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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页岩气生产规律表征与开发技术政策优化”（２０１７ＺＸ０５０３７００２）资助。
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朱汉卿，男，１９９０年４月生，２０１２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学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页

岩气储层结构表征及评价工作。Ｅｍａｉｌ：ｚｈｑ＠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６９７（２０１８）０４?０３９１?１１　ＤＯＩ：１０７６２３／ｓｙｘｂ２０１８０４００３

蜀南地区富有机质页岩孔隙结构及超临界甲烷吸附能力
朱汉卿１　贾爱林１　位云生１　贾成业１　袁　贺１　刘　畅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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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蜀南地区龙马溪组下部富有机质页岩为研究对象，通过场发射扫描电镜（ＦＥＳＥＭ）、低压氩气吸附实验和重力法高压甲烷吸
附实验，研究页岩孔隙结构特征及超临界状态下页岩储层的甲烷吸附能力，并讨论了页岩孔隙结构对甲烷吸附能力的影响。研究表
明，蜀南地区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主要发育有机质孔隙，页岩孔隙结构非均质性强，比表面积为１６８４６～６３７３８ｍ２／ｇ，孔体积为
００５０～００９２ｃｍ３／ｇ，微孔和介孔贡献页岩９０％以上的比表面积，介孔和宏孔贡献页岩９０％以上的孔体积。甲烷在地层条件下处于超
临界状态，过剩吸附曲线在约１２ＭＰａ时出现极大值，随后开始下降。使用修正过的四元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ＬＦ）方程拟合高温
甲烷过剩吸附曲线，拟合效果较好，相关系数大于０９９７。页岩饱和吸附量为００６７０～０２２０２ｍｍｏｌ／ｇ，不同页岩样品吸附能力差
异明显。海相富有机质页岩中，随着有机质含量的增大，有机质孔隙数量增多，且页岩中微孔比例增大，微孔的吸附能力远大于介
孔和宏孔，故页岩吸附能力增强。有机质含量是影响蜀南地区海相富有机质页岩孔隙结构和甲烷吸附能力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龙马溪组；页岩；孔隙结构；低压Ａｒ吸附；高压甲烷吸附；过剩吸附；四元ＬＦ方程
中图分类号：ＴＥ１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犘狅狉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犪狀犱狊狌狆犲狉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犿犲狋犺犪狀犲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狉犻犮犺
狊犺犪犾犲狊犻狀狊狅狌狋犺犲狉狀犛犻犮犺狌犪狀犅犪狊犻狀

ＺｈｕＨａｎｑｉｎｇ１　ＪｉａＡｉｌｉｎ１　ＷｅｉＹｕｎｓｈｅｎｇ１　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ｙｅ１　ＹｕａｎＨｅ１　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２
（１．犘犲狋狉狅犆犺犻狀犪犚犲狊犲犪狉犮犺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００８３，犆犺犻狀犪；

２．犆狅犾犾犲犵犲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犅犲犻犼犻狀犵１０２２４９，犆犺犻狀犪）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ｓｉｎ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Ｓｉｃｈｕａｎａｒｅｔａｋｅｎａ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ｂｊｅｃｔｓｉｎｔｈｉｓｓｔｕｄｙ．Ｔｈｒｏｕｇｈ
ｆｉｅｌｄ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ｃａｎｎ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ＦＥＳＥＭ），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ｎｄ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ｔｈ
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ｓｈａｌｅ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ｕｎｄｅｒ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ａｌｓｏｅｘｐｌｏｒ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ｎ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ｒｅｓａｒｅｍａｉｎ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ｓ，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Ｓｉｃｈｕａｎ，ｗｈｅｒｅｓｈａｌｅ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ｈａｓｈｉｇｈ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１６８４６６３．７３８ｍ２／ｇａｎｄｐｏ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ｏｆ００５０００９２ｃｍ３／ｇ．Ｔｈｅｍｉ
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ｍｅｓｏｐｏｒｅｓ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９０％ｏｆ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ｗｈｅｒｅａｓｍｅｓｏ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ｃｏｍｐｒｉｓｅｍｏｒｅｔｈａｎ
９０％ｏｆｐｏｒｅｖｏｌｕｍ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ｉｓｉｎａ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ｕｎｄ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ｒｅａｃｈｅｓｔｈｅｐｅａｋ
ａｔｔｈｅ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ｏｆａｂｏｕｔ１２ＭＰａａｎｄｔｈｅｎ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ｓ．Ｔｈｅ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Ｌ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ｉｓｕｓｅｄｔｏｆｉｔｔｈｅ
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ｕｒｖｅ，ａｃｈｉｅｖｉｎｇｂｅｔｔｅｒｆｉｔｔ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ｓａｎｄ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ａｎ０９９７．Ｔｈｅｓｈａｌｅ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ｒａｎｇｅｓｆｒｏｍ００６７０ｔｏ０２２０２ｍｍｏｌ／ｇ，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ｓｈａｌｅｓａｍｐｌｅｓｈａｖｅｓ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ｎ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ＴＯ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ｐｏｒ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ａｌｅ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ａｒｅ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ｉｎｍａｒｉｎ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ａｎｄｔｈ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ｉｓｒａｔｈｅｒｇｒｅａｔｅｒｔｈａｎｍｅｓｏｐｏｒｅｓａｎｄ
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ｓｏｔｈａｔｓｈａｌ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ｓ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ＴＯＣｉｓｔｈｅｋｅ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ｆｆ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ｍａｒｉｎ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Ｓｉｃｈｕａｎ．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ｅ；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ｌｏｗ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ｘｃｅｓｓｉｖ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４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ＬＦｅｑｕａｔｉｏｎ

引用：朱汉卿，贾爱林，位云生，贾成业，袁贺，刘畅．蜀南地区富有机质页岩孔隙结构及超临界甲烷吸附能力［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４）：
３９１４０１．

犆犻狋犲：ＺＨＵＨａｎｑｉｎｇ，ＪＩＡＡｉｌｉｎ，ＷＥＩＹｕｎｓｈｅｎｇ，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ｙｅ，ＹＵＡＮＨｅ，ＬＩＵＣｈａｎｇ．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ｓｉ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８，３９（４）：３９１４０１．



