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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

碳酸盐岩有机质丰度及生油岩研究

宁 正 伟

(地质矿产部华北石油地质大队
,

郑州 4 5 0 0 0 7)

作者以丰富的资料对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的沉积环境
、

成岩作用 以及有机质演化等进行了系统的

研究
。

提 出前缘斜坡相
、

开阔海相
、

局限海相为有利生油岩相 , 泥晶灰岩
、

生物灰岩
、

白云质灰岩为主要生油岩石

组合
; 寒武系辛集组上段

、

中奥陶下马家沟组
、

上马家沟组
、

峰峰组为主要生油岩层
.

关键词 碳酸盐岩 沉积环境 成岩作用 生油岩相 华北地 区

作者简介 宁正伟 男 41 岁 工程师 石油地质

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纪主要为地台浅海碳酸盐沉积
。

分布面积广
,

沉积稳定
,

碳酸盐岩占

沉积厚度的 8 。%
。

其中生物发育
,

种类较丰富
,

并以油气苗显示较多而引人注 目
,

是华北地

区碳酸盐岩找油气的重要领域之一
。

其重要特点是有机质含量低
,

这对于在碳酸盐岩地层中

找原生油气藏
,

就出现了如何认识碳酸盐岩有机质含量及如何评价生油岩
。

近年来随着在该

区碳酸盐岩中找油气工作的进展
,

首先对生油岩及如何评价生油岩等有关方面进行了研究
。

笔者通过近儿年的研究工作
,

对该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有机质含量及生油层问题提出粗

浅认识
,

供今后研究者参考
。

形成有机质丰度低的作用

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大部分属生物成因和生物碎屑成因
,

含有丰富的海相生

物碎屑
,

它表明原始沉积有机质是丰富的
。

但是
,

目前这些岩石中的有机质含量与泥质岩相

比普遍较低
,

通过大量分析资料认为
,

影响这些差别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种
。

1
.

1 矿物岩石作用

沉积岩中不同的矿物岩石对有机质含量起着一定的控制作用
。

泥质岩是层状矿物
,

除表

面可吸附有机质外
,

矿物的层间还可以吸附着大量的有机质
。

而碳酸盐矿物属三面或斜方晶

系结构
,

对吸附有机质相对泥质岩而言是很弱的 (傅家漠
,

1 9 8 1 )
。

我们通过对华北地区所钻

遇到寒武
、

奥陶系的 53 口钻井
、

28 6 个样品有机质丰度分析资料充分说明
,

有机质含量与岩

石矿物含量的变化有着明显的相关性 (表 1 )
。

泥质岩有机质含量明显高于碳酸盐岩
,

其中在

碳酸盐岩中不同的岩石矿物变化对有机质含量也有一定的影响
。

如泥晶灰岩最高
,

次为白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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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灰岩
、

白云岩
、

膏岩
。

如果把泥质岩与灰岩
、

白云岩
、

膏岩有机碳含量加以对比
,

其比值分别

为 7 , 1
,

1 0 : 1
,

2 0
, 1

。

通过以上资料说明
,

碳酸盐岩残余有机质含量远远低于泥质岩
。

所以

在对碳酸盐岩生油岩评价时一定要与泥质岩评价有所区别
。

根据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

盐岩有机质分析资料
,

泥晶灰岩
、

白云质灰岩残余有机质含量均达到我国碳酸盐岩生油丰度

指标
,

是生油气的主要气源岩
。

表 1 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有机质丰度与岩性相关性

岩 性

C (% )

泥质岩

0
.

8 5 / 4
.

2 4 7 / 4

19 6 / 4

泥晶灰岩

0
.

1 2 6 / 5 1

白云质灰岩 细粒灰岩

0
.

0 8 9 / 7

白云岩

0
.

1 1 5 / 1 0 0
.

0 9 1/ 2 0

膏 岩

0
.

0 4 3 / 3

“
A

”
(p p m )

H C (p p m )

,

样品数
,

余同

1 9 9 / 5 1

1 0 9 / 5 1

2 7 4 / 1 0

17 2 / 1 0

2 2 7 / 8

4 9 / 7

14 7 / 2 0

6 2 / 2 0

1 4 2 / 3

3 1 / 3

1
.

