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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解色谱分析参数的校正

王安乔 郑保明

(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中心 )

本文主要对热解分析参数的校正 问题进 行讨论
。

作者从实际情况出发
,

选取 了61 块各类型生油岩 样 品

进行实验
,

同时对实验所得的热解参数进行归纳并绘制 了 5
1
、

5 2校正 图版
.

该图明撩易用
,

对正 确应用热

解参数具有实际意义
.

R o
ck

一 E v al 仪已成为快速定量评价 生油岩的有力手段
,

而对其参数准确 性 的 怀 疑

也 日见其甚
。

郭迪孝
、

胡惕麟等人 ( 1 9 8 4 ) 认为
“ S ; 只相当于岩石中的轻烃馏份

, S :

不

仅包含了干酩根可热解烃
,

同时也包含了已生成的重质组份 ( 相当于氯仿沥青 ) 的热解

产物
” 。

罗开齐
、

刘宝泉等人 ( 1 9 8 4 ) 也通过实验指出了热解色谱参数的误差
。

因此
,

如何合理地校正这些问题
,

对定性
、

定量评价生油岩以及生烃量
、

排烃量计算都是非常

重要的
。

本文针对这些问题
,

从满足定量评价分类
、

分阶段的需要出发
,

对各类生油岩共 61

块岩心样进行了实验
。

发现热解 S :

中有相当数量的游离烃 重 组 份 ( △S :

)
, △S :

值 大

小与生油岩类型有关
,

随演化阶段不同有微弱变化
,

在此据基础上我们 绘 制 了 5 2 、 S :

校正图版
。

一
、

实 验

61 块岩心样品取自大庆油 田
、

胜利油田
、

辽河油田
、

河南油 田和珠江 口盆地不同演

化阶段的生油岩 ( 其中有一样品被污染
,

数据未计入 )
。

生油岩分类根据玩一 T 二
。 二

图版

( 王安乔等 1 9 8 6 )
。

实验分析流程如图 1 ,

分析结果见表 1一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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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结果与讨论

1
.

氯仿沥青
“ A ”

热解结果

10 块样品的氯仿沥青
“ A ”

热解结果 ( 表 1 )表明
,

生油岩中的残余烃有相 当 一 部

分不是出现在 P ,

峰
,

而是 出现在 P Z

峰
。

因此
, 5 2
值并不意味着只是干酩根的裂解烃量

,

表 1 氯仿沥青
“ A ”

热解色谱实验数据表

号 5 2
/

`
A

”

5
2
/ S ; 类 型

…_
0

.

9 0 1

马深 1 0
。

0 9 9 0
.

15 8

双 2 2 0
.

3 4 5 0
.

6 9 2

牛 1 4 0
.

2 7 9 0
.

4 7 6

双 1 2一 14 0
,

37 8 0
.

6 7 0

桩 7 4

锦 18

曙 2 5 4

0
.

4 13 0
.

7 3 5

0
.

5 17

_
_

_ ’
·

。 5 6

…_
I B

0
.

36 8 0
。

7 14

双 9 4 0
.

2 6 7 0
.

5 18 I C

锦 2一 8一 1 6 0
.

2 5 8 0
.

5 18
I C

表 2 1型生油岩热解色谱实验数据表

井井 号号 T 二 a 、、
△ S

乞乞
5

2 + △ 5
222 “

A
” + 5 1

残残 些旦全全

(((((
`

C ))) (坦 g / g ))) ( m g / g ))) ( m g / g ))) S lll

曙曙 3一 4 一 0 0 111 4 2777 6
.

9 000 10
。

1555 1 1
.

7 0 333 2
。

1 222

牛牛 一444 4 3 000 0
.

4 888 0
,

9 999 1
.

9 0 999 0
。

9 444

曙曙 9 000 4 3 444 6
.

000 8
,

6 444 6
.

2 1 444 2
。

2 777

莱莱 3 8一 888 4 3 555 2
.

0 666 2
。

9 999 2
。

7 2 777 2
。

2 111

王王 5 999 4 3 999 6
.

0 888 10
.

1444 10
.

7 3 333 1
。

5 000

升升 9青 111 4 4 000 5
.

9 333 7
,

9 222 2
.

4 7 444 2
。

9 888

双双 1 111 4 4 111 2
.

3 222 3
.

6 333 3
.

