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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相泥页岩储层脆性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泥页岩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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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准确评价湖相泥页岩脆性及探究其影响因素，选取了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古近系阜宁组二段湖相泥页岩样品，利用

全岩 Ｘ 衍射分析、有机碳测定、镜质体反射率测定、扫描电镜、三轴岩石力学等实验技术手段，分析了样品的矿物成分、地球化学、储
集空间等特征；并采用测井、强度参数、矿物成分以及应力—应变曲线变化特征等方法评价其脆性特征。 结果表明，页岩主要为云质

页岩和灰质页岩，脆性矿物含量较高；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１．２５％，且已达到成熟阶段；储集空间由特低孔和裂缝组成；应力应变关系

曲线表现出较强的脆性特征；不同方法的脆性评价结果存在一定差异，基于弹性参数与矿物组分评价脆性比基于强度参数的应用效

果更佳，但每种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性。 阜二段页岩脆性受矿物组分、有机质丰度、储集空间发育程度等共同影响，随着白云石含

量、有机质成熟度、裂缝发育程度的增加，储层脆性随之增加；而方解石含量、有机质丰度、孔隙度的增加则会减弱储层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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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岩油是非常规油气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国

页岩油技术可采资源量丰富［１］。 我国陆相页岩油

主要赋存在湖相层系，而湖相页岩层系沉积构造较

复杂，非均质性强，埋藏深，面积小，这对研究湖相

泥页岩脆性提出了挑战。 脆性较高的岩石在有效

压裂后可以形成规模较大的缝网系统，进而可提高

页岩油的产量。 不同学者根据不同的需要提出了

不同的脆性含义以及评价方法［２－８］。 如通过确定

岩石中脆性矿物及塑性矿物提出的矿物组分

法［９］；利用室内岩石力学实验应力—应变曲线中

获得的弹性参数及其他特征参数提出的弹性参数

法［１０－１２］和全应力—应变曲线特征参数法［１３－１４］；利
用硬度或强度测试得到的硬度、强度参数提出的硬

度法［１５－１６］、强度法［１７－１８］ 等方法。 湖相页岩脆性是

矿物成分、有机质、储集空间发育程度共同作用的

结果，是评价可压裂性的重要指标。 本文在调研国

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

次凹古近系阜宁组二段湖相泥页岩为例，采用不同

方法对湖相泥页岩的脆性进行评价，全面探究泥页

岩脆性的影响因素，以期为湖相页岩油藏的成功改

造及高效开发提供参考。

１　 地质背景

苏北盆地是中国东南部最大的中新生代盆

地［１９］ ，海安凹陷位于苏北盆地东台坳陷的东南

部，总体表现为“七次凹夹一隆”的构造格局（图
１ａ），其内部的曲塘次凹和海北次凹为油气勘探

主体区（图 １ｂ）。 本文的研究区为曲塘次凹，位
于海安—姜堰境内，是晚白垩世以来形成的箕状

断陷。 其北接泰州低凸起，东邻海北次凹，南邻

通扬 隆 起， 自 北 向 南 发 育 北 部 断 阶 带、 中 部

深凹带、东部斜坡带和南部斜坡带，具有“北断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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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苏北盆地构造单元划分（ａ）、曲塘次凹位置（ｂ）及 Ｊ１９ 井取样位置（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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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北陡南缓、北深南浅”等特征［２０］；自上而下依次

发育阜宁组一段、二段、三段、四段 ４ 个层段。 阜二

段（Ｅ１ ｆ ２）为一套湖相沉积，岩性以深灰色—黑色

泥岩 ／页岩为主，夹泥灰岩、灰岩和白云岩，是研究

区最重要的生油岩［２１－２３］。 目前已在海安凹陷曲塘

次凹阜宁组地层中获得油流，预示着盆地内存在巨

大的油气勘探潜力［２４］。

２　 样品与方法

２．１　 样品与实验

６ 个样品采自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

段（图 １），全部样品均为深湖—半深湖相，岩性为

云质泥页岩和灰质泥页岩。
实验室岩石力学特征测试是研究岩石力学性

质最直接的方法。 为了全面分析、精确刻画岩石脆

性特征，对样品的物理性质、应力—应变特征进行

了测试。 岩石力学实验设备是从长春市朝阳试验

仪器有限公司引进的岩石力学三轴应力测试系统，
实验对圆柱形岩样的横向施加液体围压，然后逐渐

增大轴向载荷，测出岩石破坏时的轴向应力，并绘

出应力—应变关系曲线。 样品为直径 ２５ ｍｍ 的圆

柱形试样，基面偏差在 ２．５％范围内，岩样的长径比

为 １．５。 在三轴压缩试验中，测试温度为 ２０ ℃，围
压为 ４０ ＭＰａ。 此外，利用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
气资源与探测国家重点实验室设备对样品进行

