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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奥陶一志留系暗色泥岩

有机碳产状及其丰度讨论

杨长庚 朱佩君 葛万兴
补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为了正确评价高演化 源岩的生油性能
,

对奥陶一志 留系暗色泥岩作了较系统 的镜 下观察
.

认为高演化

泥岩含有次生沥青
,

应从分析所得有机碳丰度剔除沥青含量
.

有机碳 0
.

4 ~ 1
.

。肠属盆地相沉积
,

为较好生

油岩
:

有机碳小于 。
.

4%属陆棚相沉积
,

为较差生油岩
.

皖南地区奥陶一志 留系海相暗色泥岩的有机碳丰度
,

因经历多次构造变动和热演化

作用的影响
,

除保 留了原沉积形成 的残留有机质外
,

还有运移沥青的加入
,

单用有机碳含

量数据
,

不能准确评价有机碳丰度
。

我们认为 除通过常规的有机碳含量测定外
,

还应运

用岩矿方法观察有机质 的产出状态
,

区分残留有机质和运移沥青
。

也要注意表生氧化作

用使岩样中有机碳含量偏低
。

为此
,

我们在皖南分别选择了宁国霞乡至胡乐司的奥陶系

剖面和径县北贡虎栏桥至天井湖的志留系剖面为代表
,

沿修筑公路开凿的崖壁
,

系统采

集 了受次生氧化作用较少的样品进行了岩矿鉴定和镜检研究
。

暗色 ( 深灰
、

黑灰和黑色 ) 泥岩包括泥岩
、

硅质泥岩
、

含粉砂 泥岩和少量泥质硅质

岩
,

粉砂含量小于 15 %
。

其中有机质分为
:
( 1 ) 棕黑

、

黑色分散质点及其集合体和 (2)

沥青
。

有机质产状在镜下可分为 10 种
:

1
.

弥散状
:

有机质呈分散状存在于成岩后生作用的粘土矿物间或呈细脉状
,

部分被

粘土矿物所包裹 (照片1 )
。

2
.

凝粒一凝脉状
:

有机质微粒相对凝聚
,

有的沿较细微晶粘土矿物凝聚成 为 粒 状

(照片2 )
,

有的凝聚体呈
“
脉状

”
延伸但脉体边界模糊 (照片3 )

。

3
.

细脉状
:

有机质为不透明的细脉
,

边界清晰
。

明显地显示出沥青沿细裂缝填充而

成 (照片4 )
。

4
.

挤压裂隙中的有机质
:

有机质沿泥岩压性或压扭性微裂隙聚集
。

有的沿泥岩滑动

面聚集
,

也有沿裂隙充填的沥青 ( 照片 5 )
。

5
.

组成生物组构的有机质 (照片6 )
。

6
.

有机质呈圆形颗粒状
,

直径数微米
。

有的颗粒呈群出现
。

7
.

有机质存在于矿物的包裹体中
,

如粉砂级石英碎屑再生长部分中的包裹体
。

. 参加本文编写的还有钱立 平
、

陈跃
、

范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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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四种产状较为普遍
,