2 000 l
。

7 777

桩桩 5 999 4 4 111 4
.

5 666 6
.

3 222 5
。

9 8 666 2
。

5 999

BBB
7 `̀ 4 4 333 l

。

7 666 2
。

5 555 3
.

5 5 333 2
。

2 333

BBB . ooo 4 4 333 5
.

9 222 9
.

3 333 9
。

09 555 1
。

7 444

太太7青 111 4 4 444 4
。

1000 8
。

5 555 5
。

5 777 0
.

9 222

树树 1青 lll 4 4 444 4
。

5 999 6
。

9 777 5
.

9 000 l
。

9 222

平平均值值值 4
。

2 222 6
。

5 111 5
。

7 666 1
。

9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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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I A型生油岩热解色谱实验数据表

井井 号号号 5 1 + △ 5
222 “

A
· + s

,

残 {
A :

,,

((((((( m g / g ))) ( , n g / g ) ! 5 111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9 3 4
.

1666333
.

5 111 2 2 9 4
.

4 444

}}}}}}}}}}}}}}}}}}}}}}}}}}}}}}}}}}}}}}}

双双 38一 1444 4 3 111 2
.

3 111 2
.

8 33333

牛牛 1444 4 3 333 2
.

0 888 2
.

4 99999

双双 12一 1444 4 3 777 2
.

0222 2
.

6 444 2
.

5 777 3
.

2 666

王王 5 999 4 3 999 2
.

3 111 3
.

6 222 2
.

4 888 1
。

7 666

王王 5 999 4 4 000 1
.

9 33333 3
.

5 777

双双 2 444 4 4 1 ... 2
.

5 00000 2
。

6 666

桩桩 7444 4 4 2 4
.

8 00000 1
。

5 222

4444444444444 4 2 5
.

5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莫莫 1 22222 9
.

13 9
.

34 1
.

5 444

马马 lll 4 4 9 0
.

7 222 1
.

5 3 2
.

0 2 0
.

8 999

{{{{{{{{{平平均值值值 2
.

7 000 3
·

9 6 一 3
·

8 7 2
·

8 999

井井 号号 T , a xxx △ 5
222

S x + △ 5
222 “

A
” + 5 1

残残 △ 5
222

(((((
。

C ))) ( m g / g ))) ( m g / g ))) ( m g / g ))) S 222

锦锦 1888 4 2 888 1
。

3 444 1
.

8 000 1
。

5 666 2
。

9 111

达达 333 4 3 111 2
。

0 555 2
.

2 111 1
。

0 888 12
。

8 111

马马 5 2 222 4 3 333 1
。

5 777 1
。

8 222 1
.

3 555 6
。

2 888

曙曙 2一 5一 444 4 3 444 1
。

4 666 1
。

6 444 1
。

1555 8
。

1 111

双双 12一 1444 4 4 000 1
.

1 888 [
。

6 555 1
。

7 777 2
.

5 111

双双 333 4 4 111 0
。

7 222 1
。

1 444 1
.

3 444 l
。

7 111

BBB 6 999 4 4 11111 3
.

7 000 l
。

2 777

古古 1888 4 4 66666 2
。

1666

双双 333 4 5 777 0
.

4 4 1
.

0 1 1
。

0 222 0
.

7 777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
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
2

·

, 6

………………………………平平均值值值值 1
.

9 000 4
.

2 888

S ;
值也远不能代表生油岩中的游离烃量

。

进入 P Z

峰的氯仿沥青
“ A ” 重质组份约 占氯仿

沥青
“ A ” 总量 的 2 5

.

8一 5 1
.

7% ( 只有一个 样 品 为 9
.

9%
,

该 样 品为 辽 河 马 深 1 井

3 8 0。米的生油岩 )
,

平均为 3 3
.

4纬 ; 5 2
( 重组份 ) / S

,
( 轻组份 ) 大都小于 1 ,

平 均 为

0
.

64
,

说明氯仿沥青
“ A ” 的重组份少于轻质组份

。

通过分析还可看到
,

差生油岩含的烃类进入 P :
峰的重质组份百分 比低于好生油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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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I c 型生油岩热解色谱实验数据表

3 4 5

井井 号号 T m 。 xxx

} △5
222 5 1 、

△5 222 “

A
” 5 1

残残 A S :::

((((( ℃ ))) { ( m g / g )
_ _ ___

( m g / g ))) ( m g / g ))) S 111

曙曙 9 777 —
一一 6

.

