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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是油，大概不會有人懷疑，事實上它也確確

實實是油。因此，儘管它不能食用，但我們卻很容易

把它和豬油與植物油的來源聯想在一起。石油來自地

底而數量又多，於是六千萬到一億多年前之間大量出

現在地球上的龐大恐龍便成為石油來源的最合理推

測，因為恐龍是那麼地有份量，恐龍屍體腐爛後產生

的液體滲入地下後，油會浮在距地表很近的地下水表

面上，而被地下水帶著往下游流去，再匯聚在某一個

地方。如果這個過程沒有錯，那麼墓園附近應可找到

油，特別是老墓園附近。遺憾的是，答案卻是否定

的。如果您再想想幾年前口蹄疫埋入地下的那一堆豬

隻，是否有人發現過一窪子的豬油？答案也是否定

的。為什麼呢？

因為這些動物的油脂很容易會被細菌分解，它在

地表很快就消失得無影無蹤（全下了微生物的肚子）。

如果油脂類這麼容易被分解消化，那麼石油是不是就

特別耐菌蝕呢？否則怎麼仍會有這麼多石油被發現，

難道微生物吃了會拉肚子？其實在高濃度的石油裡細

菌是難以存活的，但石油儲集於封存構造中總有幾百

萬年到一億年歷史，在這漫長歲月裡，菌類只要一天

吃一點總有一天可以吃完。按目前已知的常識，深達

地下一千多公尺的石油都會受到菌蝕作用，其實菌類

是無所不在而且數量多得嚇人，在您的腸道裡是如

此，在您的口腔裡、皮膚表面上也是如此，即使在深

海的火山熱液噴出口（高溫、高壓且高毒性的環境）

都有細菌存在。現代的基因工程中生物的基因能被人

工快速複製，靠的還是在溫泉中存活的細菌。

石油通常來自較深的地層（2,000∼5,000公尺），

超過此深度的地層因地層間的孔隙受壓力消失而接近

緻密，缺乏儲存油氣的空間，而且因過高的地下溫度

（正常情況下每公里增加攝氏30度）會將石油裂解成天

然氣。因此，太深的地底下較不容易找到石油；而在

較淺的地底下（通常小於1500公尺）的石油，除容易

被菌蝕外，由於地下水沖刷與低分子成分透過地層的

逸散而導致石油多呈濃稠狀，開採較不易。在一般的

情況下，石油的比重是由地下深部往地表逐漸增大。

既然恐龍不是石油的來源，那麼石油的可能來源



是什麼？當我們的眼光被侏儸紀的恐龍所吸引時，卻

忘了比恐龍更多的是藻菌類，這些東西無處不在，數

目繁多，增殖速率更快。不要忘了一個黃金葡萄球菌

可在四小時繁殖到百萬個，而導致食物中毒。也不要

忘了路邊的小池塘總是綠色的，因那裡面有無數的藻

類活動著。小池塘如此、湖裡如此，海裡就更不用說

了，它是食物鏈的最基層供應者，同時也是石油的重

要基本來源。

石油的真正來源是藻菌類，它在地球上已悠然地

存在了幾十億年。而陸生植物雖然出現較晚，但也比

恐龍早幾億年就已披覆在地表上，只要水份夠，這些

盎然的綠意何處不在？何時不在？即使在解凍後的北

極凍原也如此，幾億年來滄海桑田，何曾讓其容顏憔

悴？這些東西死亡後和動物一樣，很快會被微生物分

解消化，但因為數量繁多，即使是萬分之一的機率，

或多或少仍會有一些保留在沉積物中。

就陸生植物而言，花粉、孢子、葉片上的角皮及

樹脂等都可以轉化成石油。而樹幹的木質部，則因為

化學組成的限制，在受地球內部大烤爐細火慢燉時，

只能生成天然氣，就像瘦肉是熬不出油來的。這些陸

生植物被分解後的殘餘與還未經分解的部分，歷經大

雨沖刷，帶離原地，進入湖泊或海洋，而被保留在水

底下的沉積物中，特別是高等植物具有抗氧化及抗菌

蝕性質的木質部分。

若您在大雨之後到海邊走一趟，會發現那裡堆滿

了漂木，但除此之外少有其他東西，畢竟海濱是能量

最高（破壞能力最大）、氧化最強的環境。因此，有機

物在海洋沉積的頁岩中，高等植物的木質部分占約

70∼80％，其餘的才是花粉、孢子及少量的樹脂、角

皮，而藻類則相當少。其實不論是在湖水及海水中，藻

類均是最活躍，也是最繁多的生物，按理它在水底下所

沉積下來的沉積物中應較陸生植物的殘骸為多，但因

為它含較多易為微生物分解的脂類，也是食物鏈中的

基礎供應者，因此一般的沉積中它的含量甚少。

