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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气 化 探 中 的 轻 烃 指 纹 法

陈 炜

(地质矿产部石油化探中心
,

合肥 2 5 0 0 2 2 )

本文主要介绍离子阱检侧技术在油气化探中的应用
。

作者对取样方式
、

取样深度
、

吸附平衡时间
、

居里热解

析时间
、

样品的预处理 以及实验操作流 程等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

该方法不仅信息t 大
、

宜现性好
,

而且可消除一

些工农业污染物和第四纪某些特有化合特的干扰
.

关键词 离子阱 轻烃指纹 油气化探

作者简介 陈炜 男 50 岁 工程师 分析测试

油气化探直接索源是捕捉下覆油气烃类成分在各种地球化学地球物理因素作用下向地

表微渗漏的信息
.

然而
,

地表的信息是复杂的
。

除了与油气有关的成分外
,

还有生物新陈代

谢产物
、

工农业污染物和第四纪的特有产物
。

要想在这种复杂
、

模糊的化学体系中提取微弱

的能反映下覆油气藏的信息
,

必须要有一种既灵敏又能消除干扰的直接油气化探方法
。

轻烃

指纹就是实现这种 目的方法之一
。

轻烃指纹法 由 S P
一

3 4 0 0 气相 色谱仪
、

菲尼根一玛特公司的 IT D 8 10 离子阱质谱检测器

和 IBM PC / A T 计算机组成 G C / M S 分析系统
。

该系统最大特点灵敏度高
,

信息量大
,

其灵

敏度比一般大型 G C / MS 系统要高 25 倍
。

为提取地表微弱的化探信息提供了保证
.

轻烃指纹就是在大量信息中提取能反映化探区的油气特征的指纹指标或指纹烃类化合

物
,

以达到消除干扰的目的
。

1 试验

1
.

1 仪器工作条件

(1 ) 色谱工作条件

经多次试验
,

综合考虑分离效果和分析时间长短等因素
,

确定 S P
一

34 00 气相色谱仪的工

作条件
。

色谱柱为弹性石英细柱 (B PS)0
.

22 m m 又 50 m ;
载气为 ”

.

”9 %的氦气(径净化除去水
、

氧
、

烃类等 )流速 1 5c m
,

/ s ;
进样方式为不分流

;
初始柱温 50 ℃保持 1

.

67 m in
,

升温速率 6℃ /

m in
,

最终柱温 2 4 0 ℃
,

保持 sm in ;进样为 2 8 0 ℃
。

(2) 质谱工作条件

8 10 L T D 离子井质谱工作条件必须综合考虑仪器的灵敏度和分辨率由仪器本身自动调

控
。

一般为发射电流 2 0 ~ 3 0“A
、

射频电压 1 6 0 0 ~ 1 8 0 o V
、

本底质量 4 2a u (设定)
、

质量范围 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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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o o a u (设定 )
、

扫描范围 2 0 1~ 2 1 0 0 (设定 )
、

微扫描数 5
、

检测门限 l
、

传输线温度 2 4 0 ,C
、

采

集方式 A G C 全扫描
。

1
.

2 吸附丝研制

吸附丝净化和热解析条件

吸附丝一般均吸附有空气中多种组份
,

必须净化后保存备用
。

经一次净化后
,

仅有二氧

化碳峰存在
,

其余都为平滑的基线
,

净化情况见表 1
。

表 1 吸附丝净化情况 (3 5 8℃ )

热热解析时间(S ))) 净化后测定结果(峰面积 )))

第第第一次净化化 第二次净化化 第三次净化化

55555 2 0 4 111 1 0 222 000

777
。

555 1 4 5 888 4 444 000

111000 4 3 222 1 444 000

111 2
。

555 2 0 555 666 000

本方法采用 10 秒净化 2 次
。

测定时取 10 秒热解析一次
。

(2 )吸附丝吸附重现性测定

经大量试验
,

目前的方法制备的吸附丝质地均匀
,

长度
、

厚度一致
,

易净化
,

吸附灵敏度

高
,

重视性好 (表 2 )
,

可保存半年以上
,

空白值所忽略不计
。

表 2 正庚烷的吸附孟现性

加加入
n C ,

量(n g ))) 测 定 结 果 ( 峰 面 积 ))) 平均值值 标准偏差差 变异系数数

1111111 222 333 444 555 666 777777777

000
.

