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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类这个词由于用在不 同的地方而其含义

可能被混淆
,

例如通常地质学家所指的
“

固态

怪
”

井不是化学上的烙类
。

怪类的定义是在它

们的分子结构中仅仅含碳原子和氢原子
。

既然

怪类是石油的主要组份
,

它们在沉积岩中的产

状长期引起了地质学家和地球化学家的兴趣
。

数量不多的怪类到处与有机物质相件生
,

井且

是有机物质的一个天然部分
,

不希其是活 的生

物抑或是在沉积岩中呆了几百万年 的死 的生

物
。

B 、k e r (1 9 6 2 )和 Ph ilip p i(1 9 5 6 ) 曹经指出

在页岩和泥岩中怪类与有机物质的关系
。

所有

的沉积物包括现代沉积物在 内都含有或多或少

的怪类 (T r a s k a n d W u 19 3 0 ; O r r a n d E m e ry

1 9 5 6 ; S m ith 1 9 5 4 ; sw a in a n d P r o k o p o v ite h

1 9 5 4 ; S七e v e n s e t a l
. ,

1 9 5 6 ; B ra y a

nd E v a n s

19 6 1 ; H u n t 1 9 6 1 ; a n d G e h m a n
,

1 9 6 2
.

)
。

在研究石油起源方面
,

许多地质学家认为

是由沉积有机物质转化为怪类的
。

这一见解由

于在石油的分子结构中发现其碳骨架按化学原

理可以与分散在沉积物内的非怪有机物质的化

合物相对比而得到了支持
。

这一点开始是由在

原油和页岩中发现叶琳的 T ri e bs (1 9 3 3 ) 提出

的
。

这第一个证据又为近年来的其他发现再次

肯定和加强
。

Mai r
等 (1 9 62) 在石油的一个高

沸点馏份中分离和鉴定了二十一个三核芳香化

合物
。

他们认为这些怪类中的极大部分可以 由

留族化合物降介而来
,

这就支持了备族化合物

是石油的前身的理渝
。

踢族化合物包括了生物

体中的许许多多化合物
。

在石油的重质饱和馏

份和沉积物的抽提物中找到了街烷和其他在结

构上类似于留族的焕类 (M e in so h e in 1 9 5 8 )
。

近来的文献说明姥皎烷 (2
,
6

,

10
, 1 4一四 甲基

十五烷 )和植烷 (2
,
6

, 1 0 , 1 4 一四甲基十六烷 )

是石油的重要组份(D e a n a

nd W h ite h e a d 1 9 6 1 ;

B o n d o r‘ it is
,

B r o w n a

nd H e p n e s ,

1 9 6 2 )姥蛟烷

和植烷的存在也似乎直接关系到石油的起源
,

它们再一次地与有生命物质的遗体有关
。

这里

举为例子的姥蛟烷组成了叶绿素分子的 30 厂左

右
。

已经提出了许多似乎有道理的将石油前身

转化为操类的化学反应 (A b els o n 1 9 5 9 ; H a n s o n

19 5 9 ; E r d m a n 19 5 8 ; C o o p e r 1 9 6 3 )
。

尽管如

此
,

所见到的文献还局限于在实验室中来希证

这些地质条件下的转化过程 (Mul ik an d E r d
-

m a n
,

1 9 6 3 )
。

然而
,

这些反应在原理上是可能

的
,

大部分的证据表明在沉积物中怪的生成作

用是存在的
。

这一点是基于古代沉积物较之现

代沉积物含有更多的怪类的总倾向(H u nt 1 9 6 1 ;

G e h m a n 1 9 6 2) 以及在一些古代沉积物中发育

汽油的事实
。

由于少于检察限度
,

大部分的汽

油怪类在现代沉积物中检察不出来
,

然而它们

在一些古代非储集岩中是此较丰富的
。

这些已

由E rd m a n 等 (1 9 5 8 )
,
D u n to n a n d H u n t(1 9 6 2 )

,

以及 K v e nvo l通e n (1 9 6 2 ) 的工作指出了
。

重质

正构烷 (仇
4 一
Oa

4 ) 提供了近代沉积物和古代沉

积物的怪类之间的又一个显著差别 (St e
ve nS 等

19 5 6
,
E v a n s 1 9 5 7

,
B r a y a n d E v a n s 1 9 6 1 )

。

这一差异表示在图 1 中
,

这里对比了三个样品

中重质正构烷的相对丰度
。

图上方是现代沉积

物 中的正构烷
,

其中含奇数碳原子的正构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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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的范围比原油的大得多
,

原油的指数集 中在

1
.