但是自然界總存在著偶然與意外，當特殊或突發

的狀況下出現特別有利的生存條件時，藻類就會快速

而大量地繁殖，其死亡殘骸墜落水底後，如果氧的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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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不足導致生物分解不及時，這些殘骸便會被後續落

下的沉積物覆蓋而保留下來。當沉積物中的含量較高

時，便會形成一個好的產油層，在漫長的地質史上，

這類特異事件發生了不計其數。但徒有好的生油岩，

未必能生成大量的石油，有機物要轉化成石油需靠兩

大因素：即時間與溫度，而後者比前者的影響更大。

一般而言，生油

岩要在攝氏100度左右

的溫度（即埋深在3公

里左右），台灣因地層

沉積速率較快，要埋深

3.5公里才能開始生成

石油，而當溫度達攝氏

190度左右，長鏈的油

分子會開始被裂解成低

分子的氣。也就是說較

高的溫度，只能生成天

然氣，這些生成的油或

氣會從由泥巴形成的頁

岩移出，跑到由砂子形

成的砂岩中。砂岩的孔

隙較多，油與氣則順著

連通的孔隙漸漸往較高

的地方移動，直至遇到

讓移動產生障礙的處所

（也就是一個好的封閉

構造，它包含了好的蓋層與儲集層），就會積聚在該

處。但這並不是它的永久歸宿，經歷過地震的人都知

道，地殼其實是會變動的。

同理，封儲油氣的條件也會不斷地改變，故油氣

的聚集也就不會恆久不變地待在同一個地方，而是隨

著條件的改變不斷地移動。大部分的情況是油氣如同

滾水中的泡泡，冒出地表。百年前苗栗的出磺坑就是

因為有油溢出而得名。至於台灣的地質受先天條件限

制，只能產氣（地層中所含的有機物以陸生植物碎屑

為主），因為斷層多且地層破碎，所以由南到北雖有

許多的氣苗分布，卻少有原油溢出，也因此原油都得

靠進口。

石油的來源

雖然石油和我們的食衣住行都有相當密切的關

係，但我們大多數人可能都只看過汽油與機油，少有

機會看到真正的石油。究竟它長得什麼樣子？其實什

麼樣子都有，從墨黑濃

稠到清淡如水，從烏漆

嘛黑到五光十色，但大

部分是棕黑色，不同的

產地、不同的深度，所

採出的石油都有不同的

成分，而成分的差異是

由許多原因造成的，如

溫度、水沖、菌蝕、移

聚、擴散…等等。不同的

來源物所生成的石油會

有不同的組成。

石油的來源物有那

些呢？石油的來源是有

機物質，是來自曾經有

生命的東西。而同為生

物的人可不可能是石油

的來源？儘管現今人是

地球的主宰，而且數目

有幾十億之多，但確定

為人類祖宗的非洲原始人類，其出現年代最早也才三百

多萬年，對地質史而言，這是剛才發生的事，何況幾十

億的人口數量也是近幾十年來才有的。

會形成石油來源有如恆河沙數的生物，人與恐龍

的數量固然也是多得難以盡數，但能供應人與恐龍作

為食物的生物，植物數量必然更為龐大。而植物所生

成的花粉、孢子及葉片的角皮數目自然更多，水中的

藻類也一樣。這些存在數目超級龐大的東西，能躲過

食物鏈的消化及自然界微生物的分解而保存在地層

中，即使機率只有萬分之一，數目也非常可觀。所以

一般的岩層中都可以發現這些東西，但數量不會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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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射光下古代的各種藻類。（μm＝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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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果以重量計算，多半只有千分之幾的含量而

