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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澳洲雪梨舉辦的 2004 年第二十一屆有機岩石學會(TSOP)年

會，共分為論文發表、短期訓練課程、與野外地質旅行三大部分。有

來自世界各地一百多人與會。論文發表共分為宣讀論文與壁報論文兩

大部份八十三篇，前者分為包括石油生油岩、有機地化等六大主題，

而後者則分為包括有機地化與生油岩等四大主題。而發表論文為本次

出國參加 TSOP年會最主要目的。在此年會中，職等以壁報論文方式

發表了三篇論文，其中兩篇為石油基金委辦計畫的研究成果，分別為

芳香烴的相關研究成果及第三類型油值回復壁報論文，另外一篇為新

成熟指標。並適時和與會的國際有機地化學者進行相關分析技術的研

討、交流與經驗交換。短期訓練課程的主題為「煤的礦物物質(mineral 

matter)分析與重要性」，包括課程講授與實驗室分析儀器觀摩。由課

程的講授中，對名辭的定義與範籌、礦物質的形成與分析技術等有更

進一步釐清與認知。此外，位於雪梨盆地的 Joadja油頁岩與

Newcastle煤層野外地質之旅，由帶領專家的講解與煤層岩性變化露

頭的實際觀察，以及配合文獻上論文發表的相關研究結果，對煤特性

及其與煤成油氣的相關性有更深的認識，不論對今年進行中兩個研究

專題有直接幫助，或對未來有關臺灣地區煤系地層油氣生成研究也會

有相當的助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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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目的 

「氣、油、岩對比技術研究」，其重點即在於新對比技術研發，

並整合現有對比技術，針對目標地區從事生油源岩研判與生油潛能

評估，以協助油氣探勘評估，為達成此目標，藉由參加國外有機地

化研討會以便獲得新的分析技術，對研究計畫之進行及完成將有相

當的幫助。有機岩石學會(TSOP)年會乃國際有機地球化學界著明的

學術研討會，會中同時舉辦多埸包括有機岩石、有機地化、煤特性

及煤成氣等諸領域的先進研究成果發表會，參加 TSOP年會之研討

會將可吸取與研究計畫相關的新技術和新觀念。引進新技術和整合

現有技術，綜合研判目標地區及鄰近地區生油源岩與生油中心所在

及生油氣潛能評估，以協助油氣探勘評估，降低探勘風險。 

本次出國的主要任務，除參加2004年第二十一屆「有機地化

年會(有機岩石學會)」（TSOP）年會外，主要是在年會中，發表三

篇論文，其中兩篇為石油基金委辦計畫的研究成果，分別為芳香烴

的相關研究成果及第三類型油母質回復壁報論文，另外一篇為新成

熟指標。同時於會中與會的國際有機地化學者進行有機地化分析技

術、煤特性及煤成油氣分析技術研討與切磋，技術交流與交換經

驗。另藉發表論文與野外地質之旅，搜集和探討國外盆地之有機地

化資料。以便於相關技術的提昇及適時應用於探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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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過程 

(一) 93.09.26－澳大利亞新南斯威爾州(New South Wales) Joadja 

野外地質旅行 A: Joadja Creek Kerosene Shale 

(二) 93.09.27－澳大利亞新南斯威爾大學 

短期訓練課程：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of Mineral Matter in 

Coal 

(三) 93.09.28~93.09.30上午－澳大利亞雪梨 

參加 2004年有機岩石學會(the Socity for Organic Petrology；

TSOP)第 21屆年會及發表壁報論文 

(四) 93.09.30下午~93.10.01－澳大利亞新南斯威爾州 Newcastle 

野外地質旅行 B：An overview of the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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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心得 

(一) 參加 2004年有機岩石學會(the Socity for Organic Petrology；

TSOP)第 21屆年會及發表壁報論文 

參與本次年會者，共計有來自世界各地一百多人，其中中國大陸

參與人數多達十餘人，包括來自石油公司、科學院、及礦業大學等單

位。台灣則只有本公司沈俊卿先生與吳素慧參加。本年會共計有六個

專題報告、62篇宣讀論文及 22篇壁報論文發表。在宣讀論文部份，

共分為下列六大主題： 

1. Coal Seam Gas and CO2 Sequestration(11篇) 

2. Petroleum Source Rock (11篇；其中中國大陸缺席一篇) 

3. Coal Characterisation and Resources for Sustaniable 

Development(12篇) 

