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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水中的脂肪酸
、

环烷酸
、

酚的

分布特征及其与油气的关系

黄福堂

(石油工业部大庆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

本文根据大量的分析资料
,

研究了松辽盆地不同地区
、

不同层位的油田水与非油田

水中脂肪酸
、

环烷酸
、

酚等化合物的含量及分布特征
,

以探讨地层水中
“
指纹标志

”
化

合物与油气的形成
、

运移
、

储存的关系
。

一
、

地层水中脂肪酸
、

环烷酸含量变化与油藏的关系

国内外有机地球化学工作者的研究结果认为脂肪酸与环烷酸的分布异常
,

是识别研

究油气藏分布特点的依据和指纹标志
。

通过对松辽盆地油田水与非油田水分析结果对比发现 ( 见表 l )
,

非油田水与油田水

中脂肪酸含量相差很大
。

如大庆油田注入水中脂肪酸的含量一般在12 一6 4 p p m
.

而油井

采 出水中脂肪酸含量却高达 3 3 8
.

4 6 p p m
。

另外
,

从大庆油田外围探井地层水 中脂肪酸分

析结果来看
,

也有明显的差异
。

获工业油流的地层水 中脂肪酸含量高过Z 0 0 0 p p m 以上
,

未 见到油气显示的地层水中脂肪酸含量一般在 6 o p p m 左右
。

由此可见和油藏接触的脂肪

酸含量高
,

在距离油藏边界较远的井中
,

地层水 中脂肪酸含量低
。

表 1 地层水和油田水中脂肪酸含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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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烷酸是一种典型的竣基酸
,

酸性弱
.

有酷化能力
,

能很好地溶于水
,

随着地层水的

运移
,

必然造成地层水中环烷酸含量发生变化
。

水中环烷酸的含量
,

直接决定于石油成分
、

水化学成分和离开油藏的远近
。

一般来

说
,

含环烷族烃类高的石油 中
,

其相的地层水环烷酸的含量最大
,

相反地在芳香族和石

腊族石油中
,

环烷酸的含量不大
。

对于水介质条件
,

则高矿化度的氯化钙和 氯 化 镁 型

水
,

环烷酸的含量通常不多或者没有 ( 显然是环烷酸的钙盐在水 中难溶解的缘故 )
,

环

烷酸最容易富集在碱性重碳酸钠型水中
,

在接近油藏的附近环烷酸最易富集
。

环烷酸与脂肪酸有相同的特点
,

与油气藏接触的地层水 中环烷酸含量 4
.

50 一 2 0
.

87

p p m
,

原油中环烷酸含量在 6 00 一 2 2 0 0 p p m 之间 (见表 2 ) 〔‘〕〔“〕
,

而非油田水中 环 烷 酸

含量一般检测不出来
。

油井采 出水 中环烷酸含量一般在 1 16 一 45 8
.

7 2 p p m 之间
。

表 2 杏树岗油田 杏 7一检 1一33 井原油 中环烷酸含量

手 样 编 号 环 烷 酸 (P p m )

1 9 5 4
。

9 8

1 9 0一 1 9 2 2 1 9 4
。

1 5

2 2 7一 2 2 9 1 2 6 0
。

3 3

2 3 6一2 3 8 9 4 3
。

4 0

2 7 0一 27 2

III) 111

”””

”””

”””

6 1 1
。

6 8

二
、

地层水中酚含量与油气藏的关系

. 生产层

O 非生 产乒淤

二

为 了查明水样 中的酚对油藏普查的

意义
,

我们对产油与不产油构造上的井

内采集水样
,

并对产层和非产 层 水 样

进行矿化度和酚含量的测定与分析
。

分

析结果表明
,

非油田水酚的含 量 小 于

0
.

0 0 2 2 PPm (见表 3 )
。

大庆外围探井地层水中酚含量分析

结果表 明
,

见到油气显示的地层水中酚

含量有明显的变化 (见图 1 )
。

从图 1 中

可以看出
,

与油藏同层的地层水 中酚含

量一般大于 1
.

Op p m
,

未见到 油 气 显 示

的地层水酚含量小于 o
.

sp p m
,

与 油 藏

接触的地层水中酚含 量在 0
.

5一 1
,

o p pm

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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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酚含量与矿化度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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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大庆油田 地下水与地面水质分析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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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 p p。 )

四
、

讨 论

从上述可见
,

脂肪酸
、

环烷酸和酚等化合物在油田水和非油 田水中不但含量差别很

大
,

同时在油田水中具有各自的分布特征
。

( 1 ) 脂肪酸
:

非油田水含量为 12
.

00 一64
.

SOp pm ; 油田水含量 一 般 为 1 5 7
.

9 5 一

3 3 8
.

4 6 p p m
,

个别油气产层可达2 0 0 0 p p m 以上
;

( 2 ) 环烷酸
:

除具有脂肪酸相似的分布特征外
,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还指示了 原 油

组份和水介质条件
,

( 3 ) 酚
:

非油田水含量一般小于 o
.

00 22 p p m
;
在油田水中

,

与油气同层的地 层 水

一般大于 1
.

Op pm
,

未见到油气显示的地层水含量小于o
.

s p pm
,

与油藏接触的地层水 含

量在 0
.

5一 1
.

op p m 之 l’ed
。

鉴此
,

从脂肪酸
、

环烷酸
、

酚等在油田水和非油田水中的分布特征可 以看出
,

这些

指纹标志化合物与油气的形成和运移有着密切的关系
,

因此可以说
,

这些化合物在一定

程度上可追索油气藏方向和寻找有利生油带
。

(收稿日期
: 1 9 8 5年9月 1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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