已。而在特殊的情況下，含量會到達百分之幾，那就

會是個很好的生油地層。

但我們在一般地層中，很少看到動物的大形遺

骸，所以石油的來源雖然是有機物，卻不是來自大型

動物。舉例來說，如果你家前面的那座山含有千分之

五的有機物（生油物質─

─油母質），而這些有機

物有一半可以轉化成石

油，那麼所生成石油的數

量會是那座山的千分之二

點五，或許你家前面望得

到的那座山只有一千公

尺，但是地底下能生成石

油的地層厚度範圍，卻可

高達五千公尺到六千公

尺，另外，山多半只是單

薄的一片，但形成一個油

氣儲聚點的成油範圍卻往

往有幾十到幾百平方公

里，所以一個值得開發的

構造都會有幾億桶或幾十

億桶的油可供開採。台灣

因先天條件的關係，只產

氣不產油，但幾個主要的

生產構造（天然的儲氣窖）

有數量龐大的天然氣儲藏在裡頭，這些天然氣曾讓台

灣人煎煮炒炸了幾十年之久。

前面提過，能形成石油的大都是難以數盡的東

西，其中花粉、孢子、樹葉的角皮等對形成石油的能

力都不如藻類。在三十多億年前的地層中，曾發現有

像藻類的球體及像細菌的桿狀體，早期的藻類是藍綠

藻，這表示那時候已經是陽光普照，它已發展出光合

作用的能力。但是地球在二十億年以前，大氣中並沒

有氧氣存在，而只是以氮及氧化碳為主，因此，在十

多億年的漫長歲月中，只有簡單的單細胞生命體存

在。而這些生命體的細胞核中，遺傳的物質極為紊

亂，並且行無性生殖而無法變異，以類似的形態存活

了無數的歲月。

直到那麼一天，地球大氣中，氧出現了，比前核

生物更進一步演化的真核生物也就在十∼十六億年前

開始生成；這些具有染色體與細胞核的生物開始出

現，但仍舊是行無性生殖，且也不能產生變異。再經

過幾億年的漫長演

化，直到八到十億年

前，有性生殖的真核

生物才出現，而多細

胞有機體則隨著大氣

中氧的增加，在七到

十億年前出現，由此

可知，多樣性的生命

體是後來才有的。

多樣性的生命體

固然使石油有更寬廣

的來源，能形成石油

的地層卻不一定非得

要多樣的來源不可，

所以在西伯利亞、安

曼、澳洲及美國的密

西根州都可找到這類

由六億年以上的古老

地層所生成的石油。

地球的年齡約有47

億年之久，藻類的出現則有三十多億年，如果按等比

例分，老的地層對石油的貢獻應該占有非常高的比

例。但實際上被發現的石油有一半是在恐龍時代的地

層（侏儸紀與白堊紀），其次是恐龍消失的年代（六千

五百萬年內的地層），恐龍出現前的地層對石油形成的

貢獻已不多，十億年以前形成石油的地層更是少見。

這中間似乎有些矛盾存在，問題在於石油形成的

機制及地質構造。有機物要形成石油有兩個要素，就

是溫度與時間，愈老的地層需要的溫度愈低，換句話

說，只要埋深即可形成石油。在古生代（2億4千5百萬

年至5億7千萬年前）或更老的地層中，除了在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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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透射光下的古代孢子（1-4）花粉（5-9）角皮（16-17）與木質

部14-15）。（μm＝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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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地塊（地盾）裡能維持較淺的深度外，大部分若

