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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石炭一二叠系

生油岩的热解色谱分析

马 晖

(地质矿产部第三石油普查勘探大队 )

在石油勘探中
,

各类型生油岩所生成的石油数量和性质
,

主要取决于生油岩的有机

质丰度
、

干酪根的类型以及有机质的成熟度
。

热解色谱分析是研究生油岩 中 有 机 质 性

质
、

成熟程度和不溶有机质的演化特征 以及进行生油潜量快速估价的有效手段之一
。

本

文就鄂尔多斯盆地西缘石炭一二叠系的一些生油岩样品的热解色谱分析资料进行探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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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鄂尔多斯盆地西缘采样点示意图

有利生油岩的首要条件
,

必须具备

丰富的有机质
,

有机质丰度指标本文采

用热解色谱生油潜量作为依据
。

因其含

有丰度和数量两种概念
,

其数值越高
,

说明生成油气的有机质越丰富
。

这与残

留有机碳和氯仿沥青
“ A ” 以 及总烃含

量这些评价生油岩有机质丰度的基础指

标意义是相适应的
。

表 1 是 40 块纯系泥岩样品的参数
。

另外
,

盆地西缘 7 口井中还有生油潜量

在 25 公斤 /吨以上的样品 ( 煤样 )

一般认为
,

好的生油岩其生油潜量> 6公斤 /吨
,

中等生油岩为 2一 6公斤 /吨
,

差 的

生油岩的生油潜量为 2公斤 /吨以下
。

表1中任5井样品的生油潜量为为3
.

59 公斤
,

据其分

类
,

属中等生油岩
,

有机碳含量为2
.

68 %
。

有关资料统计表明
,

生油岩有机碳含量的下

限值为 0
.

4 %
,

上限值为 2一3 %
,

任5井的有机碳含量在此值范围内
,

又氯仿沥青
“A ”

为2 9 6 2 p p m
,

饱和烃 + 芳烃为 2 6 7 p p m
,

均与其评价中等生油岩的地化指标是 吻合 的
,

是较好生油岩的标志
。

表1还可见
,

石炭井3 02 孔
、

骆9 6 2
、

伊 16 井的氯仿沥青
“A ”

> I 0 0 0 p pm
、

总烃含量

) 20 0 p pm
、

有机碳有高有低
,

生油潜量偏低
,

属中下等生油岩
。

其余样品属 较 差 的 生

油岩
,

具有生气的潜量
。

盆地北部上古生界 ( 伊 22 井
、

伊1井等 ) ,

我们做了 2 00 余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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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盆地西缘C一P 系生油岩部分地化指标平均值

剖 面

井 位

任 5 井

石炭井 2 砂

石炭 井 302

雀 儿 沟

骆 9 6 2

伊 1 6 井

伊 3 井

泥泥 岩岩 777

””” 444

””” 333

””” 555

一一一 1 222
””””

””” 777

333
。

5 999

000
。

2 777

111
。

3 000

000
。

6888

111
。

1 333

111
。

8 333

有 机 碳

( % )

氯仿沥青
“ A ”

总 烃 含 量

(PP m ) (PP m )

2
。

6 8 2 9 6 2

1
。

2 3

1
。

6 4

2
。

2 8

1 0 7 1

2 6 7

5 1

2 4 6

2
。

1 3 1 4 5 1

3
。
2 8 1 3 7 1

一

⋯二⋯
一一

一
~

万瓜厂-
1
。

8 6 1 1 4 3

注
:
石炭纪30 块样品

,

二叠纪10 块样品

生油岩样品
,

其生油潜量多在。
.

0 0 3 5公斤 / 吨左右
,

有机质很贫乏
,

相比之下
,

西 部 有

机质要丰富的多
。

二
、

有机质类型

不同类型的有机质
,

生成烃类的能力和组成均不同
,

这是由于有机质的化学结构变

化引起的
。

腐泥型有机质表征含藻质的类脂化合物
,

生烃能力很强
;
腐殖型有机质

,

含

有较多的缩合多芳香族化合物
,

生烃能力较差 ; 混合型有机质介于腐泥
、

腐殖两者之间
。

图 2 H l和T 二 。 二

对有机质分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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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索 〔B
.

P
.

Ti
sso t 〕等定出用

“

氢指数
”
和

“
氧指数

” 划分有机质类型
。

这两种指数

与用岩石中分离出来的干酪根元素取得的H /C原 子比及。 / C原子比的结果有 良好的相 关

性
。

但从最近所获资料得知
,

用热解最高峰温 ( T m a x ℃ ) 与氢指数作图划分有机 质 类

型
,

以峰温取代氧指数
。

该图的特征不仅在于能较好区别有机质类型 〔 I
、

I
、

l 型 〕

而且对成熟 ( 未熟
、

成熟
、

过 熟 ) 阶段划分也一 目了然
,

一图双解
,

具有 良好的效果
。

盆地西缘样品
“氢指数

”
很低

,

大部分的点均落在
“ l 区 ” 范围中

,

与其它地化参

数 (饱和烃一般在 1一7 %
、

芳香烃2一 22 %之间
、

非烃 + 沥青质高达 60 % ) 划分为 腐 殖

型基本一致
。

因此
,

盆地西缘石炭一二叠系生油岩应是以腐殖型为主的有机质
。

三
、

有机质的成熟度

生油岩生成石油
,

不仅需要丰富的有机质
,

良好的母质类型
,

而且要具 备成熟的条

件
。

对于成熟度以及有机质演化价值的划分用
“氢指数

” 和演化温度所作的图 2也直观的

反映了有机质从不成熟到成熟直至成气的 四个阶段
。

现列表如下
。

表 2 有机质演化阶段表

有机质演化温度
。

C 有 机 质 成 熟 度 有机质生油 (气) 情况

4 15一4 3 5
O

C 生 化 甲 烷 气

4 3 5一4 5 5
“

C 生 油 阶 段

4 5 5一4 7 5
O

C 凝 析 油 阶 段

4 7 5一 4 9 0
O

C

未 成 熟 阶 段

低一中成熟阶段

高成熟阶段早期

高 成 熟 晚 期 湿 气 阶 段

盆地西缘40 块样品中热解峰温各占比例如下
:

2块 < 4 3 5℃占5 %
、

2 1块 4 3 5一4 5 5 ℃占5 2 %
、

9块 4 5 5一 4 7 5 ℃占2 2 %
、

8块> 4 7 5 ℃占

2 1 %
。

这个数字与实践可能会有出入
,

但反映了盆地西缘低一中成熟阶段样 品占有重要比

例
,

未成熟样品为数不甚多
,

高成熟早期
、

晚期的样 品也 占有一定的比例
。

四
、

结 束 语

通过 以上几个方面的分析
,

不难看出
,

盆地西缘生油条件较好的是任5井
,

有 机 质

丰富
,

有机质处在成熟阶段 ( 生油阶段 )
,

生油成气具有一定的基础
,

可作为有利勘探

区
。

伊 16 井生油潜量较高
,

总烃含量 4 8 1P p m
,

表明了有机质向烃类转化程度高
。

石 炭

井2矿
、

雀儿沟有机质虽则贫乏些
,

但处于高成熟阶段
,

( 演化温度高 )
,

对找气 较 为

有利
。

总的看来
,

盆地西缘沉积有机质丰富
,

有机质成熟度高
,

是比有希望的寻油找气

区
。

( 收稿 日期
: 1 9 8 5年5月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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