Ｘ 射线衍射（ＸＲＤ）、总有机碳（ＴＯＣ）以及镜质体

反射率（Ｒｏ）测定以及扫描电镜实验，以探究湖相

泥页岩样品脆性的影响因素。
２．２　 脆性评价方法

２．２．１　 基于测井方法的岩石脆性评价

影响岩石脆性的 ２ 个弹性参数为杨氏模量和泊

松比，其分为静态弹性参数与动态弹性参数，可利用

阵列声波测井得到的速度信息计算动态弹性参数。

ν＝
ｖｓ ２－２ｖ２ｐ

２（ｖｓ ２－ｖ２ｐ）
（１）

Ｅ＝
ρｂ

ｖ２ｐ

３ｖｓ ２－４ｖ２ｐ
ｖ２ｓ －ｖ２ｐ

×１０６ （２）

式中：ν 为泊松比；Ｅ 为杨氏模量，ＧＰａ；ｖｓ 为横波

时差，μｓ ／ ｍ； ｖｐ 为纵波时差，μｓ ／ ｍ； ρｂ 为体积密

度，ｇ ／ ｃｍ３。
利用岩石三轴应力资料，根据 Ｒｉｃｋｍａｎ 方

程［３］，将动态弹性参数转化为静态弹性参数，可以

得到阜二段的静态弹性参数。 总的来说，一个适用

于研究区湖相页岩的修正脆性指数模型如下：

ＢＩＥ ＝
Ｅ－２５．３７４

３６．３６３－２５．３７４
（３）

ＢＩν ＝
０．３５３－ν

３６．３６３－２５．３７４
（４）

ＢＩ１ ＝
ＢＩＥ＋ＢＩν

２
（５）

式中：ＢＩＥ为归一化的杨氏模量；ＢＩν为归一化的泊

松比；ＢＩ１为脆性指数。
２．２．２　 基于强度参数的岩石脆性评价

基于强度参数的脆性评价方法主要是利用抗

压强度和抗拉强度的差异性来评价。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ＨＵＣＫＡ 和 ＤＡＳ［２５］ 认为抗压强度和抗拉强

度的差异随着脆性的增加而增加，可利用二者或

二者组合之间的比值关系来评价脆性，其计算模

型如下：

ＢＩ２ ＝
σｃ

σｔ
（６）

式中：σｃ 为抗压强度；σｔ 为抗拉强度；ＢＩ２ 为脆性

指数。
２．２．３　 基于矿物成分含量的岩石脆性评价

岩石的全岩矿物组分（质量分数）通过 ＸＲＤ
方法测定，定量分析储层中脆性矿物与黏土矿物的

相对含量［２６］。 页岩储层脆性矿物含量对压裂过程

中裂缝的发育程度具有重要影响［２７］。
其中，页岩储层中脆性矿物含量越高，越易在

压裂时形成裂缝网络。 ＷＡＮＧ 和 ＧＡＬＥ［２８］ 通过分

析北美地区页岩气储层及其开采情况，在考虑其他

脆性矿物（如脆性白云岩）和塑性矿物（如塑性石

灰岩）以及总有机物含量（ＴＯＣ）之后，提出了新的

岩石脆性指数计算公式。 根据研究区泥页岩的矿

物组成，采用以下脆性矿物含量评价模型：

ＢＩ３ ＝
ω（Ｓｉ）＋ω（Ｃａｒ）

ω（Ｓｉ）＋ω（Ｃａｒ）＋ω（Ｃｌａｙ）
（７）

式中：ω（Ｓｉ）为长英质矿物的含量；ω（Ｃａｒ）为碳酸

盐质矿物的含量；ω（Ｃｌａｙ）为黏土矿物的含量；ＢＩ３
为脆性指数。
２．２．４　 基于应力—应变曲线的岩石脆性评价

ＢＩＳＨＯＰ ［１５］提出岩石峰值强度与残余强度参

数组合关系的脆性指数计算方法； ＨＵＣＫＡ 和

ＤＡＳ［２５］则利用可恢复应变以及可恢复应变能等多

种岩石力学参数，分别提出脆性指数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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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ＮＤＲＥＥＶ［１３］提出利用岩石破坏时轴向应变来计

