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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页岩气藏中硫化氢成因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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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观点认为页岩气藏中不含硫化氢或含有微量的硫化氢，然而在近１０年的勘探开发实践中，已有９个页岩气藏发现了
低—特高含量硫化氢，其中，高—特高含量的硫化氢多出现于钙质页岩气藏中。根据硫化氢形成时间的先后顺序，通常将“地质天
然”和“施工人造”视为硫化氢出现在页岩区带中的两大主因，前者侧重于论证地质历史中天然地质作用所生成的原生硫化氢在气
藏内的残留或运移过程；后者强调施工作业（钻井、水力压裂）过程中带入的微生物和化学物质在复杂井底环境中发生多类别作用
后形成的后生硫化氢在气藏中的新生出现。“施工人造”因素的提出为解读页岩气藏中出现的硫化氢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目前尚未
得到普遍关注；同时，其与“地质天然”因素间的互斥或互补的关联尚未梳理清晰。未来的工作应进一步开展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
原生供给能力评价研究，同时应基于现场生产数据深入发掘及建立系统的后生硫化氢成因判别标志和产出预测，以深化认识页岩
气藏中硫化氢的成因机制，为后续的页岩气勘探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硫化氢；页岩气藏；天然地质作用；施工人造；微生物；化学物质；原生供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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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硫化氢具有极强的毒性和腐蚀性，对人身健康、油
气作业设备及生态环境等均能产生不可逆的侵害。硫
化氢在天然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常引发关注，相应的安

全防范措施贯穿于钻井、测井、录井、采气、集气及输气
的全部作业流程中。天然气中硫化氢的成因研究是预
测含硫化氢天然气分布、辅助评估风险安全［１］及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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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措施的基础。前人在碳酸盐岩型［２６］和碎屑岩
型［７８］２类常规气藏中已开展过大量与硫化氢相关的
地质研究，并得到“高含量硫化氢均在碳酸盐岩储集层
中，碎屑岩储集层中的硫化氢含量大多低于民用标准”
的重要认识［１］。对于以页岩气藏为代表的非常规气
藏，传统观点认为其是一种不含或微含硫化氢的“甜
气”型气藏［９］。然而，伴随着“页岩气革命”全球影响力
的加深，据多个页岩气区报道，其页岩气中含有“未料
想到的”低—特高含量级别的硫化氢，如在鄂尔多斯盆
地延长组页岩解吸气中检测出含量为０００１３６％的硫
化氢［１０］、四川盆地长宁区块五峰组—龙马溪组的产出
气中出现１％的硫化氢［１１］、阿拉伯联合酋长国Ｒｕｂ’
ＡｌＫｈａｌｉ盆地Ｄｉｙａｂ页岩区带的页岩气井返排液中带
出了高达１０％的硫化氢［１２］等。这些硫化氢产出的报
道普遍较为零散且不易检索；同时，在全球性页岩气
藏（３８个盆地７６套地层）的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综合
研究中也仅提到“硫化氢在页岩气藏中并不常见”［１３］。
目前，含硫化氢页岩气的地质特征尚缺乏系统汇总和
归纳。对于页岩气藏中的硫化氢成因，国外学者从“地
质天然”［１４１５］和“施工人造”［１６２１］两个视角进行了探
讨；中国学者仅在川南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的页岩

气中发现了中含量级别的硫化氢［２２］，报道了存在热化
学硫酸盐还原（ＴＳＲ）作用的地质证据［２３］，但相关专题
研究仍匮乏且研究倾向偏重于围绕“地质天然”视角。
“施工人造”硫化氢认识的提出使得常规气藏中硫化氢
的经典成因［７，２４２５］不再完全适用于解读页岩气藏中硫
化氢的形成，但该观点目前尚未引起中国研究者的重
视。鉴于此，笔者在分析前人的全球页岩气地球化学
特征综合研究成果［１３］的基础上，首先剔除了原研究中
列入的非典型的页岩气储层，并补充了未纳入的新的
页岩气储层，随后对从全球２８个盆地的５１套页岩地
层中获取的天然气组分进行了详细筛查，系统汇总了
现有含硫化氢页岩气藏的分布情况和基础地质特征并
进而对有关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成因假说进行归纳，
以期补充与完善中国天然气藏中硫化氢的成因体系，
并对页岩气藏勘探开发过程中硫化氢的预防及治理等
相关方面的研究提供助益。

１　含硫化氢页岩气藏的分布与地质特征
来自全球２８个盆地５１套页岩地层中的天然气组

分特征［９１２，１４，２６６５］显示（表１）：８套页岩地层的井口气
中检测出了硫化氢；１套页岩地层（延长组）的岩心解

表１　全球页岩气藏中硫化氢产出情况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狅犳犺狔犱狉狅犵犲狀狊狌犾犳犻犱犲犻狀犵犾狅犫犪犾狊犺犪犾犲犵犪狊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

地层 未出现硫化氢的页岩地层 检测样品类型 出现硫化氢的页岩地层 检测样品类型
古近系 Ａｎａｈｕａｃ组［２６］ 解吸气
白垩系 Ｔｏｏｌｅｂｕｃ组［２７２８］；Ｐｉｅｒｒｅ组［２９］ 解吸气［２７２８］、井口气［２９］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１４，３０］ 井口气

侏罗系
窑街组［３１］；新河组［３１］；

ＶａｃａＭｕｅｒｔａ组［３２］；Ｌａｊａｓ组［３２］；
ＬｏｓＭｏｌｌｅｓ组［３２］；Ｐｒｅｃｕｙｏ群［３２］；

解吸气［３１］、泥浆气［３２］ 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３３３４］；
Ｄｉｙａｂ组［１２］ 井口气

三叠系 白碱滩组［３５］；自流井组［３６］；
Ｍｏｎｔｎｅｙ组［３７］ 解吸气［３５］、井口气［３６３７］ 延长组［１０，３８］ 解吸气、

井口气

二叠系
山西组［３９４０］；太原组［３９］；

Ｗｏｌｆｃａｍｐ组［４１］；Ｔｉｅｒｂｅｒｇ组［４２］；
Ｃｏｌｌｉｎｇｈａｍ组［４２］；Ｗｈｉｔｅｈｉｌｌ组［４２］

解吸气［３９４０，４２］、
泥浆气和罐顶气［４１］

石炭系
本溪组［３９］；克鲁克组［４３］；

Ｂｏｗｌａｎｄ组［４４］；Ｃａｔｏｎ组［４４］；
Ｃｒｏｓｓｄａｌｅ组［４４］；Ｈｏｄｄｅｒ组［４４］

解吸气 Ｂａｒｎｅｔｔ组［９，４５］ 井口气

泥盆系—
石炭系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组［４６］；
ＮｅｗＡｌｂａｎｙ组［４７４９］ 解吸气

泥盆系 Ａｎｔｒｉｍ组［５０５１］；Ｈａｒｒｅｌｌ组［５２］；
Ｈｕｒｏｎｇ段［５２］；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组［５３］ 井口气 ＭｕｓｋｗａＯｔｔｅｒＰａｒｋ组；

Ｅｖｉｅ组［５４］ 井口气
志留系 Ｒａｓｔｒｉｔｅｓ组［５５］ 解吸气
奥陶系—
志留系 五峰组—龙马溪组［１１，２２，５６］ 井口气

奥陶系
Ｎｉｃｏｌｅｔ组［５７］；Ｌｏｔｂｉｎｉèｒｅ组［５７］；
Ｌｅｓｆｏｎｄｓ组［５７］；Ａｌｍｅｌｕｎｄ组［５５］；

Ｔｙｅｎ组［５５］
解吸气 Ｕｔｉｃａ组［５８５９］ 井口气

寒武系—
奥陶系 Ａｌｌｕｍ组［５５］ 解吸气
寒武系 牛蹄塘组［６０６１］；筇竹寺组［６２］ 解吸气
上元古界 陡山沱组［６３］ 解吸气
中元古界 Ｋｙａｌｌａ组［６４６５］；Ｖｅｌｋｅｒｒｉ组［６４］ 解吸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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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气和井口气中均检测出了硫化氢；其余４２套页岩地
层中未见到硫化氢产出记录。在未报道硫化氢出现的
页岩地层中，３０套地层（约占７０％）送出检测的天然气
样品为岩心解吸气，其余１２套地层（约占３０％）送出
检测的天然气样品为井口气、泥浆气和罐顶气。
　　含硫化氢页岩气藏在奥陶系—志留系、泥盆系、石
炭系、三叠系、侏罗系和白垩系中均有出现，并未局限
于某个地层［９１２，１４，３０，３３，５４，６６８３］（表２）。页岩地层埋藏深
度范围广，介于５００～６０００ｍ，除三叠系延长组为湖相
沉积外，其余页岩地层均为海相沉积。页岩地层的岩
石类型以硅质型（硅质、黏土质—硅质、钙质—硅质）为
主，少数地层为钙质型（如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和Ｄｉｙａｂ组）
和黏土质型（如延长组）。页岩中总有机碳（ＴＯＣ）含
量普遍大于２％，为高碳—富碳类型，有机质类型整体
为Ⅰ—Ⅱ型，热演化程度［以镜质体反射率（犚ｏ）为指

标］进入了成熟—过成熟阶段，储层温度为６５～２００℃。
各页岩储层中获得的硫化氢的含量为０００１３６％～
１００００００％，甚至大于１０％，依据检测出硫化氢的最
大含量，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和Ｄｉｙａｂ组的页岩气藏可归入
高—特高含硫类型，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藏为中
含硫类型，其余气藏均为低含硫类型。值得一提的是，
在一些气藏或气井中，产气初期并未检测到硫化氢，随
着生产时间的增长，硫化氢以“延迟产出（ｄｅｌａｙｅｄｏｎ
ｓｅｔ）”为特点［１６］开始在产出气中出现，其含量也随之变
化，如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页岩区带中的几口钻井在完成施工
作业并投入生产约两年后开始出现了低含量的硫化
氢［８４］；涪陵地区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气藏早期报道
的硫化氢最大含量仅为０００５％［５６］，而近期则发现该
参数值达到了０５６％（表２）；Ｂａｒｎｅｔｔｅ页岩和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页岩区带内同样也有类似情况的报道［１４，１６］。

