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卷 增刊
魂年 月

沉 积 学 报

叫 二 】 艺

文章编号
一

增刊
一 一

第九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总结

梁狄刚
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北京

摘 要 受第九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主席团的委托
,

对这次会议作简要总结
。

认为自第八届学术会议以来
,

我

国有机地球化学研究在大油气田地球化学
、

特别是成藏地球化学研究
、

混源油定量研究
、

模拟实验等方面
,

取得 了新的

进展
,

指出在第十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时间内应切实解决的几个难点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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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会议
,

历时三天半
,

到会代表及来宾 人
,

来 自全国 个油 田
、

个科

研院所
、

所大学
、

个学会
、

家出版社
、

报纸和电视

台
、

家外国公司
,

共 个单位
。

会议共收到论文摘要

篇
。

这是 我国学术界 一个规模很大
、

具有广泛代

表性的地球化学盛会
。

中国科学院资环局
、

兰州分院
、

甘肃省科技厅和甘肃省科协的领导 出席 了大会开幕

式
。

三大国家石油公司领导作 了重要讲话和学术报告
。

围绕《我国新区
、

新领域油 田勘探 中的地球化学 》

这一主题
,

会议首先邀请了中国石油股份公司的代表
,

在大会上作 了陆上油气勘探新进展 的介绍
,

为会议营

造 了背景气氛
。

位专家在大会上作了精彩报告
,

内

容涵盖了近年来我国陆上
、

海洋和天然气勘探 中应用

地球化学的新进展和存在问题
,

涉及到海相生油
、

混源

油定量评价
、

成藏化学动力学
、

天然气源对 比
、

晚期成

藏
、

煤成烃
、

非烃
、

轻烃地球化学和油气微生物勘探等

多个方面的最新成果 其中
,

大庆
、

胜利
、

海洋
、

鄂尔多

斯
、

准噶尔
、

塔里木
、

柴达木等油 田的 个报告
,

密切结

合油气勘探实际
,

应用有机地化手段
,

解决了大量实际

问题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
、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
、

石油大学
、

江汉石油学院
、

中国石油化工研究院
、

中

国石油勘探开发院和廊坊分 院等 个应用基础研究

报告
,

抓住学科前缘和热点
,

进行了可贵的理论探索
,

很有新意
。

这些大会报告
,

得到了与会代表 的高度评

价
。

会上
,

多位代表分 个组宣读 了论文
。

他们绝

大部分是青年地球化学家
,

有相当一部分来 自各油 田

和科研第一线
。

他们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新鲜资料
,

朝气

蓬勃
,

勇于实践
、

勇于探索
,

表现出相当的水平
。

其中
,

东营凹陷有效烃源层与成藏组合
、

塔里木残余油藏的

分析
、

煤系生气
、

氧化一还原
、

气压下排烃
、

不同加温条

件等一系列模拟实验
、

有机硫
、

沥青质轻度氧化
、

流体

包裹体
、

天然气资源评价方法
、

油 田开发地球化学
,

以

及北京郊区环境污染地球化学等 篇论文
,

工作扎实

细致
,

密切结合生产
,

学风严谨
,

思维敏捷
,

被大会学术

委员会一致评选为中青年优秀论文
。

大会进行到今天上午
,

进人了高潮
。

在
“

当前有争

议的几个有机地化理论问题
”和 “

新技术
、

新方法的地

质应用及存在问题
“

两个专题讨论会上
,

各种不同学术

观点展开了激烈争论
,

虽不到“ 面红耳赤
” ,

但确是
“

针

锋相对
,

据理力争
” ,

充分发扬 了学术 民主
,

出现了“ 百

家争鸣 ” 、

生动活泼的热烈场面
。

辩论各方掌握了别人

的论点和问题的症结
,

就可以更有针对性的深人工作
,

推动这些问题的逐步解决
。

大会主席团和学术委员会经过讨论
,

认为 自第八

届学术会议以来
,

我国有机地化研究取得 了 个方面

的新进展

大油气 田地球化学
、

特别是成藏地球化学研究

包括克拉
、

苏里格
、

川东三叠系鲡滩气田和渤海海

域亿吨及油 田群等 取得了丰硕成果

晚期成藏的普遍性
,

已经引起石油勘探界的充

分重视

混源油定量研究在实验方法和技术上有创新

一系列模拟实验 超高压
、

氧化一还原
、

封闭一

开放体系
、

不同加温方式
、

碳酸盐岩有机碳损耗成果
,

将应用基础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油 田开发和油藏地球化学已 经从书本上进人

到实际应用阶段
。

总之
,

这次学术会议是 世纪初对我国有机地球

化学学科发展的一次大检阅
,

展示的成果琳琅满 目
,

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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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多彩 有机地球化学界人才济济
、

