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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部地区古近系油页岩矿床地质特征
及找矿思路：以黄口凹陷为例

李海庆

(江苏长江地质勘查院，南京210047)

摘要：油页岩属于非常规油气资源，以资源丰富和可开发利用被列为重要的接替能源。以黄口凹陷为例，论述

中国东部地区古近系典型凹陷的油页岩分布特征，探讨该区下一步找矿思路。中国东部地区典型凹陷的油页岩赋

存于古近纪始新世渐新世大汶口组中段下亚段和下段上亚段，为深灰色黑色富有机质块状页岩，纹泥状韵律

层发育。油页岩沉积稳定、分布广泛、横向连续性好、品位中低、构造简单，且地球物理特征显著。该区下一步找矿

思路为“油(页岩)盐共探”和“物探先行、钻探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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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页岩是一种高灰分的固体可燃有机矿产，通过

低温蒸馏加工可获取类似于天然石油的页岩油，属于

非常规油气资源。油页岩的资源量较丰富且储量分

布相对集中，具有作为接替能源的巨大潜力和优势。

我国油页岩预测资源量为7 199．37亿t，折合页岩油

476．44亿t，其中已探明油页岩资源量为500．49亿t，

位居世界第4位，且85％以上的油页岩分布在吉林

省、辽宁省和广东省[1]。20世纪70年代，在我国东部

苏南和苏北地区古近系陆续发现了油页岩[2]；1975—

1976年，在江苏金坛古近系阜宁群上部发现油页岩，

厚度为0．30～26．71 m，埋深为260 m以浅，含油率

达7％[3]；在安徽砀山北部、江苏丰县宋楼镇地区黄

口凹陷后黄楼洼凹和古近系大汶口组下亚段岩盐层

之上100～300 m均发现厚度较大的油页岩[4]，其中

丰县宋楼镇ZK01孔钻遇的油页岩厚度达63 m，平均

含油率4．3％，预测资源量可观E5|。此外，华北地区和

鲁西南地区钻探资料[6]表明，古近纪大汶口组(沙河

街组)油页岩和岩盐常伴生或共生。

中国东部地区广泛分布的新生代小型坳陷盆地，

与黄口凹陷后黄楼洼凹具有相似的构造背景、沉积环

境、古气候和古植物演化等油页岩成矿地质条件，油页

岩资源潜力较大。但是，以往只注重勘查开发盆地内

的油气和岩盐，忽视了对油页岩的进一步研究，导致中

国东部地区新生代坳陷盆地探明的油页岩资源储量较

小。为此，本文以黄口凹陷为例，探讨区域“油(页岩)

盐共探”和“物探先行、钻探验证”的找矿思路，进一步

推进中国东部地区油页岩资源勘探实现突破。

1 地质特征

黄口凹陷位于南华北盆地北缘，是济源开封

坳陷带次级构造单元，地处豫、苏、皖、鲁四省交界

处，为一近EW向展布的中新生代断陷盆地，面积

3 200 km2。自东向西，黄口凹陷可划分为黄口次

凹、虞城次凸和商丘次凹3个次级单元。黄口次凹

为北陡南缓的箕状盆地[7]，东起峄山断裂，西至于贤

集断层，北至丰沛断裂，南至砀山郝集斜坡。根

据古近系断陷格局和沉积特征，自东向西可进一步

划分为敬安洼凹和后黄楼洼凹(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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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剑预查区目古近系剥蚀线固城镇 圈施l：孔钻及编号
图1黄口凹陷区构造简图Es]

Fig．1 Schematic tectonic map of the Huangkou depression[5]

1．1地层

该区钻探揭露的地层主要为新生界古近系、新

近系(表1)和第四系，整体为一单斜，走向NW，倾

向SW，局部发育次级褶曲。地层倾角较小，一般为

lO～4。。古近纪大汶口组为一套湖相碎屑岩一蒸发

岩建造，为赋油页岩和岩盐地层。下伏地层为古近

纪官庄组，上覆地层为新近系及第四系。大汶口组

划分为上、中、下三段五亚段。

表1 区域新近系和古近系对比[5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Neogene and Paleogenetic strata in the regionE5]