0 222 72 333 8 4 444 6 4 222 7 3 888 5 6 222 7 6 333 6 4 888 7 0 333 9 333 1 3
。

2 333

000
.

222 6 98 888 7 4 2 111 8 0 1 111 7 60 777 7 1 4 444 7 4 4 444 6 8 1 000 7 3 6 111 3 8 444 5
.

2 222

22222 74 3 8 222 7 2 4 6 333 7 6 2 1 777 73 04 666 7 7 3 8 999 7 5 1 6 333 7 9 5 1 888 7 5 4 5444 24 7 777 3
.

2 888

222 000 6 9 35 7 888 6 7 3 3 1 111 7 1 1 7 1 888 6 4 6 2 1 666 73 6 7 9 777 7 0 6 3 5 444 6 3 9 4 2 999 6 8 6 7 7 222 3 5 64 222 5
.

1999

表 2 是在 50 根吸附丝 中任取 7 根用隔绝空气埋丝法测定的结果
。

含量低为 。
.

oZn g 时
,

信 / 噪比大于 1 0 ,

变异系数小
。

显然
,

吸附丝的灵敏度较高
,

重视性好
。

由表中数据还可看到线性范围可达 1 05
。

(3 )水和二氧化碳对吸附能力的影响

从理论上讲对活性碳的吸附能力是有影响的
。

土样中除水外一般都有游离的二氧化碳

存在
,

含油气地区可能相对偏高
,

因此水和二氧化碳的影响程度必须考察
。

向 9 个抽成真空后用高纯氦气平衡大气压的 50 m l疫苗瓶中各注入 5川 g a s 一 2 号天然气

样品
。

l
、

2
、

3 号瓶中什么也不加
; 4

、

5
、

6 号瓶中分别加入 0
.

Zm l
、

0
.

4 m l
、

0
.

6 m l蒸馏水
; 7

、

8
、

9

号瓶中分别加入 5
、

1 0
、

25 m l经两次脱水的标准纯二氧化碳气体
。

静态吸附 5 夭
。

测定结果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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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水和二氧化碳对吸附能力的影响

组组份名称称 分 析 结 果 ( p pm )))

1111111 222 333 444 777 888 999

二二氧化碳碳 4 8 2
.

6 6 888 3 9 5
.

8 8 777 4 9 0
.

4 1 999 1 5 9
.

5 0 777777777

222
一

甲基丙烷烷 0
.

3 1999 0
.

2 9 777 0
.

4 0 444 未检出出 0
.

3 5 666 0
.

3 2 555 0
。

3 9 777

正正丁烷烷 1
.

2 7 777 1
。

4 0 666 1
。

6 1 777 未俭出出 1
.

3 5 444 1
。

3 6 555 1
。

4 2 222

222
一

甲基丁烷烷 5
.

7 4 888 5
。

5 3 111 5
。

6 8 777 未位出出 5
.

8 8 333 5
.

6 2 444 5
。

7 6 555

正正戊烷烷 5
.

0 2 111 4
.

8 3 999 6
.

0 2 444 1
.

3 8 444 5
。

2 1 111 5
。

0 8 444 5 8 8 888

222
,
2
一

甲基戊烷烷 0
.

1 0666 0
.

1 2 111 0
。

0 8 111 0
.

0 7 888 0
.

0 9 666 0
。

6 8 555 0
。

0 8 222

222
一

甲基戊烷烷 1
.