0 左右的窄范围内
,

表明原油一般所含的乖

质正构烷其奇数分子和偶数分子儿乎相等
。

页

岩正构烷的碳优先指数一般低于现代沉积物
。

一些页岩的指数接近于 1
.

0
,

而 1
.

0 是原油正

构烷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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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分子中的碳原子数

沉积物和原油中正构烷分布示例

烈地居优势
。

这与图下方原油的情况相反
,

它

很少显示奇数碳原子的的优势
。

页岩样品则居

于现代沉积物和原油之间
。

图 1 中每条曲线的右方有 一 个数 目记作

CP工(碳优先指数 )
。

这一数 目告诉我们在每个

样品中奇碳正构烷比偶碳正构烷多多少 (B ra y

a n d E v a n s 1 9 6 1 )
。

例如
,

在现代沉积物中奇碳

分子为偶碳分子的 5
.

5 倍
。

原油的碳优先指数

是 1
.

0 1 ,

也就是奇碳分子和偶碳分子的丰度差

不多相等
。

为了更好地了解沉积物中碳优先指

数的意义
,

本文研究了比以往更多的样品(Bra y

: n d E v a n s 1 9 6 1 ; Co o p e r a n d B r a y 1 9 6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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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优先指数的分布

沉积物和原油中碳优先指数的分布表示在

图 2 中
,

横座标是碳优先指数
,

纵座标是相应

于每一个指数区间的样品百分比
。

图 2 上方的

77 个现代沉积物大部分取 自加里福尼亚岸外盆

地
,

墨西哥湾和湾岸凹地
。

24 1 个页岩样品和

40 个代表性的原油分别表示在图 2 的中央和下

方
。

页岩或泥岩样品取自不同的沉积物
,

从第

三纪到石炭纪
,

从北美
、

南美
、

北非到小亚细

亚的露头和深部岩
』

合
。

现代沉积物的碳优先指

数在 2
.

4 到 5
.

5 之间
,

表明在现代沉积物中广

徒地是奇碳重质正构烷明显地居优势
。

这个数

某些古代页岩的指数与某些现代沉积物相

当
,

这些样品的年代可老到石碳纪
。

如果说高

的碳优先指数是保存下来或埋藏下来的
,

那么

这就符合通常认为与古代沉积物在一起原先沉

积下来的怪类在某些方面和现代沉积物是相同

的假设
。

如果这一假设是正确的
,

那么所考察

的古代页岩中约有 90 书其正构烷组成已经历 了

变化
。

CP I他和烃类的新生

在较老的岩石中怪类数量的增加和汽油的

出现说明 了怪类的新生作用
。

数量不等的石油

正构烷的新生与原先和沉积物在一起沉积的熔

类相互混合可以导致页岩的 C P I 值降低
。

图 3

表示了 CP工值的这一降低
。

这张图所列的 成

果是可以算出来的也可以用实验来获得的
。

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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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

现代沉积物的正糊完
(占有机炭的

.

即路%)
。

把石油的正构婉加迸沉
不只胸正构娘后的

.

隋况

如

碳优先指数

10 ‘

一
目下打~一丸一一‘省方‘一翁

习

正构烷的倒易浓度(1/ C )

