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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 油 理抢 的新思 维

— 地壳流体大规模运移控制油气藏的

形 成 和 分 布

贾 跃 明

传统上
,

地质学主要研究固体岩石
、

矿物 机理是板块会聚俯冲或碰撞造山作用等引起

和化学等
,

由此发展了固体地球科学
。

但近 的构造挤压和地势抬升效应
。

地质
、

地球物

10 年来
,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
,

流体也是地球 理
、

地球化学和科学钻探等多学科证据表 明
,

的重要组份
,

并是区别于其他行星的最显著 受构造挤压排泄和地势驱动的热流体在大陆

特征之一
; 它不仅构成水圈

,

而且蕴含于中
、

内部或沉积盆地中迁移的距离可达数百乃至

下地壳乃至地慢深处的各种流体 比水圈的量 上千公里
。

一些地质
、

地球物理学家研究发

还大
。

业 已证明
,

流体控制了地壳中物质和能 现
,

沿北美大陆边缘的大地构造活动 (如阿勒

量的转移
、

交换与再循环
,

以及热力场和应力 格尼
一

沃希托造 山作用 ) 曾导致地下深部热

场的不均一分布
,

直接影响和制约着地壳 内 卤水在该大陆内部沉积盖层中发生了远距离

部结构
、

各种地质过程
、

反应动力学和壳一慢 迁移
,

其规模大体相 当整个造山带 的长度范

相互作用等
,

并且是金属矿产和油气生成
、

地 围并横贯板块内部成百上千公里
。

迁移流体

震诱发
、

有害和放射性废物污染以及地质环 与岩石发生相互作用
,

在流经的沉积物 中留

境变化等的极其重要机理
。

因此
,

流体在地学 下了大量成岩及化学和热蚀变记录
,

如 由含

研究中的重要性 日益受到 人们的重视
。

80 年 金属 卤水沉淀的矿体
、

浅埋沉积物中异常的

代后期 以来
,

国际地学界相继召开 了一系列 高温记录
、

内陆沉积物的区域性钾交代和粘

重要的流体地质专题学术讨论会
; 一些国际 土富集

、

数百公里范围内可对 比的亮晶白云

地学组织及美
、

英
、

德等国在制 定其 90 年代 石胶结
、

与主岩层年龄无关的古地磁特征 (即

重大地学研究计 划时
,

也都将
“
流体地 质作 占重磁化 )和放射性年龄

、

远离生油层的油气

用
”
列为优先研究的开拓性前沿领域

,

实施了 藏分布
,

以及含大量残余沥青的砂 (页 )岩
、

煤

若干多层次
、

跨学科综合性研究课题
。

在此趋 层变质
、

隧石石英岩化和流体包裹体等的大

势推动下
,

流体地质研究 已进入到一个 十分 尺度分布特征
。

地壳流体大规模远距离运移

重要的发展时期
,

并正朝着建立地学新知识 这一重要新概述
,

不仅为理解和深入探讨
_

[

体系的方 向迈进
。

预计 90 年代不仅会诞生流 述意义重大但表面上看却无关的地质现象提

体地质 (球 )科学
,

而且其将在 21 世纪初崛 供了系统框架
,

为研究和解决一些很棘手的

起
,

很可能掀起继构造地质学之后的下 一个 地质难题提供 了全新思路
; 而且被一些人认

地质学发展的高峰
,

从而与固体地球科学并 为是对板块构造理论的重要补充和发展 (如

驾齐驱
。

(二
.

M
.

B e t h k e
& s

.

M a r s h a k
,

1 9 90 )
。

近几年来
,

流体地质研 究取得的重大突 在这种进展和研究的背景下
,

石油地质

破性进展之一
,

是认识到流体在地壳 内可发 学家发现
,

地壳流体大规模运移也是油气生

生大规模远距离运移
,

驱动流体运移的主要 成
、

迁移
、

聚积和圈闭的一种很重要的机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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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有许多大型一超大型油 (气 ) 田都是由

含烃类的热流体在地壳 内发生大规模远距离

搬运
,

而在现今的储集层中聚积和 圈闭形成

的
,

油气藏分布在很大程度上受流体运 移方

向和演化历史的控制
,

它们离开其生油源岩

通常可达数十至数百公里
,

二者不仅在有机

地球化学上可对 比
,

而且空间上也表现出十

分 明 显 的 区 域 相 关 性 和 规 律 性
。

如

C
.