表２　国内外含硫化氢页岩气藏基础地质特征
犜犪犫犾犲２　犅犪狊犻犮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犵犾狅犫犪犾犎２犛犫犲犪狉犻狀犵狊犺犪犾犲犵犪狊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

地层
（构造单元及产地） 埋深／ｍ 页岩类型 硅质矿物

含量／％
黏土矿物
含量／％

碳酸盐矿物
含量／％

有机质
类型ＴＯＣ／％犚ｏ／％储层温度／

℃
硫化氢
含量／％ 参数来源

五峰组—龙马溪组
（四川盆地威远地区）

２０００～
４０００ 硅质 ３９８～

６４８
１８０～
４４８

６８～
１６９

Ⅰ—
Ⅱ１

２１～
８１／３２

２１～
３０

０～
０５３／０１７

硫化氢含量
据文献［１１］，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６６６８］

五峰组—龙马溪组
（四川盆地长宁地区）

２３００～
３２００

钙质—硅质、
黏土质—硅质 ４５７ １０３～

５２８／３０５
０～

４３２／２０５
Ⅰ—
Ⅱ１

１９～
７３／４０

２３～
２８／２５

０４５～
１００／０７６

硫化氢含量据
文献［１１］，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６９７１］

五峰组—龙马溪组
（四川盆地昭通地区）

５００～
２６００

硅质、黏土
质—硅质 ３８９ ３２０ １３０ Ⅱ１ ０２～

９０／２６
２０～
３１／２４

０～
０５７／０３４

硫化氢含量
据文献［１１］，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７２７３］

五峰组—龙马溪组
（四川盆地涪陵地区）

２１５０～
３１５０ 硅质 ３１０～

７０６／４４４
１６６～
４９１／３４６

５４～
３４５／１００

Ⅰ—
Ⅱ１

１０～
５９／３６

２２～
３１／２６

０～
０５６／０１１

硫化氢含量据
文献［１１］，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７４］

五峰组—龙马溪组
（四川盆地威荣区块）

３５５０～
３８８０

黏土质、黏
土质—硅质

２１０～
７００／３８０

１８０～
６１０／４００

２０～
５１０／１８２

Ⅰ—
Ⅱ１

２１～
５４

２２～
２８

０６２～
０８０／０７３

硫化氢含量
据文献［１１］，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７５］

延长组
（鄂尔多斯盆地
富县地区）

１２９０～
１３６５

硅质—
黏土质 ４２０ ２２０～

６５０／４４９
２０～
２２０／９１

Ⅰ—
Ⅱ

０５～
１１７／４７

０７～
１３

０～
０００１３６

硫化氢含量及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１０］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Ｇｕｌｆ盆地）

１２００～
３０５０ 钙质 １５０ １５０ ６００ Ⅱ ２０～

８５／２８
０８～
１６／１２１０４～１７１

０００４～
４０００或
＞４０００

硫化氢含量据
文献［３０，７６］，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７７７８］

Ｂａｒｎｅｔｔ组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盆地
ＮｅｗａｒｋＥａｓｔ地区）

２０００～
６０００ 硅质 ４５０ ２５０ １５０ Ⅱ ３０～

１２０／３７
０９～
２１／１６　６５～８２ ＞００１

硫化氢含量据
文献［９］，其
他参数据
文献［７７，７９］

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
（ＮｏｒｔｈＬｏｕｉｓｉａｎａＳａｌｔ盆地
ＤｅＳｏｔｏＰａｒｉｓｈ地区）

３２００～
４１００

黏土质—
硅质 ３００ ３００ ２００ Ⅱ ０５～

４０／３０
１２～
２４／１５１２０～２００ ０～

００２５

硫化氢含量据
文献［３３］，其
他参数据文
献［１４，３３，７７］

ＭｕｓｋｗａＯｔｔｅｒＰａｒｋ组
（ＨｏｒｎＲｉｖｅｒ盆地）

１９００～
３１００

硅质、黏土
质—硅质 ４８０ ２６０ １７０ Ⅱ ２６２２～２８　８０～１６０ ０～

０１０ 硫化氢含量据文
献［５４］，其他参数
据文献［５４，８０］Ｅｖｉｅ组

（ＨｏｒｎＲｉｖｅｒ盆地） 硅质 ６２０ １３０ ２２０ ４３ ０～
０１０／００７

Ｄｉｙａｂ组
（Ｒｕｂ’ＡｌＫｈａｌｉ盆地
ＡｂｕＤｈａｂｉ地区）

３７５８～
４１１５ 钙质 ４４～

９６／８５
Ⅱ１—
Ⅱ２

００４～
５７５

１２～
１６ 约１６６ ＞１００

硫化氢含量据
文献［１２］，
其他参数据
文献［１２，８１８３］

　注：“／”后为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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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成因假说
前人对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Ｂａｒｎｅｔｔ

组、Ｅｖｉｅ组和Ｕｔｉｃａ组等页岩地层内的硫化氢成因进
行了初步探讨，其中，认为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和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组页岩地层中的硫化氢存在多种成因。按照施
工作业对硫化氢产生的影响，有２种观点：一种认为硫
化氢的出现单纯与施工前的地质因素密切相关，另一
种则强调钻井和水力压裂施工是硫化氢出现的主因。
鉴于此，笔者按照“地质天然”（原生）和“施工人造”（后
生）２类硫化氢的形成时间的差异对现有的成因假说
进行分类与归纳。
２１　“地质天然”型硫化氢成因

在烃源岩生、排烃演化过程中，细菌硫酸盐还
原（ＢＳＲ）作用、热分解（ＴＤＲ）作用以及ＴＳＲ作用［８，２５］

在探讨常规天然气藏中硫化氢的成因时已被广泛提
及，这３类作用机制也被用于解读页岩气藏中硫化氢
的出现。除此之外，若页岩气藏与其下部含硫化氢的
常规天然气藏之间存在连通断层，那么页岩气藏的局
部区域也可以出现硫化氢富集的现象（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
页岩层中的高含硫化氢井区）。
２１１　ＴＳＲ作用与ＢＳＲ作用的混合机制

在低温（＜６０℃）成岩环境中，富有机质和硫酸盐
的沉积物进入沉积界面以下数毫米或数米后即能脱离
与氧气的接触，细菌硫酸盐的异化还原作用在此情况下
能够快速发生并产出硫化氢［８５８６］，具体化学反应式为：

ＳＯ２－４＋２ＣＨ２ →Ｏ Ｈ２Ｓ＋２ＨＣＯ－３
　　该反应过程中，硫酸盐还原菌以硫酸根离子作为
电子受体并通过硫酸盐呼吸获取新陈代谢能量［８７］。
由于高浓度硫化氢对硫酸盐还原菌自身具有一定的毒
害能力，该机制所产出的硫化氢含量一般低于５％［８５］。

当沉积地层演化至高温（１００～１５０℃或１００～２００℃）
成岩环境后［８５］，岩石中的硫酸盐与烃类或有机质之间
能够发生ＴＳＲ作用，硫酸盐被还原为硫化氢，烃类与
有机质则被氧化成二氧化碳等产物［８５］，具体化学反应
式为：

烃类＋ＳＯ２－ →４ 蚀变烃类＋固体沥青＋
Ｈ２Ｓ（ＨＳ－）＋ＨＣＯ－３（ＣＯ２）＋Ｈ２Ｏ

　　通常，ＴＳＲ作用被视为气藏中能够出现高含量（５％～
１０％）硫化氢的主要机制［８８８９］。

上述２种作用的混合机制可用于解释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
组深层高温（１２０～２００℃）高压（７０ＭＰａ）页岩气藏中硫
化氢的成因［１４］。该气藏曾受白垩纪区域深层岩浆热液
侵入的影响，产出的硫化氢中硫同位素值（δ３４Ｓ为１６‰～
１８‰）与下伏Ｗｅｒｎｅｒ组硬石膏中δ３４Ｓ（１５‰～１８‰）

高度相似，这种相似性主要是由ＴＳＲ作用造成。此
外，少量硫化氢样品中的δ３４Ｓ（－２０‰～－９‰）与页岩
中草莓状黄铁矿的δ３４Ｓ在相似范围内，由于ＢＳＲ作用
过程中硫化氢转化为黄铁矿时发生的硫同位素分馏可
忽略不计［９０］，由此推断初始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发生
的ＢＳＲ作用也会对硫化氢的产出有所贡献。
２１２　ＴＤＲ作用机制

原油和干酪根中的硫、氮和氧等杂原子化合物在
有机质热演化过程中会发生热分解，其中，含硫的杂原
子化合物以硫化氢的形式分解出来，该过程中的伴生
产物还包括多硫化物（ＰＳ）、干气和凝析气等［８５］，具体
化学反应式为：

→原油 轻质原油＋Ｈ２Ｓ＋ＰＳ＋ＣＨ４
　　因有机硫含量相对有限且不能完全转化，由该作
用产生的硫化氢含量一般低于３％［８９］。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
岩区带的部分井区中产出的硫化氢可由该机制进行成
因解释［１４］。区带内页岩中的干酪根为富硫的Ⅱ型干
酪根，干酪根／沥青中的硫元素含量最高可达３％。部
分井产出气中硫化氢的δ３４Ｓ［（－６±２）‰］与干酪根的
δ３４Ｓ（－８‰～－６‰）分布较为一致。通常，由含硫的
杂原子化合物热分解产出的硫化氢的δ３４Ｓ与原油／干
酪根的δ３４Ｓ接近［９０］，由此认为烃源岩内干酪根原地热
演化过程中的裂解产物可能与硫化氢的产出密切相关。
２１３　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上侵作用机制

