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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碳在油气化探中的贡献及其测定方法

岳 福 林

(地质矿产部第三石油普查勘探大队
,

陕西咸阳 71 2 0 。。)

作者对 蚀变碳酸盐的函义提出异议
,

从而提出一个内函更为确切的新名词—油气碳
,

并阐述油气碳在油

气化探中的贡献和快速准确的侧定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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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提出

按照 W
.

D uc hsc het e r jr 提出的看法
:

与油气藏有着密切关系的蚀变碳酸盐和其他碳酸

盐的差异在于它们的热分解温度不同
, △C 最大的热分解区间在 500 ~ 600 ℃

。

他进一步 阐

述
:

在这个温度区间其他碳酸盐都不解(图 1 )
。

于是在此基础上与油气藏有关的蚀变碳酸盐

的分析方法便层出不穷(何中恒等
,

1 98 9 ;敖巧庆等
,

1 9 85 )
。

而且在其方法试验的报告里都

作了一些碳酸盐类的热分解试验
.

遗憾的是他们在其方法试验里不是试验的条件与测试条

件不一
,

就是没有对地表土壤中广泛含的碳酸盐类进行试验
。

从本人收集到的资料看
,

这些

方法大都在 5 0 0℃下恒温对样品进行 60 m in 预处理
,

以除去传统认识的低温分解的碳酸盐

和有机质
,

然后在 600 ℃下恒温热解 100 m in 以测出所谓的 △C 的含量
。

我室在 △C 方法试验的过程中本人发现
:

样品经 50 0 ℃下预处理后在 600 ℃下热解 △C

时所用的电导仪明显出现三个或三个以上的数据群 (峰)
,

这引起本人严重关注
:
即这一现象

的出现说明 6 0 0℃下热解释放出的 CO :
决不只是 △C 一种盐类所至

,

应当还有其他碳酸盐

在这一温度区间分解
.

因此
,

如何使用前人关于碳酸盐的热分解曲线和△C 测定方法的正确

性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
。

关于碳酸盐热分解区间的探讨

对于低温热分解的碳酸盐如 N a H CO
: 、

F e CO
:

对测定 △C 影响不大
,

我们可以不管它
.

而中温 区间在 50 。~ 600 ℃进行热分解除过有机碳之外还有什么碳酸盐也在这一区间分解

呢 ? 众所周知方解石
、

白云石在地表土壤中分布极广
,

多数人的试验是在程序升温中测其分

解温度是在 7 0 0 ℃之后
,

因而确定出△C 在( 600 ℃恒温下测定不会有别的碳酸盐干扰
.

但是

这些碳酸盐的热分解曲线的测制是以每分钟 12 ~ 15 ℃甚或更高的升温速率下测试制成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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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C 却是在成 6 00 ℃下恒温 100 m in 测试的
,

显然试验与测试 (△C )的条件是不一致的
.

这

应该说是分析测试人员的一大忌
。

笔者在现有条件下对 C aCO
:

试剂及土壤中最广泛常见的方解石
、

白云石等矿物同 △C

测试的条件一样 (簇6 0 0℃恒温 100 m in )进行了热分解试验
,

发现这些物质也同样很可观的

分解了 (表 l)
。

表 1 所示
:

所谓在 50 0 ~ 6 00 ℃温度区间除过 △C 以外没有其他碳酸盐类分解

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
。

即就是被认为很难分解的一阶阳离子碳酸盐
,

如 N a :
CO

3

在 400 ℃时

亦会慢慢分解释放出 CO
:
(李兴

,

1 9 8 9 )
.

笔者曾取 som g N a ZCO
。

试剂在 6 0 0 ,C 下加热数分钟

亦得到 0
.

o02 m g 左右的 CO
: ,

显而易见在 50 0 ~ 600 ℃下除 △C 分解外还有常见的一些碳酸
盐类也大量地分解了

,

这就是相当多的少
、
在进行 △c 方法试验中 60 。℃下恒温 12 。戒i

。
仍有

CO
:

分解出来的问题所在 (敖巧庆等
,
1 9 8 9 )

。

因此关于碳酸盐热分解时间与温度的区间关系

是应该进行深入探讨的
。

本人粗略的将一些碳酸盐在簇600 ℃下恒温 loo m in 的热分解曲线

描述如图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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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碳酸盐热分解区间图 图 2 60 。℃恒温 1 00 m in 碳酸盐热分解曲线

表 1 碳酸钙试剂及常见碳酸盐矿物的热分解情况

分 解 物

分解沮度

分解时间

分解出 CO :
写

分解 CO :
占总 CO : %

C aCO 含决 欢 M
。
约白云石

《6 0 0 亡

1 0 0 m in

‘ 60 0 亡

I O0 m in

3 4
.