３９２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８年　第３９卷　

　　近年来，伴随着水平井技术以及分段压裂技术的
日趋成熟，页岩气这种非常规资源得到了长足的发
展［１２］。根据美国能源信息署（ＥＩＡ）２０１６年的统计，美
国２０１５年页岩气年产量达到４２９×１０１２ｍ３，占美国
天然气总产量的４６１％。页岩储层致密，孔隙度、渗
透率极低，主要发育纳米级孔隙［３４］，常规储层表征技
术手段难以有效表征页岩纳米级的孔隙结构形态及分
布。Ｌｏｕｃｋｓ等［５］通过氩离子抛光技术观察到了页岩
中纳米级孔隙的形态，并对孔隙类型进行了系统分类。
气体吸附法作为一种常用的表征吸附材料孔隙结构的
实验方法，越来越广泛地应用于煤层及页岩储层孔隙
结构表征［６１０］。其中，最常见的吸附质为氮气，但是由
于四极距作用，氮气分子会和吸附剂表面的功能团以
及离子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影响了探测的准确性，尤其
是对于微孔的探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１１１２］，而微孔对
于页岩的甲烷吸附能力有较大的贡献［１３１５］。根据国际
纯粹与应用化学学会（ＩＵＰＡＣ）的建议，对于含微孔和
介孔的材料，推荐使用没有四极距作用的单原子分子
氩作为吸附质进行实验。

页岩气主要以吸附态和游离态两种形式赋存于纳
米级孔隙中［１６１８］，吸附气的含量不仅影响地质储量的
评价，更是气井后期稳产的关键［１９２０］。目前对于页岩
吸附能力的评价主要依赖于高压等温吸附实验。受限
于实验设备的精度，前人的甲烷吸附实验多低于１５
ＭＰａ，温度也达不到地层条件［１４１５，２１］，而温度和压力等
环境因素对页岩的吸附性能有较大的影响［２２２４］，且甲
烷在地层条件下处于超临界状态［２５２７］，超临界状态下
甲烷的吸附量会出现极值，即过剩吸附现象［２８２９］。经
典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拟合过剩吸附曲线会低估页岩的
实际吸附能力［１９，３０３１］。

在利用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镜下微观孔隙形态及
类型的基础上，笔者设计－１８５５℃低压氩气吸附实验
定量表征页岩纳米级孔隙结构特征，使用重量法等温
吸附仪进行高温（９０℃）高压（３０ＭＰａ）下富有机质页
岩的甲烷吸附实验，使用四元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
（ＬＦ）模型拟合过剩吸附曲线，得到页岩吸附能力参
数，并探讨孔隙结构对页岩吸附能力的影响。

１　实　验
１１　样　品

页岩岩心样品取自蜀南长宁示范区的一口页岩
气评价井，９个样品均取自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下部开
发层段（图１），样品深度为２３５５０～２３９３７ｍ，取
样间距为３４～６９ｍ。样品基础地球化学及矿物组
分数据见表１。其中，样品ＴＯＣ值介于０８２％～

４４７％、平均值为２３８％；矿物组分中，石英含量为
２９６％～３９７％、平均值为３６１％，黏土矿物含量为
２９２％～４７３％、平均值为３９４％，碳酸盐矿物含量
为１０５％～２５７％、平均值为１７２％，另外还有少量
长石（２５％～１０９％）以及黄铁矿（０７％～３２％）。

图１　页岩样品取样点
犉犻犵．１　犘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狆狅犻狀狋狊犻狀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狑犲犾犾

１２　扫描电镜实验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页岩孔隙的类型和形貌特

征，将页岩制成５ｍｍ×５ｍｍ×３ｍｍ的样块，待观察
的表面使用ＩＭ４０００离子抛光机进行氩离子抛光处
理，并在表面镀上一层金膜，以增强岩石的导电性，从
而形成清晰的图像，然后将９个样品用导电胶粘在样
品台上进行观察。实验仪器为ＦＥＩＱｕａｎｔａ２００Ｆ高分
辨率场发射扫描电镜，实验在北京理化中心完成。
１３　低压氩气吸附实验

二氧化碳、氮气以及氩气是吸附材料领域应用较
为广泛的３种探针介质，３种气体分子在分子属性、
实验条件、探测范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别（表２）。
二氧化碳分子主要适用于孔径小于１ｎｍ的窄微孔的



　第４期 朱汉卿等：蜀南地区富有机质页岩孔隙结构及超临界甲烷吸附能力 ３９３　　

探测。氮气分子过去一直作为探测纳米级孔径（小
于１００ｎｍ）的理想吸附质分子，但是近年来研究表
明，其在探测微孔方面存在明显不足，主要是在极低
相对压力段（１０－７），吸附等温线很难达到平衡［１１］。另
外，由于四极距作用的存在，氮气分子会和吸附剂表面
的功能团发生相互作用，同样影响了探测结果的准确
性。选取的氩气为单原子分子，不存在四极距作用，是
理想的测量含微孔和介孔材料的吸附质。

表１　页岩犜犗犆及犡犚犇分析结果
犜犪犫犾犲１　犃狀犪犾狔狊犻狊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犜犗犆犪狀犱犡犚犇

样品号样品深度／
ｍ

ＴＯＣ／
％

含量／％
石英长石方解

石
白云
石

黄铁
矿

黏土
矿物

Ｎ１ ２３９３７３０６３７９２５１０６１４５２５３２０
Ｎ２ ２３９０３３１８３９６３４１５２１０５２１２９２
Ｎ３ ２３８６５３１９３４８２５１２４５９１８４２６
Ｎ４ ２３７９６４４７３９７３６１０４７６２９３６８
Ｎ５ ２３７２７２３４３６９４５６８３７３２４４９
Ｎ６ ２３６８５２３８２９６５７８９５６２９４７３
Ｎ７ ２３６２１１１０３５９６４８２３５１５４４５
Ｎ８ ２３５８７０８５３２４１０９１２４３１１２４００
Ｎ９ ２３５５００８２３７９８９１０２５１０７３７２

表２　常用吸附质分子特征参数
犜犪犫犾犲２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犮狅犿犿狅狀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狏犲狊
吸附质 分子动力