脱颖而出
,

表现出

有机地球化学学科的强大生命力和这支队伍的高度凝

聚力
,

鼓舞了我们的士气
。

一位青年同志说
“
参加这次会议

,

我至少有 点

收获 第一
,

我想到的
,

做到的
,

别人也想到
,

也做了
,

但

做得 比我好
,

我要学 习 第二
,

我没想到
,

更没有去做

的
,

别人却想到了
,

也做了
,

我要反思
,

更要 向他学习

第三
,

我把 自己的成果摆到全国水平上去 比一比
,

也并

不差多少
,

我就更有信心
。 ”

我们的年轻同志是多么善

于思考
、

多么朴实
,

又是多么可爱呀 他用几句朴素的

语言
,

讲出了会议的收获
。

也有 的同志说 “参加这次

会
,

看到 了学科的进展
,

也看到了还有许多问题没有解

决
,

更重要 的是
,

看到了 多人聚在一起
,

共同努力

去解决这些问题
,

实在叫人感动 有问题
,

有矛盾
,

正是

有机地球化学发展的动力
。

我也要参加进去
,

解决这些

间题
。 ”还有的同志说 “参加这次会议

,

知道全国到了

什么水平
,

研究动态 向什么方 向发展
,

有哪些新技术
、

新方法可 以拿 回去用
,

很有收获
。 ”如果多数人确有这

些收获
,

这次会议的 目的就达到了
。

从这次会议看
,

在有机地球化学学科发展过程中
,

要进一步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定要有一支好的队伍
。

我们 已经形成了一支

包括油 田
、

科研院所和大学组成的
、

老 中青相结合的
、

有一定规模的队伍
,

这是一支很好的队伍
。

特别在油 田

工作 的同志
,

很不容易
。

在数千数万平方公里
、

几千米

厚的地层中找油找气研究到分子那么小 的东西
,

能不

能解决问题 还是半信半疑
,

并不十分重视
。

立有机地

球化学方面的研究课题也很难
,

工资又不高
。

有同志

说
“ 我们努力工作

,

一凭兴趣
,

二凭良心
。 ”我们的队伍

真是一支
“

甘于寂寞
” ,

充满奉献精神的队伍 ,所以我向

贾承造总地质师建议 各油 田的领导要支持这支队伍
,

不要把它取消了
,

一旦取消
,

一 年恢复不起来
。

关

键要有一个好的研究集体和学科带头人
。

胜利油田在

这次会上拿出了几个高水平的成果
,

又将 年的优秀

报告汇编成册
,

献给大会
,

工作做得很好
。

原因之一
,

是

三代带头人带出了一个好的研究集体
,

值得我们借鉴
。

一定要坚持与油气勘探实践密切相结合
、

解决

生产问题的方向
。

结合问题
,

贾承造总地质师对我们提

出了希望
,

说明我们还要努力
。

勘探实践中做了大量样

品
,

积累了大量资料
,

提出了许多问题
,

要我们去解决
。

离开了勘探实际
,

我们有机地化研究就是
“
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一定时期

,

大量生产分析和研究工作看似
“低水平重复 ” ,

实际上是积累
,

是必要的
。

不应把生产

应用研究看成
“
下里巴人 ” ,

只有理论研究才是
“
阳春白

雪 ” ,

这是不可或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
。

当然
,

我们更

应当
“
源与生产

,

高于生产
” ,

努力从丰富
、

生动的实际

资料 中抽提出理论和认识
,

反过来指导生产实践
。

但

是
,

无论应用研究还是理论研究
,

关键要解决生产问

题
。

一定要加强实验基础工作
。

有机地球化学说到

底
,

是实验科学
,

从取样
、

分析
、

数据处理
,

都要十分严

格
,

否则一切结论都是建筑在沙滩上
,

一推就倒
。

过去

我们取岩心样
,

一定要切取岩心表皮的泥浆浸人部分
,

再用 甲醇淋洗
,

岩屑用清水反复淘洗
,

还要用溶剂淋

洗 碎完一个样品
,

要用酒精反复擦洗碎样皿
。

现在我

们看到用塑料瓶装油样
,

甚至抓一把草当瓶塞使用 取

样不观察
,

不描述
,

送样单上不填姓名
,

不填时代
,

很不

严格
。

就是分析数据
,

刘德汉教授说
,

包裹体也有假的

人为包裹体 黎茂稳博士说
,

有 的轻烃数据也是假的
。

所 以廖永胜教授多次说过
“

地质浓家很
‘

可爱
’ ,

很容

易上当受骗
,

很容易被做分析实验的人欺骗 ”这里暴露

出我国石油地化界实验与研究脱节 的坏传统 搞研究

的不做分析实验
,

光用数据
,

还不知道数据怎么来的

