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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近年来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逐年攀升，为保障

能源供给安全，国家大力推动页岩油气的勘探，下

扬子地区成为寻找油气资源的新区域。经过多年

不懈攻关，已在中上扬子地区取得重大发现，但同

属扬子地块的下扬子地区页岩油气尚未取得重要

进展。本文是在下扬子地区页岩油气地质调查工

作的基础上，以皖油地1井钻探发现为依托，重点探

讨上二叠统大隆组页岩气发育特征和含气性特征，

确定页岩气生烃条件和富有机质页岩展布特征，以

期为后续下扬子地区页岩油气勘探提供基础地质

资料和借鉴。

2 研究方法(Methods)
以下扬子宣城周缘矿权空白区为重点区域，在

重新处理解释二维地震、非震（MT）等物探资料基

础之上，结合基础地质调查认识优选有利区。综合

分析钻井、物探、实验测试等资料，对有利区内二叠

系大隆组、龙潭组和孤峰组泥页岩发育特征进行了

重新认识。通过老井资料对地震资料中的目标层

系进行了重新标定，重点刻画了两条过井二维地震

测线WJ2015-05和WJ2015-07，在综合分析地震资

料、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储层发育特征、油气保存条

件等多种资料基础上，部署了大口径地质调查井皖

油地1井。通过目的层取心、现场解吸、有机地球化

学和气体组分分析等实验获取目的层页岩的含气

性、生烃能力和甲烷含量等各项指标，并开展常规

测井获取各项电性指标、岩性指标等特征为后续系

统分析提供支撑。

3 研究结果(Results)
水东向斜属于后缘凹陷，前期在向斜南翼部署

的GD1井取得了良好的油气显示，为探索油气发育

规模，扩展油气勘探范围，在向斜核部部署了皖油

地 1井（图 1），两口井相距约 7 km，通过皖油地 1井

的钻探落实了向斜核部油气发育条件、扩展了油气

发育范围，综合两口井的钻探成果能够更好的落实

水东向斜的资源潜力。

钻探揭示二叠系泥页岩上覆地层发育连续，自

上而下依次发育白垩系赤山组红层、三叠系南陵湖

组、和龙山组和殷坑组灰岩，为页岩气的储集成藏

提供了良好的盖层和保存条件。皖油地1井钻遇大

隆组泥页岩厚度 40.3 m，孤峰组黑色硅质炭质泥页

岩厚度 29.2 m，证实下扬子地区二叠系泥页岩具有

较好的页岩气资源潜力。

钻探揭示大隆组与孤峰组黑色页岩有机碳含

量高、有机质成熟度适中，岩心污手明显。通过对

大隆组和孤峰组泥页岩系统取样，对有机地球化学

指标进行了分析，其中大隆组 TOC 在 1.03% ~

6.61%，均值为 2.61%，Ro 在 1.28%~1.51%，均值为

1.37% ，孤 峰 组 TOC 在 4.2% ~16.58% ，均 值 为

9.11%，Ro 在 1.47%~1.67%，均值为 1.57%，大隆组

含气量约1.07 m3/t，孤峰组含气量约1.06 m3/t。

通过氩离子剖光扫描电镜观察岩心样品，大隆

组与孤峰组泥页岩中孔隙发育，其中大隆组与孤峰

组富有机质泥页岩中孔径超过 100 nm的有机质孔

均较为发育，通过孔径实验显示大隆组页岩中微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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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皖油地1井柱状图
Fig.1 Column of Wanyoudi well 1

（＜2 nm）占比约 10.4%，中孔（2~50 nm）占比约

70.25%，宏孔（＞50 nm）占比约19.35%，综合分析大

隆组和孤峰组页岩中的孔隙发育特征，中孔占比最

高，是对页岩气储集空间贡献最大的孔隙类型。

4 结论(Conclusions)
（1）大隆组与孤峰组富有机质泥页岩 TOC 较

高，均值为2.61%与9.11%，Ro适中，均值为1.37%与

1.57%，含气量分别为 1.07和 1.06 m3/t，有机地球化

学和含气量等指标揭示大隆组和孤峰组具有发育

页岩油气的良好物质基础和资源潜力。

（2）水东向斜二叠系泥页岩与上覆三叠系致密

灰岩构成良好的生储盖组合，富有机质泥页岩厚度

超过40 m，生成的页岩气在灰岩的覆盖下能够聚集

保存下来形成页岩油气藏，是这一地区页岩油气聚

集成藏的重要条件。

（3）通过孔隙结构分析，大隆组和孤峰组页岩有

机质孔隙发育，其中，中孔（2~50 nm）占比约70.25%，

揭示二叠系大隆组和孤峰组页岩储集条件较好，能够

为页岩气聚集成藏提供良好的储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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