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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碳酸盐烃源岩的评价标准

秦建中１，刘宝泉２，国建英２，刘井旺２，于国营２，郭树芝２

（１．中国石化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 无锡实验地质研究所，江苏 无锡　２１４１５１；

２．中国石油 华北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北 任丘　０６２５５２）

摘要：通过模拟实验测得碳酸盐岩排烃下限值为 犜犗犆＝０．０６％～０．１２％，并提出碳酸盐岩排烃下限值与碳酸盐烃源岩有机碳下

限值应是两个概念。排烃下限值是烃源岩所固有的特性，不是人们自己设定的标准，而烃源岩有机碳下限值是一个评价标准，大

小可以等于或大于排烃下限值，而不能小于排烃下限值。通过对碳酸盐岩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有机相和成熟度的研究，修正

了过去碳酸盐岩只按Ⅰ类有机质的评价方法，而将碳酸盐岩有机质分为Ⅰ，Ⅱ１，Ⅱ２３类，将碳酸盐烃源岩划分为４类，即很好烃源

岩、好烃源岩、中等烃源岩、差烃源岩。未熟—成熟碳酸盐烃源岩有机碳下限值为０．２％～０．４％；高成熟—过成熟碳酸盐烃源岩有

机碳下限值为０．１％～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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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质丰度是评价烃源岩的最基础指标。对于

泥质烃源岩的评价标准，国内外比较一致，大都采用

犜犗犆＝０．３％～０．５％作为下限值。但对海相碳酸

盐岩烃源岩有机碳下限值众说纷纭，国内外不同研

究者和单位提出了极不同的评价标准（表１）［１］。总

的来看，国外学者和单位提出的下限值高，我国学者

提出的下限值比较低，前者多在０．２０％～０．５０％。

后者在０．０５％～０．１２％。这主要是因为国内外学

者所研究的地区、烃源岩的时代及其成熟度不同引

起的。国外学者研究的地区大都已找到了油气田，

烃源岩大都是中、新生界的，成熟度多处于生油阶

段，有机质丰度比较高；而我国的海相碳酸盐岩大都

属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海相碳酸盐岩除青藏高

原为中生界外，其余地区多为古生界—中、上元古

界，时代老、有机质丰度比较低，目前只有长庆、威远

等气田和塔里木油气田的烃源岩可能是碳酸盐岩。

也就是说所有上述评价标准的提出都有各自的

地质和历史背景。由于对塔里木油气田烃源岩的深

入研究，近年来发现了一些好的烃源层，因此梁狄刚、

戴金星等又提出了碳酸盐烃源岩新的评价标准。“碳

酸盐岩烃源岩有机碳的下限不是０．１％～０．２％，而应

是０．５％”［２］。下面笔者根据碳酸盐岩排烃模拟实验

结果及我国碳酸盐岩的实际状况来讨论碳酸盐岩烃

源岩有机碳的下限值及评价标准问题。

表１　不同单位及学者提出的碳酸盐岩有机质丰度下限值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犾狅狑犲狉犾犻犿犻狋狊狅犳狋狅狋犪犾狅狉犵犪狀犻犮犮犪狉犫狅狀狅犳
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狌犵犵犲狊狋犲犱犫狔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狌狀犻狋狊狅狉狊犮犺狅犾犪狉

机构或学者 犜犗犆／％ 机构或学者 犜犗犆／％

美国地化公司 ０．１２ 陈丕济等 ０．１０

法国石油研究所 ０．２４ 付家谟等 ０．０８，０．１０

罗诺夫等 ０．２０ 郝石生 ０．３０

挪威大陆架研究所 ０．２０ 大港石油管理局研究院 ０．０７，０．１２

庞加实验室 ０．２５ 田口一雄 ０．２０

亨特 ０．２９，０．３３ 帕拉卡斯 ０．３０，０．５０

蒂索 ０．３０ 埃勃 ０．３０

刘宝泉 ０．０５，０．１０ 梁狄刚等 ０．５０

１　关于烃源岩有机质丰度下限值的讨论

１．１　烃源岩排烃下限值与有机碳下限值的关系

笔者认为首先应将碳酸盐岩排烃下限值与碳酸

盐烃源岩评价中的有机碳下限值区分开来。我们所

说的烃源岩排烃下限值是指烃源岩生烃量刚好超过

岩石对烃的吸附量而能排烃时最小有机质丰度。烃

源岩的排烃下限值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因有机质类

型、岩性，有机质成熟度的不同，排烃下限值高低可

以相差很多。即便是同一个烃源岩其排烃下限值在

热演化过程中也是在不断变化的，成熟度越高，生烃

量越大，排烃下限值就越低。所以说，某一类特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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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石在某一特定的演化阶段就有一个排烃下限值，

