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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油 层 标 志 的 研 究

鉴定生油层的某些地球
一

化学标志

M
·

B. 博尔多夫斯卡娅

岩石 中有机物质的沥青化程度 (或称沥青

系数 )是生油层重要标志之一
。

它指的是沥青所

含的碳占岩石总有机碳的百分数
,

而井非分散

沥青的绝对含量
。

沥青化程度还可以作为判别

原生沥青和次生沥青的一个重要标志
。

近年来
,

有人着手试用这个指标来鉴定生

油层
。

例如
,
C

.

F
.

涅鲁切夫(H e p y q eB
,

1 9 6 2 )

他根据统计材料得出关于含有同生分散沥青的

各类岩石各具一定的沥青系数的结渝
。

如沥青

系数过高
,

则有后生沥青的加入
;
若比背景值

还低
,

那是沥青物质从中运移走了
。

其实
,

他

这个看法有片面性
。

因为
,

决定有机物质沥青

化程度的
,

既有内因—
一

有机物质本身后期的

改造情况
;
又有外 因

—
深成的新生沥青或氧

化沥青在地下水的作用下迁出或加入
。

如众所知
,

在有机物质的改造过程中
,

氧

化

—
还原条件有着亘大的影响

。

根据岩石 中

有机物质和沥青的分布
,

我们曾对其中各种形

式自生矿物 (可指示氧化

—
还原作用的强度 )

进行了对比
。

研究是在前高加索东部白要系和

下第三系进行的
,

以便阐明该区主要构造带的

特征
。

为此我们选择了 13 个占孔剖面 (80 0 多

块标本 )
。

这次重点是放在剖面 中的陆源部分
,

碳酸盐沉积研究得很少
。

有机物质的分布与岩石成分有一定关系
。

粘土最富集有机质(从 0
.

6 到 3
.

51 拓)
。

尤其阿

查鲁克区上 白要系的石灰质粘土
,

以高含量的

有机碳为特征 (平均 3
.

51 拓)
。

在粘土 中 要算

白奎系的有机碳含 量 低公些
。

奥 泽 克
—

苏

阿特 区 的 巴 列姆 阶粘土
,

有机碳平均含量为

1
.

34 拓
。

阿普特
—

阿里巴阶的粘土
,

有机碳

的平均含量在达特赫区 只有 0
.

67 终
,

而在阿查

鲁克区为 1
.

88 书 (见表 )
。

麦阔普 粘土 (下第

三系
—

译者注 ) 有机物质还要少
。

下麦阔普

有机碳的平均含量为 0
.

6~ 1
.

71 拓
,

上麦 阔 普

变化在 0
.

6 ~ 1
.

8 1男
。

砂岩和粉砂岩
,

无谕在下 白要系或者整个

麦阔普
,

有机质的含量都比粘土少得多
; 它们

的平均含量只有 0
.

23 ~ 0
.

69 拓
。

有 孔 虫 层 的

泥灰岩 (下第三系

—
译者注 ), 有机碳含量稍

高
。

所有的石灰岩有机质比较贫乏
,

平均含量

不超过 0. 6拓
。

根据氯仿沥青的研究表明
,

极大多数样品

的有机碳与沥青含量之间
,

存在着线性关系
。

例如在早 白要纪的沉积中
,

就能清楚地看到高

含量的有机碳和很丰富的沥青物质 (粘土中的

含量为 0
.

01 ~ 0
.

05 拓)在一起
。

下白要系的砂

岩和粉砂岩 中沥 青物 质 不 多
,

平 均含 量为

0
.

0 0 1 ~ 0
.

0 1终
。

_

卜白要系的石灰岩
,

平均含 0
.

0 05 拓 的 沥

青
,

这与其中有机碳的含量不太高是一致的
。

麦阔普沉积中
,

粉砂岩和砂岩的沥青含量

是很高的
,

平均为 0
.

