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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四川盆地重庆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的钻井岩心和野外露头等进行分析，利用高压吸

附仪分析了页岩中ＣＨ４、ＣＯ２气体的吸附性能，并采用Ｎ２吸附法、ＣＯ２吸附法、场发射扫描电子显

微镜（ＦＥ—ＳＥＭ）和Ｘ－射线衍射（ＸＲＤ）等技术，从孔隙结构、有机碳含量、矿物成分、温度和单位压

力变化等方面探讨页岩吸附能力的影响关系。研究表明，龙马溪组页岩ＣＨ４、ＣＯ２吸附曲线具有Ⅰ
型等温线特征，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模型回归等温线能较好地拟合实验数据；页岩的总孔体积、比表面积

与饱和吸附量体现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且正相关；页岩有机质和矿物成分通过控制着微米—纳米

级孔隙的相对 丰 度 影 响 着 气 体 的 吸 附 和 储 存，微 孔、中 孔 孔 体 积 及 孔 隙 度 均 随 总 有 机 碳 含 量

（ＴＯＣ）值增加而增大；ＴＯＣ值越大，页岩的饱和吸附量就越大，二者具有良好的正相关性；吸附气

量与黏土矿物含量呈正线性相关，与脆性矿物含量呈现相反的变化规律。温度升高会加快气体解

吸速度，降低吸附量；此外，页岩对ＣＯ２吸附能力高于ＣＨ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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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页岩气作为一种非常规天然气资源，在中国的

储量丰富。近年来国家正在大力推动页岩气资源勘

探 开 发。Ｃｕｒｔｉｓ［１］、Ｒｏｓｓ等［２］、Ｃｈａｌｍｅｒｓ等［３］ 和

Ｊａｒｖｉｅ等［４］研究发现天然气在页岩中主要的赋存形

式为储存在页岩天然裂缝和粒间孔隙中的游离气、
吸附于有机质和黏土颗粒表面的吸附气、以及溶解

气，页岩气的开采本质上是游离气采出—吸附气解

吸—游离气 释 放 的 动 态 过 程。有 研 究 表 明 相 比 于

ＣＨ４，ＣＯ２在页岩上具有更强的吸附能力，因此若采

用ＣＯ２为压裂介质，则有望置换出ＣＨ４［５－７］，这意味

使用ＣＯ２压 裂 一 方 面 可 避 免 常 规 水 力 压 裂 所 面 临

的水资源紧缺难题，另一方面有望同时实现提高页

岩气采收率和封存温室气体。

由上可 见，对 于ＣＯ２压 裂 和 驱 替 技 术 来 说，认

识ＣＯ２和ＣＨ４在 页 岩 上 的 吸 附 行 为 及 其 与 页 岩 自

身理化性质之间的关联十分重要，也是目前国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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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１，８－１１］在该领域的主要关注点。相关研究发现，
页岩的吸附能力受诸多因素影响，其中重要控制因素

是有机质，有机质中具有相对更大的微孔体积和比表

面，从而能提高ＣＨ４ 的吸附能力［２，１２－１５］。同时，随着

成熟度的增加，有机质中由于干酪根的转化、烃类的

生成以及释放，微孔数量会增加，提供丰富的孔道从

而有利于页岩气吸附［１１］。Ｗｅｎｉｇｅｒ等［１６］在研究页岩

和煤岩上气体的吸附行为时发现，４５℃下ＣＨ４和ＣＯ２
最大吸附量与ＴＯＣ之间存在线性相关关系。此外，
页岩含有的无机孔隙对其吸附性能也存在一定的影

响［１７］。有关ＣＯ２在页岩中的吸附研究工作才刚刚起

步，多 数 研 究 关 注 ＣＯ２ 的 页 岩 储 层 地 质 封 存 方

面［１８－２１］，但对ＣＯ２和ＣＨ４竞争吸附研究不足。
重庆地区页岩气资源量丰富，是国家页岩气开

发的焦点，拥有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国土资源部已

将重庆列为国家页岩气资源勘查先导区。而下志留

统龙马溪组页岩是四川盆地主要气源岩之一，且有

研究初步证实川南龙马溪组页岩储集条件与美国页

岩气主力产层特征相近［２２］。因此，本文选取重庆地

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为研究对象。为探究页岩的孔

隙结构、矿物组成、ＴＯＣ、温度和压力变化等因素对

ＣＯ２／ＣＨ４吸附能力的影响，本文使用多种分析测试

技术，针对页岩样品微观孔隙结构进行了分类观察

及储集空间 表 征，重 点 对 比 研 究 页 岩 样 品 对ＣＯ２／

ＣＨ４的高压吸附特征及其控制因素，探 讨 了 页 岩 对

２种气体竞争吸附性能差异性的原因。

１　实验方法

１．１　总有机碳含量测定

依据ＧＢ／Ｔ１９１４５－２００３《沉积岩中总有机碳测定》
为标准，样品的ＴＯＣ值用美国ＬＥＣＯ　ＣＳ２３０ＨＣ碳硫

分析仪测定，从页岩总碳含量中剔除无机碳从而检测

其总 有 机 碳 含 量（ＴＯＣ＝ＴＣ－ＩＣ）。测 试 条 件：以

９９．５％纯度氧气作载气，压力为０．２７ＭＰａ，燃烧气体流

速２Ｌ／ｍｉｎ，分析气体流速０．５Ｌ／ｍｉｎ。

１．２　Ｘ－射线衍射分析

利用日本理学公司ＵｌｔｉｍａⅣ系列Ｘ－射线衍射

仪对样品进行页岩的物相分析。样品粉碎至粉末状

过２００目筛，采用压片法测试。管电压与管电流为

４０ｋＶ／４０ｍＡ，Ｃｕ靶 辐 射 线 源，扫 描 范 围２θ＝５～
９０°，扫描速度４°／ｍｉｎ。

１．３　Ｎ２和ＣＯ２吸附表征

低温（７７．３Ｋ）Ｎ２吸 附 与 低 压ＣＯ２吸 附 实 验 采

用美国 Ｍｉｃｒｏｍｅｒｉｔｉｃｓ仪 器 公 司 ＴｒｉＳｔａｒ－Ⅱ３０２０型

物理吸附仪进行测定。样品破碎后过６０目筛，再经

１８０℃抽真空充分脱气８ｈ预处理，选用多点ＢＥＴ模

型（Ｂｒｕｎａｕｅｒ－Ｅｍｍｅｔｔ－Ｔｅｌｌｅｒ）计 算 比 表 面 积，ＢＪＨ
模型（Ｂａｒｒｅｔｔ－Ｊｏｈｎｅｒ－Ｈａｌｅｎｄａ）计算 得 到 孔 径 分 布。
低压ＣＯ２吸附数据选用Ｄ－Ｒ理 论（Ｄｕｂｉｎｉｎ－Ａｓｔａｋ－
ｈｏｖ）计算微孔孔隙参数［２３］。

