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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盆地不同背景下化探异常的变化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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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合肥盆地为例!分析不同背景下的地球化学异常的变化规律及其勘探意义!提出划分区块的原则!指出化

探工作者不可忽略对背景的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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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化探实践与发展使化探工作者逐渐认识到

进行油气化探调查时!应以含油气盆地为基本单元!
从了解全盆地的油气化探背景入手!进而分析区域

甚至局部的地球化学特征!探讨不同背景下的化探

异常的变化规律#地球化学背景不仅包含丰富的油

气地质信息!而且是确定异常的基础#

+!不同背景下化探异常的勘探性质及意义

区域异常是在沉积盆地范围内!以盆地背景为

基础圈定的异常!异常控制范围大!主要反映了盆地

内部化探指标的分布特征$变异程度及其与油气的

相对关系!区域异常是盆地含油气远景评价和分区

的依据之一!高衬度异常说明盆地具有良好的找油

气远景#区带异常是受区域异常控制的次一级化探

异常!以区域背景为基础圈定的异常!有一定的延伸

性!集中出现在背斜带$断裂带$挠曲带$长垣及不同

构造单元交汇处!主要反映了盆地内油气聚集的有

利区带#异常是由指标组合$形态类型$级别与规模

不尽一致的多个独立异常组成的复合异常区%带&!
异常为油气勘探选区提供了依据和方向!区域异常

和区带异常都属于宏观异常范畴!不是具体油气藏

的反映#局部异常是受区带异常控制的次一级油气

化探异常!以地区背景为基础圈定的异常!主要反映

了局部构 造 或 圈 闭 的 含 油 气 性#异 常 指 标 组 合 稳

定!异常形态类型复杂多变!异常为优选圈闭%勘探

目标&或圈闭的分类排队提供了依据’+(#

!!不同背景下化探异常的变化规律

盆地内烃源岩生成的烃类及其运移!是造成区

域地球化学背景发生变化的根本原因!也是近地表

油气化探异常形成的物质基础#在查清盆地总背景

特征的前提下!再根据背景的起伏变化!结合油气地

质$地形地貌等因素划分不同级次的地球化学区或

次一级的背景区"按区求取背景值!使其逼近客观地

质体!从而提高了各级异常预测的可信度和成功率#
不同级次的背景有其相应的空间范围!其原则

是在区域背景上研究地区背景的变化规律#对于高

背景的地球化学异常!无论是从区域还是从区带上!
其地球化学异常均能体现出来"对于低背景区域下

的地球化学异常!在高背景区带或全盆地的地球化

学异常则被压制#化探指标含量的高低并不是异常

强度的决定因素!指标含量高异常强度不一定就强!
异常的强弱是相对于背景而言的!背景值高强度自

然就强"当背景值低时!异常强度往往偏低!但这并

不是绝对的#背景值的高低受地形地貌$岩性$微生

物等因素控制#而异常除了受控于这些因素外!还

受构造$孔隙度等控制’!(#同一盆地不同区 块 或 区

带背景值往往是不同的!因此化探工作者不仅要研

究全盆地的地球化学背景!更要注重区域性的地球

化学背景的分析!既要重视高背景下的化探异常分

布规律!也不能忽略低背景下化探异常的存在!这样

才能全面$细致地弄清全区的地球化学特征#

>!应用实例

在区域构造上!合肥盆地具有西高东低$南北分

异的特点!其北部自西往东分为颖上向斜带和定远

凹陷!南部自西往东分为霍山隆起和舒城凹陷#在

大背景下很难获得满意的异常效果!由于少数高值

点分布不均匀!使得数据离散度增高!从而降低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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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的背景值的可信度和适用性!因此"在化探指标

数据呈正态分布的前提下"依照区域性背景值的不

同进行区块划分!
在合肥盆地!万余BC! 内进行了化探普查中"

在大样本背景下的地球化学特征为烃类指标浓度在

盆地周边高#中间低"属于中#低背景和非均匀地球

化学场"化探异常东强西弱#南北分带!!以盆地为

依托进行的区域性地球化学背景的研究中"更能看

清化探异常的分布规律$表+%!

!表!!合肥盆地不同背景下水溶烃甲烷特征!"6&BD

构!造!区 平均值 标准偏差 标准离差

颖上向斜带 >’+> ++’#" )’*!
定远凹陷 >’*A !A’A? +’+)
霍山隆起 >’E) +#’+* )’#"

舒城凹陷$六安’三河区带% !’?* A’E* )’!+
舒城凹陷六安区块 )’EE +’>) )’)>
舒城凹陷三河区块 ?’E? +?’#E )’?>

全区$合肥盆地% +’?# +>’+" +’!>

!!将六安区块#三河区块#六安’三河区带$舒城

凹陷%以及 全 区$合 肥 盆 地%进 行 对 比"可 以 看 出 六

安’三河区带水溶烃甲烷平均含量为!’?*"6&BD"
高于全区的平均含量$+’?#"6&BD%!从图+可以看

出"其东部背景值明显高于西部"三河区块异常跃于

眼前"而西部则无异常出现"事实是否如此"不妨对

东#西部分别进行深入研究!
三河区块水溶烃甲烷平均含量为?’E?"6&BD"