该类成因的硫化氢以德克萨斯州麦克马伦县Ｅａ
ｇｌｅＦｏｒｄ组页岩层内钻遇的高含硫化氢（＞４％）井区
为代表［１５］，区内其他钻井在该页岩中获得的硫化氢含
量普遍低于１％。初产的３０ｄ内井筒中硫化氢的浓度
便已达到较高水平，表明钻井、完井前地层内即含有硫
化氢。钻前、钻后三维地震解释以及钻井过程中均未
发现高含硫化氢井区周边存在断层，但后期采集的微
地震数据显示存在切穿高含硫化氢井的深部断层，该
断层沟通了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页岩层、深部Ｅｄｗａｒｄｓ组灰
岩层以及灰岩层底部的ＬｏｕＡｎｎ组盐层单元（图１）。
其中，高含硫化氢井区所在位置下部Ｅｄｗａｒｄｓ组灰岩
层的地层温度高于１００℃，同时该套灰岩层自身为一
套油气产层；此外，ＬｏｕＡｎｎ组盐层顶部发育的硬石膏
岩能够提供丰富的硫酸根离子。Ｅｄｗａｒｄｓ组地层内
具备ＴＳＲ作用发生的温度、烃类以及溶液离子等全
部基础条件，层内形成的硫化氢可沿着天然断层进
入到上部页岩层中并造成硫化氢在局部区域形成富
集。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中也提出存在深部硫酸
盐卤水进入到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页岩地层中直接发生原
地ＴＳＲ作用的可能，但因资料有限，并未对其进一步
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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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犈犪犵犾犲犉狅狉犱组页岩层中硫化氢潜在运移路径
（据文献［１５］修改）

犉犻犵．１　犘狅狋犲狀狋犻犪犾犿犻犵狉犪狋犻狅狀狆犪狋犺狑犪狔狅犳犎２犛犻狀犈犪犵犾犲犉狅狉犱狊犺犪犾犲

２２　“施工人造”型硫化氢成因
早期研究已证实常规油藏和稠油油藏在开发过程

中可能因施工因素产出硫化氢。其中，常规油藏开采
中常采用的水驱增产过程会促使ＢＳＲ作用的发
生［９１］，稠油油藏开采中采用的高温蒸汽吞吐驱和蒸汽
驱则会致使含硫化合物发生水热裂解作用以及诱发
ＴＳＲ作用［９２９３］。以上反应中，原油可提供细菌生长的
必要碳源，并且可作为水热裂解作用与ＴＳＲ作用发生
的必要反应物；油藏水驱用水提供了细菌来源以及细
菌新陈代谢所需的硫酸根离子，稠油油藏地层水也提
供了ＴＳＲ作用所必需的硫酸根离子。页岩气藏虽然
不像稠油油藏与常规油藏那样拥有丰富的液态烃和充
足的地层水，但在施工作业过程中，大量进入钻井中的
钻井液和压裂液可作为液态烃及地层水的替代物，从
而促使以上几类硫化氢产出作用得以发生。
　　相较于常规钻井的直井段，页岩气水平井段的钻
探让钻井液与目标页岩层有了更大的接触面积，促使
钻井液能够更多地黏附及渗滤到页岩表面和内部。此
外，水力压裂施工中通常会经井筒向目标页岩层中注
入数千至数万立方米的压裂液，从而创造出更多的水
岩接触空间。其中，钻井液内会加入增重剂、降黏剂、
井孔稳定剂、增稠剂、堵漏剂等添加剂［９４］；压裂液中除
主体部分（约９８％）的水和砂（支撑剂）外，也会加入相
对少量（约２％）的具备不同功效的多类别添加剂［９５］，
包括胶凝剂、降阻剂、交联剂、除氧剂、ｐＨ值调节剂、
阻垢剂、杀菌剂、破胶剂、酸液、阻蚀剂、铁控制剂、黏土
稳定剂以及表面活性剂等［９６］。这些添加剂中的不同
有机物能够起到油藏中原油的作用，而无机盐则能够

提供必要的盐离子。２类施工用液的配制难以保证完
全无菌化，当施工用液注入页岩地层后，添加剂中的复
杂有机物和无机盐在细菌和温度作用下能够独立或联
合地参与各类诱发硫化氢产出的地质作用。基于现场
实例和室内实验模拟已提出的成因机制可概括为以下
３种［１４，１６２０，３３，９７１０１］（表３）。
２２１　钻井和水力压裂诱发细菌（硫代）硫酸盐还

原（ＤＦＩＢＳＲ）作用机制
各类细菌会在钻井和水力压裂过程中进入井下，

压裂液中虽会加入杀菌剂尝试灭除细菌，但具备硫化
氢产出能力的细菌仍能在井下复杂环境中存活并出现
在返排液内［３３，１０２］。在糖基高分子化合物和其他有机
化合物等营养物质的充沛供给下，细菌能够大量增殖
并快速诱发产出硫化氢，主要途径包括硫酸盐还原作
用和硫代硫酸盐还原作用。

（１）硫酸盐还原菌增殖诱发ＢＳＲ作用
钻井液和压裂液用水是细菌进入井下的主要源

头。在德克萨斯州中北部Ｂａｒｎｅｔｔ组页岩气井配制钻
井液的用水（源自ＴｒｉｎｉｔｙＲｉｖｅｒ水层）中几乎未检测
出硫酸盐还原菌，但钻至目的层后的循环钻井液中硫
酸盐还原菌含量明显增加，介于２３～１１００００００个／ｇ
或更多，硫酸盐还原菌含量的增多是造成井中产出硫化
氢的主因［７９］。此外，Ｂａｒｎｅｔｔ组页岩气井压裂液配制所采
用的池塘水经细菌培养后硫酸盐还原菌的含量介于
１００～１００００个／ｍＬ，而水平井返排出黑水（ｂｌａｃｋｗａｔｅｒ）中
的硫酸盐还原菌的含量为１０００００个／ｍＬ，这表明硫酸
盐还原菌在井下条件中能够生存且大量增殖，同时伴
随该过程会产出微生物成因的硫化氢［９７］。
ＢＳＲ作用发生的温度主要介于０～８０℃，上限温

度为１１０℃［８５］。但是，高于１１０℃的井下环境并不能
完全灭除硫酸盐还原菌等产硫化氢的细菌。在Ｈｏｒｎ
Ｒｉｖｅｒ盆地Ｍｕｓｋｗａ和Ｅｖｉｅ页岩区带中气井底部的温
度分别为１４０℃和１７５℃，但二者的返排液内仍能检
测到硫酸盐还原菌的存在［９８］。在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页岩区
带，气井底部高温条件下（１３８～１８２℃）同样能检测到
产硫化氢细菌的ＤＮＡ片段，且呈现出细菌含量随深度
增加而降低的趋势。在这些高温极端条件下检测出的
细菌种属并非为超嗜热类型，其出现可能与井筒结垢所
营造出的具有隔热和缓冲功效的微环境密切相关［３３］。

在微生物培养实验中，钻井液中有机聚合物等添
加剂具有为微生物群落提供碳源和能量的能力，重晶
石等含硫无机盐添加剂会促进产硫化氢细菌的生
长［７９］。压裂液中的瓜尔胶等高分子聚合物添加剂在
室温（１５～２５℃）加压（６８９ＭＰａ）的实验条件下显示
出具有促进硫酸盐还原菌增殖和诱发形成硫化氢的能



４６６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力［１７］。在装有高含量（硫酸根离子浓度为１５７０ｍｍｏｌ／Ｌ）
和低含量（硫酸根离子浓度为０８３ｍｍｏｌ／Ｌ）硫酸盐的生
物反应器中分别注入瓜尔胶和接种硫酸盐还原菌（主要
为犇犲狊狌犾犳狅狊狆狅狉狅狊犻狀狌狊和犇犲狊狌犾犳狅犫犪犮狋犲狉犪犮犲犪犲）后，均有硫
化物（主要为硫化氢）产出（图２），但前者产出的硫化物
的最高浓度是后者产出的１０倍。在停止注入瓜尔胶后
２组生物反应器中的硫化物产量明显下降，表明瓜尔胶

在硫酸盐还原菌的增殖过程中可起决定性作用。
　　（２）嗜盐厌氧菌增殖诱发ＢＳＲ作用

除了硫酸盐还原菌，嗜盐厌氧菌同样能够促成硫
化氢的产生，但其主要对硫代硫酸盐进行生物化学还
原作用，而非硫酸盐。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周缘Ｂａｒｎｅｔｔ组页岩气井
返排液中的微生物群落里，嗜盐厌氧菌属（犎犪犾犪狀犪犲狉狅犫犻犪犾犲狊）

表３　页岩气藏中“施工人造”硫化氢成因机制
犜犪犫犾犲３　犅犪狊犻犮犻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狀犿犲犮犺犪狀犻狊犿狊狅犳犎２犛犵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犫狔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狊犺犪犾犲犵犪狊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

作用机理 关键过程 关键物质 温度／℃ ｐＨ值 模拟实验
反应物浓度 Ｈ２Ｓ产出量 Ｈ２Ｓ产出特点 典型案例

２１ ７１ 德克萨斯州中北部Ｂａｒｎｅｔｔ
页岩气区带［９７］

硫酸盐还原
菌井下增殖

水溶性硫酸
盐＋瓜尔胶

≤１７５ ≤１２８×１０－６ ＨｏｒｎＲｉｖｅｒ盆地中Ｅｖｉｅ
页岩气区带［９８］

１３８～１８２ ０～２５０×１０－６ 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页岩气区带［３３］钻井及水力
压裂诱发细
菌（硫代）硫酸
盐还原作用

１５～２５ １５７０ｍｍｏｌ／Ｌ
０８３ｍｍｏｌ／Ｌ

３７～１１８６ｍｇ／Ｌ
１１～１２６ｍｇ／Ｌ

含量渐增
（高含量硫酸盐组） 室内模拟实验［１７］

嗜盐厌氧菌
井下增殖

水溶性硫
代硫酸盐＋
瓜尔胶

约３７ ６５～７０ 德克萨斯州阿灵顿市周缘
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气区带［９９］

（１００～１９００）×
１０－６

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盆地Ｕｔｉｃａ
页岩气区带［２０］

十二烷基
硫酸钠 １５０～３００ ≤７ １５８ｍｏｌ／Ｌ （００８４～６９）×

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１６］

含硫添加剂
水解物参与
ＴＳＲ反应

过硫酸铵＋
戊二醛 ２００ 约为７ １６５ｍｏｌ／Ｌ ５２×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１６］

过硫酸铵＋
乙二醇 ２００ 约为７ １６５ｍｏｌ／Ｌ ２８×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１６］

水力压裂诱发
热化学硫酸盐
还原作用

过硫酸铵＋
丙炔醇 ２００ 约为７ １６５ｍｏｌ／Ｌ １４×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１６］

不含硫添加
剂参与ＴＳＲ
反应

戊二醛＋水
溶性硫酸盐 ３００ ７ ０１４×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１６］
乙二醇＋水
溶性硫酸盐 ２００～３００ ７ （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０５）×