9 666 7
.

4 666 3
.

4 777 1 3
.

9 222

下下 2 222 4 2 55555555555

44444 3 222 0
.

7555 0
.

8 444 0
.

6 444 8
.

3 333

太太 777 4 3444 1
.

0 222 1
.

0 777 0
.

2 111 2 0
.

444

双双 9 444 4 3 555 0
.

4 555 0
.

6 000 0
,

7 111 3
.

0 000

太太 777 4 3 777 0
.

0 444 0
。

0 555 0
.

2 555 4
.

0 000

金金 111 4 3 999 0
.

3 777 0
.

4 222 0
.

3 444 7
.

4 000

古古 1888 4 4 111 1
.

1 000 3
.

1888 4
.

1 333 0
.

5 333

莫莫 1555 4 4 222 0
.

9 444 2
.

2 999 2
.

0 555 0
.

7 000

NNN P 1777 4 4 555 0
.

2 000 0
.

3 333 0
.

8 999 1
.

5 444

NNN P 1 222 4 4 555 0
.

2 444 0
.

3 999 0
.

8 111 1
.

4 777

锦锦 2一 8
一

1666 4 4 777 0
.

1666 0
.

3 111 0
.

8 666 1
.

0 777

古古 1 222 4 5 444 1
.

0 666 1
.

9 000 3
.

2 888 1
.

2 666

番番禹3333 4 7999 0
.

0 222 0
.

0 777 0
.

1 222 0
.

4 000

平平均值值值 1
.

0 222 1
.

4 555 1
.

3 777 4
.

9 222

表 6 1 型生油岩热解色谱实验数据表

井井 号号 T 二 。 xxx △S ::: S x + △S ::: “
A

” + 5 1残残 △5
222

((((( oC ))) ( m g / g ))) ( m g / g ))) ( m g / g ))) S lll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5 000古古 1222 4 0 888 0
.

0 333 Q
.

0 555 3
.

9 1 55555555555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

0 333古古 1222 4 1 999 1
.

3 666 2
.

6 888 2
.

6 88888888888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9 333
襄襄 lll 4 2 777 0

.

1444 0
.

2 999 0
.

6 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555NNN P 1222 4 3 333 0
.

0 222 0
.

0 666 0
.

2 88888

西西江江 4 3 555 0
.

3999 0
.

6 444 1
.

2 111 1
.

5 666

西西江江 4 3 666 0
.

0 555 0
.

2 000 1
.

2 333 0
.

3 333

江江 1000 4 3999 0
.

1222 0
.

2 666 0
.

7 666 0
.

8 666

牛牛 1666 4 3999 0
.

1333 0
.

2000 0
.

6 444 1
.

8 666

NNN P 1 222 4 4 111 0
.

0 111 0
.

0 555 0
.

2555 0
.

2 555

NNN P 1 222 4 4 111 0
.

0 000 0
.

0 888 0
.

6 333 000

古古 1 222 4 4 666 2
.

3777 4
.

0 888 0
.

2 444 1
.

3 999

番番禺 3333 4 6 777 0
.

0 333 Q
.

0888 0
.

4 888 0
.

6 000

番番禹 3333 4 9 777 0
.

0 222 0
.

0555 0
.

0 666 0
.

6 777

番番禹 3333 4 9 888 0
.

0 111 0
.

0 888 0
.

4 777 0
.

1444

平平均值值值 0
.

3 333 0
.

6 333 0
.

9 666 0
.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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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块 五
。

型生油岩的重组份都在百分之二十几
。

上述实验虽揭示了 5 1 、
S :

存在误差
,

但不能作为生油岩热解 色谱参数校正的依据
。

因为生油岩的热解与纯氯仿沥青
“ A ” 的热解条件是有差别的

。

2
.

干酪根生烃量 5 2

值校正

( 1 ) 进入 S :

的重质组份量与生油岩类型的关系

生 油 岩的5 2

值都比氯仿抽提后的残渣的 5 2

值大
,

其差值 A S Z

可 以认为是残余 灶 进

入 S : 的重质组份量
,

抽提后残渣的 5 2

可 以认为是生油岩中干酪根的生 油 潜 量
,

基 本

不含游离烃
。

△S :
值的大小随干酪根类型不同而变化 ( 表 7 )

,

生油岩类型越好
,

生 烃

表 7

一一~
_

生 油岩类型型 III I AAA I BBB 1 CCC lll

项项 目
- -

-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序序
:

( m g / g ))) 4
.

