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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麦基尔大学蒙特乔伊教授

到无锡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参观业讲学

加拿大麦基尔 ( M e G ill ) 大学地质科学系埃里克
·

蒙特乔伊 (E rie
W

·

M o u n tjo y )

教授在结束了南京举行的碳酸盐岩地区油气普查勘探技术方法国际讨论会后
,

应地矿部

石油地质 中心实验室的邀请
,

于11 月21 日至25 况到无锡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参 观 并 讲

学
。

蒙特乔伊教授就碳酸盐岩建隆 ( b ui ld u p ) 和礁的沉积
、

成岩作用
、

孔隙分布 以 及

逆掩断裂带的成因
、

演化及其与油气分布的关 系与当今石油地质研究的前沿课题作了学

术报告
。

所作报告与我国七五期间重点科技攻关 内容关系密切
,

与会者产生极 大 的 兴

趣
,

海洋地质局
、

华东石油地质大 队等就近单位派人前来听讲
。

报告内容分三 方 而 介

绍
。

一
、

阿尔伯特泥盆系碳酸盐岩建隆和礁

碳酸盐岩建隆是一个无成 因联系的术语
,

指的是在地形
_

L 相对凸起的任何碳酸盐岩

建造
,

包括生物层
、

生物丘
、

礁组合
、

地层礁
、

生态礁及胶结作用形成的礁 等
; 而礁本

身应指那些原地生长
、

具 有生物架的礁体
。

控制建隆位置和分布的主要因素是碳酸盐岩

台地上的生物 浅滩
,

而阿尔伯特北东一南西的构造走向则控制了建隆的分布方向
。

当建

隆随海水
.

L涨而发育到海平面高度 时
,

一旦海平面停止上升
,

建隆的发育将处龄相对静

止阶段
,

因而在地质历史记录中它 比其它沉积岩具有更多的时间间断
。

导致建隆最终停

止发育的因素可能是盆地水质变差
,

泥质含量增加所致
。

由于成岩作用的影响
,

在建隆顶部及边缘
,

次生孔隙发育
,

渗透率高
,

成为该 区良

好的烃类储集岩
。

建隆边缘斜坡部位
,

盆地相超复现象多而明显
,

在紧靠边缘的盆地黑色页岩是主要

的烃类源岩
。

分布广泛的盆地相黑色页岩其初始沉积深度仅10 米左右
,

是一个浅的盆地

环境
。

如此浅的水体
,

为什么能具备缺氧条件呢 ? 这引起与会听众 的强烈兴趣
。

教授 认

为主要原因有二
:

一是该盆地为 内陆盆地
,

没有受到潮汐作用的影响
,

水体相对静止
;

二是由于当时的气候条件
,

使水体对流作用不强烈
。

二
、

阿尔伯特碳酸盐岩建隆和礁的成岩作用

据对该区泥盆系彩虹 ‘ R a in b o w )
、

天鹅丘 ( s w a n H ills )
、

金穗 ( G o ld e n S p i-

k e )
、

麦亚特 ( M ie tt e ) 等碳酸盐岩建隆的研究
,

认为大部灰岩及 白云岩建隆都是含油

的
,

而泥盆 系建隆及礁具有多种多样的近地表 成岩作用及埋藏成岩作用
,

一半以
_

L的建

隆含有次生白云岩
。

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通过痕量元素
、

稳定同位素
、

阴极发光
、

液体包

裹体的分析及对缝合线化作用
、

有 机质成熟度
、

埋藏史的研究
。

浅的近地表碳酸盐岩主要经历 了机械压实作用业失水
,

而胶结作用及白云岩化作用

不强烈
;
这一阶段的成岩作用使岩石孔隙度从 50 一 70 %降到 30 一40 %

。

浅到中深埋藏成岩作用主要经历了化学压实作用
,

而压溶作用所形成的缝合线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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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强
,

生产率更高
,

这就是扬子准地台南缘区下古生界黑色粘土岩和黑灰色含泥碳酸盐

岩生油岩具有高异常的有机质丰度的内因所在
。

其次
,

如此微小的有机质超微化石
,

经历了数亿年漫 长的地质历史之后
,

仍能保 留

其生物结构
,

特别是表面纹饰
、

刺瘤的保存
,

表明了其沉积
、

成岩环境必需具备相 当好

的保存条件
—

即深水滞流环境和 良好的还原条件
,

按罗杰斯 ( 1 9 7 9 ) 的有机相概念应

属 I类偏油型生油母质
。

这与传统的认为南方海相碳酸盐岩沉积区应 以浅水大型底栖的

脂类
、

蛋白质类母质的概念不同
,

这么高 的有机质丰度
,

这么好的生油母质和沉积保存

环境
,

过去 由于研究范 围局限于台地相区而被忽略掉了
。

当然前人研究也早已发现这套黑色岩系
,

尤其是下寒武统黑色泥岩
,

却当成了
“
碳

质泥岩” 甚至称
“

石煤
” ,

实质
_

L不是煤
,

不是成煤环境
,

更不是沼泽环境
, 相反却是

深水成油环境
,

只不过是后期遭受演化
、

氧化作用碳化而已
,

因此我们不称其为碳质泥

岩
,

而恢复其生油母质的黑色泥岩的本来面貌
。

本文在初步肯定有机质超微化石过程中曾得到南京生物所梁希洛
、

尹 磊 明
、

耿 良

玉
、

钟石兰
,

何承全
、

王玉净等同志及武汉地院北京研究生部茅绍智的指和点帮助
。

干

酪根制备的分析流程均由本室测试室杨一森
、

丁晓晨同志承担
,

梁舒同志帮助 洗 相 印

相
,

特此一并致谢
。

( 收稿日期
: 1 98 6年4月1 7 日 )

. 、户目、户时、州日灿自甘妇内口

(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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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龄至少5 00 米 ( 方解石 ) 或7 00 一 1 0 0 0米 (白云岩 )的埋深
,

并随埋深而进行
;
缝合线

及其附近
,

孔隙度增加
。

次生 白云岩化同时或其后形成
,

此时形成为中晶
、

粗晶
、

糖粒状

或马鞍状结构
;
孔隙度为6一 10 %

,

渗透率随不同类型 白云岩而异
。

白云岩的形成与裂隙或断层有关
,

除控 制建隆分布方向
,

也是不同成岩作用阶段含

镁液体的通道
。

也可作含铅
、

锌矿液及烃类运移的渠道
。

三
、

南科迪勒 拉逆掩
一

褶皱带的构造及其与北美西部区域大地构造的关系

加拿大落基山逆掩构造及其油气圈闭不 同放美 国落基 山逆掩断裂带
。

蒙特乔伊教授

讲述了野外根据褶皱确定逆掩断层发育顺序的方法
;
介绍了各种沿低角度斜坡面形成 的

逆掩断层
、

褶皱逆掩断层及其形成机制与沉积楔状体的关系等
。

应用地体的概念
,

分析

了加拿大落基山区综合地体与北美西部挤压
、

碰撞的应用
。

在座谈中
,

蒙特乔伊教授强调 了地质研究工作是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工作
,

建隆及

礁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区域分布规律的研究及具体深入解剖分析的基础上
,

单凭几个点容

易得 出甚至是相带归宿上的错误
。

(麦华照供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