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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西南石油大学创新联合体项目“大安寨页岩油分类储层可动油实验测试方法与评价”（２０２０ＣＸ０５０２０１）资助。
第一作者：熊　钰，男，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生，２０１８年获西南石油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南石油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复杂油气藏开发、注气提高

采收率和流体相态等方面的科研与教学工作。Ｅｍａｉｌ：ｘｉｏｎｇｙｕｓｗｐｉ＠１２６．ｃｏｍ
通信作者：王羚鸿，女，１９９９年１１月生，２０２１年获重庆科技学院学士学位，现为西南石油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开发动态预测、物模实验和流体

相态等方面的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１１５９５５２７９０＠ｑｑ．ｃｏｍ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６９７（２０２４）０５?０８１７?２７　ＤＯＩ：１０７６２３／ｓｙｘｂ２０２４０５００５

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页岩油特征及可动性评价
熊　钰１　郭美娟１　王羚鸿１　吴道铭１　陈美华１　李明秋２　邓　波３　张　芮２　路俊刚４　曾德铭４

（１．西南石油大学石油与天然气工程学院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２．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０５６；
３．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川中油气矿　四川遂宁　６２９０００；　４．西南石油大学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四川成都　６１０５００）

摘要：可动页岩油综合定量评价是优选研究区有利区块、有利层段、有利岩性组合的基本依据，侏罗系页岩油是四川盆地当前勘探
的重点层系，但对其大安寨段页岩油可动性的综合评价和可采层段预测还未见报道。以大安寨段储层为研究对象，通过扫描电镜、
低温氮气吸附等微观实验手段，研究不同岩性组合的储集空间、赋存机理及孔隙结构特征；在烃源岩特征基础上，分析大安寨段储
层的含油性和吸附差异性；根据基础含油性分析，进一步通过动态岩心实验深入分析目标储层的可动性，并明确其可动性影响因
素；最后，通过可动性影响因素分析，依据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积法、平移极差变换法，建立了大安寨段页岩油可动性综合评价指标
体系和综合量化方法，筛选了页岩油可动性主要影响因素，优选了大安寨段有利岩性组合，并预测了相应的有利开采层段和可动资
源量，通过勘探突破井获得了证实。研究结果表明：大安寨段介壳灰岩致密、泥页岩微裂缝欠发育，含油性最好的纹层状灰质介壳
页岩的ＯＳＩ（即热解游离烃量犛１与有机碳含量的比值）可达１２１８６ｍｇ／ｇ，页岩油可动性最好的是不等厚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
其采油指数达３４ｍｇ／ｇ。因此，大安寨段可开采的页岩油为互层型／夹层型岩性组合页岩油，致密介壳灰岩顶底板间夹层频率高的
大安寨段一亚段下部和大安寨段二ａ亚段上部、以及大安寨段二ｂ亚段为预测可开采层段，平面上分布在南充—阆中—仪陇—平
昌一带、涪陵和三台地区，Ⅰ类有利区页岩凝析油可动资源为１９１×１０８ｔ、凝析气可动资源为３２３２３９×１０８ｍ３，具有良好的前景。
关键词：湖相页岩油；赋存机理；吸附差异性；含油性特征；可动性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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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ｆａｃｉｅｓ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

ｓ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引用：熊钰，郭美娟，王羚鸿，吴道铭，陈美华，李明秋，邓波，张芮，路俊刚，曾德铭．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页岩油特征及可动性评
价［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４，４５（５）：８１７８４３．

犆犻狋犲：ＸＩＯＮＧＹｕ，ＧＵＯＭｅｉｊｕａｎ，ＷＡＮＧＬｉｎｇｈｏｎｇ，ＷＵＤａｏ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Ｍｅｉｈｕａ，ＬＩＭｉｎｇｑｉｕ，ＤＥＮＧＢｏ，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ＬＵＪｕｎｇａｎｇ，
ＺＥＮＧＤｅｍｉｎｇ．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ａ’ａｎｚｈａｉＭｅｍｂｅｒ，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
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５（５）：８１７８４３．

　　近年来，随着油气勘探开发不断深入，以页岩油为
代表的非常规油气成为国内外的研究热点［１］。页岩油
是指富集在富有机质黑色页岩层系中，且无油气运移
或运移距离极短的油气资源［２４］。中国目前在渤海湾
盆地古近系孔店组和沙河街组、准噶尔盆地吉木萨尔
凹陷二叠系芦草沟组和玛湖凹陷二叠系风城组、松辽
盆地白垩系青山口组、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延长组等
多套页岩层系中取得了重大勘探进展［５］。四川盆地侏
罗系湖相页岩油成为当前重点勘探对象，其侏罗系东
岳庙段、大安寨段、凉高山组，均为页岩油气的主要勘
探目标层段［６］。侏罗系作为四川盆地目前最重要的产
油层系，石油资源量大，其中，大安寨段占比最大，其页
岩油资源量可达７０×１０８ｔ、页岩气达３５×１０１２ｍ３［１］，但
由于资源转化率低，累计探明储量为０８１×１０８ｔ，控制储
量与预测储量之和也仅为０８×１０８ｔ，这基本上都是来
自大安寨段一亚段（大一亚段）和大安寨段三亚段（大
三亚段）的致密灰岩储层。尽管中国其他地区页岩油
的研究日益增多，但该层系页岩油的可动油表征仍停
留在常规储层研究阶段［７８］，没有大规模突破和形成系
统的有利层段综合评价体系和方法。从２０２０年至
２０２３年７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
油）在大安寨段页岩钻探了龙安１井、仁安１井、南充
２Ｈ井等井，但试油效果不佳。

Ｓｏｒｋｈａｂｉ和Ｐａｎｊｉａ［９］在２０２１年的非常规资源技
术会议上明确指出，页岩油层并非指的是纯页岩层，而
是具有不同厚度和孔隙度的泥灰岩、灰岩、白云岩、粉
砂岩和砂岩等组成的非均质页岩岩相组合体系。虽然
有很多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页岩油可动性的评价方
法，但并没有统一的方法能对不同沉积条件下页岩油
的可动性进行准确评价［１０１４］。因此，为定量评价四川
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页岩油的可动性，笔者以中国石
油川中仁和—龙岗地区页岩油岩心样品为基础，通过

扫描电镜、高压压汞、低温氮气吸附等微观实验，研究
不同岩性组合的储集空间、赋存机理及孔隙结构特征，
通过分析大安寨段储层的含油性和吸附差异性，从微
观到宏观开展了其含油性以及可动性研究，在此基础
上采用动态岩心实验深入分析目标储层的可动性，并
明确其可动性影响因素，通过考虑各单因素对可动性
的影响，建立大安寨段页岩油可动性综合评价体系，计
算出可动性综合评价因子，从而进行研究区页岩油可
动性的评价。结合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中国
石化）的文献数据评价了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页
岩油的可动性，预测了有利岩性组合及层段，该研究成
果应用于龙兴１井大一亚段下部和大安寨段二段（大
二亚段）上部，并通过试油获得突破，为四川盆地侏罗
系大安寨段页岩油的勘探开发提供了理论依据。

１　基本地质概况
大安寨段为一个完整的区域性湖侵—湖退沉积旋

回［图１（ａ）］。大一亚段和大三亚段为裂缝型致密灰
岩储层段、大二亚段主要为介壳灰岩和泥页岩互层。
大一亚段和大三亚段为前期开采的致密油，包括川东
地区拔山寺向斜内大一亚段致密灰岩层。笔者研究的
大安寨段页岩油主要赋存于大一亚段下段至大二亚段
上段薄层灰岩与页岩夹层段［８１５］［图１（ｂ）］。该层段页
岩油与北美地区主要发育于海相页岩层系中的页岩油
区别较大，页岩油的可动性也应有较大的差别［１６］。页
岩油的可动性研究一般从页岩储层的油气赋存特征、
含油性及可动油量等方面进行评价，前两者涉及到资
源量，而后者涉及可开采资源量。可动油指在一定的
采油工艺条件下，在储层中可以流动且部分从油层中
产出的原油［１７１８］。但由于大安寨段岩性特殊，目前尚
未见到完全类似的可动性评价方法。

通过调研［１２，１９２８］，对比了国内外８大典型页岩油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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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和开发特征（表１）。其中，川中地区大安寨段以页岩、
灰岩为主，四川盆地凉高山组以页岩、砂岩互层为主，其
余地区的页岩油赋存岩性以泥岩、页岩和粉砂岩为主。
四川盆地大安寨段页岩油有机质含量相对较低，成熟度
较高，处于成熟—高成熟阶段，油质较轻，利于流动，平均

孔隙度为４７％，孔隙半径为０００５～０５８０μｍ，平均渗透
率为０８８９ｍＤ，其孔渗特征与大港油田沧东地区页岩油相
似，远小于中国其他地区的页岩油藏。川中地区大安寨段
页岩油的孔渗较低，孔隙半径小，渗流性和可动性均较差，
储层黏土矿物含量较高，脆性中等，因此不利于压裂。

图１　研究区构造位置及侏罗系地层柱状图［１］

犉犻犵．１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狊狋狉犪狋犻犵狉犪狆犺犻犮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表１　中外页岩油地质和开发特征对比

犜犪犫犾犲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犵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犱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犱狅犿犲狊狋犻犮犪狀犱犳狅狉犲犻犵狀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
典型
页岩油 岩性 储集深度／

ｍ
有效厚度／

ｍ
孔隙度／
％

孔隙半径／
μｍ

有机碳含量／
％

犚ｏ／
％

渗透率／
ｍＤ 压力系数原油密度／

（ｇ／ｃｍ３）
含油饱和度／

％
裂缝

发育程度泊松比杨氏模量／
ＧＰａ

美国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页岩油 钙质页岩 １２００～４３００　１５～１００９００ ２～８ ０６～１５０００１～

０００２ １４ ５５～８５ 发育 ０２４～
０２６ １０３

胜利油田
东营凹陷 泥页岩 ３３００～３６００ ８９０ ０３７～０７０　０６～１６７０５０～１０００１５６１２～１８０７７～０９３ 　１～８０ 较发育
大港油田
沧东凹陷 纹层状页岩 ３００～５０００１０～４０ ５８０００３８～０５２４１５～３５０５０～１１００１１～

４００ ０９～１２０８６～０８９　２８～６２５
吉木萨尔
地区

白云质粉砂岩、
灰岩、白云岩２５００～４８００　４～３３１１５０ ０１～１０ ３０～６００６６～１６３ ００１ １１～１８０８８～０９２ ５３～７５ ０３１～

０３５
２５２～
３４８

鄂尔多斯
盆地延长组

油页岩夹泥岩、
粉砂岩 ７００～２９００１０～８０ ８００ ２７０８ 　２０～１８００６０～１５０＜００１０６～０８０８４～０８６ ５３～８５ 较发育 ０２５ １７

大庆油田
页岩油

粉砂质泥岩、
页岩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５０～２００９８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６００７０～１６７００１１～

１６２０１２～１６０７８～０８７ ４０～８０ 发育
川中地区
大安寨段

页岩、
灰岩互层 ２５００～３５００１１～２０ ４７００００５～０５８００５０～５５７０６１～１７００８８９０８～１６０７７～０８７ ３０～８８ 较发育０１３０～

０２８３
１４０５～
４１２８

川中地区
凉高山组

页岩、
砂岩互层 ５００～３５００１０～４０ ３４９０００５～０２８８１５０～２５６１０～１８ ００７～

７９９ ０７６～０９０ 较发育

　　对大安寨段岩性特征及沉积相的研究表明，由于其
岩石类型多样［４，２９３１］（有含生物泥岩、泥质介壳灰岩、粉砂
岩、钙质介壳灰岩等），且夹层频繁发育，在元坝地区北西
部靠近湖盆边缘也存在泥页岩夹粉砂岩和介壳灰岩储
层［４，３２］。为便于预测出研究区的有利层段，采用全岩矿物
分区岩性与沉积构造结合的方法，按照介壳灰岩与泥页

岩的不同配置关系，划分出Ａ类、Ｂ类、Ｃ类、Ｄ类、Ｅ类共
５种岩性组合类型（表２、图２）。其中，Ｂ类岩性组合包含
１ｍ及以下厚度的介壳灰岩与页岩纹层组合，厚度大于
１ｍ及以上的介壳灰岩为Ａ类岩性储层，Ｃ类岩性组合包
含不等厚薄层介壳灰岩与泥页岩互层和纹层状灰质介壳
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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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大安寨段岩性组合类型划分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狋狔狆犲狊犻狀

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类型 岩性组合
Ａ 介壳灰岩
Ｂ 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
Ｃ 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
Ｄ 纯泥（页）岩
Ｅ 泥质粉砂岩

