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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粘土矿物是页岩的主要组成矿物，与页岩气的赋存和富集密切相关。粘土矿物因其特殊的晶体结

构，在晶层之间、矿物内部以及矿物颗粒之间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孔隙，这些孔隙的大小、形貌和比表面积决定着粘土

矿物的甲烷吸附能力。为此，本文综述了粘土矿物的孔隙结构以及孔隙中的水和有机质对甲烷吸附性的影响，指出

不同类型的粘土矿物孔隙发育与形貌特征存在差异，蒙脱石中多发育圆形、狭缝状的微孔且总比表面积最大，导致

蒙脱石在所有粘土矿物中的甲烷吸附量最大；伊利石与高岭石中多发育中孔与大孔，吸附甲烷的能力低于蒙脱石。

粘土矿物孔隙中的水与有机质显著影响到甲烷的吸附能力，水分子会占据孔隙表面，降低了甲烷的吸附能力，但可

溶有机质对粘土矿物甲烷吸附能力的具体影响目前尚不明了。同时，根据页岩气勘探需求指出了本方向某些有待

深入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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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对页岩气储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孔隙结
构与吸附能力两个方面（Ｊａｒｖ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Ｒｏｓ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邹才能等，２０１１）。泥页岩储层物质除了
有机质以外还有大量的无机矿物，后者包括粘土矿

物、自生矿物以及石英、长石等碎屑矿物，其中粘土

矿物是构成泥页岩的主体之一。页岩中粘土矿物具

有吸附甲烷的能力（Ｊａｒｖｉｅｅｔａｌ．，２００７；Ｌｏｕｃｋ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页岩气不仅可以储存在有机质的孔隙
与裂缝当中，还能够以吸附态和游离态存在于粘土

矿物孔隙中（Ａｒｉｎｇｈｉｅｒｉ，２００４；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ｅｔａｌ．，
２００４），即粘土矿物不同类型的孔隙为页岩气提供
了多种赋存空间（朱晓军等，２０１２）。粘土矿物孔隙
主要是颗粒表面孔、晶层间隙、集合体孔及边缘结构

微孔，孔隙的大小、形态及比表面积决定了粘土矿物

吸附天然气的能力（Ｃｈｅ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４；Ｒｏｓｓ
ｅｔａｌ．，２００９）。不同类型的粘土矿物因其晶体结构、
孔隙类型的不同，其含气形式和能力也存在差异。

同时，粘土矿物丰富的孔隙和比表面积使得它不仅

可以吸附天然气，也可以吸附其他液体或者固体

（赵杏媛等，１９９０），对粘土矿物中天然气的赋存和
富集特征产生显著影响。粘土矿物遇水后，其甲烷

吸附能力会明显降低，并且出现晶层间距明显增大

的现象，即吸水膨胀（张乃娴等，１９９０）。粘土矿物
与有机质含量之间有一定的相关性，粘土矿物孔隙

中含有部分有机质（张永刚等，２００７；崔景伟等，
２０１３）。识别粘土矿物孔隙、鉴定孔隙类型以及研
究比表面积及水和有机质对粘土矿物孔隙的影响，

对认识页岩气赋存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１　粘土矿物的类型与性质
粘土矿物颗粒细小，孔隙多，比表面积极大，又

具有特殊而复杂的层间结构，这决定了它具吸附性、

膨胀水化性、分散性、离子交换性、粘性和可塑性等

多种特殊性质。研究粘土矿物表面结构以及化学反

应时所用到的尺度，可从亚埃级的羟基团相互作用

到１０００ｎｍ近颗粒大小的级别（图 １）（Ｊｏｈｎｓｔｏｎ，
２０１０）。尺度大致分为３个等级：首先是氢键，氢原
子大小仅为０１ｎｍ，但它在粘土矿物表面化学中发
挥了核心的作用；二为粘土与有机质、粘土与水之间

发生相互作用的尺度，以及粘土吸水膨胀的最大层

间距离（１０ｎｍ）；三是粘土颗粒和聚集体的尺寸，通
常超过了１ｍｍ。小尺度的相互作用会直接影响到



粘土颗粒与其他粒子以及更大尺度上的相互作用。

因此，粘土矿物所具有的特性很大程度上是由纳米

级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图１粘土矿物结构及表面化学作用的大小（据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２０１０）
Ｆｉｇ．１Ｌｅｎｇｔｈｓｃａｌｅｓ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２０１０）

粘土矿物根据其不同的晶体结构可以分为高岭

石族、伊利石族、蒙脱石族、蛭石族以及海泡石族等。

不同的粘土矿物类型所具有的不同晶体结构，在很

大程度上决定了粘土矿物的各种性能。

蒙脱石是常见的粘土矿物之一，其晶粒呈不规

则细粒状或鳞片状，颗粒较小，一般小于０５μｍ，结
晶程度差，轮廓不清楚。蒙脱石的特性是能够吸收

大量的水，体积膨胀。以蒙脱石为主要成分的膨润

土吸水后体积可膨胀２０～３０倍（赵杏媛等，１９９０；张
乃娴等，１９９０）。

伊利石类也泛称水云母类，其组成成分与白云

母相似，是白云母经强烈的化学风化作用，转化为蒙

脱石或高岭石的中间产物。伊利石类矿物成分复

杂，存在量大其基本结构虽与蒙脱石相仿，但因其晶

格结合牢固无膨润性，且其晶体也比蒙脱石粗，因此

可塑性较低（赵杏媛等，１９９０；蔡进功，２００４；张乃娴
等，１９９０）。

高岭石是一般粘土中常见的粘土矿物，其结晶

属于双层结构硅酸盐矿物，这种双层结构的平行的

晶层组成，它们之间的结合力较弱，层理易于裂开及

滑移。层间不易吸附水分子，但层间易分离，或使粒

子破坏，增加比表面积，提高分散度，可塑性较强

（赵杏媛等，１９９０；张乃娴等，１９９０；Ａｍｂｒｏｓｅ，２０１１）。

２　粘土矿物甲烷吸附性特征
　　目前对于页岩含气性的影响因素已经研究的较
为深入，多数研究是围绕页岩气储层的自身因素如

有机质含量、成熟度、有机质类型和孔隙等，以及外

部因素如温度、压力和含水饱和度等，而对于粘土矿

物对甲烷的吸附特征研究的相对较少（Ｒｏｓ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７；邹才能等，２０１０；Ｊａｒｖｉｅ，２００８；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邹才能等，２０１３）。页岩储层中的无机矿物成
分多种多样，主要包括粘土矿物和碎屑矿物。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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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相对含量的变化对页岩的气体吸附能力有着一

