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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浅论油气藏的逸散史与油气化探异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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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不同油气藏上方的异常发育特征．指出了各类异常模 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油气藏逸散阶段不 

常的依据，历来是油气化探工作者研究与总结的热 

门课题，并从不同角度总结出了多类异常模式。有 

的从异常形态结构特征总结，并表述为港湾状 、半环 

状、新月状、块状、串珠状、不规则状等；有的从异常 

的空间分布位置表述，即顶部晕、环带晕或环带异常 

等；有的进一步根据各指标异常之问的配套关系以 

及某一指标的形态、分布规律等综合特征总结出了 

镶嵌结构型、环中顶型等组合模式，而且根据各组分 

的地球化学习性，油气垂向逸散分布规律、油气藏盖 

层的物理化学特征，油田水的循环排泄作用等方面 

对这些异常模式的成因进行了探讨。但是对于不同 

指标在不同盆地，以及同一指标在同一盆地条件下， 

为何有时表现为环带式、有时又表现为顶端式或顶 

端 、环带式兼而有之的变化，一直未曾作出较合理 

的解释。对此，我们进行了多年研究，发现这在很大 

程度上可能与油气藏的逸散史有关 。 

1 逸散早期与块状顶部晕 

油气藏的逸散早期是指烃原岩中的烃气进入储 

层成藏至成藏以后，其中的逸散烃气刚运移到达地 

表或运移到地表不久，在地表形成异常的演化阶段。 

在本阶段油气藏(特别是气藏或以气为主的油 

气藏)中的烃气主要通过油气藏顶部裂隙、微裂隙系 

统向上运移，因此，此时烃类在地表主要表现为块状 

顶部异常，同时，由于逸散时间较短，在强度上异常 
一 般还较弱。而对于非烃类组分，因其地球化学习 

性和成因各异，它们的异常特征亦不尽相同。吸附 

相态汞异常因汞的运移速度比烃类略快，所以它有 

时与烃类异常一样表现为顶部晕、有时为弱的环带 

异常；／xC、FJ 、Ks等指标因为属于烃类的衍生产 

物或烃类运移引起的环境改变产物，其异常特征亦 

基本与烃类异常一样 ，表现为顶端式，但其异常强度 

奉文 1998年 6月收到．王延忠编辑。 

能力较烃类弱，这时一般没有异常反映。 

如四川盆地资阳地区资 1井气藏区，该气藏产 

于震旦系顶部的灯影组灰岩，埋藏较深(产气层见于 

井深3994 m～4067 m)，按照该区烃气的逸散史，属 

于逸散早期。该区地表化探异常图见图 1。从图 1 

图1 四J I『盆地资阳地区资1井油气蔽区各指标 

异常平面图(1：200000) 

可看出，在资 1气井上方，除 № 呈弱环带异常外， 

其他指标均表现为块状、带状顶端异常，而且在异常 

强度和规模上，从烃类一电导率一F 呈减弱与变 

小趋势。 

2 逸散中期与环带晕 

逸散中期指油气藏规模已基本定型，烃源的供 

给与逸散已达平衡或基本保持平衡的演化期。 

在本阶段，由于大量烃气的逸散，细菌作用及烃 

类降解作用明显增强，形成的后生碳酸盐越积越多， 

它们逐渐阻塞了油气藏顶部的运移通道，致使烃类 

逐步依赖于油气藏边界的通道向上运移。因此，在 

此阶段，烃类异常强度高、规模大，形态上主要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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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环带式；作为烃类衍生物的AC，异常也较强，既 

