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然气地球化学

收稿日期: 2010-03-18;修回日期: 2010- 05-291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编号: 2007CB209500)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青年创新基金(编号: QY012201)联合资助.

作者简介:王铜山( 1976- ) ,男,河北石家庄人,博士后,主要从事天然气地质与油气地球化学研究. E-mai l: w ts2007@ pet roch ina. com. cn.

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古油藏原油裂解型
天然气的生成动力学地质模型

王铜山1 ,耿安松2 ,李  霞1 ,徐兆辉1 ,王红军1 ,汪泽成1

( 1.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100083; 2.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东 广州 510640)

摘 要: 天然气组分、碳同位素组成以及气藏储层固体沥青的热变质成因,都说明飞仙关组古油藏

确曾存在并发生了裂解, 天然气主要为原油裂解气。通过高压封闭体系下的原油热裂解模拟实验,

从气态烃组分及产率变化、焦沥青的生成等方面探讨了原油裂解生气特征。结合川东北地区飞仙

关组的埋藏史、古地温史、构造演化等地质因素,将实验结果外推至地质条件下,建立了古油藏原油

裂解生气的动力学地质模型, 指出鲕滩天然气藏的形成经历了古油藏、古气藏和气藏调整定型 3个

演化阶段。通过动力学计算定量恢复了古油藏裂解生气的成藏过程, 揭示出在不同地质年代和地

质温度下甲烷( C1 )、总烃类气体( C1- 5 )和焦沥青等原油裂解产物的转化率的变化。取得的动力学

地质模型对古油藏原油裂解型天然气的成藏研究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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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我国海相碳酸盐岩埋藏深、时代老、受热历史

长、热演化程度高,其中易形成古油藏或分散烃类的

相对富集[ 1] , 它们在后期的高温地质条件下极易发

生热裂解而形成天然气藏。大量研究表明, 油裂解

生气是天然气形成的重要途径之一 [ 2-4]。原油裂解

的本质是液态烃在一定温度下发生裂解并生成气态

烃和残渣(固体沥青) 的过程,该过程可用化学动力

学方程描述[ 5] , 生烃动力学模拟实验是其有效的研

究手段
[ 3]
。近年来, 基于化学动力学原理的定量模

拟实验被应用于原油裂解生气的研究
[ 3, 6-8]

, 已经取

得了许多有益的认识。那么, 如何将实验结果外推

至具体的地质条件下, 定量恢复古油藏原油裂解的

动力学过程,进而探讨天然气的成藏问题,显得尤为

重要和迫切。

川东北地区自 1995年在渡 1井飞仙关组鲕滩

储层获得工业气流以来, 迄今已发现了铁山坡、渡口

河、罗家寨及普光等多个大型飞仙关组鲕滩气藏 [ 9] ,

显示出巨大的资源潜力和良好的勘探前景。研究表

明,鲕滩气藏的形成经历了古油藏阶段,天然气以古

油藏中的原油裂解气为主 [ 9-11]。气藏储层中不同程

度含有的固体沥青是液态烃类运移进入储层后因热

裂解作用形成的残留物 [ 12-13]。那么, 古油藏原油裂

解生气、生焦沥青的机理是怎样的? 如何在地质尺

度下定量表征古油藏原油裂解生气的动态过程等问

题,都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以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滩气藏为研究对

象,分析了天然气的油裂解成因,重点通过原油裂解

实验,模拟古油藏原油裂解生气、生焦沥青的动力学

过程,结合油气地质研究, 定量恢复天然气成藏过

程,建立飞仙关组鲕滩气藏的成藏地质模式,以期为

油裂解型气藏的母源判识、成藏研究、资源评价等提

供实验和理论依据。

1  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滩气藏天然
气的成因

从天然气碳同位素特征、组分相关关系以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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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储层固体沥青成因等 3 个方面,论证了川东北地

