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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作者简介!殷启春#

"N<<

年生#男#工程师#主要从事非常规油气勘探,评价及地球物理研究工作+

!!

摘要!由于下扬子地区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组是具有页岩气勘探潜力的新层系#进而开展了该区

页岩气地质条件分析和远景区优选工作+从胡乐组和宁国组黑色页岩构造及沉积背景入手#利用区域地质调查和

钻井资料#分析奥陶纪页岩的地球化学,储层及展布特征+下扬子地区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组泥页岩

有效厚度大#单层厚普遍
$

%$W

#有机质含量高且热演化程度存在适中区#脆性矿物含量高+下扬子地区奥陶纪页

岩具备页岩气形成,富集的地质条件#具有较好的资源潜力#划分出安徽宁国奥陶纪页岩气远景区和浙江淳安)桐

庐奥陶纪页岩气远景区+

关键词!下扬子地区-页岩气-胡乐组-宁国组-页岩气远景区

中图分类号!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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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标识码!

'

!!!!

文章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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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上扬子地区已实现了对奥陶纪五峰

组)志留纪龙马溪组页岩气的商业开发$

"B#

%

#公益性

页岩气地质调查在中扬子地区志留系,震旦系取得

了重大进展$

%

%

+下扬子地区古生界富有机质泥页岩

层段主要分布于二叠纪大隆组)龙潭组)孤峰组,

早志留世)晚奥陶世高家边组)五峰组,早寒武世

荷塘组"幕府山组$

!B<

%

#目前仅在二叠系取得页岩气

重要发现$

=

%

+浙皖两省交界区奥陶纪宁国组和胡乐

组主要为灰黑色硅质,碳质泥页岩#是受上升流影

响的烃源岩$

N

%

#是值得关注的富有机质泥页岩层段#

目前对下扬子区早中奥陶世泥页岩的页岩气地质

条件和远景区优选工作尚未开展+

本文利用露头,钻井和测试数据$

"$B"%

%

#获取下

扬子地区页岩气评价参数#以中奥陶世胡乐组,早

奥陶世宁国组页岩为研究对象#分析了该区页岩气

地质特征#寻找优质页岩分布区和构造相对稳定

区+研究页岩规模,埋深,品质,生烃条件和储集条

件#优选页岩气远景区#为后期该区进一步开展页

岩气资源调查与勘探提供参考+

!

!

!

区域地质概况

!#!

!

区域构造概况

下扬子地区主要包括郯庐断裂带东南侧和江

绍断裂带西北侧地区&图
"

'#可进一步划分为长江

中下游弧后裂陷盆地,下扬子被动陆缘,江南古岛

弧,伏川)樟树墩蛇绿混杂岩和怀玉山)天目山被

动陆缘盆地$

"!

%

+南华纪)三叠纪#下扬子地区总体

为海相盖层发展期#发育多套富有机质的泥页岩#

主要位于高坦断裂,怀玉)天目山断裂和江南隆起

东部边界外侧$

"CB";

%

+古生代#研究区发生大规模油

气生成,运移和成藏事件#经中)新生代多期构造

改造#油气成藏条件复杂$

"<B#$

%

+晚印支期以来#构

造
B

岩浆活动对该区油气藏破坏,改造#因此#页岩气

勘探需寻找地层平缓,利于页岩气保存的构造稳

定区$

#"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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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地质概况

区内震旦系)三叠系海相地层发育齐全#沉积

类型多样#生物化石丰富$

#CB#<

%

+奥陶纪是中国南方

早古生代加里东构造旋回的重要转折期#大地构造

由热沉降阶段的被动大陆边缘盆地逐渐转化为前

陆盆地$

#=

%

+

&

"

'晚震旦世)中奥陶世+晚震旦世以来#随

着前古特提斯洋的扩张$

#N

%

#下扬子地区在板块离散

背景下演化为典型的被动大陆边缘#以江南断裂为

代表的同生断裂控制了斜坡带沉积相展布#盆地沉

积为海相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各地层均为整合接触

关系+早奥陶世弗洛阶&宁国组沉积早期'

$

%$

%

#在前

期海侵的基础上#海平面进一步抬升#下扬子地区

沉积特征南北出现差异!江南断裂以北主要为继承

性碳酸盐岩建造#江南断裂以南浙西皖南地区以细

粒沉积物为主$

%"

%

+胡乐期#研究区水深最大#胡乐

组底部沉积期为最大海泛期$

%#

%

#与全球一级海平面

最大海泛面相对应$

%%B%!