有分布于油气藏上方的块状顶端异常，又有分布于 

油气藏边 部的弱环带异常；与烃类密切相关，指示 

环境变化的 Ks、Fe2 及伴生的卤素、微量 元素等指 

标，这时与烃类一样，都表现为环带异常；Hg气因其 

分子直径较烃类小(}I 为0．308 lain，而烃类中最 

小的甲烷为0．38 m )，具有较强的穿透能力。仍以 

顶端块状异常居多，从而与烃类形成明显的镶嵌组 

合结构模式 

图2是广东三水盆地竹山岗油气田区化探异常 

图，该区烃类、荧光、电导率等指标均显示为环带异 

常，№ 呈顶端块状异常，／"C异常既有环带特征，又 

有顶端特征；在组合上，№ 与烃类形成镶嵌结构，并 

在平面上从油气藏中心往外形成 H — △c—I +烃 

类、荧光的水平分带。 

攀 

囤 1囤 2囤 3囹 {固 5圃 6囱 7 

图2 广东三水盆地竹山岗油气田区综台化探异常图 

l一异常外带}卜 异常中带 }卜 异常内带；4一异常远景 

·．区}5一油井及编号 ；6一油气显示井及编号}7一地震掏遗 

在本阶段，各指标异常形态规整、浓度高、规模 

太、规律性好、组合结构较完整，因而最易被发现，研 

究和报导也最多。 

需要指出的是，有些油气藏(特别是断块油气 

藏)尽管进入中期逸散阶段，而且各组分刚离开油气 

藏时亦主要从油气藏边部逸散。但当其运移通道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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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的中心倾斜时，烃类、Hg、△c及其它指标会 

同时在油气藏顶部形成顶端异常。 

3 逸散晚期与不规则异常 

逸散晚期指油气藏成藏以后，受后期构造作用 

破坏，或保存条件不好，致使油气藏中的烃气大量散 

失，异常源供给停止或基本停止的演化阶段。 

在本阶段，由于烃类异常源的供给近乎停止，同 

时烃类不断被氧化形成后生碳酸盐，所以地表烃类 

异常迅速减弱甚至消失，呈零星不规则块状异常， 

△c由于长期积累且性质较稳定，表现为大片强异 

常，№ 由于被有机质及粘土矿物吸附保留而继续出 

现较强异常，而 “、 等指示环境变化的异常则 

随烃类异常消失而逐步消失，亦表现为不规则的零 

星块状异常。 

四川盆地安岳区块钻探结果表明，由于该区保 

存条件不好，该区早期富集的烃气已大量逸散，现只 

留油气显示。结果地表烃类异常弱且零散，但△c、 

H￡则出现大片高值异常(见图3)。 

图3 四JIl盆地安岳区块油气化探异常平面图 

l一异常外带；2一异常中带；3一异常内带 4—空井／油气井 

综上所述，在油气藏逸散不同时期，各组分、指 

标由于受其地球化学行为的支配，分别形成不同异 

常特征(包括分布位置、形态、浓度、组合等)，构成了 

不同异常模式。但从逸散早期至晚期，无论是单指 

标或综合指标，其异常特征和异常模式是呈规律性 

变化的。研究总结和利用这种规律性，便能较好地 

评价、解释地面油气化探异常，较好地利用油气化探 

信息预测油气的富集和保存情况。因此，对于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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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测区来说，要更好准确地评价和利用油气化探 

信息，首先要判断该区油气逸散阶段，再建立相应的 

异常评价模型或模式，最后再根据所建立的异常模 

式评价和圈定油气富集有利远景区。 

4 逸散阶段与理想异常模式 

根据油气藏不同逸散阶段各组分、指标的异常 

变化规律，总结出各逸散阶段相对应的理想异常模 

式(图4)。逸散早期，只有烃类、Hg、AC等部分指 

标出现异常，为较弱的顶端式异常；逸散中期，各类 

指标均有异常，且异常强度高，组合齐全 ，组构关系 

好(其中烃类 、Ks、F 等指标表现为环带异常，AC 

为既有弱环带异常又有顶部异常，H鼻呈顶端异常， 

个别情况下亦为环带异常)；逸散晚期，以大片AC、 

／ 一 ＼  

／  ＼ Hg、△c 

图4 油气藏不同选散阶段地表化探异常理想演变模型示意图 

(a)—遗散早期；(b)一逸散中期；(c)一逸散晚期 

Hg强异常，零星烃类、鼬、F 弱异常为特征。 藏具有逸散晚期(安岳县城区段)一逸散中期(威东 

需要指出的是，就某一具体测区而言，如果测区 7井油气藏)一逸散中晚期(威东9井油气藏)变化 

范围较小，一般情况下区内各区段的逸散阶段相似， 特点；这时，即使是同一测区，必须依据油气藏的逸 

这时可按同一异常模式评价各异常。当测区范围较 散史建立多种异常模式。与此同时，当区内存在多 

大时，由于区内各区段离烃源远近差异较大，不同油 储层、多类型、多个油气藏叠加时，要充分考虑多因 

气藏保存条件亦不相同，因而各油气藏的逸散史可 素叠加综合异常模式，这样才能更充分、准确地评价 

能有较大区别，如四川威东安岳测区(约25OO km2)、 解释和利用获得的油气化探异常信息。 

从东部安岳至西部蔡家场(直距约50 km)，各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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