它是某类岩石所固有的，不是人们自己设定的标准。

我们在模拟实验中所测得的碳酸盐岩排烃下限值为

犜犗犆＝０．０６％～０．１２％［３，４］，这是有机质为Ⅰ－Ⅱ１
类碳酸盐岩在生烃高峰时的排烃下限值。排烃下限

值不等于烃源岩评价中的有机碳下限值，烃源岩有

机碳下限值大小可以等于或大于排烃下限值，而不

能小于排烃下限值。

１．２　碳酸盐岩与泥页岩烃源岩有机碳下限值的对

比讨论

烃源岩评价中的有机碳下限值是指能够形成具

有经济价值油气藏（不一定是大型油气藏）的烃源岩

有机碳最低值。它是一个为了指导油气勘探工作而

提出的一个评价标准。能否形成一个具有工业价值

的油气藏，取决于生、储、盖、运、聚、保诸多因素。仅

就生油岩（或烃源岩）体系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

问题。一个具有工业价值的油气藏的烃源岩不是一

个岩石样品或一个岩性、一个层位的烃源岩问题，应

当说是一个烃源岩体系。它可能包括了几个层位的

几种岩性的烃源岩，仅就一个层位一种岩性的烃源

岩的有机质丰度来说，可能有有机碳很高的，可能也

有有机碳比较低的。比如某地区烃源岩 犜犗犆含量

为０．１％～１．０％，犜犗犆＝１．０％和０．５％的烃源岩

可以提供油气，那么 犜犗犆＝０．４％，０．３％和０．２％

的岩层有没有提供油气呢，按道理说应当也可以提

供一些油气，只是提供的数量少一些。如果有机碳

再低，提供的油气更少，就可以忽略不计了，也可以

说没有提供油气源。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说有机碳

下限值是 犜犗犆＝０．５％，他也可说有机碳下限值是

犜犗犆＝０．２％。但谁也无法用实验或具体事例来证

实谁的说法正确。

我们可以通过对泥页岩和碳酸盐岩烃源岩的特

点及评价标准的比较加以判定。目前有机质为Ⅰ－

Ⅱ１类的泥页岩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 犜犗犆＝

０．３％～０．５％已是大家的共识。碳酸盐岩对烃的吸

附作用比泥页岩小得多这也是大家的共识。模拟实

验和自然剖面的系统样品热解分析已证明有机质为

Ⅰ－ Ⅱ１ 类碳酸盐岩排烃下限值为 犜犗犆＝

０．０６％～０．１２％，而泥页岩为 犜犗犆＝０．２７％～

０．４８％［３，４］，仅就这一点来说，碳酸盐烃源岩的有机

碳下限值也应比泥页岩低一些。另外实验已证明碳

酸盐岩的生烃效率也比泥页岩高，而且碳酸盐岩既

是烃源岩，又可以是好的储集层，油气的运移距离很

近，这又可以使碳酸盐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比泥

页岩更低一些。碳酸盐岩的上述特点均表明，碳酸

盐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应当比泥页岩低。按目前

Ⅰ－Ⅱ１类泥页岩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为有

犜犗犆＝０．３％～０．５％来比较的话，具有Ⅰ－Ⅱ１类

有机质的碳酸盐岩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定为

犜犗犆＝０．２％～０．３％应当说是比较合理的。再说，

上述评价标准是指烃源岩处于生油阶段时生油岩的

有机碳下限值，它和原始有机碳相差不多。我国碳

酸盐岩大都处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这时是残余