图 3 石油正构烷和现代海底沉积物正构烷

的混合情况

从石油中分离出来的正构烷与近代沉积物的正

构烷相混合
,

现代沉积物原有的碳优先指数及

其正构烷在总有机炭中的浓度的倒易数已用三

角点表示在图中
,

逐步混入石油正构烷其结果

用 圆圈表示在图中
,

这导致 CPI 值的连续下

降
。

图 3 中 CPI 值与倒易浓度之间的线性 关

系是有意义的
,

前述页岩 C PI值的低是由于重

质正构烷混合物的新生井接入到原先经类中去

的说法就可以通过古老沉积物来考察
。

现实地

考虑一下
,

在最好的情况下
,

所寻求的页岩的

OPI 和有机炭中正构烷的倒易浓度之间的线性

关系可以被原始 C PI 值和浓度等变数弄 得模

糊起来
。

这表示在图 4
,

其中的叉点是各个现

原先的数值就变掉了
,

出现一些代表较老岩石

的新点
,

在图中以黑点表示之
。

又如在图 3 中

那样
,

这些点应当位在原始沉积物的数值与石

油的数值的连线 上
。

图 4 表示了沉积物在地质

历史时期不同程度的转化所可能导致的点
,

井

预示了分析许多页岩样品可能出现的结果
。

在

主要是页岩的 E a gl e F o rd 层位广泛地采了样
。

这些样品可以作为例子
。

在这一层位采了二套

完整的岩心
,

一是从德克萨斯州 D al las 群
,

一

是从德克萨斯州W oo d群
。

皿a gl e F o rd 在 D al las

群出露而往东在 W oo d 群它埋至 4
,

00 0 英尺
。

图 5 表示了碳优先指数和正构烷 的 倒易 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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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真岩 CP I 与其原先沉积物时的 C PI

之简的理箫关系

代海泥的 CPI值和正构烷倒易浓 度
。

假定这

些现代沉积物可以代表以往地质时代原先沉积

的沉积物
;
井在其 中新生了数量不等的怪类

,

正构烷在有机炭中的倒易百分比

图 5 E a g le F 0 r d 真岩中碳优先指数与

正构烷倒易浓度之简的关系

(1/ C )
。

正构烷的浓度以其占有机碳的百 分比

表示之
,

以减少可变性
。

这些 点子具有较高的

线性相关系数 (7 二 0
.

8 )
。

这一碳优先指数与正

构烷浓度的关系是与正构烷经新生作用形成类

似于石油的奇偶此例 的 假 设 一致 的
。

E a gl e

F or d 在东西二边的岩性
、

厚度和有机炭含量大

致相仿
,

然而在 W oo d 群这一层位的 C P I值较

低和正构烷浓度较大与这一盆地深部转化作用

较强的推断相一致
。

这一 现象与 R o bi ns on 等

(19 6 3 )在 G r e e n R iv e r
建造 9 0 0 英尺层段看到

的碳优先指数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由 3
.

6 降为

1
.

2 的事实差不多
。

CPI 值和总烃含量的关系

有利于形成烷怪的条件也应当有利于有机

物质转化为其他怪类
。

考虑到这一点
,

考察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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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总烃含
量划分生
油层的界
线

即6o和即

气叭、,,V星�与

的样品出现的概率其正构烷接近于石油

页岩
、

泥岩和现代海泥中的 C P I 与总怪在有机

炭中的倒易浓度的关系
。

相当多的样品揭示了

C P I 与有机炭中总怪的倒易浓度之间具有很好

的线性相关系数 (下二 0
.

了3 )
。

这一关系符合于

CP工作为在沉积物中有机物质转化为怪类的指

标
。

图 G 表示了 CP I 与怪类倒易浓度的关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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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正构烷近接于石油的样品出现的概率

从现代沉积物开始一 直 到某 些 页 岩和 泥岩
,

C P I 值显示了有机物质向怪类的转化
。

分布的

带较宽是由于原始沉积物具 有不 同 的 CP工和

浓度值
。

带中的每一点大概代表了沉积有机物

质向石油怪类发育成熟的一定阶段
。

下一步的

转化是否能达到石油怪类取决于有机物质的性

质及其经历的环境
。

每克沉积物中总烃的毫克数

图7 所含正构烷接近于石油的沉积物

通常含总趣较多

品所 占的百分此随怪类含量的 增加 而 迅 速 增

加
。

根据生油层学说
,

石油怪类的含量是作为

一个生油层的前提
。

通过 CP I 值可 以辨 别那

些未生成石油焕类的沉积物
。

根据这一准则
,

图 7 中就 CP工值和其他学者判别生 油 层的 怪

含量界限作了对此 ( Ph ilip p i 1 9 5 6 ; H u n t a n d

M ei ne rt 1 9 5 8 )
。

碳优先指数低和怪含量高一般

是相随在一起的
。

然而
,

’