%

+这一时期浙西)皖南地

区主体为深海陆棚相
B

盆地相#沉积了黑色硅质页岩

和碳质页岩#是页岩气勘探主要富有机质泥页岩层

段+随后#海水整体变浅#形成以开阔海台地为主

的环境#相继形成了砚瓦山组,黄泥岗组灰色,棕红

色瘤状灰岩,钙质泥岩,页岩沉积建造+

&

#

'晚奥陶世)志留纪+晚奥陶世五峰期#浙

西)皖南地区长坞组,文昌组为灰绿色,青灰色泥

页岩,粉砂质页岩与粉砂岩互层#夹细砂岩#小,中

型韵律层#可见鲍马序列及槽模,斜层理,包卷层

理#为一套类复理石或复理石建造+志留纪中)晚

期#研究区主要为浅海环境沉积+

"

!

奥陶纪页岩气成藏条件

"#!

!

泥页岩岩性特征

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组黑色泥页

岩分布于浙西)皖南地区+区域内黑色泥页岩平

均厚度
$

%$W

&图
#

'#是页岩气形成和成藏的基础+

宁国胡乐镇将军岭胡乐组)宁国组实测剖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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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表明#胡乐组厚
=$W

#划分为上,下两段!上段

为黑色硅质层夹硅质,碳质页岩及石煤#富含笔石-

下段为黑色薄层硅质岩夹碳质页岩及粉砂岩层组

合的
U

,

@

鲍马序列#富含笔石+宁国组厚
"$$W

#岩

性为碳质泥岩,泥岩,泥质条带砂岩,粉砂岩,细砂

岩韵律组合#中上段为完整的鲍马序列#下段为进

积型韵律#富含笔石+浙江桐庐县合村乡刘家胡乐

组和宁国组实测剖面&图
%

'发现#胡乐组和宁国组

见顶底#化石丰富+其中胡乐组发育厚
!"W

的硅

质岩,碳质硅质泥岩-宁国组发育厚
""CW

的泥岩,

硅质岩和粉砂质泥岩#其中单层含碳质泥岩连续厚

度
$

%$W

#富含笔石,叶虾类,腕足类,牙形刺和海

绵生物#海绵化石形态完整#表明处于浪基面以下#

显示了页岩富含有机物#具有有利的沉积环境+

在安徽太平县石壁下剖面#胡乐组粉砂质页岩

和硅质页岩厚
#%5!W

-石台县大坞
!

剖面#中奥陶

世)早奥陶世地层相变为大田坝组,宝塔组,大湾

组和红花园组灰岩$

%"

%

+浙江省胡乐组露头分布于

安吉县孝丰#临安县于潜,昌化#桐庐县百江,合村#

淳安县临岐,串坞#厚
C5C

!

<$5"W

$

%C

%

#自临安高

篛头向东至余杭荆山岭#笔石相页岩消失+过渡型

沉积以临安板桥剖面为代表$

%;

%

#胡乐组薄层泥岩与

硅质岩互层仅
<5#"W

#下部为荆山组灰岩$

%<

%

+江

苏无锡东部东深
"

井揭示研究区与胡乐组,宁国组

对应的奥陶纪牯牛潭组,大湾组和红花园组以灰岩

和云质灰岩为主#为台地相+

"#"

!