经迭代法求出 为!’#""6&BD"服 从 偏 正 态 分 布$图

!F%"含量最高"属于高背景场"高离差决定了异常的

高强度"因此从全区或是局部"其异常均能出现$图

+#图>%(而六安区块则属于低背景"水溶烃甲烷 平

均含量为)’EE"6&BD"迭代后均值为)’*A"6&BD"
服从正态分布$图!G%"含量最低"标准偏差也最小"
这不仅说明背景含量低"而且说明异常强度较弱"背
景和异常难 以 分 离"甚 至 在 大 背 景 下 会 漏 掉 异 常!
当作为低背景来处理时"其异常强度和衬度均较低"
但能够确定异常的存在$孙岗#东河口和南港异常%
$图+#图*%!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异常是地下油气运移至地

表的直接反映"虽不受背景控制"但却受背景的直接

影响"而导致异常发生规律性变化!

*!结束语

异常是相对于背景而言的"背景值的恰当与否

!!! !!!!图!!六安!三河区带水溶烃甲烷浓度等值线!!!!!!!!!!!图"!水溶烃甲烷浓度分布直方图!!

!!!图#!三河区块水溶烃甲烷浓度等值线!!!!!!!!!!!图$!六安区块水溶烃甲烷浓度等值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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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影响着异常及含油气远景的评价效果"不能随

意夸大或者压缩背景区域的范围"使局部异常下限

得不到区域背景的支撑"而降低了异常的可靠性#
根据化探指标数据呈正态分布的前提下"结合

盆地地层分布$构造特征$沉积岩相$油气演化等因

素划分地球化学区来确定异常"综合研究与油气的

内在联系"使化探成果解释逼近客观地质体#
在本文撰写中"得到了刘崇禧教授的大力支持

和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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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BDZ%LM\XFM\P=XXPDMPWP<FM<VPMVOY&%ZF=P%M"YL=W%ẐFZ\=KVYZPM<PY&VW%Z\P]P\PMDZVDP%MF&G&%<BXFM\Y%PM=V\%L==KVDZVF=

PCY%Z=FM<V%W\V=FP&V\GF<BDZ%LM\PM]VX=PDF=P%MPMDV%<KVCP<F&VOY&%ZF=P%M’

8?@AB<C:!0VWVPGFXPM)GF<BDZ%LM\)DV%<KVCP<F&FM%CF&[)]FZPF=P%MZVDL&FZP=[

作者简介!荣发准’+AE)@("安徽六安人"工程师"+AA?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学院"长期从事油气化探工作

"""""""""""""""""""""""""""""""""""""""""""""""""

#

上接$#"页

参考文献!
%+&!白宜诚"崔燕丽"浦慧如’2_型双频道激电仪的研制%S&’物探与化探"!))!"!?’?(’

&5(4D/,’2E2(’2.()1*’23,28(+-)3,23&’&2),’(5)(25
*16.&/E1’,F.,+20(D(+5)’.4,+)5

HQ,L%IK%MD+"0-SPIXKFM+"40-(1PIYPMD+"15(,;PFMI<KLM!

’+:5’(&&+&#21#&;8(<3$’3*1=%"&)*0$’3,1>$1""/$1>"9"10/*+5&40(?1$@"/3$0<"9(*1>3(*!*+))">"9($1*)!:9$@$+,1>$1""/$1>9&++">""

!41*1?1$@"/3$0<"9(*1>3(*!*+))"!"9($1*(

&9:;<=>;!‘LF&IWZVRLVM<[3/PMX=ZLCVM=PXFBPM\%WYZV<PXVV&V<=Z%MP<PMX=ZLCVM=X"FM\P=XVZZ%ZKFXX=Z%MDPMW&LVM<V=%XLZ]V[
ZVXL&=X’3M%Z\VZ=%<KV<B=KV<KFZF<=VZPX=P<X%W\LF&IWZVRLVM<[3/PMX=ZLCVM=X"=KVFL=K%ZXKF]V\VXPDMV\FXPCY&V:4I<PZ<LP=’

;KVFL=K%ZXKF]V\%MV=KVXPCL&F=P%M=VX="FM\D%==VMXF=PXWF<=%Z[ZVXL&=X’

8?@AB<C:!\LF&IWZVRLVM<[3/PMX=ZLCVM=)Y%&FZPJFGP&P=[):4I<PZ<LP=

作者简介!付国红’+A?"@("男"+AA)年毕业于常德师 专 物 理 系"长 期 从 事 电 子 电 器$计 算 机 专 业 的 教 学 与 技 术 工 作"现 为 中

南大学硕士生"从事医疗仪器$物探仪器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发表论文!篇#

*#>**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