　　大安寨段所测样品黏土矿物含量相对较高，平均
为３７７７％；长石和石英含量平均为３０１７％；碳酸盐
类矿物含量平均为３００７％，其中，大一亚段和大三亚
段介壳灰岩的碳酸盐类矿物含量最高，平均为
９００９％。大二亚段纵向上为介壳灰岩与泥页岩频繁
交互，按５种岩性组合分类进行评价（图２）。在不同
岩性组合中，纯泥（页）岩（Ｄ类）的黏土矿物含量最高，
平均为４８６７％（图３）。

图２　大安寨段岩性组合分类
犉犻犵．２　犔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图３　大安寨段不同岩性组合岩性特征
犉犻犵．３　犔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

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龙岗—仁和区块大一亚段和大二亚段５种岩性组
合的１１９个样品的物性分析结果显示（图４），其平均
孔隙度为２３７％，平均渗透率为００７１ｍＤ；孔隙度为
１％～２％、渗透率在０～０００５ｍＤ的岩心最多，流体
流动能力差。不同岩性组合类型中，介壳灰岩储集性
最差，平均孔隙度为１６１％，渗透率为００３８ｍＤ，纹层

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的储集性最好，平均孔隙度为
３５１％，平均渗透率为０１０９ｍＤ。
　　通过研究区内川东褶皱带、梁平向斜和涪陵拔山
寺向斜区块大安寨段与龙岗—仁和区块的比较可以看
出，其为半深湖到浅湖过渡的储层，涪陵拔山寺向斜的
ＦＹ３２井大一亚段下部—大二ａ亚段上部为湖坡沉
积［３３］，其中，大一亚段物性如图５所示。相比较而言，
其厚层灰岩下泥页岩与薄层灰岩夹层段物性最好、有
机碳含量（ＴＯＣ）最高。第①段平均孔隙度为１０５％、
渗透率为０１９ｍＤ、ＴＯＣ为０２４％；第②段为厚层灰
岩、平均孔隙度为１５２％、渗透率为０１０ｍＤ、ＴＯＣ为
０１２％；第③段为泥页岩与灰岩交互段、平均孔隙度为
１２５％、渗透率为０２８ｍＤ、ＴＯＣ为１０１％。另据卢
炳雄［３４］对该区兴隆１０１井和涪页３２ＨＦ井的１６９个样
品分析发现，９８个灰岩样品的平均孔隙度为１１４％、渗透
率为０３５２ｍＤ，而５７个页岩样品的平均孔隙度为
１９０％、渗透率为１７６０ｍＤ。由此可以看出，上述泥页岩
与灰岩的交互层段的物性和ＴＯＣ均比纯灰岩段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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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大安寨段岩心孔隙度与渗透率分布
犉犻犵．４　犆狅狉犲狆狅狉狅狊犻狋狔犪狀犱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注：ＧＲ—自然伽马；ＬＬＳ—浅侧向电阻率；ＬＬＤ—深侧向电阻率；ＡＣ—声波时差；ＤＥＮ—补偿密度；ＴＯＣ—总有机碳。
图５　涪页３２犎犉井大一亚段储层综合柱状图

犉犻犵．５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犠犲犾犾犉狌狔犲３２犎犉犻狀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由不同岩性组合碳酸盐岩含量与流动能力关系（图６）
可以看出，大安寨段页岩储层的流动能力与碳酸盐岩比
例有直接关系，碳酸盐岩比例越高储层流动能力越差，比
例过低的纯泥岩储层流动能力也变差，即碳酸盐岩比例
过高将不利于页岩油产出，比例过低则成为纯泥岩也不
利页岩油产出。这与Ｓａｈｏｏ等［３５］认为的碳酸盐／石英比
是控制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井产能的最有效地质参数之一
相似。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储层主要含碳酸盐岩、其次为石
英和长石、黏土矿物主要为伊利石、伊／蒙混层和少量蒙
皂石，其黏土矿物含量远低于大安寨段页岩。这种特点
导致的产出特征与延长组７段（长７段）等以砂泥互层为
主的页岩油产出特征明显不同，长７段等砂泥型页岩则
是砂质含量越高越易高产［６，１３１４，３６３７］。

图６　大安寨段不同岩性组合碳酸盐岩含量与流动能力关系
犉犻犵．６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犻狋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犪狀犱犳犾狌犻犱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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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赋存特征与含油性
建立在碎屑岩基础上的储层赋存特征和含油性测

试和评价是相对较成熟的方法，但介壳灰岩—泥页岩
储层和砂岩—泥页岩储层特性相差较大。如长７段页
岩油主要赋存在生油层中的粉砂岩内，属于源内运移
赋存［３７］，在其上甜点和中甜点段均为粉砂岩与页岩薄
层交互发育层段，页岩油主要赋存在粉砂岩孔隙空间
中；而大安寨段的介壳灰岩非常致密，难以形成页岩生
烃后短距离运移并富集于灰岩中的赋存成藏模式。
２１　赋存空间特征及差异特点

扫描电镜（ＳＥＭ）结果显示，大安寨段页岩储层的
赋存空间以无机孔为主，有机质孔隙仅占７１５％，微
裂缝不发育（图７），与成熟度范围相对接近的美国晚
白垩纪海相浅水台地及斜坡沉积的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下
段页岩与泥灰岩薄互层相比而言（ＥａｇｅｌＦｏｒｄ组的
ＴＯＣ含量平均为３４３％［９］）、其有机质孔隙发育偏
低。大安寨段储渗空间整体具有多成因、多尺度孔缝

耦合共存的特点，孔隙结构复杂，如文献［１，３８］和图７
所描述的缝型孔等，需要联合表征其储集空间。

在岩心尺度下，虽然低温氮气吸附法结合高压压汞
法是比较常用的全孔径范围表征的方法，且微孔和介孔
表征是低温氮气吸附的优势［３９４２］，但难以表征微裂缝的
发育情况，而核磁共振法可弥补前两种方法在微裂缝识
别方面的缺陷，因此提出采用低温氮气吸附—高压压
汞—核磁共振联合表征页岩油储层的储集空间（图８）。
　　对５个不同岩样组合岩心同时进行低温氮气吸
附—高压压汞—核磁共振分析。当孔隙半径为０～
１００ｎｍ时，将氮气吸附曲线和高压压汞频率曲线的交
点作为两者的分界点，将分界点以前的曲线采用氮气吸
附曲线，将分界点以后的曲线用高压压汞曲线；当孔隙
半径为１００～２０００ｎｍ时，将高压压汞和核磁共振频率
曲线的交点作为两者的分界点，将分界点以前的曲线采
用高压压汞曲线，将分界点以后的曲线采用核磁共振曲
线，得到３段孔径分布频率数据。从图８可以看出，大
二亚段储层主要储集空间孔隙半径为００１～１００μｍ，

图７　大安寨段储层孔隙类型和特征［３８］

犉犻犵．７　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狆狅狉犲狋狔狆犲狊犪狀犱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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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氮气吸附—高压压汞—核磁共振法孔径分布
犉犻犵．８　犘狅狉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犫狔犿犲犪狀狊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犺犻犵犺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犿犲狉犮狌狉狔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犪狀犱狀狌犮犾犲犪狉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

１００μｍ以上的大孔和微裂缝分布很少，即大安寨段
主要发育微孔和介孔，大孔和微裂缝较少。从川中地
区２口取心井２０个大安寨段样品的高压压汞毛细管
压力曲线可以看出，毛细管压力曲线形态变化较大，具
有明显的“多模态”特征，反映了储层具有极强的非均
质性。

采用低温氮气吸附法，重点研究了微孔的基本结
构特点，所有的氮气吸附曲线均呈反“Ｓ”型，根据ＢＤ
ＤＴ［４１］分类和ＩＵＰＡＣ［４３４４］的滞留环分类标准，大安寨
段页岩的等温线属于分类中的Ⅳ型，Ｈ２型、Ｈ３型、
Ｈ４型滞后环特征，孔隙类型以平行板孔和圆柱型孔为
主体，纯泥（页）岩（Ｄ类）只发育球形和圆柱形孔，这种
孔隙有利于流体的吸附聚集，但不利于流体渗流。介壳
灰岩（Ａ类）主要发育球形孔和圆柱形孔，孤立的微小孔
隙较为发育，孔隙连通性不好；而泥质粉砂岩（Ｅ类）主
要发育圆柱形孔和平行板孔，从微孔到大孔各个孔径
段的孔隙均较发育，孔隙的连通性较好（图９—图１０）。
孔隙结构的不均一性和原油的高密度、高黏度特点会
导致页岩油赋存状态差异较大［３７］。
　　从流动的角度可考虑累积孔隙体积从大孔到小孔
的占比与含油饱和度相等时的最小喉道半径为页岩油
赋存的喉道半径下限，大于赋存喉道半径下限的孔喉
可认为是有效孔隙（表３）。从表３可以看出，层理缝
较为发育的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可赋存页
岩油储集空间占比最大达到６８７１％，在加压驱替过程中

有原油被驱替出，而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赋存喉
道半径下限最小，为５９５ｎｍ，可赋存页岩油储集空间
占６１６３％。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纹层状
灰质介壳页岩（Ｃ类）的有效孔喉多、赋存空间较好。
可以预见，Ｂ类和Ｃ类岩性频繁交互且以Ｃ类为主的
组合层段是大安寨段页岩油产出的有利层段。虽然升
温加压会使得吸附层厚度降低，流体中重质组分流动
性增强导致部分无效喉道转化成具有一定流动能力的
流动空间，但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岩性类型的优劣。
同时，Ｂ类和Ｃ类的薄互层和纹层还具有丰富的层理缝
等，成为可沟通孔隙、并提高页岩储层流动能力的裂缝类
型。当灰岩和页岩互层时，易形成页理缝或纹理缝，有利
于页岩油流动，节理缝等裂缝密集发育［１８］。
　　为进一步比较不同岩性组合孔隙结构的差异性，
以２条曲线上任意压力点所对应的汞饱和度之差小于
１０％为依据来表征岩石相所隐含的类型差异［３１］。依
据压汞曲线划分出的５种岩石物理相组合（图１１）可
以看出，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相对较好，其储集
空间结构存在一定的均一性。从流动空间的相对均一
性来看，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最好，可能是这种
储层层理缝相对较发育的原因。而裂缝不发育的介壳
灰岩（Ａ类）孔隙小而多，比较致密，能防止油气在储层
中逸散，在互层状页岩储层中可起到页岩油顶、底板保
存作用［４４］。Ａ类和Ｂ类之间为以Ｃ类为主的夹层组
合，具有较好流动能力的岩石物理相组合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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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ＬＡ１为龙安１井，ＲＡ１为仁安１井。
图９　大安寨段页岩储层毛细管压力曲线

犉犻犵．９　犆犪狆犻犾犾犪狉狔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犮狌狉狏犲狅犳狊犺犪犾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图１０　大安寨段页岩低温氮气吸附—解析曲线
犉犻犵．１０　犔狅狑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犪狀犪犾狔狋犻犮犪犾犮狌狉狏犲

狅犳狊犺犪犾犲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２２　赋存特征
页岩油的赋存状态一般分为游离态和吸附态［４５］。

部分学者考虑了干酪根中的溶解态页岩油，但实际上

针对可动性而言，较大孔隙空间中的游离态原油才是
开采的主要目标，吸附态的油膜被毛细管力和黏附
力等束缚不能参与流动、很难被采出［４６］。薄片荧光
显示释放了压力和轻质烃类以后的残留，并以吸附态
为主，且大部分赋存在基质孔、微裂缝和生物碎屑的边
缘（图１２）。
　　大安寨段黏土矿物含量高，更容易因吸附性更强
形成较大量的吸附油膜［４７］，导致游离态油减少。为定

表３　页岩油赋存喉道半径下限与孔隙体积占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犔狅狑犲狉狋犺狉狅犪狋狉犪犱犻狌狊犾犻犿犻狋犪狀犱狆狅狉犲狏狅犾狌犿犲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

犳狅狉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
岩性组合赋存喉道半径

下限／ｎｍ
小于赋存半径
下限占比／％

大于赋存半径
下限占比／％

Ａ ８６７ ４６７７ ５３２３
Ｂ ７０９ ３１３０ ６８７１
Ｃ ５９５ ３８３７ ６１６３
Ｄ ６４０ ４１６６ ５８３４
Ｅ ６４６ ３９６７ ６０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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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研究页岩油吸附量的大小，选取大安寨段纯泥（页）
岩样品（犚ｏ为１１９％，黏土矿物含量为５６４７％）进行
热模拟实验。将岩心样品置于高压釜内，加压３０ＭＰａ，模
拟地层压力，以２５℃为温度梯度，设置温度在３００～
４５０℃，并进行油、气产物的收集，对产物及时进行色
谱分析，建立模拟温度与犚ｏ之间的关系，计算出质