定的影响（张林晔等，２００９）。通过对比北美主要地
区页岩气源岩中粘土矿物含量与含气量的对比，可

以看出，粘土矿物高的页岩气储层有着较高的页岩

气含量，说明粘土矿物对页岩的储气能力有着重要

的影响（表１，李政，２０１１）。

表１北美主要页岩气源岩粘土矿物含量与含气量数据表（据李政，２０１１）
Ｔａｂｌｅ１Ｔｈｅ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ｄｔｈｅｇａｓｃｏｎｔｅｎｔ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ｍａｉ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ｉｎ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ＬｉＺｈｅｎｇ，２０１１）

盆地 页岩名称 岩性 粘土矿物（％） 含气量（ｍ３／ｔ）

Ｍｉｃｈｉｇａｎ Ａｎｔｒｉｍ（泥盆系） 硅质页岩 低 １．１３～２．８３
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ａｉｎ Ｏｈｉｏ（泥盆系） 硅质页岩 低 １．６９～２．８３
Ｉｌｌｉｎｏｉｓ ＮｅｗＡｌｂａｎｙ（泥盆系） 硅质页岩 低 １．１３～２．２６
Ａｐｐａｌａｃｈａｉ 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泥盆系 粘土质、硅质页岩 ２０～５０ １．７～２．８
ＦｏｒｔＷｏｒｔ Ｂａｒｎｅｔｔ（密西西比系） 硅质页岩 ＜３５ ８．４９～９．９１
Ａｒｋｏｍ Ｗｏｏｄｆｏｒｄ（密西西比系） 硅质页岩 １０～３０ ５．６～８．５
ＥＴＮＬＳａｌ Ｈａｙｎｅｓｖｉｌｌｅ（上侏罗统） 灰质页岩 ６～３９ ２．８～１３．２
ＳａｎＪｕａｎ Ｌｅｗｉｓ（白垩统） 硅质页岩 ＜２５ ０．４２～１．２７

图２不同粘土矿物等温吸附曲线（干燥样品）
（据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吉利明等，２０１２）

Ｆｉｇ．２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ｆｏｒｃｌａｙ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ｄｒｙｂａｓｉ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ＪｉＬ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２０１２）
图中三角为Ｒｏｓｓ等在３０℃下的测试结果，方块为吉利明等

在３５℃下的测试结果
Ｔｈｅ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ｒ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ｔｈｅｔｅｓｔ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３０℃ ｂｙＲｏｓｓｅｔａｌ．，
ａｎｄｔｈｅｂｌｏｃｋｓａｒｅｔｈｅｔｅｓ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ｓａｔ３５℃ ｂｙＪｉＬｉｍｉｎｇｅｔａｌ．

前期有关粘土矿物对甲烷气体吸附能力的实验

多针对干燥样品。Ｍａｖｏｒ（２００８）对Ｂａｒｎｅｔｔ页岩进行

等温吸附，发现粘土矿物表面可以吸附甲烷气体，在

有机碳含量以及温压条件相近的情况下，粘土矿物

含量越高，页岩气体吸附量越高，并且随着压力的逐

渐增加，不同粘土矿物含量页岩样品吸附量的差距

会逐渐增大。同时还发现，碎屑与碳酸盐矿物含量

的增加，会降低页岩对气体的吸附能力（Ｌｏｕｃｋ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７）。

不同类型的粘土矿物因其不同的晶体结构及化

学性质而具有不同的吸附能力，不同学者对其吸附

能力的研究结果也不尽相同（图２）。Ｒｏｓｓ在３０℃
条件下对干燥粘土矿物样品进行吸附实验，发现伊

利石的吸附能力要大于蒙脱石以及高岭石（Ｒｏｓ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９）。ＬｕＸｉａｏｃｈｕｎ等（１９９５）同样认为，伊利
石的吸附作用在有机碳较低的页岩中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而吉利明等在６５℃条件下对各单矿物
的干燥样品进行甲烷等温吸附实验，得出了不同的

结论，认为粘土矿物气体吸附能力的大小次序为蒙

脱石＞伊蒙混层 ＞高岭石 ＞绿泥石 ＞伊利石（吉利
明等，２０１２）。

导致认识出现差异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实验条

件，温度升高会增加气体分子的运动速度，降低气体

吸附量（Ｊａｒｖｉｅ，２００８），但是由于蒙脱石具有特殊的
内表面（赵杏媛等，１９９０），使得气体分子不易逃逸，
从而在较高温度时保持着高的吸附量。其次是粘土

矿物成岩作用和程度的不同，其孔隙结构存在差异，

也会导致吸附能力的不同（吉利明等，２０１２）。同
时，样品干燥时预处理温度可能存在差异，不同温度

会使粘土矿物中的水发生不同程度的散失，蒙脱石

层内束缚水完全散失后会很大程度的增加蒙脱石的

比表面积，从而导致甲烷吸附能力的不同。

３　粘土矿物的孔隙结构特征
页岩储层孔隙结构对页岩气的储集具有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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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页岩孔隙发育特征主要受页岩有机质类型、

无机成分和有机质成熟度的影响（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ｅｔａｌ．，
２００８）。其中，粘土矿物孔隙类型及形态影响着页
岩比表面积和孔隙的发育程度。不同粘土矿物的化