学直径／ｎｍ
实验温度／
℃

优势探测
范围／ｎｍ

相对压力
范围

四极距
作用

ＣＯ２ ０３３ ０ ０４～１００～００３ 有
Ｎ２ ０３６ －１９６ ２～１００ ０～１ 有
Ａｒ ０３４ －１８５５０５～１００ ０～１ 无

　　低压氩气吸附实验使用美国康塔公司生产的Ａｕ
ｔｏｓｏｒｂＩＱ比表面和孔径分析仪。实验前将样品制成
６０～８０目的粉样，并经过８ｈ、１１０℃的高温抽真空处
理，以去除样品表面的杂质。以９９９９％以上纯度的
氩气为吸附质，实验温度－１８５５℃，相对压力范围为
４×１０－７～０９９５，测量平衡蒸气压下页岩粉样的氩气
吸附量和脱附量，并根据密度泛函原理（ＤＦＴ）方法计
算页岩比表面积、孔体积以及孔径分布［３２３３］。
１４　高温高压甲烷等温吸附实验

高温高压甲烷等温吸附实验采用重量法，实验仪
器为荷兰安米德Ｒｕｂｏｔｈｅｒｍ高温高压吸附仪，最高测
试压力为３５ＭＰａ，最高测试温度为１５０℃，仪器采用循
环油浴加热方式，温度的波动范围控制在０２℃以内，
保证测量的准确性。仪器核心部件为高精度磁悬浮天
平，精度可达１０μｇ。实验温度为９０℃，与页岩样品对
应的地层温度相当。实验前将页岩样品制成６０～８０
目的粉样，样品质量约为１５ｇ，经过８ｈ、１１０℃的高温

抽真空处理，以充分去除样品表面的水分及杂质。
吸附实验过程包括空白实验、浮力实验以及吸附

实验３个部分［３４］。空白实验获得样品框的质量和体
积，浮力实验获得样品的质量和体积，吸附实验以纯度
为９９９９％的甲烷为吸附质，设定实验压力最高为３０
ＭＰａ，共设计１０个压力测试点。磁悬浮天平读数反映
了样品框质量和体积、样品质量和体积、吸附甲烷质量
和体积共同作用的结果［３４３５］，关系式为：

Δ犿＝犿ｃｓ＋犿ａｂｓ－（犞ｃｓ＋犞ａｂｓ）ρｇ （１）
　　超临界状态下，吸附相体积犞ａｂｓ是不断变化的，且
不能忽略。根据过剩吸附量和绝对吸附量的含义，两
者之间存在如下关系：

犿ｅｘ＝犿ａｂｓ－ρｇ犞ａｂｓ （２）
将式（２）代入式（１），可得：

Δ犿＝犿ｃｓ＋犿ｅｘ－犞ｃｓρｇ （３）
　　按照式（３）即可求出过剩吸附量犿ｅｘ的值。由此
可见，与体积法一样，重量法也不能直接测得绝对吸附
量的值，实验测得的吸附量一定是过剩吸附量，这是超
临界条件下的必然结果［１６］。所以在进行页岩吸附能
力评价时，需要对实验数据进行修正，将过剩吸附量转
化为绝对吸附量。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微观孔隙结构镜下特征

根据氩离子抛光后的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结果
（图２），对研究区龙马溪组页岩微观孔隙的形态特征
以及分布特征进行研究，并参考Ｌｏｕｃｋｓ等对页岩孔
隙类型的分类［５］，将研究区龙马溪组的纳米级孔隙分
为３类：有机质孔隙、粒内孔隙、粒间孔隙。

有机质孔是发育在有机质颗粒内部的孔隙，随着
成岩演化的进行，固体干酪根向烃类流体转化，从
而在干酪根内部形成大量次生孔隙［３６］。研究区龙
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中广泛发育有机质孔（图２），
孔隙呈蜂窝状、圆形以及椭圆形［图２（ａ）、图２（ｂ）、
图２（ｄ）、图２（ｈ）］。有机质孔隙大小差异较大，微观
非均质性较强，有些孔隙孔径相对较大［图２（ｂ）、
图２（ｈ）］，有些孔隙的孔径则非常小，肉眼难以识别
［图２（ｃ）］。孔隙边缘较光滑，说明有机质孔隙受后
期压实作用的影响较小，有机质孔隙形成于干酪根
热裂解时期，此时固结成岩作用已经完成，加上有机
质颗粒周边脆性矿物对孔隙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
用，使得有机质孔隙得以保存。有机质孔隙构成了
研究区富有机质页岩主要的孔隙连通网络，为页岩
气提供了大量的吸附和储存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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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龙马溪组富有机质页岩犉犈犛犈犕镜下微观孔隙结构特征
犉犻犵．２　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犿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狔狆狅狉犲狊犻狀狅狉犵犪狀犻犮狉犻犮犺犔狅狀犵犿犪狓犻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狊犺犪犾犲狊狌狀犱犲狉犉犈犛犈犕

　　粒内孔隙在研究区富有机质页岩中主要呈现２种类
型：一种是碳酸盐岩颗粒内部的次生溶蚀孔隙［图２（ｄ）、
图２（ｆ）、图２（ｇ）、图２（ｉ）］。有机质生烃过程中形成的
有机酸对方解石这类易溶矿物产生溶蚀作用，形成溶
蚀孔隙。这类孔隙多呈椭圆形及不规则形等，孔隙之
间的连通性较差；另一种是草莓状黄铁矿的晶间孔
［图２（ａ）、图２（ｄ）、图２（ｈ）］。草莓状黄铁矿形成于缺
氧的沉积环境，直径一般约为３μｍ，由许多小的黄铁
矿晶体组合而成，晶间孔隙多呈不规则状，连通性较
差，部分较大的孔隙被有机质充填，并在有机质内部形
成有机质孔隙［图２（ｄ）］。

粒间孔隙也主要呈２种类型：一种是脆性矿物边缘
的粒间孔［图２（ｂ）、图２（ｈ）］，这类孔隙主要是由于脆性矿
物和塑性矿物的差异压实造成的，脆性矿物的存在使得
塑性矿物发生弯曲，也阻止了塑性矿物的进一步压实，从
而在脆性矿物的边缘形成这类狭缝型或月牙型粒间孔，
脆性矿物颗粒较大时则有可能形成微裂缝［图２（ａ）］，对
页岩气的渗流起到促进作用；另一类是黏土矿物间的孔