后六种产状较少
,

其中 1
、

2 两种产状的有机质绝大部分存在

矿物粒间
,

只有极少量为成岩粘土矿物的包裹体
。

在暗色泥岩中
,

当有机质数 量 较 多

时
,

在镜下呈现微小的细纹构造 ( lm m 士 )
,

显示泥岩沉积形成的水平纹层理
。

表明这

两种产状的有机质
,

为保留在岩石 中沉积的残留有机质
,

由于成岩后生作用
,

使这些有机

质的产状有不同的变化
。

第 3种细脉状产出的有机质
,

属沥青沿裂隙充填
,

为石油 运 移

后再聚集的标志
。

第 4种为挤压裂隙中的有机质
,

属滑动面聚集
,

有的是原来岩石的
,

因

挤压而充填在裂隙中的沥青
,

与细脉状具相同性质
。

在常规有机碳分析的泥岩样品中
,

挤压裂隙较发育的样品
,

有机碳含量都偏高
,

应为后期运移沥青致使局部富集的结果
。

属于次要的六种有机质产状的形成
,

组成生物组构和圆形颗粒状的有机质
,

为原生

沉积的残留有机质
。

粉砂石英碎屑包裹体中的有机质
,

为成岩作用捕获原沉积时的分散

有机质
,

凝块状有机质为成岩过程中聚集的
。

气孔和虫穴中的有机质
,

应与沥青细脉状

一样
,

为后期充填的产物
。

从 以上有机质产出状态的描述和不同产状有机质的形成特点可以看出
,

呈棕黑
、

黑

色分散质点及其集合体出现的有机质
,

虽产状不同
,

但都可认为是残留有机质
。

沥青是

石油演化后冲填在缝隙和孔洞中的固体残渣
。

在研究的剖面 中
,

选择了15 件岩样测试有机碳含量 ( 分析者
:

陈秀耀
、

胡文 )
,

同

时在镜下观察样品遭受的次生氧化程度
,

对样品表面进行了剥离和清洗
。

这15 件 样 品

中
, 1 4件是暗色泥岩

,
1件是泥质灰岩

。

暗色泥岩的有机碳含量
,

从 0
.

23 %至 2
.

04 %
。

可 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
:

即
,
( 1 ) 5件样品有较多的细脉状和挤压裂隙沥青充填

,

有机

碳含量都大于 1%
。

其中有机碳含量高达 2
.

04 % 的样品
,

采集于与砂岩邻接的泥岩层中

或沿泥岩和砂 岩接触处
,

细脉状运移沥青较发育
,

有机碳含量最高
。

其他 4 件为挤压裂

隙中的有机质或为细脉状运移沥青
,

都是属于有机碳局部富集的类型
。

( 2 ) 1件厚层块

状 泥岩样品
,

在透射光下岩石薄片带褐色
,

有明显次生氧化作用 影 响
,

有 机 碳 含 量

。
.

44 %
。

而水平距数十米处同一层泥岩中的样品
,

未见明显的氧化现象
,

其有机碳含量

较高
,

说明氧化作用可降低有机碳的丰度
。

( 3 ) 其他8件样品中
,

弥散状
、

凝粒一凝散

状有机质占绝对优势
,

基本能代表泥岩中沉积形成的残留有机质
。

这些样品有机碳含量

介于0
.

23 一 1
.

0 %
,

可 以代表皖南奥陶一志留系暗色泥岩的有机碳丰度
。

如果将暗色泥岩有机碳丰度介于0
.

4一 1
.

0 %定为好的和较好的生油岩
,

有机碳丰度

< 0
.

4 %是较差 的生油岩
,

从研究的剖面中可 以看出
,

有机碳丰度在O
。

4 % 以上的生油岩属

盆地相沉积
,

层位包括皖南奥陶系下统的宁国组中上部
、

奥陶系中统胡乐组和志留系下

统的高家边组下部
,

一般有机碳丰度0
.

8~ 1% 左右
。

从盆地相向陆棚相过渡段
,

有机碳

丰度变低
。

有机碳丰度小于 0
.

4 %的生油岩
,

属陆棚相和盆地边缘相沉积
。

层位包 括奥

陶系下统谭家桥组
、

宁 国组下部
,

奥陶系上统黄泥岗组和新岭组
,

可能还有志留系下统

高家边组上部和中统坟头组
,

有机碳丰度一般在 0
.

2 ~ 0
.

3%左右
。

从上述皖南奥陶一志留系暗色泥岩有机碳的产状和丰度的讨论
,

可以看出
:

( 1 ) 早古生代暗色泥岩经历了多期构造变化和热演化作用
,

在评价其有机碳 丰度

时
,

应考虑运移沥青局部富集致使生油岩有机碳丰度偏高的缺陷
,

也要注意氧化作用产

生的贫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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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 运移沥青导 致有机碳的局部富集
,

在岩层中分布比较广泛
。

但这并不存 在于

岩层的所有部位
。

因而
,

可以依赖那些受运移沥青影响较小的岩样有机碳含量
,

来确定

岩层有机碳丰度
。

( 3 ) 运移沥青的局部富集
,

不仅影响到暗色泥岩有机碳丰度的正确判别
,

就是 用

地球化学指标来研究这类生油岩及油源对比时
,

也值得引起注意
。

(收稿 日期
: 19 8 8年5月 6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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