１．４　扫描电镜观察

采用德国蔡司ＳＵＰＲＡ　５５ＳＡＰＰＨＩＲＥ型场发

射扫描电子显微镜观察页岩样品的微观形貌和孔隙

结构特征。筛选新鲜岩样颗粒（４０～８０目），测试前

喷镀导电层，并选取相对平整的表面进行观察。

１．５　高压吸附测试

实验装置采用美国康塔仪器公司ｉＳｏｒｂ　ＨＰ高

压吸附分析仪进行测试，取新鲜块状页岩样品破碎

到８０～１５０目（１０６～１８０μｍ）大小的粉末状颗粒，经

２００℃抽真空脱气４ｈ后测量气体吸附量，实验压力

范围为０．０５～５ＭＰａ，实验温度为５０℃、７０℃。

２　结果与讨论

２．１　页岩层地质与矿物特征

重庆地区位于四川盆地东南部，发育多套以黑

色页岩为主体特点的烃源岩层系，其中龙马溪组具

备巨大的资源开发潜力，岩性较为复杂［２４］。根据地

层出露状况，龙马溪组页岩地表露头大多数分布在

东南部与南部，基本位于四川盆地东部的高陡构造

带区域，地层层理发育程度高，具有密集的层面，单

位长度内层理的数量较多，沉积层较薄。本文涉及

的样品均来源于重庆地区龙马溪组页岩层序，采自

露头岩层剖面和井下岩心，其中岩心样品取样深度

约２　５００ｍ，露头样品为地表 浅 钻 取 样，取 样 点 地 理

位置如图１所示。
页岩气储层的有机质和无机矿物成分及含量对

页岩的岩性和微观结构及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从

而直接 影 响 页 岩 气 的 赋 存 方 式 和 吸 附、解 吸 附 性

能［２５］。表１给出 了 本 文 采 集 的 页 岩 样 品 来 源 及 其

部分表征结果。４组取心岩样同属下志留统龙马溪

组黑色页岩，岩层平均密度为２．６３ｇ／ｃｍ３，孔隙度为

４．１３％～６．９１％，ＴＯＣ值在１．６４％～４．３５％之间（平

均为２．９４％），有机质丰度较高。页岩无机组成为石

英、长石、黏土矿物、黄铁矿及碳酸盐矿物（方解石和

白云石）等。其中，黏土矿物主要以绿泥石、伊利石

为主，部分样品还含有少量的高岭石。Ｘ－射线衍射

（ＸＲＤ）检测的统计结果表明（图２），页 岩 的 矿 物 成

分 较 复 杂，且 具 有 明 显 的 非 均 质 性。龙 马 溪 组 页 岩

３４９１　Ｎｏ．１０　　　朱阳升等：四川盆地龙马溪组页岩的ＣＨ４ 和ＣＯ２ 气体高压吸附特征及控制因素　　　　　



图１　取样点地理位置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表１　页岩来源与样品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ｒｏｖｅｎ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编号 井号／露头 ＴＯＣ／％ 孔隙度／％
ＸＲＤ矿物分析／（ｗｔ．％）

石英 长石 黄铁矿 黏土 碳酸盐 其他

ＪＰＷ 焦页某井 ４．３５　 ６．９１　 ４３．６　 １１．７　 １　 ３２．５　 ８．２　 ３

ＰＳＯ 彭水露头 ２．９９　 ５．０２　 ４３．８　 ９．４　 ２．２　 ３０．６　 １２．５　 １．５

ＮＳＯ 南川露头 １．６４　 ４．１３　 ５８．２　 ９．１　 １．１　 ２４．４　 ６．３　 ０．９

ＳＳＯ 石柱露头 ２．７９　 ５．３３　 ５３．１　 １２．５　 １．９　 ２９．６　 ２．２　 ０．７

图２　龙马溪组页岩矿物组成

Ｆｉｇ．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ｅｓ

的主要成岩矿物中，石英和黏土矿物含量最丰富，以
石英、长石、碳酸盐岩为代表的脆性矿物平均含量分

别为４９．７％、１０．７％和 ７．３％，黏 土 矿 物 比 重 为

２４．４％～３２．５％，平均含量为２９．３％。

２．２　页岩孔隙分布特征

页岩的孔隙结构和孔径分布影响其储存游离气

和吸附气的含量，通过Ｎ２等温吸附实验对孔道结构

进行了分析。如［图３（ａ）］所示，曲线的吸附支与脱

附支不重合，脱附曲线滞后于吸附曲线出现滞后环，
可知岩样主要含平行板状或狭缝状孔隙类型，这可

能与页岩中黏土矿物颗粒片状叠层结构有关［２６，２７］。
基于ＢＪＨ孔径分布计算模型得到ｄＶ／ｄＤ－Ｄ 曲线

［图３（ｂ）］，即 孔 容 随 孔 径 的 变 化 率。其 中，Ｖ 表 示

孔容，一 定 意 义 上 相 当 于 吸 附 量，Ｄ 代 表 孔 直 径。
由孔径分布图可知样品中主要发育小于１０ｎｍ的孔

隙，孔径峰值区间主要为３～６ｎｍ，除此之外大孔区

也有一定的发育。
表２为页岩孔隙结构参数，可见其总孔体积为

１．４～４ｃｍ３／１００ｇ，均值为２．６ｃｍ３／１００ｇ，平均孔径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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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７．４ｎｍ，孔 隙 度 变 化 在４．１３％～６．９１％之 间，

ＢＥＴ比表面积为１４～２６ｍ２／ｇ。与孔径分布曲线结

果类似，页岩微孔（＜２ｎｍ）含量少，中孔（２～５０ｎｍ）
孔体积占有重要比例，约为５３．４２％～７３．９４％，含少

量的大孔（＞５０ｎｍ）。值得注意的是，样品中微孔部

分提供了较高的比表面积，而高有机质含量的页岩

比表面明显高于低丰度的页岩，表明页岩微孔参数

可能与有机质含量有关。

图３　页岩低温氮气吸附脱附等温线及孔径分布

Ｆｉｇ．３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２　页岩氮气、二氧化碳吸附法孔隙结构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ｏｒｅ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ｓ　ｆｏｒｍ　ｎｉｔｒｏｇ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样品