4. Organic Geochemistry(12篇) 

5. New Techniques and Application(8篇) 

6. Coal and Organic Petrology (8篇) 

在壁報論文部份，則分為下列四大主題： 

1. Coal Seam Gas (1篇) 

2. Coal Characterisation and Resources for Sustaniable Development (2

篇) 

3. Organic Petrology and New Techniques (6篇) 

4. Organic Geochemistry and Source Rock (13篇) 
參加 TSOP年會，發表相關研究壁報論文
一篇，為本次出國主要目的之一。在年會

中，職等發表三篇題目為「The 
Characteristics of Alkylphenanthrenes and 
Alkyldibenzothiophenes in Condensates and 
Source Rocks from the Chinshui 

圖一 論文壁報展示及宣讀
 5



Anticline, Northwestern Taiwan」、「Hopanoid Distributions in Coals 
and Coaly Shales from Northwestern Taiwan and a Newly Defined 
Maturity Parameter」及「Hydrocarbon Potential and Evolution of 
Concentrated Type Ⅲ Kerogens in Western Taiwan」 

 壁報論文(圖一)，發表內容如圖二a、b、c所示。發表三篇論文，
其中兩篇為石油基金委辦計畫的研究成果，分別為芳香烴的相關研究

成果及第三類型油值回復壁報論文，另外一篇為新成熟指標。 

 
 

圖二 a 壁報論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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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b 壁報論文內容 

 
 
 
 
 
 
 
 
 
 
 
 
 
 
 
 
 
 
 
 
 
 
 
 
 
 
 
 

 7



 

圖二 c 壁報論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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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術的發展中所發表與探勘較有關的為鏡煤素反射率的地化

數學方法研究、FTIR在第二類型油母質成熟度的應用及AIR-FTIR在

煤與煤素質成熟作用的研究。 

生油岩部份所發表與探勘較有關的為鏡煤素反射率的地化數學

方法研究、FTIR在第二包含印尼第三紀煤的沈積環境對生成潛能影

響、婆羅洲產油傾向的紅樹林煤、Santanghu盆地侏儸紀煤成油的化

學特性、海洋對 Taranaki盆地始新世腐植煤生油潛能影響、煤的有

效油窗、加拿大下白堊紀頁岩的有機物分佈、萃取有機物對鏡煤素的

影響塔里木盆地庫車凹陷煤成油與氣的形成控制因素、雪梨盆地海相

煤對成熟度的影響、始新世 Tarandli煤受海洋影響導致分子成熟指

標的變化、澳洲 Bowen-Gunnefah-Surat盆地石油潛能地化指標、澳

洲otway盆地晚侏儸到白堊紀油母質碳同位素地層、東巴布亞盆地中

固態瀝青質的有機岩石及地球化學及 c5∼8應用在鄂爾多斯盆地天

然氣來源及移聚的証明等等。在這其中值得一提的是去年應聘來本所

當顧問戴金星先生，此次率領5名彼岸中國石油公司5位屬員及一位

博士後研究生至大會發表文章，此為其第一次率團至國際發表，在所

參與大會的分屬 25國大多數學者中，是唯一以團隊方式出現的，是

否因本所有三篇文章於此大會發表，故率領較大團隊以別苗頭，則有

待証實。但其所發的文章：中國煤層氣田的分佈之內容中將台灣的油

氣田分佈及特性作為演講內容則其中之政治意味不可謂不濃，另外他

所率的團員之一所報告的塔里木盆地庫車凹陷中成氣與油的形成控

制因素，報告中用以對比依據的係甲苯(Toluene)之碳同位，本組同

仁林政遠先生多年前所作氣體同位素中甲苯之同位素不變但正庚烷

(n C7)與甲基環已烷(MCH)卻會變化，職於行前數月發現甲苯作為對

比工具的潛力與林先生討論過用運用甲苯作為油氣對比依據的可行

性。但對岸渠等則對甲苯進行擴散實驗，結果甲苯同位素值並未改

變，而再以人工模擬成熟過程甲苯同位素值亦不變，但不同母岩樣品

之甲苯同位素值卻不相同，故而依此作為氣源對比依據。戴先生去年

來台灣的收獲所顯示在TSOP大會上的不可謂不大。 

此次會議有三篇文章是針對煤層受海洋影響而所造成的改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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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篇係雪梨盆地二疊紀 Greta地層中煤層頂部受海洋影響造成有