学成分、构造形态、晶体结构和微粒性等的不同，矿

物晶体内孔隙以及颗粒间孔隙的形态和大小也具有

一定的差异，因此会具有不同的表面积与孔容，使得

具有不同的吸附气体的能力。

表２不同粘土矿物孔隙形貌特征对比表
Ｔａｂｌｅ２Ｔｈ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ｔａｂｌ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ｐｏｒｅ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

粘土矿物类型 孔隙形态 孔隙分布位置及大小（ｎｍ） 孔隙类型

蒙脱石 狭缝状、圆形 层面间约２００～４００颗粒表面约１００～５００ 大孔、中孔、毛细孔、微孔

伊利石 矩形、三角形、狭缝状 颗粒间约５００～４０００片层间约１００～２００ 大孔、毛细孔

伊蒙混层 圆形、多角形 晶体内部约６００～８００晶体之间约５０～３００ 大孔、中孔

高岭石 狭缝状、不规则形状 颗粒间约２０～１００单晶片层间＜１０ 大孔、中孔

绿泥石 三角形、狭缝状 单体间约１００片层间约２０ 中孔、微孔

图３粘土矿物的外表面积和内表面积
（据赵杏媛等，１９９０）

Ｆｉｇ．３Ｔｈｅｏｕｔ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１９９０）

３．１　孔隙形貌特征
研究岩石孔隙形貌特征主要采用扫描电镜、透

射电镜、激光共聚焦显微镜、Ｘ射线层析扫描等手
段。扫描电镜因其能直接观察岩石样品原始表面，

具有景深大、图像立体感强、分辨率较高，放大倍数

大等特点，成为分析粘土矿物的成分、形态及分布特

征最常用的方法（胡圆圆等，２０１２）。不同类型粘土
矿物的晶体形态、产状各异，且粘土矿物多以集合体

形式出现，因此在扫描电镜下的形态与孔隙空间也

存在一定差异（表２）。
前人对粘土矿物扫描电镜特征描述的较为详尽

（邹春燕等，２００５；马世忠等，２０１２）。在 Ｋｅｌｌｅｒ与
Ｓｔａｕｄｔ的粘土岩孔隙划分方案，分别将直径 ＜
０６ｎｍ、０６～２ｎｍ、２～５０ｎｍ、５０ｎｍ～２μｍ、２～５０μｍ
和＞５０μｍ的孔隙称之为超微孔、微孔、中孔、大孔、
毛细孔和巨毛细孔（Ｋｅｌｌｅｒ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田华等
（２０１２）发现，粘土矿物含量与微孔、中孔的相关性
较差，与宏孔的相关性较好，说明粘土矿物控制着页

岩储层中宏孔的发育。

胡圆圆等（２００５）与吉利明等（２０１２）分别在扫
描电镜下观察了碎屑岩与粘土岩中粘土矿物的电镜

特征，研究发现蒙脱石一般以薄片状和丝绢状包裹

于矿物晶体表面或者呈蜂窝状充填于粒间孔隙中。

由于蒙脱石特殊的结构特征，其层面之间可构成

２００～４００ｎｍ的狭缝，表面也会出现不同大小和形态
的孔洞，直径多为１００～５００ｎｍ；同时，晶体内部也会
形成许多细小的孔隙，直径在５０ｎｍ以下，表面还会
出现不同程度的细小的裂缝，约５～１０ｎｍ（张守天
等，１９７８；胡圆圆等，２０１２）。

伊利石单晶形态呈丝带状和羽毛状，排列相对

规则，一般在０１５～０５μｍ间，集合体形态多呈薄
片状，一般呈缠绕状弯曲，以杂乱状充填于孔隙空间

中或者包裹在颗粒表面形成粘土薄膜（张守天等，

１９７８；邹春艳等，２００５）。伊利石颗粒之间多分布大
孔和毛细孔，大小为 ０５～４μｍ。伊利石原层面间
的近平行缝隙被针柱状的粘土桥割成了若干小孔，

大小为１００～２００ｎｍ，但是连通性较差。
伊蒙混层矿物多包裹于其他颗粒上，或呈杂乱

状充填于孔隙中，晶内孔隙发育较少，大小多为６００
～８００ｎｍ（胡圆圆等，２０１２）。弯片状结构中常发育
极不规则的晶间残余孔，最宽的位置可达３００ｎｍ，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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窄处只有几个纳米，孔隙间连通性差。

高岭石多以定向排列或者杂乱堆积的状态充填

或者半充填于孔隙内部和颗粒之间，晶体呈假六角

薄片状晶形，大小约为１～５μｍ，厚度为２０～３００ｎｍ，
多以集合体的形式出现，呈团粒状、叠片状和叠板状

（张守天等，１９７８；邹春艳等，２００５）。高岭石片状颗
粒之间以及集合体之间会发育缝隙和孔隙，多为２０
～１００ｎｍ的中孔和大孔，１０～２０ｎｍ的孔隙多出现在
细小的颗粒之间，而在高岭石单晶片层间会有小于

１０ｎｍ的缝隙（吉利明等，２０１２）。
绿泥石单晶形态多为针叶状，大小为２～３μｍ，

其集合体为绒球状、蜂窝状、碟片状和玫瑰花朵状。

绿泥石常与自生长石共生，以针叶状单体形式包于

颗粒表面（张守天等，１９７８）。针叶状绿泥石单体间
存在纳米级的孔隙，单体厚度小于１００ｎｍ。绿泥石
片层排列紧密，层间发育狭缝状孔隙，大小约２０ｎｍ。

图４页岩甲烷吸附量与ＴＯＣ关系图
（据Ａｍｂｒｏｓｅ，２０１１）

Ｆｉｇ４Ｌａｎｇｍｕｉｒｖｏｌｕｍｅｄａｔａ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ｈａｌｅ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Ａｍｂｒｏｓｅ，２０１１）

