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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摘 要】 根据对高青一平南断裂带两侧的气藏进行气体组分及碳同位素地球化学分析发 

现 ：两侧 分布 的是 不 同的气体 类 型，南侧 主要是 以 甲烷 为主 的烃 类 气藏 ，其 CH 含 量 在 

88．83 ～99．26 之 间，碳 同位素值 为一55．17％。～ 一35．OO‰之 间 ，结合该 地 区的地质 特 

征认为该区 CH 气藏为混合气藏，其来源主要有 3种：油型伴生气、幔源岩浆脱气以及 

C0 还 原气。而北侧 主要是 以 C0 为主 的非烃 类气藏 ，其 C0z含量在 6O．72 ～99．99 

之间，碳 同位素值为：9．8％o～3．41％。，。He／ He值主要在 4．45×10 ～6．35×1O 之 间， 

主要是幔源一岩石化学成因的混合气。通过分析两侧气体组分及碳 同位素特征，初步判断 

高青一平南断裂带两侧烃类气体形成于同一时期，主要可能是早期强烈的岩浆喷发后形成， 

而高青地区的二氧化碳气藏主要是由后期的岩浆脱气形成。两类气藏组分差异的最主要 

原 因是 由后 期的岩 浆活动影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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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沟、高青、平房王气田区处于济阳坳陷东营凹 

陷西南部的青城凸起一带(图 1)，东邻博兴洼陷，北 

接里则镇洼陷，南侧为鲁西隆起区，西邻古潜山披覆 

构造带。青城凸起为新近系披覆的基底凸起，基底 

由中一古生界组成 ，其 中古生界包括上古生界煤系和 

下古生界碳酸盐岩地层。高青一平南断裂带位于济 

阳坳陷东营凹陷西部，北东走向为主，延伸 60 kra， 

由南向北大体可以分为 3段：高青段，近东西走向， 

断面南倾，长约 34 kra；平南段，北北东走向，断面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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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倾，长约 14 km；滨南段，北东走向，断面东南倾， 

长约 12 km。各段的活动时间不一致，高青段始于 

新生代早期，一直活动到上新世末，而平南和滨南段 

始于中侏罗纪，在上新世早期停止活动。根据断层 

向下延伸和滑脱深度，高青一平南断裂为切穿盖层达 

基底的基底断裂，断层切割深度较大，可以和深断裂 

直接沟通起到沟通岩浆房和气源的作用从而控制二 

级构造单元的发育口] 并通过广泛发育的沉积断层 

与各种各样的圈闭联系起来，从而使岩浆中的挥发 

份沿这些断裂运移至浅部。 

高青、花沟、平南地区天然气的聚集与深大断裂 

带的展布关系密切，其分布明显地受控于区域性大 

断裂，断裂的作用主要是控制气藏成带出现和形成 

断层遮挡的气藏。以高青一平南断裂为界，两侧分布 

有不同类型的气藏，南侧主要为烃类气藏(图 1)，而 

北侧主要是以 c0 为主的非烃类气藏。前人曾对 

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 c0 气藏的地球化学特征、分 

布规律、成因和成藏模式做过比较详细的研究，初步 

认为 c0 具有幔源特征[引。对于烃类气体则希望 

对烃类甲烷气的形成进行分析，并分析两侧的气体 

组分及碳同位素组成，结合地质特征探讨两侧气体 

的成因差别及形成这种差异的原因。 

图1 济阳坳陷高青一平南断裂带区域构造图 

I．高青地区；1I．花沟地区；llI．平方王地区；1．断裂；2．基底断裂；3．CO2气藏；4．中生代侵入岩；5．喷出岩；6．新生代碱性玄武岩} 

7．取样位置 

Fig．1 Regional geological map of gas pool in Gaoqing—Pingnan fault belt，Jiyang Depression 