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１６］
压裂液用水
参与ＴＳＲ反应水溶性硫酸盐 ≥１２４ ≤１００×１０－６ 含量渐增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气区带

高地温井区［１４］
不含硫添加剂
参与ＴＤＲ反应

甲醇＋
单质硫 １００～１７５ ≤７ ６１７ｍｏｌ／Ｌ （５０～１１８）×

１０－５ｍｏｌ 延迟产出 室内模拟实验［９８］

棉隆 １２５～２００ 约为７ ５００ｍｇ／Ｌ （３４１～３４８）×
１０－４ｍｏｌ 室内模拟实验［１８］

甲基异噻
唑啉酮 １２５～２００ 约为７ ５００ｍｇ／Ｌ （１０１～１４３）×

１０－４ｍｏｌ 室内模拟实验［１８］水力压裂
诱发添加剂
热分解作用

含硫添加剂
参与ＴＤＲ反应

２氨基１，
３，４噻二唑 １２５～２００ ≤３ ５００ｍｇ／Ｌ （１５～２７）×

１０－４ｍｏｌ 室内模拟实验［１９］
２，５二巯基１，
３，４噻二唑 １２５～２００ ≤３ ５００ｍｇ／Ｌ （２１～３２）×

１０－４ｍｏｌ 室内模拟实验［１９］
五水合硫
代硫酸钠１７６７～２０４４约为１０ ９９８ｍｇ／Ｌ

３９９１ｍｇ／Ｌ
（７～１５０）×１０－６
（１００～２６０）×１０－６ 室内模拟实验［１０１］

图２　生物反应器中硫化物含量随时间的变化特征（据文献［１７］修改）
犉犻犵．２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狊狌犾犳犻犱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狑犻狋犺狋犻犿犲犻狀犫犻狅狉犲犪犮狋狅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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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绝对优势（６４４％～７０７％）［９８］，分离出的嗜盐厌氧
菌属（犎犪犾犪狀犪犲狉狅犫犻狌犿）菌株在培养液中能够利用瓜尔
胶等多糖聚合物进行代谢和快速增殖，并在硫代硫酸

盐存在时利用其作为电子受体发生还原作用产出硫化
氢及醋酸盐等代谢产物（图３）；而硫酸盐即使存在于
培养液中，也未发现其被利用的现象。

图３　犅犪狉狀犲狋狋组页岩水力压裂段硫化氢产出和腐蚀作用概念模式（据文献［９７］修改）
犉犻犵．３　犆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犿狅犱犲犾狅犳犎２犛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犪狀犱犮狅狉狉狅狊犻狅狀犻狀犺狔犱狉犪狌犾犻犮犪犾犾狔犳狉犪犮狋狌狉犲犱狊犲犮狋犻狅狀狅犳犅犪狉狀犲狋狋狊犺犪犾犲

　　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盆地Ｕｔｉｃａ组页岩气井开井排液期
间，嗜盐厌氧菌属（犎犪犾犪狀犪犲狉狅犫犻狌犿）在返排液内含量
迅速增加并长期（超过１００ｄ）保持着微生物群落中的
绝对优势地位（近１００％）［２０］，而硫酸盐还原菌则未被
检测出。同时，返排液中硫代硫酸盐离子含量逐渐降
低，硫化氢含量发生波动性地变化，返排液中δ３４Ｓ呈
渐增趋势，这些信息与嗜盐厌氧菌驱动硫代硫酸盐还
原生成硫化氢的过程密切相关。此外，宏基因组数据
和分离菌中均检测到了能联合促成硫代硫酸盐还原作
用的硫氢酸酶以及厌氧亚硫酸盐还原酶，其参与的化
学过程如下：

Ｓ２Ｏ２－ →３
硫氰酸酶

ＳＯ２－３＋Ｓ０

ＳＯ２－３＋ →ＮＡＤＨ
厌氧亚硫酸盐还原酶

Ｈ２Ｓ＋ＮＡＤ＋＋３Ｈ２Ｏ
　　尽管并未检测到能将硫酸根离子转化为硫化氢的各
类关键基因，２种酶的存也是嗜盐厌氧菌属（犎犪犾犪狀犪犲狉狅犫犻
狌犿）具备将硫代硫酸盐还原成硫化氢这一种固有属性
的关键。井中有２个来源能够供给硫代硫酸根离子：
①压裂液中的添加剂；②页岩基质发生水岩反应过程
中淋滤出的盐类物质［１０３］。当来源①中的离子被耗尽

后，来源②能够起到长期持续补充的作用。
２２２　水力压裂诱发热化学硫酸盐还原（ＦＩＴＳＲ）作

用机制
压裂液中的一些添加剂在井下并不稳定，适宜条

件下会发生不同程度的水解，从而推动ＴＳＲ作用的发
生。此外，压裂液用水中含有的硫酸根离子，在井下高
温条件下同样有可能促成ＴＳＲ作用。上述因水力压
裂而诱发的ＴＳＲ作用会使得产出页岩气中的硫化氢
表现出“延迟产出”和含量递增的特点。

（１）含硫添加剂水解诱发ＴＳＲ作用
这类添加剂包括常用的表面活性剂十二烷基硫酸

钠（月桂醇硫酸酯钠）以及破胶剂过硫酸铵。
十二烷基硫酸钠在压裂液中起到降低表面张力和

增强水液回采的作用，压裂液返排后，其能够残留于储
层之中［２１］。８０℃条件下，十二烷基硫酸钠在１２ｈ内即
能发生完全水解，同时提供ＴＳＲ作用所需要的还原
剂（十二烷醇）和氧化剂（硫酸氢根离子）。硫酸氢根离
子能够与原地硫化氢发生反应形成单质硫和水，从而
延迟原地硫化氢的产出；硫酸氢根离子启动ＴＳＲ作用
所需的活化能更低，其与十二烷醇的共同产出有利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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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体系中ＴＳＲ作用的发生［１０４］。室内高压（１５１～
３７２ＭＰａ）热模拟实验中，十二烷基硫酸钠在１５０℃温
度下短时间内（４０ｈ）内即能通过ＴＳＲ作用产出硫化
氢，反应温度的提升则能释放更多的硫化氢［１６］，具体
化学反应式为：

ＮａＣ１２Ｈ２５ＳＯ４＋２３Ｈ２ →Ｏ ＮａＨＣＯ３＋

Ｈ２Ｓ＋１３ＣＯ２＋
２
３Ｃ１１Ｈ２３ＯＨ＋

１
３Ｃ１０Ｈ２１ＯＨ

　　基于此机制，国外学者提出了一个简化模式以解
释硫化氢的“延迟产出”现象（图４）：高温储层条件下，
硫化氢在较短的时间段内即会开始产出并快速达到含
量高峰，随后回落至原地储层的硫化氢含量水平；相对
低温的储层条件下，硫化氢需要在较长的时间段内才
能出现并逐渐达到含量高峰。在该反应中，压力的高
低对硫化氢的产量无明显影响，整体表现为不受压力
控制的液相过程［２１］。同时，地层中存在的硫化物（以
硫化物阴离子形式存在）能够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而加
速该反应中硫化氢的生成。

图４　十二烷基硫酸钠水解和诱发犜犛犚作用产出硫化氢的
简化模式［１６］

犉犻犵．４　犎２犛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犿狅犱犲犾犫犪狊犲犱狅狀狋犺犲犺狔犱狉狅犾狔狊犻狊狅犳狊狅犱犻狌犿
犱狅犱犲犮狔犾狊狌犾犳狅狀犪狋犲犪狀犱犻狀犱狌犮犲犱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狌犾犳犪狋犲狉犲犱狌犮狋犻狅狀

　　类似十二烷基硫酸钠，破胶剂过硫酸铵同样也能
够在水解后促成ＴＳＲ作用的发生，但其仅提供作用所
需的硫酸氢根离子。当溶液中存在还原剂（戊二醛、乙
二醇和丙炔醇等压裂液添加剂）时，过硫酸铵和这些还
原剂可在２００℃下短时间内（４０ｈ）共同诱发ＴＳＲ作
用，并产出大量硫化氢［１６］。

（２）不含硫添加剂诱发的ＴＳＲ作用
这类添加剂包括戊二醛和乙二醇，二者常作为杀

菌剂和阻垢剂添加到压裂液中。室内高压（１５６～

３２７ＭＰａ）热模拟实验中，当溶液体系中存在硫酸根
离子时，２种物质可在３００℃的中性环境中作为还原
剂促成ＴＳＲ作用的发生并产出硫化氢［１６］，但当温度
降低至２００℃时硫化氢的产量会发生明显降低，其中，
戊二醛实验组中甚至未检测到硫化氢。

（３）压裂液用水诱发ＴＳＲ作用
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区带使用Ｃａｒｉｚｚｏ组中的地层水

作为压裂液用水，其中，硫酸根离子的含量约为４００×
１０－６。区带内高地层温度（１２４℃）的井区内产出的硫
化氢的δ３４Ｓ［（１０±２）‰］与压裂液用水的δ３４Ｓ［（８±
２）‰］相近［１４］，与区带内脉型石膏的δ３４Ｓ［（－６±
２）‰］差异明显。同时，硫化氢产量达到最大值后逐渐
下降，与之对应的是水溶性硫酸盐的大量消耗（图５）。
在高温背景和原地存在液态烃（凝析气藏）的条件下，
井内硫化氢的出现与压裂液带入的硫酸根离子所诱发
的ＴＳＲ作用密切相关。

图５　犈犪犵犾犲犉狅狉犱页岩气区带中硫化氢产出量随时间的变化
特征（据文献［１４］修改）

犉犻犵．５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犎２犛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狑犻狋犺狋犻犿犲犻狀犈犪犵犾犲犉狅狉犱
狊犺犪犾犲狆犾犪狔

２２３　水力压裂诱发添加剂热分解（ＦＩＴＤＲ）作用机制
压裂液中不同类别的添加剂在进入井下后因温度

的升高会直接或间接地发生分解而产出硫化氢。几种
不含硫的添加剂及含硫添加剂在室内模拟实验中已经
被证实可以通过ＦＩＴＤＲ作用机制产出硫化氢。

（１）不含硫添加剂发生ＴＤＲ作用间接产出
醇类被广泛用作阻蚀剂或阻垢剂等添加剂的溶剂

组分［９５９６］，以甲醇为代表的醇类在热模拟实验中（温度
为１００～１７５℃，压力为５５～１７２ＭＰａ，ｐＨ值为７）可
与掺杂在溶液中的单质硫在１００℃时便发生脱氢反
应，生成硫化氢与二氧化碳［１００］，具体化学反应式为：