隙［图２（ｅ）］，这类孔隙在页岩样品中较少见，通常情况
下由于压实作用，黏土矿物间的孔隙消失殆尽［图２（ａ）、
图２（ｇ）］。孔隙的形成与黏土矿物在成岩过程中的转
化有关，研究区龙马溪组页岩中的黏土矿物主要是伊
利石和伊／蒙混层，在蒙脱石向伊利石转化的过程中，
矿物体积缩小，形成狭缝型孔隙。
２２　低压氩气吸附曲线特征

９个页岩样品的等温吸附线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仅在吸附量上存在差别，整体上都呈反Ｓ型（图３）。
根据经典的ＢＤＤＴ分类［３７］，等温吸附线属于ＩＩ型。
在极低压力时（狆／狆０＜００１）发生微孔充填，吸附曲线
初始段明显上升，该阶段可以用来表征微孔的分布，笔
者在极低压力段对压力点进行了加密测试，以期准确
得到页岩纳米级孔隙中微孔的分布；紧接着是单层吸
附，在微孔被充满之后，氩气分子开始覆盖整个页岩孔
隙表面，对应于吸附等温线膝盖式弯曲的部分（００１＜
狆／狆０＜００５）；单层吸附铺满后，多层吸附发生，吸附
曲线进入相对平台区（００５＜狆／狆０＜０４０），经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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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ＥＴ理论就是在利用该阶段等温吸附线计算孔隙的
比表面积［３８］；当相对压力大于０４０时，发生毛细管凝
聚作用，孔道中的吸附气体转化为液体，可以通过开尔
文方程描述这一过程，通过该方程量化平衡压力与毛
细管尺寸的关系，从而可以计算孔隙分布［３９］。

图３　８７５犓低压氩气等温吸附和脱附曲线
犉犻犵．３　犔狅狑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犪狉犵狅狀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犻狊狅狋犺犲狉犿狊犪狋８７５犓

　　由于毛细管凝聚作用的发生，通常会发生吸附曲
线与脱附曲线不重合的情况，形成回滞环。回滞环的
形态可以用来判断孔隙的形态［１１］，但是通过扫描电镜
的观察，页岩纳米级孔隙形态各异，是多种孔隙结构的
混合，故通过吸附回滞环来判断页岩孔隙形态会带来
误判；当相对压力接近１时，吸附曲线急剧上升，说明
页岩中存在大孔，且孔径分布不均匀，这一点也在扫描
电镜的观察中得到了证实。
２３　超临界甲烷等温吸附曲线特征

９个页岩样品的高温（９０℃）高压（３０ＭＰａ）甲烷等
温吸附数据如图４所示。从图４中可以看出，所有等
温吸附线都具有相似的形状，差别主要体现在甲烷吸
附量上。所有的过剩吸附量在压力约为１２ＭＰａ时出现
极大值，随后随着压力的增大，过剩吸附量开始降低。页
岩气的主体成分为甲烷，甲烷的临界温度为－８２５４℃，临
界压力为４５９９ＭＰａ，地层条件下甲烷气体为超临界
状态。处于超临界状态的气体，其吸附等温线均表现
出相同特征：在压力较低（吸附量低）时表现为Ｉ型等
温线，当压力增大到一定程度时，吸附量出现极大值，
然后随着压力的增大，吸附量降低［３５，４０４１］。
　　根据Ｇｉｂｂｓ对过剩吸附量的定义［４２］，过剩吸附量
指的是吸附相中超过气相密度的过剩量。绝对吸附量
和过剩吸附量的关系［式（２）］可以改写为：

犿ｅｘ＝犿ａｂｓ１－ρｇρ（ ）ａ （４）

图４　重力法高压甲烷等温吸附线测试结果
犉犻犵．４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犺犻犵犺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犿犲狋犺犪狀犲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

犻狊狅狋犺犲狉犿狊狑犻狋犺犵狉犪狏犻犿犲狋狉犻犮犿犲狋犺狅犱

　　在亚临界条件下，自由气体密度ρｇ远小于吸附相
密度ρａ，过剩吸附量与绝对吸附量近似相等；然而在超
临界条件下，随着压力的增大，自由气体密度增长很
快，当自由气体的增长速度超过吸附相的增长速度时，
过剩吸附等温线必然会出现极大值，随后实验测得的
吸附量随着自由气体密度的继续增大而下降。前人的
高温甲烷吸附实验中大多没有出现极大值的现
象［１４，２１，２６］，除了忽略了超临界条件下吸附相体积外，也
与实验设备的最大测试压力有关［３５］。在较低的压力
条件下，自由气体密度很小，过剩吸附量与绝对吸附量
相差不大，等温吸附线必然呈上升趋势。

３　讨　论
３１　基于低压氩气吸附实验的孔隙结构特征

由于页岩中存在微孔，且微孔孔壁之间的距离较介
孔和宏孔更近，孔壁的ｖａｎｄｅｒＷａａｌｓ势发生重叠，吸附势
强度变大，微孔的吸附能力远大于介孔和宏孔，而传统的
ＢＥＴ方法计算的是介孔的比表面积，忽略了微孔的存在。
对于含微孔的材料，ＩＵＰＡＣ推荐使用密度泛函原理
（ＤＦＴ）来计算孔径分布及孔隙结构参数［１６］。使用ＤＦＴ
方法计算页岩孔隙结构参数，假设吸附等温线是由无数
单一的单孔吸附等温线乘以孔径的分布范围得到的，使
用ＡｕｔｏｓｏｒｂＩＱ设备自带的氩气在－１８５５℃下的计算模
块，通过快速非负数最小二乘法解方程得到孔径分布曲
线，并且给出吸附材料的孔体积和比表面积。

从孔径分布图上可以看出（图５），通过ＤＦＴ方法
可以计算得到页岩孔隙０５～１００ｎｍ范围内的孔径分
布。甲烷的分子动力学直径为０３８ｎｍ，０５～１００ｎｍ
的孔隙都能够作为甲烷气体的储存空间。９个页岩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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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具有相似的孔径分布特征，孔体积密度分布呈现多
峰特征［图５（ａ）］，微孔主峰位于０８ｎｍ和１８ｎｍ两
个位置，介孔主峰位于５ｎｍ的位置；样品比表面积则
主要由１０ｎｍ以下的孔径贡献［图５（ｂ）］，且微孔（＜２
ｎｍ）占据绝对优势。需要指出的是，ｄ犞（犱）表示孔体
积对孔径的微分，ｄ犛（犱）表示比表面积对孔径的微分，

