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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地质法、模拟实验法和数值模拟计算法三方面论述了煤系源岩（包括煤和泥岩）在埋深演化过
程中排烃门限的客观存在，及其对煤系源岩排烃时间、排烃量、排烃相态、排烃模式以及油气运聚成
藏和分布规律的控制作用。
第一章阐述煤系源岩的排烃门限和排烃特征；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应用地质法、模拟实验法、热化学
动力法和物质平衡法研究煤系源岩的排烃门限和排烃特征；第六章应用排烃门限理论的研究成果指导
油气勘探；第七章和第八章分别探讨影响煤系源岩排烃的各种地质因素的相对贡献量大小和各地质因
素影响下煤系源岩排烃模拟结果的可靠性。
应用以排烃特征为基础的源控油气理论指导油气田勘探较应用以生烃特征为基础的源控油气理论指导
油气田勘探更实际、更可靠。
    本书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适合本科生、研究生、教师和相关领域的科技工作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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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煤系源岩及其基本特征第二节 煤的形成条件及其基本类型一、煤的形成条件植物遗体能迅速
堆积并转化为泥炭，首先需要有大量植物的持续繁殖；其次是植物遗体不至于全部被氧化分解，能够
保存聚集并转化为泥炭。
具备这样条件的场所就是沼泽。
气候潮湿、植物繁茂的各种沼泽盆地中会形成内陆泥炭沼泽、近海（包括海滨平原和三角洲平原）泥
炭沼泽、滨海泥炭沼泽等。
不同的环境不仅控制了植物生长类型和数量，而且影响死亡植物的分解转化形式，对煤的组成、性质
也影响很大。
    1.内陆泥炭沼泽一般为草本植物泥炭沼泽，也有泥炭藓沼泽等。
在寒带一温带的加拿大、前苏联、北欧以及我国川西高原和东北的三江平原都有很多内陆泥炭沼泽。
2.海滨沼泽这类沼泽主要发育在热带、亚热带滨海浅滩地带，涨潮时可被海水淹没，退潮时露出水面
。
我国海南岛、广东、福建、广西、台湾沿海地带可见少量这类沼泽。
广西合山地区二叠系灰岩中夹的煤层可能是这种沼泽形成的。
3.近海泥炭沼泽包括滨海平原和三角洲平原泥炭沼泽。
现代北美大西洋、墨西哥湾沿岸的滨海平原和著名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平原有大量森林植物和近岸芦
苇、管茅等淡水一半咸水植物发育，形成了大面积泥炭沼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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