至沙三段地层 。 

1 气藏的基本特征 

研究所测的 14口井主要分布于 4个不同的气 

藏中。B4井、B1井位于平方王开发区内，该地区因 

沙四上块状灰岩因风化严重，岩性疏松，裂缝发育， 

渗透性好，属生物礁相沉积。气层主要为沙四上礁 

灰岩以及沙四中两套含油气层，其中 B4井位于礁 

灰岩气顶区，B1井位于礁灰岩气油边界附近，两井 

都位于沙四中含油范围内。气藏的圈闭类型为受断 

裂和岩性双重影响复合背斜圈闭，区域盖层为沙二 

G10井及 G12井位于高青一平南断裂西南段上 

升盘青城凸起西部。气藏圈闭类型属青城凸起中生 

界侵蚀面构造一岩性圈闭气藏，储气层为馆陶组薄层 

粉砂岩，盖层为馆陶组砂层之上的浅紫、棕黄色及少 

量灰绿色泥岩。G53、G3气藏位于青城凸起主体西 

部馆陶组披覆背斜 G53披覆背斜上，气藏储层由馆 

陶组中部地层靠近基岩不整合面的粉细砂岩组成， 

岩性疏松物性较好，碳酸盐含量低 ，属泛滥平原、河 

道间、河道边缘沉积。 

H6馆陶组气藏位于花沟断鼻带 H6馆陶组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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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背斜上，气藏背斜构造北接高青断层，东、西面分 

别受 G1西、H6西次级 断层切割 ，为向东 、西、南方 

向倾斜的不对称背斜，气藏储层由馆陶组上部地层 

内粉砂岩组成 ，岩性疏松物性好 ，碳酸盐含量较低 ， 

泥质含量相对高 。属泛滥平原 、河道间、河道边缘沉 

积。H17气藏位于高青一平南断裂下降盘断鼻构造 

东翼的断块构造内，气层为沙三段下部水下扇形砂 

体内，盖层为沙三中段厚约 100 m的泥岩段。 

2 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 

高青一平南断裂带气体组分及碳同位素分析数 

据(表 1)表明：断裂南侧 ，除 H17井是 以 CO。气为 

主外，其他均以烃类气为主，CH 的含量从 88．83 
～ 99．26％。而 断 裂 两 侧 艿 c 变 化 范 围 从 
一 35．OO‰～一55．17‰ ；除 H17井为一54．39‰外 ， 

其余井值均大于一50％o。一般认为单纯的无机气 

艿 C 大于 30％o 2]，如果从数值上 直接判识 ，均为有 

机成因特征。但是根据该地区断裂发育，岩浆喷发 

频繁以及流体包裹体的成分判别该地区有来自深部 

的无机成因气。之所以碳同位素偏轻，是由于生成 

的无机气从地球深部向浅部运移过程中发生分馏。 

加之混入有机气必然导致检测到的甲烷碳同位素偏 

轻 ]。因此初步认为该地 区甲烷气是有机与无机混 

合形成 。 

在断裂的西部、北部 主要 以 CO。气为主 ，含 量 

在 6O．72 ～99．99 之间，除 B4以 CO。一CH 为主 

的混合气藏外，其余 CO。含量均大于 94 ，本区高 

含 CO。气藏中的 CO。以相对富 c为特征，艿 c值 

变化较小，为一7．7‰～一3．41‰，在 cO。含量与其 

艿̈ CC。 值图解上_4]，所有的数据点均投影于无机成 

因气区域内。以烃类气藏为主的 H6—2，6-4井主要 

艿 C 。 一8．3‰～一8．6‰为有机与无机成 因二氧化 

碳共存区；B4井则为无机和有机成因二氧化碳混合 

气 。 

表 1 平方王、高青 、花沟地 区天然气组成及碳 同位素 组成 

Table 1 Composition of natural gas and carbon isotope in the areas of Pingfanfwang，Gaoqing and Huagou 