2 沉积环境作用

通过对碳酸盐岩沉积相研究认为
,

并不是所有碳酸盐岩都是生油岩
,

即只有低能沉积相

和非淡水海解成岩相的岩石类型
,

因其有利于有机质的发育和保存
,

才是最有希望的生油

岩
。

因此
,

对于碳酸盐岩沉积相的研究
,

在生油岩评价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华北地区寒

武
、

奥陶纪为稳定的台地浅海碳酸盐沉积
‘,

从岩石组合
、

沉积特征
、

水动力条件的强弱可划分

为十三个相
。

通过对 47 口钻井
、

2 68 个分析样品资料统计
,

开阔海
、

局限海
、

滩间海
、

浅滩
、

坪

间海
、

潮坪
、

蒸发坪主要相区有机质含量有着明显的变化
。

其开阔海有机质含量最高
,

次为局

限海
、

滩间海
、

坪间海
、

潮坪和蒸发坪 (表 2)
。

从表说明
,

开阔海
、

局限海
、

滩间海
、

坪间海残余

有机碳含量均达到我国碳酸盐岩生油岩丰度下限值
。

是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有利

的生油岩相
。

表 2 华北地区古生界有机质丰度与环境关系表

沉积相

C (% )

开 阔海 局限海

0
.

1 75 / 3 0
. 0

.

1 2 5 / 1 6

滩间海

0
.

:t2 1 / 5

浅 滩

0
.

0 8 3 / 7

坪间海 潮 坪

0
.

1 18 / 8 0
.

0 8 3 / 1 3

蒸发坪

0
.

0 4 2 / 7

“
A

”
(Pp m )

H C (p p m )

,

样品数
,

余同

2 7 1/ 3 0

16 9 / 3 0

2 2 7 / 1 6

1 1 0 / 1 6

2 ()5 / 5

6 0 / 5

1 7 6 / 7

4 3 / 7

1 95 / 8

8 3/ 8

11 0 / 1 3

4 4 / 1 3

9 2 / 7

2 7 / 7

1
.

3 演化作用

华北地 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演化程度普遍较高
,

大部分地 区有机质已处于演化晚期

(凝析油
一

干气期 )
,

仅少部分地区处于成油期 (生油晚期 )
。

通过对碳酸盐岩不同系列样品中

抽提物有机质含量与干酪根氢碳原子 比的关系分析 (图 1 ~ 3 )
。

当 H / C 原子比大于 。
.

“ 时
,

有机碳含量均大于 。
.

1%
,

氯仿沥青
“
A

”

大于 1 2o p p m
,

总烃大于 so p p m ; H / C 原子比在 0
.

65

~ 0
.

5 时
,

有机碳含量均小于 0
.

1 ;石
,

氯仿沥青
“
A

”

小于 1 2 0 p p m
,

总烃小于 so p p m ; H / C 原子

比小于 0
.

5 时
,

有机碳含量均小于 0
.

08 %
,

氯仿沥青
“
A

” 、

总烃更低
。

以上资料说明
,

碳酸盐

岩中的有机质丰度与演化程度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
。

在成油晚期以后
,

并随着演化程度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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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

有机质丰度降低
。

所以在碳酸盐岩生油岩评价时
,

对于高演化地区可适当降低有机质丰

度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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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l 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 H / C 与 C 相关图 图 2 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 H / C 与 A 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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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华北地 区下古生界碳酸盐岩 H / C 原子比与 H C 相关图

L 4 成岩作用

碳酸盐岩在早期固结成岩过程中易发生重结晶
,

留下开放孔隙
,

有机质可大量丢失
。

根

据 H
.

M
.

吉曼 ( G e h m a , 1 ,

1 9 6 2) 的资料计算
,

碳酸盐岩中有机质在成岩过程 中丢失量可以达

到原始含量的 80 %以上
,

而泥质岩不易发生重结品
,

仅损失 5~ 10 %
。

加之碳酸盐岩成岩后

生作用
,

岩石进一步深埋产生节理
、

裂隙或表生作用
,

接受氧化细菌降解
,

更使有机质丢失
。

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据同一层位地表和钻井有机质分析资料统计
,

前者一般低于后者 2一

3 倍
。

这和它沉积后得到进一步的埋深 (成岩作用
、

后生作用 ) ,

同时经受加里东
、

印支
、

燕山

和喜山期运动成岩表生作用有关
。

通过对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有机质含量资料分析认为
,

影响碳酸盐岩残余有

机质含量偏低的主要作用与它的矿物岩石变化
,

沉积环境
、

有机质演化
、

成岩作用及成岩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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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
。