M
.

eB ht ke 等人 ( 1 9 90 )对美国伊利诺斯油

气盆地的综合研究表明
,

该盆地产油 区的油

气主要来源于 1 00 多公里之外含大量残余沥

青的新奥尔巴尼页岩
,

油气与沥青的气相色

谱和碳同位素成份很相似
,

空间关系也非常

密切
。

又如
,

加拿大艾伯塔超大型油田的生油

层被认为是远在 1 00 多公里之外的科迪勒拉

大面积沥青砂岩沉积
;
美国丹佛盆地的油气

被认为离开源岩向东迁移了至少 150 公里
;

美国怀俄明西部含磷建造中的石油被认为是

在比格霍恩盆地中迁移了 50 0 多公里才到达

现今的储油层
,

并且这种石油迁移是受拉腊

米造山运动的影响而发生的
; 以及在美国东

田纳西铅锌矿区附近发现了大面积储油层残

余
,

表明油气 已发生远距离运移
,

等等
。

特别

富有意义的是
,

油气随热流体的远距离运移

得到了大洋钻探结果的证实
。

据报道
,

1 9 8 7

年在巴 巴多斯海岭杂岩 (被认 为是现代增生

楔 )之下的滑脱带中原位观测到含烃类的热

流体大规模运移
,

钻孔控制的流体运移距离

为 25 公里
,

实际运移距离显然要大得多
。

最近
,

美国著名地质一地球物理学家和

石油地质学家 J
.

( ) l i v e r ( 2 9 9 2 )全面考察和系

统研究了北美陆中区的主要油
、

气 田
。

他发现

这些油
、

气田在空间分布型式上与北美各主

要造山带关系十分密切
,

它们大多在前陆盆

地中显示出有规律的展布
,

往往是气 田 离造

山带较近
,

油田较远
,

油
、

气藏分布型式和有

机地球化学等特征反映出碰撞造山期间排泄

的含烃类热流体在前陆盆地中的远距离运移

和演化
,

并反映了水平方 向古温度梯度的控

制效应
。

据此
,

他提出将油气盆地划分成两种

主要类型
,

即受会聚和碰撞构造影响者与未

受这类构造影响者
。

前一类油气盆地通常与

造山带关系密切
,

油气主要产在相应造 山带

的前陆盆地中
,

并大多背离造 山带方 向发生

过 远距离运移
。

沃希托 (包括西得克萨斯
、

俄

克拉荷马
、

堪萨斯 )
、

阿帕拉契亚
、

艾伯塔
、

科

迪勒拉和伊利诺斯等盆地区的油气盆地均属

此类
;后一类油气盆地与造 山带关系不大

,

油

气运移无方向性且运移距离比较小
,

墨西哥

湾沿岸
、

加利福尼亚地区
、

密歇根盆地和威利

斯顿盆地等属于此类
。

从全球范围来看
,

据

( ) l iv e r 初步分析
,

阿拉斯加的北斯洛普
、

中东

和前苏联的伏尔加一乌拉尔地区等的油气盆

地可归为前一类
;而北海

、

非洲三角洲及其他

河流三角洲
、

尼 日利亚 凹槽和 中国地堑区等

的油气盆地可归为后一类
。

在前一类油气盆

地 中
,

古三角洲和古河道对油气生成
、

排泄
、

运移和分布具有十分明显的控制影响
。

地壳热流体大规模远距离运移控制油气

藏形成和分布的新思维
,

具有巨大的理论与

实践意义
。

它不仅冲破了以往认为油气赋存

层位一般局限于生油源岩及其附近十至几十

公里范围之内的传统观念
,

打开了找油思路
,

大大扩展了找油的区域和范围
; 而且使得地

质学家有必要按照这一新思维重新研究和认

识油气盆地的成因及其油气运移和分布的规

律
,

研究盆地热流体活动和演化的历史
,

以及

研究盆地演化与板块会聚或碰撞造山作用的

关系等
。

地壳热流体运移与油气关系的研究近年

来在美国等倍受青睐
,

被认 为是实现新一 轮

油气找矿突破的最富有前景的重要研究课题

和主攻方向之一
,

因而得到雄厚的资金支持
。

如最近美国科学基金会投资 1 2 0 。 万美元并

吸收有关石油公司的投资 18 0 0 万美元共计

3 0 0 0 万美元的巨款
,

正资助美国盆地分析科

技中心 (成立于 1 9 8 8 年
,

由哥伦比亚大学拉

蒙特一多尔蒂地质研究所
、

康奈尔大学
、

路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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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安那州立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伍兹霍尔海