ＣＨ３ＯＨ＋３Ｓ＋Ｈ２ →Ｏ ３Ｈ２Ｓ＋ＣＯ２
　　在该过程中，温度升高，硫化氢产量会明显提升，
ｐＨ值降低也会加速反应的进行；盐度升高所带来的
离子对和副盐效应会协同致使硫化氢产量降低，该现
象随ｐＨ值的降低会更为明显。



　第２期 李　乐等：页岩气藏中硫化氢成因研究进展 ４６９　　

地层条件下，单质硫可经原地硫化氢或硫化物在
压裂液中经溶解氧的氧化作用而形成［１００］，具体化学
反应式为：

Ｏ２＋２Ｈ２ →Ｓ １
４Ｓ８＋２Ｈ２Ｏ

　　该反应中所形成的单质硫会暂时性地阻滞原地硫
化氢的产出，水力压裂诱发ＴＳＲ作用所生成的硫化氢
同样也会受到阻碍，但在其与醇类物质进一步发生脱
氢反应后又会重新以硫化氢的形式进入到产出气中，
造成产出气中硫化氢浓度在长时间内无明显增加。

（２）含硫添加剂发生ＴＤＲ作用直接产出
这类添加剂包括杀菌剂、阻蚀剂及除氧剂。３，５

二甲基１，３，５噻二嗪烷２硫酮（棉隆）和甲基异噻唑
啉酮这２种含硫杀菌剂在热模拟实验中会分解产出硫
化氢［１８］。在温度为１２５～２００℃、压力为８～２０ＭＰａ的中
性（ｐＨ值≈７）实验环境中，棉隆在１２５℃时即会快速水解
出二硫化碳、甲醛以及一甲胺，具体化学反应式为：

　　生成的二硫化碳会进一步水解生成硫化氢和二氧
化碳，具体化学反应式为：

ＣＳ２＋２Ｈ２ →Ｏ ２Ｈ２Ｓ＋ＣＯ２
　　同时生成的部分硫化氢会被甲醛所吸收，而形成
甲硫醇和单质硫，具体化学反应式为：

ＣＨ２Ｏ＋２Ｈ２ →Ｓ ＣＨ３ＳＨ＋Ｈ２Ｏ＋１８Ｓ８
　　酸度、压力和盐度对该实验过程中发生的一系列化
学反应均无明显的影响。甲基异噻唑啉酮在该温度条
件下同样也会水解出硫化氢及二氧化碳，但因其动力学
稳定性较高，发生完全分解所需的时间要长于棉隆，同
时盐度的升高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该反应的发生。
２氨基１，３，４噻二唑（ＡＴＤ）和２，５二巯基１，３，

４噻二唑（ＤＭＤＴ）这２种阻蚀剂在热模拟实验中也能
够分解产出硫化氢［１９］。在温度为１２５～２００℃、压力
为８～２０ＭＰａ的酸性（ｐＨ值≈３）实验环境中，ＡＴＤ
和ＤＭＤＴ在１２５℃时即可发生水解产出硫化氢，具体
化学反应式为：
２Ｃ２Ｈ２Ｎ３Ｓ＋８Ｈ２ →Ｏ ２Ｈ２Ｓ＋４ＣＯ２＋Ｎ２Ｈ４＋４ＮＨ３
Ｃ２Ｈ２Ｎ２Ｓ３＋４Ｈ２ →Ｏ ３Ｈ２Ｓ＋２ＣＯ２＋Ｎ２Ｈ２

　　ＡＴＤ产出的硫化氢含量略低于ＤＭＤＴ产出的硫
化氢含量，酸性和咸水条件能够明显加速这２种物质
的水解速率。页岩储层在进行注酸压裂时可满足该类
环境需求，硫化氢可由这２条路径转化生成。但是，与
表面活性剂等添加剂相比，基于阻蚀剂发生ＴＤＲ作

用生成的硫化氢极少，可能并不会显著影响产出气中
硫化氢的含量。

五水合硫代硫酸钠这类除氧剂在热模拟实验中也
能够发生分解生成硫化氢［１０１］。在温度＜１７６７℃下，
含该添加剂的压裂液中未观察到硫化氢的产出；当温
度≥１７６７℃时，硫化氢开始出现且其含量随温度和
试剂用量的增加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在１７６７℃时，
试剂用量为９９７８ｍｇ／Ｌ和３９９１２ｍｇ／Ｌ时分别能够
产出７×１０－６和１５０×１０－６的硫化氢；在２０４４℃时，
相同用量的试剂则会分别产出１００×１０－６和２６０×
１０－６的硫化氢。

３　研究认识与讨论
同一套页岩地层在不同区域获取的硫化氢含

量（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和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和其同位
素特征（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和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页岩）呈现明
显的差异，这反映出单个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成因机
制在平面上具有多样性。这种多样性可能与“施工人
造”成因密切相关，而“地质天然”成因假说的可靠性则
需要进一步地评估。

不同成因的硫化氢产出能力和后期留存能力共同
决定着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含量表现。目前已知的控
制硫化氢后期留存能力的因素包括［８５］：①地层中铁、
铅、锌和锰等金属元素的含量；②水动力条件；③硫化
氢的氧化程度。其中，因素①能够对页岩气藏中硫化
氢的含量产生较大影响，因素②和因素③的影响有限。
页岩储层往往具有极低的渗透率，理论上，储层中形成
的硫化氢难以以水溶液的形式经过强烈对流后迁出。
此外，硫化氢的氧化主要局限于浅部低温成岩环境中，
一旦进入深部埋藏条件后，页岩气藏内部往往处于缺
氧环境，难以让形成的硫化氢被大量氧化。

高—特高含硫化氢页岩气主要出现在钙质页岩气
藏中（表２），硫化氢在气井返排阶段和早期生产阶段
即会出现，表明其在气藏未开发前便赋存其中；同时，
钙质沉积物中极低的铁含量难以将硫化氢大量转化为
黄铁矿［８６］，形成的页岩气藏具备较强的硫化氢后期留
存能力；此外，“施工人造”成因的案例中均未展现出如
此高的硫化氢产出能力。以上３点共同指示着这些硫
化氢为“地质天然”成因的产物，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上
侵作用和潜在的原地ＴＳＲ作用为其主导成因机制。

针对“地质天然”成因中的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上侵
作用，麦克马伦县Ｅｄｗａｒｄｓ灰岩层内天然气中的硫化
氢含量在平面上存在的较大差异降低了该作用机制的
可靠性。该套灰岩层在县内８个区域所获得的硫化氢
含量普遍低于１％，仅在１个区域获得了含量超过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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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硫化氢［１０５］。在上覆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页岩层的局部井
区，要使井中产出的硫化氢含量达到４％及以上，这势
必需要极高的偶然性。与此同时，深部富硫酸盐卤水
顺断层上侵具有普遍性，由之促成原地ＴＳＲ作用发生
并带来高含量硫化氢的可能性相对更大，但这需要更
为系统的同位素资料予以区分和论证。Ｄｉｙａｂ组页岩
岩心中仅见被方解石和黄铁矿完全充填的闭合裂
缝［１０６］，而在该组下伏邻近地层中尚未发现特高含硫
化氢（＞１０％）地层的发育，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上侵作
用机制可能不足以解释该气藏中硫化氢的出现。在各
类“地质天然”成因机制中仅ＴＳＲ作用具备极高的硫化
氢产出能力，结合该套页岩所处的地层温度较高（表２），
同时又具有较强的硫化氢留存能力，ＴＳＲ作用可能是
较为合理的解释，但作用所需的硫酸盐来源等问题仍
需要进一步研究。

低—中含硫化氢页岩气主要见于硅质和黏土质页
岩气藏中（表２）。相较于钙质沉积物，以陆源碎屑为
主的沉积物中往往赋存大量含铁矿物，在缺氧条件下
产出的硫化氢可以在埋藏前后与含铁矿物发生反应并
形成黄铁矿［８６］，因此，此类页岩气藏中硫化氢后期留
存能力较弱。沉积物和岩石中的铁元素仅在极少的实
例中能够被完全转化成黄铁矿［８６］，具备进一步转化和
固定硫化氢的能力。这对“地质天然”型硫化氢有效留
存在这类页岩气藏中形成了挑战，页岩气藏普遍发育
的有机孔或能弱化地层中含铁矿物的影响，从而形成
原生硫化氢的有效储集，但尚无研究证实这一推断，同
时“施工人造”成因假说的提出使问题解读变得更为
复杂。

针对“地质天然”成因机制中的ＢＳＲ作用，其形成
的硫化氢在沉积物浅—中埋藏阶段会快速转为黄铁
矿、单质硫和有机硫等，或者从水中逃逸，难以发生大
量聚集［８９］；理论上，在经历漫长的成岩演化过程后该
阶段形成的硫化氢难以留存在气藏中；结合Ｈａｙｎｅｓ
ｖｉｌｌｅ页岩气藏在开发过程中检测出的硫酸盐还原
菌［３３］，气藏中部分硫化氢与黄铁矿硫同位素间的相似
性更可能是受“施工人造”成因机制中ＤＦＩＢＳＲ作用
影响的结果。针对“地质天然”成因机制中的ＴＤＲ作
用，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页岩层中的硫化氢与干酪根的硫同
位素间存在相似性，结合该套钙质页岩缺少含铁矿物
而具有较高的硫化氢后期留存能力，使得该作用机制
具有较强的合理性。针对“地质天然”成因机制中的
ＴＳＲ作用，前人利用岩石学和同位素证据证明了该作
用能够发生在陆源碎屑组成的页岩层中［１０７１０９］，但气
藏是否能够有效留存生成的硫化氢则尚缺实例验证；
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页岩层中的硫化氢与下伏地层中硬石