量产率，最后得到不同犚ｏ下的质量产率。实验结果
显示，犚ｏ在０９６％～１４７％时平均吸附态原油占比达
４８２５％［图１３（ａ）］。同时岩心常压加热抽提实验与荧
光薄片基本一致，吸附油占比达８１２５％［图１３（ｂ）］。
加压饱和岩心抽提实验结果显示，黏土矿物含量最高
的纯泥（页）岩（Ｄ类）表面页岩油吸附明显（图１３）。

图１１　大安寨段毛细管压力曲线及喉道分布曲线
犉犻犵．１１　犆犪狆犻犾犾犪狉狔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犪狀犱狋犺狉狅犪狋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图１２　四川盆地大安寨段页岩油赋存状态
犉犻犵．１２　犛犺犪犾犲狅犻犾狅犮犮狌狉狉犲狀犮犲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图１３　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页岩油吸附特征
犉犻犵．１３　犃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犻狀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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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相对压力为００５～０３５计算页岩单层吸附
量与吸附力常数。从介壳灰岩到纯泥岩的单分子层饱
和吸附量为００６１～３２５６ｃｍ３／ｇ、泥页岩平均饱和吸
附量为２５０７ｃｍ３／ｇ可以看出，纯泥（页）岩吸附量很
高，不易采出。由综合荧光、热模拟和常压加热抽提实
验结果可以看出，大安寨段页岩油整体上吸附态原油
较高，岩心常压加热抽提吸附态原油量比热模拟高，热
模拟是３００℃以内的解析量、所测吸附态原油量偏低。
抽提法实验结果显示，不同岩性组合下吸附态原油的
相对大小以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中所取岩心
吸附态最少。仪陇—南充地区大安寨段的７８件岩心
的平均吸附占比为７２９４％。因此，大安寨段液态页
岩油以吸附态为主，游离态的自由烃占２７０６％。
２３　含油性

平面上川东北仪陇地区ＴＯＣ含量较高，川西南遂
宁、合川地区一带ＴＯＣ含量最低［１］（图１４），与该区
２０２１年在大安寨段的２口探井显示是一致的，靠近仪陇
地区的龙安１井的平均含油饱和度指数为１０５０６ｍｇ／ｇ，
而其西南方向的仁安１井大安寨段平均含油饱和度指
数为８７１７ｍｇ／ｇ。

在岩性组合上，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含油量、灰岩高
于生物扰动泥岩不同［４７］，大安寨段灰岩致密、其含油
量最低。测试结果显示，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有

机质丰度最高且含油性最好，ＴＯＣ含量在０７７％～
４４８％、平均为４０２％，犚ｏ为０７％～１４％、平均为
１１１％（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下段相当［４８］），ＯＳＩ（含油饱
和度指数，以ＴＯＣ为标准）为１７２２～２９９６８ｍｇ／ｇ、
平均为１２１８６ｍｇ／ｇ，其犛１也最大，平均为２０８ｍｇ／ｇ。
如果考虑岩性组合吸附性差异、储层的品质和可动性
特征（表４），则介壳灰岩与泥页岩互层（Ｂ类）和纹层
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组合层段则是较好的储层。

图１４　中国石油矿权区大安寨段犜犗犆平面分布［１］

犉犻犵．１４　犜犗犆狆犾犪狀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犻狀
犘犲狋狉狅犆犺犻狀犪犿犻狀犻狀犵狉犻犵犺狋犪狉犲犪

表４　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页岩油可动特征
犜犪犫犾犲４　犕狅狏犪犫犾犲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犻狀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岩相组合 ＴＯＣ／％ 犚ｏ／％ 犛１／（ｍｇ／ｇ）ＯＳＩ／（ｍｇ／ｇ）孔隙度／％渗透率／ｍＤ
Ａ ０８５～１４００６２～１２０ ０６３ １２５～１１０５ １６１ ００３８
Ｂ ０７０～２４３０７０～１２９ ０８８ １４３～１１０５ ２８４ ００５４
Ｃ ０７７～４５００７０～１４０ ２０８ １７２～２９９７ ３５１ ０１０９
Ｄ ０５０～２３００８５～１４０ １２８ １８４～１６１２ １７９ ００３３
Ｅ ０９２～２１００８２～１４０ １１８ ４４２～１２１８ １７２ ００３１

３　不同岩性组合可动性综合分析
３１　犗犛犐指标界限

国内外一般均采用Ｊａｒｖｉｅ等［４６］统计的Ｂａｋｋｅｎ、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Ｍｏｎｔｎｅｙ等北美地区主要的海
相页岩油产层得到的１００ｍｇ／ｇ为页岩油可动性门
限［４９５１］。余志远等［１３］将排烃门限对应的泥页岩最大
含油量看作是页岩油可动的下限值。黄振凯等［１４］确
定鄂尔多斯ＯＳＩ为７０ｍｇ／ｇ，认为犛１—ＴＯＣ交会图上
位于可动烃门限线左侧区域为可动区。针对以石英
砂含量为主的地层ＯＳＩ是可以降低的特征，如长庆
油田的长７段页岩段，不同矿物吸附能力强弱顺序
为黏土矿物＞黄铁矿＞石英＞方解石［１８］。但大安寨
段页岩的黏土矿物含量高、微裂缝不发育，介壳灰岩

又非常致密，导致页岩油与黏土矿物的接触大大增
加，从而吸附更强。通过大安寨段储层的岩石热解参
数剖面以及不同地球化学包络线对比（图１５）可见，大安
寨段页岩可动油的ＯＳＩ指标下限达到１２０ｍｇ／ｇ。这就
是按照１００ｍｇ／ｇ为标准，对大安寨段Ｄ类储层段为
主部署龙安１井、仁安１井、南充２Ｈ井等探井均未获
得产能突破的主要原因之一。笔者研究的９５个实验
样品中，仅有２８４２％的样品的ＯＳＩ＞１２０ｍｇ／ｇ，且其
中６２９６％都为大一亚段下部和大二ａ亚段上部的纹
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根据美国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
岩油的统计分析，其下段东南方向页岩凝析油气产量
随碳酸盐岩薄层数增加而增大［５２］。可以推测，纹层状
灰质介壳页岩（Ｃ类）交互段是大安寨段主要页岩油产
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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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不同岩性组合的页岩油可动性
通常采用含油饱和度、可动油量和可动油质量比

来比较和表述页岩油的可动程度。除各种计算方
法［５３５８］外，常用抽提法以及渗吸、离心、驱替和核磁共
振结合法［１０１１，５９］，也有研究者提出核磁共振犜１—犜２
相关谱剥离有机质总信号强度，并获得与岩石热解参
数的关系，从而确定犛１后计算得到可动油下限［３１］。
除采用抽提法、离心—核磁共振法外，笔者还采用了岩
石热解—离心核磁共振法比较不同岩性组合页岩油的
可动性。测试样品均来自龙安１井和仁安１井。

石油醚加热抽提法（图１６）显示，泥页岩与介壳灰
岩互层（Ｂ类）可动油饱和度最大，分布于２２８１％～
３０１０％，平均值为２８４０％。实验结果显示，大安寨
段页岩在３９６ＭＰａ离心力后不再有油产出，可采用

离心—核磁共振法离心前后的核磁共振信号量之
差（图１７）来表达，可动油饱和度为１０８％～３２８％，
同样是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的可动油饱和度
最大，平均为２６４０％；其次为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
类）。虽然岩性不同，但其可动油饱和度与青山口组页
岩核磁共振—离心测井法平均值２３９％～３６８％和
博兴洼陷樊页１井核磁共振—离心法可动比例主体在
２０％～３０％较为相似［６０］，产出潜力也应具有相似性。
　　当采用质量比来表达可动性时，即定义可动油质量
占饱和油质量的百分比为可动油率。大安寨段页岩可动
油率为１２１８％～５５６９％、平均为２７８８％（图１８），泥页
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的可动油率最高，为３２７８％。

由于孔隙度小、可动油饱和度和可动油率对页岩
油的可动性不直观，可动油量的比较则更为直接。页

图１５　大安寨段典型页岩油井热解参数剖面（龙安１井、仁安１井）
犉犻犵．１５　犘狉狅犳犻犾犲狅犳狆狔狉狅犾狔狊犻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犳狅狉狋狔狆犻犮犪犾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狑犲犾犾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图１６　大安寨段页岩含油饱和度与可动油饱和度
犉犻犵．１６　犗犻犾狊犪狋狌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犿狅狏犪犫犾犲狅犻犾狊犪狋狌狉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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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离心—核磁共振曲线
犉犻犵．１７　犆犲狀狋狉犻犳狌犵犪犾狀狌犮犾犲犪狉犿犪犵狀犲狋犻犮狉犲狊狅狀犪狀犮犲犮狌狉狏犲犻狀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图１８　可动油率与孔隙度、渗透率关系
犉犻犵．１８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犿狅狏犪犫犾犲狅犻犾狉犪狋犲狑犻狋犺狆狅狉狅狊犻狋狔犪狀犱狆犲狉犿犲犪犫犻犾犻狋狔

岩可动油含量是指每克页岩中所含的非吸附的、可动的
液态烃含量［６１］。郭秋麟等［６２］认为，犛１在热解至２００℃
以前释放的烃类为可动烃，可能偏小。此时，可动油赋
存孔径下限达到了０４μｍ。
　　Ｍｉｃｈａｅｌ等［６３］认为，几乎所有的热解犛１都是可动
油。由图１９可知，饱和—离心核磁共振法大安寨段页
岩油平均可动下限为０１２μｍ，同样考虑图８的孔径分
布可知，其下限也是偏高的。在所有测试中，在压汞＋
抽提法、饱和—离心核磁共振法和岩石热解＋核磁共
振法下限研究中，压汞＋抽提法最小，但因采用的是高
压压汞与页岩油主要以渗吸采出相差较大，因此考虑
饱和—离心核磁共振法和岩石热解＋核磁共振法的最
低可动下限值为１００ｎｍ。研究结果表明，热解分析的
结果相对偏高，因此在后续的研究中，优先选择岩石热
解＋离心核磁共振法确定研究区可动油量。

当将所有针对全部岩相不同测试方法所获得的结
果取平均值，因泥页岩（Ｄ类）采用饱和＋离心核磁共

振法的下限达到２１０ｎｍ，使大安寨段的可动下限值达
到了１５５ｎｍ（图２０）。

将中国致密油、页岩油藏和美国最接近的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组上、下段对比可见，大安寨段的平均出油孔径
下限均高于其他的页岩油类型，采出难度偏大。但如
果仅考虑Ｂ类／Ｃ类岩性交互组合的层段，则可动孔径
下限和长７段及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下段相近，显示在大安
寨段内部寻找Ｂ类／Ｃ类岩性交互组合、且具有一定厚
度的储层段应有较好的页岩油产出可能性（图２１）。

实际上热解犛１不是全部可动的。Ａ类、Ｂ类、Ｃ
类、Ｄ类和Ｅ类岩性组合的平均犛１分别为０６２ｍｇ／ｇ、
１３４ｍｇ／ｇ、１７５ｍｇ／ｇ、１２０ｍｇ／ｇ和１１８ｍｇ／ｇ。可
以看出，随着岩性向泥页岩转变，犛１先增大、后减小，故选
择用储集空间类型好、抽提法测试吸附量最小和离心—
核磁共振法可动量最大的介壳灰岩与泥页岩互层（Ｂ类）
来确定犛１中的可动比例。犛１为２０５ｍｇ／ｇ，根据离心前
后的可动油峰面积差计算可动油量为０９６４７ｍｇ／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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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动油量仅为犛１的４７０６％。这说明，犛１中还有
约５０％的烃在纳米孔中难以采出，需要建立相应的理
论方法来预测可动烃量，以便于可动量的推算。

图１９　岩石热解—核磁共振曲线
犉犻犵．１９　犚狅犮犽狆狔狉狅犾狔狊犻狊犖犕犚犮狌狉狏犲

图２０　不同岩性组合饱和—核磁共振测试可动喉道下限
犉犻犵．２０　犔狅狑犲狉犾犻犿犻狋狅犳犿狅狏犪犫犾犲狋犺狉狅犪狋犳狉狅犿狊犪狋狌狉犪狋犻狅狀犖犕犚

狋犲狊狋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犾犻狋犺狅犾狅犵犻犮犮狅犿犫犻狀犪狋犻狅狀

图２１　国内外致密油、页岩油平均可动喉道下限对比
犉犻犵．２１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犪狏犲狉犪犵犲犾狅狑犲狉犿狅狏犪犫犾犲狋犺狉狅犪狋犾犻犿犻狋犳狅狉