表３部分粘土矿物表面积
（据赵杏媛等，１９９０；Ｐａｓｓ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Ｔａｂｌｅ３Ｔｈｅ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ｏｆｃｏｍｍｏｎ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ＺｈａｏＸｉｎｇｙｕａｎｅｔａｌ．，

１９９０；Ｐａｓｓｅ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０）

粘土矿物
层间距

（ｎｍ）
内表面积

（ｍ２／ｇ）
外表面积

（ｍ２／ｇ）
总表面积

（ｍ２／ｇ）

蒙脱石 ０．９６～２．１４ ７５０ ５０ ８００
蛭石 １．４３５ ７５０ ＜１ ７５０
伊利石 １．００ ０ ３０ ３０
绿泥石 １．４２ ０ １５ １５
高岭石 ０．７２ ０ １５ １５
细石英砂 － ０ ０．０２ ０．０２

３．２　粘土矿物的比表面积
页岩吸附气体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孔隙的发育程

度，更多的是依赖矿物颗粒的表面积。矿物的比表

面积直接决定了矿物表面的反应能力以及吸附容量

的大小（路长春等，２００８）。因此，比表面积的分析
是表征颗粒比表面积大小和孔隙结构分布特征的常

用手段（卢龙飞等，２０１３）。页岩中粘土矿物含量最
高可达８０％（陆现彩等，２００３；王祥等，２０１０；邹才能
等，２０１１），控制了泥页岩的比表面积。杨峰等
（２０１３）在研究页岩孔隙特征时统计得出，粘土矿物
含量与样品大孔的比表面积有很好的正相关关系，

同时黄振凯等（２０１３ａ）还发现页岩微孔、介孔以及
宏孔的孔容会随着粘土矿物的增加呈现明显增大的

趋势，说明页岩孔隙的发育与粘土矿物有关。矿物

的结构类型决定了矿物微孔的体积和比表面积的大

小，同时矿物的表面特征还受矿物成分的影响（陆

现彩等，２００３）。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进一步证实了
这一点，伊蒙混层矿物含量的增加会增加孔体积的

孔比表面积（魏祥峰等，２０１３）而绿泥石矿物的增加
则会抑制孔隙的发育（黄振凯等，２０１３ｂ）。矿物结
构或者矿物成分不同，他们的微孔结构不同，表面能

具有差异性，因此吸附能力的强弱也不尽相同（王

祥等，２０１０）。
粘土矿物比表面积特征较为复杂，许多粘土矿

物的表面积相对较大，这是因为粘土矿物的板、片状

结晶习性和一些粘土矿物（如蒙脱石）具有很大的

内表面积（晶体内部的）（图３）（赵杏媛等，１９９０）。
比表面构成越复杂，比表面积也更大，伊利石仅有外

表面。测定比表面积的方法主要有消光法、法浸润

热法、溶解度法、透过法、ＣＳＴ、显微镜与电镜法、溶
液吸附、气体吸附法等（罗兴树等，１９９７；马毅杰，
１９８１）。测试方法不同，测值也会有所差异。通常
使用的Ｎ２吸附和ＢＥＴ方程只能测定粘土矿物的外
表面积，而极性分子吸附法如水、乙二醇、甘油等吸

附法则可以测定总表面积，其中甘油吸附法既可以

测定总表面积，也可以测定外表面积（朱晓军等，

２０１２）。如表３所示，蒙脱石与蛭石的比表面积要远
大于绿泥石、高岭石和伊利石，且其内比表面积占总

比表面积的９０％以上，而其他粘土矿物的比表面积
均为外表面积（赵杏媛等，１９９０；Ｐａｓｓｅｙｅｔａｌ．，
２０１０）。正是粘土矿物特殊的比表面，使得气体分
子既可以吸附于粘土矿物外表面，也可以吸附于晶

层间内表面，这种特性使粘土矿物较其他无机矿物

具有更大的吸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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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粘土矿物中的水与有机质
在地层条件下，粘土矿物孔隙及表面上，不仅存

在页岩气的气体分子，同时还存在其他液体和固体，

其中水和有机质是影响甲烷吸附特征的最主要因

素。

图５水吸附的动态结构图（据孟英峰，２００２）
Ｆｉｇ．５Ｔｈｅ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ｗａｔｅｒ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ＭｅｎｇＹｉｎｇｆｅｎｇ，２００２）

４．１　粘土矿物中的水对甲烷吸附的影响
通常认为，随着储层含水量的增加，页岩气含量

逐渐减少（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水会占据岩石中孔隙空间，使得

游离气含量降低；二是水的吸附性比气体要强，随着

岩石的润湿，水会占据矿物颗粒的活性表面，使得吸

附气体的表面位置减少，从而降低了对气体的吸附

能力；三是随着岩石孔隙中水的增加，气体的赋存相

态会发生改变，原本游离于孔隙中和吸附在矿物颗

粒表面的气体会溶解在水中，从而使气体呈溶解气

的形式存在（付广等，２０００）。

粘土矿物微孔隙较多且表面积较大，导致其吸

附甲烷能力要强于其他无机矿物，但是在含水的情

况下，粘土矿物对气体的吸附能力会明显降低。干

燥页岩样品的甲烷吸附量与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有
很好的正相关关系，当ＴＯＣ为零时甲烷吸附量并不
是零，说明粘土矿物具有一定的吸附甲烷的能力

（图４）。但当样品含水后，ＴＯＣ为零时，甲烷吸附量
降低至零，说明含水之后，粘土矿物几乎失去了吸附

能力（Ａｍｂｒｏｓｅ，２０１１）。原因可能在于水分子占据
了粘土矿物孔隙表面的吸附位，导致气体分子不能

被吸附（朱晓军等，２０１２）。但也有学者认为，高含
水量可以有高含气量，原因是水与甲烷占据不同的

吸附位（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８）。
Ｒｏｓｓ等（２００７）通过实验发现，湿的伊利石和蒙