Ｎ２吸附

ＢＥＴ比表面

／（ｍ２·ｇ－１）

ＢＥＴ中孔比表面

／（ｍ２·ｇ－１）

中孔孔容

／（ｃｍ３·１００ｇ－１）

大孔孔容

／（ｃｍ３·１００ｇ－１）
ＢＪＨ平均孔径

／ｎｍ

ＣＯ２吸附

ＢＥＴ比表面

／（ｍ２·ｇ－１）

超微孔孔容

／（ｃｍ３·１００ｇ－１）

ＪＰＷ　 ２６　 １４．２　 ２．３　 １．２　 ７．４　 １１　 ０．５１

ＰＳＯ　 ２０　 ８．９　 １．６　 １．０　 ３．８　 １０　 ０．４０

ＮＳＯ　 １４　 ８．２　 １．１　 ０．２　 ５．０　 ６　 ０．１４

ＳＳＯ　 １９　 １０　 １．４　 ０．４　 ５．９　 ９　 ０．２９

２．３　页岩微观孔隙结构特征

上文已经证实了页岩结构致密、孔隙度低的特

征，我们进一步通过扫描电子显微镜（ＦＥ—ＳＥＭ）对

其微观结构进行了观察。由图４可见，页岩具有不

规则的表 面 形 态，结 构 复 杂，发 育 微 米—纳 米 级 孔

隙，且孔隙类型多样。结合相关文献［２８－３２］，本文将４
套页岩中观测的孔隙划分为微裂缝、无机孔隙、有机

质孔隙等３种类型。微裂缝长度一般在微米级，根

据发育位置的不同长短也有所差异，是连接微观孔

隙与宏观 裂 缝 的 桥 梁［２８，３３］。发 育 在 颗 粒 内 部 的 短

裂缝 一 般 比 较 平 直，曲 折 度 较 小，少 有 胶 结 物 充

填［２８］，缝宽在８０～３００ｎｍ范围［图４（ａ）］。
无机孔类型包括粒内孔和粒间孔。粒内孔包括

晶间孔、溶蚀 孔、黏 土 矿 物 层 间 孔 以 及 古 生 物 化 石

孔［３４］。［图４（ｂ）］的ＳＥＭ 图 像 表 明 方 解 石 颗 粒 内

溶蚀孔成群发育，分布较零散，形状多有差异，孔直

径约在０．１～２μｍ之 间；孔 隙 之 间 孤 立 或 基 本 不 连

通，并伴随有微裂缝产生。最常见的晶间孔是草莓

球状黄铁矿颗粒集合体内的孔隙，测得孔径在６０～
４２０ｎｍ之间。矿物颗粒的粒间孔隙广泛分布，构成

了 不 规 则 的 粒 间 孔，孔 径 多 在 ８０ｎｍ 以 上。
［图４（ｃ）］显示样 品 新 鲜 断 面 上 黄 铁 矿 微 球 颗 粒 密

集分布，粒间孔隙形状不规则。［图４（ｄ）］显示方解

石和与其伴生的呈放射状球粒结构的菱铁矿相互之

间存在着大量的粒间孔隙。此外，片状黏土矿物间

的孔隙也属粒间孔，［图４（ｅ）］显示的由黏土晶层形

成的层间微孔隙和微孔道，呈二维延伸的定向排列，
单个孔隙宽 尺 寸 为５０～７００ｎｍ。页 岩 中 大 量 分 布

的层（片）状 结 构 黏 土 矿 物 为 页 岩 提 供 更 多 的 比 表

面，是页岩储集气体的主要场所。
在扫描电子显微图像上，有机质散布在无机矿

物颗粒之间。在有机质和无机矿物基质中皆能观察

到孔隙，但不同页岩样品中孔隙的大小、形状和数量

各不相同。有机质热转化过程中的分解能够形成大

量的微孔，扫描电镜下有机质疏松多孔，孔隙大多分

布在孔径为几纳米到几百纳米之间［图４（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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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页岩气体高压吸附特征

前文已阐述了页岩的矿物学特征和微观孔隙结

构描述，不 同 矿 物 组 成 发 育 不 同 类 型 和 尺 寸 的 微

米—纳米级孔隙。为了研究页岩的吸附特征及其控

制因素，进一步对页岩进行ＣＨ４和ＣＯ２２个单组分

气体的等温吸附测试，测试温度为５０℃和７０℃，测

试结果如图５所示。
相同温度下，随着压力的增大，ＣＨ４和ＣＯ２气体

在页岩上的吸附量增大。吸附曲线在低压段吸附气

量随压力的增大呈近似直线上升趋势，随着压力的增

大页岩对页岩气的吸附量增值逐渐减小，在高压段

（＞２．５ＭＰａ）吸附曲线上升幅度变缓，最终吸附气量逐

渐达到饱和，曲线平缓。由图５可知，页岩的ＣＨ４和

ＣＯ２吸附曲线具备Ⅰ型等温曲线的特征，根据等温吸附

实验表 征 和 已 有 文 献 分 析，页 岩 吸 附 气 通 常 使 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模型描述，其表达式为［３５－３９］：

Ｖ＝ＶＬ
Ｐ

ＰＬ＋Ｐ
或
Ｖ
Ｐ＝

ＶＬ

ＰＬ＋Ｐ
（１）

式（１）中：Ｖ 为 页 岩 单 位 吸 附 气 含 量，ｍ３／ｔ；ＶＬ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体积，ｍ３／ｔ，即页岩的理论饱和吸附量；Ｐ
为压力，ＭＰａ；ＰＬ为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压力，ＭＰａ，对应吸附

量为饱和吸附量的一半值。

图４　页岩不同类型孔隙显微特征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ｈａｌｅ　ｐｏｒｅｓ
（ａ）微裂缝；（ｂ）颗粒内溶蚀孔及微裂缝；（ｃ）黄铁矿微球粒晶间孔；（ｄ）粒间孔隙；（ｅ）黏土矿物层间孔隙；

（ｆ）有机质蜂窝状孔隙；箭头用于指示微裂缝（黄色箭头）和孔隙（白色箭头）

图５　页岩的ＣＨ４与ＣＯ２吸附等温线

Ｆｉｇ．５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ｏｆ　ＣＨ４ａｎｄ　ＣＯ２ｏｎ　ｓｈａｌｅｓ

　　本文采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等温吸附模型描述页岩的

气体吸附能力，对测试温度为７０℃的实验数据进行

了拟合，结 果 如 表３所 示。各 组 页 岩 吸 附 ＣＨ４的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体积ＶＬ为１．４～３．０７ｍ３／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压力

ＰＬ值为１．７２～２．４８ＭＰａ；吸附ＣＯ２的Ｌａｎｇｍｕｉｒ体积

ＶＬ值为３．５７～４．１９ｍ３／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压力ＰＬ值为０．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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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ＭＰａ。页岩吸附气量存在一定差异性的原因可