2 222 2
.

7 000 1
.

6 111 1
.

0 222 0
。

3 333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

8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凸凸 5
2
/ 5

111 1
.

9 33333 4
.

2 888 4
.

9 222 0
.

8 333

量越大
,

其残余烃的重质组份也越多
。

同时
,

各类生油岩的 △S :
( 重组份 ) / S :

( 轻 组

份 ) 为 0
.

83 一 4
.

92
,

这一结果则远远超出了氯仿沥青
“ A ”

热解该值的范围
,

说明生油

岩热进入 P :
峰的游离烃量比纯氯仿沥 青

“ A ”
热解所得到的数量多得多

。

其中
,

亚
。

型

生油岩游离烃中重组份是轻组份的 4
.

92 倍
,

I 型生油岩则只有 1
.

93 倍
。

l 型生油岩则相

反
,

昭
:
/ △S :

仅为 0
.

83
,

比其他各型生油岩 小得多
,

说明工型生油岩生成的烃类主是

轻质烃类
。

( 2 ) 进入 s :
的重质组份量与演化阶段的关系

根 据表 1一 6的△s :
数据

,

I 型生油岩的△s
:

值随成熟度增加变化不大
,

基本无规律

可循
。 T nt . 二

< 4 3 5 oC 的△S :
为 3

.

5 6 , 4 3 5 oC一 4 4 i oC 区间的△S :
为 4

.

7 2 , 4 4 1 oC一 4 4 4 oC 区

间△S
:

为 4
.

1 ,

表明么S :
值在生油门限以下仅稍有增加

。

另外
,

从表 8可清楚看 到
,

其 他

表 8 △万
:

与 演 化 阶 段 关 系 表

. 该值为去掉异值 6
。

96 后的均值
.

各型生油岩△5 2
值的变化也无规律可循

,

变化并不大
。

这就表明
,

进入 S : 的重 质 组 份

是可以从生油岩中排出的
,

它没有因生烃
、

排烃作用而越积越多
。

( 3 ) S :
值校正

利用本实验求出各类生油岩 S :
值与残余烃重质组份在各演化阶段的关系

,

是校正 5 2

值的较好办法
。

在各型生油岩中
, 5 2

值虽随成熟度增加而急剧减少
,

但△S :
变化不 大

,

所 以
, △S :

/ s
:
可能是一个随成熟度而规律性变化的参数

。

设该参数为 y ,

并作出各 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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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m a 父 ( C 卜

知 价
` , 曰 } 书日 知 l 钊幻 月 0 趁 O 打 0

习 _
_ _ _ 、

_
. _ _~ _

.
_

1 1 _ l ,

, / ,

一
川型

止

一
` 型

钾口尸一~ 一 n 型

. 王型

0 11型

戈 口宫型

图 2 生油岩 S :

值校正曲线图

油岩 T 。 。 二

与 y关系 曲线 ( 图 2 )
。

这就是生油岩 5 2

值校正 曲线
。

I A 、

I B 、

五。型生油岩的 y值变化大致相近
,

合并为一条曲线
。

由图 2可见
,

T二
。 二

< 4 35 ℃时
, y 值变化缓慢

, 4 35 一 4 50 ℃区间
, y 值迅速增加

, 4 50 ℃以后又转缓
,

保持在

较高值上
。

这种变化符合干酪根生烃过程
。

在 T二
。 二

< 4 35 ℃时干酪根未大量生烃
,

S
:

值

较大且变化不大
,

此时 y值较小
,

为 0
.

2左右
。

进入生油门限温度 ( T 。 。 二 4 35 ℃ ) 以后
,

干酪根迅速降解
, 5 2

急剧减少
,

所 以
, y 值变化速率很快

。
T 。 。 二

> 4 50 ℃ , y值增加趋势

又转缓
,

此时干酪据已接近降解生烃的终止点
,

S
。

值基本上停止变化
,

故 y 值 变 化 不

大
。

I 型生油岩在 T 。 。 二

44 0℃以前
, y 值缓慢地趋向 0

.

