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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怪的起源问题很早就引起了地质学家

和化学家的兴趣
。

具塞洛特 (1 8 6 6) 所提出的理

萧是最早出现的理谕中的一个
,

他认为石油可

能是在高温高压
一

F
,

由碳化钙和水起反应而生

成的
。

稍后
,

尸日捷列夫(1 8 7 7) 也提出类似的见

解
,

他认为怪类或许是 由稀酸或热水
,

作用在

碳化铁或碳化镁上而生成的
。

这些观点甚至得

到法国著名的化学家克勒埃兹 (1 8 7了)
,

姆瓦塞

恩 (18 9 6 )
,

萨 巴提尔 (1 9 0 2 )的赞同
。

然而这一

建立在石油无机成因基础上的碳化物理谕
,

鉴

于后来在石油中发现 了生物成因的旋光性物质

和叶琳
,

到现在已根本行不通 了
。

由于在沉积盆地中
,

煤和石油的产况的接

近
,

所以后来认为石油是煤的蒸馏产物
。

然而这

一理输传布得井不广泛
。

恩格勒 (1 9 n ~ 19 1 2)

反对石油起源于煤的说法
,

他认为宁可说
:

在

内海或泻湖中沉积下来的动植 物 遗 体
,

大 概

是由于细菌的降解作用
,

而脱掉 了 碳水化 合

物
,

浓集了脂肪和蜡
。

根据恩格勒的说法
,

是

热和热裂作用使它们变为不饱和 的 原 石 油
,

(Pro to p e tr o le u m )
,

然后经过接触触媒而生 成

石油
。

恩格勒见解中的许多基本观点至今还广

泛流传着
。

直至一九二六年
,

在美国石油学会执行了

第一境研究计划以后
,

人们才了解到大部分原

油是同页岩伴生的
,

因此
,

推想到原油可能是

由页岩中的有机成份处于压力的作用下而生成

的
。

于是人们就将科罗拉多州
、

肯塔基州
、

俄

亥俄州
、

印第安纳州
、

澳州和辽宁的油页岩放

入钢筒内进行剪切压力的试验
,

试验是在室温

下进行的
,

压力为 38
, 0 00 到 165

, 0 00 磅 /平方

英寸以
_

匕 结果油页岩发生了破裂
,

或者发生

了柔性变形
,

或者既有柔性变形又有破裂
。

在

页岩发生破裂的试验中
,

页岩经受剪切压力之

后
,

其沥青抽提物在数量上有所增加
,

这被解

释为完全是 由硬加在样品上的粉碎作用或其他

某些物理作用所造成的
。

但是在压力下发生柔

性变形的试验中
,

其沥青抽提物的少量增加则

被看作可 能是化学反应的结果
。

然而最后的结

渝认为
,

这一类有机物质所发生的压力化学效

应对于石油的起源来说
,

其作用可以忽略不计

(豪累 19 2 9
, 1 9 3 0 )

。

在这同时
,

斯塔特 尼钦科

(19 2 9 , 1 9 3 1 ) 利用热台显微镜作了二十二个古

新世藻煤和许多泥盆纪页岩的 显微 热效 应观

察
。

目视所能看到的状态和颜色上各种变化
、

收缩
、

熔融
、

膨胀
、

和挥发作用等等都表明各

种有机遗体成份
,

抱子外壁
,

以及藻类的碎片

和群体
、

蜡质物体
、

树脂状物体
,

都具有不 同

的热分解点或热分解区域
,

与没有一定结构的

基质是大不相同的
。

导致目视变 化 的 温度 在

2 00
“

C以上
,

它表明这些物质即使在 2 00 ℃的时

候还是稳定的
。

特腊斯克和拍特诺迪 (1 9 4 2) 在许多油 田

中
,

对沉积岩进行了一系列的野外研究和室内

研究
,

积累了有关沉积物特性的大量资料
,

其

八项特性如下
:

(1) 有机质的数量

(2) 沉积物的颜色

(3) 还原值
,

即衡量沉积物还原铬酸的能

力的数值

(4) 挥发度

(5) 相对挥发度
,

郎挥发度对还原值的比

值

(6) 碳同氮的比值

(7) 还原值对碳含量的比值

(8) 氮对还原值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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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特性
,