能与其有机质和黏土矿物含量的不同有关，具体见

下文分析。

２．５　吸附气行为影响因素

２．５．１　温度对气体吸附能力的影响

页岩等温吸附曲线是描述页岩储存气体能力的

曲 线，在 恒 温 下 页 岩 吸 附 气 量 是 压 力 的 函 数。

Ｇｕｏ［４０］研 究 了 鄂 尔 多 斯 页 岩 样 品 上ＣＨ４气 体 的 等

温吸附，研究表明压力和温度对页岩的吸附能力影

响较大。页岩吸附对温度变化较为敏感，在平衡压

力相同时，吸 附 量 随 着 温 度 的 升 高 而 下 降（图５）。
原因是页岩吸附主要是物理吸附，吸附过程是放热

反应，温度升高加剧了气体分子热运动，页岩表面气

体的分子扩散速度加快，有利吸脱附平衡向脱附方

向进 行，造 成 吸 附 量 减 少。相 比 于 ＣＨ４，样 品 上

ＣＯ２的吸附对温度 有 更 高 的 敏 感 性，这 主 要 是 由 于

ＣＯ２分子具有更高的四级矩，吸附热更高，因此其与

页岩表面的相互作用较强，这导致了较低的温度条

件下ＣＯ２的吸 附 具 有 较 大 优 势，当 温 度 升 高 时，分

子的热力学运动加剧，ＣＯ２和ＣＨ４被吸附的难易差

别减小。上述 微 观 机 理 在 宏 观 上 即 表 现 为ＣＯ２的

吸附具有更高的温度敏感性。

２．５．２　孔隙结构对气体吸附能力的影响

通过线性拟合岩样的饱和吸附量与孔结构参数

可知，ＣＨ４和ＣＯ２吸附量均有随页岩总孔体积、比表

面积增加而增大的趋势，三者存在正线性相关关系，
相关性极强（图６）。前 文 测 试 结 果 表 明，龙 马 溪 组

页岩的孔径分布以中孔和微孔为主，中孔既能提供

吸附场所，也能提供更大的储集空间；微孔具有更大

的比表面，能为气体分子提供更多的吸附点位，具有

更强的 吸 附 能 力［３，４］。因 此，页 岩 所 占 据 的 微 观 孔

隙 体积越多、比表面越大，其吸附ＣＨ４、ＣＯ２气体的

表３　相关温度下吸附量和Ｌａｎｇｍｕｉｒ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样品编号 试验温度／℃ 吸附质 ０～５ＭＰａ最大吸附量／（ｍ３·ｔ－１） ＶＬ／（ｍ３·ｔ－１） ＰＬ／ＭＰａ

ＪＰＷ　 ７０
ＣＨ４ ２．３２　 ３．０７　 １．７５

ＣＯ２ ３．５８　 ４．１９　 ０．９２

ＰＳＯ　 ７０
ＣＨ４ １．８１　 ２．５８　 ２．２０

ＣＯ２ ３．１５　 ３．９３　 １．４４

ＮＳＯ　 ７０
ＣＨ４ ０．９０　 １．４０　 ２．４８

ＣＯ２ ２．７０　 ３．５７　 １．９９

ＳＳＯ　 ７０
ＣＨ４ １．６９　 ２．２５　 １．７２

ＣＯ２ ３．１７　 ３．８１　 １．０７

图６　吸附气量与孔结构参数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能力就越大。

２．５．３　有机质对气体吸附能力的影响

页岩中的有机质含量影响着页岩气储层中纳米

级孔隙体积及其比表面积。Ｋａｎｇ等［２０］在研究页岩

的ＣＯ２吸附封存能力时发现，富有机质页岩中有机

质孔隙的平均孔径远小于无机质。随着有机质丰度

的增加，页岩的孔隙度增大，饱和吸附气量含量也逐

渐增大，经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 程 拟 合 计 算 的 页 岩 饱 和 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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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量与ＴＯＣ 含 量 体 现 较 强 的 正 线 性 相 关 关 系，两

者之间线性拟合方程为［图７（ａ），［图７（ｂ）］：
［ＣＨ４］ａｄｓ＝０．６１５　ＴＯＣ（％）＋０．５１６（ｃｍ３／ｇ），

Ｒ２＝０．９７８　９；
［ＣＯ２］ａｄｓ＝０．２３２ＴＯＣ（％）＋３．１８１（ｃｍ３／ｇ），

Ｒ２＝０．９１７　７。
前文低温Ｎ２吸附与ＳＥＭ 观测结果表明，重庆

地区龙马溪 组 页 岩 储 集 层 中 发 育 大 量 有 机 质 孔 隙

（孔径多小于５０ｎｍ），ＴＯＣ对孔隙分布组成的特征

（大孔、中孔和微孔）有明确的影响，体现良好的正相

关性［图７（ｃ）］；页岩微孔、中孔孔容随ＴＯＣ 值的增

加而增大，ＴＯＣ 值大的 样 品 孔 隙 度 也 较 高，说 明 有

机质含量是影响富页岩中微孔发育和吸附能力的关

键因素，通过提供丰富的纳米级有机微孔隙从而有

利于气体 的 吸 附。此 外，线 性 拟 合 后 在 零ＴＯＣ 端

截距不 为 零，说 明 除ＴＯＣ 是 影 响 孔 隙 度 和 控 制 吸

附气量的关键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页岩

的孔隙度和吸附性能。

图７　ＴＯＣ与孔隙度、吸附气量及孔体积的关系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ＴＯ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ｐｏ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　ａｎ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ｅｎｔ