算其脆性指数。 ２１ 世纪以来，也有学者不断提出

脆性评价方法，ＴＡＲＡＳＯＶ 和 ＰＯＴＶＩＮ［１１］ 认为脆性

大小主要取决于弹性模量与峰后模量，其评价模型

如下：

Ｋ＝
Ｍ－Ｅｘ

Ｍ
（８）

式中：Ｋ 为脆性评价指标；Ｍ为弹性模量；Ｅｘ 为峰后模

量。 根据前人经验表明，Ｋ 值越小，岩石脆性越大。

３　 泥页岩特征与脆性指数

３．１　 岩石矿物成分特征

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泥页岩样品

矿物组分以石英、长石、黏土、方解石、白云石为主，
样品黏土含量高，主体矿物占比近似一致，上下岩

性差异小，主要发育云质泥页岩和灰质泥页岩，脆
性矿物含量均大于 ５０％（表 １）。
３．２　 地球化学与储层特征

研究区阜二段泥页岩样品 ＴＯＣ 值为 ０．５３％ ～
２．２９％，平均值为 １．２５％，有机质丰度较高；有机质

成熟度（Ｒｏ）为 ０．８８％～１．２１％，平均值为 １．０６％，已
达到成熟阶段（表 ２）。

样品孔隙度为 １．０７％～３．３６％，平均值为２．１２％
（表 ２），表明阜二段泥页岩整体致密，具有特低孔

特征。 由扫描电镜结果（图 ２）可见，研究区阜二段

泥页岩裂缝较发育，主要发育收缩缝、差异压实缝、
微裂缝等多种裂缝。
３．３　 脆性特征

６ 个样品基于三轴应力实验的结果见表 ３；不
同类型页岩在 ４０ ＭＰａ 围压下的应力应变曲线见

图 ３。 可以看出，在相同的加载条件下，页岩样品

变形特征、力学参数存在明显差异。 页岩样品全应

力应变曲线形态主要体现为弹—塑性变形类型，实
验样品的破坏模式均为剪切破坏模式（图 ４）。 样

品表现为弹—塑性变形，变形曲线由近似直线的弹

性变形阶段和破坏前小的塑性变形阶段组成（图
３），部分样品在破坏后仍具有一定的残余强度；
４ 号样品表现为弹性变形较强、曲线呈近似直线，
岩石变形主要为弹性变形，较其他样品弹性较好。
３．４　 不同方法脆性评价结果

利用上述 ４ 种方法对岩石样品脆性进行评价，
计算出阜二段页岩样品脆性指数和评价指标（表
４）。 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３分别为利用测井方法、强度参数、
矿物组分含量计算得到的脆性指数；Ｋ 值为应力—
应变曲线测试得到的脆性评价指标。

４　 讨论

４．１　 四种脆性评价方法对比

本文分别采用四种方法对湖相泥页岩脆性进

表 １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宁组二段泥页岩样品矿物组成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样品
编号

深度 ／
ｍ 岩性

黏土
矿物 ／ ％

石英 ／
％

钾长石 ／
％

斜长石 ／
％

方解石 ／
％

白云石 ／
％

铁白云石 ／
％

脆性
矿物 ／ ％

１ ３ ８１９．６６ 含灰泥页岩 ４０ ２８ １ ６ ２０ ０ ０ ５５

２ ３ ８４２．３２ 灰质泥页岩 ３６ ４ １ ７ ２８ ０ １ ６１
３ ３ ８５３．１５ 含灰质泥页岩 ４０ １３ １ ７ １４ ４ １７ ５６
４ ３ ８６８．４５ 含云泥页岩 ３９ １８ ４ ９ ５ ２ １２ ５０
５ ３ ８８９．３２ 泥质云岩 １７ １２ ２ １０ ５ ８ ３５ ７２

６ ３ ８９５．００ 云质泥页岩 ２８ １３ １ ９ ９ ２ ２１ ５５

表 ２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宁组二段泥页岩地化和储层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样品编号 深度 ／ ｍ 岩性 ω（ＴＯＣ） ／ ％ Ｒｏ ／ ％ 孔隙度 ／ ％

１ ３ ８１９．６６ 含灰泥页岩 ２．２５ １．１０ ３．３６
２ ３ ８４２．３２ 灰质泥页岩 ２．２９ ０．８８
３ ３ ８５３．１５ 含灰质泥页岩 ０．８４ １．０６ １．４７
４ ３ ８６８．４５ 含云泥页岩 ０．７３ １．０９ ２．５７
５ ３ ８８９．３２ 泥质云岩 ０．５３ １．２１ １．０７
６ ３ ８９５．００ 云质泥页岩 ０．８３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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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3 840.50 m!"# b. , 3 847.00 m$%&'# c. , 3 885.25 m!"#

d. 3 833.50 m()#, e. , 3 876.25 m!"# f. , 3 911.00 m!"#

图 ２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宁组二段泥页岩扫描电子显微镜照片

Ｆｉｇ．２　 ＳＥＭ ｉｍａｇ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表 ３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宁组二段泥页岩样品脆性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３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编号
深度 ／