1 ,

而 当T m 。 二

大于 4 40 ℃以后
, y 值

迅速增加
,

尽管 T , 。 二

> 4 44 ℃后缺少 I 型生油岩样品点
,

但据 I 型生油岩的变化趋势 可

以预测其 y 值的变化情况
。

l 型生油岩 y值的变化特点是起点低
、

变化早
。

从 T 二
。 二 4 20 ℃开始

, y值就迅速增大
,

至 T 二
。 二 4 45 ℃左右

, y 值即由0
.

05 左右达到。
.

45 以上的高值
。

表明班型生油岩从 T 口
。 二 4 30

℃开始
,

干酪根已迅速降解生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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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油岩的热解分析数据的校正
,

只要从校正曲线上按样品的类型及 T ln 。 二

值查取 y

值
,

则生油岩中干酪 根的真实值为
:

S呈
二 S

: 一 y
·

5 2

式中
: S 呈为生油岩中干酪根实际生烃潜力

; S
:

为样品的热解 5
2

值
。

3
.

生油岩 S ;

值校正及游离烃特征

表 9

~
一 _

生油岩类型

项 目 一
~

一 \
\

5
1残 / S

一
原

l A

0
.

0 8 7 0
.

1 3 3

根据实验
,

岩样经氯仿抽提后
,

残渣中仍存有少量的 S , 。

由表 9可见
,

残留 S
,

占原

样s ;

的 8
.

7一 2 1
.

4%
,

说明经氯仿抽提后仍有一部分轻质烃类 残留在 岩 样中
,

因此
,

氯

仿
“ A ” 的量与 s :

残之和才是生油岩中的游离烃量
。

另外
,

将△S : + S :

与
“ A ” 十 S 、

残进

行比较 ( 表 10 ) 可 以发现
,

各型生油岩的 △ 5 2 + S 工

与
“ A ” 十 S : 残 值大致吻合

,

说明用

△5
2 十 S :