(1)大汶口组下段。厚410．04 m，分为下亚段

和上亚段。

下亚段：下部厚10 m，灰色、深灰色含膏泥岩、

膏质泥岩与紫红色泥岩互层，局部见团块状和薄层

状硬石膏；中部厚110 m，灰色、深灰色含膏泥岩、膏

质泥岩、紫红色泥岩与深灰色、灰白色石盐不等厚

互层。该段含5～10层石盐，是该亚段最主要的标

志层，第一层石盐和最后一层石盐是判断该亚段

顶、底的主要依据；上部厚60 rn，灰色含膏泥岩、膏

质泥岩与紫红色泥岩、粉砂岩互层，硬石膏呈薄层

状、瘤状和团块状，具波状层理和水平层理。该段

上部自上而下一般含1～5层硬石膏岩，是石膏下亚

段顶部的重要标志。

上亚段：厚230．04 m，灰色含膏泥岩、膏质泥岩

与紫红色、灰色、灰绿色泥岩、粉砂岩互层，硬石膏

呈薄层状、瘤状和团块状，局部夹1层油页岩。

(2)大汶口组中段。厚290．99 m，分为下亚段

和上亚段。

下亚段：厚170．99 1TI，灰色、深灰色含膏泥岩、

膏质泥岩，灰绿色、紫红色泥岩、粉砂岩、细砂岩与

深灰色、灰色油页岩不等厚互层。硬石膏呈薄层

状、块状，具水平层理、波状层理。该段含5～12层

油页岩，是该亚段最主要的标志层。

上亚段：厚120 m，灰色、深灰色含膏泥岩、膏质

泥岩、灰色一灰绿色泥岩与深灰色一灰白色石盐不

等厚互层。该段含1～8层石盐。

(3)大汶口组上段。厚149．93 m。灰色、浅灰

色泥岩、砂质泥岩与粉砂岩、砂岩互层，夹灰色、深

灰色含膏泥岩、膏质泥岩。该亚段自下而上砂岩含

量增加，发育平行层理，钙质含量较高，遇酸起泡，

局部含泥岩包体。泥岩和粉砂岩中多见介形虫

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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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页岩矿层赋存于大汶口组中段下亚段和下

段上亚段，多为深灰色一黑色块状页岩，具波状层

理和水平层理，贝壳断口和平坦断口，见底栖动物

通道及介形虫化石。

1．2构造

研究区构造主要受EW向丰沛断裂、砀山一郝

集斜坡(敬安断裂)、NNE向峄山断裂、近SN向嘉

丰断层和于贤集断层控制，表现为NNE向断裂改

造早期的EW向断裂，形成北深南浅的箕状断陷，

盆地沉降和沉积中心偏于北侧[7]。

丰沛断裂是近EW向具有继承性活动的区域

性基底断裂，是黄口凹陷的主控断层，控制了古近

纪官庄组和大汶口组的分布及岩盐、油页岩的赋

存，为凹陷北界，断裂倾向南，倾角60。～70。，下盘为

新太古代泰山岩群，断层最大落差约6 000 In。

砀山郝集斜坡(敬安断裂)形成于燕山运动

晚期，控制侏罗系和白垩系断裂的展布，对古近系

具有一定影响。该断裂为凹陷南界，走向近东西，

倾向北，倾角约75。，下盘盖层基岩为二叠系和三叠

系，断层落差>1 000 In。

该区大部分古近系，将黄口次凹分割为敬安洼凹和

后黄楼洼凹。该断裂走向近南北，具平移特征，故

断层不同位置的落差多变，断层倾角多为80。左右。

1．3岩浆岩

根据研究区及邻近地区钻孔地质资料[5]，古近

系油页岩中未见岩浆岩。

2地球物理特征

2．1油页岩地球物理测井响应

油页岩含有密度低和吸附性强的固体有机质，

因此，油页岩矿层测井响应表现为“三高一低”的特

征，即高自然伽玛、高电阻率、高声波时差(图2，由

于钻探施工时“油(页岩)盐共探”，泥浆为饱和盐水

泥浆，故电阻率受卤水影响较大，测试幅值不高)和

低密度，且有机质含量越高，岩层在测井曲线上“三

高一低”特征越明显[8]。研究区油页岩自然伽玛曲

线值为90～2 400 API，平均值为165 API；地层电

阻率曲线值为100～300 Q·m，平均值为200 Q·m；

声波时差睦线值一般为260～350 us／m，平均值为

嘉丰断层形成于喜山期，至今仍在活动，切割 300／Ms／m，表明油页岩测井响应明显，易于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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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Log response characteristics of oil shale sectio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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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油页岩地震响应