区飞仙关组鲕滩气藏天然气主要为古油藏原油裂

解气。

1. 1  天然气碳同位素组成
天然气碳同位素组成与其母质类型及演化程度

有密切关系。由于甲烷碳同位素受热演化的影响较

大,天然气中乙烷等湿气组分的 D
13
C 值较为稳定,

更能够反映母源信息, D13 C2 值成为常用的有效指

标[ 14-15]。戴金星等 [ 14]提出D13 C2 值大于- 27. 5 j

为煤成气的判识界限。从表 1来看,川东北地区飞

仙关组鲕滩高含 H2 S气藏天然气的 D
13
C值变化范

围不大,天然气 D
13
C1 值在- 29. 5 j~ - 32. 09j之

间,而 D
13
C2 值大部分介于- 28. 5j ~ - 33. 8 j之

间,低于油型气的判识标准( - 28j ) ,反映其母质类

表 1  川东北飞仙关组气藏天然气碳同位素组成

井号 层位
D13C/ j

C1 C2 C2 ) C1

数据来源

坡 1

坡 2

渡 6

渡 4

罗家 7

黄龙 8

七里北 1

普光 2

普光 8

普光 9

龙会 6

铁山 11

铁山 5

铁 14

铁 21

T 1f - 30. 1

T 1f - 29. 5

T 1f - 30. 5

T 1f - 29. 83 - 32. 39 - 2. 56

T 1f - 30. 3 - 29. 4 0. 9

T 1f - 33. 6

T 1f - 30. 1

T 1f - 30. 89 - 28. 49 2. 4

T 1f - 30. 9 - 28. 5 2. 4

T 1f - 31 - 28. 8 2. 2

T 1f - 30. 5 - 29. 1 1. 4

P2ch - 30. 6 - 25. 2 5. 4

P2ch - 30. 1 - 27. 7 2. 4

T 1f - 29. 6 - 30. 6 - 1

P2ch - 30 - 31. 5 - 1. 5

T 1f - 29. 6

T 1f - 32. 05 - 33. 8 - 1. 75

T 1f - 32. 09 - 33. 7 - 1. 61

P2ch - 31. 44 - 32. 97 - 1. 53

P2ch - 31. 55 - 33. 38 - 1. 83

P2ch - 31. 43 - 33. 37 - 1. 94

[ 16]

[ 17]

[ 16]

[ 17]

[ 17]

[ 18]

[ 19]

[ 17]

[ 16]

型以腐泥型为主,天然气为油型气。但是,由于川东

北飞仙关组鲕滩气藏遭受过后期蚀变作用 ( 如

TSR[ 20] ) ,直接利用 D13 C2 值判识天然气的成因, 尚

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还需要结合其他证据或指标。

1. 2  天然气组分特征

Behar 等的热模拟实验表明 [ 6] , 干酪根初次裂

解气的 C1 / C2 值逐渐增大, C2 / C3 值基本不变;而原

油裂解气的 C1 / C2 值基本不变, C2 / C3 值逐渐增大。

基于此,许多学者 [ 21-22] 用 Ln( C1 / C2 )值与 Ln ( C2 /

C3 )值交会图来区分干酪根裂解和原油裂解这 2种

成因的天然气。据此绘制出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

滩天然气 Ln( C1 / C2 )值与 Ln( C2 / C3 )值交会图(图

1)。从图中可以看出, 天然气组成的 Ln( C1 / C2 )值

变化不大,在 5. 6~ 7. 8之间,大多分布于 6. 0~ 7. 0

之间;而 Ln( C2 / C3 )值变化很大,在 0. 2~ 3. 5之间。

因此,认为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滩天然气具有原

油裂解气特征。

图 1  川东北飞仙关组鲕滩天然气

Ln( C1 / C2 )值与 Ln( C2 / C3 )值交会特征

1. 3  储层固体沥青的成因

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滩气藏的天然气组分很

干,蕴含的气源及成因信息不多,且由于后期经历了

硫酸盐热化学还原反应( TSR)等次生蚀变
[ 20]