脱石吸附甲烷能力明显降低，湿的高岭石吸附甲烷

能力变化不大（表４）。他认为只有在含水量超过＞
４％时，页岩对气体的吸附能力才会出现显著的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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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饱水之后样品的气体吸附量比干燥样品降低了

低４０％。图５给出了水吸附的动态结构，形象的解
释了水分子在粘土矿物表面的吸附特性。

图６蒙脱石颗粒形态及两个蒙脱石层展开的形态（据Ｊｏｈｎｔｏｎ，２０１０）
Ｆｉｇ．６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ｖｉｅｗｏｆ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ａｎｄ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ｖｉｅｗｏｆｔｗｏｓｍｅｃｔｉｔｅｌａｙｅｒｓ（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Ｊｏｈｎｔｏｎ，２０１０）

亲水性是粘土矿物的重要特性之一。根据存在

状态，粘土矿物中的水分有结构水、吸附水、层间水

和沸石水（邹才能等，２０１２）。赵杏媛等（１９９０）则将
粘土矿物中的水分划分为结晶水、吸附水、自由水三

类。粘土矿物中吸附水、层间水和沸石水以中性水

分子Ｈ２Ｏ的形式存在，随着外界温度条件的变化，
这些水分子的存在形式会发生变化，一般当温度达

到１００～２５０℃时，中性水分子基本全部脱离了粘土
矿物的束缚（蔡进功，２００４）。由此可见，在原始地
层条件下，粘土矿物中的水是很难全部逃逸，水分子

不可避免的会占据甲烷气体的吸附空间，降低了粘

土矿物的吸附能力。

粘土矿物吸水后会出现体积变大的膨胀特性。

其吸水膨胀分为两个过程：首先是表面水化，由粘土

晶体表面直接吸附水分子和通过所吸附的可交换性

阳离子间接吸附水分子而导致的水化，这个作用进

行的尺度大概为１．０ｎｍ，约四个水分子层的厚度；
随着粘土矿物层面间距的增大，表面吸附能量逐渐

减小，当距离大于１．０ｎｍ时，表面吸附能已经不是
主要的了，此时进入了渗透膨胀阶段，该阶段的膨胀

是由渗透压力和双电层斥力所引起的，膨胀可使粘

土层间距达到１２．０ｎｍ（Ｊｏｈｎｔｏｎ，２０１０）。
粘土矿物不同的晶格构造，具有着不同的吸水

膨胀能力。蒙脱石类矿物吸水膨胀性最强，原因在

于其晶胞具有三层结构（图６），使得其吸水膨胀性
远大于伊利石和高岭石（赵杏媛等，１９９０；张乃娴
等，１９９０；Ｊｏｈｎｔｏｎ，２０１０）。蒙脱石晶层中氧层之间的
牵引力很小，层间容易侵入水分子，从而引起晶层沿

垂直层面方向膨胀。同时，晶格内四面体层的 Ｓｉ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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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部分可被Ａｌ３＋、Ｐ５＋等置换，八面体层内的 Ａｌ３＋常
被Ｍｇ２＋、Ｆｅ３＋、Ｚｎ２＋、Ｌｉ＋等置换，使得晶层之间的距
离增加，使得更多的水分子进入晶层之间，引起矿物

膨胀（赵杏媛等，１９９０；Ｊｏｈｎｔｏｎ，２０１０）。伊利石晶体
结构与蒙脱石相似，不同的是伊利石层间有 Ｋ＋存
在，Ｋ＋水化能力小可以镶嵌在粘土硅氧层的空穴
中，使得水分子不易进入层间，从而不易膨胀。高岭

石晶层间存在氢键，使得晶胞间联结紧密，水分子不

易进入，吸水膨胀性很小。

不难看出，粘土矿物吸水后不仅表面吸附位被

水分子占据，使得粘土矿物的吸附能力下降，同时由

于部分粘土矿物具有吸水膨胀的特性，在膨胀时晶

层间距增加，使得孔隙体积减小，孔隙连通性变差，

从而减小了游离气的赋存空间，降低了粘土矿物总

体的含气能力。

表４粘土矿物比表面积、含水量以及吸附能力（据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Ｔａｂｌｅ４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ｏｉｓ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ｏｒｂｅｄｇａ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ａｆｔｅｒＲｏｓｓｅｔａｌ．，２００９）

粘土矿物
含水

（％）

孔隙结构／比表面积 吸附能力（ｃｍ３／ｇ，６ＭＰａ）

Ｎ２吸附法（ｍ２／ｇ） ＣＯ２吸附法（ｍ２／ｇ） 平衡水样品 干燥样品

伊利石 ５．９ ３０．０ ２９．４ ０．４ ２．９
蒙脱石 １９ ２４．７ ２８．３ ０．３ ２．１
高岭石 ２．９ ７．１ ９．８ ０．７ ０．７
绿泥石 ０．８ ２．１ ４．８ － －

４．２　粘土矿物中的有机质对甲烷吸附的影响
页岩中有机碳的含量与粘土矿物含量呈正相关

关系（张永刚等，２００７）。由于粘土矿物的吸附特
性，部分有机质可以吸附于粘土矿物的外表面。进

一步来看，有机质不仅可以分布于粘土矿物的外表

面，还可以存在于粘土矿物层间以及矿物间的孔隙

中，形成颗粒态、表面吸附态和粘土矿物层间结合态

等多种形式的有机质（张永刚等，２００７；蔡进功，２００４
ａ；林腊梅等，２０１３）。Ｋｅｎｎｅｄｙ等（２００２）发现，粘土
矿物外表面积与有机质相关性差，而总比表面积与