5 6999 l
。

7 2 555 1
.

9 0 555 未枪出出 2
。

0 1 111 1
。

8 7 555 1
.

7 4 333

333
一

甲甚戊烷烷 0
。

4 2888 0
。

3 7 333 0
.

5 1 000 未检出出 0
。

4 0 555 0
.

4 5 222 0
。

4 6 999

正正 己烷烷 1 2
.

34 777 1 2
.

0 7 666 12
.

3 7 777 0
.

0 8 444 1 2
.

6 6 333 12
.

5 2 111 1 2
.

1 4 777

甲甲基环戊烷烷 0
.

3 4 111 0
.

2 8 999 0
.

4 2 222 0
。

0 1 888 0
。

4 0 666 0
.

3 7 666 0
.

3 2 000

苯苯苯 0
.

3 7 666 0
.

4 1 555 0
.

4 1 555 未检出出 0
.

3 8 222 0
。

4 4 333 0
.

4 0 555

加水的 4
、

5
、

6 号瓶检出的组份少得多
,

而且检出量也低得多
。

表 3 中仅列出 4 号瓶结

果
。

其余 6 个结果除了 7
、

8
、

9 的二氧化碳超出线范围未定量外
,

10 个组份的结果都比较接

近
,

重视性较好
。

表明水对吸附影响严重
,

二氧化碳的影响可忽略不计
。

L 3 样品采集

(l ) 吸附平衡时间

表 4 是 ga
s 一

3 号样消除水蒸气影响的吸附平衡试验结果
。

表中数据表明吸附 1 天结果

普偏 低
; 吸附 3 天以上则测定结果接近

,

重视性好
,

表 明吸附 3 夭 以上 已达到 吸附平衡
。

表 4 吸附平衡时间试验结果

组组份名称称 分 析 结 果 ( p p m ))) 平均值(p p m ))) 标准偏差差 变异系数 (% )))

lllll 天天 3 天天 5 天天 7 天天 9 天天 1 1 天天天天天

222
一

甲基丙烷烷 1 2
,

2 0 666 1 9
.

2 8 111 1 9
。

7 8 111 1 9
.

88 444 2 0
.

0 4 555 1 9
.

40 444 19
.

6 7 999 0
。

3 2 444 1
.

6 555

正正丁烷烷 8
.

1 4 222 1 2
。

4 0 555 1 2
.

7 0 333 1 2
.

68 666 1 , 口n ,, 1 3
.

0 1 555 12
.

7 2 222 0
.

2 2 000 1
.

7 333

ZZZ
一

甲基戊烷烷 7
.

0 0 666 1 1
。

4 3 333 1 1
.

6 6 111 1 1
.

7 7333 11
.

5 5 888 1 1
.

83 333 1 1
.

6 5 222 0
。

16 111 1
.

3 888

正正 己烷烷 5 4
.

1 3 000 9 1
.

8 9 777 9 2
.

3 2 333 9 3
.

4 0 111 9 3
。

8 7 666 9 2
.

9 5 555 9 2
.

8 9 000 0
。

7 9 888 0
.

8 666

苯苯苯 2 0
.

8 3 111 3 2
.

6 4 555 3 2
.

5 7 888 3 2
.

33 888 3 2
.

4 9 222 3 3
.

2 1 444 3 2
.

6 5 333 0
.

3 3 444 1
.

0 222

甲甲基环 己烷烷 8
.

5 3 555 1 2
.

70 444 1 夕
_

只7 qqq 1 2
‘

q 凡qqq 12
.

9 0 333 1 3
.

0 8 111 12
.

9 0 777 0
.

13 888 1
.

0 777

甲甲苯苯 5
.

0 3 333 7
。

5 3 333 7
.

6 2 555 7
.

5 3 444 7
.

7 6 888 7
。

4 6888 7
.

5 6 888 0
.

11 666 1
.