郎氮对还原值的比值
,

是

临近含油带的沉积物同远离含油带的沉积物之

间
,

唯一有显著差别的特性
,

因此
,

被认为是

在该项研究中所找到的最有价值 的 生油 层指

标
。

特腊斯克的研究以及具金等人(1 9 2了)对作

为石油来源之一的矽藻的研究
,

证实了沉积的

和生物的因素对可能生油的海相地层来说
,

都

具有重要的作用
。

虽然认识了生态因素和沉积因素都影响着

生油层的形成
,

但是仍然还需要估计在那些情

况下最可能生成石油
。

假设这就是石油形成的

捡径
,

那么对页岩中更为复杂的有机成份转化

为石油怪的起因和它的能量来源
,

还需要作出

一些推侧性结希
。

如果要使这种结流成为有充

分根据的话
,

从地球化学的观点来看
,

就必须

依靠在寻找和开采石油的过程 中所进行的野外

观察作为基础
。

科克斯(1 9 4 6) 在所公布的材料

中
,

对有关的资料进行了综合和评 价
,

他指

出石油有机成因谕的基础是
:

与石油伴生的旋

光性化合物和叶琳
,

以及石油一直处于低温状

态下的事实
。

科克斯在小心地考虑了各种有关

因素之后
,

从已知的材料中整理出一条
“

地质

围墙
” “

G eo fo gl c fe n ce
”

圈定了其中可以作为进

一步探索石油的起源的基础性材料
。

一九 四二年美国石油学会开始执行第四十

三项研究计划
,

使有关石油的起源的研究工作

跨出了一大步
。

该计划所研究的对象是有机质

向石油转化的过程
,

为 了达到这一 目的
,

这夏

计划还规定要研究作为能量的来源的放射性和

热能
,

以及细菌和生物化学的作用
。

这一研究

计划的客观性表现在
:

计划的第三个方面致力

于确定
,

作为动植物的原始产物而生成的石油

怪
,

在数量上和种类上
,

是否足以聚集成为一

种被称为原油的产物
。

在一九四五年和一九五

二年之间进行的这些研究
,

其结果从多方面深

刻地影响了流行的有关石油的起源的看法
,

同

时美国石油学会第四十三项研究计划又推动大

家进行了相当详细的讨希
。

如果认为事实正像根据地质资料所推断的

那样
,

郎大部分石油是在海相中生成的话
,

那

么就还需要调查导致海相生物最终死亡的环境

条件
。

在美国石油学会第四十三项研究计划的执

行过程 中
,

奏具耳及其合作者写成了一篇生动

的谕文
,

它谕及在海底的有机沉积过程 中海生

细菌的作用
,

以及海相生物沉积物 的 成 岩 作

用
。

此外奏具耳 (1 9 4 6) 关于海相沉积物 中氧化

还原电位的箫文
,

和奏具耳 (1 9 4 了)关于在这些

沉积物中微生物使氢分子发生转化的流文都很

出色
。

对石油地球化学特别具有意义的是
,

奏

只 耳 (1 9 4 3
, 19 4 6) 关于使怪类氧化的海相生物

的研究
,

以及奏只 耳(1 9 5 0) 关 于微体生物使怪

类同化的研究
。

赫顿和奏只耳 (1 9 4 9 )还在海相

沉积物中发现了甲烷氧化菌
,

井测量了它们所

消耗的 甲烷的数量
,

结果证明
,

在某些海洋环

境中普遍存在着的细菌显然破坏了海底沉积物

中一切气态的
、

液态的和固态的怪类
。

奏具耳又从很深的海底采集了样品来培养

海生细菌
,

并在实验室中侧定了压力对于细菌

的效应
。

他还研究了从各个油 田采来的岩心和

路易西安纳州墨西哥湾中的廷巴利尔岛上的浅

钻岩心
。

在采集岩心时很小心地防止了污染
。

从浅钻岩心中分离出来的细菌的种类
,

强有力

地表明岩心未曾被地表物质所污染
。

在绝大部

分的样品中
,

主要是厌氧菌
,

其中包括许多还

原硫酸盐的和消耗氢气的厌氧菌
。

这些厌氧菌

出现在深度深达 1 77 英尺的样品中
,

而在深度

为 1 97 到 3 17 英尺的样品中则井没有发现活的

细菌
。

奏只耳 (19 3 6
, 1 9 3 9 , 19 4 5 , 1 9 4 6 )进行了用

细菌把己酸转化为 场
。到 仇

。 的重怪的实验
。

他又在 另外一些实验中发现
,

从细菌培养液提

取的物质中含有一种无法与原油中的地蜡区别

的物质
。

他还针对硫酸盐还原细菌进行了反复

试验
,

结果表明这些细菌会产生少量像油一样

的抽提物
,

其中包括乙酸
、

丙酸
、

丁酸
、

癸酸
、

十六酸
、

十八酸
、

和乳酸
。

不过所产出的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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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
,

