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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地表油气化探干扰因素的讨论及其校正

张 百 灵

�地质矿产部石油化探中心
，

合肥 �������

油气化探的干扰因素是自然地理条件
、

表生地球化学作用及人类活动作用的结果
�

油气化探的可靠性及地

质效果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取决于干扰影响及其校正程度
�

千扰诸因家并非各自孤立存在
，

本文着重对土壤介质的各种干扰因素进行综合讨论
，

并提出油气化探干扰

因素的多维校正方法
。

别除表生地球化学作用的假象
，

使地表地球化学场真正反映地下油气藏的信息
。

关健词 干扰因素 多维校正 油气化探

作者简介 张百灵 男 �� 岁 硕士研究生 石油地质

油气化探方法主要是依据化探指标的地球化学性质
、

数据电算处理结果
，

优选指标及指

标组合
，

提取综合信息
，
圈定化探异常

。

虽然如此
，

但如果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干扰
，

则势必

造成一些非油气成因的异常
，

给含油气评价带来虚假的信息
，

直接影响化探找油�气�的地质

效果
。

因此对它的研究已迫在眉睫
。

本文针对土壤指标的干扰因素进行讨论
，

并提出干扰因素的校正方法
。

� 油气化探干扰因素的讨论

油气化探干扰因素的产生
，

是 自然地理景观
、

表生地球化学作用
、

非油气地球化学行为

以及人类活动等方面的综合作用结果
。

土壤介质的主要干扰因素有表生地球化学作用�近地

表生化烃�
、

土介质颗粒的粒度
、

颜色以及碳酸盐含量等
，
它们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油气化探

的找油效果
。

�
�

� 地表生物成因烃�生化烃�

据观测
，

地表广泛地分布着沉积有机质
，

在沉积有机质改造的早期
，

细菌起了主要的作

用
，

在喜氧细菌和厌氧细菌作用下
，

最终产物 ��
‘ 、
��

� 、

��� 等
。

因此近地表生化烃是指沉

积有机质经厌氧细菌作用而形成的富甲烷的烃类气体
。

表 �是某地区筛掉粗粒物质前后吸附烃含量对比表
。

由此可见
，

去掉粗粒物质后甲烷含

量明显下降
，

重烃组份相对稳定
，

�� 目与 �� 目分析吸咐烃甲烷最大差值为 ��如����
，

重烃

最大差值仅为 �
�

��拜����
，

说明近地表生化烃以甲烷为主
。

我国青海柴达木涩北第四纪生物

气田甲烷含量高达 ��
�

��
，

重烃仅为 �
�

���
。

综上所述
，

重烃作为油气化探指标远优于甲烷
，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

许多地区重烃

含量甚微
，

甲烷含量很高
�

因此要使吸附甲烷指标为我所用
，

首先必须对近地表生化烃的干

扰进行抑制
，

尽量使之反映热解成因的甲烷吸咐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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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样品 位度 甲烧

筛掉粗粒物质前后的吸附烃含��产�����对比表

乙烷 丙烷 异丁烷 正丁烷 异戊烷 正戊烷 总烃 重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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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介质颗粒粒度

不同粒度的沉积物对烃类吸附能力不同
，

一般认为
，

吸咐能力与颗粒的比表面成正比
。

理论而言
，

粒径越小
，

吸咐能力越强
，

应表现为
�

粘土�亚粘土�亚砂土�砂土
。

表 �是对现代沉积物中酸解数据的统计
。

由表可见泥的酸解烃量最高
，

砂的酸解 晕晨

低
�

反应了上述规律
。

表 � 酸 解 烃 气 与 岩 性 关 系

酸 解 烃 气 �拌�����

岩性 样品数

—
甲烷 乙烷 丙烷 异丁烷 正丁烷

泥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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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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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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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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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为塔北地区酸解烃量与岩性关系
，