根据 CP工来看以往根

据蟋含量可以作为生油层或好生油层的样品有

相当一部分要降级
。

也应当提醒一下去进一步

研究少数具有近似于石油的正构烷而以往根据

怪含量被作为生油不好的样品
。

图 8 表明近似

2岛个沉积物

cP I 值和生油层学说
“

生油层
”

的概念被地质学家广泛地引为指

导的学说
。

这一学说提出石油怪类是在作为生

油层的富含有机质的细粒沉积物经过长期的埋

藏后形成的
。

推侧接在这一生油过程后面的是

原生运移和在渗透性储集岩中的聚集
。

图 7 中

的绝大部分页岩是作为可能生油 层挑 选 出 来

的
。

其中约有 30 拓具有类似于石油的 C F I 值
,

这在怪类含量高 的沉积中更普遍
。

图 了画出了

40 0 个页岩样品的成果
。

CP工接近于石油的 样

。万 蔽。 之O 甸 崩
. ’

污厅

有机炭百分含鼠

图 8 所含正构烷接近于石油的沉积物
通

’

常含有机炭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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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石油的正构烷也是在有机炭含量高 的页岩中

更普娠
。

这
一

与 Ro
n o v (1 9 5 8 ) 和 Sc h r a y e r a

nd
Z a rr ell

。 (19 6 3) 对有机炭含量的综合研究是一

致的
。

他们认为油藏有规则地与区域性富含分

散有机炭的地层组合相伴生
。

这一富集作用在

页岩和泥岩中特别显著
。

绝大部分油藏位于生

油岩地层组合之中
,

除非是运移
。

根据前述资

料
,

似石油正构烷的出现与怪含量
、

有机炭含

量较多连在一起
,
而后者按 H u nt a

nd M ei ne rt

(1 9 5 8 )
,
Ph ilip p i (19 5 6 )

,
S eh r a ye r a n d Z a r

·

r e lla (1 9 6 3 )以及 R o n o v (19 5 8 )与石油的聚集

连在一起
。

概要来说
,

石油的生成似乎与富有

机质因而富含经类的层位相伴随
。

或许
,

石油可能离开生油层向上运移到储

集岩中去
。

有许多位于石油聚集上方或下方的

页岩不具有接近于石油的 CP工值 不 足 为经
。

生油层或许在下倾的方向
。

然而
,

邻近油藏的

可能生油层可以根据地质判断来揭示它们的关

系
。

其中的一个例子是在德克萨斯 州 Sc ur ry

群邻近 o a n y o n
礁块采集的一个 1 50 英尺二迭

系页岩岩心
。

其岩性和分析成果见图 9
。

直接

盖在石灰岩上井邻近石灰岩储油 层 的 50 英 尺

页岩含有石油怪类
,

这符合于一个可能的生油

层
。

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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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re n n e m a n a n d S m i七h (1 9 5 8 )在石油和生

油岩的相应的经馏分组成之间只能找到很少的

一点关系
。

除非在重质芳怪馏分中
。

八对原油

和有关的生油岩中有六对其重质芳怪具有相似

的红外光谱
。

这种相似性是石油和生油岩有关

系的唯一指示
。

Jo h n H un t (1 9 6 1 ) 和 D o n a ld

B a k e r (1 9 6 2 ) 发现 C h e r o k e e 页岩中的芳怪对

饱和怪的比例比之有关的原油为大
。

他们认为

运移过程有利于饱和怪比例的增加
。

另一个可

能性是在运移以后沉积物中怪类的新生和变化

有利于芳怪
。

对运移过程中怀类组成的变化作了进一步

的研究
,

对比了原油与有关生油层抽提物的重

质饱和怪 (C1 8+ )
。

这些怪类用色层法回收
,

在

4 0 oC 下蒸发至侄重 (B r a y a n d E v a n s ,

1 9 6 1 )
。

按 Cl er c (1 9 5 5) 等的方法用质谱仪侧定了烷怀

和环烷怪在饱和怪中的百分比
。

以前远邻近 C a n yo n 礁块的二迭纪页岩为

例
。

页岩中的正构烷具有和 石 油 相 似 的 CP I

值
,

而其重质芳怪的红外光谱也类似于原油的

重质芳怪
。

图 10 画出了原油和页岩中 q s+ 饱

和怪的质谱分析结果
。

在储层的原油中烷怪占

饱和怪的 3 1
.