井名 f 段 
l 

H6—4 790．0～ 830．0 

H6—2 743．8～ 783．4 

H 12 804．8～ 813．6 

H4 1 276．1～ 1 282．0 

H6 818．0～ 81 9．6 

H 16 828．1～ 831．0 

H 17 1 965．1～ 1 980．0 

B4 1 510．0～ 1 568．0 

B1 1 890．0～ 1 898．0 

B¨ 1 98O．2～ 2 250．0 

G10 824．3～ 838．9 

G12 820．0～ 850．0 

G3 833．4～ 834．8 

G53 8̈ ．4～ 818．0 

层位 

Ng 1．93 

Ng 1．92 

Ng 0．04 

Es1 0．O8 

Ng 0．02 

—C—H_]— 罕 —厂 ]— 0—2—_L— _—亍兰 资料来源 4 l c2H 6 l c3H8 l c4H10 l c l c1 { c2 l c3 l⋯’’ 
96．50 0．43 0．00 —8．30 —44．70 —25．20 本文 

96．70 0．43 0．00 — 8．60 — 44．70 — 24．80 

99．12 0．40 0．05 0．02 l 3，44 j 

88．83 0．99 0．86 0．88 — 55．17 — 30．93 — 22．36 

99．26 0．44 —44．28 —25．24 —20．33 本文 

98．99 0．31 — 46．60 — 30．37 — 22．64 

7．47 0．20 0．31 0．27 — 3．41 — 54．39 — 33．16 — 31．25 

32．62 2．30 2．03 0．58 —9．80 —49．40 —32．40 —28．90 本文 

3．53 0．85 0．86 0．38 — 6．10 — 45．80 — 30．10 — 27．40 

1．31 0．34 0．37 0．35 —5．90 —47．55 l 3，7 l 

0．00 —5．20 本文 

0．08 ——7．70 

0．07 —4．41 —35．OO l 3，44 l 

3 天然气成因讨论 

研究区内分布有不同类型的气藏，一是高纯度 

CH 气藏，CH 含量 96．5 ～99．12 ；二是高纯 

度CO 气藏，CO 含量从 94 ～99．99 ；三是高含 

CH 的CO 气藏，如 B4井、H17井，含 N。的 CH 

气藏 ，如 H4井。 

3．1 CH 成 因分析 

高青一平南断裂带生油气岩系十分发育。其中， 

沙四段上部和沙三段中下部为主要生气岩系，暗色 

泥岩及油页岩 厚度 200 m～800 m，有机质 含量丰 

富，残余有机碳含量 1 ～4 。有机质演化程度较 

高，R。值一般介于 0．4％～O．9 之间 ，有机质类型 

以腐泥型为主，具有很好的生气条件。下第三系生 

成的天然气通过断层、不整合面等通道运移到浅层 

圈闭之中。花沟地 区天然气组分 ，以甲烷 占绝对优 

势 ，其含量一般大于 95 ，属于干气 。 

高青一平南断裂带浅层天然气以沙三段湖相泥 

岩为主力烃源岩 ]，据戴金星 对天然气 的成 因判 

别该地区天然气以油型气为主。在地球化学研究 

中，通常认为甲烷碳同位素组成主要受源岩母质类 

型和热演化程度的影响。与相应烃源岩的演化程度 

有较好 的对应关系，戴金星建立油型气8 C 一R。关 

系 对应的关系式是：8 c1≈15．80 lgRo～42．2O 

(R。为镜质体反射率)。据此关系式及表 2中8 c 

数据得知该地区镜质体反射率主要范围在 0．16 

～ O．69 9／6之间，烃源岩基本处于低成熟～成熟演化阶 

幽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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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一般而言，有机质与天然气的成熟度具有良好 