塔北地区表现为粒径对甲烷的影响较大
，

即砂�

粘土的趋势
，

而对乙烷的影响较小
，

与现代沉积物的统计规律一致
。

表 � 塔北地区酸解烃与岩性关系

岩 性 样 品 数 ��� ����

枯 土 �� ��� ��
�

�

亚粘土 �� ��� ��
�

�

亚砂土 ��� ��� ��
�

�

砂 化 ��� ��� ��
�

�

� � 土介质的颜色

沉积物的颜色是一种环境指标
。

如黑色

代表着还原环境下的产物
，

沉积有机质丰富
�

红色代表着氧化环境下的产物
，

沉积有机质

贫乏
。

因此可以认为颜色是衡量沉积物中有

机质的一个粗略尺度
。

一般而言
，

还原环境下的沉积物易于亲

烃
，

氧化环境下的沉积物亲烃性较差
，

也许是与沉积有机质的丰度有直接联系的缘故
。

�
�

� 碳酸盐含�

碳酸盐含量对酸解烃
、 △�指标具有直接的影响 ，

随着碳酸盐含量增高的趋势�图 ��
，

其

相关系数在 �
�

�� 以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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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酸盐分散图

在对样品进行酸解分析时
，

首先要

加酸处理
，
破坏了样品的矿物结构

，

释放

出烃类
。

在自然界也同样情况
，

矿物遇酸

出会释放出一些碳酸盐
，

它们遇酸会生

成部分烃类气体运移到地表
，
被氧化成

���
气体

，
它能分解土壤中钙铝硅酸盐

而形成碳酸盐
。

��
�
���

�，����十��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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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这种碳酸盐的形成可能与蚀变碳酸