这种计算方法有利于放大微孔在所有孔径中的分布特
征，而缩小介孔以及宏孔的分布特征。
　　根据ＤＦＴ的解释结果（表３），蜀南地区龙马溪组
页岩样品总孔体积为００５０～００９２ｃｍ３／ｇ、平均值为
００７２ｃｍ３／ｇ，总比表面积为１６８４６～６３７３８ｍ２／ｇ、平均
值为３４９２０ｍ２／ｇ。

图５　基于犇犉犜方法的页岩孔径分布特征
犉犻犵．５　犘狅狉犲狊犻狕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狀犻狀犲狊犺犪犾犲狊犪犿狆犾犲狊狌狊犻狀犵犇犉犜犿犲狋犺狅犱

表３　页岩样品孔隙结构参数
犜犪犫犾犲３　犘狅狉犲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狋犺犲狊犺犪犾犲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品号总孔体积／
（ｃｍ３·ｇ－１）

总比表面积／
（ｍ２·ｇ－１）

微孔 介孔 宏孔
孔体积／
（ｃｍ３·ｇ－１）

比表面积／
（ｍ２·ｇ－１）

孔体积／
（ｃｍ３·ｇ－１）

比表面积／
（ｍ２·ｇ－１）

孔体积／
（ｃｍ３·ｇ－１）

比表面积／
（ｍ２·ｇ－１）

Ｎ１ ００６７ ３５９１６ ０００４ ２０６７９ ００３５ １３５３４ ００２８ １７０３
Ｎ２ ００７３ ４７７７３ ０００６ ３１７１２ ００３８ １４２８０ ００２９ １７８１
Ｎ３ ００９２ ３５２０１ ０００３ １６７６１ ００４７ １５９４０ ００４２ ２５００
Ｎ４ ００９１ ６３７３８ ０００７ ４３９６２ ００４９ １７６９１ ００３５ ２０８５
Ｎ５ ００７１ ３９８８３ ０００５ ２３６２２ ００４０ １４６７３ ００２６ １５８８
Ｎ６ ００８２ ３６３４３ ０００４ １９２６０ ００４４ １４９８２ ００３５ ２１０１
Ｎ７ ００５６ ２０９９３ ０００２ ９１２９ ００３１ １０４９２ ００２３ １３７２
Ｎ８ ００６１ １７５８８ ０００１ ５６９１ ００３３ １０２８３ ００２７ １６１４
Ｎ９ ００５０ １６８４６ ０００２ ６３２６ ００２８ ９２７７ ００２１ １２４４

　　实验得到的孔体积和比表面积值明显大于前人对
同一地区龙马溪组页岩运用低压氮气吸附实验得到的
结果［３］。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低压氮气吸附实验主
要针对的是介孔的测量，尤其是在使用ＢＥＴ模型计算
比表面积时，无法得到微孔对比表面积的贡献，而微孔
对页岩吸附能力的贡献不可忽略。

将９个页岩样品的孔体积和比表面按照微孔、介
孔以及宏孔进行分类统计（图６，表３）。可以发现，介
孔和宏孔贡献了龙马溪组页岩主要的孔体积，两者孔
体积占样品总孔体积的９１９％～９７７％，平均值为

９４９％，微孔对页岩孔体积的贡献在１０％以内；而比
表面积统计表明，龙马溪组页岩主体的比表面积由微
孔和介孔贡献，其中，微孔比表面积为５６９～４３９６２
ｍ２／ｇ，平均值为１９６８２ｍ２／ｇ，微孔贡献了３２４％～
６９０％的比表面积，介孔比表面积为９２７７～１７６９１
ｍ２／ｇ，平均为１３４６１ｍ２／ｇ，介孔贡献了２７８％～
５８５％的比表面积。对于ＴＯＣ＞２％以上的样品（Ｎ１～
Ｎ６），微孔比表面积的贡献均在４５％以上，尤其是
ＴＯＣ最高的Ｎ４号样品，微孔比表面积贡献了６９％的
比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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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孔隙体积和比表面积分布
犉犻犵．６　犛狋犪犮犽犲犱犫犪狉狊狅犳狆狅狉犲狏狅犾狌犿犲犪狀犱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犳犪犮犲犪狉犲犪

３２　超临界吸附模型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是应用最为广泛的描述甲烷吸附的

等温吸附模型［４３］，其假设吸附剂表面均匀，分子之间没
有相互作用。然而这种理想状态并不存在，且从扫描电
镜和低压吸附实验可知，页岩孔隙结构非均质性较强。
研究选用考虑吸附剂表面非均质性及分子间作用力等
复杂因素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Ｆｒｅｕｎｄｌｉｃｈ（ＬＦ）模型［４１］：

犿ａｂｓ＝犿ｏ犽狆犿
１＋犽狆犿 （５）

当一个吸附位只吸附一个吸附质分子时，犿＝１，此时
的方程就是传统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程。结合过剩吸附的
定义（式４）与ＬＦ模型，得到超临界状态下过剩吸附
的拟合模型：

犿ｅｘ＝犿ｏ犽狆犿
１＋犽狆犿１－

ρｇ
ρ（ ）ａ （６）

　　甲烷气体９０℃温度下的密度使用ＳＲＫ状态方程
求得，由于气体状态方程较为复杂，不利于后期方程的
拟合，使用状态方程求得的甲烷气体密度值回归成与
压力相关的多项式函数：

ρｇ＝犪０＋犪１狆＋犪２狆２ （７）
犪０，犪１，犪２值见图７。
　　超临界状态下甲烷吸附相密度的确定是将过剩吸
附量转化为绝对吸附量的关键，然而吸附相的密度不
能通过实验直接测得。目前确定吸附相密度的方法主
要有经验取值法［２６］、等温线斜率法［４４］以及拟合
法［４１，４４］，为了提高模型拟合结果的准确性，笔者将吸
附相密度作为未知参数，并将实验得到的过剩吸附数
据通过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和修正的ＬＦ模型分别进行拟
合，对比其结果的差异性（表４）。结果表明，由Ｌａｎｇ
ｍｕｉｒ模型拟合得到的吸附相密度介于０１８７３～
０３４２３ｇ／ｃｍ３，ＬＦ模型拟合得到的吸附相密度介于