,气体

碳同位素组成变得尤为复杂,仅仅依靠天然气的组

分和碳同位素来推断气源及成因等, 难以得出肯定

的结论。勘探实践和大量的地质录井资料显示, 鲕

滩储层中不同程度地含有固体沥青。许多学者认

为,它是液态烃类运移进入储层后因热裂解作用而

形成的残留物。研究发现,储层固体沥青在其光学

性质、结构特征等方面都具有明显的热裂解成

因[ 2 3] :双反射特征明显, 反射率高( Rb 值在 2. 0% ~

4. 5%之间) , 具有脉状、球粒状以及角片状结构特

征,并出现非均质中间相结构,这都说明鲕滩储层在

地质历史中曾经受了高温热变质作用, 是古油藏确

曾存在并发生过原油裂解的重要标志。

2  原油裂解生气动力学模拟实验

基于上述认识, 进行原油裂解模拟实验并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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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生气特征和机理,对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滩气

藏的成藏研究十分必要。

2. 1  样品

由于无法取得古油藏裂解前的原油样品, 模拟

实验只能以现今油藏原油为替代。川东北地区飞仙

关组古油藏的形成主要来自上二叠统龙潭组和下志

留统龙马溪组海相腐泥型烃源岩的贡献, 考虑到塔

里木盆地奥陶系油藏原油具有海相环境母质来源,

应与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古油藏原油具有相近的

性质。

因此,裂解实验所用的原油样品来自塔里木盆

地英买 2井奥陶系内幕油藏( 5 940~ 5 953 m )的正

常原油, 其族组成为: 饱和烃 47. 3% , 芳烃 26. 4% ,

非烃 13%,沥青质 5. 9% ,饱芳比 1. 79。

2. 2  实验流程

地质条件下原油的裂解往往发生在一个相对封

闭的古油藏中, 因此模拟实验采用封闭黄金管的高

压釜系统。封闭黄金管的高压釜系统及相应的产物

收集、分析测试系统的实验原理、方法及流程, 前

人[ 24-25]已有详细的说明, 在此仅简单介绍实验的大

致流程和步骤:

实验流程: 将适量的原油样品( 5~ 40 mg)在氩

气保护下封入黄金管 ( 40mm @ 4. 2mm )中, 然后将

黄金管放入高压釜。再将高压釜置于程序控温的电

炉中,所有高压釜采用压力并联方式,确保高压釜压

力维持在 50MPa。分别按照 20 e / h 和 2 e / h 的升

温速率对高压釜加热, 从 350 e 到 600 e , 依次取出

相应的高压釜, 冷水淬火到室温为止。实验温度误

差小于 1 e , 压力误差小于 5 MPa。

气态产物的分析流程: 将从高压釜中取出的金

管表面洗净,置于固定体积的真空系统中,在封闭条

件下用针刺破, 气态产物从黄金管中释放出来,该真

空系统与 Ag ilent公司生产的 6890N 型气相色谱仪

直接相连,气体通过自动进样系统进入该色谱仪进

行成分分析,采用外标法定量。色谱升温程序:起始

温度 40 e , 恒温 6min, 再以 25 e / min 的速率升至

180 e ,恒温 4min。

焦沥青的定量:固态焦沥青的过滤采用有机滤

膜( 0. 45Lm @ 25mm) , 事先称量滤膜的重量,过滤后

将滤膜连同焦沥青一起凉干, 然后再逐一称量,最终

获得固态焦沥青的量。所有的称量操作都在相同的

条件下(温度 20 e , 湿度 45%)进行, 并使用同一台

电子天平 (系统误差小于 0. 003 mg) , 以减少测量

误差。

2. 3  结果与讨论

2. 3. 1  烃类气体产率变化特征

烃类气体( C1 ) C5 )是原油裂解气的主体,其产

率变化是原油裂解生气特征的直接反映。从图 2看

出,原油在实验温度 384 e 左右开始裂解, 气态烃类

开始生成。甲烷产率从开始生成就持续增加, 到

600 e 其产率最高达 770 mL/ g, 而乙烷、丙烷及丁烷

+ 戊烷的产率都是先增后减,最终趋近于零,说明在

原油裂解过程中存在 C2+ 气态烃的二次裂解。以

20 e / h 为例,乙烷、丙烷及丁烷+ 戊烷的最大产率

所对应的温度依次降低, 分别为 528 e 、492 e 及

468 e 左右, 气态烃的碳数越高越先发生裂解。值得

注意的是,烃类总气体( C1- 5 )的体积产率持续增加,

而质量产率在 480~ 492 e 开始降低,这是由于 C2+

气态烃的二次裂解导致烃类气体的碳数组成越来越

向低碳数倾斜,使得总体积增加,总质量却降低。升

温速率对产物产率变化曲线的形态并无太大影响,

只是快速升温比慢速升温的产率曲线相对滞后, 这

反映了化学反应过程中温度与时间的互补关系
[ 7]
。

2. 3. 2  焦沥青产率特征
焦沥青伴随原油的裂解而产生,主要是芳香烃

类化合物释放氢后发生缩聚而形成。在裂解后期,

长链烷烃也会发生芳构化形成焦沥青。随着温度的

升高, 焦沥青的产率持续增加, 最大产率约为

429 mg/ g (图 3) , 焦沥青产率与总气体( C1- 5 )体积

产率的变化几乎是同步持续增加的。

2. 3. 3  原油裂解生气动力学参数
有机质在地质条件下的热解生烃过程中,时间

和温度呈补偿关系, 基本遵循化学动力学一级反

应
[ 7 ]
。因此,可以将热模拟实验得到的动力学参数

外推到地质条件下,建立动力学模型,对不同地质时

间的有机质生烃特征进行预测。本文研究运用动力

学软件 Kinet ics 计算动力学参数(活化能和指前因

子) ,其中活化能分布函数为高斯分布,结果见表 2,

活化能分布范围随着气态烃碳数的增加而变窄, 主

活化能值则大致表现为 C1> C2> C3> C4- 5 , 其中 C1

最高, C2 略低于 C1 ,而 C3 和 C4- 5更低,反映了原油

裂解生成不同碳数气态烃的难易程度。

3  古油藏原油裂解的动力学地质模型

鲕滩气藏原油裂解型天然气的生成过程,实质

上是古油藏原油在地质尺度下受热发生裂解的过

程。在获取地质参数的基础上, 结合模拟实验得到

的动力学参数,即可建立古油藏原油裂解的动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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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原油裂解生成烃类气体的体积产率(左)及质量产率(右)变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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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油裂解生成气态烃的动力学参数

参 数 甲烷 乙烷 丙烷 丁烷+ 戊烷 总烃气( C1- 5 )

指前因子/ s - 1 6. 19@ 1013 2. 35@ 1014 1. 03@ 1015 1. 12@ 1015 1. 16@ 1015

活化能主频/ ( k J/ mol) 255. 4 247. 02 234. 5 234. 5 251. 2

活化能分布/ ( k J/ mol) 226. 1~ 276. 3 234. 5~ 267. 9 230. 2~ 247. 02 230. 2~ 242. 8 234. 5~ 276. 3

