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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天然气藏是天然气地质学研究的核心。
经过二十余年的天然气科技攻关，我国在天然气成因、大中型天然气藏形成主控因素研究等方面取得
了显著进展，有效拓展了天然气勘探领域，促进了我国天然气探明储量的快速增长。
天然气具有多源、多阶形成和多运移相态的特点，混源（或复合）气在已发现的气藏中非常普遍，占
有重要比例。
虽然对于混源气聚集的地质和地球化学模型的探索一直备受关注，但是具有科学和实用意义的高效天
然气藏生成、聚集的地球化学理论及混源气示踪方法还有待完善。
天然气成藏具有多源复合特征。
一个气藏，如果不是由单一的端元组分形成，而是由煤型气、油型气混源成藏，这时应按实际地质背
景确定该区端元组分特征，以多源复合的观点来讨论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其内涵。
目前对混源气的判识主要利用的地球化学参数有碳氢稳定同位素组成、轻烃的相对组成或绝对定量分
析、稀有气体同位素组成等。
轻烃是天然气的最重要的组成之一，含有极其重要和极其丰富的地球化学信息。
天然气中稀有气体及其同位素组成研究近十余年取得长足进展，特别是轻稀有气体He、Ar和Ne等在天
然气研究中具有较重要的意义，通常研究氦同位素3He、4He和氩同位素。
36Ar、40Ar丰度比的变化，它们是原始核素和放射性衰变子体核素之比，可以给出年代积累效应和He
、Ar来源的信息，从而对气态烃的地球化学特征提供另一地球化学体系的科学信息。
依据天然气成分及同位素组成等地球化学特征，并利用前人对不同成因类型天然气做出的判识图，可
以在同一气藏中定性地识别出无机一有机成因天然气、煤型气一油型气或者低成熟一高成熟混合气等
。
识别出不同成因类型的天然气可以追踪天然气源、研究天然气运移方向和成藏过程。
如果能够定量分析出混合气源各自的贡献大小、聚集和保存过程，将能够发展天然气地球化学理论、
指导天然气的精细勘探。
天然气组分、同位素示踪研究目前尚有许多急需解决的问题，包括：混源气聚集过程中天然气组成及
同位素组成的分馏过程和机理问题、轻烃分馏和生物标志物等运聚示踪问题、稀有气体示踪问题。
这是解决混源气鉴别指标、建立地质及地球化学模型，进而建立数学模型的关键问题。
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涵盖了天然气从形成一成藏全过程的地球化学示踪指标体系，取得了较好的研究
成果，建立了天然气成烃、成藏三元地球化学示踪体系，并结合典型气藏的解剖讨论了三元地球化学
指标的应用。
稳定同位素成烃一成藏示踪系的完善：建立天然气同位素分馏模型及其模板，深入探讨不同地质过程
对稳定同位素组成的影响，开发单体高分子气态烃的同位素组成指标，开展高效气藏形成示踪指标的
理论依据研究。
轻烃化合物成烃一成藏示踪系的建立：完善轻烃在定性识别天然气成因类型中的应用，开展轻烃判识
混源气藏指标开发和标准建立，优选出既能反映母质类型，又能反映成熟度的轻烃参数，并建立相应
的地质地球化学模型，用来定性判识混源气，特别是示踪成藏过程。
两源混合气综合定量判识：通过模拟试验和实测数据，做好端元天然气组分和同位素组成变化的基础
研究，对现有混合模型进行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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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国内第一部专门研究油气藏与烃源岩相互之间关系的烃类地球化学示踪体系的专著。
内容涵盖烃类气体从形成、运移、成藏等各个过程的气体地球化学示踪指标的厘定和分析测试技术的
进步及理论基础，系统讨论了三元体系示踪指标的相互依存关系、相互映证关系、相互匹配关系，并
列举了我国主要大中型气田成藏过程的三元地球化学示踪体系的应用等。
    本书可供从事油气地质研究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地球科学类研究生、大学、大专、中专的
教师和学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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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一章 天然气来源的多种途径及研究方法第一节 天然气成因类型的多样性油气的成因理论是
当今前沿科学的重大课题之一，而且是个一直有争论的问题。
从18世纪70年代至今，对油气成因问题的认识，基本上可归纳为无机成因和有机成因两派。
从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就形成了古典无机生成假说(如碳化说、宇宙说)与古典有机生成说(如动物说
、植物说等)两大学派之间的激烈争论。
在两种成因说争论中，无机成因说几度兴衰。
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科学研究证实：在油气中有相当大的部分，特别是石油是有机成因的，但这并不排
除无机作用能够形成烃类，特别是天然气。
有机成因气是目前发现的绝大多数具有工业价值的烃类气藏的主要来源：因此，在对天然气成因类型
分类中，对这一类型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和详细的类型划分。
考虑到分类原则的高度概括性，根据成气母质的特点，将有机成因气划分为油型气和煤型气两大亚类
。
天然气形成的多阶性也是油气形成的明显差别。
迄今为止，干酪根后期降解成油的理论仍占统治地位，尽管现在发现的油田也可找到一些未熟油和低
熟油的例子，但绝大多数仍然是有机质处于成熟阶段，即所谓的石油窗、液态窗阶段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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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天然气成烃、成藏三元地球化学示踪体系及实践》：天然气勘探开发基础研究丛书973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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