盐同步进行
，

造成了碳酸盐与酸解烃
、

么�的直接相关
。

、护��

…
，孟，石��������卜‘�

所述的干扰仅是一些主要的干扰
，

还有一些干扰研究较差
，

如地形
、

植被
、

水系等
，

有等

今后进一步研究
。

总之
，

前所分述的干扰不同程度上的影响着油气化探效果
，

但不同地区也

可能有其特殊性
，

必须加以校正
，
使化探指标准确的反应地下油气信息

�

� 干扰因素的校正方法

油气化探的干扰因素复杂多样
，

不同景观干扰因素侧重各异
，

因此目前对其校正方法的

研究仍很不深人
，
笔者认为干扰因素的校正应从野外样品的采集及分析侧试数据的处理两

方面来加以排除
，
以保证化探异常的可靠性

�

�
�

� 野外样品采集的干扰抑制

野外样品的采集是油气化探工作中的基础
，

基础资料的真实直接影响到油气化探异常

的可靠性
。

为取得可靠的化探样品
，

必须结合地表景观条件及沉积特征
，

选择颜色较为一致
、

深度适中和粒度相对稳定的采样目的层
，

这样就可以排除一些干扰
。

如能达到上述要求
，

则

样品才具有代表性
。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
，

如此苛刻的采样目的层难以寻找
，

因此才导致岩性

等因素的千扰
。

即使有这类的采样层位
，

其深度不一
，

不仅给采样工作带来麻烦
，

而且深度对

化探指标的影响更难以校正
。

因此笔者更倾向于同深度层采样
，

然后再将其分析数据校正到

同一相对标准上加以比较
，

确定异常下限
，
圈定化探异常

。

另外
，

样品的采集时间力求控制在同一季节的最短时间完成
，

避免雨天采样
，

这样可以

抑制气候因素的干扰
。

�
�

� 分析数据的多维校正

众所周知
，

地表地球化学场是地表生化烃场与地下运移烃场的益加�图 ��
�

因此
，

作者

认为要从分析数据处理上抑制干扰
，

应首先排除近地表生物气的影响
，

使近地表化学场主要

反映地下信息
，
然而才能对粒度

、

颜色等干扰进行抑制
。

否则对其它干扰的排除会产生一些

假象
。

理想样品的采集应当在粒度相同
、

颜色一致和碳酸盐含量相等的同一深度取样
�

这种岩



第 �期 张百灵
�

近地表油气化探干扰因素的讨论及其校正
·
���

·

性相同
、

颜色一致
、

碳酸盐含量相等的样品
，

代表着同一环境下的产物
，

因此它们的吸咐能力

应大体相当
，
吸咐烃量应相差无几

。

相同环境下高值吸咐烃样品
，
说明是在近地表生化烃量

基础上的迭加
，

而相同环境下最低值样品可以近似的代表近地表生化作用的产物
�

基于这种

思路
，

笔者提出了近地表生物气�生化烃�干扰的校正方法
。

���在众多样品中
，

寻找相同环境下化探

地表选加场

地下运移烃场

、 �
图 � 地球化学场概念图

指标的最低值样品
，

将相同环境下样品的最

低值作为纵座标
，

岩性
，

颜色
，

碳酸盐含量等

作为横座标
，

采用多元高次方程拟合近地表

生化烃场数学模型 �

���利用近地表生化烃场数学模型
，

求取

生化烃量
，
用实测的分析数据减去近地表生

化烃量
，

即可得到地下运移烃量 �

���应用校正以后的数据
，

判断其它干扰

因素的影响主次
，

再采用回归法进行一校正
。

当然
，

近地表生化烃场的确定是以野外第一手资料的准确及分析数据的可靠性为基础
，

因此对野外及分析测试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 实例剖析

�
�

� 实例一

图 �为某研究区一
“
窗 口 ”

按照上述方法进行全区 ��
�

校正前后的异常图
。

由图 �对比

可知
，

校正前的 �号异常解体为校正后的若干个小异常
，

同时
，

校正前的部分异常被筛选掉
，

可能属于第四纪成因异常
。

通过校正
，

极大的提高了异常的可靠性
。

由于对其它资料全然不知
，

不能根据单纯的 亡�
�

指标妄自评价研究区
。

校正后 校正前

靴
二决��

�

吸欣
�

廊
。 、

渗

��色

⑧
卯 夕

� � �����
� � 』

� � ����了
， �

�

���

图 � 研究区吸附甲烷异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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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例二

由于在进行整个研究区的化探测量时
，
已知的油气藏上方没有任何烃类指标的异常显

示
，
仅土城紫外

、

荧光在已知油气藏 �� 方向有所反应
。

此测区为江河湖沼发育地区
，

很可

能第四纪生物烃影响较大
。

采用上述的多维校正方法
，

对烃类指标及 △�指标进行校正 ，

图 �

的异常显示即为校正以后的异常图
。

全区校正以后
，
已知油藏上方的烃类及 △�异常从无到

有
，

并显示较好
，
��

‘ 、 △�呈现良好的环状晕 。

但两者异常范围不完全一致
，
��

‘
晕环大于

△��环范围 ，

而 ��

及 ���
异常仍呈现很好的半环状晕

。

已知的出油井完全落入异常范围

内
，

异常范围大致与含油�气�构造吻合
�

�

�
�

讨�

�
，、名

广、��

�尸

��”
、 、 口

� 犷� 厂

之万 ��

云味入�一

� 结束语

油气化探的干扰因素较多
，

不同地区干

扰主次也不同
，

具有各自的特殊性
。

本文述及

是 目前常常引人注 目的一些 干扰
，

要排除这

些干扰
，

首先排除第四纪生化烃的干扰
，
否则

其它干扰的判识
，

则会产生假象
。

回归法校正是将不同粒径
、

颜色
、

碳酸盐

含量样品归一到同一水准上
，

再确异常下限
，

圈定异常
，

并非寻找某指标含量与干扰的关

系
。

另外回归法的校正应该有先后主次的顺

序
。

多维校正是笔者首次提出的
，
仅在两个

研究区进行了试验
，

其效果证明了此方法的

可行性
。

排除了长期束手无策的第四纪生化

烃干扰提高了异常可信度
。

本文得到了刘崇禧高工及汪怀工程师的

支持
，

在此表示谢意 �

、

丫
�

甲�
’

�’���……

�

…

处
、

���� �

���
卜卜

图 � 侧区干扰因素校正后化探异常图

�
�

��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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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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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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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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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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