图 3  原油裂解生成焦沥青的产率变化

地质模型,恢复鲕滩天然气成藏过程。

3. 1 地质参数

生烃动力学研究所需的地质参数, 实际上就是

有机质的受热历史, 即在地质条件下的/升温程序0,

埋藏史、古地温史是其决定性因素。由于古油藏原

油裂解发生在储层当中, 储层的受热史、尤其是烃类

进入储层之后的受热史直接影响原油的裂解。飞仙

关组在川东北地区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沉积埋藏史,

因此本文采用统一的埋藏史数据和古地温史数据。

( 1) 埋藏史。飞仙关组沉积后在晚三叠世因经

历印支运动而有过一次规模不是很大的抬升(距今

210M a左右)。到早侏罗世末期, 缓慢下沉埋藏至

3 000 m左右(距今约 160M a左右)。到中侏罗世末

期,快速深埋至 5 000多米, 后经历燕山运动有轻微

抬升。中晚侏罗世之后, 地层持续沉降埋深达

7 000 m左右, 此时已达最大埋深(距今约 75M a)。

白垩纪末期,地层开始发生持续的大规模抬升。经

历喜马拉雅运动之后,构造格局基本定型,飞仙关组

埋深大约在 5 000 m 左右, 与现今埋深相当。

( 2) 古地温史。根据前人[ 26-29] 对四川盆地古热

史的研究,获取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在不同地质时

期的古地温梯度(表 3) ,并参照相关研究[ 29] ,统一取

古地表温度为 20 e 。然后, 根据埋藏史获得不同地

质时期的埋深, 结合古地温梯度、古地表温度数据,

即可恢复出飞仙关组经历的古地温史(表 4) , 其中

飞仙关组埋深采用顶界、底界深度的平均值。

从飞仙关组古地温数据看出:地层埋深增加,地

质温度增高; 地层抬升, 则反之。从初始温度 20 e

逐渐增高,到中、晚侏罗世, 已超过 160 e (地层埋深

已达 5 000多米) ;至白垩纪晚期, 升至约 230 e , 对

应于地层最大埋深; 而后随地层抬升, 最终降至

130 e 左右。

表 3  川东北飞仙关组古地温梯度

时代 T1+ 2 T 3 ) J 3 K ) E N ) Q

地温梯度/ ( e / 100m ) 3. 20 2. 97 2. 80 2. 72

3. 2  动力学计算结果
将古地温曲线表示的地质年代 ) 地质温度序列

数据(表 4)作为地质条件下飞仙关组的升温程序,

结合模拟实验得到动力学参数, 再运用 Kinetics软

件进行计算,即可得到原油裂解产物( C1- 5、C1 及焦

沥青)的转化率、产率随地质年代以及地质温度的变

化规律,如图 4所示。

表 4  动力学计算采用的地质升温数据

地质年代

/ M a
220 202 190 180 155 135 127 75 58 49 20 0

温度/ e 20 60 85 80 95 165 149 228 220 172 140 130

  动力学计算结果显示(图 4) ,在川东北地区飞

仙关组的地质升温条件下,原油大约在距今 140M a

左右,古地温 160 e 之后开始裂解, 但此时各类产物

的转化率、产率都很低。由于飞仙关组的地质温度

并不是单调递增的, 而是随地层的沉降或抬升而增

加或降低的, 所以甲烷( C1 )、总烃类气体( C1- 5 )和焦

沥青的转化率、产率的增加并不持续,而表现出阶段

性:在地层因抬升而降温的地质时期内,转化率和产

率则维持在大致恒定的数值,说明此时原油的裂解

几乎停滞;当地层温度增加较快时, 转化率、产率急

剧增加。相对而言,在整个地质升温过程中,总烃类

气体( C1- 5 )的转化率、产率最大, 甲烷( C1 )的最小,

焦沥青的介于二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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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古油藏原油裂解产物转化率、产率随地质温度和地质年代的变化特征

  特别地,在距今 75Ma 左右,飞仙关组埋深和古

地温都达到最大 (约 228 e ) , 对应于图 4 中的 T 1

点。此时, 甲烷( C1 )、总烃类气体( C1- 5 )和焦沥青的

转化率分别为 0. 58、0. 8和 0. 65。而后由于地层抬

升,飞仙关组持续降温,但原油裂解产物的转化率和

产率并未立即停止增加, 而是随地层温度的降低又

略微增加了一段时间, 直到距今约 58M a(古地温约

220 e ) ,即对应于图 4 中的 T 2 点, 甲烷( C1 )、总烃

类气体( C1- 5 )和焦沥青的转化率分别增至约 0. 65、

0. 85和 0. 7。而后随地温降低, 转化率、产率不再增

加,一直到现今。说明飞仙关组古油藏原油裂解在

距今 58 Ma 左右即已停止裂解, 而且裂解并未达到

终极产物阶段(甲烷和焦炭)。天然气的生成、尤其

甲烷( C1 )的生成还有很大潜力(转化率仅为 0. 65) ,

这是因为在裂解后期, C2+ 气态烃类或焦沥青还会

进一步裂解,对甲烷的生成将有十分可观的贡献。

3. 3  原油裂解动力学地质模型及天然气成藏过程
将动力学计算结果与飞仙关组的埋藏史、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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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史、构造演化以及储集条件等地质条件相结合, 综