有机碳，其下限值比生油阶段应当低一些，另外气源

岩的下限值理应比生油岩下限值低一些，因此如按

同一尺度来衡量的话，我国高成熟－过成熟碳酸盐

岩烃源岩原定的残余有机碳下限值犜犗犆＝０．１％应

当说也是合理的。如果说不考虑我国碳酸盐岩的上

述特点，也不区分是生油岩还是气源岩，统统把碳酸

盐岩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定为 犜犗犆＝０．５％，是

否有点以偏盖全？是否对碳酸盐岩烃源岩有点不公

平？确定碳酸盐岩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应当和泥

页岩同样对待，但这里说的同样指的是排烃量应当

相同，而不是有机碳相同。

１．３　碳酸盐岩烃源岩排烃量与有机碳含量的关系

为了了解不同有机碳含量的碳酸盐岩能生成多

少数量的油气，我们根据方解石及碳酸盐岩油气生

成和排烃下限值模拟实验研究及根据上述研究得出

的烃源岩排烃量、排油量计算公式，计算了碳酸盐烃

源岩不同有机碳的排烃量和面积为１０犽犿２、总厚度

为５００犿岩体的油气排出数量（表２）。

由表可见：犜犗犆为０．１％时，排烃量为（２７１～

４０５）×１０４狋，犜犗犆为０．２％时，排烃量为（８９４～

１５８５）×１０４狋。有机碳增加１倍，排烃量增加２．３～

２．９倍。犜犗犆为０．５％时，有机碳增加４倍，排烃量

为（２７６４～５１２５）×１０４狋，排烃量增加９．２～１１．６

倍。犜犗犆为１．０％时，排烃量高达（５８８０～１１０２６）×

１０４狋。有机碳增加９倍，排烃量增加２０．７～２６．２

倍，即排烃量随有机碳的增加，大约成２倍以上的数

量增加。这表明有机质丰度越高，排烃量急剧增加，

越有利于形成大油气田。当有机质丰度很高时，很

薄的烃源岩也能形成大量的油气。例如烃源岩有机

碳为５％，厚度为１０犿时，按表中的计算结果，每平

方千米排烃量可达（６２～１１６）×１０４狋。

我国下古生界—中上元古界海相碳酸盐岩有机

质丰度大都比较低，残余有机碳平均值大都在

０．１％～０．２０％，恢复成原始有机碳为０．２％～

０．５％左右，总地层厚度多在５００犿以上。如表２计

算结果所示，有机碳为０．２％（相当于残余有机碳＝

０．１％），５００犿厚的烃源岩，其排烃强度达（８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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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不同有机质丰度碳酸盐烃源岩的排烃量

犜犪犫犾犲２　犜犺犲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犲狓狆狌犾狊犻狅狀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狑犻狋犺狏犪狉犻狅狌狊犜犗犆狏犪犾狌犲狊

有机碳／
％

泥灰岩

排烃量／（犽犵·狋－１） １０×０．５犽犿３排烃量／１０４狋

烃气 油 油＋气 烃气 油 油＋气

灰岩

排烃量／（犽犵·狋－１） １０×０．５犽犿３排烃量／１０４狋

烃气 油 油＋气 烃气 油 油＋气

恢复系数 犓犮

泥灰岩 灰岩

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０ ０．２０ １４２ １３０ ２７１ ０．１１ ０．１９ ０．３０ １５１ ２５４ ４０５ １．２０ １．３３