ｍ 岩性
直径 ／
ｍｍ

长度 ／
ｍｍ

抗压强度 ／
ＭＰａ

杨氏模量 ／
ＧＰａ 泊松比

弹性模量 Ｍ ／
ＧＰａ

峰后模量 Ｅｘ ／
ＧＰａ

１ ３ ８１９．６６ 含灰泥页岩 ２４．４ ４９．７ ２７４．７６ ２６．８６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４６
２ ３ ８４２．３２ 灰质泥页岩 ２４．５ ４９．５ ２８８．６４ ３０．６１ ０．３５ ０．２７ －１．３８
３ ３ ８５３．１５ 含灰质泥页岩 ２４．５ ３２．２ ２１６．８９ ２５．３７ ０．３０ ０．２４ －０．２３
４ ３ ８６８．４５ 含云泥页岩 ２４．６ ４６．４ ３５４．７７ ３６．３６ ０．３０ ０．３３ －０．３５
５ ３ ８８９．３２ 泥质云岩 ２４．４ ３６．８ ３１５．４４ ３０．３３ ０．２２ ０．２５ －０．０６
６ ３ ８９５．００ 云质泥页岩 ２４．４ ５３．４ ２５９．９１ ３１．３４ ０．２７ ０．２１ －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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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泥页岩样品应力—应变曲线

围压 ４０ ＭＰａ。

Ｆｉｇ．３　 Ｓｔｒｅｓｓ⁃ｓｔｒａｉ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行评价。 通过分析本次实验结果发现，三种方法计

算的脆性指数（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３）与实验结果计算的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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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泥页岩样品三轴压缩试验后的破裂形态

Ｆｉｇ．４　 Ｒｕｐｔｕｒｅ ｇｅｏｍｅｔｒｙ ａｆｔｅｒ 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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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
阜二段泥页岩样品不同方法脆性指数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４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编号 深度 ／ ｍ 岩性 ＢＩ１ ＢＩ２ ＢＩ３ Ｋ

１ ３ ８１９．６６ 含灰泥页岩 ２２．９４ ６８．６９ ５５．００ ２．９１
２ ３ ８４２．３２ 灰质泥页岩 ２３．８２ ７２．１６ ６１．００ ６．０７
３ ３ ８５３．１５ 含灰质泥页岩 ２０．９６ ５４．２２ ５６．００ １．９７
４ ３ ８６８．４５ 含云泥页岩 ７１．３２ ８８．６９ ５０．００ ２．０６
５ ３ ８８９．３２ 泥质云岩 ７２．５５ ７８．８６ ７２．００ １．２６
６ ３ ８９５．００ 云质泥页岩 ５６．１９ ６４．９８ ５５．００ ３．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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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云质泥页岩 Ｋ 值与脆性指数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ｄｏｌｏｍｉｔｉｃ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性评价指标（Ｋ）具有良好的相关性（图 ５，图 ６），但
也存在一定差异，原因如下：

（１）基于矿物成分含量的脆性评价存在差异

主要由两方面原因造成。 一方面是其方法依赖岩

石中脆性矿物含量，但在不同地区不同矿物组分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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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 x= +0.180 7 8.097 7
=0.640 3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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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50 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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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64 6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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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灰质泥页岩 Ｋ 值与脆性指数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ｏｆ ｌｉｍｙ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岩石脆性影响程度是不同的。 如四川龙马溪组下

部沉积了硅质页岩，硅质成为主要脆性矿物［２９］，值
得注意的是，黄铁矿的存在也有可能对岩石脆性产

生影响［３０－３１］。 另一方面是该方法考虑因素较单

一，仅仅考虑矿物组分含量，而忽略了成岩作用、胶
结作用以及围压等的影响。

（２）基于弹性参数的脆性评价也存在一定缺

陷。 首先，利用弹性参数计算脆性指数公式具有较

强的地区适用性，计算公式主要根据不同地区岩石

样品研究得来，普适性较差；其次，利用公式（４）计
算过程中杨氏模量与泊松比对脆性指数影响程度

相同，这种认识并没有理论依据［３２］；再次，在利用

纵横波时差计算动态弹性参数时，声波时差易受到

ＴＯＣ 的影响而改变；最后，静态弹性参数是由室内

实验测得，其脆性特征容易受围压、温度等因素

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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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３）基于强度参数的脆性评价其效果相对上

两种方法较差。 由于利用三轴应力—应变实验得

到的参数，强度计算的脆性参数是岩石破裂的临界

值，而脆性是整个破裂过程中的性质，不能仅仅考

虑应变曲线前的力学参数或峰后情况。
４．２　 脆性影响因素

４．２．１　 矿物成分

通过研究岩层的矿物成分类型及含量，可以判

断脆性大小。 分析发现白云石、方解石的含量对脆

性指数的影响不同。 白云石含量与 Ｋ 值成反比

（图 ７ａ），即与其表示的脆性成正相关关系，是由于

当白云石含量增加时，白云石含量占主导地位，其对

岩石脆性的影响越来越大，在该阶段，云质泥岩的脆

性指数与 Ｋ 值所表现的脆性成正比；而灰质含量与

Ｋ 值成正比（图 ７ｂ），即与其表示的脆性成负相关关

系，是由于灰质泥岩中随着方解石含量的增加，杨氏

模量减少，泊松比增加，其脆性越来越弱。
４．２．２　 有机质丰度

一般来说，泥页岩储层中有机质含量越高，Ｋ
值越大，岩石的脆性越低（图 ８ａ）。 因为有机质丰

度与泥质含量有关，而泥质含量影响脆性。 以干酪

根为主的有机质，随着成熟度的升高，脆性增加

（图８ｂ） 。由于碳氢比升高，使得干酪根逐渐以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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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泥页岩 Ｋ 与矿物组分含量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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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８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泥页岩样品脆性与 ＴＯＣ 和 Ｒｏ的相关性