出数据的不搞研究
,

不知道数据做什么用
,

这样下去很

危险
。

国外的地球化学家没有不亲手做实验的
,

包括石

油公司在内
。

中国科学院的基本功训练 比油 田要严格
。

这个问题应 当引起我们充分注意
。

一定要勇于创新
。

我国许多有机地球化学分析

仪器是从 国外引进的
,

许多研究方法和指标是从外 国

文献上查来的
。

我们当然要学外国
,

跟踪国际前缘
,

与

国际接轨
,

才不至于重复研究国外二十年前已解决了

的问题
,

还 自以为创新
。

关于这个间题
,

傅家漠院士有

一个精彩的发言
。

但是
,

我总在想
,

为什么 中国有机地

球化学界出不 了蒂索式 的理论
,

出不 了引起革命性变

革整个世界石油勘探界评价生油岩都必须引用的模

式
。

原因之一是我们的原始性工作太多
,

学外 国只是

跟
,

跟得很紧
, “

言必称希腊 ” ,

其结果
,

最多是给 人家

的理论填填补补
。

要创新
,

首先是分析技术上有创新
。

徐永 昌教授说
“

我就不知道两个气源混在一起
,

有什

么办法把它们的甲烷碳同位素分开
,

技术上没有突破

理论上就创新不了 ” 。

其次是深人研究和解决中国 自己

遇到的特殊地球化学问题
, “
只有 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 。

三是不 同学术思想互相交锋
,

互相启发
,

寻找创新思

维
。

我们希望下届学术会议上出现更多创新成果
。

一定要多学科交叉
‘

贾承造总地质师希望我们

有机地球化学界加强两个结合 即与地质相结合
,

与油

气勘探全过程相结合 希望我们建立两个模型 即烃源

岩分布的四维模型和烃类运聚模型
。

要做到这两点
,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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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机地化与其它学科交叉搞地球化学的首先要懂地

质
,

懂点层序地层
、

沉积相
、

岩石物理
、

构造运动
、

地应

力
、

温压系统
,

要学点地震和测井
。

这次会议上张林哗

同志总结了胜利油 田的工作
,

体现了多学科交叉
,

指导

了隐蔽油藏的勘探
,

得到了在油 田工作的专家的认可
,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我们应当向这个方向努力
。

一定要有好的学风
。

这次会上有几位老同志请

我们一定要指出
,

现在有的报告引用了别人的数据
、

图

件和观点
,

却不加 以注明 文章 自己一个字没写
,

却把

名字挂到第一名 至于数据随意取舍
,

数据点分散却硬

要连出一条相关线
,

等等
,

都属学风不正
。

我们应当在

有机地球化学界提倡一个好的学风
。

会议主席团建议在第十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学术

会议召开之前的两年时间内
,

大家根据各 自的情况
,

在

以下 问题上有选择地集中力量攻关
,

希望能够切实解

决几个难题
,

在几个领域形成特色
,

这些问题是
“

复合油气系统
”
的地球化学

多烃源盆地混源油气的定量判识

咸化湖泊烃源岩发育的控制因素及生烃潜力

煤系倾油倾气性及 不 同岩类对生油
、

气 的贡

献

我 国海相烃源岩 泥岩
、

碳酸岩盐 的形成 条

件
、

生烃潜力与二次生烃

我国南方高
、

过成熟烃源岩评价

油气成藏年代学与成藏期次的地球化学判识

油气运移的地球化学示踪标志

油气成藏的后生物理化学改造
、

蒸发分

馏
、

生物降解
、

水洗
、

氧化
、

油气水与岩石相互作用
、

充

注一散失动平衡

气源对 比有效指标及原油裂解气 干酪根热

解气的区分

高压和超压对烃源岩生
、

排烃及成藏的影响

我国东部及海域高 气藏的形成机制

我国东部石炭二叠系和中生界烃源岩的生烃

潜力

我国中西部前陆盆地古地温演化与异常热事

件的研究

建立烃源岩分布的四维模 型 和煤类运 聚模

型
。

四

第九届全国有机地球化学会议圆满结束 了
。

这是

一次有相当水平的大会
,

团结的大会
,

是一次学术气氛

浓厚
、

学术思想活跃的大会
。

希望各位代表回到单位工

作后
,

埋头苦干两年
,

在各 自的领域中取得重要突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