3拓
,

而在页岩中是 22
.

1拓
,

这就

是说原油中的烷怪比例此之可能生油岩增加了

4 1
.

5拓
。

虽然原油和页岩根据地质判断有相互

关连
,

还缺乏原油具正是从这一页岩中出来的

完整证明
。

为了减少偶然性引起的错误
,

对此

了许多页岩及其有关的原油
,

不希其 CP I值的

高低和怪类的性质
。

除了避免重复以外
,

没有

高度�英尺�

可能生油层 储油层

距离 (千英尺 )

图 9 可能生油层邻近于石灰岩储油层的一个剖而

运移的可能影响

目前已掌握的生油层知识还不能判断那一

部分经曾经从一个生油层运移到一个储油层
,

然而
,

还掌握一些运移对石油组成的影响的知

¹ 邻近于 C a n y o n

礁块的食油页岩

º 自 C a n yo n 礁岩

采出的油

图 10 储油层和生油层中重盾鲍和趣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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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去挑选出某些样品来
,

例如
,

在一个油田

内每一个生产层位只取一个油样
,

这些来 自各

种环境未经故意挑选的样品的怪类分析成果综

合在图 11 中
,

它表示了页岩和原油中烷怪占重

质饱和怪的百分比的频率分布
。

3 65 个页岩和

49 4 个原油中烷怪的平均百分比相应地是 3 0
.

4

和 3了
.

3
。

这一频率分布表明原油的重质饱和怪

比之页岩中的相应馏分含更多的烷怪(2 3
.

3拓)
。

其 正构煌接近于

石油的花 个页岩

曰马斗二车,
~ ,

一
尸,

均刁111

!
斗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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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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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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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烃占 C l , +
饱和烃的百分比

图 11 页岩和原油烷性百分含量的分布

如前所述
,

拜不确切知道图 11 中列出的原

油是否来自所列出的页岩
,

这需要做特定的鉴

别工作
。

频率分布的意义仅仅基于它们代表了

二个统奸全域并且其差异不是由于偶然性采样

所 引起
。

用统升学中的解消假设统也就是多填

式二样对比法测试了这二个全域的存在 (Moo d,

1 9 50 )
。

统月
一

测试的结果表明其概率非 常接 近

于 1 ( 0
.

9 9 9 9 )
,

原油作为一群此之页岩在重质

饱和怪中含有较多的烷怪
。

这一推断是属于偶

然性的概率少于万分之一
。

在各种环境中广泛

的重向采样
,

这些环境的差异又很大
,

以及其

中分散有机质的多样性使所得到的这一成果可

以普温应用
。

又在这些地区 内作了页岩和原油的另一个

对比
。

只是用 了一些 CP工值接近于 石 油 的 页

岩
,

也没有把它们和原油一一对起来
。

样品的

年代从奥陶纪到白奎纪
,

来 自五个州的八个地

质构造单元
。

原油也是取 自同一地区
。

怪类分

析成果综合于图 12 中
,

它表示了页岩和原油的

烷烃占饱和烃的百分比

图 12 在沉积物和原汕中烷理占重盾

鲍和理百分比的分布

重质饱和怪中烷怪百分含量的频率分布
。

7 6 个

页岩和 2 15 个原油的烷怪平均百分含量相应地

是 2 1
.

6 和 37
.

5
。

这二个数字说明在原油中的

烷怪百分含量比之在页岩中大得多 ( 74 拓 )
。

这

表明存在着运移的可能性
。

再一次用解消假设

统进行了统计测试
,

说明原油中烷怪的增加不

可能是由采样的偶然性引起的
。

原油比之页岩在其饱和怪中含烷怪较多的

现象与在运移过程中烷怪相对富集的推断相一

致
。

反过来可以解释为在原油运移后沉积物 中

优先形成 了环烷怪
,

然而这种见解似乎与现代

和古代沉积物的 C1 8+ 饱和怪中烷怪和 环烷 怪

的此例关系不符
。

图 13 综合对比了页 岩 和现

代海泥的资料
,

一般重质环烷怪在较老的岩石

中井不形成得更多一些
,

因为在页岩的饱和怪

中环烷的百分含量此之在现代沉积物中有减少

的倾向
。

页岩和原油之间频率分布的相似性并不排

斥一个原油比之它的母岩可以含更多的烷怪
。

然而
,

其意义是肯定的
,

在大多数踢合下原油

中的重质饱和怪比之页岩中的重质饱和烽含有

更多的烷怪
。

如果说石油是从页岩中运移出来

的
,

那么这一事实强烈地倾 向于指出运移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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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百品分比