的对应性，该地区的Ro值与烃源岩相比显得偏低， 

这也进一步证明该地区不是由单一有机质热成因形 

成的天然气，而是具有多种来源。G3井的尺。高达 

2。86％，其原因应该是由于高青地区发育了多期的 

岩浆喷发，溶解和扩散能力很强的深部热流体所携 

带的高热能使沉积盆地的地温升高，加快烃源岩的 

热演化，使局部的有机质异常成熟。 

划分天然气成因类型的一个重要指标就是甲烷 

的碳同位素组成，一般来讲生物成因气8”C 低于 
一

55‰，而8”C1高于一50％o的天然气为热成因天然 

气，介于两者之间的则是一种混合成因的天然气或 

者是生物一热催化成因的天然气 ]，尽管平方王、高 

青、花沟地区气体的组分变化较大，除 H17井的 

C 值为 一54．39 0外，其余 8̈ C 主要 分布 在 
一

35．00 0～一49．44‰，均大于一50‰，G3井8̈ C1 

值高达一35．O0‰。如果仅从数值上分析，该地区烃 

类气体应为热成因气。 

6”Cc0 (PDB)／‰ 

图2 高青一平南断裂带 8”C 。。，PDB／~。与 8 C ， 

PDB／％o关 系图 
Fig．2 The relation of 8”Cco

2 
and 313 CCH

4 
in the Gao— 

qing-Pingnan faults zone 

张学华等 ]认为，8̈ C 值范 围在 一30‰ ～ 
一 50‰的 CH 也可以是无机成因的 ，一般认为无机 

成因的天然气具有甲、乙、丙、丁烷8̈ C反序排布的 

特征，李春园等采用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天然气中 

甲烷及其同系物的8̈ C排序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 

表明：当两种不同源的天然气混合时，两种具正序分 

布特征的生物成因天然气混合后可产生具反序分布 

特征的天然气口。。。相应地，两种具反序分布特征的 

非生物成因天然气混合后也可产生具正序分布特征 

的天然气，所以高青一平南断裂带甲烷及其同系物的 

8”C虽为正序排序，也不能排除有无机成因的成分。 

结合该地区多期的岩浆喷发以及断裂构造发育的特 

征，认为该地区烃类天然气以有机和无机相结合混 

合天然气。 

无机的天然气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是岩浆中 

CH 挥发份逸出。研究表明岩浆中溶解了相当数 

量的挥发份碳，以CO。和 CH 为主Ⅲ1 ，当岩浆沿断 

裂等上升时 ，随着压力 和温度 的降低 ，CO。和 CH 

等挥发组分因在熔体中溶解度降低而逸出Ⅲ1引。在 

高青一平南断裂带发现了具有幔源特征的方解石脉， 

其 C 。 为一7．3~／oo～一7．9‰(PDB)，对这些方解 

石脉气液包裹体作 Raman光谱分析，气相中 CH 

为 9．0 mol～14．2 mol，液相中 CH 为 0．08 

mol，这说 明该地区含有幔源甲烷[1 ，这种 甲烷具有 

较高的碳同位素值 ，当与有机成因的天然气混合时 

其必然导致检测到的甲烷碳同位素偏轻。另一种来 

源则是高温幔源 CO。注人盆地之后，可能与被还原 

性强的物质还原为 CH ，使天然气的8”C 值偏高。 

其中在喷发 岩中发现未被氧化 的铁 具有特别 的意 

义，对济阳坳陷 CH 气藏区以及 cO。气藏区的火 

成岩类 主要元 素 Fe2O。及 FeO 含量进行分析口 ， 

从表 2中可以看出除 CO。气藏区的 S10，S13，S15 

外，CH 气藏区的 FeO含量明显高于 cOz气藏区， 

而cO 气藏区的 Fe O。则高于 CH 气藏区，有无 

CO。气藏对火 山岩 Fe O。，FeO含量影响较大 ，这说 

明了 CO 气藏 区岩浆 中的 FeO有被 氧化成为 

Fe O。。而 相 应 的部 分 幔 源 CO。则 被 还 原 成 为 