由研究区典型地震反射波组时间剖面图(图3)

可知，新近系松散冲积层与下伏古近系泥岩存在较

大差异[9]，可获得能量较强的TQ+。反射波，全区易

于识别和追踪。油页岩段第一层油页岩与上覆泥

岩之间存在较大的波阻抗差异，所以，油页岩段顶

界面可形成能量较强的T。顶反射波，油页岩段内部

(11)仅发育2～3组能量较弱的反射波组。油页岩

段底部油页岩具有一定厚度时，可与下伏含膏泥岩

0

0

()

0

0

0

之间形成较大的波阻抗差异，所以油页岩段底界面

可形成能量较强的To底反射波。第一层含泥石盐

与上覆较厚的含膏泥岩之间存在较大的波阻抗差

异，所以，岩盐段顶界面可形成能量较强的T。顶反

射波。岩盐段下部一层泥岩，厚度>42．65 m，可与

上覆含膏泥岩形成能量强、连续性好的T。反射波。

综上，研究区浅、中层地震地质条件较好，反射

波能量较强、连续性较好，为油页岩地震勘探方法

的应用奠定了基础。

图3研究区典型地震反射波组时间剖面图‘53

Fig．3 Time profile of the typical seismic reflection wave group in the study area[5]

3矿床地质特征

3．1油页岩分布

研究区油页岩、岩盐矿床为走向近东西，倾向

北，倾角不超过4。的单斜层状沉积矿床。油页岩段

顶、底界面南高北低，顶界面的赋存标高为一590～

一780 m，底界面的赋存标高为⋯710 930 1'11。

顶、底界面最深部为原预查区西北部，即钻孑L ZK01

附近。油页岩段厚99．85～136．80 m，油页岩矿层

8～12层累计厚45～63．30 m，中间夹多层含页岩

油泥岩层，具有沉积稳定、分布广泛、横向连续性

好、品位中低、构造简单等区域成矿特征。在丰县

共深度点／5 nl

E

宋楼镇油页岩(石盐)预查区，8层油页岩矿层累计

厚63．30 m。矿层顶板埋深903．67 i"11的Ⅱ油页岩

单层厚度最大为19．22 m，含油率3．05％～

6．52％。安徽砀山一江苏丰县宋楼镇，油页岩具有

矿层层数变多、单层变厚、品质变优的空间展布

规律。

3．2矿石特征

矿石呈棕黑色、黑色、灰黑色、深灰色、暗褐色、

黄褐色及浅黄色。硬度(普氏硬度系数为4．5)较页

岩大，指甲刻划有油腻感，小刀削可起卷。矿石比

重(1．98～2．23 g／cm3)较泥岩小，断I=I呈参差状或

贝壳状。不易点燃，但若放入火中，1～5 min后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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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烧，火焰长约1～2 celt，通常呈红色，烟浓黑并有