合分析原油裂解与各种地质要素的时空匹配关系,

建立古油藏原油裂解的动力学地质模型(图 5) , 进

而恢复鲕滩气藏天然气生成及成藏的动态过程。事

实上,油气成藏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油气藏是各

种成藏地质要素在时间、空间上良好匹配的结果。

川东北地区飞仙关组鲕滩气藏形成的动态过程

主要分为 3个阶段:

图 5  川东北飞仙关组古油藏原油裂解的动力学地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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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古油藏形成阶段。液态烃类在储层中的富

集形成古油藏, 为原油裂解提供基本的物质条件。

印支末期 ) 燕山早期( T 3 ) J2 ) , 二叠系烃源岩进入

生油窗并于中侏罗世进入生油高峰期。早期构造运

动形成的构造裂缝系统、深大断裂以及储层自身的

同生期溶蚀孔, 共同构成了输导系统,使得源岩生成

的大量液态烃向上覆的飞仙关组运移。此时川东北

地区经历了早、晚印支运动,飞仙关组有了明显的地

层起伏,形成了近 NW 向的古隆起, 而且飞仙关组

鲕滩储层经历了白云石化
[ 30]
并叠加了第一期埋藏

溶蚀作用,为液态烃的聚集提供了圈闭和储集空间。

印支末期,大量液态烃在鲕滩储层发育区的高部位

聚集形成古油藏。现今气藏中大量固体沥青的存

在,即是曾有液态烃富集的重要证据。

( 2) 古气藏阶段。早燕山末期 ) 晚燕山期

( J3 ) K 2 ) ,为古油藏原油裂解生气阶段,该阶段是气

态烃大量生成并聚集成藏的关键时期(事实上,该阶

段后期烃源岩已达湿气 ) 干气阶段, 干酪根裂解气

对气藏有贡献, 但本文重点讨论古油藏原油裂解

气)。晚侏罗世早期, 由于地温条件已达 160 e , 古

油藏原油开始裂解生气, 从晚侏罗世至白垩纪末, 是

原油大量裂解生气的阶段。晚燕山期(白垩纪末) ,

甲烷( C1 )、总烃类气体( C1- 5 )和焦沥青的转化率分

别增至约 0. 65、0. 85 和 0. 7,之后由于地温降低古

油藏原油裂解停滞。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动力学

模型主要在这一阶段。

对应于古油藏原油裂解阶段, 川东北地区经历

了中燕山运动, 在 NE ) SW 和 NW ) SE 2个方向

的挤压应力场作用下,飞仙关组进一步褶皱变形, 形

成了 NE、NW 向 2组逆断层和背斜,构造圈闭基本

形成。该阶段飞仙关组储层经历了第二期埋藏溶蚀

作用, 早期孔隙被溶蚀扩大, 增加了储集空间。而

且,烃类参与的 T SR(热化学硫酸盐还原反应)作用

释放的 H2 S等酸性气体对碳酸盐岩储层造成强烈

的腐蚀[ 20] ,进一步扩大了储集空间, 为气态烃提供

了运移通道和聚集空间。川东北地区经历了中晚燕

山运动之后,古油藏格局基本解体,而原油裂解也因

地温降低而停滞,形成了古气藏。由此可以看出, 古

气藏形成和分布明显受构造和岩性因素的双重控

制,属于构造 ) 岩性复合圈闭气藏。
( 3) 气藏调整定型阶段。经过喜马拉雅运动、

特别是早第三纪末的早喜马拉雅运动之后, 川东北

地区进一步强烈褶皱,构造格局基本成型,该时期研

究区内断裂大量形成,断裂和褶皱连为一体, 早期形

成的圈闭和气藏被破坏或改造, 气藏(除却损失部

分)的分布随之而确定,即是现今圈闭和气藏的分布

格局。

纵观古油藏 ) 古气藏 ) 现今气藏的复杂演化
史,可以确认的是: ¹飞仙关组古油藏确曾发生过原

油裂解,生成了大量气态烃; º成藏要素的良好匹配

使得原油裂解气发生聚集并形成古气藏; » 古油藏
原油裂解停滞时, 气态烃的转化率(尤其是甲烷)较

低,还有较大的生气潜力; ¼受后期喜马拉雅运动的

影响,原油裂解气不可避免地遭受损失,但由于良好

的圈闭条件,古气藏被改造后,仍然形成了储量丰富

的鲕滩气藏。

4  结论

( 1) 天然气组分、碳同位素组成以及气藏储层

固体沥青的热变质成因, 都说明飞仙关组古油藏确

曾存在并发生了裂解, 天然气主要为原油裂解气。

因此,通过高压封闭体系下的热模拟实验,再现了原

油在热动力下裂解生成烃类气体、焦沥青的变化规

律,实验结果可通过动力学计算外推至实际地质条

件下,定量恢复鲕滩天然气的成藏过程:古油藏原油

大约在距今 140M a左右开始裂解;在距今 75M a左

右,古地温达到最大(约 228 e ) ; 后由于地层抬升、

地温降低,距今约 58M a(古地温约为 220 e )时原油

