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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极发光分析在恢复砂岩碎屑长石含量中的应用——鄂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和川西凹陷三叠系须家河组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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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组、太原组和四川盆地须家河组的砂岩都是中国重要的天然气储集层，其特征是具有极
低的长石含量和广泛的方解石胶结作用。对这些地层的样品进行了阴极发光分析并很好地揭示了方解石胶结作用

发生前的砂岩组构。研究表明：在这些含煤地层的砂岩中，至少有10%~20%的长石在埋藏成岩过程中被煤系
地层的酸性流体所溶解，因而砂岩的高成分成熟度和较大的“粒间孔隙体积”都不是原生的。另外，残余长石的
阴极发光性还表明：埋藏成岩过程中被溶解的长石主要是钾长石，说明在风化、搬运和埋藏成岩作用的早期阶
段，钾长石是相对稳定的，更多的斜长石是在埋藏前或埋藏成岩作用的早期阶段被溶解的，因而钾长石应是碎屑

岩埋藏成岩过程中对次生孔隙贡献最大的长石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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