Ｆｉｇ．８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Ｋ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ＯＣ ａｎｄ Ｒｏ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烃化合物为主，芳烃化合物内部结构重新排列，稳
定性增强，从而脆性增加。
４．２．３　 储集空间发育程度

湖相泥页岩层系发育多种孔缝类型，当泥页岩

受到地应力加载后，造成孔缝末段应力集中，从而

诱导产生张性裂缝，造成岩石脆性发生改变。 孔隙

度对岩石应力—应变关系具有重大影响，随着孔隙

度的增加，Ｋ 值变大，岩石的弹性模量降低，Ｋ 值变

大造成岩石脆性逐渐下降（图 ９）。 研究区发育多

种类型裂缝，天然裂缝的存在会与水力压裂缝相互

作用，造成逐级裂缝交会贯穿，共同形成多级裂缝

网格系统。

５　 结论

（１）通过以应力—应变曲线实验得到的 Ｋ 值，
对利用弹性参数、强度参数、矿物组分含量计算得

到的脆性指数 ＢＩ１、ＢＩ２、ＢＩ３进行标定，发现基于弹

性参数和矿物组分含量评价脆性比基于强度参数

评价脆性的应用效果更佳，但每种方法都存在一定

的局限性。
（２）云质泥岩与灰质泥岩脆性评价的应用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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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９　 苏北盆地海安凹陷曲塘次凹 Ｊ１９ 井阜二段
泥页岩样品脆性与孔隙度的关系

Ｆｉｇ．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Ｊ１９，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 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果不同，云质泥岩的三种方法计算的脆性指数与 Ｋ
值成反比，即与其表示的脆性成正相关关系，而灰

质泥岩则成负相关关系。
（３）页岩脆性主要受矿物组分、有机质储集空

间发育程度影响。 白云石含量、有机质成熟度、裂
缝发育程度与脆性呈正相关关系；方解石含量、有
机质丰度、孔隙度与脆性呈负相关关系。

参考文献：

［１］　 邹才能，朱如凯，吴松涛，等．常规与非常规油气聚集类型、
特征、机理及展望：以中国致密油和致密气为例［ Ｊ］ ．石油学

报，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７３－１８７．
　 　 　 ＺＯＵ Ｃａｉｎｅｎｇ，ＺＨＵ Ｒｕｋａｉ，ＷＵ Ｓｏｎｇｔａｏ，ｅｔ ａｌ．Ｔｙｐ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ｉｇｈｔ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ｇａ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７３－１８７．

［２］ 　 袁俊亮，邓金根，张定宇，等．页岩气储层可压裂性评价技术［Ｊ］．
石油学报，２０１３，３４（３）：５２３－５２７．

　 　 　 ＹＵＡＮ Ｊｕｎｌｉａｎｇ，ＤＥＮＧ Ｊｉｎ’ｇｅｎ，ＺＨＡＮＧ Ｄｉｎｇｙｕ，ｅｔ ａｌ．Ｆｒａｃ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
３４（３）：５２３－５２７．

［３］ 　 ＲＩＣＫＭＡＮ Ｒ，ＭＵＬＬＥＮ Ｍ Ｊ，ＰＥＴＲＥ Ｊ Ｅ，ｅｔ ａｌ．Ａ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ｕｓ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ｆｏｒ ｓｔ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ｓｉｇｎ 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ｌｌ
ｓｈａｌｅ ｐｌａｙｓ ａｒｅ ｎｏｔ ｃｌｏｎ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ｓｈａｌｅ［Ｃ］ ／ ／ ＳＰ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Ｄｅｎｖｅｒ：ＳＰＥ，２００８．

［４］ 　 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ＬＤ Ｃ Ｈ，ＮＥＷＳＨＡＭ Ｋ Ｅ，ＣＯＭＩＳＫＹ Ｊ Ｔ，ｅｔ ａｌ．Ｐｅｔｒ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Ｃ］ ／ ／ ＳＰＥ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ＰＥ，２０１０．

［５］ 　 ＧＵＯ Ｚｈｉｑｉ，ＬＩ Ｘｉａｎｇｙａｎｇ，ＬＩＵ Ｃａｉ，ｅｔ ａｌ．Ａ ｓｈａｌｅ ｒｏｃｋ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ｓｈａｌｅ［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２０１３，１０（２）：２－９．