CH 。而 CO 气藏区 3个样之所以特别，是由于这 

3个样都属于 AO一碱性橄榄玄武岩，晚第三纪火山 

岩大多为喷溢相碱性橄榄玄武岩 ，多出现在盆地边 

部凹陷形成的晚期。cO 被还原为 CH 的前提条 

件是较为还原 的条件 ，即幔源 CO。的注入量小但能 

量高。晚期活动的岩浆 中含有较丰富的 COz，但是 

此时的岩浆活动非常微弱，能量不足所以不能为氧 

化还原提供条件 ，所 以该地区 Fe。O。、FeO含量没有 

氧化还原的迹象口 ]。Henry等口朝在高温高压的 

条件下，模拟上地幔的温压条件，将含 CaCOa方解 

石、FeO和 H O按一定 比例混合，在 5 GPa条件 

下，当温度升高到500℃时，利用激光拉曼观测到有 

表 2 胜利油 田火 山岩 类 Fe。o。及 FeO质量分数．∞(B)／ Ⅲ 

Table 2 Maj0r elemment of Fe2 03 and FeO of the volcanic rocks from the Shengli oiifieid(in percentage) 

位置 非C02气藏区 CO2气藏区 

岩性 l 辉绿岩 玄武岩 玄武安山岩 辉绿岩 碱玄岩l 粗玄岩 辉绿岩 

层位 I Es3 J Esz Es3 Ng Es2 K1 K1 K1 K1 Es3 Es2 I Es3 I Es3 Es4 

样号 I$25 l$26 $28 $29 S31 S1 S2 S3 S4 S6 S10 f S13 J S14 S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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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烷生成，当温度到600。C时，有大量的 甲烷生成 ， 

具体反应见(1)，(2)。 

8 FeO+ CaCo3十 2 H 2o 一 

4 Fe2O3十 CH4十 CaO (1) 

12 FeO十CaCO3十 2 H 2O 一 

4 Fe3O4十 CH4十 CaO (2) 

当岩浆喷发时温度远远 高于 600℃大 约在 

1 000。C～1 250℃左右 ，完 全有可能发生该 反应， 

就进一步证明该地 区的烃类气藏有无机成因烃类来 

源 。 

甲烷是火 山活动区深部来源流体中重要 的气体 

组分之一 。最新值得重视的一点是我国境内最新火 

山喷发活动的五大连池火山区逸出气体中甲烷的 

6 C值特别低 ，平均 只有 一45．8‰ ，按照常 规 的分 

类方法，该天然气为生物成 因，但这明显与地质环境 

不符n 。同时一些学者认 为在天然气从深 部运移 

到浅部过程中碳同位素发生分馏及分离，在这过程 

8”C 逐渐变轻E17,183。6”C 为一40％o～一5o％o的甲 

烷也可能是地幔脱气及部分 CO 还原生成的 CH ， 

这种甲烷在碳同位素上与热成因甲烷难以区分。最 

近，Prinzhofer[1 提出用稀有气体同位素来区分热 

成因气新方法。氦和氩主要来 自深部扩散，导致地 

幔脱气CO 还原气气藏中 He／ Ar比值较高。相 

反，热成因气的形成温度较高，两个分子都容易气 

化 ，这类气体 中 He／ 。Ar比值偏低 ，接近地壳平 均 

值 。笔者测定花 4井中 He／ 。Ar比值 ，高达 108，远 

远高于地壳的平均值 4．92，这也进一步说 明该地区 

天然气不仅仅是由热成因。在沉积盆地中，由于烃 

源岩存在，岩浆上升带来的大量热能而形成大量有 

机成因烷烃气，即使盆地深部有非生物烷烃气运移 

至盆地沉积层 中，往往难于认识而被认为是有机成 

因的烷烃气。根据 天然气地质和地球化学条件 ，我 

国东部裂谷型盆地中有来自深部的非生物成因烷烃 

气 。 

3．2 Co 成 因分析 

天然 CO 有 3种 主要成 因：(1)岩浆 脱气，(2) 

