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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河油田的综合油气化探

异常及其找油意义

张金来

地矿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一O 一队 )

用水化学法和△C法对泌阳凹陷双河油田 进行 了综合油气化探测量
,

取得 了比较明显的综合油气化探异

常
,

建立了水化学和八C异常模式
,

据此
,

对综合油气化探测量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在双河油田上进行的综合油气化探测量包括水化学法和△C 法
。

测量结果取得 了 比

较明显的综合油气化探异常
。

深入研究这个综合油气化探异常
,

对综合油气化探测量具

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一
、

地质背景与综合油气化探测量

双河油田位于泌阳凹陷
。

泌阳凹陷与南阳凹陷成东西并排位于南襄盆地北部
,

中间

由唐河低凸起分开 ( 图1 )
。

一万了
;

{
一杰洲

泌阳凹陷现今构造形态为一箕状凹陷
。

早第三纪早期
,

由于基岩块状下沉
,

泌阳凹陷

开始形成
,

接受了一套约 8 0 0 0米的巨厚沉积
,

主要为一套湖相地层
。

靠近南缘弧形大断层

一带
,

由于下降幅度大
,

凹陷深
,

主要是深

湖相沉积
;
向北下降幅度变小

,

形成逐渐抬

高的斜坡带
,

主妥为浅湖相地层
。

凹 陷边缘

沉积了三角洲
、

水下冲积扇等各类砂岩体
。

是一个良好的典型早第三纪生油凹陷
,

下第

三系核桃园组是主要的生
、

储油岩系
。

现已

发现 了一系列油田
,

有双河油田
、

下二门油

田
、

王集油田
、

赵凹油田和安 棚 油 田等
。

双河油田是泌阳凹陷的主力油田
。

双河油田位于双河 水下冲积 扇 砂 岩 体

上
,

即其扇中和扇 中与扇端的过渡带
。

砂体

平面呈扇形
,

随时代更新
,

扇体面积由大到

小
,

剖面上呈楔形
,

由南向北逐渐变薄
,

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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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泌阳凹陷双河油田及剖面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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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插入深湖相及浅湖相细粒岩层之 中
。

双河水下冲积扇砂岩体主要 由核桃园组第三段 (E
Z h 3

) 组成
。

在双河油田范围内
,

主要为厚层块状砂砾岩
、

砂岩与灰色泥岩
、

页岩
、

油页岩间互层
。

向北过渡为 以 深 灰

色
、

灰绿色泥岩为主的一套深湖相生油岩系
; 向南几乎变为以砾岩和砾状砂岩为主的一

套粗碎屑岩沉积
。

泌阳凹陷地貌 以岗地地形为主
,

属坡积洪积侵蚀成因类型
,

多成南北向延伸
,

岗
一

与

岗之间为岗间低地
,

大致与岗地平行
。

岗地的组成物质有两种类型
,

一种是黄土状亚粘

土夹砾石层 ; 另一种是亚粘土夹砂姜
。

化探样品
,
△C土样主要采自1

.

5米深的亚粘 土
,

水样主要采自亚粘土裂隙潜水
。

二
、

综合油气化探异常

( 一 ) 水化学异常

1
.

异常特征
:

异常主要由有机组分苯
、

酚紫外吸收光谱 ( 波 长 2 5 4 n m 与 2 5 8 n m 吸

收值的比值
,

以对数表示 )
、

荧光光谱 ( 波长4 osn m ) 和溶解甲烷组成 ( 图2 )
。

苯 的

衬度2
.

33
,

酚的衬度 1
.

53
,

紫外衬度1
.

10
,

荧光衬 度1
.

3 8
,

甲烷1
.

99
。

水化学有机组成

综合异常的平均衬度 1
.

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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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双河油 田综合油气化探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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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异常模式
: 双河油田同下二 门和赵凹油 田构成泌阳凹陷的两种基本异常模式

。

双

河油田异常模式是有机组分有规律的组介
:

苯
、

酚异常主要分布在油田中央
,

在平面上

呈块状
,
紫外

、

荧光和 甲烷异常叠合分布在油田边缘
,

在平面上呈环状 ( 表1 )
。

根 据

国外经验
,

出现这种异常模式的油田分布面积往往 比较大
,

这与测区的实际情况是一致

的
。

另一种异常模式是有机组分紫外
、

荧光
、

甲烷和苯等多种指标叠合分布
,

如下二门

和赵凹油田
。

方 法 与 项 目

紫外(25 4 / 2 5 5 )

荧 光(4 0 5 )

甲烷(灿l/ l)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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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异常的碳同位素验证
:

气态烃在形成过程中碳稳定同位素的分馏作用十分显著
,

己’3 c ,
值变化大

,

为 一 2 0%
。

至 一 1 0 0%
。。

生化成因6 ‘“c :
较低

,

为 一 5 5 %
。

至 一 1 0 0 %
。 ; 热

解成因具有较高的6
’“

C ;
值

,

为 一 20 编至 一 50 编
。

由表2可见
,

油田上的异常属热解成因
,

证明异常与地下油气存在着内在联系
,

是油气聚集信息的反映
。

表 2 异常与背景的6
’“C :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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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生 化

( 二 )△C异常

△C方法的基本原理是
:

油气藏中的低分子烃气
,

由于压力差穿过厚层覆盖 垂 直 向

上运移至近地表
,

被氧化生成碳酸盐
,

在地表形成晕图
。

它与土壤中原有碳酸盐的热分

解温度不同
,

利用热分解性质差异
,

选择测试这种后成碳酸盐 以圈定深部油气藏
。



4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9 卷

一一
。

一
竺

‘‘

...
“ C ”常

~ 议议
图 3 双河油田△C异常平面分布图

本区 △C 的浓度分布特 征 是 标 准 差 小
,

为

。
.

04 2 %
。

根据均值加标准差确定 的 异 常 下 限 为

0
.

3 3 9 %
,

因此异常衬度也比较小
,

为 1
.

26
。

尽管

衬度较小
,

但△C 的测试误差仅为0
.

06 %
,

异常幅度

是测试误差的 4 倍
,

因而异常的数据是可靠的
。

测试△C的样品岩性基本一致
,

主要为棕黄或褐

黄色亚粘土
,

这样就消除了由岩性差异造成的干扰
,

从 而提高 了异常的可信度
。

△C 异常主要分布在油田边缘 (图 2
、

表 1 )
,

在

平 面上呈环状分布 ( 图3 )
。

这种异常模式
,

与△C

方法原理是一 致的
。

三
、

异常的找油意义

( 一 ) 水化学异常的找油意义

研究双河油田 水化学异常的 目的在于指导油气化探
。

在双河油 田进行水化学测量的

同时
,

更重要的是在泌阳凹陷进行了区域水化学法油气化探测量
。

双河油田上的水化学

异常对泌阳凹陷的区域油气化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1
.

选择 水化学指标

所进行的水化学测量的测试项 目包括
:

( 1 ) 常规
:

K
+ 、

N a + 、

e a ’‘
、

M g ’‘ 、

e l一
、

5 0
‘ . 、

MC O 。一

和矿化度
; ( 2 ) 有机组分的紫外吸收光谱

、

荧光光谱
、

苯
、

酚和溶解烃

气 ; ( 3 ) 微量元素
:

Li
、

C u 、

N i
、

Mn 等
。

在双河油田上以有机组分异常规律性最强
,

证明有机组分能够提供本城油气存在的信息
。

因此在泌阳凹陷主要应用了有机组分
。

2
。

异常类 比

泌阳凹陷 已发现五个油田
,

化探测量表明
,

这五个油 田上均出现指标组合不 同和衬

度大小不一的水化学异常
。

以双河油田为主结合其池油田为训练区
,

建立判别模式
,

对

全 凹陷的异常进行判别
,

建立 了三种判别模式
:

( 1 ) 紫外判别
。

应用紫外吸收光 谱 不

同波段吸收值组成的判别
; ( 2 ) 荧光判别

。

应用荧光光谱不同波段的发射强度组 成 的

判别 ; ( 3 ) 综合判别
。

应用有机组分组成的判别
。

三种判别模式如表3所示
。

凹陷内区域异常与油田上异常的类比有三种情况
:

( 1 ) 全类比
。

三种判别异 常 均

存在
; ( 2 ) 双类比

。

存在两种判别异常
; ( 3 ) 单类比

。

仅存在一种判别异常
。

通过判

别
,

不仅充分地挖掘了紫外吸收光谱和荧光光谱不 同波段的信息
,

而且提高了异常的可

信度
。

3
.

异常的综合评价

泌阳凹陷化探测量结果
,

发现了南部异常区和 10 个局部异常
,

其中 I级局部异 常 4

个 ; 亚级局部异常 4个 , l 级局部异常2个 ( 图4 )
。

根据 经验
,

化探异常区可提供 油 气

勘探的远景 ; 局部异常可提供油气勘探的部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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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判 别 模 式 表

抽勺育
R , 一 2

·

3 。“
⋯

“2 一 2 ‘
·

8 “6 9

⋯
“2 一 5 2

·

”3 5 2

0 s km

国
异常区

因
花岗岩

匡孙。部异常压到油。

因
变质岩

回
断裂

A 一双洞抽田 E一王集袖田 C一下二 门抽 田

D 一赵凹油田 E 一安棚油田

图 4 泌阳凹 陷水化学异常纲要图

南部异常区囊括了 I :
号

、

I :
号

、

! :
号

、

互
:

号和 工 ; 号局部异常
,

占所发 现 局 部 异

常的二之分一
,

区内虽然已发现双河
、

下二

门
、

赵凹和安棚油田
,

但由于局部异常分布

集中
,

反映出南部异常区尚有很大的勘探潜

力
。

I级局部异常
: 不同指标的异常组合和

叠合性强
,

指标显示齐全
,

异常衬度较大
,

与油田上异常类 比属全类比
,

位于有利的地

质背景
,

是勘探意义最大异常
。

I ; 号异常
:

异常由紫外
、

荧光
、

苯
、

酚和甲烷组成
。

荧光异常呈块状分布
,

苯
、

酚
、

紫外和 甲烷异常沿荧光异常边缘分布
,

衬度很高
,

可达8
.

2
。

与油田上异常类 比 属

全类比
,

综合判别的异常与赵凹和安棚油田

相连
,

是勘探砂岩上倾尖灭油气藏的有利异

常
。

I : 号异常
:

异常的中心由酚组成
,

异常北部由紫外和甲烷组成
,

西 部 由 紫 外 组

成
,

南端由苯和紫外组成
,

构成组合特征
。

衬度1
.

5一2
.

。
,

与油田上异常类比 属 全 类

比
。

综合判别异常的分布与下二门油田相连
。

是勘探深凹部位浊积砂岩体油气藏有利的

异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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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号异常
:

异常东部 由酚
、

荧光和 甲烷叠合组成
,

南部 由紫外
、

荧光
、

甲烷和苯组

成
,

西部为 甲烷异常
,

中间分布有苯异常
。

衬度 6
.

6 ,

与油田上异常类比属全类 比
。

是

勘探缓坡上断块或地层不整合面油气藏有利的异常
。

I
‘

号异常
:
异常的分布面积较小

,

由紫外
、

荧光和酚叠合组成
。

衬度 2
.

0 ,

与油田

上异常类比属全类比
。

泌阳凹陷北斜坡上 I 。号和 I
‘

号异常的分布
,

指出了北斜坡是勘探断块或不整合面

油气藏新的重要地带
。

亚级局部异常
:

多指标异常显示
,

叠合性好
,

低到中等衬度
,

与油田上异常类比属

双类比
,

具有一定的勘探意义
。

亚 :
号异常

:

由紫外
、

荧 光 和 甲 烷 叠 合 而 成
,

衬 度 2
.

0
,

6
‘3 c :

为 一 1 9
.

2编到

一 2 6
.

1 9编
,

具紫外和综合判别异常
,

属双类比
,

勘探意义较大
。

亚:
号异常

: 甲烷异常呈块状分布
,

苯
、

酚
、

紫外和荧光异常叠合分布于该异 常 北

部
,

衬度大于2
.

0 ,

属全类比
。

异常显示具 I 级异常特征
,

由于6 ‘“C : 显示生化成因
,

故

评价为 亚级局部异常
。

亚
:

号异常
:

异常主要 由紫外组成
,

衬度低
,

小于 1
.

5 ,

属全类比
。

亚
‘

号异常
:

异常由紫外
、

荧光
、

酚和 甲烷组成
。

属全类比
,

同位素 验 证 6
’ 3 C : 为

一 4 9
.

3 1%
。,

属热解成因
。

虽然地质背景位于唐河低凸起上
,

但两侧分别为泌阳凹 陷 和

南阳凹陷的生油深 凹
,

又有荧光异常出现于两侧
,

说明油气可能向这一地区运移
,

如果

该区具备储集条件
,

也可 以形成油气藏
。

可能存在浅层次生油气藏
、

不整合面和潜山等

类型油气藏
,

特别应该引起重视
。

l 级局部异常
:

单指标或双指标显示
,

与油田上异常类比属单类比
。

应该 引起勘探

注意
。

l ,
号异常

:

由甲烷和苯组成
,

衬度可达 2
.

0
,

具荧光判别异常
,

属单类比
,

己‘3 C ,

为 一 4 2
.

8 4 %
。 。

l : 号异常
:

仅 由甲烷异常组成
,

衬度较低
,

小于 1
.

5 ,

存在紫外判别异常
,

属单类

比
。

( 二 ) △C异常的找油意义

△C方法是美国一家地球化学测量公司保密了四十余年的方法
。

我们引进了该 方法
,

在测试技术通过鉴定后
,

首次在该油田上进行测量
,

并取得 了上述异常特征和模式
。

这

不仅使油气化探增添了一种新方法
,

而且对今后应用该方法进行油气化探测量的异常认

识与评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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