不是埋藏過深便是消失了。在地質史裡，它們雖曾生

成石油並蘊育成藏，但事實上，地殼是不斷地被拼湊

或拆解，每次拼湊、拆解出來的圖樣都不同，而它的

移動（推、拉、擠、撞）會產生隱沒、融溶與岩漿噴出

並冷凝固化；它不斷地生成，也不斷地被消化，換句話

說，它有新陳代謝的作用。

石油含有無數不同的化合物，但主要組成可以就

所含數量的多寡依序為正烷烴、

支鏈烷烴、環烷烴與芳香烴等。

若以元素組成來說，碳占全部含

量的84.5％，其次為氫13％。換

句話說，石油就是碳與氫的化合

物，與瀝青的碳84％、氫10％，

油母質的碳79％，氫6％相近；

而瀝青為油的前驅物，瀝青裂解

後就形成石油。

前面提過，石油是有機來源，主要來自數量極大

的生物；與石油最接近的是脂肪，脂肪在動物中主要

儲藏在皮下、腹部及肌肉組織中；但在植物中，主要

儲藏在種子、果實和孢粉中。對海洋生物而言，脂肪

類的功能是為了食物的儲存、隔熱以及浮游的需要，

而以短鏈的液態烴（液態脂肪）為主，陸生植物則因

外部的保護作用而需要長鏈烴（蠟）。

一般感覺上好像動物的脂肪比較多，如豬的腦滿

腸肥，人的大肚皮⋯⋯等。但比較植物與動物的差

異，則植物的脂肪含量變化極大。含量最多的是孢

子，占50％，高的可達90％；其次為藻類20∼30％；

細菌則稍少於藻類，是5∼20％；樹木的樹皮可達25∼

30％。相對於動物的10％左右（浮游動物18％，浮游

植物僅11％），植物顯然有較高的脂肪含量。動物的組

成是以蛋白質為主，碳水化合物為次；而植物的組成以

碳水化合物為主，次要成分則不一定。

在海洋中，浮游植物和浮游動物占了海洋生命組

成的95％以上，比例極高，而浮游植物的年產量是浮

游動物及底棲生物的十幾倍到幾十倍，從這樣的數量

及其組成，我們不難理解到浮游植物在石油的形成上

所具有的意義。當這些生物死亡之後，不論是海底或

土壤表層數公分深的地方都充滿了微生物，每立方公

尺的沉積物裡，細菌可達到500公克，也就是每毫升沉

積物會有幾百萬個細菌。

這些生物會用�破壞死去的組織，但這僅止於沉

積物的表層，當沉積物埋入較深，氧的供應減少，細菌

的數量會迅速減少，到了地下三公尺深處，就只存在

了幾百個。所以，較快的沉積，可使這些死去殘骸降

低被微生物分解的機會，而

可以保留在沉積物中。

微生物分解及使用有機

物的過程，可利用�將高分

子的蛋白質、碳水化合物和

脂肪分解成簡單的分子以利

吸收，再合成一部分進入細

胞質。在氧化的環境下，分

解的破壞作用相當快，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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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貧氧環境沉積的岩層中夾含有機物情形，黑色

者為有機物。

生成氣

藻類油母質 

膜煤素油母質 

腐植質油母質

生成油

生成油與氣

在透射光下的古代藻類來源的不定型產油有機物（上圖）古代孢

子花粉產油有機物（中圖）與產氣木質部（下圖）。（μm＝微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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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被分解成水、二氧化碳、硝酸根離子及氨基酸等。