０１８９０～０３０８１ｇ／ｃｍ３，所有值都处于甲烷临界密度
（０１６２ｇ／ｃｍ３）与常压沸点液体甲烷密度（０４２３ｇ／ｃｍ３）
之间，说明两个模型都较合理，但是对比相关系数，Ｌ
Ｆ模型的相关系数都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高，说明ＬＦ
模型的拟合效果优于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因此，研究选
用修正的ＬＦ模型拟合所有过剩吸附数据。

图７　９０℃甲烷气相密度对压力的回归曲线
犉犻犵．７　犚犲犵狉犲狊狊犻狅狀犮狌狉狏犲狅犳狋犺犲犱犲狀狊犻狋狔狅犳犿犲狋犺犪狀犲犵犪狊狆犺犪狊犲

犪犵犪犻狀狊狋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犪狋９０℃

　　用ＬＦ模型拟合的结果见图８中蓝色曲线。表示
吸附能力的最大吸附量犿０为００６７０～０２２０２
ｍｍｏｌ／ｇ，平均值为０１４０６ｍｍｏｌ／ｇ。在拟合得到参数
犿ｏ、犽、犿后，将参数值代入式（５）求取页岩不同压力条
件下的绝对吸附量数据，结果如图８中红色曲线所示。
从过剩吸附等温线和绝对吸附等温线的对比可以看
出，在气体压力较小时（狆＜５ＭＰａ），过剩吸附量和绝
对吸附量相当，而随着压力的增大，绝对吸附量总是大
于过剩吸附量，且绝对吸附量与过剩吸附量的差距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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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犔犪狀犵犿狌犻狉模型和犔犉模型拟合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犳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犔犪狀犵犿狌犻狉犿狅犱犲犾犪狀犱犔犉犿狅犱犲犾

样品
编号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 ＬＦ模型
最大吸附量／
（ｍｍｏｌ·ｇ－１）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常数

吸附相密度／
（ｇ·ｃｍ－３）相关系数最大吸附量／

（ｍｍｏｌ·ｇ－１）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常数

吸附相密度／
（ｇ·ｃｍ－３）修正系数相关系数

ＮＩ ０１１６１ ０２１８９ ０２９１９ ０９９８１ ０１４１５ ０１８７６ ０２７１３ ０８５３４０９９９６
Ｎ２ ０１２３２ ０１８０５ ０３４２３ ０９９７６ ０１７４０ ０１３５６ ０２９６０ ０８１２００９９９５
Ｎ３ ０１３３３ ０２０３２ ０２６７７ ０９９７９ ０１４９２ ０１８７８ ０２５８１ ０９０８７０９９８５
Ｎ４ ０１８４３ ０２２２６ ０３２７２ ０９９８２ ０２２０２ ０１９３５ ０３００７ ０８６６７０９９９３
Ｎ５ ０１４３７ ０１９１８ ０３２３９ ０９９８１ ０１８４７ ０１５７１ ０２９１６ ０８４２１０９９９５
Ｎ６ ０１４１３ ０１８４８ ０２６７０ ０９９８４ ０１５６６ ０１７２３ ０２５８５ ０９２１３０９９８８
Ｎ７ ００９２８ ０１６４８ ０３１２９ ０９９９０ ００９６０ ０１６１３ ０３０８１ ０９７５００９９９１
Ｎ８ ００７８３ ０１１５６ ０２２８３ ０９９７１ ００７６０ ０１１７４ ０２２９５ １０２０４０９９７６
Ｎ９ ００７３３ ０１１６０ ０１８７３ ０９９７７ ００６７０ ０１２０４ ０１８９０ １０７４３０９９８１

渐增大。故在地层压力和温度条件下，如果不对高温
甲烷吸附曲线进行校正，将低估地层实际的甲烷吸附
能力，同时对地质储量的评价产生影响。
３３　孔隙结构特征对甲烷吸附能力的影响

页岩吸附性能除了与温度、压力、湿度等外在因素有
关外，还与页岩本身的孔隙结构特征密切相关［１４，２５，４５４６］。

从扫描电镜的观察可知，研究区龙马溪组页岩中发育
大量的有机质孔隙（图２），连通性好，构成了页岩主要
的孔隙网络，而有机质颗粒本身有较强的吸附性能，故
有机质孔表面是页岩气主要的吸附场所。从有机质含
量（ＴＯＣ）、页岩孔隙比表面积以及最大甲烷吸附量（犿０）
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３个参数之间互为正相关关系

图８　犔犉模型吸附等温线拟合结果
犉犻犵．８　犃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犻狊狅狋犺犲狉犿狊犳犻狋狋犻狀犵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狔犔犉犿狅犱犲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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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随着页岩中有机质含量的增大，发育在有机
质颗粒中的有机质孔隙增多，因此能够为甲烷吸附提
供位置的页岩比表面积增大，从而使得页岩的吸附能
力增强。与此同时，随着页岩中ＴＯＣ含量的增多，页
岩中微孔提供的比表面积占比增多，而介孔和宏孔提
供的比表面积占比减少（图１０）。根据上文所述，微孔
由于孔壁之间的距离更近，其能够提供的吸附势能远
大于介孔和宏孔，所以ＴＯＣ含量的增大有利于页岩
中微孔的发育，从而使得页岩的吸附能力增强。

图９　页岩犜犗犆含量、比表面积以及最大吸附量之间的关系
犉犻犵．９　犜犺狉犲犲犱犻犿犲狀狊犻狅狀犪犾狆犾狅狋狊犪犿狅狀犵犜犗犆，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犳犪犮犲

犪狉犲犪犪狀犱犿犪狓犻犿狌犿犿犲狋犺犪狀犲犪犱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图１０　犜犗犆与各类孔隙比表面积占比的关系
犉犻犵．１０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犜犗犆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狀犱狆狉狅狆狅狉狋犻狅狀

狅犳犿犻犮狉狅，犿犲狊狅，犪狀犱犿犪犮狉狅狆狅狉犲狊狆犲犮犻犳犻犮狊狌狉犳犪犮犲犪狉犲犪狊

　　页岩中除了有机质外，黏土矿物也能提供一定的
比表面积［４７］。研究表明，各类黏土矿物中蒙脱石的比
表面积最大，其甲烷吸附能力也最强［４８］，然而在页岩
成岩过程中，大量的蒙脱石已经转化为伊利石，其比表