2 5

方解石

《 6 0 0℃

10 0 m in

2 8
。

6 4

白云石

《6 0 0 ℃

I O0 m in

2 0
.

7 7 5 0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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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试验有力的说明
:

在50 0 ~ 600 ℃的温度区间内不但△C 会分解
,

而且还有其他碳酸

盐类也大量的分解
,

因而前人测出的
“△C ”

是一个非常不纯的混合碳
,

所以其名称不能叫做

蚀变碳酸盐 (△C )
.

但它确实是与油气藏密切相关的
,

这是因为在一个区域地质体中一般无

机碳酸盐的含量相对比较稳定
,

由于地下油气藏的垂直运移而演变形成的新生碳酸盐破坏

了原先碳酸盐含量相对稳定的局面
,

超出了背景值而形成了异常
,

故此我们将这种与油气藏

密切相关的碳酸盐简单称做
“
油气碳

” 。

那么新生的碳酸盐(即过去所谓的 △C )
,

据本人所知现在我们还无法将其分离提纯出

来
.

从而也无法单独对它进行各温度区间的精确热分解试验
,

那么在 500 ℃下比较长时间

(6 om in )的预处理中难免或多或少也会分解一些
,

为尽可能多的提供油气碳的信息
,

本人认

为预处理的温度应该适当放低一些
。

影响油气碳测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还有有机碳
,

有人

报导土壤中的有机质在 4 00 ~ 4 50 ℃前基本可以分解完毕(李兴
,

198 9 )
,

菱铁矿在此温度区

间亦可完全分解
,

因此预处理放在 4 00 ~ 45 0 ℃是比较合适的
。

油气碳既然是个混合碳
,

而其背景值又相对的比较稳定
,

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比较高的温

度下将其全部分解出来
.

鉴于此油气碳的测定方法可以定为
:
在 45 0 ℃恒温下通氧预处理一

个小时
,

然后在氧气氛下于 95 。℃测定之
。

表 2 中油气碳的分析结果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测得的
.

表 2 油气碳与酩 测试结果的对比

:
山心,目

样品编号

油气碳 (% ) 3
.

2 6 4
.

1 8

△C (写)

样品编号

2
.

5 6 2
.

1 8

7 9

22

6
.

8 2 2
.

75 4
.

44 5
.

0 6 4
.

7 7 3
.

2 6

3
.

2 3 2
。

4 9 1
.

9 7 1
.

9 6 2
.

4 1 2
.

3 9

1 0 11 1 2 1 3 14 1 5 1 6 1 7

油气碳(% )

△C (写)

6
。

0 2 4
.

4 1 4
.

5 5 5
.

1 4 3
.

3 3 5
.

9 7 4
.

8 1 5
.

68

3
.

0 4 2
.

4 0 2
.

6 9 2
.

7 8 2
.

56 2
.

9 0 2
.

5 8 2
.

8 2

此 17 个样品系那尔多斯盆地某区的踏勘样
.

表 2 中油气碳的分析结果均比 合C 偏高
,

这是完全符合规律的
.

其中 15 号样的采集位里已属此区外某油矿的范围
,

油气碳和 △C 含

量均较高说明与油气关系密切
.

4 号样和 10 号样分析结果也较高
,

但未经勘探验证
,

无法说

明其与油气的关系
,

不过 △C 的结果在这 17 个样中也属含量高的
,

它们的吻合又相当好
.

综上所述
,

笔者认为蚀变碳酸盐(△C )完全可以由一个测定方法快速
、

准确
,

含义更为直

观确切
、

在油气化探中有着同样贡献的
“

油气碳
”

来代替
.

由于时间仓促
,

条件所限
,

错误在所难免
,

请同仁指正
。

本试验所用碳酸盐样品由王典谋

工程师提供
,

部分数据由杜春英同志测定
,

其 △C 分析结果为倪景明工程师等人测定
,

这里

表示衷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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