05 男
。

粘土的沥青含量较

少
,

尽管它的有机碳比较多
。

这样一来
,

剖面
_

L沥青的分布
,

大体
_

L与有机碳的分布相吻合
;

仅麦阔普沉积除外
。

研究 白要纪和老第三纪沉积有机物质的沥

青化程度
,

证实了 B
.

A
. J

急斯宾斯基 (y cn 朗
-

C K 只伪
,
1 9 5 2) 以前确定的关于有机物质的沥青

化程度随着岩石分散程度的降低而增高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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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总的说来
,

砂岩和粉砂岩的特征是沥青化

程度比粘土高
。

在所研究的沉积中
,

粘土的沥青系数变化

在 0
.

63 ~ 1 0
.

3拓
,

可见粘土质岩石的沥青化程

度是相当高的
。

尤以奥泽克
—

苏阿特区的巴

列姆阶粘土 (3
.

12 多以
_

卜)
,

达特赫区的阿普特

—
阿列普粘土 (3

.

8终 )以及阿契苏和布理尼

斯克区的麦阔普沉积 (相应为 4
.

2 和 4
.

1解)
。

在粘土质岩石中间
,

有机物质的沥青化程度最

低的是上白栗系的石灰质粘七
,

它的沥青系数

平均只有 0
.

72 拓
。

砂岩和粉砂岩有机物质的 沥青 化程度从

2
.

18 ~ 16 多
。

其中奥泽克
—

苏阿特区的阿普

特
—

阿列普砂岩沥青化程度最高
。

必须指出
,

在麦阔普的砂岩夹层中
,

也碰到数值很高的沥

青系数
,

个别达到48 拓
。

整个碳酸岩有机物质的

沥青化程度都比较低
,

沥青系数不超过 1
.

6多
。

已经知道
,

由于生成和进一步保存各种形

式的 自生矿物
,

需要消耗一定的有机碳
,

从而

使沉积物的氧化
—

还原条件发生变化
。

对形

成鲡绿泥石来说
,

有机质消耗少
,

而菱铁矿的

形成
,

消耗有机质就比较多
,

黄铁矿的形成
,

消耗是最大的
。

因此
,

根据岩石中各种自生铁

矿物的含量
,

可以大致估计出在铁矿物的还原

上所消耗的有机质的总和
。

这个数值斯特拉霍

夫称之为氧化

—
还原作用容量

。

所进行的研究发现
,

有机物质的沥青化程

度与其在成岩阶段被改造时氧化
—

还原作用

的容量之间有一定的关系
。

奥泽克
—

苏阿特区的赫杜姆粘土
,

在所

有的粘土质沉积 中
,

氧化
—

还原作用的容量

是最高的
。

那里
,

在铁的还原 上消耗的有机质

竟达 78 拓
。

同样地
,

该区的巴列姆阶粘土也很

高 (平均为 66 多 )
。

阿查鲁克区
_ _

卜白奎系的石灰

质粘土
,

在粘土质岩石 中
,

有机质的消耗是最

少的
,

那里只有 4多 的有机质被铁矿物的还原

所消耗掉
。

整个砂岩和粉砂岩 以较高 的 氧 化

—还原作用的容量为特征
。

它们在铁化物的

还原
_

七消耗的有机质是 42 ~ 73 拓
。

碳酸岩氧化

—
还原作用的容量不超过 25 终

。

因此
,

奥泽

克
—

苏阿特区赫杜姆和 巴列姆粘土耗费在铁

矿物
_

卜的氧化
—

还原作用容量是最大的
。

在

这些沉积 中
,

也都显示出有机物质沥 青化程度

的增高
。

上白要系的粘土
,

氧化
—

还原作用的容

量比较低
。

相应地
,

有机物质 的沥青化程度也

不很高
。

在砂岩和粉砂岩中
,

也得出 了同样的相互

关系
。

随着氧化还原作用容量的增大
,

沥 青系

数通常是增高的(见擂图)
。

O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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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物质的沥青化程度%