０．２ ０．２７ ０．３９ ０．６６ ３６１ ５３３ ８９４ ０．３８ ０．８０ １．１７ ５０８ １０７７ １５８５ １．３８ １．９５

０．３ ０．４３ ０．６９ １．１２ ５８１ ９３７ １５１８ ０．６４ １．４１ ２．０５ ８６４ １９０１ ２７６５ １．４５ ２．３１

０．４ ０．５９ ０．９９ １．５９ ８０１ １３４０ ２１４１ ０．９０ ２．０２ ２．９２ １２２１ ２７２５ ３９４５ １．４９ ２．５４

０．５ ０．７６ １．２９ ２．０５ １０２１ １７４３ ２７６４ １．１７ ２．６３ ３．８０ １５７７ ３５４８ ５１２５ １．５１ ２．７０

０．６ ０．９２ １．５９ ２．５１ １２４０ ２１４７ ３３８７ １．４３ ３．２４ ４．６７ １９３４ ４３７２ ６３０５ １．５３ ２．８３

０．７ １．０８ １．８９ ２．９７ １４６０ ２５５０ ４０１１ １．７０ ３．８５ ５．５４ ２２９０ ５１９６ ７４８６ １．５４ ２．９２

０．８ １．２４ ２．１９ ３．４３ １６８０ ２９５４ ４６３４ １．９６ ４．４６ ６．４２ ２６４６ ６０１９ ８６６６ １．５５ ２．９９

０．９ １．４１ ２．４９ ３．８９ １９００ ３３５７ ５２５７ ２．２２ ５．０７ ７．２９ ３００３ ６８４３ ９８４６ １．５６ ３．０５

１ １．５７ ２．７９ ４．３６ ２１２０ ３７６１ ５８８０ ２．４９ ５．６８ ８．１７ ３３５９ ７６６７ １１０２６ １．５７ ３．１０

１．２ １．９０ ３．３８ ５．２８ ２５５９ ４５６８ ７１２７ ３．０２ ６．９０ ９．９２ ４０７２ ９３１４ １３３８６ １．５８ ３．１８

１．４ ２．２２ ３．９８ ６．２０ ２９９９ ５３７４ ８３７３ ３．５４ ８．１２ １１．６６ ４７８５ １０９６１ １５７４６ １．５８ ３．２４

１．６ ２．５５ ４．５８ ７．１３ ３４３８ ６１８１ ９６１９ ４．０７ ９．３４ １３．４１ ５４９８ １２６０８ １８１０６ １．５９ ３．２９

１．８ ２．８７ ５．１８ ８．０５ ３８７８ ６９８８ １０８６６ ４．６０ １０．５６ １５．１６ ６２１１ １４２５６ ２０４６７ １．５９ ３．３２

２ ３．２０ ５．７７ ８．９７ ４３１７ ７７９５ １２１１２ ５．１３ １１．７８ １６．９１ ６９２４ １５９０３ ２２８２７ １．５９ ３．３５

２．５ ４．０１ ７．２７ １１．２８ ５４１６ ９８１２ １５２２８ ６．４５ １４．８３ ２１．２８ ８７０６ ２００２１ ２８７２７ １．６０ ３．４１

３ ４．８３ ８．７６ １３．５９ ６５１５ １１８３０ １８３４４ ７．７７ １７．８８ ２５．６５ １０４８８ ２４１４０ ３４６２８ １．６０ ３．４４

３．５ ５．６４１０．２６ １５．９０ ７６１４ １３８４７ ２１４６１ ９．０９ ２０．９３ ３０．０２ １２２７０ ２８２５８ ４０５２８ １．６１ ３．４７

４ ６．４５１１．７５ １８．２０ ８７１２ １５８６４ ２４５７７ １０．４１ ２３．９８ ３４．３９ ４０５２ ３２３７６ ４６４２９ １．６１ ３．４９

４．５ ７．２７１３．２５ ２０．５１ ９８１１ １７８８１ ２７６９３ １１．７３ ２７．０３ ３８．７６ １５８３４ ３６４９５ ５２３２９ １．６１ ３．５１

５ ８．０８１４．７４ ２２．８２ １０９１０ １９８９９ ３０８０９ １３．０５ ３０．０８ ４３．１３ １７６１６ ４０６１３ ５８２２９ １．６１ ３．５２

６ ９．７１１７．７３ ２７．４４ １３１０８ ２３９３３ ３７０４１ １５．６９ ３６．１８ ５１．８７ ２１１８１ ４８８５０ ７００３０ １．６１ ３．５４