较强的沥青味。含油率较高的油页岩具黯淡光泽、

油脂光泽或沥青光泽，擦痕为棕色。

油页岩由矿物质和有机质组成。油母含量为

3％～9％，是复杂的高分子有机化合物，具脂肪烃

结构和芳烃结构。主要组成元素为碳和氢，以及少

量氧、氮和硫，水分为4％～7％。矿物质主要为伊

利石、伊蒙混层、绿泥石和高岭石等硬质黏土类硅

酸盐矿物及石英，占总含量的85％以上。长石、云

母、方解石和硫铁矿也较常见，因此油页岩具有高

灰分的特征。

矿石构造主要为致密块状构造、水平层纹(页

理)构造，韵律结构或泥状结构。

油页岩化学组分3．00％～6．52％的页岩油是

有用和有益组分，其他化学成分为SiO。、A1。O。、

Fe。0。、K。O、MgO和TiO。，少量其他金属氧化物可

综合利用。其他有益组分As、Ge、Ga、U含量低，无

利用价值。

3．3油页岩类型和品级

研究区油页岩矿层干燥基低位发热量为

1．10～3．88 MJ／kg，含油率为3．04％～6．52％，半

焦产率为86．88％～92．99％，含气率为1．75％～

4．98％，相对视密度为1．98～2．23 g／cm3。由于相

对视密度较大，影响油页岩的含油率，不能成为高

品级油页岩。该区油页岩是一种低发热量、高灰

分、挥发分含量不高、密度较大、水分含量较高、半

焦含量高的中硫、中低品级油页岩。

油页岩最大热解峰值温度Tmax为419．1～

436．8。C，IH含量为504～699。因此，区内油页岩

有机质主要为腐泥型(工)；油页岩TOC含量中等，

质量分数为1．96～3．97，(S1+S2)含量为14．89～

27．76，有机质丰度高。上述特征表明，生油岩类型

为好或很好的生油岩，处于未成熟一低成熟阶段，

显示良好的油页岩成矿基础条件[1 0I。

4矿床成因

研究区油页岩纹泥状韵律层发育。虽然微细

层理难以肉眼辨认，但经X光透射后显示清晰的纹

理。微细韵律层系主要由深黑色富含有机质的泥

岩和浅灰黑色富钙的泥岩组成。通过薄片观察，单

个韵律层厚度一般为0．05～0．20 mm。暗色富有

机质层，岩性单一，通常富含藻类等浮游生物残体，

主要成分是发强黄色荧光的层状藻、结构藻和藻类

成因的荧光沥青，呈连续水平状，具有静水沉积特

征；浅色富钙层含微晶方解石和少量石英、长石等

陆源粉砂，常有水平状和微波状纹理，显示弱水流

活动痕迹。韵律纹层中常有粒径l～3 urn的黄铁

矿微晶呈点一线状断续分布。上述韵律层可印证

区内油页岩沉积环境为较宁静的咸水半咸水深

水湖泊相环境，并具有水体明显分层、水化学条件

和物源供给的周期性波动特征[11|。

油页岩富集主要受古气候、沉积环境和古构造

条件控制。古气候变化控制了有机质的生产力，古

构造和沉积相控制了油页岩平面展布特征、沉积厚

度和含油率口2I。黄口断陷盆地最早形成于燕山期，

是在遭剥蚀夷平后，经喜山期构造运动改造而形成

的内陆盆地[7]。官庄组下段沉积期，以差异升降运

动为主，盆地及周边地形差异较大，主要是碎屑物

沉积；官庄组上段沉积期，盆地由河流相逐渐过渡

为含膏沉积的咸水、半咸水浅水湖泊相环境。大汶

口组下段沉积期，古气候逐渐以干旱为主，盆地内

水体盐度进一步升高，出现盐类化学沉积。随着湖

盆中心卤水逐渐浓缩，最终形成了湖盆中心高成阶

段的蒸发相一盐相和湖盆周边低咸阶段的蒸发

相一硫酸盐相。大汶口组下段后期至大汶口组中

段下亚段沉积期，盆地沉降速率逐渐变大并超过沉

积物供应速率，湖泊进入面积加大、水体范围增加

时期，形成长期非补偿的饥饿型盆地口3I。黄口凹陷

次一级后黄楼洼凹位于盆地中心外围深湖一半深

湖沉积环境，在温暖、湿润的气候条件下，盆地覆水

较深，陆源碎屑相对较少，陆地植物繁盛，为湖泊提

供了大量陆生营养物质，有利于藻类、介形虫等浮

游生物的爆发性繁殖，成为生烃质的主要来源，为

油页岩的形成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沉积了分布广

泛、单层厚度及总厚度较大、品质较好的油页岩地

层。大汶口组中段上亚段沉积期，盆地沉降速率变

小且小于沉积物供应速率，湖泊面积减少，古气候

逐渐演变为以干旱为主，水体盐度逐渐升高，出现

新一轮的盐类沉积旋回[5]。

5 找矿思路

中国东部地区新生代凹陷分布广泛m]，如山东

黄县盆地[14]、鲁西南大汶口盆地(汶口凹陷、汶东凹

陷、蒙阴凹陷及泰莱凹陷)[15]、江苏丰县师砦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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沛县敬安洼凹、江苏金坛直溪凹陷，以及江西鄱阳、