［６］ 　 刁海燕．泥页岩储层岩石力学特性及脆性评价［ Ｊ］ ．岩石学

报，２０１３，２９（９）：３３００－３３０６．
　 　 　 ＤＩＡＯ Ｈａｉｙａｎ．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２９（９）：
３３００－３３０６．

［７］ 　 李庆辉，陈勉，金衍，等．页岩脆性的室内评价方法及改进［Ｊ］．岩
石力学与工程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８）：１６８０－１６８５．

　 　 　 ＬＩ Ｑｎｇｈｕｉ，ＣＨＥＮ Ｍｉａｎ，ＪＩＮ Ｙａｎ，ｅｔ ａｌ．Ｉｎｄｏ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ｓｈａｌｅ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Ｊ］．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２，３１（８）：１６８０－１６８５．

［８］ 　 张矿生，刘顺，蒋建方，等．长 ７ 致密油藏脆性指数计算方法

及现场应用［Ｊ］ ．油气井测试，２０１４，２３（５）：２９－３２．
　 　 　 ＺＨＡＮＧ Ｋｕ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Ｕ Ｓｈｕｎ，ＪＩＡＮＧ Ｊｉａｎ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ｂｏｕｔ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Ｃｈａｎｇ ７ ｄｅｎｓ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ｎｄ ｉｔｓ ｆｉｅｌ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 ．Ｗｅｌｌ Ｔｅｓｔｉｎｇ，２０１４，２３（５）：２９－３２．

［９］ 　 ＪＡＲＶＩＥ Ｄ Ｍ，ＨＩＬＬ Ｒ Ｊ，ＲＵＢＬＥ Ｔ Ｅ，ｅｔ ａｌ．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ｓｈａ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ｅｘａｓ
ａｓ 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
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９１（４）：４７５－４９９．

［１０］ 　 ＬＵＡＮ Ｘｉｎｙｕａｎ， ＤＩ Ｂａｎｇｒａｎｇ，ＷＥＩ Ｊｉａｎｘｉｎ， ｅｔ ａｌ．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ｉｎ 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ｓｈａｌｅ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Ｍ］ ／ ／ ＳＥＧ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２０１４．Ｄｅｎｖｅｒ：ＳＥＧ，２０１４：３００５－３００９．

［１１］ 　 ＴＡＲＡＳＯＶ Ｂ，ＰＯＴＶＩＮ 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ｒｏｃｋ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 ｔｒｉａｘｉａｌ ｃｏｍ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３，５９：５７－６９．

［１２］ 　 陈吉，肖贤明．南方古生界 ３ 套富有机质页岩矿物组成与脆

性分析［Ｊ］ ．煤炭学报，２０１３，３８（５）：８２２－８２６．
　 　 　 ＣＨＥＮ Ｊｉ，ＸＩＡＯ 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ｓｅｔｓ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Ｓｏｕｔｈ
ａｒｅ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３，３８（５）：８２２－８２６．

［１３］ 　 ＡＮＤＲＥＥＶ Ｇ Ｅ． Ｂｒｉｔｔｌ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Ｍ］． Ｒｏｔｔｅｒ⁃
ｄａｍ：Ａ．Ａ．Ｂａｌｋｅｍａ，１９９５．

［１４］ 　 ＨＡＪＩＡＢＤＯＬＭＡＪＩＤ Ｖ，ＫＡＩＳＥＲ Ｐ．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ｔａ⁃
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ｈａｒｄ ｒｏｃｋ ｔｕｎｎｅｌｉｎｇ ［ Ｊ］ ． Ｔｕｎｎ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ｇｒｏｕｎｄ Ｓｐａ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３，１８（１）：３５－４８．

［１５］ 　 ＢＩＳＨＯＰ Ａ Ｗ．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ｃａｕｓｉｎｇ ｉｔ ［ Ｃ］ ／ ／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ｓｌｏ：Ｎｏｒｗ． Ｇｅｏｔｅｃｈ． Ｉｎｓｔ．，１９６７：１４２－１５０．

［１６］ 　 ＡＬＴＩＮＤＡＧ 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ｗｉｔｈ ｒｏｃｋ ｂｒｉｔｔｌｅ⁃
ｎ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ｎ ｒｏｃｋ ｃｕｔｔｉｎｇ［ 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Ａｆｒｉ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Ｍｅｔａｌｌｕｒｇｙ，２００３，１０３（３）：１６３－１７１．

［１７］ 　 ＬＡＷＮ Ｂ Ｒ，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Ｄ Ｂ．Ｈａｒｄｎｅｓｓ，ｔｏｕｇｈｎｅｓｓ，ａｎｄ ｂｒｉｔｔｌｅ⁃
ｎｅｓｓ： ａｎ ｉｎｄ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ｅｒａｍｉｃ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７９，６２（７ ／ ８）：３４７－３５０．