狋犻犵犺狋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犪狋犺狅犿犲犪狀犱犪犫狉狅犪犱

　　基于王民等［３９］提出的新边界流动模型，纯粹从物
理流动角度考虑，依据石油流体动力与壁面摩擦阻力
平衡点划分出“黏滞不可动”层，但实际上因孔隙内流
体接触的是混合矿物成分，故黏滞不可动层的厚度难
以准确确定，而用固体和流体分子间作用力建立的吸
附层厚度常被误认为是吸附流体和体相流体的分界；
此外，该流动模型中也未充分考虑到流体性质和孔隙
结构对吸附比例的影响。从开采角度来看，实际上不
可动层厚度是吸附层厚度和水力边界层厚度的总和。
如四川盆地大安寨段和凉高山组的流体性质差别较大，
侏罗系湖相页岩油的原油密度为０８０～０８９ｇ／ｃｍ３，原油
黏度为００２９８～２１６８００ｍＰａ·ｓ，而凉高山组的原油
性质整体优于大安寨段（图２２）。
　　原油物理性质测试、ＰＶＴ分析以及现场获产井流
体性质资料显示，川东仪陇龙岗地区获得工业突破的龙
安１井，流体性质较好，地下凝析气密度低于０３ｇ／ｃｍ３，
原油密度为０８０ｇ／ｃｍ３、黏度为３２５ｍＰａ·ｓ，气油比

图２２　四川盆地侏罗系页岩流体性质对比
犉犻犵．２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犳犾狌犻犱狆狉狅狆犲狉狋犻犲狊狅犳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狊犺犪犾犲犻狀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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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近１０００ｍ３／ｍ３。对已获产量的大安寨段页岩油井
的测试产量与流体性质关系进行分析的结果表明，测
试产量与密度呈幂函数关系，与黏度呈对数函数关系，

且均为负相关，随密度和黏度的减小而增大（图２３）。
因此，密度小、黏度低的页岩油的吸附性较小且易于
流动。

图２３　大安寨段页岩油密度、黏度与测试产量的关系
犉犻犵．２３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狅犻犾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狉狏犻狊犮狅狊犻狋狔犪狀犱狋犲狊狋狔犻犲犾犱狅犳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在孔隙结构影响流动方面，大安寨段页岩作为多
孔隙固体，其分形维数大小为２～３（图２４），符合多孔
隙固体孔隙系统的分形意义，而分形维数可反映页岩
的表面粗糙程度和非均质性。

图２４　氮气吸附分形维数分段计算
犉犻犵．２４　犉狉犪犮狋犪犾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狅犳狀犻狋狉狅犵犲狀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犻狀犲犪犮犺狊犲犮狋犻狅狀

　　当分形维数接近２时，多孔固体表面越平滑，非均
质性越弱；当分形维数接近３时，表面越粗糙，非均质
性越强［１５］。依据氮气吸附、脱附曲线在狆ｒ＝０１０以
下（犱＝１６９ｎｍ，也就是ＩＵＰＡＣ分类标准的小孔）不
发生解析，在狆ｒ＝０５０时发生毛细管凝聚现象，且在
狆ｒ＝０９５之后（犱＞５０９１ｎｍ，为大孔）吸附量急剧增
大。笔者分别以狆ｒ为０１０、０５０、０９５作为分界点，
将页岩孔径分为４段进行分形维数计算，从而更好地
达到孔径分形表征的目的。当狆ｒ＝０１时对应的孔隙
直径为１６９ｎｍ，按照每层为０４ｎｍ、共４层分子层吸

附来计算，此孔径及以下的页岩油全为吸附态。而前
述研究结果表明，可动部分大多赋存在５０９１ｎｍ以上
的大孔中，因此这与孔隙结构相关。在黏滞不可动理
论基础上，考虑孔隙结构的整体分形维数为：

犇＝４犇１×犇２×犇３×犇槡 ４ （１）
　　因此，利用考虑表面粗糙度以及孔隙结构的特征
参数（分型维数犇）以及平均孔隙半径来表征大安寨段
难以确定的页岩吸附边界层厚度；同时，考虑脱气原油
密度对吸附性的影响，笔者引入目标井的原油密度与
研究区最大页岩油密度之比计算吸附油占比，提出了
一种页岩油可动油量计算新方法：

犃ｍｏ＝犆Ｔｏ１－犞ｏａｄｓ犞（ ）ｐ
＝

犆Ｔｏ１－π狉
２犔ρｒ犛ＢＥＴ狉犇
π狉２犔

ρｏ
ρ（）［ ］ｍａｘ

＝

犆Ｔｏ１－犔ρｒ犛ＢＥＴ狉犇
ρｏ
ρ（）［ ］ｍａｘ

（２）

　　按式（２）计算得到的不可动油比例与实验室石油
醚抽提法得到的吸附油占比的平均相对误差为
６６１％。而按照郑民等［６４］的理论计算结果则与实验
相比相差较大（表５）。这表明，本文方法较为合理，同
时也说明页岩油吸附边界层厚度可利用岩心压汞和氮
气吸附实验数据通过分形维数确定，从而推算出大安
寨段不同岩性可动油量。通过比较不可动油的比
例（表４）可以看出，Ｂ类、Ｃ类和砂岩Ｅ类的不可动比
例相对于纯介壳灰岩和纯泥岩而言都低，可动性明显
高于纯灰岩Ａ类和纯泥岩Ｄ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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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理论计算与实验的不可动油比例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犺犲狅狉犲狋犻犮犪犾犮犪犾犮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犪狀犱犲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犻犿犿狅狏犪犫犾犲狅犻犾狉犪狋犻狅狊

组合类型 不可动油比例／％
（据郑民流动模型计算）

不可动油比例／％
（吸附边界层厚度重新定义）

石油醚抽提不可
动油比例／％

相对误差
（绝对值）／％

介壳灰岩 ３７４１ ８３０６ ８５０５ ２３５
泥页岩与介壳灰岩等厚互层 ３０７９ ６７４２ ６５５２ ２９１
泥页岩与介壳灰岩等厚互层 ３４５２ ７８９５ ７４２７ ６３０
不等厚介壳灰岩与泥页岩互层 ２６２５ ５７１７ ６６１９ １３６３
不等厚介壳灰岩与泥页岩互层 ２３８７ ５０９０ ５７４４ １１３９
不等厚介壳灰岩与泥页岩互层 ３０１４ ６３５９ ６５３４ ２６８

纹层状灰质介壳泥岩 ３１４７ ６３９５ ７３１５ １２５８
纹层状灰质介壳泥岩 ３１９２ ６４６８ ６５２１ ０８１

纯泥（页）岩 ４１９２ ９１５０ ８５４３ ７１０
泥质粉砂岩 ２７１４ ６０３８ ５８８５ ２５９
泥质粉砂岩 ２８０３ ６２２７ ６９４９ １０３９

　　实验和理论分析结果表明，大安寨段纹层状灰质介
壳页岩（Ｃ类）的储集空间类型相对最好，其平均氮气孔隙
度（３９０％）、渗透率（００３５０ｍＤ）以及有机质丰度最高，含
油性也最好，ＴＯＣ平均为４０２％，犚ｏ平均为１１１％，
犛１平均为２０８ｍｇ／ｇ，ＯＳＩ平均为１２１８６ｍｇ／ｇ，且
ＯＳＩ＞１２０ｍｇ／ｇ的样品占比最大，总含油指数平均为
１２２１ｍｇ／ｇ。而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的可动
性最好，采油指数为３４ｍｇ／ｇ，平均可动油率为３２７８％，
可动油饱和度为２６４０％，可动油量为０００５ｔ／ｍ３。
因此，在纯介壳灰岩为顶、底板的夹层段中，介壳灰岩
与泥页岩互层（Ｂ类）和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以
及砂岩交互组合层段是有利于页岩油产出的层段。
　　从机理上可以看出，该组合纯页岩生烃通过极短
距离运聚滞留在灰岩孔隙和层理缝等微裂缝，其具有
较好的页岩油产出能力，自生自储，并捕获大安寨段内
其他的源岩生烃，因此该组合层段是最优的，故层理
缝、页理缝以及节理缝较为发育的夹层型或互层型为
研究区的有利岩性组合类型，这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
有一定的相似性。
Ｓａｈｏｏ等［３５］研究认为，富烃的方解石／石英比大于４

的碳酸盐岩层、方解石／石英处于２～４的灰岩与页岩混
合层以及富烃的硅质页岩层是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的组合
产油段。统计分析认为，３种岩性组合的厚度占层段比增
加产量增加，即夹层频率增加产量增加；而烃含量低的泥
岩、碳酸盐岩、混合页岩和硅质页岩以及高含烃的纯泥岩
均不是有利产出岩性段。冯明友等［６５］研究发现，页岩与
介壳灰岩不等厚的大安寨段互层页岩中存在发育良好的
不同结构特征的水平方解石脉体、薄层介壳灰岩夹层中
也发育有方解石，虽然湖相沉积的大安寨段ＴＯＣ含量低
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海相沉积，但也可进一步说明，Ｂ类／Ｃ类
岩性交互组合层段是大安寨段页岩油最优可动对象。
３３　有利页岩储层的可压性

地质—工程一体化是目前通常的页岩油气开采基

本方法，其强调地质甜点和工程甜点结合、以求取高产
和相对稳产。在地质基础条件中，通过油层物理和地球
化学等各种基础实验确定可动性是有利层段评价（评
层）和有利区选择（选区）的基础。页岩油的可动性评
价在评层选区的综合研究完成后，页岩油的可动性问
题就转化为工程问题，此时工程因素就成为页岩油可
动性的主要问题。工程因素最主要的方面是储层的可
压性。可压性的工程地质分析主要包括储层的孔隙结
构及物性、裂缝发育情况、矿物成分、地应力特点、岩石
力学特征和脆性指数。在工程上通常将这些影响关联
为可压性指标表达。研究表明，除纯灰岩和泥页岩外，
互夹层Ｂ类、Ｃ类和Ｅ类是大安寨段页岩油的有利产
出层段，这种互夹层的可压性是大安寨段页岩油可动
性的工程核心问题。

王良等［６６］认为，四川盆地大安寨段页岩油储层可
压性与中国其他页岩油储层的主要区别是：储层具有
一定的可塑性，页岩与灰岩、砂岩交互的特征不利于裂
缝在纵向上扩展。事实上、可压性的核心参数主要还
是弹性模量和泊松比，脆性是综合反映，针对不同岩性
层段测试获得的岩石力学参数见表６。

表６　龙安１井的岩石力学实验数据
犜犪犫犾犲６　犚狅犮犽犿犲犮犺犪狀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犠犲犾犾犔犃１

样品 杨氏模量／
ＧＰａ 泊松比破裂压力／

ＭＰａ
破裂压力梯度／
（ＭＰａ／ｍ）

Ａ１（介壳灰岩）２７６４６０２７３５７１６７ ００１６５
Ａ２（块状含泥
介壳灰岩） ４１２８１０１９０４８２９０ ００１３９
Ｂ２（泥岩与
介壳灰岩互层）１１８８３０２７４５７４４０ ００１６５
Ｃ３（泥页岩夹
薄层介壳灰岩）１５４８３０１７８４８０７７ ００１３６
Ｃ４（泥页岩夹
纹层介壳灰岩）１９８０００１３０４５２９０ ００１３０
Ｃ５（泥页岩夹
纹层介壳灰岩）１４０４９０１３９４３９９８ ００１２５
Ｄ５（纯泥岩） ２１５０４０２８３５８４８９ ００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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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弹性模量体现刚性、泊松比体现韧性。Ｂ类岩性
储层的杨氏模量和抗压强度在所测样品中最低、但其
泊松比达到０２７，显示其易破坏但具有一定程度的塑
性、不易产生裂缝的特征；Ｃ类岩性储层的杨氏模量和
抗压强度高于Ｂ类岩性储层但低于灰岩Ａ类和纯泥
岩Ｄ类，且泊松比较低、平均值为０１４９，显示出比Ａ
类和Ｄ类岩性易破裂和低韧性的脆性特征，同时Ｃ类
储层的破裂压力及破裂压力梯度也最小。由于Ｂ类
和Ｃ类交互形成的有利层段具有一定韧性，岩石力学
实验中也发现，Ｃ类形成的均为劈裂形式的缝，Ｂ类不
容易成缝。因此，Ｃ类是较有利的岩性层段。

