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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析油的气相色谱分析

武 杰 张以劝
“

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

石油有机地球化学研究中
,

凝析油的成因热演化程度及母质来源的探讨
,

需要更为

详细的凝析油组成数据〔‘〕
。

随着毛细管色谱技术的快速发展
,

为石油烃类复杂混合物分

离提供了可行的途径〔
“〕

。

本方法主要采用高效石英毛细柱
, O V 一 1似固定相

,

选择适当

的实验条件
,

较好地分离了凝析油全烃和轻油镭份正辛烷以前的单体烃 63 个组份
,

同时

使用程序升温及v a n D e n D o ol 保留指数值进行轻油单体烃谱峰的定性分析
。

一
、

仪器和实验条件

1
。

仪器
:

艺一 2型气相色谱仪 (美国P
.

E
.

公司 )
、

带艺一 10 数据处理机
。

3 7 6。型气相色谱

仪 (美国 V a r ia n 公司 )
、

带3 3 9 0 A 型色

谱数据处理机 ( 美国H
·

P. 公司 )
。

0 56 型台式记录器旧 本 日立公司 )
。

2
.

色谱柱
:

¹ o V 一 101 石英毛细柱
,

柱长12 米
,

内径0
.

22 毫米 ( 凝析油全烃分析 ) ,

ºo v 一 101 石英毛细柱
,

柱长66 米
,

内径。
.

18 一0 .

22 毫米
,

由二根石英毛细

柱用套管法粘结而成〔“〕 (用于轻油单体

烃组成分析 )
。

3 .

试验条件
:

如表 1所列
,

分为凝析油全烃和轻油

单体烃二部分
,

轻油馏份是采用原油蒸

馏装置切割初 一 130 ℃馏份
。

表1 凝析油全烃和轻油单体烃实验条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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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分 析 方 法

1
.

凝析油全烃分析

凝析油色谱峰如 图1所示
,

其定性 C 、

一 C 。

用天然气标样
, n C 6

一
n C : 。

采用正构烷烃

标样及 l五构烷碳数与保 留温度线性 关系
。

定量方法根据全烃分布数据要求
,

对数据处理

机得到正构烷峰积分位进行归一法计算
,

得到正构烷烃分布规律
。

一
,

(
、 尹、

一

入
“ C 下

图 1 凝 析 油 色 谱 图

2
.

轻油单体烃组成分析

¹ 定性
:

按上述所列试验条件进行轻油馏份单体烃色谱分析 ( 图2 )

v an D e n D oo l保留指数值与计算值对照定性各组份
。

各峰的 v a n D e n

按下列公式由保留时间计算〔7〕:

。

利用表2所列

D 。。l保留指 数

淮油一 33

上一一
_ _监

赚二

图2 凝析油轻油馏份单体烃色谱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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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C 3

一 C 。

烃程升保留指数 ( I。T ) 〔5〕

序号 合 IPT 序号 化 合 物

正 丙 烷 3 0 0
。

0 1
,

1
,

3 一三甲基环戊烷
⋯
一

二
!一Z{丝二竺

es 一 一

2 一甲基丙烷 乙基环戊烷 7 2 9
。

7

二三} 正 丁 烷
下11碑⋯l
兰四巴

-

{里巨
2

,
2一二甲基丙烷

2 一甲基丁烷

R一Q甘,d一no正 戊 烷

2
,

2一二甲基丁烷

环 戊 烷

2
,

3一二甲基丁烷

2 一甲基戊烷

3 一甲基戊烷

正 己 烷

朽�46

48一49

2 , 2一二甲基戊烷

甲基环戊烷

2
, 4一二甲基戊烷

2
,

2
, 3 一三甲基丁烷

苯

3 ,
3一二甲基戊烷

环 己 烷

5 0

2 一甲基己烷

2
, 3一二甲基戊烷

1 , 1一二甲基环戊烷

3 一甲基己烷

1 顺 3 一二甲基环戊烷

1 反 3 一二甲基环戌烷

3 一乙基戊烷

1反2一二甲基环戊烷

2 ,
2

, 4 一三甲基戊烷

4 1 5 。 0

4 6 6 。 1

5 0 0 。0

5 2 8
。5

5 5 6
。6

5 5 7
。

7

5 62
。 0

5 7 8 。 6

6 0 0 。

0

6 2 0
。

5

6 2 3 。 0

6 2 5
。 8

6 3 1 。 4

6 4 5 。 0

6 5 0 。 5

6 5 4
。 6

6 6 2 。
9

6 6 5 。 0

6 6 8 。

5

6 72
。 2

6 7 9 。 9

6 8 3
。

0

5 2

5 3

5 4

5 5

5 6

57一58一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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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庚 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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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Zwe 二甲基己烷

6 8 6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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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7 0 0 。 0

7 1 9
。4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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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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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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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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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顺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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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反 4 一 二甲基环己烷

1 , 1一二甲基环已烷

1甲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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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甲基
,

反3乙基环戊烷

1甲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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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甲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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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V a n

保留温度 ( T )
: T ; 二 T

。
十 尔 t R ;

: T
。

一初始柱温 ( ℃ )
, 八一升温速率

, t R ;
一 i组分保留时间 ( 分 ) ;

D e n D o o l指数
: I P T 二

T i 一 T N

T ( N 、 ;
) 一 T N

x 1 0 0 + 1 0 0
.

N

式中
: T ; 、

T N 、

T ( N + ,
) 分别为组份 i

、

碳数N 和 ( N + 1 ) 的正构烷 的 保 留 温 度

( ℃ )
。

º定量
:

采用面积归一化法
,

校正因子为 1 ,

用数据处理机进行归一化计算并 列 出

各组份重量百分含量结果
。

三
、

结 果 与 讨 论

1
.

对东渡地区几 口井凝析油全烃分析表 明
,

主峰碳为8一 12 , C 。

以后重烃占凝析 油

含一 含
,

最高碳数达 C Z 。 。

方法定量相对误差为10 % 以内
。

2 .

轻油单体烃定性保留指数偏差文献值在二个单位以内
。

由于仪器分流采用针伐
,

不能象气阻管那样随程序升温调节毛细柱内流速
,

我们将针伐改装成气阻管以改善流速

稳定性
,

从而进一步提高了保留指数的重现性
。

3 .

轻油单体烃按目前地化研究需要定性正辛烷前 63 种化合物
,

对 C 。

一 C , ,

烃 采 用

加快升温方法逐出
。

文献〔5〕保留指数值可定性到C : :

烃
。

用本方法也可以研究原油轻油

馏份单体烃组成
,

本方法定量相对偏差在 10 % 以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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