奥陶系地球化学特征

采集研究区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

组
"%N

个样品#收集东辉井,安页
"

井$

%=

%

,皖宁
"

井$

%N

%资料和皖页
"

井测井资料+本次样品送至科

尔加里国际油气技术有限公司实验中心完成测试#

样品主要为硅质泥岩,硅质页岩,硅质岩,碳质页

岩,泥岩和碳质泥岩+早奥陶世胡乐组)宁国组泥

页岩有机质丰度
)/*

值统计见表
"

+从平面看#有

机质丰度
)/*

高值区位于宁国东南部)临安西

部)淳安环状区#往黄山方向有机质丰度
)/*

值

增大#平均值
$

"f

#属于有机质含量较高地区+宁

国西部)广德南部)安吉)桐庐)建德地区有机

质丰度
)/*

值为
"f

!

$5Cf

#相对较低+从层位

看#胡乐组泥页岩有机质丰度
)/*

值明显高于宁

国组+从岩性看#碳质页岩有机质丰度
)/*

值相

对较高+

研究表明$

%=

%

#宁国组页岩有机质类型以
"

型干

酪根为主#主要生烃组分为腐泥无定形-胡乐组页

岩有机质类型以
#

"

型为主#主要生烃组分为腐殖

无定形#均属于生气能力较强的有机质类型+在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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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桐庐刘家胡乐组
g

宁国组实测剖面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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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向斜南缘采集的
"$

个胡乐组和宁国组泥页岩样

品中#

!

个样品未提取出干酪根#有机质成熟度
3̂

平均值为
"5=Cf

+浙西地区胡乐组
3̂

平均值为

#5!f

#宁国组
3̂

平均值为
#5;<f

#

3̂

值均
&

%5Cf

的低值区主要分布在皖东南和浙西岩浆活动

较少的地区+

"#$

!

储层特征

全岩
`

射线定量分析结果显示#泥页岩石英含

量为
!C5<f

!

<#5%f

#平均值为
CN5$Cf

-黏土矿

物含量为
"!5!f

!

!C5!f

#平均值为
%"5=f

#以伊

蒙混层含量最高#其次为伊利石-含少量黄铁矿,白

云石,锐钛矿和普通辉石#不含碳酸盐岩矿物+与

龙马溪组相比$

!$

%

#黏土矿物含量相近#石英含量偏

高+石英和伊利石含量对页岩微米级空隙发育具

有促进作用#石英含量高有利于后期开发压裂#有

利于页岩气形成和开发的黏土矿物含量为
#$f

!

!$f

$

!"

%

+碳酸盐岩对微米级空隙发育具有抑制作

用#泥页岩不含碳酸盐岩矿物#对储层孔隙发育更

有利$

!#

%

+

表
!

!

早奥陶世胡乐组*宁国组泥页岩
&Z9

值统计

&'()*!

!

&Z9@')<*4-51<=43-8*4-530*F-E*2Z2=-@,/,'8R<)*'8=

V,8

..

<-Q-21'3,-84

剖面或井
最大值"

f

最小值"

f

平均值"

f

样品数"

个

桐庐县合村乡刘家
#5#" $5!N "5$C ""

宁国市胡乐镇将军岭
!5#! $5#$ #5== =

安吉县杭垓镇潘溪
#5"C $5%$ $5<! #$

临安市於潜镇下骆家
"5"! $5"# $5;C ##

桐庐县分水镇富源
#5$# $5"N "5!= "#

淳安县安阳乡桐川
"5%$ $5%; $5=; !

开化县马金镇中村
"5<; $5"; $5N! "$

开化县马金镇洪家
"5C" $5"# $5=! %

东辉井
"5N" $5#" "5C! C

安页
"

井
#5"= $5"% "5$< %<

皖宁
"

井
"5<$ "5$$ "5C$ <

皖页
"

井
!5"; "5$$ #5=$ ;!N

微观孔隙电子成像结果&图
!

'显示#页岩层段

有机质孔隙发育程度一般#主要为矿物溶蚀孔隙#

见少量铸模孔隙+矿物溶蚀孔多为黏土矿物,碎屑

颗粒和硅质粒间,粒内溶蚀孔#呈不规则状#孔隙直

径为
$5$C<

!