洋研究所等单位组成
,

并与 14 家著名公司联

成 网络 )开展一项重大的石油地质基础理论

研 究课题— 油气盆地热流体活动演化史的

研究
。

该课题强调应将油气盆地当作一个动

态的
“

热化学反应器
” ,

其中充填的沉积物和

流体在沉积压实
、

构造
、

热和化学反应等多种

因素作用下
,

油气成熟
、

排泄和运移
。

构造挤

压和地势抬升等地质作用过程引起的热流体

运移控制了油气的聚积和圈闭 (以及某些金

属矿产的沉淀和赋存 )
。

据称
,

由于应用了高

分辨率地震数据和超大型计算机处理技术
,

该课题在分析和探查深部地压 带 ( g e
oP er

s 一

s u r e d z o n e )
、

热 流 异 常
、

地 压 流体 房 ( g e o -

p r e s s u r e a e h a m b e r s ) 和流体通道 (如同生断

裂
、

滑脱带等 )及其相互关系等方面取得了一

些很有意 义的成果
,

据说还在直接探测与同

生断裂连通的地下流体房并用计算机显示其

温
、

压界面和形态等方面取得了初步突破
。

研

究者们据此提出了地压流体房的
“

幕式贯通
”

模式和油气运移的新认识
。

该课题研究 目标

是要研制和提出描述
、

预测盆地流体运移历

史与油气藏分布的有效模型
,

从而实现找油

理论和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

流体运移与油气关系的研究导致 了石油

流体地质学的诞生
。

由于它强调了烃类随流

体的大规模远距离运移
,

指出地壳内流体运

动既可形成油气藏
,

也可破坏油气藏
,

从而可

根据盆地中流体运移与演化的规律来预测和

查明油气藏的分布
。

因此
,

这方面研究正在发

展成 为继石油地质
、

石油物探和石油 化探之

后的第四种油气勘探方法
。

这种方法应用范

围广泛
,

从数千平方公里的区域勘查到数十

平方公里的地表油气藏勘探以及深部流体动

力系统圈闭的确定等
,

效果良好
。

据认为
,

在

油气区域勘查时
,

采用这种方法至少 可降低

50 %的勘探费用
,

因而极具发展前景
。

笔者认为
,

流体运移与油气关系的研究

方 向值得我国高度重视
,

它不仅将有助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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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打开找油思路
,

扩大找油领域
; 而且将有助

于我们重新认识和研究我国油气盆地的成因

及其油气分布规律
。

鉴于这类研究具有极其

重要的商业应用价值
,

有关技术保密性强
,

故

国外取得突破的一些实用新技术将很难通过

文献资料等公开渠道获得
。

为此
,

建议我国有

关部 门一方面要密切监视和跟踪国外 (尤其

是美国 )这方面研究的发展动态
,

另一方面还

必须投入较强的人力和资金切实加强这一领

域的研究工作
,

以实现我国找油理论和技术

上的新突破
。

此文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得到 肖庆辉研

究员的指导和帮助
,

谨致谢意
。

参考文献 (略 )

(地矿部信息研 究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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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二 之干 千杏 名侣 冬备

尹
`

本
,

勺

刹 住
“

公 贿
”

何谓
“

公贿
” ?顾名思义

,

行贿者非私人乃
一

阿公
”
也

。

君 不见
,

平时也有
,

逢年过节更甚
:

基层

单位的一些
“

公关
”
人员乃至领导

,

身揣
“

联络

图
” ,

携着贡品或
“
红包

” ,

纷纷往上级或上级

的上级跑
,

找手握审批大权的人
“

进贡
”

去
。

手

握实权的人物一旦收下贡品或钱财
, “

来而不

往非礼也
” ,

当然就得手下有情
,

给该
“

小公
”

批钱财物之类
。 “

小公
”

进一得 百
, “

送一汽车
,

还 一 火车
” ; “

大公
”

的头头则白捞 了一把
,

皆

大欢喜
。

事情很明白
: “

小公
”
花费一点

,

不掏私人

腰 包
,

单位得利
,

有盈无亏
,

何 乐不为?
“

大

公
”

的头头大笔一挥
,

不花本钱
, “

贡品
”

或钱

财进入 自家私人仓库
,

也何乐不为? 亏
.

只亏了
“

大大公
”

—
一

国家和人民的血汗
“

一点
一

点
”

地流进
一

厂私人腰包
。

“

公贿
”

也是一种贿
,

既是贿
,

就 当刹住 !

(湘君摘 自《 中国检察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