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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地堑构造是发现煤成气的

重 要 途 径

蔡 乾 忠

�地质矿产部第二石油普查勘探指挥部�

地堑构造是裂谷作用进一步演化
，

使

其断裂下陷而形成的负向构造体系
。

如果

发生在地台上
，

除组成地台的原始岩层被

陷落深埋之外
，

还接受大量沉积物质
，

对

下部煤系地层的保存十分有利
，

因此地堑

构造是发现煤成气重要途径
。

以华北地台为例
，

大约于东径���
“

以

东
，

自印支运动以来
，

由于地壳弯状隆起

发生拉张断裂
，

使地台遭受解体
，

在此基

础上形成了一系列以北北东向为主的地堑

系
，

一

而在高隆部位常常使中生界缺失
，

古

生界被剥蚀
。

根据地堑构造勘探实践表明
，

它具有

断裂落差大
，

基底埋藏深
，

沉积盖层厚和

地温梯度高等主要特征
。

华北断块断裂发

育
，

组成地堑构造一般包括三套结构
�
即

下部为下古生界海相碳酸盐岩层 �有的是

前寒武系 �
、

中部为上古生界海陆交互相

含煤岩系和上部为中新生界陆相沉积
。

尽

管地台曾遭受多次构造变动
，

但地堑构造

特别是深地堑构造虽受挤压褶皱或再度拉

张扩大
，

而总的结构仍处于称定状态
。

有

两种主要类型
�

一是对称型的它被两条主

干断裂控制均衡下陷的地堑构造 � 另一个

是不对称型的
，

它是在箕状断陷基础上
，

由于后期继续发生断裂改变了原有箕状形

态而形成地堑构造
。

这两种类型的共同特

点都是继承性下陷构造
，

在地堑中部易发

育成中央背斜带
，

边部易发育成逆牵引构

造
，

它们均有利于煤成气聚集
。

华北地台石炭二叠纪沉积环境以陆表

海为主
，

虽然分布广
，

但厚度较薄
，

最厚

仅����米左右
，

因此在原始沉积条件下
，

煤化地温不够
，

未达成熟期
，

初次生气很

难被保存下来
，

只有煤系地层被 深 埋 以

后
，

经过再次煤化作用才有可能形成煤成

气田
。

例如文留煤成气田
，

生气层为太原

组
、

山西组
，

储集层是下第三系沙河街组四

段砂岩
，

盖层是膏盐层
。

从成煤到下第三

系沉积
，

间断时间达一亿八千万年
，

使初

次生成的煤成气早 已散失
，

一直到喜山运

动早期地堑构造形成并接受下第三系沉积

之后
，

煤层被深埋到����米以下
，

古地温

达到���
�

�，

煤层和分散在煤系内 的炭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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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成气才开始大量形成业运移
，

而富集于盐下成为工业性气田
。

如何评价华北煤成气前景
，

目前有各

种说法和争论意见
，

而矛盾的焦点一直认

为华北地台受后期改造影响
，

而缺乏保存

条件
，

因此
，

只有地堑构造才能满足这一

条件
。

上述文留煤成气田就是地堑构造勘

探成功之例
。

事物的发展总有许多客观条件
，

实际

上在华北 目前已发现的煤成气除文留之外

还有其他类型
，

例如唐山岳��井 日产煤成

气�
�

�万立方米
，

埋藏深 度 仅 在���米以

下
，

属于浅层煤成气典型实例
。

但是形成

较大规模的工业性煤成气田
，

仍需具备地

堑构造地质条件
。

这一观点是否正确
，

有

待今后勘探中
，

通过多次实践进行检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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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光栅单色仪
，

激发光源����超高压球形禾灯
，

用伍德玻璃作滤光片
。

二
、

各类型水样的光谱特征

我们测定了近���个地表水和地 层水
、

油 田

水和非油田水的样品
。

从光谱特征看
，

这些水样

紫外和荧光的光谱特征有着明显的差异
。

�
�

地表水
、

地层水

���紫外吸收光谱特征
�
地表水在 ����� 左

右有一个强烈吸收峰
，

其峰值 基 本 恒定不变
。

�����左右明显的有一组代表芳核特征 的 吸 收

峰 � 地层水中的����坦处吸 收 峰 明 显 减 弱
，

�����处由芳核引起的吸收峰同时减弱或消失
。

当深部水与地表水串通时
，

则���处峰高 比 地 表

峰略有下降
， ����二处���值显著增高

。

���荧光光谱特征
�

在�����处地 表水有 明

显的荧光强度峰
、

地层水则无峰值
。

当地下信息

传递到地表时
， ��� ��峰减弱

，

表征双环以上芳

烃的�����峰值增加
。

上述这些特征
，

明显地区分了地表水
、

地层

水以及从地下串通到地表的混合水
，

对于应用地

表水�或表层水�追索地下信息提供了可能
。

�
�

油田水
、

非油田水

油田水和非油田水在紫外吸收谱图上也有显

著区别
。

油田水在�����左右有明显的吸收峰
，

地表水用原油浸泡后�����处也有一定峰值
，

而

非油田水则很弱
。

鉴此
，

可认为�����的峰值吸

收可能是石油进人水中的一种信息� 荧光光谱
，

非油田水发光强度极为微弱
，

油田水发光强度较

强
，

且�����发光强度大于�����的发光强度
。

另外
，

根据分析数据也可看出
，

油田水紫外

吸收 光 谱�����处 的�����
�

�、 ���������

�
�

�，

荧光光谱的�����������强度比 值 大 于

�
�
��， 非油田水紫外吸收光谱����������

�

�
、

�������日��
�

�，

荧 光光谱的���。二���地皿强

度比值小于�
�

��
。

因而应用紫外吸收及荧光光谱

特征对于区分含油层和非含油层具有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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