有机物质的沥青化程度与它被改造的强烈

程度没有道接的关系
;
沉积物的特征是

,

随着

氧化

—
还原作用容量的增加

,

有机物质的沥

青化程度也增高
; 反之

,

则降低
。

但是
,

有机

物质沥青化程度的增高
,

也可同样被外因
-

一
一

岩石中后生沥青的富集
—

所决定
。

以德巢姆

区下麦阔普的粉砂岩为例
,

它的沥青系数达到

40 形
,

但氧化
—

还原作用的容量只有 50 终
。

沥青的化学性质和萤光显微镜观察已证实
:

沥

青系数的增高与岩石中后生沥青的富集有关
。

综上所述
,

借助于 自生铁矿物的分布
,

研

究有机物质的沥青化程度
,

使我们有可能较有

信心地解决关于分散沥青的性质问题
。

从而着

手鉴定沉积物的生油性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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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

有机物质的含t 和级化
—

还原作用容t 与岩性成分的关系

岩 石 类 型 及 时 代
{

平 均 含 量
{

地 l凡 }

—

—
}

⋯
c o pr } 氯仿沥青 ⋯

沥青系数

的平均值

氧化还原

作用容量

触27那162047466703860伟57时

队533875叙70646778弱朋59盯4266736566

石灰岩
,
C r l v l+ h t

石灰岩
, C r , v l+ h t

石灰岩
,
C r l b r

石灰岩
,
C r Z

泥灰岩
, F i

泥灰岩
,
F 。

石灰质粘土
,
C r Z

粘土
,
C r , b r

粘土
,
C r , a Pt + a lb

粘土
,
C r l a Pt + a lb

粘土
,
C r , a

Pt + a lb

粘土
,

下麦阔普

粘土
,

上麦阔普

粘土
,

下麦阔普

粘土
,

上麦阔普

粘土
,

下麦阔普

粘土
,

上麦阔普

粘土
,

MK l h d

粘土
,

下麦阔普

粘土
,

上麦阔普

粘土
,

Mk P 、h d

粘土
,

下麦阔普

粘土
,

上麦阔普

粘土
,

M k P : h d

粘土
,

下麦阔普

粘土
,

上麦阔普

粉砂岩
,
C r , a p t + a ld

粉砂岩 C r : a p t + a ld

砂岩 c r l b r

砂岩 C a , b r

砂岩 C r l b r

砂岩 C r , a p t + a ld

砂岩 C r , a
Pt + a ld

阿查鲁克

达特赫

奥泽克
—

苏阿特

阿查鲁克

德累姆

德累姆

阿查鲁克

奥泽克—苏阿特

达特赫

阿查鲁克

奥列尼
—

高夫卡

阿契苏

阿契苏

德累姆

德累姆

阿查鲁克

阿查鲁克

莫兹多克

莫兹多克

莫兹多克

布琼尼斯克

布琼尼斯克

布琼尼斯克

奥泽克
—

苏阿特

奥泽克一一苏阿特

奥泽克
—

苏阿特

阿查鲁充

奥列尼
—

高夫卡

达特赫

奥泽克
—

苏阿特

阿查鲁克

达特赫

奥泽克
—

苏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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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拉克辛山简构陷西北部岩石中的分散有机质

A. H. 古榭娃

阿拉拉特盆地是中阿拉克辛 山间扔陷的一

部分
。

这个拘陷顺着阿拉克辛河的中游
,

一宣

延伸到全高加索
。

在最新的构造图上
,

把亘厚

B. B. 派拉将

的第三纪沉积组成的耶列万盆地也包括进中阿

拉克辛物陷 (A
.

A
.

加勃里良
, 1 9 5 9 ; E

.

E
.

米

拉诺夫斯基
,
1 9 62 )

。

该盆地充填着中新世的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