2 沉积特征及生油岩

么 1 沉积特征

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纪早期在地台边缘发生海浸
,

程度不同地发育一些陆屑沉积
。

中晚

期随着海侵的逐渐加大
,

主要为碳酸盐沉积
。

总的特征是陆源物质少
,

水体广而浅
,

海底地貌

宽缓起伏
。

从地壳升降运动引起的海水进退演化史可划分两系
、

五统
、

十三组
;
三大海侵旋

回
,

七个亚旋 回(表 3 )
。

岩石类型主要为碳酸盐岩
,

次为粘土岩
、

碎屑岩
、

膏质岩
,

沉积厚度

7 6 6 ~ 1 6 5 0 m
。

据莱芜
、

洪洞
、

唐山等剖面和龙古 3 井
、

南 6 井资料粗略统计
,

灰岩占沉积厚度

的 61 % (其中泥晶灰岩占 34 % )
,

主要分布在寒武系下统辛集组
、

中统张夏组和奥陶系中统

下马家沟组上段
、

上马家沟组上段
、

峰峰组上段
。

白云岩占沉积厚度的 23 %
,

主要分布在奥

陶系中统下马家沟组下段
、

上马家沟组下段
、

峰峰组下段
。

粘土岩占沉积厚度的 13 %
,

主要

分布在寒武系下统馒头组
、

毛庄组
,

中统徐庄组
。

碎屑岩占沉积厚度的 2 %
,

主要分布在寒武

系下统辛集组下部和中统徐庄组
。

膏质岩占沉积厚度的 1 %
,

主要分布在奥陶系中统下马家

沟组下段
、

上马家沟组下段
、

峰峰下段
。

寒武
、

奥陶纪主要为台地浅海相沉积
。

包括五个沉积相带
,

十三个相 (图 4 )
。

高潮面

低 潮面

\
浪 、面

图 4 华北地区早古生代沉积相模式略图

(据下古生界研究报告
,

19 84)

台地边缘相带
:

包括前缘斜坡
、

藻礁
;

和边缘海相
。

其中前缘斜坡相位于低潮面之下
,

水动

力条件一般较弱
,

对有机质的保存较有利
,

是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最理想的生油沉积相
。

主

要发育在华北地区南部寒武系下统辛集组
。

开阔台地相带
:

包括浅滩
、

滩间海和开阔海相
。

其中开阔海相位于低潮面之下
,

水体相对

较深
,

为水动力条件较弱的还原环境
。

生物发育
,

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

分布面积广
,

为有利

的生油沉相积相
。

主要发育在奥陶系中统下马家沟组上段
,

上马家沟组上段
,

峰峰组上段和

寒武系上统凤山组及下统辛集组
。

局限台地相带
:

包括潮坪和局限海相
,

其中局限海相位于潮下带一潮问低凹区
,

水体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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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相对安静
,

还原条件尚好
,

生物发育
,

并有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

是较有利的生油沉积相
。

主

要分布在寒武系上统和奥陶系下统
。

表 3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综合简表

地地层系统统 海 浸 旋 回回 沉积阶段段 组段划分分 厚度 (m ))) 岩 性 特 征征

石石炭系系 中统统统统 本溪组组组 褐红色铝土页岩岩

奥奥奥 中中 力口口 第第 上上 碳碳 峰峰 上段段 8 5 ~ 2 2444 灰
、

深灰色泥晶灰岩
,

有时含云斑斑
陶陶陶 统统

一

里里 海海 亚亚 酸酸 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峰
系系系系

一

东东 浸浸 旋旋 盐盐 组组 下段段 7 0 ~ 13 000 灰褐
、

灰黄色泥 云岩
,

云岩夹云斑
,

角砾状灰岩
,,

旋旋旋旋旋 旋旋 回回 岩岩岩岩岩 含石膏膏

回回回回回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上上 上段段 7 2 ~ 2 9999 深灰色泥晶灰岩
,

云斑灰岩含健石
,

生屑灰岩
,

局局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马马马马 部夹云岩岩
旋旋旋旋旋旋旋旋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沟沟 下段段 1 4 ~ 8555 褐灰

、

灰黄色云岩
,

角砾状泥云岩
,

云质灰岩
,

含含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石膏膏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下下 上段段 3 1 ~ 2 9444 深灰
、

灰色泥晶砂岩
,

云斑灰岩夹石膏化灰岩及及
亚亚亚亚亚亚亚亚 马马马马 云岩岩
旋旋旋旋旋旋旋旋 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家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沟沟 下段段 5 ~ 6 222 灰黄

、

褐灰色泥云岩
,

云岩底部多含碎屑
,

含石青青
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 第第 上上 碳碳 亮甲山组组 3 5 ~ 2 1 000 褐灰
、