２．５．４　矿物组分对气体吸附能力的影响

前文已阐述了页岩的矿物学特征和微观孔隙结

构特征，不 同 矿 物 组 成 发 育 不 同 类 型 和 尺 寸 的 微

米—纳米级孔隙，从而进一步影响页岩的气体吸附

和储集性能。相关研究表明，石英、方解石等碳酸盐

和硅酸盐矿物与页岩的脆性相关，脆性矿物含量增

加使 页 岩 的 孔 隙 度 降 低，减 弱 储 层 吸 附ＣＨ４的 能

力［２，４１］。另一方面，Ｌｕ等［４２］对 美 国Ｄｅｖｏｎｉａｎ页 岩

吸附研究表明，石英及碳酸盐岩基本不参与气体吸

附，但黏土矿物能够吸附气体且对页岩吸附能力有

一定影响。

根据前文页岩Ｎ２吸附表征与ＳＥＭ 分析结果，

页岩储集空间主要由１～５０ｎｍ孔 径 的 有 机 质 孔 隙

及３０ｎｍ～２μｍ孔径的无机孔隙构成。为了进一步

探讨无机孔隙的储气贡献，将页岩吸附气量与各类

主要矿物组分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页岩饱和

吸附气量与黏土矿物含量相关性较为明显，随着黏

土矿物含量升高而增加；与脆性矿物（石英＋长石＋
方解石）含 量 体 现 明 显 的 负 相 关 关 系［图８（ａ），

图８（ｂ）］。总孔隙体积、ＢＥＴ比表面积 均 与 黏 土 矿

物含量呈正相关性，且相关系数达０．７３７　０、０．８２７　８
［图８（ｃ），图８（ｄ）］，因此黏土矿物的层状、片状结构

具有的极大比表面积，为页岩的气体吸附提供了更

多的吸 附 位 点，导 致 其 吸 附 能 力 要 强 于 其 他 无 机

矿物。

２．５．５　单位压力变化对吸附特征的影响

为进一步研 究４组 岩 样 单 位 压 力 变 化 对ＣＨ４
吸附量的影 响 程 度，将 公 式（１）进 行 求 导 得 到 公 式

（２），用以表示等温吸附曲线上单位压力变化下吸附

能力的变 化［３８］。从 图９中 可 以 看 到，ＴＯＣ 值 低 的

ＮＳＯ样品和ＰＳＯ样品单位压力变化下ＣＨ４吸附量

变化不如另 几 组 页 岩 样 品 明 显；当 压 力 低 于２ＭＰａ
时，页岩的吸附量变化对压力的变动较为敏感，且压

力越低，压 力 变 化 对ＣＨ４吸 附 量 的 影 响 就 越 明 显，

吸附气量的增加幅度越大；而在高压段吸附气量的

增加幅度逐渐降低。说明此类页岩若含气藏，吸附

气不容易解吸成为游离气，当采用降压开采时，只有

在低压段才对页岩气吸附特征影响较大。

Ｖ
Ｐ＝

ＶＬＰＬ

（ＰＬ＋Ｐ）２
（２）

２．５．６　ＣＯ２／ＣＨ４ 吸附选择性

Ｎｕｔｔａｌｌ等［４３］测试 了 美 国 东 部 泥 盆 系 Ｏｉｈｏ页

岩的吸附性 能，结 果 表 明 Ｏｉｈｏ黑 色 页 岩 的 有 机 质

提供微孔隙能够吸附大量的气体，而且吸附ＣＯ２的

能力显 著 强 于 ＣＨ４。本 文 针 对４组 页 岩 进 行 的

０．０５～５ＭＰａ压力５０℃和７０℃２种温度条件下等温

８４９１　 天　然　气　地　球　科　学 Ｖｏｌ．２７　



吸附 实 验 结 果 显 示，同 温 同 压 下，同 种 岩 样 对 于

ＣＯ２的 吸 附 量 均 大 于 ＣＨ４。我 们 以 同 等 条 件 下

ＣＯ２与ＣＨ４吸附量之比记为ＣＯ２的选择性指数，相

关 结 果 如 图１　０所 示。可 见 吸 附 选 择 性 指 数ＳＣＯ２

图８　孔结构参数、吸附量与主要矿物成分的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ｔｏ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图９　单位压力变化对甲烷吸附量的影响曲线

Ｆｉｇ．９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ＣＨ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ｕｎｉ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始终维持在１．５以上，但随着压力升高有所降低，最

终在高压 区 保 持 平 稳 趋 势。这 一 结 果 表 明ＣＯ２能

够吸附在页岩机质微孔隙、黏土颗粒等矿物表面，置
换出吸附态的ＣＨ４，该效应在低压下更为明显。然

而，基于测井资料与现场开采经验，目标页岩层的地

层压力一般在数十兆帕的高压范围，若采用ＣＯ２驱

替开采ＣＨ４技术，页岩对ＣＯ２的优先吸附性基本保

持稳定，且处于超临界状态的ＣＯ２流体黏度与表面

张 力 极 小，驱 替 阻 力 小、易 渗 透 到 微 小 孔 隙（裂

隙）［６］，有利于ＣＨ４的驱替；但应注意到ＣＯ２在高压

下黏度小不便于携砂，因此具体实施时需注意提高

压裂液黏度。
前文分析表明，在低温下，吸附作用主要取决于

热力学因素，ＣＯ２分子的吸附热大于ＣＨ４分子，此时

具有较高吸附热的气体分子将具有更高的吸附量。
而在较高温度下，气体分子运动剧烈，因此各种气体

分子与固体表面的相互作用趋于一致，即动力学因

素占主 导，高 温 下ＣＨ４具 有 较 大 动 力 黏 度，气 体 分

子的无规则热运动更剧烈，使得ＣＨ４的脱附能力增

强。页岩气的主要成分为ＣＨ４，因此将ＣＯ２注入页

岩目的层后会 与 页 岩 基 质 微 孔 中 的ＣＨ４发 生 竞 争

吸附。

３　结论

（１）重庆地区下志留统龙马溪组页岩孔隙类型

丰富多样，发育有机质孔隙、无机孔隙（粒间孔、晶间

孔、溶蚀孔等）及天然微裂缝等多种类型，孔径主要

９４９１　Ｎｏ．１０　　　朱阳升等：四川盆地龙马溪组页岩的ＣＨ４ 和ＣＯ２ 气体高压吸附特征及控制因素　　　　　



分布在小于５０ｎｍ 的 微 孔 和 中 孔 区 域。页 岩 的 气

体吸附与微孔隙发育关系密切，其中有机质和黏土

矿物提供的纳米级孔隙增强了页岩吸附能力，是储

层吸附储集空间的主体。

图１０　不同温度下页岩的ＣＯ２、ＣＨ４吸附选择性

Ｆｉｇ．１０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Ｏ２／ＣＨ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ｈａｌｅｓ

　　（２）可 用Ｌａｎｇｍｕｉｒ方 程 能 较 好 地 拟 合 页 岩 的

ＣＨ４、ＣＯ２吸 附 平 衡 数 据；龙 马 溪 组 页 岩 的 Ｌａｎｇ－
ｍｕｉｒ体 积 较 大，ＣＨ４ 的 最 大 吸 附 量ＶＬ 为１．４～
３．０７ｍ３／ｔ，ＣＯ２的最大吸附量ＶＬ为３．５７～４．１９ｍ３／ｔ，
对ＣＯ２的 吸 附 能 力 较 强。页 岩 对ＣＯ２吸 附 选 择 性

优于ＣＨ４，在低压下的体现更为明显。
（３）温度、孔结构、总有机碳含量（ＴＯＣ）及黏土

矿物含量等是影响页岩吸附气含量的主要因素。温

度对页岩等温吸附影响明显，升温可加快解吸速度，
吸附量降低；页岩的总孔体积与比表面积与饱和吸

附量体现良好的线性相关关系，且正相关；有机质含

量的高低对孔隙分布有直接的影响，页岩的微孔、中
孔孔体积及孔隙度随ＴＯＣ 值增加而增大；ＴＯＣ 值

越大，页岩的饱和吸附气量就越大，二者具有较好的

正相关性。页岩无机组分中黏土矿物具有疏松多孔

道结构，具有较高的比表面积，对气体的储集贡献很

大，而石英等脆性矿物基本不参与气体吸附。
（４）相同 地 层 温 度 下，高 压 下 单 位 压 力 变 化 下

ＣＨ４吸附量变化不大（低于０．０５ｍ３／ｔ）；地层压力较

低时采用降压开采方式有利于页岩气脱附。相同条

件下，各组页岩 对 于ＣＯ２的 吸 附 能 力 高 于ＣＨ４，若

采用ＣＯ２驱替开采ＣＨ４具备一定的理论可行性。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Ｃｕｒｔｉｓ　Ｊ　Ｂ．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２，