地壳富碳岩石分解，(3)有机质分解。高青一平南断 

裂带北侧主要以无机成因非烃气为主，CO 的含量 

较高 ，除 B4井外 ，CO。含量均在 94 以上，国外如 

此高纯度气藏，通常是岩石化学成因和岩浆一幔源成 

因[21,22]。高青一平南地区中一新生代发生 了大规模的 

火山活动，高青地区沙二段有辉绿岩分布，在中生界 

有安山岩、玄武岩分布口 ，G1o井在 757．24 iTI到 

839．84 iTI深度至少检测到 5期可能与 CO 气充注 

有关的盐水包裹体_2 ，说明高青地区经历多期的火 

山活动，该地区 CO 气藏分布有一个明显特征：与 

火山岩的分布有直接或间接的空间关系，特别是与 

最近的火山活动关系最为密切(图 1)，高青一平南断 

裂是地幔岩浆上涌以及脱气的通道。岩浆在缓慢的 

冷凝过程中逐渐把 CO。气释放 出来 ，释放 出来的气 

体顺着沿断裂充填的玄武岩中发育的裂缝上升并进 

入馆陶组薄层粉砂岩 中成藏 。 

根据各种地 质环境 生成 的 CO。含量与稳定碳 

同位素比值关系，能够帮助区分有机、无机成因类型 

(6”C >一8％0为无 机成 因，6”C o < 一10％0为有 

机成因)，但不能有效地区分幔源和壳源各种无机 

CO 。它们都表现出相似或部分重叠 的6坞C值分 

布：地壳碳酸岩盐热分解 生成 的 CO 有 相似 的 

6”C∞ (一3‰ ～一8‰)[253。该地区 CO2的6 Cco 

为一3．41％0～一9．8‰ ，一般认 为6 C o 值在 一4‰ 
～ 一 7％o代表了地幔脱气生成的CO [2 。仅根据 

碳同位素并不能判别 CO 是否为地幔脱气成因，结 

合前人对该地 区的稀有气体地球化学特征研究进一 

步确定 CO 的来源 。研究 表 明高 青一平 南 断 裂带 

CO 气藏。He／ He值 主要在 4．45×10一～6．35× 

10 之间，HI7井 R／Ra在 4．45～ 6．35之 间[ 9] 

(R为样 品的。He／ He比值 ；Ra为空气 的。He／ He 

比值 ，为 1．4×10 )。一般认为岩浆一幔源成因 CO 

中 He同位素 比值 R／Ra大 于 2．5[3 ]，由此可知 ， 

该地区CO 主要是由岩浆一幔源成因，G3井 CO。气 

的幔源成分最 大 ，认为该地 区的 CO 应 该是 以幔 

源～岩石化学成因的混合气体。赫英[33]对高青地区 

火山岩辉 石 中包裹 体6”C 。 进行 测定，结果在 
一

7．2‰～一8．5％o之间与气井的值相 比偏低 。最主 

要的原因可能是高青地区基底地层中有奥陶系碳酸 

盐岩潜山的分布[3 。岩浆在上涌过程中带出大量 

热量，烘烤碳酸盐岩而产生大量CO ，这种烘烤作用 

产生 的 CO。的6”C 。 值主要分布在 一3．7～3．7之 

间，幔源一岩石化学成因混合气的6”C 。 就会比火山 

岩包裹体6”C 。。值大 。另外在 以烃类气体 为 主的 

B4以及 H6-2，6-4井 中6”C 。 值相对较低 ，这 种现 

象表明无机成因的二氧化碳气中混入了部分油型气 

二氧化碳 ，使 同位素偏轻 。 

3．3 断裂两侧气藏差别的原 因探讨 

沿高青一平南断裂带两侧的天然气藏存在明显 

的差别，断裂南侧主要以 CO 气藏为主，而断裂北 

侧则以烃类气藏为主，形成这种差异的主要原 因是 

由岩浆活动引起。 

由于第三纪岩浆活动强烈，范围较广，火山岩面 

积近千余平方公里 ，厚度可达千米 ，主要分布在惠民 

凹陷和东营凹陷_3 ，早期岩浆活动中释放的 CO 

气体受张性断层活动的影响难于形成有效的圈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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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新近纪以后的火山活动在地层中释放 出的气 