吉泰、赣州、信丰等30多个盆地口引，它们具有与黄

口凹陷后黄楼洼凹相似的油页岩成矿地质背景，油

页岩资源潜力较大。但由于以往只注重勘查开发

古近系油气和岩盐，对油页岩研究不够，探明的油

页岩资源量较少。基于黄口凹陷后黄楼洼凹古近

系油页岩的矿床地质特征及勘查经验，建议在我国

东部地区新生代盆地探索古近系油页岩勘查“油

(页岩)盐共探”的思路。

以“油(页岩)盐共探”、“先地面后地下，先物探

后钻探，由浅人深，由已知到未知”为基本原则，收

集并综合研究中国东部地区新生代盆地地质、钻探

和物探资料，与黄口凹陷后黄楼洼凹古近纪大汶口

组对比，研究相关盆地的地层、构造和沉积特征。

优选油页岩重点工作靶区，先进行二维地震勘查，

对区内地层特别是矿层赋存形态进行勘查，查明油

页岩段顶、底界面，分布和变化规律。在此基础上，

分步实施钻探验证，结合地球物理测井和实验测

试，对靶区内油页岩、岩盐矿产资源进行综合评价，

估算资源量。

需要指出的是，过去油页岩开采主要是传统的

地面干馏工艺。由于我国油页岩平均含油率仅为

5％～10％，将产生超过90％的废渣。废气、废水和

废渣对环境造成影响，从而影响油页岩的勘查开

发。近些年，国外壳牌公司的电加热原位开采技术

相对成熟，通过多种方法加热油页岩层，使油页岩

在地下裂解，生产出油页岩油，并传输至地面。相

对于传统地面干馏，具有对环境污染少、耗水量少、

品质好和可开采较深层油页岩等优势。我国油页

岩原位转化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油页岩勘

探开发特别是勘查阶段，要坚持“绿色勘查”理念，

制定相应预案，加强环境保护。

6 结 论

(1)中国东部地区新生代盆地分布广泛，古近

系普遍具有与黄口凹陷后黄楼洼凹相似的油页岩

成矿地质背景，油页岩资源潜力较大。

(2)JJ口大油页岩勘查力度，按照“油(页岩)盐共

探”、“物探先行、钻探验证”找矿思路，实现东部地

区油页岩资源量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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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prospecting idea of Paleogene oil shale

deposits in eastern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Huangkou depression

LI Hai—qing

(．，锄gs“Changjia挖g GeoZogica，Survey Instit甜氓M卵ji”g 210046，Chi咒。)

， 肋砒?d。UilShale，an unconventional oil and gaS resource,has been listed as a substitute for energy

b?。au?：o‘1‘5
a bundan‘。。80u。。es and exploitable utilization．Taking the Huangkou depression as an exam—

pie,‘h18
78p。。analyz8d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oil shale in the typical depression in eastern chi—

na∞eX粤¨he嘣hodS Of funherproSpecting fOr Oil in this area．Oil shale in thetypical depressi。n of

?：te。n
uhlna oo。u。8 in‘he middle and lower pans of the Dawenkou Formation of Eocene to Oligocene of

Pale．o．987巳?a。k gray tO black maSsive shale rich in organic matter is characterized by well development of

m．udd，y。hythmlo
layering，8table deposition，wide distribution，good continuity，10w and medium grade，

i17ple St。ucture，and
diStinct ge。phySiCal an。maly．The further pr。specting in the area is t。investigate。il

L shale)and salt together using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followed by drilling verification．
Key words,eastern China；Paleogene；oil shale；g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prospecting id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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