利用可压性模型对四川盆地川中地区进行可压性
评价，平均可压性指数为０４４，因此还需通过一定的
工艺措施提升裂缝复杂程度，以提高改造效果［６６］。由
于其最大水平主应力为６６３ＭＰａ，最小水平主应力为
５５５ＭＰａ，水平应力差为１０８，因此很难通过压裂诱
导应力克服两向应力差形成复杂缝。综合来看，密切
割＋滑溜水大规模压裂＋前置酸＋高强度加砂可能是
形成有效缝网的途径，甚至对较厚的夹层型介壳灰岩
层采用前置酸＋胶凝酸酸压＋闭合酸酸化的复合酸压
工艺；整体上可能需要大规模复合酸压高强度加砂储
层改造，以提高其可动性。参考国内外页岩油藏的储

层改造［６７７０］，压裂段分段簇间距为１５～２０ｍ，单段射
孔为３～５簇，前置酸用量一般为５～１０ｍ３，加砂强度
为２０～２５ｔ／ｍ，支撑剂采用３０／５０目陶粒。
３４　可动性综合评价指标及方法

研究区页岩油可动性主要受储集空间、孔喉特征、
可压裂性、含油性和可采性的综合控制，在可压裂因素
中包括岩石强度和矿物成分，可采性方面则主要包括
流体性质、吸附性和可采性等。为建立各指标之间的
所属关系，筛选有用指标，摒弃影响不明显的指标，采
用模糊层次分析法［６５］分析了储集空间、孔喉特征、可
压裂性、含油性和可采性等基本指标，在此基础上进一
步研究页岩油可动性评价指标体系。

模糊层次分析法初期选择参数主要是考虑反映储
层物性、孔喉结构、岩石强度、矿物成分、流体性质、吸
附性、含油性等因素的叠加作用。因此，选择孔隙度、
渗透率、可动流体饱和度、分选系数、平均半径、分形维
数、弹性模量、泊松比、脆性指数、石英质、黏土矿物、碳
酸盐含量、犚ｏ、ＴＯＣ、犛１＋犛２、含油饱和度、ＯＳＩ、采油指
数、可动油饱和度、吸附力常数、饱和吸附量、气油比、
原油密度２３个影响因素（图２５）进行相关性分析和灰
色关联，优选出最有利的指标，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可动
性综合评价体系。

图２５　可动性评价参数指标体系
犉犻犵．２５　犕狅犫犻犾犻狋狔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犻狀犱犲狓狊狔狊狋犲犿

　　为定量描述任意两个参数重要程度的相对关系，
在模糊矩阵定义的基础之上［７１］，依据各影响因素的相
对重要程度，采用广泛应用的九标度法［７２］来对其进行
衡量。通过各元素之间的两两比较以及模糊矩阵的性
质［７１］，构建出模糊判断矩阵。当完成各级指标模糊判
断矩阵构建后，采用和积法求权重。和积法是将犃的
列向量上元素归一化后取平均值作为犃的特征向
量［７３］。同时，在数据规范化过程中分别对应与可动性

呈正相关关系的因素和与可动性呈负相关关系的因
素（狓犻），分类采用平移极差变换法处理［７４］。分级指标
权重求解完成后，通过一级、二级、三级指标权重值的
乘积，得到单因素综合权重值：

珡狑犻＝珡狑１犻×珡狑２犻珡狑３犻 （３）
　　在最终权重值的基础上，结合各因素的参数值，进
一步求得单因素评价系数为：

珨犕犻＝珡狑犻×狓犻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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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不同岩性组合，不同层段的单因素评价系数求
和，便可得到对应的综合评价系数：

犕＝∑
狀

犻＝１
（珡狑犻×狓犻） （５）

　　将得到的大安寨段２３个影响因素的单因素综合评
价系数进行排序，并求得其平均值为００００７５７。筛除小
于或等于平均值的影响因素，最终筛选出大安寨段主要
影响因素有１０个（表７），分别涵盖了较为重要的５大类
指标：含油气性（含油饱和度、犚ｏ），可采性（原油密度、可动
油饱和度、气油比），储集空间（渗透率），孔喉特征（分形维
数），可压裂性（弹性模量、黏土矿物）。气油比和原油密
度具有一定关联，但在ＰＶＴ取样测试和生产中发现，
所产凝析油的蜡质含量较高，会增加地层流体的吸附
性和降低流动能力。因此，这二者不能等同或删减，另
外含油性和犚ｏ也是必须的参数。

利用筛选出的１０个因素分析不同岩性组合的可
动性。综合评价系数对比表明，泥页岩与介壳灰岩互
层的系数最高，为００１８１１７，介壳灰岩（Ａ类）系数最
小（图２６）。这表明，不等厚纹层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
的可动性最好，与大安寨段已获产量页岩油井的岩性

组合具有一致性，也与原老井上试获得产油在层段上
是一致的。在５口老井中，金１５井和金５７井在大一
亚段下部和大二亚段上部的产油量高，金１５井产油量
达到１０ｔ／ｄ、累积产油量达到１９５×１０４ｔ；而金５７井
日产量虽然略低，但累积产油量达到２６４×１０４ｔ。比
较这５口井的累积产油量和灰岩／页岩夹层频率比可以
看到，累积产油量和夹层频率呈正比，夹层（或互层）频率
大的层段是大安寨段页岩油开采潜力层段，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
组下段夹层频率变高产量呈正比的规律一致［５２，７５７６］。

表７　大安寨段单因素评价系数
犜犪犫犾犲７　犝狀犻狏犪狉犻犪狋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犳犪犮狋狅狉狊狅犳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排序 参数 综合评价因子
１ 含油饱和度 ０００１８３５
２ 原油密度 ０００１７６８
３ 可动油饱和度 ０００１２９３
４ 犚ｏ ０００１２４８
５ 气油比 ０００１１９８
６ 弹性模量 ０００１０５５
７ ＯＳＩ ００００９９５
８ 黏土矿物含量 ００００８５８
９ 渗透率 ００００８２５
１０ 分形维数 ００００８１４

图２６　可动性综合评价系数对比
犉犻犵．２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狊狅犳犿狅狏犪犫犻犾犻狋狔

４　大安寨段页岩油有利区及层段
４１　地质成因及分布规律

川东北地区在早侏罗世为大巴山前陆盆地的前渊
坳陷区［１］，大安寨段为早侏罗世最大湖泛期沉积，以发
育页岩与介壳灰岩互层为主［８］，平面上可划分为滨湖、
浅湖和半深湖３个环带状亚相区［１８］。其中，大一亚
段、大三亚段主要发育滨—浅湖高能介壳滩体；大二亚
段主要发育浅湖—半深湖泥页岩。大安寨段页岩油从
川中遂宁—南充—仪陇地区向川北苍溪和川东北营
山—巴中地区方向，沉积相变化为介壳滩—浅湖—半
深湖，根据其埋深和热成熟度情况，流体性质由普通原
油—挥发油—凝析气—干气变化，苍溪元坝区块向北

犚ｏ可达１９％，该地区的ＹＹ２井犚ｏ为１８％～１９％、
在大安寨段页岩段为干气，因此从川中西部埋深约
２５００ｍ向ＮＥ方向随埋深增加到３５００ｍ，具有明显的
油气分带特征。

这种情况和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从ＮＷ向ＳＥ向
随埋深的增加、由轻质原油—挥发油—凝析气—干
气的变化类似［７５］；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划分的轻质
油—凝析气分界气油比约为５３４ｍ３／ｍ３，实际上这个
值还处于挥发油范围；其凝析气和干气的分界以气油
比为８９００ｍ３／ｍ３为依据，而一般认为凝析气到干气
的气油比界限为１０６８６ｍ３／ｍ３。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除油气分带特征外，还有一个
典型特点就是凝析气和干气的分界（除中段向东的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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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马伦县一段外）几乎与Ｅｄｗａｒｄｓ陆棚边缘的坡
折线一致［７６］，转折线以北是凝析气、以南原接近海岸的
陆棚带逐渐变为干气（湿气）。根据其气油比（ＧＯＲ）可
以看出，陆棚边缘坡折线以南具有相当高的凝析油产
量。产油和产气在埋深上发生了反转，即随构造运动
发生了埋深反转形成原深水部分现今埋藏浅、该区域
主要为油和凝析气；而原来的浅水陆棚到海岸一带现
今埋深增加、该区域由凝析气转变到干气（湿气）。陆
棚坡折线附近及随埋深增加、碳酸盐岩薄层交互发育
的浅水陆棚到海岸线沉积带产量变高［７７］。川东北地
区元坝、涪陵地区大安寨段测试获高产页岩气井的压
力系数为１４１～２０９。根据测井资料的有效应力法
解释结果显示，大安寨段地层压力系数具有由南向北
增高的趋势，异常高压区（压力系数大于１２）主要分布
在仪陇—南部—射洪一带［１８］。川中地区三台—仪陇地
区以及南充一带互层型岩性组合发育，黑色页岩（ＴＯＣ＞
１５％）厚度普遍大于１０ｍ，主体分布在１５～２０ｍ，热
演化程度适中，犚ｏ为１０％～１５％，龙岗—仁和区块
平均孔隙度为２３７％，平均渗透率为００７１ｍＤ，压力
系数为１３～１７，ＴＯＣ＞１５％。

比较看来，大安寨段不同沉积相带间以及同一沉
积相的坡折带也有这种油气类型和储层品质的变化，
这在川中—川北、川东梁平向斜和涪陵拔山寺向斜往
ＳＷ方向较为明显，主要在川中—川东北地区一带；在
湖坡带的介壳灰岩和页岩交互沉积也比较频繁［７８８３］，
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下段Ｅｄｗａｒｄｓ陆棚坡折线往海岸方
向的浅海沉积形成碳酸盐岩薄层和页岩交互沉积相类
似。虽然湖相和海相沉积在诸多方面不同，但还是体
现了一定程度的相似性，只是湖相的沉积不如海相稳
定，且平面变化快。因此，考虑前述的各项均指向介壳
灰岩与泥页岩互层（Ｂ类）和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
类）组合层段为有利岩性组合，结合中国石化元坝部分
地区（三角洲到浅湖沉积）存在泥页岩夹砂岩和灰岩且
产干气的情况［３２，８０］认为，介壳灰岩与泥页岩薄互层和
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形成的夹层型挥发油到凝析气以
至干气类型、是大安寨段除大一亚段和大三亚段块状
灰岩段外的主要页岩油气类型，平面上主体处于南充
北—阆中—仪陇—巴中平昌地区一带。
４２　纵向有利层段

将大安寨段获得突破出油的龙安１井划分为１０
个小层，以各个层段为例进行了其综合评价系数计
算（图２７），从根据井深变化计算综合评价系数与其他
参数绘制的综合柱状图（图２８）可以看出，在３４８６１９ｍ
约为１ｍ厚的块状含泥介壳灰岩顶板和３５０２７０ｍ处
的介壳灰岩底板之间夹有含油性好、可动性好的泥页

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和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
类），故位于大一亚段下部和大二ａ亚段上部的
３４８６１９～３５０２７０ｍ储层为有利层段１。同理，位于
大二ｂ亚段中部的３５１２７～３５２４８ｍ储层为有利层
段２（图２８），且这两个有利层段夹层频率高。

考虑大一亚段上部灰岩的厚度比大二亚段中部灰
岩的厚度大得多且前者的平面连续性比后者连续性好
得多，因此有利层段１的潜力大于有利层段２。突破
出油的龙安１井主要产出层段为前述的有利层段２，
突破井龙兴１井则是有利层段１的典型表现，纹层状
灰质介壳页岩（Ｃ类）为其主体成分。同时，因南充向南
到遂宁一带成熟度降低，大二亚段内有利层段２（仁安１
井）的出油量很少，且油质稠、胶质沥青质含量高、黏度
大、气油比低；川中—川东地区因华蓥山断裂带的作
用，保存条件差，仅川东梁平向斜和拔山寺向斜具有一
定保存条件；涪页８ＨＦ井出油段则包含了大一亚段
下部和大二ａ亚段上部。
４３　有利区及有利层垂向分布

