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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异常压力盆地流体动力学》系统地介绍了异常压力环境下盆地流体动力学研究的基本概念、基
本理论、基本方法以及在能源资源勘查与预测中的应用。
全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系统介绍沉积盆地流体构成、研究内容、研究现状及主要进展，总结了沉
积盆地内异常高压和异常低压形成机制以及相关的研究方法，包括地层压力系统分析、流体输导系统
分析、成岩作用分析、流体活动示踪分析和流体流动模拟等。
第二部分通过东营凹陷、莺歌海盆地和松辽盆地十屋断陷3个典型实例解剖，阐明异常高压和异常低
压环境下盆地流体活动特点，讨论了不同压力环境下油气运移、聚集规律以及相应的油气成藏模式。
　  《异常压力盆地流体动力学》可供有关高等院校资源勘查工程、沉积学和油气地质学领域的教师
、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科研机构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石油企业的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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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盐度。
以高盐度为特征，大部分流体盐度大于100g／L，个别区域，如洼陷中心，盐度较低。
 （4）流体运移动力、运移途径和趋势。
以压力驱动为主导动力，超压为流体活动和油气运移提供动力。
Spencer（1987）指出传统水动力学概念和模型通常不适用于超压地层。
超压地层的油气趋向于从高压流向较低压。
本书认为压力驱动是超压系统内驱动流体运移的主导动力。
只有当压力封闭被突破之后，在压力释放的同时，压力驱动才变成现实动力。
 流体向外的运移包括了主动和被动的超压释放，前者表现为断层的开启和水力破裂微裂隙的形成。
超压释放是一个破裂一释放一愈合反复的过程，呈现了幕式特征。
此外，正如解习农等（1997，1998）指出的幕式的超压释放过程也会导致幕式压实作用。
因而该系统内部局部会出现幕式的压实驱动流。
 在超压系统内部压力梯度恒定的前提下，系统内部流体的运移很可能依靠超压流体的盐度差。
因此超压高盐度流体动力系统内部，还存在盐度差驱动的流体运移活动，表现为高盐度流体不断向低
盐度流体扩散。
 2.常压含盐流体动力系统 （1）赋存层位。
本系统包括了沙三上～沙二段的大部分地层及东营组局部。
主体以三角洲前缘和河流相为主，储层发育。
 （2）压力状态。
常压系统，局部因超压流体的注入作用，即超压传递，而形成一些储层超压，一般压力系数为1.3～1.4
。
 （3）盐度。
原始水盐度较低，后期浓缩对盐度提高的贡献微弱。
盐度主要来自深部超压高盐度流体，这些高盐度流体主要分布在断裂带附近。
因此本系统以中盐度为主，盐度一般为35～100g／L，个别大于100g／L。
 （4）流体运移动力、运移途径和趋势。
压力驱动已经减弱，局限在断裂带附近。
由于深部沿断裂上升的含盐流体与地层孔隙流体间存在较高的盐度差，而形成盐度差驱动。
运移的趋势是指向四周的洼陷区。
本系统的压实作用也较强，驱动孔隙流体由洼陷低部位向四周高部位运移，而与高盐度流体会聚并稀
释高盐度流体。
因而本系统以沿砂岩输导层和不整合面的侧向运移占主导。
 3.常压淡水流体动力系统 （1）赋存层位。
本系统包括了沙一段及以上地层。
 （2）压力状态。
常压系统，局部呈现低压异常。
 （3）盐度。
原始水为淡水，受大气降水影响很大，流体盐度普遍小于10.0g／L，断裂带及盆地基底不整合面附近
盐度较高，但一般不超过35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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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异常压力盆地流体动力学》可供有关高等院校资源勘查工程、沉积学和油气地质学领域的教师、博
士和硕士研究生，科研机构相关领域的研究人员，石油企业的广大石油地质工作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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