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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汕气层是含汕气盆地勘探工作的最终目标之一对储汕气层的评价
,

直接关系到含汕气盆地的评价
。

储

集层的研究不仅贯彻在整个油气勘探阶段之中
,

而且在汕气田开发过程中更为重要
.

如何认识
、

研究
、

评价储

集层
,

已成为储集层研究中的三大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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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集层 (体 )的研究
,

根据已有的大童资料和经验
,

可以分为三大类型
: 1

.

区域勘探的储集层 (体)研究 ;

2
.

汕气田勘探的储集层(体)研究; 3
.

汕气藏开发的储集层(体)研究
。

这三类的储集层(体)研究是有明显的

不同
,

这是山于各类的勘探任务目的
、

规模范围
、

研究程度以及研究方法等有别所致
。

区域勘探的储集层(体)研究
区域勘探系指一个新区寻找汕气的勘探

。

它包括一个含汕气盆地的勘探
,

如塔里木盆地的汕气勘探
。

也

包括已经获得了油气田的含油气盆地的局部区域的汕气勘探
,

如鄂尔多斯盆地的勘探
。

甚至包括老含油气

盆地向深部和外围进一步的油气勘探
,

即勘探新层位的汕气勘探
,

松辽盆地
、

渤海盆地
、

四川盆地
、

准噶尔盆

地等
。

这样一个油气勘探的阶段
,

它的基本任务是寻找储汕气层
。

这就确定了区域勘探的储集层(体)的研究

内容和研究方法
.

区域勘探的储集层 (体)研究内容
,

根据区域勘探的目的是在大面积范围内和新的层位中寻找储汕气层

(体)
。

因此
.

储集层(体)研究的任务是寻找可能的储集层(体)
。

众所周知
,

除火山碎屑岩以外
,

无论碎屑岩或是碳酸盐岩
,

绝大部分可能的储集层(体)的形成和分布
,

均受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的控制
。

碎屑岩的储集层 (体)是与各种类型砂体有密切的关系
。

现已知
,

河道砂体
、

分流和三角洲前缘砂体
、

堤沙坝和滨外沙坝砂体
、

滨浅砂体
、

海底谷砂体
、

潮流砂体
、

冲积扇和席
、

风成砂体

等
,

都可以形成储油气层(体)
。

这些砂体都严格地受沉积环境的制约
。

碳酸盐岩的储集层(体)是与各种高能

沉积环境形成的地质体有密切的关系
。

现已知
,

礁
、

滩
、

重力流沉积等均可成为储油气层(体)
.

因此
,

区域勘探储集层(体)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认别这些可成为储油气层(体)
,

如上所述的沉积

体
。

这些沉积体的认别是通过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的研究来进行的
。

沉积相图的编制成为预测和寻找储集层

(体)的重要手段
。

通过沉积环境和沉积相研究
,

可以了解可能作为储集层(体)的沉积体的类型
、

特点
、

形态和分布范田
。

同时也业已查明
,

埋藏历丈少寸储集层(体)的沉积体的物性特征
,

具有较大的影响
。

因此
,

区域勘探期间
,

同时要研究储集层沉积体的埋藏历史
。

以便查明储集层沉积体现在所处的埋藏阶段
。

埋藏历史对地质体的成岩作用影响极大
,

不同埋藏阶段出现不同类型的成岩作用
,

这些不同类型的成

岩作用对储集层(体)的物性特征影响很大
。

不仅对原始孔隙体系有很大的改造作用
,

而且控制着次生孔隙

体系的发生和演化
。

所以在区域勘探阶段中
,

要查明储集层(体)地质体的不同埋藏阶段的成岩作用特征
.

由于埋藏历史和成岩作用所致
,

碎屑岩
、

碳酸盐岩
、

火山碎屑岩都可以形成次生孔隙体系
.

这种次生孔

隙体系在深埋的碎屑岩和碳酸盐岩的储集层(体)中占有重要地位
。

使砂岩在深埋处可出现次生高孔隙带
,

使碳酸盐岩在深埋处形成古风化壳
、

结晶白云岩
、

裂缝一缝合线带
。

大量资料证明
,

这些次生孔隙体系已是许多含油气盆地的重要储集层(体)
。

因此
,

区域勘探储集层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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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

必须开展埋藏历史和成岩作用的研究
。

不仅仅象人们所说的
,

查明孔隙体系的演化
,

更重要的是查明埋

藏中次生高孔隙带
。

裂缝是重要的储集层(体)的储集空间
,

特别是碳酸盐岩和火山碎屑岩的储集层
,

裂缝显得格外重要
。

裂

缝的认别重要的是依靠露头区的地层块体进行
,

通过地层块体的研究
,

了解裂缝发育的程度
、

分布延伸的方

向 控制因素的物性特征
。

在覆盖区则依靠裂缝认别测井
、

岩蕊和薄片的研究
,

获取显
、

微裂缝的各种资料
。

在研究储集层(体)的储集空间过程中
,

不难发现不是所有的储集空间都是对油气聚集有效的
,

而是那

些与汕气运移聚集匹配的储集空间才有意义
。

所以有人把这种对油气有意义的储集空间称为
“

有效孔隙
”

“

聚染期孔隙
”

等
。

也有的研究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

提出
“

孔隙幕
”