１５８．５）×１０４狋。１０犽犿２排烃量可达（８９４～１５８５）×

１０４狋。如排聚系数按０．２计算，在此范围内，如有一

个圈闭，有可能形成（１７８．８～３１７）×１０４狋的聚集量。

这样的油气藏应具有经济开采价值。这就是说残余

有机碳为０．１％（原始有机碳为０．２％）的碳酸盐岩

有可成为有效的（或能够形成油气藏的）烃源岩。即

碳酸盐烃源岩有机质丰度下限值可确定为残余有机

碳＝０．１％（原始有机碳＝０．２％）。

如果认为有机碳＝０．２％生成的油气量还不够，

那么有机碳为０．５％（相当于残余有机碳＝０．２％），

５００犿厚的烃源岩，其排烃强度可达（２７６．４～５１２．５）×

１０４狋。１０犽犿２排烃量可达（２７６４～５１２５）×１０４狋。

如排聚系数按０．２计算，有可能形成（５５２．８～

１０２５）×１０４狋的聚集量。这样的油气藏储量不算太

小了，应当说有工业价值。也就是说残余有机碳为

０．２％（原始有机碳为０．５％）的碳酸盐岩从其油气

生成量和油气聚集量来说，都应当说是有效的（或

能够形成油气藏的）烃源岩。

１．４　富烃源岩有利于形成大型油气田

烃源岩有机碳达到了下限值只是说有可能形成

油气藏，如上所述油气藏的形成受多种因素制约，有

机质丰度只是因素之一。有机质丰度是物质基础，

是形成油气藏的前提，有机质丰度达到了标准，甚至

很高，其他５种条件有一种不合要求，也不能形成油

气藏。对于我国古老的碳酸盐岩来说，盖层和保存

条件尤其重要。因时代古老，生烃期早，经历的构造

运动多，需要很好的盖层和保存条件。如果保存条

件不好，油气就很容易散失，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很

高，也不一定就能找到油气田。所以说没找到油气

田，不全是有机质丰度低，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当

然，没有一定有机质丰度作为物质基础，也是不可能

形成油气田的。

烃源岩的有机碳下限值，一层意思是说，形成油

气藏的其他条件同时具备时，有可能形成有工业价

值的油气藏。另外一个意思是，形成油气藏的烃源

岩是一个体系，有机质丰度必然有高有低，有机碳高

的烃源岩能提供更多油气，而有机碳达到下限值的

烃源岩也可以提供油气。

形成油气田的几率和大小首先取决于烃源岩的

规模和有机质丰度，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越高，形成

油气藏的可能性就越大。低丰度的烃源岩只可能形

成小的油气藏而不能形成大的油气田，要形成大的

油气田必须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必须有大规模的富

含有机质的优质烃源岩或富烃源岩。所以在油气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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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实际工作中总是千方百计的去寻找有机质丰度高

的或富烃源岩有利地区。

２　海相碳酸盐烃源岩的评价标准

２．１　碳酸盐烃源岩的划分标准

如前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烃源岩的评价各有划

分标准［１～１２］。这次对烃源岩的划分标准，一是综合

上述烃源岩排烃模拟实验结果，二是参考国内外分

类标准，并与国内外按生烃潜力划分烃源岩类别接

轨，提出了碳酸盐烃源岩的划分标准（表３）。本标

准将烃源岩划分为４类，即很好烃源岩、好烃源岩、

中等烃源岩、差烃源岩。

为消除成熟度对评价标准的影响，又分为未熟

—成熟烃源岩，高成熟—过成熟烃源岩两种评价标

准。通过对碳酸盐岩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沉积

相、有机相的研究，说明碳酸盐岩有机质并非都是Ⅰ

类和Ⅱ１类，在无障壁的浅水陆表海沉积环境下形

成的碳酸盐岩具有Ⅱ２类有机质的较多，所以修正

了过去碳酸盐岩只按Ⅰ类有机质的评价方法，而将

碳酸盐岩按Ⅰ，Ⅱ１，Ⅱ２类有机质分别进行评价。

碳酸盐岩和泥岩的评价标准应按生烃潜力相等

（或相近）统一标准来划分。但碳酸盐岩有机碳的下

限值应比泥页岩低一些，这主要是基于碳酸盐烃源

岩的以下特点（优点）：犪）碳酸盐岩的有机质类型多

属于偏腐泥型；犫）碳酸盐岩对干酪根的催化生烃效

率比泥岩高；犮）碳酸盐岩对有机质的吸附能力比泥

岩低，排烃效率比泥岩高；犱）碳酸盐岩沉积体系趋向

于形成生－储－盖三位一体的联合系统，油气运移

距离近；犲）碳酸盐岩常常伴有石膏等好的盖层，犳）我

国碳酸盐岩多处于高成熟－过成熟阶段，多以生气

为主，所以这里也包括气源岩。

３．２　碳酸盐烃源岩评价标准的讨论

过去人们对碳酸盐岩有机碳下限值各执己见，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大家所指的对象不同，有的把