灰色含基石团快云灰岩岩
统统统统统 海海 亚亚 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酸

浸浸浸浸浸浸 旋旋 盐盐 冶畔组组 2 9 ~ 1 7 000 灰色岩
、

云岩下部多含竹叶状砾屑
、

夹页岩及石石
旋旋旋旋旋旋 回回 岩岩岩岩 膏膏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寒寒寒 上上上上 中中 碎碎 凤山组组 4 0 ~ 1 5 111 灰深灰色石灰岩
、

云岩
,

具条带
、

竹叶状砾屑屑

武武武 统统统统 亚亚 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屑
系系系系系系 旋旋 枯枯 长山组组 8 ~ 7 444 灰色石灰岩

,

紫灰色带氧化圈竹叶状灰岩及页岩岩

回回回回回回回 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土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固山组组 16 ~ 1 0 666 灰

、

黄灰色疙瘩
、

条带状灰岩
,

泥灰岩夹黄绿色页页

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夹 岩
,

含砾屑屑

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碳

中中中中中中 下下 酸酸 张夏组组 8 3 ~ 2 1 888 灰色场状灰岩
、

云斑条带碎屑灰岩
、

夹黄绿色页页

统统统统统统 亚亚 盐盐盐盐 岩岩

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旋

回回回回回回回回 徐庄组组 0 ~ 1 9 888 紫
、

黄绿色页岩
、

砂岩
、

夹砂屑颐拉灰岩
,

含海绿绿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毛庄组组 0 ~ 1 4 666 褐紫色砂质云母页岩夹碎屑颐拉灰岩含石盐假假
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统 晶晶

馒馒馒馒馒馒馒馒头组组 0 ~ 2 2 111 紫红色泥页岩夹灰
、

云岩含石盐假晶晶

第第第第第一海海海 碳酸盐岩岩 辛集组组 0 ~ 3 1000 灰色含健石
、

云斑灰岩
、

云岩含磷砂页岩
、

砾岩
,,

浸浸浸浸浸旋回回回 一碎屑岩岩岩岩 有时含石膏膏

注
:

云岩(白云岩简称)
,

泥云岩 (泥质云岩简称)

台地蒸发相带
:

包括蒸发坪
、

坪间海相
。

坪间海相位于潮上低凹地带
,

一般情况下受潮汐

作用较弱
。

对有机质保存相对较不利
,

但在局部有利区可形成生油岩
。

主要分布在奥陶系中

统下马家沟组下段
、

上马家沟组下段
、

峰峰组下段
。

台地孤岛陆屑相带
:

包括坡积相
、

陆屑相
。

该相带以氧化环境为主
,

有机质贫乏
,

一般不

具备生油条件
,

为该区非生油环境
。

主要分布在寒武系中
、

下统
。

根据华北地区 82 口钻井
, 1 2 0 6 个寒武

、

奥陶系地化分析样品资料
.

有机碳含量绝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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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在 0
.

05 一 0
.

2%之间
。

其中含量小于 0
.

1 %者占样品的 55
.

4 %
,

大于 0
.

2%者仅占 12
.

2 %
。

氯仿沥青
“
A ,,
含量小于 i o o p p m 者占 5一;石

,

含量在 1 0 0 ~ 3 0 0 p p m 者占 3 4 %
,

而大于 3 0 0 p p m

者仅占 15 %
.

总烃含量小于 lo0P p m 者占样品总数的 67 % (其中小于 s o p p m 者占 47 % )
,

大

于 lo0P p m 者占样品总数的 33 % (图 5 )
.

从不同层位有机质丰度资料分别统计
,

奥陶系中统

下 马家沟组
、

上马家沟组
、

峰峰组和寒武系下统辛集组残余有机质含量较高
,

一般均大于

0
.

1%
,

氯仿沥青
“
A

”

含量 1 28 一3 14 p p m
,

总烃含量大于 6 o p p m
。

张夏组
、

毛庄组
、

徐庄组残余

有机碳含量均大于 。
.

1%
,

但氯仿沥青
“
A ” 、

总烃含量较低 (表 4 )
,

这 主要与它们的沉积环

境
、

岩石类型
、

成岩环境有关
。

其它组段有机质丰度均较低
,

一般小于 0
.

1%
。

门门门门
二二二

00nUQJg阳‘l�哥壕崛加

0
.

0 10 0 5 0 1 0 忍 0
.

