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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 《中 国 天 然 气 地 质 学 》卷 一

《中国夭然气地质学 》一书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
、

理论性
、

系统性很强的大型天然气地质

研究科学 巨著
。

它是由石宝琦领衔主编
，

包茨
、

戴金星
、

戚厚发
、

杨俊杰
、

王善书等 �� 位石油

夭然气地质专家分别负责各卷主编的科学专著
。

该书凝聚了近十年来我国石油系统
、

地矿系

统
、

煤炭系统
、

中科院和高等院校广大天然气勘探研究工作者辛勤劳动的心血和汗水
，

它是

煤成气和天然气大量研究成果汇总上升的结晶
。

《中国夭然气地质学》全书共七卷
，

第一
、

二卷为总论
，

第三至第七卷为各论
。

总论部分阐

述了天然气地质学研究的基本内容和中国气藏类型划分
，

控制气藏形成的地质因素及气藏

分布规律
，

气聚集带
、

气聚集区分区和大中型气 田发育的气聚集带特征
，

寻找大中型气 田的

有利地区
，

多国含气盆地地质构造特征及天然气资源评价方法
。

各论部分是以含气盆地或含

气 �油 �盆地为单元
，

总结了我国主要含气盆地或含气�油�盆地各 自的天然气地质特征
、

气 田

�藏�分布规律及其勘探的有利方向
。

这部新出版的科学著作
，

可供从事油气地质学
、

夭然气

地质学的生产和科研人员使用
，

也可作为有关院校师生的参考书
，

对构造地质学及化工技术

人员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中国天然气地质学 》卷一是《中国天然气地质学 》七卷中的第一卷
。

该卷系统地全面地

总结了 �� 年代以来我国各系统
、

各部门大量的天然气勘探研究成果
，

在对其归纳上升的基

础上
，

详细阐述了天然气的成因分类
、

地球化学特征
、

同位素组成与变化
、

各类天然气的鉴

别 �不同气源岩展布特征及产气率 �天然气储层和盖层类型特征 �天然气的运移聚集规律
。

它

由戴金星
、

裴锡古
、

戚厚发三位天然气地质学专家主编
。

该卷共分四章
。

第一章为天然气特征及其成因
，

由戴金星
、

张厚福
、

宋岩
、

王廷栋编写
。

本

章共分四节
，

第一节详细介绍了夭然气成因类型和各类夭然气的分布特征
，

从天然气无机起

源和有机起源的讨论
，

从而将天然气划分成无机成因
、

有机成因
、

混合成因三大类十几个亚

类
，

并论述了各类型天然气在纵横向上的分布特点
。

第二节为天然气的化学组成
，

在这一节

中对烃类气体组份及影响因素作了详细介绍
，

同时对非烃类气体如氮气
、

二氧化碳
、

硫化氢

组份特征也论述得较为详细
。

在第三节天然气同位素特征中
，

除了介绍常用的碳同位素组

成
，

还对夭然气中氢同位素
、

氮同位素
、

氢同位素组成作了详细深入的叙述
。

对各类天然气的

鉴别为第四节
，

主要内容包括天然气中有机成因组份和无机成因组份的鉴别 �不同有机气中

烷烃气组份的鉴别
，

利用轻烃鉴别煤成气和油型气
，

应用生物标志物鉴别煤成气和油型气 �

最后列举了多种综合判别各类天然气的方法和指标
。

本章论述充分
，

原始数据丰富
，

共有图

��张
、

表 ��张
。

第二章为气源岩特征
，

由程克明
、

王铁冠
、

黄汝昌
、

钟宁宁编写
。

全章共七节
，

首先叙述了

我国各时代烃源岩的空间展布
，

包括震旦纪和早古生代
、

晚古生代
、

中生代
、

第三纪烃源岩的

发育特征
，

第四纪气源岩特征及平面分布情况
。

然后运用有机岩石学方法
，

鉴定气源岩中有

机物的显微组份特征
，

为划分气源岩类型
，

评价源岩生烃潜力提供参数
。

在这里
，

编者提出了

气源岩有机显微组份的分类方案
，

各类显微组份的有机岩石学特征
，

烃源岩有机质类型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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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组份的关系
。