因此奏只耳认为这些实验不足以解答石

油的起源
。

奏具耳在其美国石油学会第 43 A 项

研究计划的总结报告中
,

谈到后来所进行的一

些研究都说明
,

许多厌氧细菌除了产生大量的

甲烷以外
,

还可以以细菌细胞的组成部分的形

式产生出液态和固态的怪类
。

假定只有0
.

1拓的

细胞物质是怪类
,

又假定细菌消耗了沉积物中

有机质的半数
,

那么这些细菌就应该将海相沉

积物中有机 质的 0
.

15 ~ 0
.

2多转化为怪类
。

通

过鉴定发现在海生细菌 S err a tia M a r in o r

ub
r a

中0
.

2 5拓的干重量是由怪类组成的
。

而其他许

多海生细菌的液态和 固态怪类 约 占干重量 的

0
.

1~ 1
.

5拓
。

奏具耳认为这些数量显然是不大

的
,

但是它却与近代沉积物中的液态和 固态怪

类的浓度属于同一数量级
。

欧克伍德(1 9 4 4 ~ 19 4 5 )证实了这些事实
,

他说除了 S e r r a tia M a r in o r u b r 、 以外
,

海生细

菌 U ib r io Po n tie u s 的干重量的 0
.

0 4 拓也是怪

类
。

在这同时
,

斯通也在其有关这一问题的生

物化学报告中
,

宣称他在细菌学的研究方面曾

经化了三年时间来培养大量的典型 的 海 生 细

菌
,

目的是用来进行化学分析
,

其中特别是用

奏只耳从海泥中分离出来的培养液作为怪类分

析的样品
。

他培养 了湿重约 40 0 克的 Se rr at ia

M a r in o r u b r a 的 细 胞
,

共产 生 了 6
.

5 克抽提

物
,

其中的 4
.

2 克是脂肪酸
。

又将其中不能皂

化的红色油状物质 (0
.

6克 )处理掉醇类
,

然后

再从其中分离出 2 00 毫克无色的怪类
。

又因为

湿的细胞在干燥后重量损失掉80 多
,

所以怪类

约占干重的 0
.

25 拓
。

他又用同样 的 方 法 处 理

了 U ib r io P o n t ie u s ,

结果产生了占干重 0
.

0 3拓

的烽类
。

斯通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所组织的试验

研究工作
,

主要是探索是否能从一个已知的物

质通过细菌发酵作用而直接生成少量的怪类
。

他试验了乳酸
、

丙酸
、

戊氨二酸和亮氨酸
,

结希

是否定的
。

他的结谕是甲烷制造菌 (M et h 、ne
-

p r o d u e in g b‘ c te r运) 不但分布广泛井且为数也

很多
,

在它的细胞物质 中有少量未经鉴定的怪

类
,

但是当它作用于非怪化合物的时候
,

所产

生的物质除了甲烷以外井没有发现其他的石油

怪
。

欧克伍德还从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沿岸一

带采集 了约重五百磅的海草样品
,

他按照奏具

耳的方法进行赊存
,

同样不让其他细菌沾污
,

用这个样品来作为活的生物的主要来源
,

以进

行直接从活的生物制造怪类的研究
。

海草经过

抽提后
,

共获得了占干重 0
.

03 拓的怪类
。

他还

研究了淡水藻类
,

井抽提出 0
.

0 15 拓 的怪类
。

欧克伍德又将海草
,

藻类和海生细菌的怪

类抽提物进行蒸馏
,

结果在这三种物质的怪类

馏分中都发现有明显的正旋光性
。

他特别注意

海草的抽提物
。

井确定了海草经过蒸馏以后的

怪类馏分
,

其沸点在 1 22 ℃到 20 4 ℃之间
,

分子

量在 2 7 2到4 3 5之间
,

旋光性为 + 0
.

0 5
。

到0
.