膏的硫同位素的高度相似性可能反映出硫酸盐还原作
用速率高于固体硫酸盐溶解速率［９０］，符合原地ＴＳＲ
作用发生的同位素学特征；在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页岩层中，
ＦＩＴＳＲ作用过程中的含硫化合物间同样能够出现硫
同位素的高度相似性［１４］，该套页岩层中硫化氢的产生
是由ＴＳＲ作用还是ＦＩＴＳＲ作用主导还需进一步分
析。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层中虽已找到了ＴＳＲ作
用发生的岩石学证据［２２］，但该作用机制在不同产区中
是否具有普遍性尚有待明确。在涪陵和威远产区，早
期［５６，１１０］和近期［１１］的报道中仅在少数井中显示存在硫
化氢，多数井中硫化氢的含量为０。２个产区部分井的
返排液内存在大量硫酸盐还原菌［１１１１１２］，同时涪陵产区
井底的温度普遍低于１１０℃［１１３］，尚不足以启动ＦＩＴＳＲ
作用和ＦＩＴＤＲ作用，这些个别井中的硫化氢可能主要
受ＤＦＩＢＳＲ作用的控制而产出。在长宁、昭通和威荣
产区，绝大多数井中均出现了硫化氢［１１］，且其含量均明
显超过了其他产区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含量（表２）。
长宁和威荣产区均存在硫酸盐还原菌的报道［１１４１１５］，
但昭通产区却未见同类报道［１１６］，ＤＦＩＢＳＲ作用在这３
个产区可能能够发生但不再作为主导性的产出机制，
也可能存在ＴＳＲ作用，同时以现有资料和研究程度也
难以完全排除ＦＩＴＳＲ作用和ＦＩＴＤＲ作用的影响。

４　存在问题与后续研究方向
页岩气藏是一类需要借助大规模人工改造才能取

得经济开采价值的天然气藏，人工因素的介入催生了
“施工人造”型硫化氢成因假说的提出，对传统“地质天
然”型硫化氢成因假说形成了挑战，在丰富现有天然气
藏中硫化氢成因体系的同时，使得部分页岩气藏中产
出的硫化氢存在了从源头上展开人为调控的潜在可能
性。２类成因假说已初步回答了页岩气藏中为什么会
产出硫化氢以及为什么硫化氢会表现出“延迟产出”的
现象，但是现有成因假说中所提供的关键证据尚有待
商榷，在进一步具体指导现场硫化氢防治方面亦有欠
缺。笔者对进一步完善假说所牵涉的科学问题及后续
研究方向进行了归纳。
４１　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原生供给能力评价

“地质天然”型硫化氢成因假说预设了未开发的页
岩气藏内即能含有较高浓度的硫化氢，但目前大部分
证据来源于可能受到“施工人造”影响的产出气中的硫
化氢的地质信息。同样地，部分“施工人造”型硫化氢
成因假说的提出是以气藏中原本存在“地质天然”型硫
化氢为前提的。产出气中的硫化氢可能是一种多成因
的混合产物，除了在一些典型的高—特高含硫化氢页
岩气藏中硫化氢的主导性成因可以明确为“地质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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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外，绝大多数低—中含硫化氢气藏中其成因均存在
着多解性，明确页岩气藏内原生硫化氢含量的高低由
此成为回答其成因问题的关键。岩心解吸气受人工影
响较小，或可用于反映硫化氢的原生供给能力。现有
研究仅在延长组页岩的解吸气中获取了硫化氢且其含
量远低于产出气中硫化氢的平均含量（表１），其他页
岩层的解吸气中虽未见硫化氢出现的报道，但这并不
足以排除这些储层自身即可赋存相对高含量的原生硫
化氢。这是由于页岩解吸气的采集常采用“排水法”，
该方法获取的天然气样品中硫化氢已大量溶于水中，
从而致使分析仪器难以将之检测出来；此外，不同检测
方法在天然气样品用量和硫化氢检测限等方面存在差
异，方法选取不当同样也会造成硫化氢无法检测出来。
因此，未来工作应针对性地调整解吸气的采集方式和
流程，同时选用适宜的分析测试方法对硫化氢原生供
给能力进行评价。
４２　页岩气藏中后生硫化氢的成因判别标志和产出

预测
伴随页岩气勘探开发逐步走向深层，页岩气井的

井底温度也在不断升高，国外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页岩气区带
的井底最高温度接近２００℃（表２），中国四川盆地页岩
气井水平段的井底最高循环温度已超过１６７℃，平均
为１４５℃［１１７］。在温度≤２００℃下，ＦＩＴＤＲ和ＦＩＴＳＲ
等作用机制在现实生产中极可能已经出现并产出了后
生型硫化氢，但尚难以区分及判断是哪一类机制起主
要作用。基于常规气藏产出气建立的经典硫化氢成因
判别标志具有一定局限性，不再适用于页岩气藏，模拟
实验中与硫化氢伴生的反应产物或可用于作为对应成
因的判别标志。但是，在实际压裂过程中，具备不同功
能、含多种添加剂组合的压裂液往往会在不同阶段先
后注入井中并相互发生作用，同时，不同类型的页岩与
压裂用水间的水岩反应所带出的金属离子可能具备
不同的催化能力［１１８］，在不同程度上也会推动添加剂
间的反应进程。经过如此复杂的反应过程后，模拟实
验中的各类反应的伴生产物可能并不能成为综合反应
链中的最终产物，因而难以用于锁定和证实某类反应
的发生。此外，ＤＦＩＢＳＲ作用机制在井底温度超过
１００℃时并非会被完全抑制，单纯依靠是否出现产硫
化氢细菌也不足以完全排除ＦＩＴＤＲ和ＦＩＴＳＲ作用
机制带来的影响。未来工作需要基于返排液及采出气
等实物资料，进一步加强水离子、有机化合物、气组分、
同位素和微生物等方面的基础分析以及深入挖掘各因
素间的内在关联，以此筛选和归纳出系统而可靠的成
因判别标志。在获取成因判别标志后，可结合区域的
地层岩性、地层温度演化、钻井和压裂用液等情况，对

新区新钻井中后生硫化氢的产出可能性、主控机制、产
出时间、产出规律和产出量进行综合预测。

５　结　论
（１）全球已有８套海相页岩气层（五峰组—龙马

溪组、Ｕｔｉｃａ组、ＭｕｓｋｗａＯｔｔｅｒＰａｒｋ组、Ｅｖｉｅ组、Ｂａｒ
ｎｅｔｔ组、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组、Ｄｉｙａｂ组、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组）和１
套陆相页岩气层（延长组）中出现了硫化氢。储层多为
高碳—富碳的硅质型和钙质型页岩，有机质类型为
Ⅰ—Ⅱ型且均进入了成熟—过成熟阶段。高—特高含
硫化氢页岩气主要出现于钙质型页岩地层中。部分页
岩区带中的生产井内产出的硫化氢表现出“延迟产出”
和含量递增的特点。

（２）在成岩过程中，ＴＳＲ作用、ＢＳＲ作用和有机
质ＴＤＲ作用形成的硫化氢残留，以及下伏地层中—
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上侵作用等“地质天然”因素是页岩
气藏中赋存“原生”硫化氢的主要机制。其中，ＴＳＲ作
用或高含硫化氢天然气上侵作用是页岩气藏中出现
高—特高含量硫化氢的主导作用。

（３）页岩地层进行钻井及水力压裂过程中硫酸盐
还原菌或嗜盐厌氧菌增殖诱发的ＢＳＲ作用，含／不含
硫添加剂及压裂用水诱发的ＴＳＲ作用，以及含／不含
硫添加剂的ＴＤＲ作用等“施工人造”因素是致使页岩
气藏中出现“后生”硫化氢的主要机制。ＦＩＴＳＲ及不
含硫添加剂的ＴＤＲ作用的发生能够造成生产井中硫
化氢出现“延迟产出”及含量递增的现象。

（４）现有研究在页岩气藏中硫化氢的原生供给能
力评价及后生硫化氢成因判别标志两方面存在欠缺，
后续工作应明确硫化氢原、后生供给能力差异，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结合生产实物资料寻找产出硫化氢、其他
有机物和无机物、微生物间的关联及建立系统的成因
判别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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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ＩＪｉｎｘｉｎｇ．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ｗ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
ｃａ，１９８５，３（４）：１０９１２０．

［９］　ＷＥＩＬＡＮＤＲＨ，ＨＡＴＣＨＥＲＮＡ．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ｉｎｇ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ｉｎｔｒｅａ
ｔｉｎｇ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ｅｓ［Ｊ］．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２０１２：４５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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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ｉｎＣｈａｎｇ７ｏｉｌ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Ｆｕｘｉａｎａｒｅａ，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Ｊ］．Ｘｉｎｊｉａ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７，３８（３）：２８９２９５．

［１１］　李剑，王晓波，侯连华，等．四川盆地页岩气地球化学特征及资
源潜力［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２１，３２（８）：１０９３１１０６．
ＬＩＪｉａｎ，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ｂｏ，ＨＯＵＬｉａｎｈｕａ，ｅ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ｉ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３２（８）：１０９３１１０６．

［１２］　ＷＵＹａｎｇ，ＮＥＷＢＹＷ．Ｌｅｓｓｏｎｓ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
ｒｉｎｇｔｈｅＤｉｙａｂ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ｗｅｌｌｓｉｎＵＡＥ［Ｒ］．ＳＰＥ１９７６８５，２０１９．

［１３］　ＭＩＬＫＯＶＡＶ，ＦＡＩＺＭ，ＥＴＩＯＰＥＧ．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
ｓｅｓｆｒｏｍ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ｏｒｉｇｉｎｓ，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ｅｖｅｒ
ｓａｌｓａｎｄｒｏｌｌｏｖｅｒｓ，ａｎｄ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ｌｅ
ｐｌａｙｓ［Ｊ］．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２０，１４３：１０３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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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ｙｓ：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ｏ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Ｃ］∥ＦｉｒｓｔＥＡＧＥ／ＩＦＰＥＮ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ｕｌｆｕｒＲｉｓｋＭａｎａｇｅ
ｍｅｎｔｉ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ＲｕｅｉｌＭａｌｍａｉｓｏｎ，Ｆｒａ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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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ｓｕｌｆｕｒ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ｂｉｏｃｉｄ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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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陆廷清，胡明，刘墨翰，等．川南地区海相页岩气中发现微量硫
化氢［Ｊ］．中国地质，２０１８，４５（４）：８５９８６０．
ＬＵＴｉｎｇｑｉｎｇ，ＨＵＭｉｎｇ，ＬＩＵＭｏｈａｎ，ｅｔａｌ．Ｔｈｅ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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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Ｇｅｏｌｏｇｙ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８，４５（４）：８５９８６０．