5 333

222 , 3 , 5一三甲基 己烷烷 3 0
.

1 1 222 5 2
.

5 6 777 5 2
。

8 4 000 5 3
。

1 7555 5 4
.

1 6 666 5 3
.

0 2 777 5 3
.

1 5 555 0
。

6 0 999 1
.

1 444

222
,

2
, 3 ,

3
一

四甲基 己烷烷 1
。

0 0 888 1
.

9 5555 1
。

9 2 111 2
.

0 0333 2
。

0 1 222 1
.

9 6 555 1
。

9 7 111 0
。

0 3 777 l
。

8 888

正正十一烷烷 1 0
.

8 2 666 1 9
。

20 666 1 9
.

0 8 444 1 9
.

2 7555 19
.

3 8 777 1 9
。

1 9 666 19
.

2 3 000 0
.

1 1 111 0
。

5 888

正正十二烷烷 5 3
.

7 6 444 8 7
.

9 8 444 8 7
.

8 7 444 8 6
.

9 8 333 8 8
.

2 4 111 8 7
.

62 222 8 7
.

7 4 111 0
.

4 7 888 0
。

5 444

222
,

5
,

6
一

三甲基癸烷烷 9
。

4 6 888 15
.

8 2 111 1 5
.

8 4 000 1 5
.

9 0 555 15
.

8 9 000 1 5
.

73 444 1 5
.

8 3 888 0
。

0 6 888 0
.

4 333

正正十三烷烷 5 6
.

8 8 333 9 5
.

3 1444 9 6
.

2 5 555 9 6
.

98 777 9 6
.

5 8 444 9 5
.

80 888 9 6
。

1 9 000 0
.

6 5 333 0
.

6 888

222
,
6

,

10
一

三甲基十一烷烷 3
.

4 2 000 5
.

4 8 333 5
。

4 1 111 5
.

3 0 777 5
.

5 8 999 5
。

2 9888 5
.

4 1 888 0
.

1 2 333 2
.

2 777

正正十四烷烷 3 3
.

1 4 888 5 6
.

3 0 333 5 6
.

9 1 111 5 7
.

17 333 5 7
.

4 4 777 56
.

74 777 5 6
.

9 1 666 0
.

4 3 444 0
.

7 666

正正十五烷烷 6
.

9 5 333 10
.

3 5 444 1 0
。

2 4 444 1 0
。

4 4 444 10
.

9 0 444 10
.

6 2 555 1 0
.

5 1 444 0
.

2 5 999 2
.

4 666

正正十六烷烷 5
.

0 8 777 8
.

9 4 555 8
.

7 8 555 9
.

0 9666 8
。

4 9 222 8
.

6 3 222 8
.

7 9 000 0
。

2 4 000 2
.

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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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取样方式攻采取样深度

在兰考油田
、

天长油田和辽河油 田都进行了地下埋丝和顶空间埋丝对 比
。

地下埋丝 由于

水的影响
,

效果不好
。

顶空间埋丝
,

除了特别潮湿的样品有影响外
,

一般影响很小
,

化探效果

较理想
。

当然最好是去掉水的影响
,

进行隔绝空气埋丝法
,

这样做重现性好
,

化探效果很理

想
。

实验表明
,

取样深度以 1
.

5 ~ 2
.

sm 效果好
.

0
.

sm 取样由于工农业污染和地表氧化
,

测

定结果难以提取轻 烃指纹
。

4 m 以下取样由于样品太湿而使结果严重偏低 (隔绝空气埋丝不

会偏低 )
。

1
.

4 方法重视性

表 2 和表 4 可以看出
,

对于气体样品本方法重视性很好
。

表 5 是岩屑样 Jin g
一

01 隔绝空

气埋丝 5 次平行测定的结果
,

也显然重现性相当好
。

表 5 Ji ng
一

01 号岩屑样分析重现性

组组份名称称 分 析 结 果 ( p p b ))) 平均值(PPb ))) 标准偏差差 变异系数 (% )))

1111111 222 333 444 555555555

正正丁烷烷 1 0
.