样品百分比

环烷烃占饱和烃的百分比

图 13 沉积物中环烷埋占重质鲍和埋

百分比的分布

一般来说是有利于烷怪的
。

生油层的来样工作

常常说富含有机质或暗色的岩石可能是生

油岩
。

然而
,

对深部非储集岩作一次分散石油

怪类存在与否的分析将会更直接 和 更有 用
。

“

生油层
”

的概念可以开拓普查勘探的思路
,

井

通过对生油层的可能体积及其与储集层关系的

评价而起作用
。

生油层的编图是地下勘探工作

的一部分
,

并且像其他地下研究一样
,

这一工

作永远是做不完的
。

有了新的资料
,

图就要增

补和修订
。

生油层的区域性产状在某些爆合下

可以根据少数几个钻孔的取样而推断出来
。

另

一个阴径是通过详细的地区性研究来确定生油

层和油藏之间的地层对比关系以及尚未发现的

储油层
。

于是地质学家可以根据 已 知推 断 未

知
,

更有把握地对这些分散的资料作出良好的

解释
。

在每一个勘探工区内
,

沉积相的局部变化

远比在钻探以前所能够推测的复杂得多
。

沉积

物中有机物质的数量和发育成熟度也随地层和

古地理而变化
,

井且这些变化好像跟岩性变化

一致 (H u n t a n d J a m ie s o n 1 9 5 8 ; B o k e r ,

D
.

R
. ,

1 9 6 2 )
。

沿着层理的一定范围内有机物质的性

质和含量相当均一
,

但是纵向的变化可以是频

繁的和突变的
。

正由于如此
,

不能根据稀散地

采样来否定一个地层组合
。

怪类分析的采样密

度需要同擦制地层的环境指标 的采样密 度 一

样
。

为了搜制起见需要很多的样品
,

但是另一

方面要有经济观点
。

因此在每一特定地区及层

段内
,

应该根据熟练的地质学家本身的判断来

采样
。

钻孔取样和露头取样都有 自己的局限性
。

在钻孔中
,

沾污是件麻烦的事
,

必须小心避免
。

露头样品的怪类不一定与深部相应的沉积物一

样
,

可以由于风化或生物作用而发生改变
。

也

可以因为它们没有经历过深部沉积物所经历的

生成怪的环境
。

有许多例子
,

包括 Ch e ro k ee 页

岩和 E a gl e F or d 页岩
,

其露关中的怪类与深部

同一地层的怪类不同
,

尽管它们的岩性和有机

炭含量大致相仿
。

露头的样品必须不风化
,

井

且应当通过地质研究确定其沉积环境
、

岩性和

最大埋藏深度是否相当于深部所欲研究的沉积

物
。

纪 要 和 结 论

从含油区采集的许多具有地层代表性的页

岩样品中约有30 男其抽提物的正构烷碳优先指

数 (C PI)与石油相似
,

另外 60 拓其 C P I值处

于原油和现代沉积物的 C PI 值之 间
。

而还有

10 拓其正构烷与现代沉积物相似
,

这表明古代

沉积物在刚刚沉积时其正构烷也是奇数碳居多

数
。

CPI 值与页岩和泥岩有机质中怪类所占的

比例成反比关系
,

它可以指示有机物质向烙类

的转化
。

同时 CP工值是一个独特的钥匙
,

用来

鉴别非储集岩中重质正构烷的是否与石油中的

相似
。

与石油相似的重质正构烷在富含有机质

和怪类的页岩和页岩中更普温
。

石油如何从页岩中运移出来
,

还了解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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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够
,

然而烷怪比之环烷怪更有利于运移
。

样
。

不应当根据稀散地采样来评定生油层的休

沉积物 中有机物质的多样性使生油层的寻 积和分布
。

必须根据地质判断在各个区域内采

找复杂化
,

需要较密的采样
。

怪类分析的采样 样
。

密度需要与控制地层的环境指标的采样密度一 (李成濡译自 A A P G 1 96 “ vo l 49 艳 3 张义纲校)

七二口业搜二几‘ 脸夕 之鱼‘沼目匕到健 O 口 ‘二 川卜内八盆n l琶月例卜 内户.述卜尝日弃国匕月纽
.

