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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

虽然对河流三角洲地层中的近似于煤的
、

陆生植物衍生的有机质可以形成具

工业价值的液态烃矿藏IL 乎没有多大疑问 ( H e d b e r g , 1 9 6 4 ; B r o o k s 和 S m ith
, 1 9 6 9 ;

T ho m as
,

拍8 1 ; H uc 等
, 1 9 8 6 )

,

但是这些液体烃中的煤
“分子” 的确切成因 仍还然 模

糊不清
。

缺乏液体烃中煤分子的确切成因的资料
,

使得岩石和化学数据在生油岩的石油潜量

评价中的价值受到极大的限制
。

在石油勘探中
,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越来越明显地反映为

不能明确地指出生油岩的生油能力与生油岩的岩石组份之间和岩石组份与化学组份之间

的关系 ( s m ith
, 2 9 5 3 ; E v a n s

等
, 1 9 5 4 ; B e r t r a n d 等

, 1 9 8 6 ; R ig b y 等
, 19 5 6 ;

S m ith等
, 1 9 8 7 )

。

现已表明
,

缺乏这种对比关系的部份原因可能是镜质组的地化差异所致(B e r tr a n d等

1 9 8 6 )
。

T ay lor 和 Li
u ( 1 9 8 4 ) 已在镜质组 中观察到差异现象

。

应用透射电子显微镜
,

他们证实了在某些样品中有大量的类脂化合物
,

并且认为详尽的煤岩组份的数据可能是

确定液态烃潜量的关键参数
。

但是这些煤岩组份是透射 电子显微镜的观察结果
,

而并非

是用显微镜粗略的观察分类成镜质组和其它煤岩组份的
,

应用透射电子显微镜还在南澳

大利亚库拍盆地的隋性组里发在了百分之几降解的藻质体
,

这是光学显微镜无法观察到

的 ( T a y lor 等
, 1 9 8 8 )

。

鉴于藻质体为液态烃的理想来源
,

这一发现为库拍盆 地 建 立

油气远景提供了依据
。

s m ith 等 ( 1 9 8 7 ) 已集中地注意研究用有机元素分析预测化合物的结构和特性 时固

有的 困难和不确定性
。

诸如
,

化合物A 和化合物B 都具 同样的化学组份 C Z 、
H

3 。0 (见图 )
,

但在热应力条件上 ( 如成岩作用的条件下 )
,

它们的特性则完全不 同
。

在相对较弱的热

应力条件下的碳质沉积物中
,

化合物A 的乙醚键 ( C一 0 一C一 )就发生分裂
,

大部分 产

生液态烃的癸烷C : 。
H

: : ,

而化合物B 则无化学反应
。

当沉积物温度更高时
,

C一C 键产生断裂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烷基从化合物 B 中丢失

掉
,

然后生成气体
。

假如化合物 A 生成的癸烷仍然保 留于沉积物之中
,

温度逐渐升 高
,

使癸烷也同样
“
裂解

”
成更小的分子

,

可能大部分为气体
。

这对石油勘探来说是一个启

示
,

即使这两种化合物具有相当于 I型和 五型干酪根的化学组份
,

而且这两种类型的化

.

本文为孙笨才在澳大利亚向作者本人的特约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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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物都具备产气潜量
,

但是其中只有一种化

合物有生成液态烃的能力
。

并非大家都同意较高的H / C 原子比和较

低的。/ C 原子比本身指示出有机质能生成液

体石油类型的烷类潜量
,

特别是澳大利亚原

油中长链 的链烷很明显
。

原子比只表明有机

质的总潜量生成能力
,

就如上述所论
,

它们

即可产生气体
,

也可生成液体
。

因此
,

继续

用生油岩的总元素组份作为评价油气远景的

指南时应当小心
。

由于保存下来的有机物中有机化合物的高度复杂性及其混合比例的多

变
,

使这一问题更加复杂化
。

不仅地球化学家
,

而且岩石学家也 同样认为化学参数在生油岩远景评价中的价值极

为有限
。

诸如
, T a y lor 等 ( 1 9 8 8 ) 表明

“
仅仅根据全煤组份或其平均特性 ( 如按v a n

k re ve l e n 图 ) 得出的关于油气潜量的结论将会走入歧途
” 以及 “

评价石油生成潜 量 的

重要 因素是原生烷类母质的性质和含量
,

它们仅占煤的一小部份
,

它们不是煤类物质的

平均组份
” 。

这样
,

石油勘探得到不可进免启示不是当前所应用的粗劣岩石学和化学技术方法需

要改进
,

就是新的技术和概念需要发展
,

以便有可能精确地鉴定出生油岩中生成液态烃

的组份或其已证实石油潜量中的化学结构
。

根据上述模式化合物的讨论
,

显然最佳的化学分析程序应该能够引导从生油岩中得

到精确的化学结构
。

因此
,

为了保持完好无缺的碳骨架
,

碳一碳键断裂的反应应该缩小

到最低程度
。

以对碳骨架干扰最小为条件
,

把煤类物质裂解成简单碎片的两种方法是弱氢化作用

( E v a n :
等

, 1 9 8 4 ) 和加水热解作用 ( B r o o k s和s m ith , 1 9 6 9 , L ew a n 等
, 2 9 7 9 )

。

这

两种方法都能把大量的分子碎片转换成烷类
,

因此可直接测定出对生成原油贡献最多的

特定烷类的类型
。

这两方法的应用有助于在勘探工作中消除许多不确定因素
,

现在看来

仅仅根据生油岩的碳
、

氢
、

氧的含量和生油岩中总的显微组份继续评价生油岩已没有多

大益处了
。

勘探工业满足于业 已过时
,

但还盛行着的评价生油岩远景的参 数 还 能 持 续 多 久

呢 ? 在整个范围内对远景评价参数的重新审查早已盼望已久
。

当前
,

澳大利亚科学家们

主要致力于研究竺别那些生成工业油流的关键 因素
,

但工业界对他们的发现则 没 有 兴

趣
。

然而
,

鉴于许多实验室所获得的数据和远景的现实性之问的微妙关系
,

公司在创新

和基召!}研究方面的支出
,

比之采集沉积物远景的不可靠数据的支出来说
,

将会取回更多

的收益
。

为了获得生油岩远景评价中更为可常的参数
,

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和澳 大 利 亚

(污IR o 地球科学幼探部协作
,

对中国和澳大利亚两国广泛分布范围内的富碳沉积物采用

加水热解分析进行评价
。

目的在于建立这些富碳生油岩的生烃潜量和其沉积环境
,

年龄

等之间的关系
。

(张文成译
、

张义纲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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