3 7 111 9
.

4 1 000 9
.

5 9 222 1 0
.

4 5 222 10
.

6 9 222 1 0
.

6 3 555 0
.

5 5 222 5
.

4 777

222
,

2
一

二 甲基丙烷烷 11
。

6 6 555 1 1
.

7 8 000 1 1
.

8 0 777 1 1
.

9 0 555 1 1
.

2 4 666 1 1
.

6 8 111 0
.

2 5 888 2
。

2 111

222
一

甲基丁烷烷 2
.

6 7 333 2
.

6 9 000 2
.

7 9 888 2
.

9 0 777 2
.

5 6 999 2
.

7 2 777 0
.

12 999 4
.

7 333

正正戊烷烷 0
。

3 6 444 0
.

3 5 000 0
.

4 8 222 0
.

4 2666 0
.

3 9 000 0
.

4 0 222 0
.

0 5 333 1 3
.

1 888

222
,

2
一

二甲基丁烷烷 4
.

4 5 222 4
.

2 8 000 4
.

2 1 333 4
。

4 6 999 4
.

5 7 333 4
。

3 9 777 0
.

14 777 3
.

3 444

222
一

甲基戊烷烷 3
。

3 9 111 3
.

5 5 000 3
.

2 0444 3
.

4 8 222 3
.

6 0 333 3
.

4 4 666 0
。

1 5 777 4
。

5 666

正正己烷烷 4 7
。

4 9 333 4 7
。

5 3 000 4 7
.

7 9 333 4 8
.

0 2 111 4 7
.

8 9 555 4 7
.

7 4 666 0
。

2 3 000 0
。

4 888

甲甲基环戊烷烷 3
.

0 4 999 2
.

9 5 000 3
.

0 0000 2
.

8 2 222 3
.

1 6 444 2
。

9 9 777 0
.

1 2 666 4
。

2 000

苯苯苯 2 0
.

8 0 666 2 0
。

9 3000 2 0
.

10 000 2 0
.

5 4 222 2 1
.

0 8 333 20
.

6 1 777 0
。

3 2 333 1
.

5 777

222
一

甲基 己烷烷 2
。

8 0 444 2
.

6 6 000 2
.

6 3 111 3
.

0 1111 2
.

7 6 999 2
.

7 7 555 0
.

1 5 000 5
。

4 111

333
一

甲基 己烷烷 3
.

7 1 000 3
.

8 1 000 3
.

75 333 3
.

5 2 222 3
.

8 6 777 3
.

7 0 888 0
。

1 3 888 3
.

7 222

111
,

3
一

二甲基戊烷烷 l
。

7 2 222 1
.

5 3 000 1
.

7 3000 1
.

4 9 666 1
。

8 2 111 1
.

6 6 000 0
。

1 4 000 8
。

4 333

正正庚烷烷 1 2
。

4 9 444 1 2
。

33 000 12
。

4 3 888 1 2
。

6 7 444 1 2
.

5 1 888 12
.

4 9 111 0
。

1 2 555 1
.

0 000

甲甲基环 己烷烷 1 3
.

4 4444 12
.

5 6 000 1 2
.

6 7 000 1 3
.

1 3 333 1 2
.

7 0 111 12
.

9 0 333 0
。

3 7 333 2
.

8 999

甲甲基苯苯 2 0
。

6 0 333 2 0
。

3 1000 2 0
.

5 2 888 2 0
.

7 1 444 2 0
.

5 3 777 20
.

5 3 888 0
.

1 4 888 0
。

7 222

222
一

甲基庚烷烷 1 2
.

1 8 111 12
.

3 9 000 1 2
.

1 9 111 1 2
.

3 8 555 1 2
.