碳酸盐岩全看作一类有机质，而且指的是残余有机

质，其中还包括气源岩，并认为碳酸盐岩有机碳下限

值应比泥岩低，所以有机碳下限值也就定得比较低。

有的未区分碳酸盐岩的成熟度，认为碳酸盐岩有机

碳下限值应当和泥岩一样，所以有机碳下限值也就

定得高一些。现在的评价标准即考虑了有机质类

型，又考虑了有机质成熟度，所以碳酸盐岩的有机碳

下限值就不是一个，而是几个，其中有高的，也有低

的。以后再讨论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由表３可

以看出，对于具有Ⅰ类有机质，处于高成熟—过成熟

的碳酸盐岩来说，其有机碳下限值为０．１％，这和国

内大多数人的评价标准基本一致。如果是未成熟—

成熟的碳酸盐岩，有机质是Ⅰ类的，其有机碳下限值

为０．２％；如果有机质是Ⅱ１类的，其有机碳下限值

为０．３％；如果有机质是Ⅱ２类的，其有机碳下限值

为０．４％。这和评价标准定得高的学者所定的数值

也比较接近。这里也必须指出，不分有机质类型和

成熟度，不管是生油岩还是气源岩，而且不考虑碳酸

盐岩的吸附性比较小，笼统的把碳酸盐岩的有机碳

下限值定为０．５％，应当说并不完全合适。因为我

国碳酸盐岩有机碳大于０．５％的很少。在油气勘探

初期是很难一下就找到有机碳＞０．５％的烃源层。

塔里木盆地很长一段时间在中—上奥陶统未发现有

机碳＞０．５％烃源层，近几年由于钻井数量越来越

多，研究工作越来越深入，才在中—上奥陶统找到了

有机碳＞０．５％的好烃源层。如果把有机碳下限值

定的过高，有机碳＜０．５％的认为是非烃源岩，当勘

探早期未找到有机碳＞０．５％的烃源岩时，就有可能

过早地否定或漏掉了某些烃源层，从而对该区块的

表３　碳酸盐岩烃源岩的划分标准

犜犪犫犾犲３　犜犺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狊狅犳犮犪狉犫狅狀犪狋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

演化
阶段

有机质
类型

指标
烃源岩类别

很好烃源岩 好烃源岩 中等烃源岩 差烃源岩 非烃源岩

未成熟
↓
成熟

Ⅰ
有机碳／％ ＞１．４ ０．７～１．４ ０．４～０．７ ０．２～０．４ ＜０．２

犛１＋犛２／（犿犵·犵
－１）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１

Ⅱ１
有机碳／％ ＞１．８ １～１．８ ０．５～１ ０．３～０．５ ＜０．３

犛１＋犛２／（犿犵·犵
－１）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１

Ⅱ２
有机碳／％ ＞２．８ １．４～２．８ ０．７～１．４ ０．４～０．７ ＜０．４

犛１＋犛２／（犿犵·犵
－１）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１

高成熟
↓

过成熟

Ⅰ

Ⅱ１
Ⅱ２

有机碳／％

＞０．５５ ０．３～０．５５ ０．２～０．３ ０．１～０．２ ＜０．１

０．９ ０．５～０．９ ０．２５～０．５ ０．１５～０．２５ ＜０．１５

１．６ ０．８～１．６ ０．４～０．８ ０．２５～０．４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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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体积为１５０犿×１犽犿２烃源岩的生烃量

犜犪犫犾犲４　犜犺犲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犿狅狌狀狋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狏狅犾狌犿犲１５０犿×１犽犿２

岩性
有机质
类型

指标
烃源岩类别

很好 好 中等 差

碳酸岩

腐泥型
Ⅰ

有机碳／％ ＞１．４ ０．７～１．４ ０．４～０．７ ０．２～０．４

犛１＋犛２／（犿犵·犵
－１）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生烃强度／１０４狋 ＞４１０ ２０５～４１０ ８２～２０５ ４１～８２

偏腐泥型
Ⅱ１

有机碳／％ ＞１．８ １～１．８ ０．５～１ ０．３～０．５

犛１＋犛２／（犿犵·犵
－１）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生烃强度１０４狋 ＞４１０ ２０５～４１０ ８２～２０５ ４１～８２

腐泥腐殖型
Ⅱ２

有机碳／％ ＞２．８ １．４～２．８ ０．７～１．４ ０．４～０．７

犛１＋犛２／（犿犵·犵
－１） ＞１０ ５～１０ ２～５ １～２

生烃强度／１０４狋 ＞４１０ ２０５～４１０ ８２～２０５ ４１～８２

油气远景作出错误的评价。

残余生烃潜力和可溶有机质受地面风化和成熟

度影响极大，未作烃源岩评价的主要指标。残余有

机碳相对来说受地面风化和成熟度的影响较小，而

且容易准确测定，它仍然是评价烃源岩好坏的基本

指标。

上述评价标准与通常油气资源评价中按生烃强

度划分生油凹陷类别基本一致，如烃源岩厚度按

１５０犿计算，其生烃强度如表４所示。国内很多石

油地质专家多把生烃强度＞４００×１０４狋／犽犿２的划分

为一类生油凹陷，这恰好与很好烃源岩相对应。生

油强度＜１００×１０４狋／犽犿２的评为三类或较差的生油

凹陷，它与差烃源岩相对应。生烃强度在（１００～

２００）×１０４狋／犽犿２为较好生油凹陷，即Ⅱ２类生油凹

陷，它正好与较好烃源岩相对应。生油强度介于

（２００～４００）×１０４狋／犽犿２的为好生油凹陷，即Ⅱ１类

生油凹陷。它与好烃源岩相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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