［１８］ 　 ＨＯＮＤＡ Ｈ， ＳＡＮＡＤＡ Ｙ． Ｈａｒｄ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ｏａｌ ［ Ｊ］ ． Ｆｕｅｌ， １９５６，
３５（４）：４５１－４６１．

［１９］ 　 ＣＨＥＮＧ Ｑｉｎｇｓｏｎｇ，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ＬＩ Ｈｏｎｇｂｏ．Ａｎｏｍａｌｏｕ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ｅｒａｎｅｓ ｉｎ ｄｅｅｐ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ｌｏｗ 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ｍａｔｕｒｉｔｙ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ｏｉｌ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９，１８１：１０６１９０．

［２０］ 　 张廷山，彭志，祝海华，等．海安凹陷曲塘次凹阜二段页岩油形

成条件及勘探潜力［Ｊ］．地质科技情报，２０１６，３５（２）：１７７－１８４．

·３１０１·　 第 ６ 期　 　 　 　 　 　 　 　 　 　 　 　 孙彪，等． 湖相泥页岩储层脆性评价及影响因素分析　



　 　 　 ＺＨＡＮＧ Ｔｉｎｇｓｈａｎ，ＰＥＮＧ Ｚｈｉ，ＺＨＵ Ｈａｉｈｕａ，ｅｔ ａｌ．Ｆｏｒｍ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ｍｅｍｂｅｒ ２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Ｈａｉ’ ａｎ Ｓａｇ［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５（２）：１７７－１８４．

［２１］ 　 段宏亮，刘世丽，付茜．苏北盆地古近系阜宁组二段富有机

质页岩特征与沉积环境［ 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２０，４２（４）：
６１２－６１７．

　 　 　 ＤＵＡＮ Ｈｏｎｇｌｉａｎｇ，ＬＩＵ Ｓｈｉｌｉ，ＦＵ Ｑｉａ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
ｔａｒｙ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２（４）：６１２－６１７．

［２２］ 　 李旭，徐蒙，蔡进功，等．东营凹陷泥页岩孔隙结构特征及其

演化规律［Ｊ］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１９，２６（１）：８８－１００．
　 　 　 ＬＩ Ｘｕ，ＸＵ Ｍｅｎｇ，ＣＡＩ Ｊｉｎｇｏｎｇ，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ｏｒｅｓ ｉｎ ｍｕｄ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 ［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２０１９，
２６（１）：８８－１００．

［２３］ 　 付茜，刘启东，刘世丽，等．苏北盆地高邮凹陷古近系阜宁组

二段页岩油成藏条件分析［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２０，４２（４）：
６２５－６３１．

　 　 　 ＦＵ Ｑｉａｎ，ＬＩＵ Ｑｉｄｏｎｇ，ＬＩＵ Ｓｈｉｌｉ，ｅｔ ａｌ．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Ｓｕｂｅｉ Ｂａｓｉｎ［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２０，
４２（４）：６２５－６３１．

［２４］ 　 柳雪青，胡维强，刘玉明，等．海安凹陷曲塘次凹阜宁组页岩

油油源分析［Ｊ］ ．非常规油气，２０１８，５（６）：３８－４１．
　 　 　 ＬＩＵ Ｘｕｅｑｉｎｇ， ＨＵ Ｗｅｉｑｉａｎｇ， ＬＩＵ Ｙｕｍ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Ｆｕｎｉ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Ｑｕｔａｎｇ Ｓｕｂｓａｇ，Ｈａｉａｎ
Ｓａｇ［Ｊ］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 Ｇａｓ，２０１８，５（６）：３８－４１．

［２５］ 　 ＨＵＣＫＡ Ｖ，ＤＡＳ Ｂ．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ｏｃｋｓ ｂｙ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Ｒｏｃｋ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Ｍｉｎ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１９７４，１１（１０）：３８９－３９２．

［２６］ 　 赖锦，王贵文，范卓颖，等．非常规油气储层脆性指数测井评

价方法研究进展［Ｊ］ ．石油科学通报，２０１６，１（３）：３３０－３４１．
　 　 　 ＬＡＩ Ｊｉｎ，ＷＡＮＧ Ｇｕｉｗｅｎ，ＦＡＮ Ｚｈｕｏｙ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

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ｄｅｘ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ｗｉｔｈ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ｉｎ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Ｊ］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６，１（３）：３３０－３４１．

［２７］ 　 ＲＯＳＳ Ｄ Ｊ Ｋ，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ｐｏｎ 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６（６）：９１６－９２７．

［２８］ 　 ＷＡＮＧ Ｆ Ｐ， ＧＡＬＥ Ｊ Ｆ Ｗ．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Ｊ ］ ． Ｇｕｌｆ Ｃｏａｓｔ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９，５９：７７９－７９３．