4 4222 12
。

3 1 888 0
。

1 2 222 0
。

9 999

444
一

甲基庚烷烷 9
.

4 2 111 9
。

2 3 000 9
。

3 2 222 9
。

5 8 111 9
。

6 0 777 9
。

4 3111 0
。

1 6 444 1
.

7 444

1
.

5 定性量处理

在相 同条件下测定化探区原油
、

天然气或油气田上方土样
。

对这种样品采用标准化合

物
、

标准质谱库检索和在本分析系统上自建立的质谱库索联合定性
。

图 1 是定性实例之一
。

图中符合度和逆符合度都相当高
,

定性较准确
。

取这种样品中的主要成分 (一般 51 ~ 102 个

化合物 )建立外标校正文件
,

用外标校正文件对其余样品进行质谱快速定性
。

一般含 100 个

组份的样品约两分种完成定性和相对定量
。

这样做不仅定性快速准确
,

而且所定出的组份都

是与当地油气有关的组份
。

工农业污染物
、

第四纪特有化合物由于校正文件中没有不被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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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因而起到消除干扰的作用
。

由于地下埋丝样品量无法确定
,

顶空间埋丝虽可称样品重量
,

但样品湿度不一样
,

野外

又不好进行湿度校正
,

样品量也不能准确确定
,

故本方法采取统一尺度的相对定量法
,

定量

简单
,

又可满足油气化探需要
。

}}}}}
...

4 0 60 8 0 100 120 14 0 1 6 0 18 0 20 0

10 0 ( 叹

10 0 ( % )

图 l 质谱定性图

(。)正庚烷
; (b ) 乙荃环己烷

; (。) 4 ,

5
一

二甲基十一烷

2 轻烃指纹提取和化探评价方法

和 K
一

V 指纹法类似
,

本方法也可根据总离子流色谱图来判别含油气地段和非含油气地

段
。

图 2 中(a) 是含油气地区上方样品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 (b) 是典型非含油气地区的样品总

离子流色谱图
,

两都区别显著
。

本方法之所以用轻烃指纹技术而不用图型识别是试图定性定

量相结合反映化探区与油气有关的特征
,

以便提高方法的可靠性程度
。

2
.

1 轻烃指纹指标提取

在大量的分析数据中
,

根据当地油气特征先取 15 ~ 20 个指标
,

这些指标都有一定的地

球化学意义
。

此如
,

芳烃 /总烃
、

环烷烃 /芳烃
、

甲苯 / 苯等可反映母质类型
; (正 己烷 + 正庚

烷 ) /( 异己烷十异庚烷 )
、

正己烷 /环己烷
、

(一十二十三甲基 )环己烷 /环己烷
、

(一 十二十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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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苯 / 苯等可反映演化程度
;正构烷烃 /饱和烃

、

异构烷烃 /饱和烃
、

环烷烃 / 饱和烃
、

苟 /禁等

可反映运移中的变化
; 艺(C

‘

~ C
。

)/ 总烃取反映夭然气的成因
。

不过 由于测试的样品类型和

数量还不足以定量地说明这些地化意义
,

目前仅以这些指标与当地原油或天然气的相应指

标进行对比
,

用下述公式以数学逼进法求得样品各指标的得分
.

权 动

80 0

图 2 本方法样品的总离子流色谱图

{
(1

-

样品某指标得分 尸。
一

}
L0

}R
, ;

一 R
.
:

l
‘一= 幸二二一二

二

X
八

. 1夕
1 0 0

,

(0 成 R
: i

蕊 ZR
一。)

式中 R
x 。

为样品某

(R
x ;

> ZR
. ‘

)

指标值
,

R,
,
为当地油气相应指标值

。

得分越高的指标与当油气特征越接近
,

作为指纹指标
,

一般 以 15 ~ 20 个指标中可提取

3 ~ 5 个指纹指标
。

图 3 是天长 B 测线三个 指纹指标的三元 图
。

油 田上方的样品点 2
、

3 与当地原 油点

W A N G
一

4 非常接近
,

而油田之外的样品点都远离 W A N G
一

4 点
,

且分散
。

可见所提取的指纹

指标确实反映了当地原油的特征
。

2
.