有机质相关性好，进一步佐证了有机质在粘土矿物

层间存在的这一观点。

页岩中有机质主要以可溶与不可溶两种状态存

在。可溶有机质如饱和烃、芳烃、非烃、沥青质等，不

可溶有机质有镜质组、壳质组和惰质组等（蔡进功

等，２００９）。烃源岩中不可溶有机质仅与矿物颗粒
呈混杂堆积的形式，并没有呈吸附态结合在一起，而

可溶有机质则与粘土矿物形成吸附共生的关系（樊

馥等，２０１１）。卢龙飞等（２０１３）对比分析了粘土矿

物的原始比表面积与进行碱解、酸解处理之后的比

表面积，发现粘土矿物表面特征与孔隙结构发生了

明显变化。常温常压条件粘土矿物的比表面积一般

为６０～１００ｍ２／ｇ，地层条件下为３０～５０ｍ２／ｇ，经过处
理后增加至８０～１１０ｍ２／ｇ，说明经过碱解、酸解处理
之后，占据粘土矿物表面的有机质被分离了出来，使

得孔隙增多，比表面积增大。

由此可见，粘土矿物中有机质的存在虽然降低

了粘土矿物的比表面积，但不同时代、不同成熟度的

页岩可溶有机质在矿物中的赋存状况也不同，可溶

有机质本身对甲烷的吸附状况研究的还不透彻，可

溶有机质对粘土矿物的甲烷吸附作用是抑制还是增

强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５　结论
归纳前人研究成果，得到如下主要认识：不同类

型的粘土矿物因其晶体结构和表面特征存在差异，

具有不同程度的甲烷吸附能力，但目前对不同粘土

矿物吸附能力大小的认识存在差异；干燥粘土矿物

之所以具有很强的甲烷吸附性，要归结于其较为发

育的微孔、特殊的板片状孔隙结构及丰富的内外比

表面积，为页岩气赋存提供了有利空间；粘土矿物中

的中性水分子在地层条件下很难逃逸，水分子会占

据甲烷的吸附空间，降低了粘土矿物对甲烷的吸附

能力；粘土矿物被水润湿之后会发生膨胀，增加了粘

土矿物两层间的距离，使孔隙中游离气赋存空间减

小，粘土矿物总体含气性降低；粘土矿物中有机质既

能以吸附态存在于粘土矿物外表面，也能以结合态

存在于粘土矿物层间，占据了粘土矿物中部分比表

面积和层间空间，但其对甲烷吸附能力的影响尚不

明确。

从页岩气勘探需求来看，对于粘土矿物甲烷吸

附性的研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开展：阐明不同

粘土矿物在不同地质条件下的吸附能力，更好的认

４１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识页岩气的赋存机制；加强对粘土矿物孔隙结构特

征的研究，阐明粘土矿物孔隙的吸附性能；粘土矿物

中水的存在使得粘土矿物对甲烷的吸附特性变得复

杂，需要研究不同含水量情况下粘土矿物吸附能力

的变化，并对水分子与甲烷分子的存在形式进行深

入探讨；进一步探讨有机质在粘土矿物中的赋存形

式以及有机质存在对粘土矿物孔隙结构和表面吸附

特征的影响，准确获得页岩气储层中粘土矿物的吸

附能力。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蔡进功．２００４．泥质沉积物和泥岩中有机粘土复合体．导师：李从先．
同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蔡进功，卢龙飞，丁飞，樊馥．２００９．烃源岩中黏土与可溶有机质相互
作用研究展望．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７（１２）：１６７９～
１６８４．

崔景伟，朱如凯，吴松涛，白 斌．２０１３．黄铁矿在页岩有机质富集、生
排烃与页岩油聚集中的作用．地质论评，５９（ｚ１）：７８３～７８４．

樊馥，蔡进功，徐金鲤，包于进．２０１１．泥质烃源岩不同有机显微组分
的原始赋存态．同济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３９（３）：４３４～４３９．

付广，庞雄奇，杨勉，薛永超．２０００．天然气运聚相态及其研究意义．中
国海上油气（地质），１４（２）：１１２～１１７．

胡圆圆，胡再元．２０１２．扫描电镜在碎屑岩储层粘土矿物研究中的应
用．四川地质学报，３２（１）：２５～２８．

黄振凯，陈建平，王义军，薛海涛，邓春萍，王民．２０１３ａ．松辽盆地白
垩系青山口组泥岩微观孔隙特征．石油学报，３４（１）：３０～３６．

黄振凯，陈建平，王义军，邓春萍，薛海涛．２０１３ｂ．利用气体吸附法和
压汞法研究烃源岩孔隙分布特征———以松辽盆地白垩系青山口

组一段为例．地质论评，５９（３）：５８７～５９４．
吉利明，邱军利，张同伟，夏燕青．２０１２．泥页岩主要黏土矿物组分甲

烷吸附试验．地球科学，３７（５）：１０４３～１０５０．
吉利明，邱军利，夏燕青，张同伟．２０１２．常见黏土矿物电镜扫描微孔

隙特征与甲烷吸附性．石油学报，３３（２）：２４９～２５６．
李政．２０１１．东营凹陷页岩气勘探潜力初步评价．导师：沈忠民．成都

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林腊梅，张金川，刘 苏，唐 玄．２０１３．泥页岩成岩作用及其成藏、成矿

意义论评．地质论评，５９（ｚ１）：６７４～６７５．
路长春，陆现彩，刘显东，杨侃，陆志均．２００８．基于探针气体吸附等温

线的矿物岩石表征技术Ⅳ：比表面积的测定和应用．矿物岩石地
球化学通报，２７（１）：２８～３４．

卢龙飞，蔡进功，刘文汇，腾格尔，王杰．２０１３．泥岩与沉积物中粘土矿
物吸附有机质的三种赋存状态及其热稳定性．石油天然气地质，
３４（１）：１６～２６．

陆现彩，尹琳，赵连泽，熊飞．２００３．常见层状硅酸盐矿物的表面特征．
硅酸盐学报，３１（１）：５９～６５．

罗兴树，杨坤鹏，崔茂荣．１９９７．泥页岩比表面积测定方法实验研究．
西南石油学院学报，１９（３）：４９～５３．

马世忠，王海鹏，孙雨，吕品岐，满维光．２０１４．松辽盆地扶新隆起带北
部扶余油层超低渗储层———粘土矿物特征及其对敏感性的影

响．地质论评，６０（５）：１０８５～１０９２．
马毅杰．１９８１．测定土壤比表面的乙二醇乙醚吸附法．土壤，（３）：１０５

～１０７．
孟英峰．２００２．泥页岩水化反应的系统仿真技术及其在油气田开发领

域中的应用．导师：罗平亚．西南石油学院博士论文．

田华，张水昌，柳少波，张洪．２０１２．压汞法和气体吸附法研究富有机
质页岩孔隙特征．石油学报，３３（３）：４１９～４２７．

王祥，刘玉华，张敏，胡素云，刘红俊．２０１０．页岩气形成条件及成藏影
响因素研究．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１（２）：３５０～３５６．