3 0滩 0
,

5 0 石

C ( 叱 )

1 0 0 20 0 30 0 4 00 阴0 6 0 0

“
A

” ( p p m )

5 0 1 0 0 15 0 2 00 25 0 3 00 35 0

H C ( P P m )

图 5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有机质丰度含量分布频率图

2
.

2 生油岩 (层 )

以往对该区碳酸盐岩生油岩的研究时
,

着重于有机地化指标
。

而从碳酸盐岩的岩石组合

特征
、

沉积环境变化
、

成岩条件
、

有机质演化等对生油岩的影响及综合评价生油岩欠佳
。

作者

通过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研究
,

认为碳酸盐岩生油岩的优劣和它的沉积环境
、

成

岩作用
、

矿物岩石组合等因素有着密切相关性
。

所以在评价碳酸盐岩时
,

要综合分析
,

确定生

油岩
。

根据目前我国对碳酸盐岩生油岩的研究及南方碳酸盐岩已知生油岩有机质丰度资料分

析 结果 0 ,

认为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 系残余有机碳含量大于 。
.

1%
,

氯仿沥 青
“
A

”

大于

lo0P p m
,

总烃大于 6 0 p p m 为生油岩丰度下限值
。

前缘斜坡相
、

开阔海相
、

局限海相为有利生

油岩相
。

泥晶灰岩
、

生物灰岩
、

白云质灰岩为主要生油岩石组合
。

根据该区生油岩划分原则
。

寒武系下统辛集组上段和奥陶系中统下马家沟组上段
,

上马

家沟组上段
,

峰峰组上段为主要生油岩层
。

2
.

2
.

1 寒武系下统辛集组上段

早寒武世早期在华北地区南
、

北低洼部位接受辛集组早期沉积
,

之后 由充填到超覆逐渐

扩大
。

晚期主要以深灰色泥晶灰岩
、

含隧石云斑灰岩为主
。

台地前缘斜坡相
、

台地开阔海相

发育
,

其主 要发育在南
、

北部两 区
。

残余有机 碳含量均大于 0
.

1%
,

氯仿沥 青
“
A

”

大于

1 5 o p p m
,

总烃大于 6 o p p m
。

生油岩厚度大于 50 m
,

其中中部地 区均小于 50 m
。

根据生油岩条

O 地 矿部石油中心实验室
,

1 9 8 5
,

扬子 准地 台中
、

古生界碳酸盐岩油气实验地质专题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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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分析
,

南
、

北部地区为该组段较有利生油岩
。

表 4 华北地区下古生界各组段有机质丰度表

地地层时代代 C (写 )))
.
A

”
(p p m ))) HC (p p m )))

“
A

, ,

/ C (% ))) H C / C (写 ))) 主要岩石石 主要沉积环境境

000
:

户户 0
.

0 9 8 / 5 444 2 3 5 / 1555 2 0 1 / 777 3 6 / 1333 1 2 / 666 泥晶灰岩岩 开阔海海

000 : 户户 0
.

10 2 / 3 000 2 0 7 / 4 222 6 1 / 777 2 8 / 1000 8 / 888 泥云岩
、

云岩岩 局限海
、

蒸发海海

000 2 5 222 0
.

15 3 / 1 5 222 1 6 9 / 4 222 1 3 5 / 2 111 1 9 / 4 222 1 4 / 2 111 泥晶灰岩岩 开阔海海

000 2 5 111 0
.

13 6 / 4 555 2 0 4 / 2333 6 1/ 1 222 1 6 / 2 000 1 5 / 222 泥云岩
、

云岩岩 蒸发坪局限海海

000 2 之 222 0
.

12 8 / 1 2 000 1 2 8 / 3 333 1 2 3 / 1777 1 7 / 3 111 1 1 / 1 222 泥晶灰岩岩 开阔海海

OOO Z J III 0
.

1 5 0 / 2 111 3 14 / 1111 2 5 1 / 555 1 7 / 1 111 1 3 / 555 泥云岩
、

云岩岩 局限海
、

蒸发坪坪

000 1111 0
.

0 8 3 / 7 777 2 2 6 / 2 555 1 7 9八999 2 4 / 2 444 1 6 / 1999 云灰岩岩 开阔海
、

局限海海

OOO 一夕夕 0
.

0 8 9 / 2 888 1 3 8 / 1000 5 9 / 555 1 9 / 1000 7 / 555 灰岩
、

云岩岩 局限海
、

滩间海海

CCC 3 fff 0
.

0 8 7 / 5 333 7 2 / 555 4 2 / 222 1 5 / 444 1 2 / 222 灰岩
、

云岩岩 开阔海海

CCC 3ccc 0
.