機物之螢光增加，富氫鏡煤素因此增加，故鏡煤素受壓抑而低了0.25

﹪Ro，由於其正構烷受到耗蝕，奇偶數碳比值亦低，pristane/phylane

值也低而且hapane及diasterane含量較多，故被認為是在泥炭沈積

初期受到細菌侵蝕而且源自海洋的類脂質混入了泥炭之中，因此雖然

其 retene含量較高，若在此環境下其係源自菌類可能性高而非高等

植物樹脂，在計算成熟度值的影響因2MP相對較大量，故MPI所換算

的成熟度值會較高。另外兩篇則皆以紐西蘭 Taranaki盆地的中晚始

新世Mangahewa煤層為研究對象，三層煤的間距僅在5m以內，換言

之其所受的熱應力相同，若以硫含量多寡為是否受海洋影響，則全硫

含量增加時相對地代表氧化環境的 pristane/phyeane卻相對減少，

而硫含量與 oleanane/C30αβhopane的關係相當一致若硫含量代表

海水的貢獻，oleanane/C30αβhopane也代表海水影響的大小，則

三層煤由下往上顯示是個海進體系，而且中間那麼煤是個小型海退循

環，因煤層上下之硫含量高，同時oleanane/C30αβhopane也較高，

但其對﹪R0、HI與MPI-1的影響則不若前一篇所觀察到的結果，中間

煤層同煤層內極高的硫含量並未對 MPI造成影響，由三層煤的%R0值

由0.56 ﹪R提高到底層煤的0.8 ﹪R0此趨勢與MPI-1所計算出來的

成熟度值相似，顯示三層煤係受較高地溫梯度所影響，而非硫含量或

海水影響，而該篇作者所用isorank恐怕亦是錯的，除非鄰近地層的

有機物成熟度顯示係單一值，否則是否受海水影響所導致則相當值得

懷疑，特別是中層煤的兩個高硫含量樣品對鏡煤素反射率及氫指數的

影響並不一致，故難以從硫含量遞增去下結論認為鏡煤素反射率及

MPI-1所換算的成熟度皆受海水影響而壓抑，恐有待進一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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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短期訓練課程 

－Analysis and Significance of Mineral Matter in Coal 

本訓練課程主要目的，在於認識煤所含的礦物物質(mineral matter)

的性質，介於礦物物質、礦物(minerals) 與灰份(ash)之間的區別、礦

物物質的形成與含量測定，礦物的確認，XRD方法定量礦物學分析，

飛灰份(fly ashs)玻璃含量與組成評估，及實驗室的參觀等。 

煤的兩個物質組成，一為有機化合物或煤素質(macerals)，另一為

通稱為礦物物質的礦物與其它無機組成。煤中所含的礦物物質，能提

供含煤地層層序與個別煤層的沉積條件與地史資料。 

煤岩學學者定義「礦物物質」為在煤中與煤有關的礦物與無機物

質的總稱。在此定義下，煤的礦物物質包含三個基本組成類型(圖

三)：溶於煤的孔隙水中的塩類與其他無機物質；含在煤素質有機化

合物中的無機元素；以及代表真正礦物組成的個別無機粒子(結晶或

非結晶)。 

圖三  煤的礦物物質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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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的礦物可能源自不同的程序形成而來，包括經由水、風或火山

活動等將碎片沉積物粒子輸入原始的泥炭形成環境中所形成的，稱為

「Detrital Minerals」；另在泥炭沉積中，經由貝殼與其它生物組成聚

集成的，稱為「Biogenic Minerals」；以及在泥炭沉積期間，從泥炭沼

澤或泥炭床孔隙溶液沉澱結晶出來，或在沉積經由緊密作用後由煤的

孔隙裂縫沉澱結晶出來，稱為「Authigenic Minerals」。圖四顯示發生

在泥炭和煤中的一些礦物型式。                                             

圖四  發生在泥碳和煤中的一些礦物型式 a)siliceous phytoliths
isolates from plant debris; b)diatom shell in a modern-day peat
deposit; c)euhedral quartz crystals, apparently authigenic in
origin, isolated from and Australian coal; d)pyrite framboids in
polished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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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礦物物質含量的測定，有最早的化學分析計算法，以及有機物質