以中国石油—西南石油大学创新联合体项目的前
期研究为基础［１８］，结合中国石化元坝、川东梁平及涪陵拔
山寺两向斜的研究成果资料［２９，３３３４，７８８０］，在补充新测试资
料及各井产量的情况下将页岩油划分为３类。在所使用
的数据中，包括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目前开采的页岩油
井。其中，仁安１井ＴＯＣ值平均为１８５％、犚ｏ约为
１２％、估算初期产油量为１９６ｔ／ｄ；龙安１井ＴＯＣ值平
均为１５６％、犚ｏ约为１５％、初期产气量为２０００ｍ３／ｄ、
凝析油产量约为１７６ｔ／ｄ，ＧＯＲ约为１０００ｍ３／ｍ３。拔
山寺向斜涪页８１ＨＦ井射孔了大一亚段下部—大二ａ
亚段，地层压力系数α为１１５、犚ｏ为１１％～１３％，
产气量为１１×１０４ｍ３／ｄ、产油量为２５０ｍ３／ｄ；涪页
６２ＨＦ井ＧＯＲ为９４１４８ｍ３／ｍ３，大二亚段的平均
ＴＯＣ和犚ｏ分别为０６６％和１２０％。一般认为，原油
到挥发油过渡带的ＧＯＲ为１２５～３５０ｍ３／ｍ３、挥发油
到凝析气过渡带最低为６２５ｍ３／ｍ３；而如前所述在美国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将５３４ｍ３／ｍ３考虑为轻质油到凝析气
的气油比分界［６０］，也就是进行了适当下移，因此将挥发
油—凝析气的分界气油比考虑为其中间值（６００ｍ３／ｍ３）；
与大安寨段具有一定类似的美国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油的
气油比＞２００ｍ３／ｍ３、犚ｏ为１０％～１３％、α处于１３５～
１８０［６９］；考虑龙兴１井和涪页８１ＨＦ井产出的流体含
蜡较重，从吸附和流动性考虑、把轻质油到挥发油分界
上移接近上限，即ＧＯＲ为３００ｍ３／ｍ３。涪页８１ＨＦ
井预测的ＧＯＲ为４００～６００ｍ３／ｍ３、实际生产ＧＯＲ
为４４０ｍ３／ｍ３，提出大安寨段Ⅱ类页岩油的ＧＯＲ为
４００ｍ３／ｍ３。前述吸附和流动性测试显示，地下凝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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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性好于液相挥发油，因此可把大安寨段优质页岩
累计厚度大于１０ｍ的页岩油气分为３个类型区，获得
相应的页岩油分类条件：①Ⅰ类，ＴＯＣ＞１５％、犚ｏ＞
１３％、α＞１３、ＧＯＲ＞６００ｍ３／ｍ３；②Ⅱ类，ＴＯＣ＞
１４％、犚ｏ＞１２％、α＞１２、ＧＯＲ＞４００ｍ３／ｍ３；③Ⅲ类，
ＴＯＣ＞１３％、犚ｏ＞１２％、α＞１１、ＧＯＲ＞３００ｍ３／ｍ３。
　　在收集整理１８０口井数据的基础上、求取盆地两
个有利层段的ＴＯＣ、犚ｏ、犛１、α和ＧＯＲ分布并进行叠
合分析，获得四川盆地大安寨段Ⅰ类、Ⅱ类和Ⅲ类页岩
油的分布情况（图２７）。有利区分布在南充—阆中—
仪陇—平昌一带以及涪陵和三台，其Ⅰ类区主体在南
充北部公山庙—阆中南—仪陇平昌的龙岗地区一带，
面积达１９２８８３ｋｍ２，在涪陵拔山寺向斜也具有小面积
Ｉ类区、其面积为４８４６ｋｍ２。Ｉ类区是当前的优先勘探
区域，目前两区已经分别获得工业油气流井。Ⅰ＋Ⅱ类
总面积为５４３２２９ｋｍ２，其中涪陵地区ＩＩ类区面积为
５３３８７ｋｍ２，三台区块Ⅱ类区面积为１９２９９ｋｍ２。
Ⅰ＋Ⅱ＋Ⅲ类总面积为１１９６３１７ｋｍ２，其中南充—阆
中—仪陇区块面积为１０６６４３９ｋｍ２，涪陵区块面积为

９６８４３ｋｍ２，三台区块面积为３３０３５ｋｍ２。
四川盆地大安寨段页岩油的有利层段１为大一亚

段下部与大二ａ亚段上部的互夹层段、处于大二亚段
中部主力生烃层段的上部、以频繁的Ｂ类夹Ｃ类岩性
段为主、顶板为大一亚段灰岩；有利层段２为大二ｂ亚
段中部灰岩段的下部，且处于大二ｃ亚段生烃层段的
上面、同样以频繁的Ｂ类夹Ｃ类岩性段为主、顶板为
大二ａ亚段底部—大二ｂ亚段中部灰岩。这种模式和
中国石化涪页１０ＨＦ井水平靶体为东岳庙段一亚段④
小层、顶板为东岳庙段二亚段灰岩相似［７２］。这显示，
大安寨段页岩油具备两种特征，即有利层段１和有利
层段２均既具有本地滞留型油气又具有大安寨段层内
主要生烃段短距离运移型聚集的油气；有利层段１的
短距离运移油气来源于大二ｂ亚段分界线之上的大二
ａ亚段下部纯泥岩段，有利层段２的短距离运移油气
则是大二ｂ亚段下部和大二ｃ亚段的大段泥页岩。选
取３类有利区内的５口井（莲６９井—公１３井—公７５
井—龙安１井—平安１井），根据测井曲线划分小层做
有利层段连井剖面（图２９）。

图２７　四川盆地大安寨段页岩油有利区域分布
犉犻犵．２７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犳犪狏狅狉犪犫犾犲犪狉犲犪狊犳狅狉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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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Ｃ—声波时差；ＧＲ—自然伽马；ＤＥＮ—补偿密度；ＣＮＬ—补偿中子；ＲＴ—地层真电阻率；Ｍ２ＲＸ—阵列感应测井。
图２８　大安寨段典型井（龙安１井）综合柱状图

犉犻犵．２８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狅犳狊狆犲犮犻犪犾狑犲犾犾（犠犲犾犾犔犃１）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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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ＧＲ—自然伽马；ＡＣ—声波时差；ＤＥＮ—补偿密度；ＣＮＬ—补偿中子。
图２９　侏罗系大安寨段有利层段连井剖面

犉犻犵．２９　犠犲犾犾狋犻犲狆狉狅犳犻犾犲狅犳犳犪狏狅狉犪犫犾犲犻狀狋犲狉狏犪犾狊犻狀狋犺犲犑狌狉犪狊狊犻犮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５　应用效果及前景
５１　应用效果分析

中国石油西南油气田公司在四川省南充市仪陇县
龙岗地区部署了龙兴１井，于２０２３年４月２７日射开

大一亚段下部—大二ａ亚段上部，测试获产气量为
３３６×１０４ｍ３／ｄ、产油量为２２４ｍ３／ｄ的工业油气流，
原油密度为０７８ｇ／ｃｍ３，ＧＯＲ为１５００ｍ３／ｍ３，为典型
高含油凝析气型页岩油，α约为１５８。

该井３个射孔段的分布情况如图３０所示。主要

注：ＣＡＬ—井径；ＧＲ—自然伽马；ＡＣ—声波时差；ＤＥＮ—补偿密度；ＣＮＬ—补偿中子；ＲＴ—地层真电阻率；ＲＸＯ—冲
洗带电阻率。

图３０　龙兴１井大安寨段综合柱状图及试油层段
犉犻犵．３０　犆狅犿狆狅狊犻狋犲犺犻狊狋狅犵狉犪犿犪狀犱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狋犲狊狋犻狀犵犻狀狋犲狉狏犪犾狅犳犠犲犾犾犔犡１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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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层段均为页岩夹薄层介壳灰岩层，灰岩厚度为
０５～１２ｍ，３个射孔夹层段页岩厚度为７０５ｍ，介壳灰
岩厚度为１４６ｍ，灰页比为２０７１％，发育高角度缝，夹层
频率为０２３５～０２６７。通过深入分析３个层段可以发现，
其均为Ｂ类和Ｃ类岩性的交互层，为前述所指出的有利
层段１（大一亚段下部—大二ａ亚段上部）类型。
　　射孔段３６３３～３６３４ｍ为大一亚段下部储层。在
成像测井上灰岩层表现为亮条纹，黑色和浅色为纹层
页岩。取心段显示主要为灰质介壳纹层状页岩（Ｃ类
岩性，见图３１）。这表明，钻井显示段整体上可看成是
页岩与灰质互层、介壳层厚度为０５～２０ｃｍ。在成
像测井上可见一条高角度缝，射孔段下部见一条低角

度缝。图３１中红色竖条是钻井显示段标识，右侧为取
心段岩心剖面。

射孔段３６４１～３６４２ｍ为大二ａ亚段上部储层。
灰质纹层在成像测井图上表现为亮色条纹，且成像测
井图上主要见介壳纹层页岩，未见发育裂缝，且页岩页
理发育，孔隙度高，镜下见未充填水平缝，被沥青质充
填。而射孔段３６４８～３６５１ｍ亦为大二ａ亚段上部储
层，总体上为介壳灰岩与纹层页岩互层。大二ａ亚段
上部３６４１～３６４２ｍ岩样测试孔隙度为５２％、ＴＯＣ
为１３０％、犛１为１４９ｍｇ／ｇ、脆性指数为５７４。３个
层段主体岩性为Ｃ类，整个段总体上为介壳灰岩与纹
层页岩互层，即Ｂ类／Ｃ类岩性交互沉积类型。

　　注：Ｃ１、Ｃ２—井径；ＧＲ—自然伽马；ＲＸＯ—冲洗带电阻率；ＲＴ—地层真电阻率；ＦＭＩ—电成像测井；ＴＧ—全烃。
图３１　龙兴１井大一亚段射孔段综合信息

犉犻犵．３１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犪犫狅狌狋狆犲狉犳狅狉犪狋犲犱犻狀狋犲狉狏犪犾１狅犳犠犲犾犾犔犡１

５２　应用前景预测
根据前述纵向上的两个有利层段的划分，结合３

类页岩油平面分布，在厚度分布预测基础上、分别计算
两个有利层段的分类可动资源量（表８）。Ⅰ类区只有
凝析气型页岩油气、在Ⅱ类和Ⅲ类区包含挥发油和凝
析气两类，即在表８的统计数据中Ⅱ类和Ⅲ类区的油
则包含凝析油、气包含伴生气。

从表８可以看出，两个有利层段总计为：Ⅰ类区可
动用天然气为４９１６１２×１０８ｍ３、凝析油为２９３×

１０８ｔ；Ⅱ类区可动用页岩气为１１５２５３６×１０８ｍ３、页岩
油为５２４×１０８ｔ。Ⅰ＋Ⅱ＋Ⅲ类总可动用页岩气为
２７３６９×１０８ｍ３、原油为１７０３×１０８ｔ，总当量约为
３８７５×１０８ｔ，为２０１９年计算的大安寨段整体资源量
的３９６３％［１］。按当前勘探阶段，考虑Ⅰ类区的有
利层段１作为目标页岩油气层，可动用页岩气为
３３２５４８×１０８ｍ３、凝析油为１９１×１０８ｔ；按页岩气的平
均采收率为２５％、凝析油平均采收率为３０％估算，可采
天然气可达８００×１０８ｍ３、可采凝析油约为０５７３×１０８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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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四川盆地大安寨段分类页岩油气可动资源量
犜犪犫犾犲８　犕狅狏犪犫犾犲狉犲狊狅狌狉犮犲狊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狊犺犪犾犲狅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犻狀犇犪’犪狀狕犺犪犻犕犲犿犫犲狉，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有利层段 地区 Ⅰ类面积为１９７７２９ｋｍ２ Ⅱ类面积为３４５５００ｋｍ２ Ⅲ类面积为６５３０８７ｋｍ２
天然气／１０８ｍ３凝析油／１０８ｔ天然气／１０８ｍ３凝析油／１０８ｔ天然气／１０８ｍ３凝析油／１０８ｔ

涪陵 ９３０９ ００７ ７７５４７ １１１ ５８７５４ ０５３
有利层段１南充—阆中—仪陇３２３２３９ １９１ ５８４０８３ ２３９ ６５３５６７ ４９０

三台 １８９８５ ０３６ １２６２９ ０２１
涪陵 ５０４６ ００４ ２５３８３ ０５４ ２６５８２ ０３１

有利层段２南充—阆中—仪陇１５４０１８ ０９１ ４４２８７５ ０１９ ３３４４３４ ２８１
三台 ３６６３ １３８ ６８６８ ０１０

６　结　论
（１）低温氮气吸附—高压压汞—核磁共振联合表

征既可用于页岩油储层的储集空间分析还可用于其流
动特征评价；提出的页岩油吸附量计算方法与实测结
果相近，可用于页岩油吸附边界层厚度的确定。

（２）大安寨段层理缝、页理缝相对较为发育的泥页
岩与介壳灰岩互层（Ｂ类）、纹层状灰质介壳页岩（Ｃ类），
以Ｃ类岩性层为主的交互沉积组合是大安寨段页岩油
有利岩性组合，且Ｃ类岩性层最优、可压性较好。

（３）综合各因素对页岩油可动性影响和比较研
究，建立了大安寨段页岩油可动性综合评价体系；根据
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积法、平移极差变换法以及综合量
化评价法，提出可采层位预测的１０个主要影响因素，
可有效优选目标层段。

