 一 6
.

4 9 8

式中
t :
大量生油所需时间 ( 以百万年计算 )

T :

大量生油期的相应的绝对温度

从康南公式看出
,

已知生油层绝对年龄
,

便可求得古生油门限温度
。

笔者依据霍尔

姆斯 ( 19 6 4 ) 建立的地质年代来确定本区生油层绝对年龄 ( 见表1
、

2 )
。

其中用数学平

均法
,

求得早泥盆世郁江期与那高龄期间早石炭世岩关期与大塘期间的绝对年 龄 值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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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g
·

别为 3
.

8 25 亿年和 3
.

35 亿年
。

并将生油层 绝对年龄逐一代入康南公式
,

便可求出各 层 的

古生油门限温度 ( 见表 1
、

2 )
。

其中下泥盆统郁江阶至下石炭统
,

在晚三叠世前的古生

油门限温度是
:

郁江至四排阶 7 1
.

5 7
“

C ,
中泥盆统 7 2

.

5 2
“

C ,
上泥盆统 7 4

.

0 2
”

C , 岩关阶

7 5
,

6 8
O

C .
大塘阶 7 6

。

9 8
O

C
。

(百万年�时间间距

表 1 、 桂中坳陷北部下泥盆统郁江阶一中三叠统

古生油门限温度 ( 深度 ) 表

地会
归丢 目
Z人 刁月

,

年径
J乌人沐 1 .

州了 、
,产

(米)
积度沉厚

T ,前
1 00 2 05

古生油门限温度(
“

C )

古生油门限深度 (米 ) 而不}
~

万宁{—}—T ,

前 2 3 2 5
1 5 0 2 1 5

弄2 8
.

9 7 1 1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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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6 8 9
。 6 6 8 0

。 7 9

C i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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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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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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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 2 3
。

8 4 1 1 0 0 2 11 0 0 9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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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7 5 6 17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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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5 。

7 0

1 0 5 7 1 0 0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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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3 6

8 1
。

2 3

9 0 3 8 7 5

7 3 。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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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2

。

5

壳度2 2 。2 0 2 1 。 5 4 2 0 。 7 0 2 0
。

1 0 5 0 }1 8 8 0 } 1 4 1 0 。 2 5 }1 0
。 7 5 1 0 。

2 5 冷却补偿温
(

。

C )

5 。 4 7 5
。

4 1 5 。3 2 5
。2 6 5 。 2 0 5

。

0 4 4 。9 2 4 。6 8 4
。2 5 4 。3 1 4 。 2 5

古地温梯度
(

“

C / 百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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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生油门限深度与油相底界

现代研究表明
,

当有机质埋深到达一定深度时
,

才开始大量向石油转化
。

这一深度

叫做生油门限深度
。

古生油门限深度的计算
,

很多人采用下列公式
:

T 。 一 T 。

G
一一

.。.
MM巾琦HT

式中
: 古生油门限深度

古生油门限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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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1
·

T 。:
地表年平均温度与地壳冷却补偿温度之和

G :

古地温梯度

在已知古生油门限温度的情况下
,

若要取得古生油门限深度
,

还 须对其余几种参数进行

选择
。

地壳冷却说认为
,

古地温梯度应比今地温梯度大
。

根据是现今的地表温度与古地表

溢度相差 不大
。

据达科普斯和阿里安 ( 1 9 5 6 ) 计算
,

深达 50 公里处的地壳冷却速度
,

在

古生代 为0
.

06
“

C /百万年
,

中生代为 0
.

05
“

C /百万年
。

利用这些参数
,

结合生油层 绝 对

年龄
,

可求得本区各时期的地壳冷却补偿温度 (表 1
、

2 )
。

现今地表年平均温度
,

可根

据桂中地区历年的气象资料定为 ZO
O

C
。

显然
,

在求古地温梯度时
,

不能直按用现地温代替古地温
,

还应根据上述地壳冷却

补偿温度
、

地表温度对现地温进行修正
。

本文是 以电测井温 ( T : ) 代表现地温
,

按 浅

川忠提出的地温诊正值 ( T Z

) 公式
: T : = 1

.

31 x ( T : 一 20 ) + 20 进行计算
。

然后把T : 、

_ , _ _ 一
,

~
、

一
, , , 、 ‘ , _ , , 、 ,

.
, 、 ,

~
, 、

. , 、

一 ~ T
。

一 T
n 卜

_

, ,
一

, _ , 、

~ ~ ~
,

一
_

T 。

和现埋深 ( H ) 等代入古地温梯度公式
:

G 二兰 多。 生旦 求得古地温梯度 (表 1 、 2 )
。

一 “ ”
’

州“
-

一
广

、 ‘ 叼
’ ” ‘ ’

曰
‘

~ 一
‘ ’

一 一 ~ “ ’

H
一古

” , ~ ‘目
‘

~
r 一

~
、

~
‘ 、 “ , 。

本文利用桂中z k 。M Z

及乐 3井的测井地温梯度 2
.

4 5
O

C /百米
、

2
.