８６（１１）：１９２１－１９３８．
［２］　Ｒｏｓｓ　Ｄ　Ｊ　Ｋ，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Ｇｏｒｄｏｎｄａｌｅ　ｍｅｍｂｅｒ，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Ｊ］．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５５（１）：５１－７５．

［３］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Ｇ　Ｒ　Ｌ，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Ｌｏｗ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ｇａｓ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ＰａｒｔⅡ：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５６（１）：２２－６１．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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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９１（４）：４７５－４９９．

［５］　Ｓｕｎ　Ｂａｏｊｉａｎｇ，Ｚｈａｎｇ　Ｙａｎｌｏｎｇ，Ｄｕ　Ｑｉｎｇｊｉｅ，ｅｔ　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ｈａ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２０１３，３７（５）：９５－９９．［孙 宝

江，张彦 龙，杜 庆 杰，等．ＣＯ２在 页 岩 中 的 吸 附 解 吸 性 能 评 价

［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７（５）：９５－９９．］

［６］　Ｗａｎｇ　Ｈａｉｚｈｕ，Ｓｈｅｎ　Ｚｈｏｎｇｈｏｕ，Ｌｉ　Ｇｅｎｓｈｅｎｇ．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ａｌｙ－

ｓｉｓ　ｏｎ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ｓｕｐｅｒ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２［Ｊ］．Ｐｅｔｒｏ－

ｌｅｕｍ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２０１１，３９（３）：３０－３５．［王 海 柱，沈 忠

厚，李 根 生．超 临 界ＣＯ２开 发 页 岩 气 技 术［Ｊ］．石 油 钻 探 技 术，

２０１１，３９（３）：３０－３５．］

［７］　Ｌｉｕ　Ｆ　Ｙ，Ｅｌｌｅｔｔ　Ｋ，Ｘｉａｏ　Ｙ　Ｔ，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２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ｈａ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ａ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３，１７：１１１－１２６．

［８］　Ｇａｓｐａｒｉｋ　Ｍ，Ｂｅｒｔｉｅｒ　Ｐ，Ｇｅｎｓｔｅｒｂｌｕｍ　Ｙ，ｅｔ　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

ｔｒｏ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　ｓｈａｌｅｓ

［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４，１２３（２）：３４－

５１．

［９］ Ｇａｓｐａｒｉｋ　Ｍ，Ｇｈａｎｉｚａｄｅｈ　Ａ，Ｂｅｒｔｉｅｒ　Ｐ，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ｏｆ　ｂｌａｃｋ　ｓｈ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ｔｈｅｒ－

ｌａｎｄ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２，２６（８）：４９９５－５００４．

［１０］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Ｇ　Ｒ　Ｌ，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Ｃａｎａｄａ［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０５９１　 天　然　气　地　球　科　学 Ｖｏｌ．２７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７，７０（１－３）：２２３－２３９．
［１１］ Ｈｏｕ　Ｙｕｇｕａｎｇ，Ｈｅ　Ｓｈｅｎｇ，Ｙｉ　Ｊｉ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ｅｓ［Ｊ］．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４，４１（２）：２４８－２５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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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８－２５６．］

［１２］　Ｒｅｘｅｒ　Ｔ　Ｆ　Ｔ，Ｂｅｎｈａｍ　Ｍ　Ｊ，Ａｐｌｉｎ　Ａ　Ｃ，ｅｔ　ａｌ．Ｍｅｔｈａｎ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ｓｈａｌｅ　ｕｎｄｅｒ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ｃｏｎ－

ｄｉｔｉｏｎｓ［Ｊ］．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３，２７（６）：３０９９－３１０９．
［１３］　Ｌｉ　Ｔ，Ｗｕ　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Ｊ］．Ｅｎｅｒｇｙ　＆Ｆｕｅｌｓ，２０１５，２９（２）：６３４－６４０．
［１４］　Ｌｕ　Ｘ　Ｃ，Ｌｉ　Ｆ　Ｃ，Ｗａｔｓｏｎ　Ａ　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ｄｅ－

ｖｏｎｉａｎ　ｓｈａｌｅｓ［Ｊ］．Ｆｕｅｌ，１９９５，７４（４）：５９９－６０３．
［１５］　Ｓｃｈｅｔｔｌｅｒ　Ｐ　Ｄ，Ｐａｒｍｅｌｙ　Ｃ　Ｒ．Ｔｈ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ｇａｓ　ｄｅ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ｓｈａｌｅ［Ｊ］．ＧＲＩ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Ｇａｓ　Ｓｈａ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０，７（１）：４－９．
［１６］　Ｃｈｅｎｇ　Ａ　Ｌ，Ｈｕａｎｇ　Ｗ　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ｇａｓｅｓ　ｏｎ　ｃｌａｙｓ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Ｊ］．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２００４，３５（４）：４１３－４２３．
［１７］　Ｗｅｎｉｇｅｒ　Ｐ，Ｋａｌｋｒｅｕｔｈ　Ｗ，Ｂｕｓｃｈ　Ａ，ｅｔ　ａｌ．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ｍｅｔｈ－

ａｎｅ　ａｎｄ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ｏａｌ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ｎａ　Ｂａｓｉｎ，Ｂｒａｚｉｌ［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８４（３／４）：１９０－２０５．
［１８］　Ａｍｂｒｏｓｅ　Ｗ　Ａ，Ｌａｋｓｈｍｉｎａｒａｓｉｍｈａｎ　Ｓ，Ｈｏｌｔｚ　Ｍ　Ｈ，ｅｔ　ａｌ．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ＣＯ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ａ－

ｎｅｎｃｅ：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ｗｉｔｈ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ｔｏ　ＣＯ２ｓｔｏｒａｇｅ［Ｊ］．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

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８，５４（８）：１６１９－１６３３．
［１９］　Ｅｌｌｉｏｔ　Ｔ　Ｒ，Ｃｅｌｉａ　Ｍ　Ａ．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ｅｓｔｒｉｃ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２ｓｅｑｕｅ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ｓｉｔｅｓ　ｄｕｅ　ｔｏ　ｓ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２，４６（７）：４２２３－４２２７．
［２０］　Ｋａｎｇ　Ｓ　Ｍ，Ｆａｔｈｉ　Ｅ，Ａｍｂｒｏｓｅ　Ｒ　Ｊ，ｅｔ　ａｌ．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ｔｏｒ－