4 9
。 。

欧克伍德更进一步浓集了海草的怪类的旋光性

组份
,

发现其旋光能力上升为 + 2 5
。 。

通过化学

分析确定这些馏分仅仅只含碳和氢两种元素
。

他再进一步测定海草中具有旋光性的怪类的分

子结构
,

井同石油润滑油馏分的旋光性物质进

行对比
,

他的结希是这些分子结构虽然并非完

全相同
,

但也几乎是一样的
。

奏具耳所领导的研究工作 在很大程度 上

是
,

探讨细菌作用是否能够提供使复杂的海相

有机物质转化为怪类所必 需的 能 量
。

另 一方

面
,

又同样地将放射性作为另一项能量来源进

行了研究
。

该项工作部分地是鉴于林德(19 1 9
,

19 3 8 ) 以及林德和 巴尔德韦耳 (19 2 6) 的 见解
,

因为他们认为在地质条件下
, 。粒子的辐射大

概会使气态怪类生成跟石油一样的液态怪类混

合物
。

此后
,

具耳
,

古德曼和怀特黑德(1 9 4 0)

也提出石油中的液态和气态怪类
,

大概是放射

元素辐射在沉积物的复杂有机质上而产生的
。

后来
,

舍派德(19 4 9) 的实验结果证实了林德的

工作
,

他在迥旋加速器中用氛或氮所发出的 。

粒子轰击甲烷
,

结果得到的产物十分相似
。

值

得注意的是林德和舍派德所得到的产物
,

都是

既有饱和怪
,

也有不饱和怪
,

同时还有大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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氢气
。

舍派德和怀特黑德以活质的有机成份在细

菌作用下所生成的腐烂产物以及现代海相沉积

物业已鉴定的有机化合物作为根据
,

选择了几

多 种饱和的脂肪酸来进行 “粒子的轰击
。

他们在

一九四六年公布了这一实验方法及其成果
。

其

中所有被轰击的脂肪酸
,

包括乙酸
、

辛酸
、

十

二酸
、

十六酸在内
,

都产生了氢气
、

二氧化碳
、

一氧化碳和 甲烷的气态产物
,

他们又利用气体

分析标准法和质谱测定法作了定量分析
。

由十

二酸和十六酸产生的液态产物在性质上接近于

纯化合物
;

井且 由十二酸产生的液体其鉴定结

果是正十一烷
,

而由十六酸产生的液体其鉴定

结果是正十五烷
。

因此
, “

粒子的辐射
,

对这

些饱和脂肪酸所起的化学作用是去搜作用
,

会

产生比原有脂肪酸少一个碳原子的怪类
,

也有

去氢作用
,

这表现在气态产物中有氢气存在
。

但是其能量的利用效率很低
,

因为 “粒子轰击

在脂肪酸上每产生一个怪分子要消耗掉五十六

电子伏特
。

尽管转化的数量不多
,

但是通过计
、一 算说明这在地质条件下

,

仍然是不容忽视的
。

此外
,

怀特黑德
,

古德曼和布雷格 (1 95 1)

