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煤有机地化
。

在第九届 国际有机地化会议上还报导了叶琳化合物与脂肪酸化合物中碳同位

素的地球化学
。

二
、

重视引进有机质分离与鉴定的新技术

六十年代初期
,

国外己采用气相色谱技术
,

成功地测定 了地质体中的烷烃
、

氨基酸及正

烷烃奇偶优势
、

脂肪酸偶奇优势
,

从而建立起石油成因时现代理论
, 七十年代初开始引进色

谱一质谱技术
、

发现 了街
、

枯等重要的生物标志物
; 目前则 己普遍采用色谱一质谱一电子计

算机联机
、

裂解色谱一质谱技术
、

高分辨毛细管色谱仪
、

分离用与鉴定用的各类高效液相色

谱仪和碳
、

氢
、

硫同位素质谱分析技术
,

及显微镜有机岩石学技术等
,

并深入研究了各种生

物标志物与干酪根
。

此外薄层色谱技术
、

扫描电镜
、

核磁共振仪 (包括 质子一核磁共振仪
、

C
‘“

一核磁共振仪 )
、

高精密度与高灵敏度碳同位素分析技术等都 已在石油 有 机 地 化中应

用
。

但是国外在引进先进技术及先进仪器的
一

同时也十分注重发挥设备及组织管理 的作用
。

如

布里斯托大学与法国石油研究院的实验室
,

仪器设备并不是最新
、

最好 的
,

远不如某些石油

公司
,

但他们却做出了世界上第一流水平 的研究成果
。

从事区域石油地化评价的实验室中也

有这类例子
,

如罗伯逊研究所
,

它虽然没有色谱一质谱一电子计算机等先进仪器
,

但由于善

于组织
,

具有特色
,

石油远景评价水平并不比某些大石油公司逊色
。

有机地球化学的发展趋势表明
,

需要专业协作
,

这就要求有机地球化学家与石油地球化

学家既要熟悉有机化学
,

又要懂得地质学
。

国外不少人具有这二方面的专长
,

许多优秀的实

验室也往往拥有这几方面的专家
。

在专业协作方面
,

由于当前生物标志化合物研究的大大深

入
,

广泛引入了立体化学的原理
,

这就要求人们掌握更多 的有 机 化 学理论知 识
, 又如煤

岩学的引进
,

发展 了有机岩石学的新方向 (包括 目前应用很多 的镜煤反射率方法 ) ;
各种裂

解技术应用于研究干酪根与煤素质
,

出现了石油地化与煤有机地化的新苗头
,

这就要求石油

地球化学家学习与掌握煤地质学
,

特别是煤岩学的许多理论知识
。

只。含才

岩 石 孔 隙 结 构 仪 样 机 试 制 成 功

忆
、引‘甘口产议

地质部石 油地质中心实验室设计的K G 一 78 型岩石孔隙结构仪
,

样机已在江苏省海安石

油实验仪器厂试制成功
。

该仪器与本系统目前所使用的同类产 品比较
,

具有下列优点
:

测量精度高(可达 1 % )
、

测量范围大
,

可 测 孔 隙半径范围为 10 0一0
.

0 15 微米
、

仪器结构合理
、

操 作 方 便
、

汞污染

少
。

经地质部与石油部所属十六个单位对设计及样机进行审议和鉴定
,

样机各项参数达到了

设计要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