魏祥峰，刘若冰，张廷山，梁兴．２０１３．页岩气储层微观孔隙结构特征
及发育控制因素———以川南—黔北 ＸＸ地区龙马溪组为例．天
然气地球科学，２４（５）：１０４８～１０５９．

杨峰，宁正福，张世栋，胡昌蓬，杜立红，刘慧卿．２０１３．基于氮气吸附
实验的页岩孔隙结构表征．天然气工业，３３（４）：１３５～１４０．

张林晔，李政，朱日房．２００９．页岩气的形成与开发．天然气工业，２９
（１）：１２４～１２８．

张乃娴，李幼琴，赵惠敏．１９９０．粘土矿物研究方法．北京：科学出版
社，６２～６６．

张守天，王宗良．１９７８．中国粘土矿物的的电子显微镜研究．北京：地
质出版社，４～９．

张永刚，蔡进功，许卫平．２００７．泥质烃源岩中有机质富集机制．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６～１０８．

赵杏媛、张有喻．１９９０．粘土矿物与粘土矿物分析．北京：海洋出版社，
２９１～３４１．

朱晓军，蔡进功．２０１２．泥质烃源岩的比表面积与有机质关系研究进
展及意义．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３３（３）：３７５～３８３．

邹才能，董大忠，王社教，李建忠，李新景，王玉满，李登华，程克明．中
国页岩气形成机理、地质特征及资源潜力．石油勘探与开发，
２０１０，３７（６）：６４１～６５３．

邹才能，陶士振，侯莲华．２０１１．非常规油气地质．北京：地质出版社，
２６～９３．

邹才能，杨智，陶士振，李伟，吴松涛，侯连华，朱如凯，袁选俊，王岚，

高晓辉，贾进华，郭秋麟，白斌．２０１２．纳米油气与源储共生型油
气聚集．石油勘探与开发，３９（１３）：１３～２６．

邹才能，杨智，崔景伟，朱如凯，侯连华，陶士振，袁选俊，吴松涛，林森

虎，王岚，白斌，姚泾利．２０１３．页岩油形成机制、地质特征及发展
对策．石油勘探与开发，４０（１）：１４～２６．

邹春艳，罗蓉，李子荣，陈盛吉，万茂霞．２００５．电镜扫描在碎屑岩储层
粘土矿物研究中的应用．天然气勘探与开发，２８（４）：４～８．

ＡｍｂｒｏｓｅＲＪ．２０１１．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ｇａｓｓｈａｌｅｓａｎｄｉｔｓ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ｎ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Ｏｋｌａｈｏｍａ．

ＡｒｉｎｇｈｉｅｒｉＲ．２００４．Ｎａｎｏ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ｍｅｎａｔｕｒａｌ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ｎｄｓｏｉｌｓ，Ｃｌａｙｓａｎｄ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５２：７００～７０４．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ＧＲＬ，Ｂｕｓｔｉｎ，ＲＭ．２００８．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ｇａｓｓｈａｌｅｓ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Ｂｒｉｔｉｓｈ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ＰａｒｔＩ：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ｓｏｎ
ｍｅｔｈａｎ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
５６（１）：１～２１．

Ｃｈｅｎｇ，Ａｉｌｉｎｇ，ＨｕａｎｇＷ Ｌ．２００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ｇａｓｅｓｏｎｃｌａｙｓ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３５（４）：
４１３～４２３．

ＪａｒｖｉｅＤＭ，ＨｉｌｌＲＪ，ＴｉｍＥ．Ｒｕｂｌｅ，ＲｉｃｈａｒｄＭ．Ｐｏｌｌａｓｔｒｏ．２００７．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
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ｅｎｔｒａｌＴｅｘａｓａｓｏｎｅｍｏｄｅｌｆｏｒ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ｉｃ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９１（４）：４７５～４９９．

ＪａｒｖｉｅＤＭ．２００８．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Ｐｌａｙｓ：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Ｏｉｌ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Ｐｒｅｓｓｍｅｅｔｉｎｇ．

ＪｏｈｎｓｔｏｎＣＴ．２０１０．Ｐｒｏｂｉｎｇｔｈｅｎａｎｏｓｃａｌｅ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
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４５（３）：２４５～２７９．

ＫｅｌｌｅｒＪＵ，ＳｔａｕｄｔＲ．２００５．Ｇａｓ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ｅｑｕｉｌｉｂｒａ：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ｖｅ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ｓ．ＵＳＡ：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４２２．

ＫｅｎｎｅｄｙＭＪ，ＰｅｖｅａｒＤＲ，ＨｉｌｌＲＪ．２００２．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ｃｏｎｔｒｏｌ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ｃａｒｂｏｎｉｎｂｌａｃｋｓｈａｌ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２，２９５（２５）：６５７～６６０．

ＬｏｕｃｋｓＲＧ，ＳｔｅｐｈｅｎＣ．２００７．Ｒｕｐｐｅｌ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