裂解停止。

( 2) 飞仙关组古油藏确曾发生过原油裂解, 生

成了大量气态烃; 成藏要素的良好匹配使得原油裂

解气发生聚集并形成古气藏;古油藏原油裂解停滞

时,气态烃的转化率(尤其是甲烷)较低,还有较大的

生气潜力;受后期喜马拉雅运动的影响,原油裂解气

遭受不彻底的破坏,但由于良好的圈闭条件,古气藏

被改造调整后仍然形成了储量丰富的鲕滩气藏。

( 3) 需要说明的是, 该研究只考虑了热动力条

件下原油裂解的生气特征,而在实际地质体系中的

有机质演化受多种因素影响(如水、矿物质等) , 天

然气生成过程中及成藏后,还会受到硫酸盐热化学

反应( T SR)等次生蚀变的改造; 模型中未能包括沉

积埋藏后期干酪根裂解生气对气藏的贡献。上述更

接近实际地质条件的成藏过程恢复还有待今后的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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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kinetic Geological Model of Oil Cracking Gas Formation in

Feixianguan Oolitic Oil Reservoir in NE Sichuan Basin

WANG T ong-s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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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Guangzhou Ins titute of Geochemis tr y , Chinese A cademy of Sciences , Guangz hou 510640, China)

Abstract: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natural g as in Feix ianguan r eser voir in NE Sichuan basin w ould be

generated f rom oil cracking in past oil po ols, by means o f gas geochemist ry and or ganic pet rolog y of so lid

bitumen in reservoir. Pyr olysis in anhydrous closed sy stem ( go ld tubes) w as subjected to discuss gas gener-

at ion f rom oil cr acking, including y ields of g aseous hydro carbons and pyrobitumen. In combinat ion w ith

subsidence history, paleo- temperature and Feixianguan tectonics, w e ex t rapolated experimental kinet ics pa-

r ameter to geolo gical condit ions and established a kinetic geolo gical model of gas generat ion of oil cracking

in oil reserv oir, and then the history of generat ion, mig rat ion and accumulat ion o f o il cracking gas in oolitic

reservoir w as recurr ed. The kinet ic geolog ical model established in this paper can g iv e an approach to un-

der stand the accumulat ion of o il cr acking gas in past oil poo ls.

Key words: Oil cracking; Oolit ic r eser voir; Solid bitumen; Kinet ics; NE Sichuan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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