（４）综合评价认为，纵向上大一亚段下部和大二ａ
亚段中上部以及大二ｂ亚段中上部为大安寨的两个有
利层段，大一亚段下部和大二ａ亚段中上部有利层段
在龙兴１井获得了较好的工业油气流。

（５）给出了３类大安寨段页岩油划分原则及Ⅰ
类、Ⅱ类和Ⅲ类可动资源大小。Ⅰ类区主体在南充北
部公山庙到阆中南部、阆中南部到仪陇至平昌的龙岗
地区一带，优质可动用页岩气达到３２３２３９×１０８ｍ３、
凝析油为１９１×１０８ｔ。

符号注释：狆ｒ—相对压力；犇１、犇２、犇３、犇４—分段
分形维数值；犛ＢＥＴ—比表面积，ｍ２／ｇ；—孔隙度；ρｒ—
岩石骨架密度，ｇ／ｃｍ３；犔—原油在孔隙中的流动长度，
μｍ；犱—孔隙直径，ｎｍ；狉—平均孔隙半径，μｍ；犇１１—
孔隙表面的分形特征，表示孔隙表面粗糙性；犇２２—孔
隙结构的分形特征，表示孔隙结构复杂程度；犃ｍｏ—可
动油量，ｇ；犆Ｔｏ—总含油量，ｇ；犞ｏａｄｓ—吸附油体积，ｃｍ３；
犞ｐ—孔隙体积，ｃｍ３；ρｍａｘ—研究区最大页岩油密度，取
０８９ｇ／ｃｍ３；ρｏ—目标井的脱气原油密度，取０８０ｇ／ｃｍ３；
珡狑犻—各参数的最终权重值；珡狑１犻、珡狑２犻、珡狑３犻—各参数一级
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权重值；狓犻—各参数取值；

珨犕犻—单因素评价系数；犕—综合评价系数；α—地层压
力系数；犚ｏ—镜质体反射率；犛１—３００℃检测的单位质
量烃源岩中的烃含量，ｍｇ／ｇ；犛２—３００～６００℃检测的
单位质量烃源岩中的烃含量，ｍｇ／ｇ；犃—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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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ａｇ，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４９（３）：６１６６２６．

［７］　胡东风，魏志红，刘若冰，等．四川盆地拔山寺向斜泰页１井页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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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重大突破及意义［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２１，２６（２）：２１３２．
ＨＵＤｏｎｇｆｅｎｇ，ＷＥＩＺｈｉｈｏｎｇ，ＬＩＵＲｕｏｂｉｎｇ，ｅｔａｌ．Ｍａｊｏｒ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ＷｅｌｌＴａｉｙｅ１ｉｎＢａｓｈａｎｓｉＳｙｎｃｌｉｎｅ
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１，２６（２）：２１３２．

［８］　何文渊，白雪峰，蒙启安，等．四川盆地陆相页岩油成藏地质特征
与重大发现［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７）：８８５８９８．
ＨＥＷｅｎｙｕａｎ，ＢＡＩＸｕｅｆｅｎｇ，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ｅｔ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ａｊｏｒ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ｉｅｓｏｆ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３（７）：８８５８９８．

［９］　ＳＯＲＫＨＡＢＩＲ，ＰＡＮＪＡＰ．Ｎｏｔａｌｌｓｈａｌｅｓｐｌａｙｔｈｅｓａｍｅｇａｍ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ｕｓ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ｂｙｒｅｖｅｒｓｅｅｎｇｉ
ｎｅｅｒｉｎｇ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Ｒ］．ＵＲＴＥＣ５６６０，２０２１．

［１０］　李钜源．东营利津洼陷沙四段页岩含油气量测定及可动油率分
析与研究［Ｊ］．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４，３６（３）：３６６３６９．
ＬＩＪｕｙｕａｎ．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ａｎｄｍｏｖａｂｌｅｏｉｌａｍｏｕｎｔ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ｓｉｎ
４ｔｈ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Ｓｈａｈｅｊｉ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ｉｊｉｎｓｕｂｓａｇ，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ｓａｇ［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３６（３）：３６６３６９．

［１１］　周尚文，薛华庆，郭伟，等．基于低场核磁共振技术的储层可动油
饱和度测试新方法［Ｊ］．波普学杂志，２０１５，３２（３）：４８９４９８．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Ｈｕａｑｉｎｇ，ＧＵＯＷｅｉ，ｅｔ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
ｍｏｖａｂｌｅｏｉｌ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ｗｉｔｈｌｏｗｆｉｅｌｄＮＭＲ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２０１５，３２（３）：
４８９４９８．

［１２］　李骥远，卢双舫．利用核磁共振犜１犜２谱技术研究页岩油可动性
［Ｊ］．中国锰业，２０１７，３５（４）：１６９１７２．
ＬＩＪｉｙｕａｎ，ＬＵ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ＵｓｉｎｇＭＲＩ犜１犜２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ｔｏ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Ｊ］．Ｃｈｉｎａ’ｓＭａｎｇａｎｅｓｅ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１７，３５（４）：１６９１７２．

［１３］　余志远，章新文，谭静娟，等．泌阳凹陷页岩油赋存特征及可动性
研究［Ｊ］．石油地质与工程，２０１９，３３（１）：４２４６．
ＹＵＺｈｉｙｕａｎ，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ｗｅｎ，ＴＡＮＪｉｎｇｊｕａｎ，ｅｔａｌ．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Ｂｉｙａｎｇｓａｇ［Ｊ］．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３３（１）：４２４６．

［１４］　黄振凯，郝运轻，李双建，等．鄂尔多斯盆地长７段泥页岩层系含
油气性与页岩油可动性评价———以Ｈ３１７井为例［Ｊ］．中国地质，
２０２０，４７（１）：２１０２１９．
ＨＵＡＮＧＺｈｅｎｋａｉ，ＨＡＯＹｕｎｑｉｎｇ，ＬＩＳｈｕ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Ｏｉｌｂｅａｒ
ｉｎｇ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
Ｃｈａｎｇ７ｓｈａｌｅ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ｔｈｅ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ｗｅｌｌ
Ｈ３１７［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４７（１）：２１０２１９．

［１５］　赵贤正，蒲秀刚，周立宏，等．深盆湖相区页岩油富集理论、勘探
技术及前景———以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古近系为例［Ｊ］．石油学
报，２０２１，４２（２）：１４３１６２．
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ＰＵＸｉｕｇａｎｇ，ＺＨＯＵＬｉ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Ｅｎｒｉｃｈ
ｍｅｎｔｔｈｅｏｒ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ｆａｃｉｅｓｚｏｎｅｏｆｄｅｅｐＢａｓｉ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２１，４２（２）：１４３１６２．

［１６］　赵文智，胡素云，侯连华，等．中国陆相页岩油类型、资源潜力及
与致密油的边界［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０，４７（１）：１１０．
ＺＨＡＯＷｅｎｚｈｉ，ＨＵＳｕｙｕｎ，ＨＯＵＬ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ｄｉｔｓ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ｗｉｔｈｔｉｇｈｔｏｉｌ［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０，
４７（１）：１１０．

［１７］　张林晔，包友书，李钜源，等．湖相页岩油可动性———以渤海湾盆

地济阳坳陷东营凹陷为例［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４，４１（６）：
６４１６４９．
ＺＨＡＮＧＬｉｎｙｅ，ＢＡＯＹｏｕｓｈｕ，ＬＩＪｕ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ｌａ
ｃｕｓｔｒｉｎｅ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ｓａｇ，Ｊｉｙａｎｇ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１（６）：６４１６４９．

［１８］　杨跃明，文龙，王兴志，等．四川盆地下侏罗统大安寨段页岩油气地
质特征及勘探有利区优选［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２３，４３（４）：３２４２．
ＹＡＮＧＹｕｅｍｉｎｇ，ＷＥＮ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ａ’ａｎｚｈａｉ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ｉ
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２３，４３（４）：３２４２．

［１９］　刘芳，陈恭洋，李光来．模糊聚类分析在烃源岩评价中的应用
［Ｊ］．内江科技，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２７．
ＬＩＵＦ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ｏ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Ｇｕａｎｇｌａｉ．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ｕｚｚ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Ｊ］．Ｎｅｉｊｉａ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４（１）：１２７．

［２０］　李阳，赵清民，吕琦，等．中国陆相页岩油开发评价技术与实践
［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２，４９（５）：９５５９６４．
ＬＩＹａｎｇ，ＺＨＡＯＱｉｎｇｍｉｎ，ＬＱｉ，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２，４９（５）：９５５９６４．

［２１］　张新顺，王红军，马锋，等．西西伯利亚盆地侏罗系致密油发育特
征与资源潜力［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０１１０８．
ＺＨＡＮＧＸｉｎｓｈｕ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ｊｕｎ，ＭＡ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ｔｉｇｈｔ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ＷｅｓｔＳｉ
ｂｅｒｉ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７（１）：１０１１０８．

［２２］　黄东，段勇，李育聪，等．淡水湖相页岩油气有机碳含量下限研
究———以四川盆地侏罗系大安寨段为例［Ｊ］．中国石油勘探，
２０１８，２３（６）：３８４５．
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ＤＵＡＮＹｏｎｇ，ＬＩＹｕｃ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
ＴＯＣｌｏｗｅｒｌｉｍｉｔ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ｏｆｆｒｅｓｈｗａｔｅｒｌａｋｅｆａｃｉｅｓ：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ｎ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ａ’ａｎｚｈａｉ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
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２３（６）：３８４５．

［２３］　侯庆杰，刘显太，韩宏伟，等．致密滩坝砂储集层孔隙分形特征、
预测及应用———以东营凹陷为例［Ｊ］．沉积学报，２０２２，４０（５）：
１４３９１４５０．
ＨＯＵＱｉｎｇｊｉｅ，ＬＩＵＸｉａｎｔａｉ，ＨＡＮＨｏｎｇｗｅｉ，ｅｔａｌ．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ｏｒｅｓｉｎａｔｉｇｈｔｂｅａｃｈｂａｒ
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ｏｒ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ｓａｇ［Ｊ］．Ａｃ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
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０（５）：１４３９１４５０．

［２４］　蒲秀刚，金凤鸣，韩文中，等．陆相页岩油甜点地质特征与勘探关键
技术———以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８）：
９９７１０１２．
ＰＵＸｉｕｇ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Ｎ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ｗｅｅｔｓｐｏ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ｋｅ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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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ｓａｇ［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４０（８）：
９９７１０１２．

［２５］　郭海平，吴承美，张金风，等．吉木萨尔凹陷芦草沟组混积型页岩
油可动性实验［Ｊ］．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２３，４４（１）：７６８３．
ＧＵＯＨａｉｐｉｎｇ，ＷＵＣｈｅｎｇｍ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ｏｎｍｏ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ｍｉｘｅｄ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Ｌｕｃａｏｇｏｕ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Ｊｉｍｓａｒｓａｇ［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３，４４（１）：７６８３．

［２６］　唐勇，何文军，姜懿洋，等．准噶尔盆地二叠系咸化湖相页岩油气
富集条件与勘探方向［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１）：１２５１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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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
４４（１）：１２５１４３．

［２７］　陶土振，胡素云，王建，等．中国陆相致密油形成条件、富集规律
与资源潜力［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８）：１２２２１２３９．
ＴＡＯＳｈｉｚｈｅｎ，ＨＵＳｕｙｕｎ，ＷＡＮＧＪｉａｎ，ｅｔ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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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８）：１２２２１２３９．

［２８］　赵贤正，蒲秀刚，金凤鸣，等．黄骅坳陷页岩型页岩油富集规律及
勘探有利区［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３，４４（１）：１５８１７５．
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ＰＵＸｉｕｇａｎｇ，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ｌａｗ
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ｏｆｓｈａｌｅｔｙｐｅ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ｄｅ
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３，４４（１）：１５８１７５．

［２９］　刘忠宝，刘光祥，胡宗全，等．陆相页岩层系岩相类型、组合特征
及其油气勘探意义———以四川盆地中下侏罗统为例［Ｊ］．天然气
工业，２０１９，３９（１２）：１０２１．
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ｂａｏ，ＬＩＵ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ＨＵＺｏｎｇ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ｆ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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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ｉ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ａｎｄ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ｕ
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９，３９（１２）：１０２１．

［３０］　康家豪，王兴志，谢圣阳，等．川中地区侏罗系大安寨段页岩岩相
类型及储层特征［Ｊ］．岩性油气藏，２０２２，３４（４）：５３６５．
ＫＡＮＧＪｉａｈａｏ，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ｉ，ＸＩＥＳｈｅｎｇｙａｎｇ，ｅｔａｌ．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ｔｙｐ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ｓ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ａ’ａｎｚｈａｉ
Ｍｍｅｍｂｅｒｉ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０２２，３４（４）：５３６５．