ａｇｅ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　ｓｈａｌｅｓ［Ｊ］．ＳＰ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１１，１６
（４）：８４２－８５５．

［２１］ Ｇｏｄｅｃ　Ｍ，Ｋｏｐｅｒｎａ　Ｇ，Ｐｅｔｒｕｓａｋ　Ｒ，ｅｔ　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ａ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ａｎｄ　ＣＯ２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ｏａｌ　Ｇｅｏｌｏ－

ｇｙ，２０１３，１１８（１０）：９５－１０４．
［２２］　Ｗａｎｇ　Ｙｕｍａｎ，Ｄｏｎｇ　Ｄａｚｈｏｎｇ，Ｌｉ　Ｊｉａｎ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ｒ　Ｓｉｌｕｒｉａ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２，３３（４）：５５１－５６１．［王 玉 满，董 大 忠，李 建 忠，等．川 南 下 志

留统龙马溪 组 页 岩 气 储 层 特 征［Ｊ］．石 油 学 报，２０１２，３３（４）：

５５１－５６１．］

［２３］　Ｈｕｔｓｏｎ　Ｎ　Ｄ，Ｙａｎｇ　Ｒ　Ｔ．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ｕｂｉｎｉｎ－Ｒａ－

ｄｕｓｈｋｅｖｉｔｃｈ（Ｄ－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　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Ｊ］．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９７，３
（３）：１８９－１９５．

［２４］ Ｙａｎｇ　Ｙｉｔｉｎｇ，Ｔａｎｇ　Ｘｕａｎ，Ｗａｎｇ　Ｃｈｅｎｇｙｕ，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０，１２（１）：４－６．［杨镱婷，唐玄，王成玉，等．重庆地区

页岩分布特点及页岩气 前 景［Ｊ］．重 庆 科 技 学 院 学 报：自 然 科

学版，２０１０，１２（１）：４－６．］

［２５］　Ｈｕ　Ｒｕｎ，Ｃｈｅｎ　Ｙｉｃａｉ，Ｚｈｅｎｇ　Ｈａｉｑｉａｏ，ｅｔ　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ｕｌｉｎｇ　ａｒｅａ，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２９（５）：３３－３７．［胡 润，陈 义 才，

郑海桥，等．涪陵—重庆地区龙马溪组页岩地球化学特征及页

岩气资源潜力评价［Ｊ］．石油地质与工程，２０１５，２９（５）：３３－３７．］

［２６］　Ｈａｎ　Ｘｉａｎｇ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Ｘｉｕｍｉｎ，Ｗａｎｇ　Ｄｅ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ｍｂｕｓ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ｎ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ａｓｈ［Ｊ］．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２００７，５８

（５）：１２９６－１３００．［韩向新，姜秀民，王德忠，等．燃烧过程对页岩

灰孔隙结构的影响［Ｊ］．化工学报，２００７，５８（５）：１２９６－１３００．］

［２７］　Ｃｈｅｎ　Ｓｈａｎｇｂｉｎ，Ｚｈｕ　Ｙａｎｍｉｎｇ，Ｗ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ａｎ，ｅｔ　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ｎａｎｏｐｏｒｅｓ　ｉｎ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３７（３）：４３８－４４４．［陈尚斌，朱

炎铭，王红岩，等．川南龙马溪组页岩气储层纳米孔隙结构特征

及其成藏意义［Ｊ］．煤炭学报，２０１２，３７（３）：４３８－４４４．］

［２８］　Ｙａｎｇ　Ｆｅｎｇ，Ｎｉｎｇ　Ｚｈｅｎｇｆｕ，Ｈｕ　Ｃｈａｎｇｐｅｎｇ，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３，３４（２）：３０１－３１１．［杨 峰，宁 正 福，胡 昌 蓬，

等．页岩储层微观 孔 隙 结 构 特 征［Ｊ］．石 油 学 报，２０１３，３４（２）：

３０１－３１１．］

［２９］　Ｙａｎｇ　Ｗｅｉ，Ｃｈｅｎ　Ｇｕｏｊｕｎ，Ｌｖ　Ｃｈｅｎｇｆｕ，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ｒｉｃｈ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７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　ｏｆ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

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５，２６（３）：４１８－４２６．［杨巍，陈国 俊，吕

成福，等．鄂尔多斯盆地东南部延长组长７段富有机质页岩孔

隙特征［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１５，２６（３）：４１８－４２６．］

［３０］　Ｗｕ　Ｙｕｅ，Ｆａｎ　Ｔａｉｌｉ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Ｓｈｕ，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ｐ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４（４）：９１－９７．［伍 岳，樊 太 亮，蒋 恕，等．海 相 页

岩储层微观孔 隙 体 系 表 征 技 术 及 分 类 方 案［Ｊ］．地 质 科 技 情

报，２０１４（４）：９１－９７．］

［３１］　Ｓｏｎｄｅｒｇｅｌｄ　Ｃ　Ｈ，Ａｍｂｒｏｓｅ　Ｒ　Ｊ，Ｒａｉ　Ｃ　Ｓ，ｅｔ　ａｌ．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ｇａｓ　ｓｈａｌｅｓ［Ｊ］．ＳＰＥ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Ｇａｓ　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
［３２］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Ｇ　Ｒ，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Ｐｏｗｅｒ　Ｉ　Ｍ．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ｓｈａｌｅ　ｐｏｒ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ｂｙ　ｐｏｒｏｓｉｍｅｔｒｙ，ｐｙｃｎｏｍｅｔｒｙ，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ｆｉｅｌ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ｔｒａｎｓ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ｉｍａｇｅ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Ｂａｒ－

ｎｅｔｔ，Ｗｏｏｄｆｏｒｄ，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ａｎｄ　Ｄｏｉｇ　ｕｎｉｔｓ［Ｊ］．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２，９６（６）：１０９９－１１１９．
［３３］　Ｊｉａｏ　Ｓｈｕｊｉｎｇ，Ｈａｎ　Ｈｕｉ，Ｗｅｎｇ　Ｑｉｎｇｐ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

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ｓｈａｌｅ［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２，３１（５）：４３２－４３６．
［焦淑静，韩辉，翁庆萍，等．页 岩 孔 隙 结 构 扫 描 电 镜 分 析 方 法

研究［Ｊ］．电子显微学报，２０１２，３１（５）：４３２－４３６．］

［３４］　Ｙｕａｎ　Ｙｅ，Ｚｈａｏ　Ｊｉｎｇｚｈｏｕ，Ｅｒ　Ｃｈｕａｎｇ，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ｐｏｒｅ　ｔｙｐ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Ｐａ－

１５９１　Ｎｏ．１０　　　朱阳升等：四川盆地龙马溪组页岩的ＣＨ４ 和ＣＯ２ 气体高压吸附特征及控制因素　　　　　



ｌｅｏｚｏｉｃ，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Ｘｉ＇ａｎ　Ｓｈｉｙ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９（２）：１４－１９．［袁 野，赵 靖 舟，耳 闯，等．