作为生油岩中的游离烃是合理的
。

皿型生油岩的
“ A ” 十 S 工残与 △S : 十 S ,

的相

对之差较大
,

可能是在有机质含量很少的情况下
,

两种分析存在较大误差所 造 成
。

尽

管如此
,

为了方法上的一致
,

我们仍将△S : 十 S ;
作为 皿型生油岩的游离烃量

。

表 1 0

~~~ ~ \ 生油岩类型型

…
`̀ 夏AAA l BBB I CCC lll

项项 目 一 \ 一一一一一一一
瓜瓜 5

2 + 5 1 ( m g / g ))) 6
.

5 111 3
.

9 666 2
.

2 666 1
.

4 555 0
.

6 333

555
.

7 666 3
.

8 777 1
.

9 666 1
.

3 777

必须指出
,

由于钻井
、

取样及化验过程中的损失
,

校正恢复后的游离烃量尚不能完

全代表原始值
。

但鉴于 目前工艺条件的限制
,

考虑到每个样品都经史大致相 当的过程
,

可 以认为共有一个系统误差
,

对排烃量的计算影响不大
。

表 2一 6中△S :
/ S 且

值表明
,

I 型生油岩 生成烃类的重质组份最少
,

平均值为 1
.

92 ;

亚
。

型△S 么

/ S
:

平均值为 4
.

92 ; 班型生油岩则相反
, △5 2

/ S ,

均值只有 0
.

82
,

表明 l 型生

油岩生成的烃类为轻质组份占优势
。

每 一类生油岩的 △5 2

s/
:

值随成熟度增加而变 小
,

说明随成熟度加深
,

烃类 中重组成份减少
,

轻质组份增多
。

但 I 型 生 油 岩 的 △5 2

s/
;

值
,

就作者的实验样品看
,

变化不显著
,

原因有待进一步探讨
。

如果将同一类生油岩不同成熟阶段的游离烃量 ( △S : 十 S :
或

“ A ” + S : 残 ) 进 行 比

较
,

可以发现在生油门限上 的游离烃量并不 比生 油门限以下的生油岩少
,

有时还超过生

油门限以下 的游离烃量
。

这一事实说明
:

( 1 ) 生油岩的生烃过程在生油门限 以上 已 经

开始
,

并生成了一定数量的烃类
,

但由于排烃速率较低
,

所以残留较多 ; ( 2 ) 生油岩进

入油门限后将大量生烃
,

其排烃速率同样也相当高
,

排 出量几乎等于生成量
,

因此残余

烃的数量并不一定很高
。

如果某类生油岩在某成 熟阶段 的残烃量小于生油门限 以上的残

烃量
,

我们则认为处于该阶段的生油岩的排烃量 已超出了总生烃量
,

即排出了生油门限

以上生成烃量的一部分
。

本实验的岩心样品均未处于烃类向石墨转化的阶段
,

残余烃数

量的变化只能归结为高的排烃率
,

与传统的低排烃率概念有根本的分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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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解色谱分析参数的校正
·

3 4 9
.

在完成了 S 工 、

5 2

的校正之后
,

只要用校正后的值比上总有机碳含量
,

即可 得 到 校

正后的 I H 、

I 工: C等项热解参数
。

透
.

最高热解涟温 T
二1 。 x

值校正

最高热解峰温 T
: a 二

最初 的 定 义

是
: “

它相当于岩样热解得到的烃类

( p
: 后单 ) 最大值时的温度

” ( J
.

E S p
-

it le ie )
。

山于岩样中残余烃的 重 质

组份进入 P :

炸
,

对 T
。 1 。 二

将会有 所 影

响
。

前已叙及各型生油岩在各演化阶

段 △5 2

/ 5 2

值随成点度增加 而迅 速 增

加
,

但△S :

对不同成热度的样品仅略

有 变化
。

因此△5 2

在不同成 热阶段对

T 。 a 二

的影响也大致相当
。

图 3 可见
,

I
、

I 型生油岩抽提前后 T 。 。 二

值互有

高低
,

平均代数差为 + 0
.

3 ” C ,

抽提

后略高于抽提前
。

皿型生油岩则 不 同

( 图 4 )
,

一般为抽提后残渣的T o a 二

低

于原样 T 。 a x

o一 5 ℃ ,

除去一点差值为

图 3 工
、

亚型生油岩氯仿油提前后最高热解峰温

度对比图
·

提抽前 x 提抽后

15 ℃外
,

平均差为
一 2 ℃

。

这说明重质组份对 T 二 。 二

影响不 大
。

!

…
:器丈黑让委

…
/

了

一
竺二

一

…一三…
r -

-一一一

一一~ 习~ 矛
- - -

一

图4 皿型生油岩氯仿抽前后最高热解峰温对比图

这些生油岩来 自予济阳
、

南阳
、

辽河
、

珠江 口盆地
,

表现 出的特证如此相似
,

说 明

结论是 可靠的
。

因此
, T 二 a 二

值不需校正即可使用
,

在 T m a 二

基础上建立一系列热解 资 料

应用方法 ( 如
:

恢复生油岩类型
、

恢复原 始生烃量
、

确定成熟度等 ) 也是可靠的
。

在分

析中
,

确有个别样品的T 。 。 二

值在抽提前后有较大差别
,

但毕竟是极少量的
。

需要指出的是
,

本实验样品成熟度相对较低
,

上述结论不适用于过成熟生油岩
。

在

资料应用中
,

我们发现过成熟生油岩的T 。 。 二

值表现出随成熟度加深而变小的
“ 反转

” 现

象
,

这显然是不合实际的
。

辽河西部凹陷马深 1并的 T 二
a 二

值出现了这类现象 ( 图 5 )
。

双

深 3井
、

青侮早 2井
、

大港港深 2 3井也有此类现象
。

这可能是 由于 T ln 。 二理50 ℃以后
,

过成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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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a x n (
“

C )

ǎ已à留

;
.

.

。

多

`“。。
l

· ’ .

图 5辽河西部凹陷马深 1井 Ta ll
x

一 H散点图

的各型生油岩的干酪根 已大致降解完毕
,

仅残存 微量不易断裂的 c = c 键结构
,

此 时进

入 P Z

峰的重质组份一般可达 S :

数量的 4 0一 50 %
,

从而造成 T 二
a 二

值的
“ 反转

”
现 象

。

对

此种情况简单的校正法是如图 5所示
,

在峰温趋势上延线
,

然后逐样依深度在延线 上读

值
,

即得校正后的 T m 。 二 。

这种方法必须是在相应剖面上无强烈的地层
、

时代
、

岩性等变

化
,

否则
,

可将纵坐标 改为R
“

值
,

从而得到较好的效果
。

本文资料收集得到周光甲
、

张敦样
、

朴 明植
、

马万怡等同志大力协助
,

在此表示衷

心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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