的氧化方法、非礦物(non-mineral)無機物的分離測定，以及顯微鏡觀

察方法。而礦物則可由肉眼與顯微鏡、掃描式電子顯微鏡(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SEM)、X－Ray繞射 (X－Ray diffraction; XRD)

技術等分析方法進行確認。在運用 XRD 方法做定量礦物學分析方

面，由於 XRD分析在礦物比例定量測定上有其極限值，因此數種方

法被研究發展，主要基於對煤樣中的礦物進行半定量，例如

Riteveld-base 定量 XRD技術。 

如同煤中礦物物質，顯微鏡與 XRD分析，包含定量方法亦可應

用於灰份的分析。由於飛灰份個別顆粒通常太小到用其它的技術分析

無法獲得可信賴的確認，使得 XRD在飛灰份的礦物學特性分析上特

別有用。非定型或非結晶的玻璃原子，由於沒有規則性的排列，使其

在 XRD 研究中產生決定性的峰(peak)。儘管由不同類型玻璃質礦物

在 XRD圖所產生的為 broad pattern 或 humps(圖六)，然而這些 humps

卻可提供一個在飛灰份中玻璃存在的指標。 

圖五 煤在不同基準下分析時，礦物物質與其它組成的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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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一典型澳大利亞飛灰份的 XRD圖
(圖中 broad hump是由非定型或玻璃質相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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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野外地質旅行 

本次年會所舉辦的野外地質旅行共分為「Joadja Creek Kerosene 

Shale」與「An overview of the Newcastle Coal Measures」兩個部分。

Joadja與 Newcastle皆位於雪梨盆地內(圖七)。雪梨盆地是澳大利亞

兩個首要的產煤地區之一。其地質區域北從 Newcastle 至南接近

Batemans Bay，西至 Lithgow，東延伸至海域。其由二疊紀至三疊紀

層序所充填(圖七、八)。 

1、  

2、  

3、  

圖七  雪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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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梨盆地的北方為Bowen盆地及Galilee盆地，這幾個盆地呈長

條狀分佈在澳洲大陸之東岸，為澳洲內陸諸盆地中最東者，屬於二疊

紀沈積盆地。澳洲大陸於二疊紀中期開始因地殼底下的熱對流而產生

下陷作用，並形成十個主要的二疊紀含煤盆地，但上部地函的湧昇熱

對流卻只在東、西兩岸產生火成活動。此次煤層的野外地質旅行即至

雪梨北方270公里外的新堡(New castle)勘察二疊紀的煤露頭，該地

區的煤因位在造山盆地邊緣故有較厚的煤層露，該次地質旅行主要的

教授们及學者们均參加，停留點計有十個，但遺憾的是該日適逢大型

峰面過境，一早出門即強風加大雨，風雨交加一路加持直至活動結

束。除了少數來自美國地調所的有週全的防雨裝備，其餘因防雨裝備

缺乏均成落湯雞，但大部份的參與者均不在意大風雨，精神著實可

佩，或許他们深怕錯過此機會不知何時能夠再來。而洋人辦事一板一

眼缺乏變通但絕不敷衍的特點，在此次顯露無遺，即便大風大雨的情

況下十個點皆按表操課，一個也沒漏。九個剖面所出露的煤層分別屬

於Newcastle煤系及Tomage煤系，前者因火成活動的增強致火山灰

含量隨著增加，惰煤素含量也跟著增多，呈相反變化的則是鏡煤素含

量，但具產油能力的膜煤素則僅稍微減少。惰煤素開始增加的轉折點

是在火山灰含量最大的時候。露頭煤樣硫含量均低於 0.51﹪顯係均

為陸相淡水成煤，但若衣惰煤素含量則這些煤可分成三群，分別為惰

煤素含量 12﹪、~20﹪及~50﹪。高惰煤素含量的煤層均下覆有火山

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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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雪梨盆地中央部份地層層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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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Joadja Creek Kerosene Shale 

油頁岩地質旅行則是由雪梨往南行約一個半小時行程，出露的

油頁岩(其它名如藻煤)同樣是雪梨盆地晚二疊紀的煤層中所夾沉積

物，厚度為40∼140公分，中間夾著鏡煤素質的薄層，油頁岩上方

覆蓋著一層煤(腐泥煤)。 Kerosene Shale因其為極端富集的油頁岩

而在上個世紀被作為煤油的提煉物故名煤油頁岩，其學名稱為

Torbanite 或 boghead coal。 

 

