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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介质中存在的烃类除了包裹于碳酸盐矿物中(酸解烃法测量)外,还吸留于粘土等硅酸盐矿物中。本文介绍的热释烃技术,

通过在中低温度下热脱的方法解吸硅酸盐矿物中吸留的烃类。方法快速经济,在陕北黄土塬地区,河南酸性土壤地区等特殊地质景

观地区应用,取得令人满意的化探效果,是油气勘探中值得推广的一种新的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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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在众多的油气化探方法中应用最多的仍是

各种形式的烃类测量, 依据各自的方法原理,测定地

表介质中的不同附存状态的烃类。相继提出的测定

方法,如物上气,吸附丝测量方法检测的主要是新鲜

样品中游离状态或弱吸附的烃气; 酸解烃方法则是

主要检测包裹于碳酸盐矿物中的烃类气体。这是目

前化探样品晾干粉碎以后测定烃类气体的主要方

法。但对于偏酸性土壤地区,由于碳酸盐含量较少,

测定的结果偏低, 影响了应用效果。我们知道, 地表

介质中除了碳酸盐矿物以外, 粘土类硅酸盐矿物是

主要成分。硅酸盐矿物具有笼状、层状或架状结构,

吸附能力强, 吸附于矿物层间或格架中的烃气较为

牢固。同时由于矿物的蚀变胶结作用,使得被吸附的

烃气变的更为稳定。普通的酸解烃方法由于盐酸对

硅酸盐无分解作用, 而不能释放此中吸留的烃类气

体。本文介绍的热释烃分析方法,就是采用加热的方

法,在低温度下解吸释放硅酸盐矿物中吸留的烃类,

气相色谱仪测定, 弥补了酸解烃方法的不足,且该方

法快速,简便经济, 满足化探工作的需求, 在一些特

殊地质景观地区应用, 取得较好的化探效果。

1　仪器及实验

1. 1　主要仪器

( 1)多孔式恒温热释炉, 35℃～350℃, 控温精度

±0. 1℃,自行设计制造。

( 2)热释管,自行设计制造。

( 3) GC- R1A 气相色谱仪, 4m×3mm 不绣钢

柱, 0. 18mm～0. 15mm202红色担体, 20%角鲨烷,

60℃恒温。

1. 2　实验

取 5～20g 化探样品于热释管中,真空抽气密封

后, 置于热释炉中加热, 一段时间后取出,用排水集

气法收集,注入饱和盐水瓶中保存,色谱分析测定其

热释的烃气含量,主要的试验流程如下所示:

　真空抽气 ] 加热热释 ] 排水收集 ] 色谱分析

2　应用效果

2. 1　陕北地区

工区位于额尔多斯盆地中部, 地形切割较严重,

沟深坡陡,是典型的黄土塬地区。在该区的热释烃应

用试验采用了甲烷和重烃 C+
2 两个指标。将热释烃

的分析数据进行计算机统计处理,采用迭代法求出

该两个指标的异常下限值。图 1是甲烷和重烃在工

区内一已知区的异常等值线图。甲烷和重烃异常基

本吻合,形成一个向东开启的块状异常,已知出油井

基本都位于异常范围之内, 热释烃在该地区取得很

好的化探效果。

2. 2　河南地区

工区内土壤性质偏酸性, 酸解烃含量普遍不高,

重烃部分热释烃不受土壤酸性的影响, 呈现含量高

异常衬度大的特点。具体各指标的大小情况列于表

1中。将热释烃的有关指标甲烷、重烃依上述表中的

异常下限绘出等值线图, 叠合的结果是甲烷和重烃

的符合度有一定的差异, 但重烃的异常形态分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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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酸解烃和热释烃指标含量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index content for the hydrocarbons from acidolysis and pyrolysis

指　标 最小值 最大值 背景值 标准偏差 异常下限 异常几率

酸解烃甲烷 0. 9 1090 7. 9 4. 1 12. 0 12. 7%

热释烃甲烷 2. 4 386 16. 4 7. 0 35. 0 15. 5%

酸解烃重烃 0. 0 206 0. 4 0. 2 0. 8 12. 0%

热释烃重烃 0. 0 189 9. 6 6. 0 25. 0 16. 9%

酸解烃重烃/甲烷 0. 0 0. 3 0. 1 0. 03

热释烃重烃/甲烷 0. 0 4. 0 0. 6 0. 31 1. 2 11. 1%

图 1　陕北某地热释烃化探异常图

Fig. 1　Anomaly cartogram of g eochemical explorat ion fo r the hydr ocarbons

from pyr olysis in some area of North Shaanx i province

构比较完整, 我们圈定异常范围时以重烃为主, 甲烷

为辅,重烃/甲烷作为判别指标来剔除某些第四纪因

素引起的干扰。在整个工区范围内圈出了多处环状

异常,其中图 2-a 和图 2-b中的Ⅳ、Ⅰ号两块异常内

已钻出工业油流,得到验证。同样,热释烃方法在未

知的酸性土壤地区应用也取得较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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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a　河南某地热释烃化探异常图