57
O

C /百米
,

代 入 上

述有关公式计算
,

求出桂中拗陷各生油层古生油门限深度 ( 见表 1
、

2 )
。

其中下泥盆统

郁江阶至下石炭统
,

在晚三叠世前的古生油门限深度是
:
郁江至四排阶86 0一9 72 米

;
中

泥盆统 5 5 7一 1 0 0 2米
;
上泥盆统 0 1 2一 1 0 3 0米 ; 岩关阶 9 4 6一 1 0 6 9米 ; 大塘阶9 7 4一 1 2 0 0米

。

根据普西 ( 1 9 7 3 ) 的研究
,

世界上大多数石油储量
,

约处在65
.

8一 1 48
.

9
“

C 的地温

范围内
。

若我们把本区生油过熟期的临界温度定为 1 5 0
“

C ,

就不难推出郁江阶一下石 炭

统在晚三叠世前的油相底界深度
:

郁江至四排阶2 0 0 0一2 3 7 7 米 , 中 泥盆统 2 0 31 一2 4 0 3

米
;
上泥盆统 2 0 6 3一2 4 4 4米

;
岩关阶2 0 9 7一 2 4 7 1米 , 大塘阶 2 0 9 7一 2 5 0 0米

。

诚然
,

油相底界只表示生油已进入过熟期 ( 或气相阶段或裂解气阶段 )
,

并 不说 明

生气已经终 叮: ,

在此异线 以下
,

还可产天然气
。

很多诊f究表明
,

演化程度较深的地区
,

仍然发现有天然气
。

如 四川盆地的二叠系
,

镜质体反射率普遍大于 2 ,

认为生油已 进 入

过熟期
,

但是
,

在这些层位仍然赋存有天然气
。

3
.

主要生油期

主要生油期是指有机质从进入生油门限至生油结束这段时间间隔
。

在生油期的研究

中
,

必须了解各个时期生油岩中石油在何时开始大量形成和结束
。

图 1是根据桂中 下 泥

盆统郁江 阶至中三叠统的沉积发育特点
,

恢复本区不同生油层在晚三叠世前
,

各个地史

时期的埋深图
。

若把以上所求得的郁江阶至下石炭统在晚三叠世前的古生油门限深度
、

油相底界深

度标在埋深图上
,

并分别连线
,

就得到一条古 生油门限深度临界线和另一条油相底界深

度线
。

某一生油层顶面
一

与这两条界线的交点在横轴上投影的时间截距
,

即为该生油层的

主要 生油期
。

这样
,

我们即可 从图中得到本区郁江阶至下石炭统的主要生油期有郁江至

四排阶
:

晚泥盆
一

退初期至下石炭世宋
;
中泥盆统

; 大塘期中时至早二叠世中期
,
岩 关

阶
:

中石炭
一

世早期至
一

早二叠世晚期
; 大塘阶

:

晚石炭世早期至三叠世以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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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拗陷各生油层埋藏史及主要生油期
、

运移期图

1
.

郁江阶一下石炭统裂解气阶段 2
.

郁江阶一上泥盆统主要生油期 3
.

下石炭统主要生油期

4
.

主要运移期的开始时期 5
.

油相底界

二
、

主要运移期与构造配置

尽管目前人们对油气的初次运移时期 尚有争议
,

但是大多数人承认
,

大量的油气是

在成岩作用晚期形成的
。

而油气初次运移的主要时期无疑应与油气形成的阶段相适应
。

科德尔 ( 1 9 7 2 ) 根据世界各地的部分实际资料研究表明
,

石油初次运移的深度 ( 或生油

主带深度 ) 在1 5 0 0一 3 0 0 0米之间
。

假定桂中油气的主要运移深度与科德尔提出的相当
,

那么从图中可得到本区油气的主要运移期
。

郁江至四排阶
:

晚泥盆世晚期至 早 石 炭 世

末
,
中泥盆统

:

大塘期早时至中石炭世晚期
,
上泥盆统

:

中石炭世晚期至早 二 叠 世 早

期
,
岩关阶

:

中石炭世晚期至早二叠世晚期
, 大塘阶

:

早二叠世早期
.

至中三叠世 以后
。

显然
,

油气进入聚集层后
,

还可 以进行二次运移
。

而二次运移一般在初次运移之后

即开始
。

二次运移的时期
,

应该是在主要生油期后发生的第一次构造运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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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中拗陷卞泥盆统郁江阶一下石炭统生油运移期与构造配置关系初探
·

1 23
·

本区泥盆系
,

由于 主要生油运移期结束较早
,

东吴
、

印支运动均未能形成及时有利

的圈闭
,

难 以捕集到早 已生成
、

运移
、

散失的油流
,

仅对进入过熟期 ( 或气相阶段 ) 后

形成的裂解气起到控制作用
。

若要在本区寻找泥盆系生成的石油
,

应该注重对前东吴期

构造及其它类型圈闭的研究
。

下石炭统
,

由于主要生油运移期结束较晚
,

印支及前印支

期存在的构造圈闭
,

均能捕集到下石炭统 生成的油气
,

应为勘探的主要对象
。

本区勘探程度低
,

无深井地温资料
,

文 中仅是利用拗陷边缘少数几 口浅井的地温资

料
,

求得古生油门限温度 (深度 ) 及油相底界深度
。

对整个拗陷来说
,

各个次一级构造

单元的 现埋深和现地温梯度是不完全相同的
。

因而它们的古生油门限温度 (深度 ) 及油

相底界
,

也都不同
。

但是对泥盆系至下石炭统岩关阶的主要生油运移期
,

均在印支期前

已结束的认识是基本一致的
。

( 收稿日期
: 1 9 8 3年2月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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