 

圖九  Botryoccus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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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由 Reinschia衍生而來的 Telaginite 



 

如前所述好的油頁岩又稱 torbanite或 boghead coal，主成份

為telalginite即由名為Reinschia的藻類聚合體所形成。其礦物質

含量往往低於10﹪，在高富集的樣品中，礦物質含量通常小於5﹪。

此區域外的油頁岩(藻煤或腐泥煤)與腐植煤(一般的煤)中間則隔了

層頁岩。職曾多次進行煤的相關研究，實際採樣經驗遍及西北部各露

頭，但此次則為第一次親眼目賭油頁岩產狀，算開了眼界也終於一償

宿願。它被稱為藻煤其來有自，誠如前所述其藻類含量高於 90﹪以

外，另外就是它在外觀上與一般的煤(腐植煤以鏡煤素為主)並無差

異，而且當它與一般煤夾混在一起時則更是難以區辨，何況它是晚二

疊紀雪梨群中四個大煤系中的一部份，上上下下所出現的煤層恐在

一、二十層以上，其側向變化上會隨著沈積環境的改變而逐漸變成以

鏡煤素為主的腐植煤，職立意參加此野外地質旅行的目的即在於瞭解

其可能的產狀與變化，以利於在其它地區尋找或發現可能的存在位

置，原因即在於它具有產油潛能，而且煤系出現時，只要條件合適則

藻煤就可能存在，但處於什麼樣的條件下它才會出現？以形成此一油

頁岩的 Botryoccocus bruunii存活年代早自遠古生代迄今，它在現

生的湖泊中也被發現，適合的水體環境則自酸性湖泊到海洋，適合的

氣候條件則是溫帶至熱帶氣候，適合的溫度條件可以延伸到 40°∼

60°的緯度，由於水質條件從淡水、半鹹水到鹹水，雖然其生存條件

之範圍不可謂不大。但是在澳洲它只伴隨著二疊紀的煤出現，在第三

紀的油頁岩中它的含量甚少。Dulhunty(1944)曾提出他所觀察到油頁

岩的環境條件，但簡單來說它存在於短暫性，低能量有大量水體的湖

泊邊緣，這湖泊水位是會隨其週邊河水泛瀾而增高也會隨著乾季來臨

而乾涸。由其生存條件之寬，按理其出現在各地層及各年代的可能應

該相當高。但事實上其發生機率並不若煤高，原因為何則待進一步的

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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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An overview of the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與 Tomago Coal Measures 皆屬於二

疊紀上部煤層(圖十四)，為整個 foredeep system含煤沉積物最厚、最

重要的一群。Newcastle Coal Measures沉積在 Tomago Coal Measures

之上。在 Newcastle 地區(圖七)，二疊紀上部共有 36 層煤層，其中

15 層在 Tomago Coal Measures，21 層在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Diessel, 1980)。上部二疊紀含煤沉積物最厚達到 1200 公尺

(Warbrooke,1984)。Newcastle Coal Measures 與 Tomago Coal Measures 

區別在於它們的經濟價值與地質差異原因。Newcastle Coal Measures

具有高經濟生產價值，反之，Tomago Coal Measures則含較低經濟價

值的煤層。此價值差異乃相對於兩個地層的古沉積環境的差異。

Tomago Coal Measures 為下部至上部三角州平原沉積環境，而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則為上部三角州至河口平原沉積環境

(Warbrooke,1984；Diessel,1992)。因此，Newcastle Coal Measures在一

較河流-陸地環境形成，而由於河流作用條件佔優勢下，其含有較

Tomago Coal Measures為高比例的粗粒沉積物。 

圖十四 雪梨盆地 Newcastle(北-東)至Wollongong(南-西)層序地層對比
(After Alder et al., 1998)

 20



圖十五顯示 Newcastle Coal Measures與 Tomago Coal Measures的一

些組成參數。其惰煤素/鏡煤素平均比值由 Tomago Coal Measures的

0.3、Newcastle C

最上部的 1.9

最高值。表一

顯示Newcastle 

Coal Measures

主要煤層與煤

級及類型相關

的一些組成比

較。此資料說

明其沉積環境

愈靠近河口，

惰煤素含量相

對的增加。   

oal Measures下部的 0.2，至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圖十五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與 Tomago
Coal Measures 主要煤層部份組成相對
含量分佈圖(After Warbrooke, 1987) 