0 8 5 / 3 000 4 2 / 333 2 1 / 222 1 5 / 333 9 / 222 角砾灰岩及页岩岩 滩间海
、

浅滩滩

CCC
: ggg 0

.

0 8 8 / 6 666 3 6 / 666 7 / 222 7 / 555 2 / 444 透镜状灰岩夹页岩岩 潮坪坪

CCC Z二二 0
.

12 5 / 1 3 444 9 3/ 3 000 3 7/ 1 555 1 6 / 2 555 8 / 1 555 缅拉灰岩岩 滩间海
、

浅滩滩

CCC 之xxx 0
.

12 / 7 111 7 3 / 1333 4 8 / 222 1 2 / 1 000 8 / 222 页岩砂岩夹灰岩岩 陆屑
、

局限海海

CCC
l切 zzz 0

.

1 13 / 2 999 1 58 / 333333333 页岩夹晒拉灰岩岩 滩间海
、

点滩滩

CCC
l
,nnn 0

.

1 13 / 4 666 8 6 / 222 4 6 / 444 1 0 / 222 4 / 444 泥页岩夹灰岩岩 潮坪
、

点滩滩

CCC
txxx 0

.

12 8 / 3 777 1 5 6 / 1333 8 7 / 1 000 1 3八 333 7 / 999 遂石云斑灰岩岩 开 阔海海

2
.

2
.

2 奥陶系中统下马家沟组上段

全区分布以深灰
、

灰色厚层块状泥晶灰岩
、

云斑灰岩为主
。

潮下低能环境发育
,

其中开阔

海相占分布面积的 90 %
。

残余有机碳含量平均在 0
.

128 % (120 个样)
,

氯仿沥青
“
A

”

含量平

均在 1 2 8 p p m
,

总烃含量平均在 12 3 p p m
。

据 20 个钻井及剖面
,

生油岩厚度 1 00 ~ 1 50 m
,

最厚

可大于 Zo o m
。

以上资料说明
,

该组段具备生油条件
,

是该区最有利的生汕岩之一
。

2
.

2
.

3 奥陶系中统上马家沟组上段

分布面积较广
。

以深色灰色厚层块状泥品灰岩
、

生物灰岩为主
。

潮下低能环境发育
,

其

中开阔海相占分布面积 91 %
。

生物发育
,

残余有机碳含量 0
.

1 53 % (15 3 个样平均 )
,

氯仿沥

青
“
A

”

含量为 1 6 9 p p m
,

总烃含量 1 3 5p p m
。

据 2 0 条剖面统计
,

生汕岩厚度 1 0 0 ~ 2 5 o m
。

为有

利的生汕岩层
。

2. 么 4 奥陶系中统峰峰组上段

山于受加里东末期构造的影响
,

南
、

北部地区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剥蚀
,

中部地 氏一般保

存较好
。

以深灰
、

灰色块状泥品灰岩
、

云斑灰岩为主
。

潮下低能环境发育
,

其中开阔海相分布

占 9 0 %
。

残余有机碳含量平均 0
.

1 % (5 4 个样 )
,

氯仿沥青
“
A

”
2 3 5 p p m

,

总烃 Zo lp p m
。

生油岩

厚度南
、

北地区 。~ 7 5m
,

中部地区大于 Zo o m
。

3 结 论

通过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有机质丰度资料分析认为
,

吸附作用强的粘土矿物

含量较少
,

台地蒸发环境较发育
,

有机质演化程度较高
,

后期改造强烈
。

有机质在成岩过程中

及后期改造过程中大量丢失
,

是影响有机质丰度低的 主要因素
。

因此在评价碳酸盐岩生油

时
,

首先应考虑岩石组合
、

沉积环境
、

演化程度
、

成岩作用等因素的影响
,

然后进行生油岩评



第 4 期 宁正伟
:

华北地区寒武
、

奥陶系碳酸盐岩有机质丰度及生油岩研究
·

3 5 1
·

价
。

从生油条件分析
。

寒武系下统辛集组上段和奥陶系中统下马家沟组上段
、

上马家沟组上

段
、

峰峰组上段
,

四个组段为主要生油岩层
。

其中下马家沟组上段
,

上马家沟组上段为华北地

区全区性生油岩层
;辛集组上段为华北地区南

、

北部生油岩层
;
峰峰组上段为中部地 区性生

油岩层
。

(收稿 日期
: 1 9 89 年 8 月 1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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