鄂尔多斯盆地中 生 界 及 上 古 生 界 页 岩 孔 隙 类 型 及 特 征 研 究

［Ｊ］．西安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４，２９（２）：１４－１９．］

［３５］　Ｌｉｕ　Ｆ，Ｅｌｌｅｔｔ　Ｋ，Ｘｉａｏ　Ｙ，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ｅａ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Ｏ２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Ｎｅｗ　Ａｌｂａｎｙ　Ｓｈａｌｅ（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

ｗｉｔｈ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ａ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ｉ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Ｊ］．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ｅ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２０１３，１７（１７）：１１１－１２６．
［３６］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Ｉ．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ｅｓ　ｏｎ　Ｐｌａｎ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ｓ　ｏｆ

Ｇｌａｓｓ，Ｍｉｃａ　ａｎｄ　Ｐｌａｔｉｎｕｍ［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ｈｅｍｉ－

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９１８，４０（９）：１３６１－１４０３．
［３７］　Ｒｏｓｓ　Ｄ　Ｊ　Ｋ，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ｍａｓｓ　ｂａｌａｎｃｅ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Ｊ］．Ｆｕｅｌ，２００７，８６（１７／１８）：２６９６－２７０６．

［３８］　Ｚｈａｏ　Ｊｉｎ，Ｚｈａｎｇ　Ｓｕｉａｎ，Ｃａｏ　Ｌｉｈｕ．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ａｎｄ　ｃｏａｌｂｅｄ　ｇａｓ［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３，２４（１）：１７６－１８１．［赵金，张遂安，曹立虎．页岩

气与煤层 气 吸 附 特 征 对 比 实 验 研 究［Ｊ］．天 然 气 地 球 科 学，

２０１３，２４（１）：１７６－１８１．］

［３９］　Ｂｉ　Ｈｅ，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ｘｕｅ，Ｌｉ　Ｐｅｎｇ，ｅｔ　ａｌ．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４，２５（２）：３０２－３１０．
［毕赫，姜振学，李鹏，等．渝 东 南 地 区 龙 马 溪 组 页 岩 吸 附 特 征

及其影响因素［Ｊ］．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１４，２５（２）：３０２－３１０．］

［４０］ Ｇｕｏ　Ｓｈａｏｂｉｎｇ．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ｅｔｈａｎｅ　ｇａｓ　ｏｎ　ｔｈｒｅｅ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Ｕｐｐｅｒ　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

ｓｔｒ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３，１１０（５）：１３２－１３８．
［４１］　Ｌｏｕｃｋｓ　Ｒ　Ｇ，Ｒｕｐｐｅｌ　Ｓ　Ｃ．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Ｓｈａｌｅ：Ｌｉｔｈｏｆａ－

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ｓｅ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ａ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

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ｔ　Ｗｏｒｔｈ　Ｂａｓｉｎ，Ｔｅｘａｓ［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２００７，９１（４）：５７９－６０１．
［４２］　Ｌｕ　Ｘ，Ｌｉ　Ｆ，Ｗａｔｓｏｎ　Ａ　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ｉｎ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Ｓｈａｌｅｓ［Ｊ］．ＳＰ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５，１０（２）：１０９－１１３．
［４３］　Ｎｕｔｔａｌ　Ｂ　Ｃ，Ｅｂｌｅ　Ｃ，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ｂｌａｃｋ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ｋｅｎｔｕｃｋｙ　ｆｏ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ｏｘｉｄｅ　ｓｅｑｕｅ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Ｊ］．Ｇｒｅｅｎｈｏｕｓ

Ｇａ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２００５，２：２２２５－２２２８．

Ｈｉｇｈ－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ＣＨ４
ａｎｄ　ＣＯ２ｏｎ　ｓｈ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Ｚｈｕ　Ｙａｎｇ－ｓｈｅｎｇ１，２，Ｓｏｎｇ　Ｘｕｅ－ｈａｎｇ１，Ｇｕｏ　Ｙｉｎ－ｔｏｎｇ３，Ｘｕ　Ｆｅｎｇ３，Ｓｕｎ　Ｎａｎ－ｎａｎ１，Ｗｅｉ　Ｗｅｉ　１，４

（１．ＣＡＳ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Ｌｏｗ－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０３，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０４４４，Ｃｈｉｎａ；

３．Ｓｔａｔｅ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Ｇｅｏ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Ｗｕｈａｎ　４３００７１，Ｃｈｉｎａ；

４．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Ｔｅｃｈ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２０１２１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ｆｏｒ　ＣＨ４ａｎｄ　ＣＯ２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ｄ　ｂｙ　ｈｉｇｈ　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ｚ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Ｌｏｎｇｍａｘｉ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Ｓｉ－
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Ｍｅａｎｗｈｉｌｅ，ｖａｒｉｏｕ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ｇａ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Ｎ２，ＣＯ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ｉｅｌｄ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ｅ（ＦＥ－ＳＥＭ）ａｎｄ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ＸＲＤ）ｗｅｒ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ＯＣ，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ｕｎｉｔ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ａｂ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Ｔｙｐｅ　Ｉ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　ｗｅｒｅ　ｏｂｔａｉｎｅ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ｏｔｈ　ＣＯ２ａｎｄ　ＣＨ４ｏｎ　ｔｈｅ　ｓａｍ－
ｐ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ａｎ　ｂｅ　ｆｉｔｔｅｄ　ｖｅｒｙ　ｗｅｌｌ　ｂｙ　ｔｈｅ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ｍｏｄｅｌ．Ｔｈｅ　ｐｏｒｅ　ｖｏｌｕｍｅｓ　ａｎｄ　ＢＥ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ａｒｅａｓ　ａ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ＯＣａｎｄ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ｇａｓ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ｒｏｕ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ｎ　ａｎｄ　ｎａｎｏｍｅｔｅｒ
ｓｃａｌｅ）．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　ａｎｄ　ｍｅｓｏｐｏｒｅ　ｗｅｒｅ　ｍｏｓｔｌｙ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
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ＴＯＣ．Ｔｈｅ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ｅ　ＴＯＣｖａｌｕ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ｅｒ　ｔｈｅ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
ｔｙ，ｗｈｉｌｅ　ｂｒｉｔｔｌｅ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ｈａｄ　ａ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ＣＯ２ａｎｄ　ＣＨ４ａｄｓｏｒｐ－
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ｅｃｒｅａｓｅ　ｗｉｔｈ　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ｉｓｉｎｇ　ｏ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ｇａｓ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Ｉｎ　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ＣＯ２ｉ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ＣＨ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ｌｅ；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Ｏ２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４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

２５９１　 天　然　气　地　球　科　学 Ｖｏｌ．２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