５１２第 １期 王茂桢等：页岩气储层粘土矿物孔隙特征及其甲烷吸附作用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ｔｔｉｎｇｏｆａ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Ｂａｓｉｎ，Ｔｅｘａｓ．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９１（４）：
５７９～６０１．

ＬｕＸｉａｏｃｈｕｎ，ＬｉＦａｎｃｈａｎｇ，ＷａｔｓｏｎＡＴ．１９９５．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ＤｅｖｏｎｉａｎＳｈａｌｅｓ．Ｆｕｅｌ，７４（４）：５９９～６０３．

ＭａｖｏｒＭ．２００３．Ｂａｒｎｅｔｔ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ｉｎｐｌａｃｅｖｏｌｕｍｅ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ｓｏｒｂｅｄａｎｄ
ｆｒｅｅｇａｓｖｏｌｕｍｅ．ＡＡＰＧ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Ｓ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ｅｔｉｎｇ．ＦｏｒｔＷｏｒｔｈ，
Ｔｅｘａｓ．

ＰａｓｓｅｙＱＲ，ＢｏｈａｃｓＫＭ，ＥｓｃｈＷＬ，ＫｌｉｍｅｎｔｉｄｉｓＲ，ＳｉｎｈａＳ．２０１０．
Ｆｒｏｍｏｉｌｐｒｏｎｅ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ｔｏｇａｓｐｒｏｄｕｃｉｎｇｓｈａｌ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ＳＰＥ ｐａｐｅｒ１３１３５０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ＣＰＳ／Ｓ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ｏｉｌ＆ｇａｓ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ｘｈｉｂｉ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８～１０Ｊｕｎｅ（２０１０）．

ＲｏｓｓＤＪＫ，ＢｕｓｔｉｎＲＭ．２００９．Ｔｈｅ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ｏｆｓｈａｌ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ｐｏｎｇａ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Ｍａｒｉｎｅａｎｄ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６（６）：９１６～９２７．

ＲｏｓｓＤＪＫ，ＢｕｓｔｉｎＲ．２００７．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ｏｆｔｈｅＬｏｗｅｒ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Ｇｏｒｄｏｎｄａｌｅｍｅｍｂｅｒ，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Ｃａｎａｄａ．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Ｃａｎａｄｉ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ｌｏｇｙ，５５（１）：５１～７５．

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ｃａｉ，ＪｕａｎｇＬＣ，ＬｅｅＣＫ，ＨｓｕＴＣ，ＬｅｅＪＦ，ＣｈａｏＨｕａｎｐｉｎｇ．
２００４．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ｄｓｕｒｆａｃｔａｎｔｃａｔｉｏｎｓｏｎｔｈｅ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ｌｌｏｉｄ
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８０（１）：２７～３５．

Ｐｏｒ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ｉｎ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ＷＡＮＧＭａｏｚｈｅｎ１），ＬＩＵＳｈａｏｂｏ２，３），ＲＥＮＹｏｎｇｊｕｎ４），ＴＩＡＮＨｕａ２，３）

１）Ｂｏｈａｉ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ｄｅ，ＴｉａｎｊｉｎＢｒａｎｃｈｏｆＣＮＯＯＣＣｈｉｎａＬｉｍｉｔｅｄ，Ｔｉａｎｊｉｎ，３００４５２；
２）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

３）Ｓｔａｔｅ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ＥｎｈａｎｃｅｄｏｉｌＲｅｃｏｖｅｒ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
４）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Ｑｉｎｇｄａｏ，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６６５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ｒ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ｌｅ．Ｉｔ’ｓｃｌｏｓｅｌｙｒｅｌａｔ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Ｂｅｃａｕｓｅｏｆｉｔ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ｃｒｙｓｔ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ｆｏｒｍｅ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ｏｆｐｏｒ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ｃｒｙｓｔａｌｌａｙｅｒ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ｎｅｒａｌａｎ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Ｔｈｅｐｏｒｅｓｉｚｅ，
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
ｒｅｖｉｅｗｓｔｈｅ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ｖａｒｉｏｕ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ｓｕｃｈａｓ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ｐｏ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ｒ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ｉｎｐｏｒ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ｍｏｒｐｈｏｌｏｇｙ．Ｔｈｅ
ｒｏｕｎｄａｎｄｓｌｉｔｍｉｃｒｏｐｏｒｅｓａｒｅｍｏｓ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ｆｏｕｎｄｉｎｓｍｅｃｔｉｔｅｃｌａｙ，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ｔｈｅｂｉｇｇｅｓｔｔｏｔ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ａｎｄ
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Ｔｈｅｍｅｓｏｐｏｒｏｕｓａｎｄｍａｃｒｏｐｏｒｏｕｓａｒｅｍｏ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ｉｌｌｉｔｅａｎｄｋａｏｌｉｎｉｔｅｗｉｔｈｔｈｅ
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ｂｅｌｏｗｉｎｇｍｏｎｔｍｏｒｉｌｌｏｎｉｔｅ．Ｗａｔｅｒ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ｏｒｅｏｆｔｈｅｃｌａ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ｗｉｌｌａｌｓｏａｆｆｅｃｔ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ｂｅｌｉｅｖｅｄｔｈａｔｗａｔｅｒ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ｗｉｌｌｏｃｃｕｐｙ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ｏｆｐｏｒｅ，ａｎｄ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ｉｎａｄｅｃｒｅａｓｅｏｆ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ｓｏｌｕｂｌ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ｔｏｔｈｅ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ｏｆ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ｓａｒｅｎｏｔｃｌｅａｒｙｅｔ．Ｆｉｎａｌｌｙ，
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ｓｓｏｍｅｏｆｔｈｅｉｓｓｕｅｓｔｏｂｅｅｘｐｌｏｒｅｄｉｎｄｅｐｔｈ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ｔｏｔｈｅｎｅｅｄｓｏｆ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ｈａｌｅ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ｃｌａｙｍｉｎｅｒａｌ；ｐｏｒ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ｒｅａ；ｍｅｔｈａｎｅ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６１２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１５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