面积大大缩小。从扫描电镜图像上可以看出，研究区
龙马溪组页岩中黏土矿物多致密，不发育纳米级孔隙。
为了讨论黏土矿物对研究区龙马溪组页岩甲烷吸附能
力的影响，将ＴＯＣ对吸附能力的影响进行归一化处
理，然后对黏土矿物含量作交会图（图１１），从图１１中
可以看出，归一化之后的页岩最大吸附量与黏土矿物
含量之间相关性较差，说明富有机质海相页岩中黏土
矿物对页岩甲烷吸附能力的贡献有限。前人研究发
现［２１］，黏土矿物含量影响陆相页岩的甲烷吸附能力。
由于陆相页岩中有机质孔隙有限，多发育无机孔隙，黏
土矿物本身具有一定的吸附性能，故能够影响页岩的
吸附能力。

图１１　黏土矿物含量与犜犗犆归一化最大吸附量相关性
犉犻犵．１１　犘犾狅狋狊狅犳犜犗犆狀狅犿犪犾犻狕犲犱犿犲狋犺犪狀犲狊狅狉狆狋犻狅狀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狏犲狉狊狌狊狋犺犲犮犾犪狔犿犻狀犲狉犪犾犮狅狀狋犲狀狋狊

４　结　论
（１）场发射扫描电镜观察表明，蜀南地区龙马溪

组下部富有机质页岩发育多种类型纳米级孔隙，以有
机质孔为主，孔隙大小不同，形态各异，孔隙结构非均
质性强。

（２）低压氩气吸附实验结果表明，研究区龙马溪
组页岩样品比表面积为１６８４６～６３７３８ｍ２／ｇ，孔体
积为００５０～００９２ｃｍ３／ｇ，微孔和介孔贡献页岩９０％
以上的比表面积，是页岩气主要的吸附场所，介孔和宏
孔贡献页岩９０％以上的孔体积，是页岩气主要的储存
场所。

（３）重力法高温高压甲烷吸附实验表明，超临界
状态下过剩吸附曲线在压力约１２ＭＰａ时出现极大
值，随后开始下降，这是超临界状态下实验测等温吸附
线的必然结果。使用修正过的四元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Ｆｒｅｕｎ
ｄｌｉｃｈ（ＬＦ）模型能够较好地拟合过剩吸附曲线，相关
系数大于０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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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由四元ＬＦ模型得到的吸附性能参数犿０为
００６７０～０２２０２ｍｍｏｌ／ｇ，不同页岩样品甲烷吸附能
力存在显著差异。ＴＯＣ含量为影响蜀南地区龙马溪
组海相页岩甲烷吸附能力的主要因素，随着ＴＯＣ含
量的增大，有机质孔隙增多，微孔占比上升，页岩吸附
能力增强。研究区富有机质页岩中的黏土矿物对页岩
的吸附能力贡献有限。

符号注释：Δ犿—天平读数，ｇ；犿ｃｓ—样品框和样
品的总质量，ｇ；犿ａｂｓ—吸附气体的绝对吸附量，ｇ；犞ｃｓ—
样品框和样品的总体积，ｃｍ３；犞ａｂｓ—吸附相体积，ｃｍ３；
ρｇ—不同压力点对应的甲烷气体密度，ｇ／ｃｍ３；犿ｅｘ—吸
附气体的过剩吸附量，ｇ；ρａ—吸附相密度，ｇ／ｃｍ３；
犿ｏ—最大吸附量，ｍｍｏｌ／ｇ；犽—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常数，反映了
吸附速率与脱附速率的比值；犿—校正系数；狆—测试
压力，ＭＰａ；狆０—气体饱和蒸气压，ＭＰａ；犪０，犪１，犪２—多
项式的回归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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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Ｊ］．Ｅｎｅｒｇｙ＆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２，２６（８）：４９９５５００４．

［１７］　姚光华，王晓泉，杜宏宇，等．ＵＳＢＭ方法在页岩气含气量测试中
的适应性［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６，３７（６）：８０２８０６．
ＹＡＯＧｕａｎｇｈｕａ，ＷＡＮＧＸｉａｏｑｕａｎ，ＤＵＨｏ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
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ＵＳＢＭ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ｔｈｅｔｅｓｔｏ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６，３７（６）：８０２８０６．

［１８］　武瑾，梁峰，吝文，等．渝东北地区巫溪２井五峰组龙马溪组页岩
气储层及含气性特征［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５）：５１２５２４．
ＷＵＪｉｎ，ＬＩＡＮＧＦｅｎｇ，ＬＩＮＷｅｎ，ｅｔ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Ｗｕｆｅｎｇ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ｌｅｉｎ
ＷｅｌｌＷＸ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Ａｒｅ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７，３８（５）：５１２５２４．

［１９］　ＡＭＢＲＯＳＥＲＪ，ＨＡＲＴＭＡＮＲＣ，ＤＩＡＺＣＡＭＰＯＳＭ，ｅ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ｉｎｐｌａｃｅ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ＰａｒｔＩ：ｎｅｗｐｏｒｅｓｃａｌ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
ｔｉｏｎｓ［Ｊ］．ＳＰ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２，１７（１）：２１９２２９．

［２０］　ＺＨＡＮＧＴｏｎｇｗｅｉ，ＥＬＬＩＳＧＳ，ＲＵＰＰＥＬＳＣ，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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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４７：１２０１３１．

［２１］　侯宇光，何生，易积正，等．页岩孔隙结构对甲烷吸附能力的影响
［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４，４１（２）：２４８２５６．
ＨＯＵＹｕｇｕａｎｇ，ＨＥＳｈｅｎｇ，ＹＩＪｉｚ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ｐｏ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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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ＧＲＬ，ＢＵＳＴＩＮＲＭ．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ａｓｓｈａｌ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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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３，９７（８）：１３２５１３４６．