［３１］　黄董，曾德铭，王兴志，等．川中地区侏罗系大安寨段沉积相及有
利岩石组合分析［Ｊ］．特种油气藏，２０２３，３０（１）：６５７３．
Ｈ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ＺＥＮＧＤｅｍｉ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ｉ，ｅｔ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
ｔａｒｙ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ｒｏｃｋ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ｓ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Ｄａ’ａｎｚｈａｉ
Ｍｅｍｂｅ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Ｊ］．ＳｐｅｃｉａｌＯｉｌ＆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０２３，３０（１）：６５７３．

［３２］　蒋代琴，李平平，邹华耀．川东北元坝地区侏罗系页岩天然裂缝
发育特征及其对页岩油气富集和保存的影响［Ｊ／ＯＬ］．现代地
质，２０２３（２０２３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９６５７／ｊ．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１０００８５２７．２０２３．０６５．
ＪＩＡＮＧＤａｉｑｉｎ，ＬＩＰｉｎｇｐｉｎｇ，ＺＯＵＨｕａｙａｏ．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ｎａｔ
ｕｒａ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ｓｈａｌｅｉｎｔｈｅＹｕａｎｂａ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ＯＬ］．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３（２０２３０８０８）．ｈｔｔｐｓ：∥
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９６５７／ｊ．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０００８５２７．２０２３．０６５．

［３３］　梁西文，徐文礼，顾忠安，等．渝东地区大安寨段沉积相特征及有
利区预测［Ｊ］．岩性油气藏，２０１４，２６（２）：１８．
ＬＩＡＮＧＸｉｗｅｎ，ＸＵＷｅｎｌｉ，ＧＵＺｈｏｎｇａｎ，ｅｔａｌ．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ｆａｃｉｅ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ａｒｅａ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ａｎｚｈａｉｓｅｇｍｅｎｔｉ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０１４，２６（２）：１８．

［３４］　卢炳雄．川东地区下侏罗统自流井组大安寨段页岩气储层评价
［Ｄ］．成都：成都理工大学，２０１５．
ＬＵＢｉｎｇｘｉｏｎｇ．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ａｎｚｈａｉｍｅｍ
ｂｅｒｉｎＺｉｌｉｕｊ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

［３５］　ＳａｈｏｏＡＫ，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Ｄ，ＭｕｋｈｅｒｊｅｅＡ，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ｓｈａｌ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ｉｄｅｎ
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ｗｅｅｔｓｐｏｔａｎｄｂｅｓｔｌａｎｄｉｎｇｐｏｉｎｔ［Ｒ］．ＵＲＴＥＣ

１５６１８１７，２０１３．
［３６］　孙龙德，刘合，何文渊，等．大庆古龙页岩油重大科学问题与研究

路径探析［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１，４８（３）：４５３４６３．
ＳＵＮＬｏｎｇｄｅ，ＬＩＵＨｅ，ＨＥＷｅｎ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ｍａｊｏｒ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ａｔｈｓｏｆＧｕｌｏｎｇ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
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ＮＥ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８（３）：４５３４６３．

［３７］　付锁堂，金之钧，付金华，等．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７段从致密油到
页岩油认识的转变及勘探开发意义［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１，４２（５）：
５６１５６９．
ＦＵＳｕｏｔａｎｇ，ＪＩＮＺｈｉｊｕｎ，ＦＵＪｉ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ｆｒｏｍｔｉｇｈｔｏｉｌｔｏ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ｉｎｔｈｅＭｅｍｂｅｒ７ｏｆ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
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４２（５）：５６１５６９．

［３８］　祝海华，陈琳，曹正林，等．川中地区侏罗系自流井组大安寨段黑
色页岩孔隙微观特征及主控因素［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２２，
４３（５）：１１１５１１２６．
ＺＨＵＨａｉｈｕａ，ＣＨＥＮＬｉｎ，ＣＡＯＺｈｅｎｇｌｉｎ，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ｐｏ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ｉｎｔｈｅＤａ’
ａｎｚｈａｉ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ＪｕｒａｓｓｉｃＺｉｌｉｕｊ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４３（５）：１１１５１１２６．

［３９］　王民，关莹，李传明，等．济阳坳陷沙河街组湖相页岩储层孔隙定
性描述及全孔径定量评价［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８，３９（６）：
１１０７１１１９．
ＷＡＮＧＭｉｎ，ＧＵＡＮＹｉｎｇ，ＬＩＣｈｕａｎ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ｄ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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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３９（６）：１１０７１１１９．

［４０］　ＷＡＮＧＦｕｙｏｎｇ，ＹＡＮＧＫｕｎ，ＺＡＩＹｕｎ．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ａｎｄ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ｗｉｔｈ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ｃｉ
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１７（５）：１２０９１２２０．

［４１］　陈明江，程亮，陆涛．Ａｈｄｅｂ油田Ｋｈａｓｉｂ油藏孔隙结构及其对注
水开发的影响［Ｊ］．岩性油气藏，２０２０，３２（３）：１３３１４３．
ＣＨＥＮＭｉｎｇｊｉ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ＵＴａｏ．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Ｋｈａ
ｓｉｂ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Ａｈｄｅｂ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Ｉｒａｑ［Ｊ］．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２０２０，３２（３）：１３３１４３．

［４２］　ＺＨＡＮＧＹｉｘｉｎ，ＧＨＡＮＢＡＲＮＥＺＨＡＤＭＯＧＨＡＮＬＯＯＲ，ＤＡＶＵ
ＤＯＶＤ．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ｓｈａｌｅｓａｍｐｌｅｕｓｉｎｇ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Ｒ］．ＳＰＥ１９５３５２，２０１９．

［４３］　ＣＨＯＹ，ＥＫＥＲＥ，ＵＺＵＮＩ，ｅｔａｌ．Ｒｏｃ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ｕｎ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ｂａｋｋｅｎ，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ａｎｄＮｉｏｂｒａｒａ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Ｒ］．ＳＰＥ１８０２３９，２０１６．

［４４］　Ｚ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ｆｅｉ，ＹＩＮＹａｊｉｅ，ＬＵ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ｍｕｌｔｉｆｒａｃ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ｓａｇ，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
［Ｊ］．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ｅｌｓ，２０２２，３６（１５）：８２２４８２３７．

［４５］　姚兰兰，杨正明，李海波，等．大港油田沙一下亚段页岩油储层高
压压汞与氮气吸附实验［Ｊ］．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２０２１，４０（４）：
１６２１６８．
ＹＡＯＬａｎｌａｎ，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ｍｉｎｇ，ＬＩＨａｉｂｏ，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ｎｉｔｒｏｇｅ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ｔｅｓｔｓｆｏｒ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ｌｏｗｅｒ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ｆｉｒｓｔ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Ｓｈａｈｅｚｉ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ｇａ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ｉｎＤａｑｉｎｇ，２０２１，４０（４）：１６２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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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６］　ＪＡＲＶＩＥＤＭ．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ｆｏｒ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Ｐａｒｔ２—
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ＲＥＹＥＲＪＡ．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ｇｉａｎｔ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ｕｌｓａ：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２０１２，９７：８９１１９．

［４７］　李政．陆相盆地不同岩性页岩含油性及可动性比较———以渤海
湾盆地东营凹陷古近系沙四上亚段为例［Ｊ］．石油实验地质，
２０２０，４２（４）：５４５５５１．
ＬＩＺｈｅ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ａｎｄｏｉｌ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ｓｈａｌｅ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ｂａｓｉｎｓ：ａ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ｆｏｕｒｔｈ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Ｓｈａｈｅｊｉｅ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ｉｎ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ｓａｇ，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２（４）：５４５５５１．

［４８］　ＦＩＳＨＭＡＮＮ，ＧＵＴＨＲＩＥＪ，ＨＯＮＡＲＰＯＵＲＭ．Ｔｈｅ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ｉｓ
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ｏｎ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ｌｅｈｙｄｒｏｃａｒ
ｂ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Ｔｅｘａｓ［Ｒ］．ＵＲＴＥＣ
１５７９００７，２０１３．

［４９］　党伟，张金川，聂海宽，等．页岩油微观赋存特征及其主控因素—
以鄂尔多斯盆地延安地区延长组７段３亚段陆相页岩为例［Ｊ］．
石油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４）：５０７５２３．
ＤＡＮＧＷｅｉ，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ｃｈｕａｎ，ＮＩＥＨａｉｋｕａｎ，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ｔｈｅ３ｒｄ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ｓｈａｌｅ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７ｏｆ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ａｎ’ａｎａｒｅａ，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
［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３（４）：５０７５２３．

［５０］　ＤＲＩＳＫＩＬＬＢ，ＳＵＵＲＭＥＹＥＲＮ，ＲＩＬＬＩＮＧＨＡＬＬＳ，ｅｔａｌ．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ｖ
ｅｒｉｃｋＢａｓｉｎａｒｅａ，ＳｏｕｔｈＴｅｘａｓ，ＵＳＡ［Ｒ］．ＳＰＥ１５４５２８，２０１２．

［５１］　柯思．泌阳凹陷页岩油赋存状态及可动性探讨［Ｊ］．石油地质与
工程，２０１７，３１（１）：８０８３．
ＫＥＳｉ．Ｃｏａｓ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ｍｏｖ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ｌｅｏｉｌ
ｉｎｔｈｅＢｉｙａ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２０１７，３１（１）：８０８３．

［５２］　ＴＩＡＮＹａｏ，ＡＹＥＲＳＷＢ，ＳＡＮＧＨｕｉｙａｎ，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ｋｅｙ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ｓｈａｌ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ｉｎｇ
ｓｐａｔｉａ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Ｊ］．ＳＰ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８，２１（２）：２３８２５６．

［５３］　ＡＬＨＩＮＡＩＡ，ＲＥＺＡＥＥＲ，ＥＳＴＥＢＡＮＬ，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ｏｆ
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ｃａｓ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ｇａｓ
ｓｈａｌ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２０１４，８：１１３．

［５４］　宫厚健，李子靳，朱超凡，等．核磁共振技术评价页岩可动油含量
［Ｊ］．实验室研究与探索，２０２０，３９（２）：１２１５．
ＧＯＮＧＨｏｕｊｉａｎ，ＬＩＺｉｊｉｎ，ＺＨＵＣｈａｏｆａｎ，ｅｔ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
ｍｏｖａｂｌｅｏｉｌｉｎｓｈａｌｅｂｙ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ｎｕｃｌｅａｒ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Ｊ］．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２０２０，３９（２）：１２１５．

［５５］　覃莹瑶，张宫，罗超，等．吉木萨尔页岩油储层二维核磁响应特征
［Ｊ］．中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２２，５３（９）：３３８７３４００．
ＱＩＮＹｉｎｇｙａｏ，ＺＨＡＮＧＧｏｎｇ，ＬＵＯＣｈａｏ，ｅｔａｌ．Ｔｗｏ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ＮＭ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Ｊｉｍｓａｒ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ｅｎ
ｔｒａｌＳｏｕｔｈ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２，５３（９）：
３３８７３４００．

［５６］　王强，李志明，钱门辉，等．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泥页岩中可动油
实验研究［Ｊ］．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２０，４２（４）：６４６６５２．
ＷＡＮＧＱｉａｎｇ，ＬＩＺｈｉｍｉｎｇ，ＱＩＡＮＭｅｎｇｈｕｉ，ｅｔａｌ．Ｍｏｖａｂｌｅｏｉｌ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ｓｈａｌｅｗｉｔｈ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Ｊ］．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２（４）：６４６６５２．

［５７］　唐衔，侯加根，许凡，等．利用压汞曲线求取油藏原始含油饱和度的
研究［Ｊ］．重庆科技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３２６．
ＴＡＮＧＸｉａｎ，ＨＯＵＪｉａｇｅｎ，ＸＵＦａｎ，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ｏｉｌ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ｍｅｒｃｕｒｙ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
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０８，１０（５）：２３２６．

［５８］　刘雅慧，王才志，刘忠华，等．一种评价页岩油含油性的测井方
法—以准噶尔盆地吉木萨尔凹陷为例［Ｊ］．天然气地球科学，
２０２１，３２（７）：１０８４１０９０．
ＬＩＵＹａｈｕｉ，ＷＡＮＧＣａｉｚｈｉ，ＬＩＵＺｈｏ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Ａｌｏｇｇ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ｏｉｌｂｅａｒ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Ｊｉｍｓａｒｓｈａｌｅｏｉｌ：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ａｇｉｎＪｕｎｇｇａｒ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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