［２３］　罗厚勇，刘文汇，王晓锋，等．四川盆地海相页岩气藏ＴＳＲ证据
的发现［Ｊ］．中国地质，２０１９，４６（２）：４３４４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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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２期 李　乐等：页岩气藏中硫化氢成因研究进展 ４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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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ＭＡＲＴＩＮＩＡＭ，ＷＡＬＴＥＲＬＭ，ＭＣＩＮＴＯＳＨＪＣ．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ｉｃｇａｓ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ｆｒｏｍＵｐｐｅ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ｃｏｒｅｓ，Ｉｌｌｉｎｏｉｓａｎｄ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Ｊ］．
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８，９２（３）：３２７３３９．

［５０］　ＷＥＮＴａｏ，ＣＡＳＴＲＯＭＣ，ＥＬＬＩＳＢＲ，ｅｔ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ｏ
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ｒ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ｉｎｔｈｅＡｎｔｒｉｍ
ＳｈａｌｅｉｎｔｈｅＭｉｃｈｉｇａｎＢａｓｉｎｕｓｉｎｇｎｏｂｌｅｇａｓ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Ｊ］．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４１７：３５６３７０．

［５１］　ＭＡＲＴＩＮＩＡＭ，ＷＡＬＴＥＲＬＭ，ＫＵＴＣＷ，ｅｔａｌ．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ｅｓｉ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ａ



４７４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ａ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ｐｌａｙ，Ｍｉｃｈｉ
ｇ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３，８７（８）：１３５５１３７５．

［５２］　ＬＡＵＧＨＲＥＹＣＤ，ＢＡＬＤＡＳＳＡＲＥＦＪ．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ｓ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ｌａｔｅａ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ａｎｄＯｈｉｏ［Ｊ］．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８，８２（２）：
３１７３３５．

［５３］　ＲＥＥＳＥＳＯ，ＮＥＢＯＧＡＶＶ，ＰＥＬＥＰＫＯＳ，ｅｔａｌ．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ｏｆ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Ｃｏｕｎｔｙ，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Ｒ］．
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２０１４．

［５４］　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Ｈｏｒｎ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ｕｎ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ｐｌａｙａｔｌａｓ［Ｒ／ＯＬ］．［２０２２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ｂｃｏｇｃ．ｃａ／ｆｉｌｅｓ／ｒｅｐｏｒｔｓ／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Ｒｅｐｏｒｔｓ／ｈｏｒｎｒｉｖｅｒｐｌａｙａｔｌａｓ．ｐｄｆ

［５５］　ＳＣＨＯＶＳＢＯＮＨ，ＮＩＥＬＳＥＮＡＴ．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ｉｎＬｏｗｅｒＰａｌａｅｏｚｏｉｃｓｈａｌｅｓｆｒｏｍ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ｗｅｄｅｎ［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ｕｒｖｅｙｏｆＤｅｎｍａｒｋａｎｄ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７，３８：３７４０．

［５６］　刘若冰．中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典型特征［Ｊ］．天然气地球科
学，２０１５，２６（８）：１４８８１４９８．
ＬＩＵＲｕｏｂｉｎｇ．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ｇｉａｎｔ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ｆｉｅｌｄ
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６（８）：１４８８１４９８．

［５７］　ＬＡＶＯＩＥＤ，ＰＩＮＥＴＮ，ＢＯＲＤＥＬＥＡＵＧ，ｅｔａｌ．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Ｏｒ
ｄｏｖｉｃｉａｎ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ｓｏｆ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Ｑｕｅｂｅｃ（Ｃａｎａｄａ）ａｎｄｔｈｅｉｒ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ｆｏｒｎａｔｕｒａｌｌｙｏｃｃｕｒｒｉｎｇ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ｉｎｓｈａｌｌｏｗ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
１５８：４４６４．

［５８］　Ｓ?ＪＯＵＲＮ?Ｓ，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ＭＡＬＥＴＸ，ｅｔａｌ．Ｓｙｎｔｈèｓｅｇ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
ｅｔｈｙｄｒｏｇ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ｕＳｈａｌｅｄ＇Ｕｔｉｃａｅｔｄｅｓｕｎｉｔéｓｓｕｓｊａｃｅｎｔｅｓ（Ｌｏｒ
ｒａｉｎｅ，Ｑｕｅｅｎｓｔｏｎｅｔｄéｐｔｓｍｅｕｂｌｅｓ），ＢａｓｓｅｓＴｅｒｒｅｓｄｕＳａｉｎｔ
Ｌａｕｒｅｎｔ，Ｑｕéｂｅｃ［Ｒ］．Ｃａｌｇａｒｙ：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éｏｌｏｇｉｑｕｅｄｕＣａｎａ
ｄａ，２０１３．

［５９］　ＲＩＶＡＲＤＣ，ＬＡＶＯＩＥＤ，ＬＥＦＥＢＶＲＥＲ，ｅｔａｌ．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ｃｏｎｃｅｒｎｓ［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６：６４７６．

［６０］　尉鹏飞．四川盆地东缘地区下寒武统牛蹄塘组页岩含气地质模
式及有利区优选［Ｄ］．北京：中国地质大学，２０１６．
ＹＵＰｅｎｇｆｅｉ．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ｚｏｎｅ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ｉｎＮｉｕｔｉｔ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ｅａｓｔｅｒｎｍａｒｇｉｎａｒｅａ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６．

［６１］　姜生玲，毛曼，洪克岩，等．湘鄂西地区下寒武统牛蹄塘组页岩气
聚集条件及含气性影响因素［Ｊ］．海相油气地质，２０１８，２３（１）：
７５８２．
ＪＩ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ｌｉｎｇ，ＭＡＯＭａｎ，ＨＯＮＧＫｅｙａｎ，ｅｔ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Ｌｏｗｅｒ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Ｎｉｕｔｉｔ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ｓｔｅｒｎＨｕ’ｎａｎａｎｄＨｕｂｅｉ
［Ｊ］．ＭａｒｉｎｅＯｒｉｇ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３（１）：７５８２．

［６２］　黄金亮，邹才能，李建忠，等．川南下寒武统筇竹寺组页岩气形
成条件及资源潜力［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２，３９（１）：６９７５．
ＨＵＡＮＧ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ＺＨＯＵＣａｉｎｅｎｇ，ＬＩ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ａｎＱｉｏｎｇｚｈｕｓ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９（１）：６９７５．

［６３］　湖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湖北宜昌陡山沱组页岩气：全球最古
老的页岩气气藏［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３２３）［２０２２１０２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ｃｓｏａ．ｃｎ／ｍｏｂｉｌｅ／ｊｙ／２０２１０３／ｔ２０２１０３２３＿６９２４８．ｈｔｍｌ．
ＨｕｂｅｉＩｎｓｔｉｔｕｒｅｏｆ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ｏｆＤｏｕｓｈａｎｔｕｏ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Ｙｉｃｈａｎｇ，Ｈｕｂｅｉ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ｔｈｅｏｌｄｅｓｔ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３２３）［２０２２１０２０］．ｈｔｔｐ：∥
ｗｗｗ．ｐｅｃｓｏａ．ｃｎ／ｍｏｂｉｌｅ／ｊｙ／２０２１０３／ｔ２０２１０３２３＿６９２４８．ｈｔｍｌ．

［６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Ｅｎｅｒｇｙ，ＢｕｒｅａｕＯｆＭｅｔｅｏｒ
ｏｌｏｇｙ，ＣＳＩＲＯ，ｅｔａ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Ｂｅｅｔａｌｏｏ
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ｆｏｒ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ｉ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２［Ｒ／ＯＬ］．［２０２２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ｂｉｏ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ｓ．ｇｏｖ．ａｕ／ｓｉｔｅｓ／ｄｅｆａｕｌｔ／ｆｉｌｅｓ／ｇｂａｂｅｅ
ｓｔａｇｅ２ａｐｐｅｎｄｉｘ＿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ｆｉｎａｌ．ｐｄｆ．

［６５］　ＦＡＩＺＭ，ＺＯＩＴＳＡＳＡ，ＡＬＴＭＡＮＮＣ，ｅ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ｖａｒ
ｉ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ａｒｂｏｎｉｓｏｔｏｐｅ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ｃｏａｌａｎｄ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ｗｅｎａｎｄＢｅｅｔａｌｏｏｂａｓｉｎｓ，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Ｍ］∥
ＤＯＷＥＹＰ，ＯＳＢＯＲＮＥＭ，ＶＯＬＫ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ｏ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
ｔｙｏｆＬｏｎｄｏｎ，２０２０：５１７０．

［６６］　马新华，李熙?，梁峰，等．威远页岩气田单井产能主控因素与
开发优化技术对策［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２０，４７（３）：５５５５６３．
ＭＡＸｉｎｈｕａ，ＬＩＸｉｚｈｅ，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ｅｔ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ｎｗｅｌｌ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ｉｎ
Ｗｅｉｙｕａ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ｐｌａｙ，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Ｗ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７（３）：５５５５６３．

［６７］　刘乃震，王国勇．四川盆地威远区块页岩气甜点厘定与精准导
向钻井［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６，４３（６）：９７８９８５．
ＬＩＵＮａｉｚｈｅｎ，ＷＡＮＧＧｕｏｙｏｎｇ．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ｓｗｅｅｔｓｐｏｔ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ｅｃｉｓｅｇｅｏｓｔｅｅｒｉｎｇ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ｉｎＷｅｉｙｕａｎｂｌｏｃｋｏｆＳ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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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ｅｐ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Ｋｈｕｆ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ｂｕＤｈａｂｉ
［Ｊ］．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６，１３３（１／４）：１５７１７１．

［８９］　ＯＲＲＷ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ｆｉｄｅｉｎ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Ｃ］∥ＣＡＭＰＯＳＲ，ＧＯＮｉ
Ｊ．Ａｄｖａｎｃｅｓ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７５：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
７ｔｈ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Ｍａｄｒｉｄ：
ＥｍｐｒｅｓａＮａｃｉｏｎａｌＡｄａｒｏＤ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ｃｉｏｎｅｓＭｉｎｅｒａｓ，１９７５：
５７１５９７．