Fig . 2-a Anomaly car to gram of g eochem ical explo rat ion fo r the hydr ocarbons

f rom pyroly sis in some area of Henan pr ovince

图 2-b　河南某地热释烃化探异常图

Fig . 2-b Anomaly cartog ram o f geochemical explorat ion for the hydrocar bons

f rom pyroly sis in some area of Henan pr ovince

3　讨论

( 1)热释烃释放的主要是吸留于硅酸盐等矿物

中的烃气,与地下油气存在动态联系, 异常清晰,衬

度大,且干扰较小。另外,由于其不同的附存状态及

分布方法特点,对某一些特殊景观地区,特别是酸性

土壤地区有一定的优势。从上述两个地区来看, 该方

法在黄土塬地区、酸性土壤地区都有较好的应用效

果,是油气化探中一种新的较为有效的技术方法, 可

以与别的化探方法相互补充, 具有很好的推广价值。

( 2)任何一种化探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应用都受

一定条件的限制,热释烃也不例外。由于热释烃的来

源主要是介质中吸留的烃类, 所以,该地区土层介质

吸附能力的好坏将会影响该方法的化探效果。在我

们的应用实验中也碰到过某些地区, 热释烃的结果

基本上只含少量甲烷及烯烃, 自然就未获得好的应

用效果。所以, 热释烃的附存机理方面需进一步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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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如影响土层介质吸留烃气能力因素的探讨, 弄清

吸附能力与土层物性的关系, 这对油气勘探中的不

同地区的指标优化及热释烃指标的更好应用,都有

重要的意义。

在本文的完成过程中,曾得到伍大俊、陈炜、赵

克斌、孙长青等同志的帮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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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THE PYROLYSIS-DESORBED HYDROCARBON

TECHNOLOGY TO THE GEOCHEMICAL EXPLORATION OF GAS AND OIL

Feng Xiaoshuang　Li Guiyou

( Geochemical E xp loration Center , CN SP C , H ef ei 230022)

Abstract

Besides included within carbonate miner al ( determined by the acidoly sis-desorbed hydrocarbon

method) , hydr ocarbons ex ist ing in surface medium ar e also occluded in clay and other silicate m ineral. T he

py roly sis-desorbed hydro carbon technolog y int roduced in this paper makes this part of hydrocarbons des-

orbed under low and middle temperature. T his method is fast and economical, and has brought about sat is-

facto ry results for g eochem ical explo rat ion w hen applied in the loesslands of N orth Shaanx i province, the

acid so il areas of Henan province and other special g eo log ic landscape areas. It is a new technology w orth

spreading in gas and oil explorat ion.

Key words　occluded hydro carbon, pyro lysis desorpt ion, applicat ion in geochem ical explor 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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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PYROLYSIS ANALYSIS TO THE EVALUATION OF

RESERVOIR-PRODUCED LIQUID PROPERTIES

Lang Dong sheng　Zhang Yaw en

(Geolog ical L ogg ing Comp any , Daqing Bur eau of Petr oleum A dministration 163411)

Abstract

By means of py rolysis analysis on reserv oirs, not only their o il possibility can be discriminated, but al-

so their produced liquid pr opert ies be described. In this paper, the area to the w est o f Changyuan, Daqing

in the North Song liao Basin is taken as the major study area. U sing py roly sis analyt ical parameters com-

bined with physical properties, o il-bearing thickness and oil- test ing data, it is suggested that r eser voir-

pr oduced liquid propert ies can be discrim inated by py rolysis parameter s to gether with ef fect ive poro sity

( O e) and pr oduct ion capacity be predicted by py rolysis parameter s to gether with oil-bear ing thickness.

Key words　reservo ir , pyro lysis parameters, produced-liquid propert ies, predict ion of product ion capa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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