［２９］ 　 赵迪斐，郭英海，陈蕾，等．页岩储层脆性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探讨［Ｊ］ ．非常规油气，２０１６，３（６）：６－１１．
　 　 　 ＺＨＡＯ Ｄｉｆｅｉ，ＧＵＯ Ｙｉｎｇｈａｉ，ＣＨＥＮ Ｌｅｉ，ｅｔ 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ｂｒｉｔ⁃

ｔｌｅｎ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Ｊ］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 Ｇａｓ，２０１６，３（６）：６－１１．

［３０］ 　 王乔，李虎，刘廷，等．页岩脆性的表征方法及主控因素［ Ｊ］ ．
断块油气田，２０２０，２７（４）：４５８－４６３．

　 　 　 ＷＡＮＧ Ｑｉａｏ，ＬＩ Ｈｕ，ＬＩＵ Ｔ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ａｉ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Ｊ］ ．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
Ｏｉｌ ＆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２０２０，２７（４）：４５８－４６３．

［３１］ 　 赖富强，冷寒冰，龚大建，等．综合矿物组分和弹性力学参数的

页岩脆性评价方法［Ｊ］．断块油气田，２０１９，２６（２）：１６８－１７１．
　 　 　 ＷＬＡＩ Ｆｕｑｉａｎｇ，ＬＥＮＧ Ｈａｎｂｉｎｇ，ＧＯＮＧ Ｄａ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Ｊ］ ．Ｆａｕｌｔ⁃Ｂｌｏｃｋ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Ｆｉｅｌｄ，２０１９，
２６（２）：１６８－１７１．

［３２］ 　 于庭，巴晶，钱卫，等．非常规油气储层脆性评价方法研究进

展［Ｊ］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１９，３４（１）：２３６－２４３．
　 　 　 ＹＵ Ｔｉｎｇ，ＢＡ Ｊｉｎｇ，ＱＩＡＮ Ｗｅｉ，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ｅｖａｌｕ⁃

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ｒｏｃｋ ｂｒｉｔｔｌ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ｏｉｌ ／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Ｊ］．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９，３４（１）：２３６－２４３．

（编辑　 徐文明）



（上接第 ９９５ 页）

［１３］　 曹烈，安凤山，王信．川西坳陷须家河组气藏与古构造关系［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５，２６（２）：２２４－２２９．

　 　 　 ＣＡＯ Ｌｉｅ，ＡＮ Ｆｅｎｇｓｈａｎ，ＷＡＮＧ Ｘｉ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ａｌａｅｏ⁃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Ｘｕｊｉａ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５，２６（２）：２２４－２２９．

［１４］ 　 袁晓宇，胡烨，刘光祥，等．川西坳陷印支期古隆起成因初探［Ｊ］．
海相油气地质，２０２０，２５（１）：６３－６９．

　 　 　 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ｙｕ，ＨＵ Ｙｅ，ＬＩＵ 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Ａ 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ｏｆ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ｐａｌａｅｏ⁃ｕｐｌｉｆｔ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Ｍａｒｉｎ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０，２５（１）：
６３－６９．

［１５］ 　 胡烨，袁晓宇，王彦青，等．四川盆地川西坳陷印支早期古隆

起发育特征及控油气作用［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８，４０（５）：
６５０－６５４．

　 　 　 ＨＵ Ｙｅ，ＹＵＡＮ Ｘｉａｏｙｕ，ＷＡＮＧ Ｙａｎ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Ｉｎｄｏｓｉｎｉａｎ ｐａｌｅｏ⁃ｕｐｌｉｆｔ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１８，４０（５）：６５０－６５４．

［１６］ 　 梁世友，陈迎宾，赵国伟，等．四川盆地川西坳陷雷口坡组四

段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及意义［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１７，
３９（１）：９４－９８．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ｉｙｏｕ，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ｂｉｎ，ＺＨＡＯ Ｇｕｏｗｅｉ，ｅｔ 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ａｒｅ ｅａｒｔｈ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
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ｕｒ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Ｌｅｉｋｏｕｐｏ Ｆｏｒｍａ⁃
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３９（１）：９４－９８．

［１７］ 　 许国明，宋晓波，冯霞，等．川西地区中三叠统雷口坡组天然

气勘探潜力［Ｊ］ ．天然气工业，２０１３，３３（８）：８－１４．
　 　 　 ＸＵ Ｇｕｏｍｉｎｇ，ＳＯＮＧ Ｘｉａｏｂｏ，ＦＥＮＧ Ｘｉａ，ｅｔ ａｌ．Ｇ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Ｌｅｉｋｏｕｐｏ Ｆｍ ｉ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３，３３（８）：８－１４．

（编辑　 徐文明）

·４１０１·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ｓｙｄｚ．ｎｅｔ　 　 　 　 　 　 　 　 　 　 　 　 　 　 　 　 　 　 　 　 　 　 　 　 　 　 　 　 　 第 ４３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