而碳水化合物則水解成葡萄糖等單糖，接著進一步分

解成二氧化碳及水；木質素則因部分產物不能被生物

利用所以分解速度慢。但真菌等微生物能將其轉變成

較簡單的酚類、脂肪類化合物，或更進一步的分解成

水及二氧化碳。在植物組織

中，較能扺抗生物破壞的是

角質、孢粉、樹蠟及樹脂；

但在沉積物中，木質素是被

保留下來最多的有機物。

但這些都僅止於沉積物

表面氧化環境，當沉積物進

一步掩埋時，氧因被消耗且

無法由水體及空氣供應，而

且有機物殘骸分解過程產生

的物質及細菌代謝物會使酸

度增加，而抑制了喜氧細菌

及真菌的繁殖。大部分的細

菌在中到弱鹼性環境中（酸

鹼值為7∼7.5）繁殖最盛，

在酸鹼值為5時已大大減

弱，當酸性增強到酸鹼值為

2∼3時，多數細菌便無法存活。由於沉積物埋入地表

以下時，環境就變成還原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水

解及厭氧菌的分解是主要作用，脂肪轉變成脂肪酸、

蛋白質則斷裂變成氨基酸，而木質素就分解成苯環類

的衍生物及大量的活性基團。

這些有機物除了受上述生物的分解作用外，在低

溫及埋深較淺的狀態下會因化學反應而造成改變，特

別是在攝氏50∼60度的溫度下，如氫原子的重新分

配，有的化合物變成缺乏氫，有的則含有很多氫。脫

水作用會使醇類轉化成烷類，脫羧及還原作用則會使

脂肪酸變成烷類⋯⋯等。

當埋深漸增加時，溫度也跟著增高，地溫的增高

原因有許多，如岩漿的化學反應、放射性元素蛻變、

重物質位移、物質分子壓縮變化時的晶格熱、構造變

動與潮汐所造成的摩擦熱、以及原始的地球殘餘熱等

來源，使得地球愈往內部溫度愈高，通常每1公里的深

度會增加攝氏30∼35度，換句話說，當深度達到地底

下三千公尺時，溫度會超過攝氏100度。

同樣的原理，當有機物埋深大於1公里也就是溫度

大於攝氏50度時，開始進行熱分解作用，這時候，時

間對有機物的變化開始有

了意義，如同炒菜或煮炸

東西，時間愈久則愈老或

愈焦；在地層中有機物的

變化與此相似，如果我們

把不同深度的花粉或孢子

放在透射光顯微鏡下，便

可看到，隨著埋深增大，

花粉與孢子逐漸由淡黃

色，轉深黃色再變成棕

色，最後則成為黑色。

石油的形成既受溫度

也受時間的影響，就溫度

而言，太低的溫度石油不

能形成，太高的溫度則石

油會被破壞，所以石油大

多形成於攝氏50∼200度

的範圍內，生成石油的高峰則出現在100度左右；而溫

度的範圍則與時間的長短有關，愈久則可形成石油的

溫度愈低。攝氏50∼200度的埋深，用正常的溫梯度

換算大約是地下1公里至6公里，太深，油會被裂解成

氣，而且，如果埋藏太深，地層中的孔隙幾乎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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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淤積期:主要由兩岸供應沉積物

西北 東南

西北 東南

西北 東南

西北 東南

前地塹期:形成弱帶並於其上堆積了早期沉積物

地塹形成期:斷塊旋轉並形成缺氧深湖且進一步沉積

地塹壓縮期:地層被壓縮抬升並於盆地邊緣造成侵蝕

由張裂所產生的斷陷盆地之發育實例，地層逐漸埋深。

成熟
過成熟
基盤

垂直放大12倍

千呎

64哩

張裂性的斷陷盆地埋深後有機物成熟度分布範圍，紅色為產油油

窗，紫色為產氣氣窗，黑短線為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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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利於油氣從地層中移出，形成具經濟

價值的油氣藏。所以，太深的地下，石油

不會存在。另外，太深的地下鑽油，費用

非常高，並不經濟，所以探油的深度多半

在五、六千公尺的範圍內進行。

一般油的比重大多比水輕，會隨著

浮力而往上移動，往淺處跑。因此，雖然

石油的形成有一定的溫度門檻，但比此溫

度門檻淺的深度並不難找到石油，在地下

較淺處形成的石油通常較粘稠，越往深處

則越輕越稀，這是因為溫度的增大，使大

的分子裂解成較小的分子。換句話說，

溫度會使分子趨向於在該溫度能維持穩

定的結構，如重油逐漸變為輕油，再變

成氣，最後只有結構穩定的甲烷存在。

另外則是芳香環的聚合，芳香烴分子越變越大，使石

油成熟為焦瀝青，在更高的溫度（如高於攝氏250度）

進一步成為石墨。

石油的遷移和聚集

水在石油的形成與遷移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形

成石油的有機物主要是散布在由泥巴形成的頁岩或鈣

質含量較多的泥岩之中，當泥巴與砂子沈積時，都含

有接近一半的水，在海中沈積的含了海水，在淡水中

形成的則是含淡水。

但不論海水或淡水，水分子在有機物轉化成石油

或石油裂解成較輕成分（較小分子）時，提供了氫離

子，否則會因缺乏氫而形成二氧化碳。這些水會因岩

層埋深受壓而逐漸排出，就像用手去擠浸溼的海綿。

要把水從海綿擠出並不難，但如果想把它完全擠乾，

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岩石在沈積時不論是砂子或泥巴，都像海綿一

樣，空隙間全是水。不同的是，砂子的孔隙很大，泥

巴的空隙卻很小，在後者中的流動卻不是那麼容易。

但地層累計的壓力，溫度；所造成的膨脹力與油氣生

成所增加的壓力、都會迫使水從泥巴形成的頁岩中排

移出去。不過地層受壓而排水，主要是發生在淺層，

愈往深處愈少，而粘土礦物的脫水作用則發生在攝氏

80∼120度，即較深處。

前面曾提過石油生成的高峰是攝氏100度，粘土礦

物脫去的水占沉積物體積的5∼10％，對石油從頁岩層

中移出是有幫助的。因為從石油生成到結束，孔隙的

損失也只是5∼20％，當油與氣的數量不多時，都必須

藉由水來帶出頁岩層。如甲烷氣在1,000公尺的深度

下，溶解於水的體積是水的兩倍，到了深度6,000公尺

時就是10倍。溶解氣體隨著水而移出，但當氣體量大

於溶解度時，不需要藉助於水，也能以氣相方式移出

生油岩層。這時候氣體可溶解部分的油，也把油帶出

生油岩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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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集生油岩
（2.5％ TOC）