在第三
、

四节中论述了干酪根的成烃演化模式及碳同位素特征
，

烃源岩的有

机质可溶组份
，

包括可溶组份的族组成
，

饱和烃
、

芳烃的组份构成
。

第五
、

六节为烃源岩的演

化及成烃模式和各类烃源岩的生烃评价
，

充分利用了实际资料和模拟实验的结果
，

深刻揭示

了烃源物的成烃演化机制及规律
。

即以干酪根热解成烃说为出发点
，

根据我国未成熟的陆相

碎屑岩
、

海相碳酸盐岩和可燃有机岩体�各类褐煤
、

油页岩�三大岩类的热压模拟实验各演化

阶段所获得的气态和液态烃产率及其转化率资料
，

恢复了各类烃源岩的成烃模式以及各演

化阶段油气生成的数量及特征
。

从 自然演化及热压模拟两方面讨论了中国主要含油气盆地

主要烃源岩层生烃潜力及生烃强度
，

并对各类烃源岩的油气生成潜力作了接近真实的评价
。

最后一节提出了以天然气中的凝析油
、

�� 以上烷烃及储集层沥青等物质为桥梁
，

将其与可

能烃源岩相应成分进行综合有机地球化学对比
，

从而获得追踪气源岩的直接信息的气源对

比新思路
，

列举了琼东南盆地崖 ��
一

�气田和川中八角场气源对比实例
。

该章内容资料丰富
，

计有表 �� 张
、

图 ” 张
。

第三章是关于夭然气储层和盖层类型特征
，

分别对碎屑岩和碳酸盐岩储集层以及非常

规或特殊岩类储集层的类型特征
、

影响因素作了阐述
。

介绍了盖层封闭性的度量和盖层封闭

机制
，

盖层的分类和分级评价
。

本章由唐泽尧
、

裴锡古
、

郑瑞林等编写
，

共分四节
，

配有图 ��

张
、

表 �� 张
。

在第一节中
，

对天然气储层进行了概述
，

主要叙述储集岩层的空隙类型
，

包括概

念和分类
、

空隙的储层及渗滤作用 �储集层属性的度量
，

包括空隙度
、

渗透率
、

饱和度 �储集层

的毛细管压力及喉道形态 �根据气藏形成机理的不同
，

提出了储集层的有效下限确定方法
。

第二节对碳酸盐储集层进行专门阐述
。

碳酸盐岩天然气储集层具有岩性纯
、

结构粗
、

空隙类

型多
、

空隙结构复杂
、

储集层物性差异大
、

储渗体的形态和结构多样
、

储集层的动变化明显等

诸多特点
。

以控制空隙发育的主导因素为依据
，

可将碳酸盐岩储集层分为七类
，

即暴露滩相

碳酸盐岩储集层
，

潮坪隐藻白云岩储集层
，

生物礁型白云岩储集层
，

湖泊相石灰岩储集层
，

膏

溶塌陷角砾状碳酸盐岩储集层
，

裂缝性碳酸盐岩储集层及古风化壳白云岩储集层 �对各类储

集层的形成环境
、

储集特点分别进行了论述
。

第三节为碎屑岩及特殊岩类天然气储集层
，

概

括了碎屑岩天然气储集层具有岩性复杂
、

物性变化大
、

非均质性强
、

孔隙类型多
、

受多因素控

制等特点
。

特殊岩类夭然气储集层是指非常规致密砂岩储层
，

本节中提出了特殊岩类天然气

储集体的新概念
，

讨论了碎屑岩的成岩作用
�

对中国天然气储集层的类型进行了划分
。

最后

一节是天然气盖层研究
，

分别对盖层的封闭性能度量与封闭机制
、

盖层的类型
、

盖层的分级

与评价作了较为详细的论述
。

《卷一 》的最后一章为天然气的运移与聚集
，

由郝石生
、

陈章明
、

高跃斌
、

庞雄奇编写
。

有

图 �� 张
、

表 �� 张
。

天然气的运移研究是天然气地质学包含的一项重要内容
，

是近些年才开

展起来的重要研究项 目
。

本章概括总结和论述了有关天然气运移和聚集研究方面的新老成

果
，

重点阐明了以下三点
�

���夭然气运移的物理状态
，

即天然气在不同地质条件下会呈现出不同的运移相态
，

如

气泡相
、

连续气相
、

分子相等
。

���天然气的初次运移和二次运移
，

围绕着初次运移的动力
、

通道
、

烃源岩的排气�油�条

件
，

二次运移的机理
，

影响二次运移的地质因素
，

夭然气聚集的基本原理等进行了详细讨论
，

叙述了天然气二次运移和聚集的研究方法并列举了实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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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聚动平衡原理及气藏的保存作用
。

《中国天然气地质学 》卷一汇集全国各大地区
、

油气 田的石油天然气工作者近十年来的

勘探研究成果
，

展示了大量的数据资料
，

综合阐述和介绍了天然气从生成
、

运移到聚集
、

保存

研究方面的最新成果
、

最新方法和最新概念
，

系统性
、

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
。

此书的出版无

论是对发展天然气地质学理论还是对推动我国天然气勘探事业的发展
，

均具有重要意义
。

对

从事石油天然气地质工作的生产人员和科研人员具有较高参考和实用价值
，

阅读此书将受

益匪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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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

浙
、

鄂三省科技期刊编辑学术经验交流会在无锡召开

苏
、

浙
、

鄂三省第三届科技期刊编辑学术经验交流会
，

由江苏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承办
，

于 ����年 � 月 ���日在江苏无锡召开
，

三省学会各有关编辑部及四川
、

江西
、

安徽的代表
��� 余人出席了会议

。

中国科技期刊编辑学会翁永庆理事长
、

江苏省科委条件处方德煌处

长
、

江苏省科协学会部王世磺部长
、

湖北省科协王德勤部长
、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党

委林向前副书记等领导出席会议
，

并作了重要讲话
。

会议收到各方面论文 �� 篇
，

代表们围绕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
，

科技期

刊如何深化改革增强 自身活力
、

更好地为经济建设
、

为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服务这个课题

进行了交流
，

有 �� 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
，

探讨内容广泛丰富
。

特别是在科技期刊的经营管理

和运行机制方面
，

介绍了不少好的经验
，

使大家深受启迪
。

代表们认为
，

在我国改革开放
，

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形势下
，

这次会议交流的主题具有

重要现实意义
，

它关系到科技期刊的生存和发展
，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是必须认真研讨的课

题
。

会议期间
，

江苏省科技期刊学会在晚间举行了
“

江苏省首届优秀青年编辑工作者颁奖大

会
” ，

向评选出来的十位优秀青年编辑工作者颁发了奖状
，

表扬了 �位在编辑工作中成绩突

出的青年编辑
。

这次会议时间紧凑
，

通过会上的广泛研讨
，

会下的广泛接触
，

交流了学术思想与办刊经

验
，

加强了同行间的联系
，

增进了友谊
，

收获很大
。

大家对江苏省科技期刊编辑学会及所属无

锡工作委员会
、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及所属编辑部的领导和同志们
，

为会议成功所付

出的辛勤劳动
，

表示衷心地感谢
。

�摘 自会议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