, 二,

用重兀亚佩硕宜明厄土刚和盈aJ 乏七
.

廿幼己不硬丙刁日乍二

(苏) 奥 利

B
.

A
.

弗洛罗斯卡娅提出了用萤光显微镜 为清晰 ) 主要观察轻质的油质沥青
。

可以根据

来研究含沥青岩石
,

这个方法的基本原理是含 薄片上的发光强度和分布情况大概估i
一

于沥青的

沥青物质在紫外光的照射下有不 同 的发光情 含量
。

但观察不到轻质沥青的原始产状
,

因为

况
,

不同的可见光谱与沥青的物质有关
。

沥青在薄片和光片表面易发生分散作用
,

只有

r
.

n
.

卡尔宾斯基进一步发展了萤光显微 在轻质沥青最富集的地方在透射光下才可以看

镜的方法
。

大量的资料表明这个方祛与岩石学 到它
。

的
、

化学的和萤光沥青分析方法相配合可以解 在透射光线下研究胶化的中质和重质沥青

决一系列重要间题
;
有机物的 性质 及转 化方 的分布(也研究了一些轻质沥青 )及其和围岩之

向
,

沥青的后生性和同生性
,

沥青向围岩运移 间的关系
,

因为沥青和围岩有紧密的联系
,

为

的方向及性质
。

现在就有许多学者利用这个方 此必须对岩石薄片的犷物成分进行描述
。

法详细研究含沥青岩石
,

我们运用这个方法研 在鉴定岩石薄片的矿物组成时特别要注意

究了雅库梯 自治共和国中部的中生代 (海相和 胶结物的成分
、

颗粒的磨圆度
、

分选性
,

井查

陆相 )的碎屑沉积物
。

明按照颜色有时和沥青相似的可发光矿物以及

在进行研究以前我们选择了正确的方法
:

黄铁矿氢氧化铁矿物的存在
。

同一个薄片不能

第一我们选定岩层的顶板和底板 做 为研究方 既作萤光又作偏光观察
,

因为研究岩性的薄片

向
,

这对于决定碳氢化合物的运移方向是很重 是采用强烈发光的加拿大树胶
,

而研究沥青的

要的
。

第二方面是在比较匀一的厚岩层剖面中 萤光薄片 (为 了进行萤光显微镜研究而制作的 )

选取不 同的岩石标本
。

最后
,

利用较好的钻井 通常厚度达 0
.

25 m m
,

它妨碍了偏光显微镜的

和露义研究了纵 向和横向
_

匕含沥青的 变 化 情 观察
,

所以要劈开岩心截面制作二个薄片
。

况
。

在制作沥青薄片的时候磨 光岩 石 的 表 面

萤光显微镜的研究可以采用本国的M几一 1
,

(光片 )在显微镜下观察和描远
,

井把其一分为

2
,

3 和 MT 巾一 1
,

2
,

3 型萤光显微镜
,

我们利用 二
,

一半作薄片用
,

一半作光片用
。

r
.

n
.

卡尔

在透射光和反射光
一

F都能够工作的 MJI 一 1型萤 宾斯基等人的文章里说明了薄片制作方法
。

这

光显微镜
,

在观察时用 9 只 0
.

2 0 3 一 g 一JI 型 目 个方法简远如下
:

把一块和岩石薄片大小一样

镜物镜和 y中一 3 型滤色片
,

我们主要在透射光 的岩心磨光用硅酸盐胶贴在载物玻璃上
,

用东

下来研究薄片和光片的
。

在研究薄片时我们使 西压住一直到完全干燥 (不压时玻璃和岩石之

用了奥地利 <<P a计xe PT
》
公司的透 射光线 <(9 eTo

一

间会保留一层厚的胶 )
,

以后用手 (或是转速慢
n职》的生物显微镜和

《巾朋o p 江Io 此
》
萤光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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