体才能有效聚集并得以保存下来。从图 1中可以看 

出 COz发育地区主要是与新生代碱性玄武岩系列 

火成岩有关 。新近纪 以后的火 山活动范 围减少 ，主 

要分布在高青一平南断裂带的西部即高青地区，而且 

主要以喷溢相碱性玄武岩为主，但晚期活动的岩浆 

中含有较丰富的CO2 E373。 

断裂两侧气藏烃类气体 C 值并没有明显的 

界限(图2)，推断断裂两侧的烃类气藏可能是同期 

岩浆喷发时形成。根据济阳坳陷岩浆活动分布图， 

将各期的岩浆活动分别与气藏分布进行对比分析， 

中生代及新生代早第三纪沙四期 (Es )和孑L店期 

(E愚)火山岩和侵入岩岩脉在济阳坳陷南北都有分 

布，与非烃气藏的关系不大，与烃类气藏关系比较密 

切。在早期的岩浆活动主要表现为喷发式的，活动 

能量大，此时 CO。气体亦随岩浆向外喷发，并向外 

散失，只有少部分 CO。的注入，在高能量条件下发 

生氧化还原反应而生成 CH ，断层自然成为岩浆运 

移的通道，这时大量的岩浆充填到断裂两侧，岩浆的 

喷发携带大量的热能．，促进了沉积有机质向烃类物 

质转化。所以该地区天然气主要以热成因为主，同 

时也有部分岩浆中 CH 挥发份逸出以及幔源 CO。 

生还原反应生成的烷烃。同时由于火山岩本身的盖 

层作用，阻挡了气体的进一步向上扩散而聚集成藏。 

而新生代中晚期(Es3以后)火山岩和侵入岩岩脉，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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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oCHEM ISTRY AND oRIGIN oF TW o TYPS OF GAS POOL IN 

GAOQING—PINGNAN FAULTS，JIYANG DEPRESSION 

SHEN Bao-jian 一， HUANG Zhi～long ， LIU Hong—wen ， 

XU Cheng ， LIN Zhi-jia ， YAN Zai—fei ， CHEN Mi ' ‘ 

1．State Key Laboratory of Ore Deposits Geochemistry，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Guiyang 550002，China； 

2．Graduate School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Bej ng 100039，China 

Abstract： Surrounding the Gaoqing—pingnan fault zone，there are multiple types of gas reservoir 

with the gas compositions of CH4，CO2．The isotope geochemistry and compositions of the gas 

pools were studied in this paper． Hydrocarbon gas poo1 occurs in the Huagou area，characterized 

by the CH4 contents ranging from 88．83 to 99．6 ，and the ”CcH values from 一35．00％0 to 
一 55．17％0，indicating that the hydrocarbon gas originated from high temperature decomposition 
of oi1 type gas．Fe2 O3 and FeO contents of the volcanic rock from CO2 gas pool area and CH4 gas 

poo1 area showed evident difference．This showed that the hydrocarbon gas may be resulted from 

chemistry redction．The CO gas mainly appeared in the north area，with the CO2 contents ran～ 

ging from 6O．72 ～99．99 9／6，the ¨Cc()̂values from 一3．41‰～ ～9．8‰ ，the。He／ He ratios 

from 4．35×10 ～6．35×10 (i．e．R／Ra一 4．45—4．35)．Based on the data of composition and 

isotope，deep geological background，deep faults and volcanic rock，it revealed that CO2 distribu- 

tion in Gaoqing area was mostly originated from inorganic mantle source related with igneous 

rock．The favorable tectonic environment for the formation of CO2 reservoir is rifting，which is 

related with great fault—magma activity，and the formation of CO2 gas pools and its space-time 

correlation to the newest magmatic activities．The primary reason responsible for different distri- 

bution of gas pools in both sides of fault zone is magma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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