=5#%"

5

W

#总体连通性较差+

!!

采用重量法$

!%

%开展胡乐组页岩等温吸附试验

&图
C

'#

%

个样品的吸附量为
#5<$

!

%5;%W

M

"

M

#说

明其吸附能力较好+

"#%

!

含气性

浙江安吉县安页
"

井北西侧出露大规模燕山期

花岗岩,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泥页岩
3̂

平均值为

!5$Cf

$

%=

%

#气测显示弱#解吸含气量极低+安徽宁

国梅林向斜皖宁
"

井
"<C

!

#=<W

处钻遇的胡乐组

气测峰值为
$5%C$%f

$

%N

%

+在页岩气选区基本指标

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含气性受构造和岩浆活动影

响#今后应探索该区富有机质泥页岩层段含气性主

控因素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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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乐组泥页岩微观孔隙电子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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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QIEFT?Q+K4QG38W7TE3FI?74Q

图
C

!

胡乐组泥页岩等温吸附图

GE

M

:C

!

,I3T?Q8W747@I38

\

TE3F

\

43T3]T?Q+K4QG38W7TE3F

I?74Q

"#:

!

页岩气富集条件

页岩气富集条件受有机质丰度,有机质成熟

度,储集物性和保存条件控制$

!!B!C

%

+研究区中奥陶

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组泥页岩具有有利的沉

积相带#富有机质泥页岩厚度大,分布广,有机质含

量高,矿物组成适宜,储集物性较好#局部热演化分

布适宜#是奥陶纪泥页岩层系页岩气富集的有利条

件+但下扬子地区古生界多期构造运动#特别是晚

燕山期以来强烈的板内变形运动对研究区古生界

改造强烈#古生代海相地层在下扬子西南部无大面

积保存#推覆构造发育#伴随泥页岩层间滑脱和岩

浆活动#对页岩气富集成藏有明显的影响和破坏+

相对而言#茅东断裂以东古生界#即浙西)皖南地

区存在一系列复式褶皱#背斜紧密#常见地层倒转#

下古生界多被剥蚀-向斜宽缓#地层保存相对完整#

页岩气宏观保存条件较好$

!;

%

+目前页岩气多以向

斜为页岩气远景区开展以二维页岩气地震勘探$

!<

%

和地质调查井为主的地质调查工作+

$

!

奥陶纪页岩气远景区优选

$W!

!

页岩气远景区优选参数

参考.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作指南&试

行'/

$

!=

%页岩气选区评价标准#针对研究区页岩气地

质特征#因该区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组

页岩气勘探程度较低#采用多因素叠加,综合地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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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等方法综合评价&表
#

'+研究区富有机质泥页

岩有机质含量高#热演化程度高#构造和岩浆活动

强烈#相对.页岩气基础地质调查工作指南&试

行'/

$

!=

%参考标准#增加了页岩面积下限标准和基本

保存条件要求#富有机质泥页岩厚度从
"CW

提高

到
%$W

#

)/*

含量从
$5Cf

提高到
"f

#

3̂

下限从

$5Cf

提高到
"5"f

+

":

远景区-

#:)/*

等值线-

%:̂ /

等值线-

!:

厚度等值线-

C:

火成岩-

;:

奥陶系保存边界

图
;

!

下扬子地区中下奥陶统页岩气远景区优选分布图

GE

M

:;

!

9EIT8EHKTE3F3]

\

83I

\

QUTEPQ78Q7I3]6E@@4QB03_Q8/8@3PEUE7FI?74Q

M

7IEFT?Q03_Q817F

M

TAQ8Q

M

E3F

表
"

!

页岩气远景区优选指标

&'()*"

!

Z

7

3,1<1,8=,/'3-245-240')*

.

'4

7

2-4

7

*/3,@*'2*'4

主要参数 参数值及条件

页岩面积下限
C$$RW

#

富有机质泥页岩厚度
%$W

#单层厚
+

CW

)/* "5$f

3̂ "5"f

!

%5Cf

埋深
C$$

!

