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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矿产部第十一石油普查勘探大队 )

针对
山

无机成油说
’

近 几年在某些国家的重新掘起
,

作者在充分研究国际有关文献 的基础上
,

结合我

国 含油气盆地的某些控制因素 与地质事实
,

为我国石油普查勘 探方向提 出某些建设性意见
.

在国际27 届石油地质会上
,

苏联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发表题为 《地球脱气作用的构造

控制和烃类成因 》
、

美国科尔涅耳大学放射性地球物理学和宇宙研究中心发表题为 《 对

地球甲烷和其它烃类非生物成 因理论的贡献 》 的文章
,

这两篇文章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无

机成油气论的理论
。

个 人粗浅领会
,

文章从三个方面叙述了这一观点
:

( 1 ) 已知世界大型油气田 的分布总是沿着基底破裂有关的 深 断 裂 带
、

裂 谷
、

地

堑
、

火山或泥火山分布和断裂附近的隆起沉积盖层 中 ( 图 1 )
。

文章列举 了苏联西西伯利

到的婚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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瀚榨目砂圈

亚特大含油气省
,

这个年产 3
.

9亿吨油
、

3
.

7千亿方气的侏罗
、

白奎地层
,

是上覆在侏罗

系以前狭长形地堑断块之上
。

顿涅茨第聂泊裂谷盆地 的油气田则呈珠状排列在 断 裂 带

上
,

爪哇和苏门答腊含油气区与火山带及 中深地震带平行分布等等
。

( 2 ) 在结 晶基岩的超深钻探中获得 了石油沥青物质
。

资料指出在伏尔加
一

乌拉尔油

气区的糙粗隆起上的两 口井中
,

从基底面到 2一3k m 深的前寒武纪花岗岩和变质岩 中 发

现了轻的油质 沥青和烃气
,

在科拉半 岛已钻 1 1
.

6k m 深度 的结晶基岩 中
,

发现了沥 青 包

裹体和含有高浓度氢
、

烃
、

氮和氦的盐水流
。

( 3 ) 地球化学
、

宇宙化学研究指出
“

地慢的液相
一

气相是氢和烃的巨大储存库
” ,

专门研究还指 出
“

地球的组成物质是碳质球粒陨石 ( 40 % )
、

普通球粒陨石 ( 45 % ) 和

铁质陨石 ( 15 % ) 的混合物
,

而形成地慢的星云凝聚物其成分类似于碳质球粒陨石
,

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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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挥发性物
,

其中包括石油和石蜡型碳氢化合物
” 。

又如石油中碳同 位 素 组 成 范 围

( 6 ‘“C 值从 一 23 喻至
一 33 输 )

,

几乎恰恰相 当于火成岩和变质岩沥青和月球岩石 中分散

碳的同位素
,

在石油沥青 中钒与镍的含量较高
,

并且 比例稳定
。

外琳与旋光性化合物的

混合物和分子中奇数碳原子优势
,

主要发现在变化大的石油中
,

可能是由于石油与植物

成因的分散有机物相互作用的结果
。

至于地慢脱气作用为何形成各类石油
、

煤 及 天 然

气
,

在文章中有较详细的叙述
。

对于这个理论
,

也许有人说
,

无机成油说
,

是几十年前的老调
,

不足为奇
。

但必须

指出
,

当今这个理论在不同国家之所 以重新活跃起来
,

是伴随着生产的实践
、

科学的进步

而反映出来的客观实在
,

不是简单的重弹老调
。

如果我们站在无机成油气藏的观点上
,

解

释我国一些油气田的基本控制因素
,

也是有道理的
。

查看华北
、

松辽盆地与莫霍面关系等

值线图表明(图2 )
,

大庆油田正位于莫霍面呈南北隆起上
,

而隆起正中有一条南北延伸长

筑筑筑
近千公里的经向张性断裂

,

其上有

埋藏浅
、

有利于捕获深源烃类流体

的储盖沉积体系
,
华北盆地从晚侏

罗开始 由于太平洋板块向亚洲大陆

的强烈俯冲挤压
,

伴随隆起产生了

一系列断块和岩浆活动
,

为深源流

体上移创造了 良好通道
,

尔后板块

转动拉张形成的箕状 断陷盆地沉积

了一套适合储集
、

保存油气的沉积

体
。

另外
,

克拉玛依油田
,

其油气

藏沿着几条逆断层或犁式断层和不

整合面与基岩变质岩系分布
,

其上

有K : 、

J 3

平缓的盖层遮挡 (图3 )
。

图2 松辽
、

华北盆地与莫霍面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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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克拉玛依油田油气藏序列

¹ 岩性油藏 º地 层一断层油藏 » 基岩油藏 ¼ 断层一次生油藏 ½ 不整合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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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 北沙雅隆起油气藏的控制因素
,

在T s 。

及其以下有轮台等数条大断裂
,

长几百 至 千 公

里
,

深达地慢
,

而复盖在不整合面之上 的是侏罗系到第三系一套未变形的膏泥质岩系
,

为保存风化壳上下储集的油气创造了良好条件 (图 4 )
。

四川的卧龙河
、

福成寨
、

中坝 等 气

田
,

在深部皆有断裂与储层连通 ( 图5
、

6 )
, “

一条裂缝一个矿
”
是四川几十年钻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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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事实
,

从深源成油气观点看
,

就更有重要意义了
。

上述事例与插图大致可概括成三

条
:

一是有勾通地 慢的各类通道
,

二是沿其通道两侧或顶部有富集油气的储集空间
,

三

是其上有一套厚度适中或岩石形变所形成的密闭岩体
。

可进一步形象概括 为
“

下 有 来

路
,

上有仓库
”
八个字

,

油气藏呈楼台式
、

树枝状等纵向立体分布为主
。

当然这种概括

太简单化
,

但它表明了基本的观点
。

一种新的理论出现
,

一项新的生产工具的产生
,

能将

以加倍 的速度
,

推动着生产的发展
,

推动着社会的前进
。

读读这些文章
,

再展望一下 中

外油气田与各类断裂的伴生关系
,

笔者预感
,

随着无机学说的推广
,

将导致石油天然气

普查勘探中的一场革命
,

人们将以崭新的战略方针开展石油天然气的普查勘探
,

将大大

提高勘探的成功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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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上述事实
,

笔者建议
:

( 1 ) 是否可组织一部分科研
、

教学力量
,

开展无机成油气说的可靠性
、

科学 性 的

研究
,

按无机成油藏的观点
,

建立假说及油 气藏模式并阐明油气藏控制因素
。

( 2 ) 在全 国范围内选择最能代表无机成油气说的地质条件地区
,

进行试验性 的 实

钻
。

( 3 ) 在此同时和苏联
、

美国有关无机学说研究机构
、

学者进行学术交流
,

或 实 地

考察
。

以上建议
,

目的在于试图为我国石油普查勘探摸索新的理论和新的勘探之路
。

( 收稿日期
: 1 9 5 6年 1 0月2 1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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