对含 2 到 30 个碳原子的脂肪酸进行了放射化学

研究
,

布雷格和伯尔顿(1 9 4 6) 对环已烷搜酸作

了放射化学研究
。

在所有这些实验中
,

酸类都

是去掉搜基而生成相应的怪类
,

链状的和环状

的脂肪酸都是如此
。

虽然核子辐射表明能够将

潜在的母质转化为石油怪
,

不过还必须根据地

质上出现的原油数量来估价这种转化的效率
。

曾经尝试通过对推测是生油的层位进行放射性

侧量
,

通过将这些数据与生油层无机成份所吸

收的能量作对比
,

和通过侧定能够转化为怪类

的有机成份 (假定这类有机质类似于实验室中

所试验的有机质 )
,

以便定量地估算这一转 化

效率
。

怀特黑德(1 9 5 0 ~ 19 5 1 )又根据放射化学反

应所产生的经类的定量数据
,

以及油 田中生油

建造的放射性强度和能量吸收的数值
,

对铀系

元素
、

魁系元素和放射性钾同位素的辐射作用

所能够产生的怪类的数量
,

进行了汁算
。

结果

是每一克有机沉积物在每一百 万年 中 能产 生
3 x 1 0 一,

克怪类
,

这说明由于放射性的作 用所

生成的石油为数很少
,

在任何一个储油层中都

只占其中原油的一小部分
。

许多研究人员常常会高度估价热能在复杂

有机质转化为石油怪的过程 中起重要作用的可

能性
。

怀特黑德和布雷格在一九五O 年发现从

一种海泥中抽提出来的有机物质
,

当仅仅加热

到 1 35 ℃的时候
,

就会很快地分解出 C ‘,
C 6 ,

和

C 。 的气态怪类
。

这一研究
,

如同斯塔特尼钦科

所做的实验一样
,

表明沉积物的有机成分可以

在较低的温度下进行热分解
。

可是海泥在加热

的条件下所形成的怪类
,

对于石油的起源
,

其意

义是值得怀疑的
。

因为在正常的地温梯度下
,

1 35 ℃ 的温度意味着含油建造的 深度 将 超 过

1 1
, 0 00 英尺

,

但是许许多多油 田从来未曾埋藏

到这样的深度过
。

这些判断可以根据最近韦伯

和特尔凯陶布(1 9 5 8 )的发现来重新进行考察
,

他们发现海泥在室温下通过生物化学的作用也

会生成庚烷和庚烷以下的气态怪类
。

因此当一九五二年由美国石油学会所支持

的关于石油的起源的研究宣告结束的时候
,

对

海相有机生油层的微生物学及地球化学的某些

方面都已经充分地研究过了
。

海生细菌或放射

化学使生物的有机成份转化为石油的作用被认

为在数量上不足以生成储油层中这么多的工业

油流
。

虽然欧克伍德所鉴定的海生植物和石油

的润滑油馏份中的旋光性物质近乎相同
,

已成

为除特雷布斯所分离出来的叶琳以外
,

在海相

有机质和石油之间存在着连系的又一个证明
。

但是对世界上各个大油 田中为数这样众多的石

油的起源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的解译
。

由于奏具耳 (19 4 3 ~ 1 9 4 6) 发现在现代海相

沉积物中存在着消耗怪类的细菌
,

所以就要求

采取新的措施
,

因为采 自底土或浅钻岩心的样

品
,

显然必须在进行分析之前
,

要防止怪类被

这些细菌破坏掉
。

于是在采集时就立郎用化学

保护剂处理
,
或者更好地用干冰冻结

,

就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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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不可缺少的手续
。

斯米思 (1 9 5 4) 用这种方法采集了湾岸地区

和加利福尼亚州以及委内瑞拉
,

奥里诺科三角

洲一带几个不 同地点的样品
,

以及离开路易西

安纳州格兰德岛约七英里处
,

在一百零六英尺

深处所采集的现代沉积物样品
,

其中每 1 00 克

干沉积物约含0
.

0 26 ~ 0
.

0 32 克有机质
。

对这些

有机质进行了色谱分析
,

其结果是含烷怪
一
环烷

怪 6
.

0男
,

含芳怪 1
.

5多
。

又用 01
4
测定了怪类

的地质年龄
,

结果是 1 1 ,
8 0 0 年到 14 ,

6 0 0 年
。

采 自拉古纳禺德雷平地
,

得克萨斯州和拍利坎

岛的藻肥
,

也同样含有可观的怪类
。

其氢对碳

的比值为 1
.

9 2 到 2
.

0 1 ,

分子量为 3 3 4 到 2 6 3
。

埃默伊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兹盆地中所采集

的沉积物约含有 1
.

9 到 2
.

6终 的烷怪
一
环烷怪

,

和 3
.

4 ~ 16
.

了多 的芳怪
,

而在奥里诺科三角洲

采来的样品则含有 3
.

9 ~ 5
.

了多 的烷怪
一
环烷怪

和 2
.

2 ~ 3
.