［９０］　ＭＡＣＨＥＬＨＧ，ＫＲＯＵＳＥＨＲ，ＳＡＳＳＥＮＲ．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ａｎｄｄｉｓ
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ｉｎｇ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ｏｆ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ｔｈｅｒｍ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ｕｌｆａｔｅ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１９９５，１０（４）：３７３３８９．

［９１］　ＳＵＮＤＥＥ，ＴＯＲＳＶＩＫＴ．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ｆｉｄｅ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ｏｉ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Ｍ］∥ＯＬＬＩＶＩＥＲＢ，ＭＡＧＯＴＭ．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ＡＳＭ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１９９２１３．

［９２］　黄毅，杨俊印，吴拓，等．辽河油田稠油区块硫化氢分布特征及
成因研究［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５５２６０．
ＨＵＡＮＧＹｉ，ＹＡＮＧＪｕｎｙｉｎ，ＷＵＴｕｏ，ｅｔ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ｇｅｎｓｕｌｐｈｉｄｅｉｎｈｅａｖｙｏｉｌｂｌｏｃｋ，Ｌｉａｏ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５５２６０．

［９３］　林日亿，宋多培，周广响，等．热采过程中硫化氢成因机制［Ｊ］．
石油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６）：１１５３１１５９．
ＬＩＮＲｉｙｉ，ＳＯＮＧＤｕｏｐｅｉ，ＺＨＯＵＧｕ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ｇｅｎ
ｓｕｌｆｉ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ｒｍａ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５（６）：１１５３１１５９．

［９４］　ＳＴＲＵＣＨＴＥＭＥＹＥＲＣＧ．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ｈａｌ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ｏｖｅｒｖｉｅｗ［Ｍ］∥ＳＴＥＦＦＡＮＲ．
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ｈ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ｉｌｓ，
ａｎｄｌｉｐｉｄｓ：ｂｉｏ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ｂｉｏｒｅ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Ｓｗｉｔｚｅｒｌａｎｄ：
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Ｃｈａｍ，２０１６：１１８．

［９５］　ＳＡＢＡＴ，ＭＯＨＳＥＮＦ，ＧＡＲＲＹＭ，ｅｔａｌ．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ｍｅｔｈａｎｏｌ
ｕｓｅ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Ｒ／ＯＬ］．（２０１２１２０）［２０２２
１０２０］．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ｏｒｇ／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
２０１６／０６／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ＭｅｔｈａｎｏｌＵｓｅ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Ｊａｎ１１．ｐｄｆ．

［９６］　ＶＩＤＩＣＲＤ，ＢＲＡＮＴＬＥＹＳＬ，ＶＡＮＤＥＮＢＯＳＳＣＨＥＪＭ，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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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ｗａｔｅｒｑｕａｌｉｔｙ［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３４０（６１３４）：１２３５００９．

［９７］　ＪＯＨＮＳＯＮＫ，ＦＲＥＮＣＨＫ，ＦＩＣＨＴＥＲＪＫ，ｅｔａｌ．Ｕｓｅｏｆｍｉｃｒｏ
ｂｉｏｃｉｄｅｓｉｎ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ｗｅｌｌ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ｔｏｃｏｎｔｒｏｌ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Ｒ］．ＮＡＣＥ０８６５８，２００８．

［９８］　ＭＯＯＲＥＳＬ，ＣＲＩＰＰＳＣＭ．Ｂａｃ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ｉｎ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ｗｅｌｌｓｏｆｔｈｅＨｏｒｎ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５１（４）：２８３２８９．

［９９］　ＬＩＡＮＧＲＸ，ＤＡＶＩＤＯＶＡＩＡ，ＭＡＲＫＳＣＲ，ｅｔａｌ．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ｃ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ａ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ｔ犎犪犾犪狀犪犲狉狅犫犻狌犿ｓｐ．ｉｎｈｙｄｒａｕｌｉｃａｌｌｙ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ｇａｓｗｅｌｌ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ｉｐｅｌｉｎｅｃｏｒｒｏｓｉｏｎ［Ｊ］．
Ｆｒｏｎｔｉｅｒ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７：９８８．

［１００］　ＭＡＲＲＵＧＯＨＥＲＮＡＮＤＥＺＪＪ，ＰＲＩＮＳＬＯＯＲ，ＳＵＮＢＡＳ，ｅｔ
ａｌ．Ｄｏｗｎｈｏｌｅｋｉｎｅｔｉｃｓｏｆｒｅａ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ｖｏｌｖｉｎｇａｌｃｏｈｏｌｂａｓｅｄｈｙ
ｄｒａｕｌｉｃ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ｗｉｔｈ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ｄｅｌａｙｅｄＨ２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８，３２（４）：４７２４４７３１．

［１０１］　ＯＧＵＮＳＡＮＹＡＴ，ＬＩＬｅｉｍｉｎｇ．Ｓａｆｅ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ｏｆ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
ａｔｕｒｅｆｒ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ｆｌｕｉｄｓ［Ｃ］．ＳＰＥ１９００２９，２０１８．

［１０２］　ＡＫＯＢＤＭ，ＣＯＺＺＡＲＥＬＬＩＩＭ，ＤＵＮＬＡＰＤＳ，ｅｔ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ａｎｄ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ｙｏｆｐｒｏｄｕｃｅｄｗａｔｅｒｓ
ｆｒｏｍ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ｗｅｌｌｓ［Ｊ］．Ａｐｐｌｉｅｄ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１５，６０：１１６１２５．

［１０３］　ＳＨＵＣＨＡＲＴＣＥ，ＷＡＬＫＥＲＭＬ．Ｈｉｇｈ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ｗｅｌｌ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ｌｕｉｄｓ，ａｄｄｉｔｉｖｅ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Ｓ，５７５９９６４［Ｐ］．１９９４０９２８．

［１０４］　ＢＥＴＨＥＬＬＤ，ＦＥＳＳＥＹＲＥ，ＮＡＭＷＩＮＤＷＡＥ，ｅｔａｌ．Ｔｈｅ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
ｏｆＣ１２ｐｒｉｍａｒｙａｌｋ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ｓｉ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ａｑｕｅｏｕ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
１．Ｇｅｎｅｒ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ｋｉｎｅｔｉｃｆｏｒｍａｎｄｍｏｄｅ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ｓｏｄｉｕｍ
ｄｏｄｅｃｙｌｓｕｌｆａｔｅｈｙｄｒｏｌｙｓｉ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
Ｐｅｒｋｉｎ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２，２００１（９）：１４８９１４９５．

［１０５］　ＢＥＥＢＥＢＷ．Ｄｅｅｐｅｄｗａｒｄｓ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ｏｕｔｈｔｅｘａｓ［Ｍ］∥ＢＥＥＢＥＢ
Ｗ．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Ｔｕｌｓａ：ＡＡＰＧ，１９６８：９６１９７５．

［１０６］　ＮＥＷＢＹＷ，ＡＢＢＡＳＳＩＳ，ＦＩＡＬＩＰＳＣ，ｅｔａｌ．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ｙｉｎ
ｔｈｅＵＡＥ［Ｒ］．ＳＰＥ１９７３５２，２０１９．

［１０７］　ＢＲＯＡＤＢＥＮＴＧＣ，ＭＹＥＲＳＲＥ，ＷＲＩＧＨＴＪＶ．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ｏｆｓｈａｌｅｈｏｓｔｅｄＺｎＰｂＡｇ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ｔｔｈｅｃｅｎｔｕｒｙ
ｄｅｐｏｓｉｔ，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Ｑｕｅｅｎｓｌａｎｄ，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Ｊ］．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ｅｏｌｏ
ｇｙ，１９９８，９３（８）：１２６４１２９４．

［１０８］　ＰＥＤＥＲＳＥＮＭ，ＮＩＥＬＳＥＮＪＫ，ＢＯＹＣＥＡＪ，ｅｔａｌ．Ｔｉｍｉｎｇａｎｄｇｅｎ
ｅｓｉｓｏｆｂａｓｅｍｅｔ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ｓｏｆｔｈｅＵｐｐｅｒＰｅｒ
ｍｉａｎＲａｖｎｅｆｊｅｌｄ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ｇｅｎｅｒＨａｌｖ，ＥａｓｔＧｒｅｅｎｌａｎｄ
［Ｊ］．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ｕｍＤｅｐｏｓｉｔａ，２００３，３８（１）：１０８１２３．

［１０９］　ＡＲＤＡＫＡＮＩＯＨ，ＣＨＡＰＰＡＺＡ，ＳＡＮＥＩＨ，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ｔｈｅｒ
ｍａｌｍａｔｕｒｉｔｙｏｎｒｅｍｏｂ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ｏｌｙｂｄｅｎｕｍｉｎ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ｓ［Ｊ］．
Ｅａｒｔｈａｎｄ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６，４４９：３１１３２０．

［１１０］　吴伟，黄士鹏，胡国艺，等．威远地区页岩气与常规天然气地球
化学特征对比［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１４，２５（１２）：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ＷＵＷｅｉ，ＨＵＡＮＧＳｈｉｐｅｎｇ，ＨＵＧｕｏｙｉ，ｅｔａｌ．Ａ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ａｎｄ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ｇａｓｏｎ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
ｔｉｃｓｉｎＷｅｉｙｕａｎａｒｅａ［Ｊ］．ＮａｔｕｒａｌＧａｓ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１２）：
１９９４２００２．

［１１１］　刘华敏，蒋秀，张全，等．涪陵页岩气田油管腐蚀行为研究［Ｊ］．
安全、健康和环境，２０２０，２０（５）：１４２１．
ＬＩＵＨｕａｍｉｎ，ＪＩＡＮＧＸｉｕ，ＺＨＡＮＧＱｕａｎ，ｅｔａｌ．Ｓｔｕｄｙｏｎｃｏｒｒｏ
ｓｉｏｎ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ｏｆｔｕｂｉｎｇｉｎｆｕｌｉｎｇ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Ｊ］．Ｓａｆｅ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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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３］　信石玉，宋代诗雨．涪陵深层页岩气开发装备配套方案与建议
［Ｊ］．钻采工艺，２０１７，４０（１）：１０８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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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７］　袁光杰，付利，王元，等．我国非常规油气经济有效开发钻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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