C$$$W

地表条件 丘陵,平原

保存条件 顶底板,断裂

我国南方海相页岩气厚层页岩中
)/*

含量
$

"5$f

,厚度
$

%$W

的地区#残余有机碳含量为

"5$f

即可成为有效页岩$

"#

#

%"

%

+本文将
)/*k

"5$f

作为下限+有机质成熟度是衡量泥页岩生烃

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页岩有机质成熟度越高

&

3̂

$

"5#f

'#有机质固体颗粒孔越发育#其吸附性

就越强$

!N

%

+但对成熟度高过的海相页岩#有机质碳

化程度增强#富有机质页岩对天然气吸附能力降

低$

C$BC"

%

+中国南方
"

)

#

"

型海相页岩有机质成熟

度
3̂

上限为
%5Cf

#排除由有机质碳化造成的高风

险区$

C#

%

+据此#本文将
3̂k%5Cf

作为上限#泥页

岩面积和厚度是页岩气富集的基本条件+富含有

机质泥页岩面积和厚度越大#越能保证页岩气资源

量和压裂改造条件$

"#

%

+厚层页岩可自我封闭成藏#

与顶底板一起控制保存条件$

C%

%

+研究区剥蚀严重#

构造改造强烈#将连续分布的页岩面积下限定为

C$$RW

#

#厚度下限定为
%$W

+

一定程度的页岩气储层埋深可保证页岩气较

好地保存#但过深的页岩气储层将导致开发成本增

高+参考上中扬子地区页岩气储层埋深#将研究区

页岩气储层埋深定为
C$$

!

C$$$W

+

$#"

!

优选结果

由多因素叠加及综合评价结果&图
;

'可知#选

区以奥陶系保存和埋深为边界约束条件#结合

)/*

,

3̂

和厚度等值线#距离主要岩体分布区
%

!

CRW

以上#在浙西)皖南地区优选出宁国页岩气成

藏远景区和桐庐)淳安复向斜页岩气成藏远景区+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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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国页岩气成藏远景区包括甲路单斜和梅林

向斜#以奥陶系保存边界为南部边界#中下奥陶统

往北部逐步加深#保存较好#无大型断裂切割#面积

约
N$$RW

#

+该区中奥陶世胡乐组,早奥陶世宁国

组泥页岩累计厚度
$

C$W

#有机质丰度
)/*

$

"5$f

#有机质成熟度
3̂

&

%5Cf

#位于梅林向斜边

缘的皖宁
"

井在胡乐组有较好的气测显示+该远景

区西南部甲路单斜西缘优质相带边界不清#梅林向

斜北端两翼岩体发育#对页岩气成藏影响程度不

清#有待进一步开展调查工作+

桐庐)淳安复向斜页岩气成藏远景区远离奥

陶系区域剥蚀线#由多个复式褶皱构成#中下奥陶

统保存较好#远离大型火成岩体+该远景区长轴长

约
<NRW

#短轴宽约
#=RW

#面积约
"%$$RW

#

+地

层保存相对完整#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国

组泥页岩累计厚度
$

!$W

#有机质丰度
)/*

$

"5$f

#有机质成熟度
3̂

&

%5Cf

+该向斜区(凹中

隆*常规油气钻井富深
"

井在上部长坞组有油气显

示$

C!

%

#早中奥陶世发育层间滑脱#对页岩气成藏

不利+

%

!

结论

&

"

'下扬子地区中奥陶世胡乐组和早奥陶世宁

国组具备页岩气成藏的地质条件+沉积相带为深

海陆棚相
B

盆地相#以黑色硅质和碳质泥页岩为主+

浙西)皖南地区黑色泥页岩上部砚瓦山组,黄泥岗

组灰岩,钙质泥岩和下部印渚埠组灰岩构成了有利

的顶,底板条件+

&

#

'下扬子地区优选出宁国页岩气成藏远景区

和桐庐)淳安复向斜页岩气成藏远景区+胡乐组

具有较好的气测显示#具有一定的页岩气勘探开发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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