2 轻烃指纹烃提取

选取的已知油气田上方的样品一般都有烃类指纹
,

而 70 ~ 80 %的未知区样品没有或不

全有的那些烃类作指纹烃
。

这实际上是以已知油气田作为训练样本来考察未知区与知区在

烃类组成上的相似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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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3 化探评价

目前采用的评价方法有两种
。

一种是对指纹指标得分加权后
,

结合其它指标求得每个样

品多指标 (约 2。个 )的总得分
,

以各样品总得分的平均值加一倍标准偏差为异常下限来圈定

异常
。

这种评价方法也可用于未知区
。

这时应先解剖一
、

两个 C
。

~ CJ
Z

组分较多的样品 (根据

经验
,

本方法 C
。

~ C
, 2

组分较多的样品一般都与油气有关
,

参看图 Za )
,

计算出 15 一 20 个指

标值
。

然后反过来找与这些指标最接近的油气样品作参照样来计算各样品指标总得分
。

另一种方法是计算各样品轻烃指纹烃的得分
。

同样以平均值加一倍标准偏差为异常下

限来圈定异常
。

上述两种评价方法都是多参数 (约 15 一20 个 )综合评价
,

而且只有与化探区内油气特征

相当接近的样品点才可能是异常点
。

因些比那些由单指标的含量高低来圈定异常的方法效

果显然要好
。

总之
,

轻烃指纹法包括了取样
、

样品分析
、

数据处理和结果评价这一化探全过程
。

C / N A l / S

图 3 天长 B 测线指纹指标三元图

3 油气化探中的应用情况

应用轻烃指纹法在兰考
、

天长
、

摆宴井
、

伏龙泉
、

辽河等地开展了油气化探工作
。

兰考油田相隔半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化探试验
。

都取得良好效果
,

第一次的异常点 W 6 被

钻探证实有工业油流
,

现有产油井春 24 井
。

第二次化探报告被中原由评为优秀成果
。

天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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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进行了三条剖面测量
,

异常点与已知油 田相当吻合
。

摆宴地 区开展了一块面积化探
,

因无任何地质资料
,

作为未知区背靠背评价
.

四个月之

后将异常点标在标有已知含油区的实际布点图上
,

不仅所圈出的异常与已知油田非常吻合
,

而且三个异常的形态都与地质情况一致
。

伏龙泉一共做四条剖面
,

200 个样点
,

不仅异常出现的位置和范围与实际地质资料相吻

合
,

而且异常形态还反映了岩性尖灭的地质构造特征
。

可以说
,

轻烃指纹法是一个效果 良好

的有发展前途的油气化探方法
.

4 讨 论

(l) 本方法由于样品量不好确定
,

采用相对定量方法
,

因此 目前只适用于油气化探和其

它地化领域
。

(2 ) 活性碳对不同组 份吸附能力不同
,

对 C
:

以前的组份吸附能力较弱
,

而对芳烃 吸附

能力很强
,

因此本方法可能改变了样品中组份之间的原有的相对关系
。

故本方法 目前仅能进

行方法本身的对比
,

与其它方法之间的对比
,

需要取得大量数据
,

求得可靠的校正因子之后

方可实现
。

(3 ) 水对本方法影响较大
,

因此地下埋丝仅适合干噪地区
;
顶空间埋丝只要样品不是稀

泥状都可进行
,

最好用消除水干扰的隔绝空气埋丝法采集样品
,

此方法可直接用吸附丝吸附

油 田水中的微量有机组份
。

(4) 有关指纹提取方法仅是初步探索
,

有待在今后工作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

(收稿 日期
: 1 9 9 1 年 1 1 月 2 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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