概念
,

根据埋藏成岩历史
,

把形成不同时
‘

期的孔隙划分出来
,

以便与油气运移聚时期对比
,

确定哪些时期形成的孔隙对油气有意义
。

除此
,

在区域勘探阶段中
,

必然要研究储集层(体)的物性特征
、

孔隙度和渗透率的特点
。

物性研究的方

法很多
,

但以偏光显微镜
、

铸体
、

电子显微镜和实验室物性测定仪更为有效
。

通过上述的研究
,

应该对区域可能的储集层(体)从纵向和平面上进行评价
。

以便指出进一步勘探的方

向
。

油
、

气田勘探的储集层(体)研究
油

、

气田勘探的主要任务之一是探明储量
。

据此
,

储集层的研究
,

应该搞清储集层(体)在圈闭中的纵
、

横向的分布 ; 储集的空隙类型及成因 ;储集层(体)的物性特征(孔隙度
、

渗透率和饱和度)
。

这些研究任务和内容
,

是针对一种沉积体类型或多种沉积体类型进行研究
。

同样首先要进一步搞清沉

积体的成因类型
、

埋藏历史和成岩作用等特点
。

这个阶段的研究主要是依靠钻孔的各种资料(地面地震勘

探
、

地球物理测井
、

岩蕊
、

岩屑等资料)
。

同时应该深入地开展沉积体的微观研究
,

搞清沉积体的岩石学特点
、

结构构造
、

孔隙特征
。

以便正确的核定沉积体的类型
,

恢复沉积体埋藏历史和成岩作用
。

在这个阶段中
,

还应详细研究储集层沉积体的物性特征
,

了解储染层沉积体的物性变化的特点
。

特别是

孔隙度和渗透率在砂体和礁中的变化规律
。

以便确定出孔隙度在沉积体中变化情况
,

勾画出有效孔隙度的

范围
,

以及有效孔隙度厚度的变化特点
。

为了可靠的计算油
、

气资源储量必须提供出具代表性的平均有效孔

隙度
。

不应是算术平均值
,

而应该运用数理统计的加权平均值
,

甚至应该运用模糊数学提出更接近于实际的

平均有效孔隙度
。

油
、

气藏开发的储集层(体)研究

油
、

气藏的开发
,

最终目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把储油
、

气层的油气开采出来
。

要达到这个目的
,

需多方面

和多学科的结合
。

储集层地质学的任务是要充分地认识储油气层的性质和特点
,

对储油气层的性质和特点

认识的越深刻
,

越能合理开发和为增产措施提供较可靠的地质依据
。

在这个阶段储集层(体)的研究
,

是针对

最小单位的储油气层进行的
。

其主要任务是研究孔隙结构和平面上的成岩作用特点
。

经过深入的成岩作用的研究
,

以便搞清成岩作用在平面上对储油
、

气层的影响程度和规律
。

孔隙结钩的研究是油气藏开发过程中储集层 (体)研究的重要内容
。

它包括孔隙大小
、

几何形态
、

分布以

及喉道等方面的研究
。

通常采用毛细管压力法(压汞法
,

即水银测定毛细管压力法)进行
。

众所周知
,

压汞法

测定是比较昂贵的
,

不可能大面积
,

大规模进行
。

因此
,

常采用铸体法研究孔隙结构
。

这种方法经济而直观
。

两者配合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
。

可以毫不夸大的说
,

孔隙结构的研究不仅在储集层(体)微观特征方面有着重要的作用
,

而且还可以解

决汕水饱和度
、

预测油藏高度
、

确定油气在地下运移和聚规律
,

以及估计石汕采收率等一系列重大的石汕地

质问题方面有积极的作用
。

除此
,

在孔隙结构的研究还可以认识盖层的微观特点
。

(收稿日期
: 1 99 0年s月2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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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第五届有机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全国第五届有机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于 199 2 年 5 月 15 日至 5 月 18 日在广州举行
。

这次会议是由中国矿物岩

石地球化学学会
、

中国石油学会
、

中国地质学会共同发起
,

由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广州分部等四家承办的
。

到

会代表 2 60 人
,

他们来自中科院
、

石油部
、

地矿部
、

高等院校等 60 多个单位
,

其中 35 岁以下的年青代表占总代表的

1/ 3 以上
。

会议收到论文 4 24 篇
,

比上届增加了 25 %
,

论文的质量普遍有所提高
,

尤其是不少年青代表
,

已崭露头角
,

成为

学科的带头人
。

论文的内容涉及到石油地球化学综合研究及生油气理论
、

区域有机地球化学研究
、

低成熟油及非常规油的有机

地球化学研究
、

油气运移
、

油气地表化探等与石油夭然气勘探密切相关的领域 ; 同时也涉及到生物标志化合物
、

干酪

根
、

沥青和煤等固体有机质的结构和性质研究
、

现代沉积物及海洋沉积物有机地化等方面的基础理论及应用基础研

究领域 ; 此外
,

还包括了有机地化研究中的新方法
、.

新技术以及近年来日益引起重视的新领域
,

如有机质在金属成矿

过程中的作用 ;环境有机地球化学
、

生物有机地球化学
、

油气生成和盆地演化的计算机模拟中的有机地球化学问题

等 16 个方面
。

会上
,

中科院学部委员
、

老一辈地质学家涂光炽教授等 10 位专家
、

学者作了精彩的学术报告
,

17 3位代表在会上

宣读了论文
。

经大会主席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

第六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讨论会将在 19 95年适当时候在兰州举行
。

(宋国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