表一  Newcastle Coal Measures主要煤層組成分佈參數表(After 
Angew et al.,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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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野外地質旅行的設計，主要是要將 Newcastle 煤田特有的地質

面貌，藉由可觀察到的露頭，介紹其部分予參與者認識。其觀察包括

由靠近二疊紀煤層底部，含細粒夾層有機物，以光亮煤岩類型佔優

勢，至上部部分夾礫石質層暗色煤岩類型的之間岩性 pattern 變化。

以及由證據顯示在煤層的中間部份因火山的噴發引起煤層積聚的停

止。同時做現生沼澤的形成環境觀察以與二疊紀煤層作比較參考。圖

十六與圖十七，顯示本次地質旅行的路線停留點及其露頭所代表的煤

層。而圖十八則顯示在過程中，由專家 Dr. Diessel 進行講解的一幕。 

圖十六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野外地質旅行行程停留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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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Newcastle Coal Measures 
沿岸部份的層序柱狀圖

圖十八 野外地質旅行過程中
Dr. Diessel 講解狀況 



四、 建議 

(一) 台灣西北部地區中新世三大含煤地層在油氣生成潛能上具

有難以被忽視的價值，北港高區上的碧靈頁岩、木山層、古

新統、白堊系為含煤層，在油氣供應上可以扮演重要角色。

因此進一步的相關研究有其重要性。而在澳洲因多數盆地含

煤，部份煤甚至外銷台灣，此外澳洲有一半的油藏源自於煤

及碳質頁岩，廣為人知的則如 Bowen、Cooper及 Gippsland

盆地等的油是來自於陸生植物，特別是Gippsland basin即

有 40億桶的油，曾被認為來自於煤，最近與其相鄰的 Bass

盆地(位在墨爾本以南至塔斯曼尼亞島間)，被証實油係來自

於煤而不是頁岩中有機物。因煤所具有能源上的商業價值及

油氣探勘的重要性，故有關煤的各方面研究，包括在生油

岩、有機地化等方面，相當的多，經驗也多。建議可與其相

關研究人員做進一步聯繫研討，相信對未來有關含煤地層油

氣生成相關研究會有相當的助益。也感謝公司賜予此次機會

參加此一會議，收穫甚多，且也能實際應用於今年的兩個研

究專題上，對以後的工作也甚有助益，可謂不虛此行。 

(二) 此次新堡(Newcastle )煤層野外地質旅行行程設計與安排，藉

由沉積環境變遷、岩性變化之地層剖面瞭解，配合露頭的觀

察，實為一相當理想的學習機會。亦可將由文獻所獲取的地

質知識，實際印證，對其相關的研究能更深入的瞭解。職於

80 年即開始作煤的研究，與國外的研究相較並不晚，但 13

年後方有此機會參加此一專業性會議。由於台灣的煤為第三

紀煤、煤層薄且沉積環境與澳洲全然不同，若用台灣煤的研

究心得去做澳洲礦區之煤層會有錯誤，故建議能讓進行相關

研究的人員早日參與類似的專業活動，相較於野外地質旅行

中數十位年紀半百之教授與專家的認真及努力，見諸其多年

來不斷參與這類會議與活動所累積之智能，顯然吾等還有極

大的差距有待努力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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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較於幾年前只有極少數服務於學校單位者參加，中國大陸

參加 TSOP本次年會的人數多達十餘人，以及服務的單位除

了學校外，石油公司也派團參加。參加國際會議也是擴展國

外探勘，了解國際探勘趨勢的好方法，其中所能獲得知專業

知能非在辦公室中閱讀有限文獻所能比擬，中油公司也應多

派人參加，以便於獲取更多的資訊，有助於國外探勘工作，

以職今年所參與的澳洲西北角 Vulcan 盆地評估為例，其主

要生油岩為侏儸紀地層，最佳生油岩則為早侏儸紀的煤層，

與雪梨盆地的二疊紀煤一樣含有惰煤素，因其對生油岩評估

有影響，藉由此次該盆地資料及別人研究成果，所獲得的幫

助是立即且直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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