［２４］　李笑天，潘仁芳，鄢杰，等，四川盆地长宁—威远页岩气示范区下
志留统龙马溪组泥页岩吸附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Ｊ］．海相油气
地质，２０１６，２１（４）：６０６６．
ＬＩＸｉａｏｔｉａｎ，ＰＡＮＲｅｎｆａｎｇ，ＹＡＮＪｉｅ，ｅｔ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ｉｎ
ｆｌｕｅｎｔｉａｌ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ｓｈａｌｅｉｎ
ＣｈａｎｇｎｉｎｇＷｅｉｙｕａｎＡｒｅａ，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Ｏｒｉｇｉｎ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２１（４）：６０６６．

［２５］　ＧＡＳＰＡＲＩＫＭ，ＢＥＲＴＩＥＲＰ，ＧＥＮＳＴＥＲＢＬＵＭＹ，ｅｔａｌ．Ｇｅｏｌｏｇ
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３：３４５１．

［２６］　刘圣鑫，钟建华，马寅生，等．页岩中气体的超临界等温吸附研究
［Ｊ］．煤田地质与勘探，２０１５，４３（３）：４５５０．
ＬＩＵＳｈｅ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Ｊｉａｎｈｕａ，ＭＡＹｉｎｓｈｅｎｇ，ｅｔａｌ．Ｓｕｐｅｒ
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ｉｎｓｈａｌｅ［Ｊ］．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４３（３）：４５５０．

［２７］　侯晓伟，王猛，刘宇，等．页岩气超临界状态吸附模型及其地质意
义［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６，４５（１）：１１１１１８．
ＨＯＵＸｉａｏｗｅｉ，ＷＡＮＧＭｅｎｇ，ＬＩＵＹｕ，ｅｔａｌ．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ｉｎ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４５（１）：１１１１１８．

［２８］　ＤＯＤＤ，ＤＯＨ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ｆｌｕｉｄｓｉｎｎｏｎｐｏｒ
ｏｕｓａｎｄｐｏｒｏｕｓｃａｒｂｏｎ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ｐｈａｓｅｖｏｌｕｍｅ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Ｊ］．Ｃａｒｂｏｎ，２００３，４１（９）：１７７７１７９１．

［２９］　ＧＲＩＭＭＲＰ，ＥＲＩＫＳＳＯＮＫＡ，ＲＩＰＥＰＩＮ，ｅｔａｌ．Ｓｅ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ｃｏｎ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ｃｒｉｔｅｒｉａｆｏｒ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ｗｉｔｈ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ｃｏａｌ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ｉｎｔｈｅＰｏｃａ
ｈｏｎｔａｓＢａｓｉｎ，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２，９０９１：１１０１２５．

［３０］　张晓明，石万忠，舒志国，等．涪陵地区页岩含气量计算模型及应
用［Ｊ］．地球科学，２０１７，４２（７）：１１５７１１６８．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ＳＨＩ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ＳＨＵＺｈｉｇｕｏ，ｅｔａｌ．Ｃａｌｃｕｌａ
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ＦｕｌｉｎｇＡｒｅａ
［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４２（７）：１１５７１１６８．

［３１］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ｇｗｅｎ，ＸＵＥＨｕａｑｉｎｇ，ＮＩＮＧＹａ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ｆ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ｎＬｏｎｇｍａｘｉｓｈａｌｅ：ｉｎｓ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ｏ
ｔｈｅｄ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ａｄｓｏｒｂｅ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Ｊ］．Ｆｕｅｌ，２０１８，２１１：１４０１４８．

［３２］　ＬＯＷＥＬＬＳ，ＳＨＩＥＬＤＳＪＥ，ＴＨＯＭＡＳＭＡ，ｅｔ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ｕｓｓｏｌｉｄｓａｎｄｐｏｗｄｅｒｓ：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ｐｏｒｅｓｉｚｅ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Ｍ］．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１６２０．

［３３］　ＺＨＡＮＧＺｈｅｌｉｎｇ，ＹＡＮＧＺｈｅｎｇｈｏｎｇ．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ｏｆ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ｃｃｕｒａｃｙｆｏｒＰｈｙｓｉ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ｍｉｃｒｏａｎｄＭｅｓｏ
ｐｏｒｏｕｓ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Ｊ］．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ａｔａｌｙｓｉｓ，２０１３，３４（１０）：
１７９７１８１０．

［３４］　俞凌杰，范明，陈红宇，等．富有机质页岩高温高压重量法等温吸
附实验［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５，３６（５）：５５７５６３．
ＹＵＬｉｎｊｉｅ，ＦＡＮＭｉｎｇ，ＣＨＥＮＨｏｎｇｙｕ，ｅｔａｌ．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ｓｈａｌｅｕｎｄｅｒｈｉｇｈ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ｕｓｉｎｇ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ｒｉｃｍｅｔｈｏｄ［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５，３６（５）：５５７５６３．

［３５］　周尚文，王红岩，薛华庆，等．基于ＯｎｏＫｏｎｄｏ格子模型的页岩气
超临界吸附机理探讨［Ｊ］．地球科学，２０１７，４２（８）：１４２１１４３０．
ＺＨＯＵＳｈａｎｇｗｅｎ，ＷＡＮＧＨｏｎｇｙａｎ，ＸＵＥＨｕａｑｉｎｇ，ｅｔａｌ．ｄｉｓｃｕｓ

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ｂａｓｅｄ
ｏｎＯｎｏＫｏｎｄｏｌａｔｔｉｃｅｍｏｄｅｌ［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７，４２（８）：
１４２１１４３０．

［３６］　何建华，丁文龙，付景龙．页岩微观孔隙成因类型研究［Ｊ］．岩性
油气藏，２０１４，２６（５）：３０３５．
ＨＥＪｉａｎｈｕａ，ＤＩＮＧＷｅｎｌｏｎｇ，ＦＵＪｉｎｇｌｏｎｇ．Ｓｔｕｄｙｏｎｇｅｎｅｔｉｃｔｙｐｅ
ｏｆ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ｉｎ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０１４，
２６（５）：３０３５．

［３７］　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Ｓ，ＤＥＭＩＮＧＬＳ，ＤＥＭＩＮＧＷＥ，ｅｔａｌ．Ｏｎａ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ｔｈｅｖａｎｄｅｒＷａａｌ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ａｓｅｓ［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ｔｈｅ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４０，６２（７）：１７２３１７３２．

［３８］　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Ｓ，ＥＭＭＥＴＴＰＨ，ＴＥＬＬＥＲ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ｇ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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