7多的芳怪
。

在这一工作中
,

所分离出来的怪类同奏具

耳所发现的细菌的新陈代谢的产物
,

在数量
_
E

虽然相差不多
,

但是斯米思认为这些数量已经

足够聚集成油 田中的石油
。

奥尔和埃默伊(1 95 6) 在进一步研究了加里

福尼亚州南部的现代海相有机沉积物以后
,

表

示同意斯米思的结渝
,

井认为
,

根据从沉积物

中抽提出来的怪类的数量
,

计算出潜在的平均

生油能力
,

约等于从洛杉磷盆地油 田中最终可

能回收的原油的十倍左右
。

后来
,

埃默伊和霍

干(19 5 8) 又从沼泽的沉积物以及从加利福尼亚

州南部海岸外面的深海盆地的沉积物 中
,

抽提

出气体来进行分析
,

结果表明在沉积物中甲烷
、

乙烷
、

丁烷
、

己烷
、

加上异戊烷
、

环丁烷
、

环

戊烷
、

苯和甲苯等怪类气体都是随着深度而增

加的
。

由于甲烷对乙烷的比值很高
,

所以看来

还需要经过进一步的成岩作用
,

这些气体才可

能变为与油田 中的天然气相似
。

关于在现代沉积物中含有怪类气体的上述

结希
,

同斯提文兹关于湾岸一带现代海相沉积

物中含有掖态和固态怪类的结希是一致的
。

斯

提文兹
,

布雷
,

伊文思 (19 5 6) 声称在墨西哥湾

的海泥中
,

其有机遗体总是含有很低浓度的怪

类
,

大陆土壤的情况也是如此
,

但是它们在种

类
_

L却与组成石油的怪类有所差异
。

在墨西哥

湾更新世以后所沉积的海泥 中
,

在这一研究所

达到的最大深度为十英尺范围之内
,

井没有发

现
_

卜述那样的油
。

海泥中有机质的地质年龄
,

根据 Cl 盛的测定为 3 1 0 0 到 9 4 0 0 年
。

斯提文兹 (19 5 6) 在关于石油的起源的探讨

中
,

重新肯定了上述的结谕
。

他还对于从现代

海相沉积的泥土中抽提出来的怪类同在原油 中

和在伍德佛尔德页岩中所含有的怪类之IhJ 的差

别
,

给以特别的重视
。

这些差别表现在
,

从正

二十二烷 (仇
2 H 4 6 )一直到三十二烷 (C3

2H 66 )
,

其中奇数碳原子的分子同偶数碳原子的分子之

间的相对的出现频率上
。

质谱分析的结果是
,

在许多泥土中和在墨西哥海湾现代海泥 中
,

所

能回收的正构烷
,

其为奇数碳原子者多于其为

偶数碳原子者
,

其中含量最丰富的是正二十九

烷 (仇
。H 。 )

。

而与之相对照的
,

原油中和伍德

佛尔德页岩中的正构烷分子
,

其具有奇数碳原

子者与其具有偶数碳原子者一样多
。

一个浮游

生物的样品也没有奇数碳原子比较多的情况
。

斯提文兹认为这些观侧结果的 意义还 不 够 清

楚
,

如果要下结渝来肯定海生生物中的怪类是

石油怪类的唯一来源
,

似乎还太早
。

近来阴契英(1 9 5 9) 提出
,

石油怪类乃是泥

土中和近代沉积物中所存在着的微量怪类经过

聚集而成的
。

E
.

G
.

只克 (1 9 5 9) 考虑到这 些 怪

类与石油怪类具有一定的差别
,

他提出
:

在水

悬浮液或水溶液 中存在着表面活性剂
,

所以能

够携带一定的怪类
,

从而导致了各种怪类在浓

度上的分异
。

他试图按照同一理渝来解译在原

油中不出现而在沉积物中出现的奇数碳原子怪

类 占多数的事实
。

至于他的有关原油中的怪类

是原生的
,

而不是从更复杂的物质衍生而来的

见解
,

与欧克伍德及其合作者在以往的研究中

所获得的结谕是一致的
。

布雷格在一九六零年提出
,

原油中的烃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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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类脂化合物
,

特别是不饱 和 的 类 脂化合

物
,

在细菌的去搜作用和狄尔斯一阿德耳反应

的联合作用下生成的
。

他还指出如果这一理渝

是正确的话
,

那么有关脂族怪
、

脂环怪和芳怪

的生成原因也就可以得到阐明
。

而以往却从来

没有能够解释清楚原油中存在着芳香族化合物

的问题
。

目前有关石油地球化学的研究工作
,

正在

积极进行之中
。

新的研究资料 发表得 越来 越

多
,

重要的文章和渝文集也不断地出现
,

事实

说明这一个所谓地质科学的
“

生长点
”

正在加速

地发展着
。

当前所有的渝断显然还不完善
,

这是由于

现有条件的限制而无法超越的
。

可以深信随着

对未解决的问题作再进一步的研究
,

关于石油

成因的观点必将逐步取得一致
,

井且深信在不

远的将来就会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

(张义纲译自 1 9 6 3 年版
“

有机地球化学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