貧乏生油岩
（0.5％ TOC）

不成熟帶

油的初形成帶

油的主形成帶

成熟

油飽和率達
0%碳氫化合
物未生成故
僅水排移

油飽和率達
5%碳氫化合
物生成後侵
入鄰近孔隙
油未開始排
移

油飽和率達
20%油開始
游移

油飽和率達
0%碳氫化合
物未生成故
僅水排移

1 毫米0

油飽和率達
2%碳氫化合
物生成後侵
入鄰近孔隙
油未開始排
移

油飽和率達
8%但油仍無
法游移

黏土

粉砂

孔隙被油氣充填帶

有機物

水流

油氣流

水與油從小孔隙的頁岩流至較大孔隙的粉砂岩的可能情形，左圖為富含有機物的岩

層不成熟時只有水排出直到生成的油飽和度達20%時才開始排油，右圖為有機物貧

乏的岩層只有水排出。

成熟
過成熟
基盤

垂直放大12倍

千呎
44哩

凹陷盆地埋深後有機物成熟度分布範圍，紅色為產油油窗，紫色

為產氣氣窗，黑短線為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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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油平常是不溶於水的，但當水的溫度超過攝

氏100度時，水會從高極性變成低極性，而變成可溶解

不具極性的油，因此，此油也會藉水而移出生油岩

層。但是油的數量多時，不需要藉助水也能移出生油

岩層。有時候雖然數量不多，但也能藉由有機物的分

布當作途徑而移出。不過，在地底相當於攝氏100度的

深度時，油與氣成為單相，所以，是以單相方式移出

生油岩層。

油與氣從細顆粒的生油層移到粗粒的運載層時，

是藉由上述不同方式進行，而在粗粒的運載層中也同

樣可以氣相、油相或分散相進行。分散相是0.5∼1.5

微米的小油滴，它們帶負電，會互相排斥，而不會凝

聚，可以進行長程的遷移。至於油相與氣相的遷移會

像狗狗走路，一路走一路留下紀念品，如果不是數量

夠，還未達終點站，就己消耗怠盡，無法儲集成具經

濟價值的油氣藏。所以油與氣要做長途旅行，除了本

錢要夠，還得要有好的環境，例如載層的延續性要

好，途中也不能有太多的斷層構造導致漏失，所以油

與氣的長程移居不是常態。

油與氣在載層的運動是朝低勢能的方向運動，簡

單的說，就是朝向較低的壓力與溫度的方向移動。岩

層埋得愈深，孔隙愈小，孔隙壓力愈大，地溫也愈

高，但油氣卻是愈往深部的分子愈小，比重也愈低。

在比重較小的情況下，它是會朝上運動，但是地層沈

積時，多半呈水平方向分布。垂直方向的岩性變化通

常很大，褶皺固然會使岩層呈相當程度的傾斜，但油

氣仍然不容易垂直往上移動。側向或斜角的移動是較

容易進行的，除非有斷層破壞了地層的延續性，才會

有機會往上移動。

油氣在孔隙較大的載層（大多為砂層）中游移，

當移動受到障礙時，例如水流由上往下、壓力變大、

或孔隙與滲透率降低時，導致移動速度很慢或停止，

就會積聚成油氣藏。如果障礙大到阻擋大量的油氣

時，就會形成具經濟價值的油氣藏，這多半是背斜構

造的軸部或是斷層所形成的封閉。油氣的遷移通常是

走走停停的，而且歇止的地方也不會永久，因為地殼

是動態的。 □

沈俊卿 郭政隆

中國石油公司探採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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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岩石顆粒  0.1毫米

油在載層中的移動需穿越較小的孔喉也必須克服毛細壓力，也會

沿路留下紀念品。

油在載層中不斷的移動最後在背斜高區中儲聚成油氣藏，若蓋層

不緊密仍會向上漏失至它處成藏。

在透射光下的古代動物殘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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