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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分布着各种不同形态、不同类型、不同成因和不同光学特征的有机显微组分 ,它们具有不同的

化学成分和结构、母质类型及生烃潜力。烃源岩中的有机显微组分主要由镜质组、惰质组、壳质组、腐泥组及次生组分和矿物 - 沥青

基质所构成 ,主要生油组分是壳质组和腐泥组 ,而大量的镜质组 (富氢镜质体除外)和惰质组相对来说一般主要是生气。暗色泥岩以

矿物为主 ,煤则以有机组分为主 ,页岩、油页岩及碳质泥岩介于二者之间。烃源岩中以页岩、油页岩富氢组分最发育 ,并以腐泥组组

分占绝对优势 ,主要生油组分为沥青质体和矿物 - 沥青基质 ,其次是层状藻类体。暗色泥岩中富氢组分含量相对较少 ,其中腐泥组

与壳质组含量相近 ,主要生油组分为层状藻类体、孢子体、角质体 ,其次为矿物 - 沥青基质及壳屑体。煤的主要生油组分为角质体和

孢子体 ,但含量低 ,其次为树脂体及壳屑体。碳质泥岩的主要生油组分为孢子体、角质体和层状藻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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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源岩有机
显微组分分类及特征

柴达木盆地北缘位于盆地北部的牦牛山、扎布

萨尕秀南山、阿幕尼克山、欧龙布鲁克山、锡铁山、绿

梁山、塞什腾山一带 ,呈北西—南东向展布[1～3 ] 。柴

北缘地区经过 40 余年的勘探 ,发现了冷湖三、四、五

号、马海、南八仙及鱼卡等侏罗系原生油气藏和第三

系次生油气藏。研究证实柴北缘地区是以中生界侏

罗系为主要烃源岩的含油气区[4～7 ] 。

利用综合分类体系对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

源岩有机显微组分进行分类的结果见表 1。分类时

充分考虑了不同显微组分的生烃特征、演化特征及

其成因类型 ,并采用反射白光、反射荧光和透射光手

段相结合的方法。矿物 - 沥青基质在一般显微组分

分类中没有列出 ,主要原因是矿物 - 沥青基质的主

要组成成分为矿物 ,而有机质仅是以亚微级形式吸

附于矿物之中[8 ,9 ] 。在显微组分一级上的划分主要

考虑显微组分赋存状态及可识别程度等因素。

1 . 1 　镜质组

镜质组为煤、碳质泥岩、暗色泥岩、油页岩及碳

酸盐岩烃源岩中常见的显微组分类型 ,主要为高等

植物木质素及纤维素经凝胶化作用的产物。镜质组

可以根据植物结构保存程度划分为结构镜质体、无

结构镜质体与碎屑镜质体 3 种类型。

a)结构镜质体是镜质组中反射率最高的显微组

分 ,在油浸反射光下呈灰色和窄条带状。该组分在

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虽有出现但数量较少。

b)无结构镜质体在油浸反射光下呈灰色。在

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 4 种亚组分以基质镜质体为

主 ,其次是均质镜质体 ,其余两种亚组分 (团块镜质

体 ,胶质镜质体)均少见。

c)碎屑镜质体是柴北缘侏罗系泥岩烃源岩中常

见的有机显微组分。

1 . 2 　半镜质组

半镜质组按其结构的保存特征可进一步分为结

构半镜质体、无结构半镜质体和碎屑半镜质体 ,其中

以无结构半镜质体最为常见。半镜质组组分在侏罗

收稿日期 :2004 - 06 - 10 ;修订日期 :2004 - 12 - 07。

作者简介 :焦贵浩 (1952 —) ,男 (汉族) ,辽宁铁岭人 ,高级工程师、博士生 ,主要从事石油地质及油气勘探研究工作。

　　
第 27 卷第 3 期

2005 年 6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PETROLEUM GEOLOGY & EXPERIMENT
　　　　　　　　　　　　　　　　　

Vol. 27 ,No . 3
J un. ,2005



表 1 　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源岩有机质分类

Table 1 　Organic matter styles of Jurassic source rocks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显微组分组 显微组分 亚显微组分 分布特征 (煤)
分布特征

(泥岩)

镜质组
(V)

结构镜质体 ( T)
结构镜质体 1 ( T1) - -

结构镜质体 2 ( T2) + -

无结构镜质体 (C)

均质镜质体 (C1) + + +

基质镜质体 (C2) + + + + + +

团块镜质体 (C3) + -

胶质镜质体 (C4) - -

碎屑镜质体 (VD) + + + + +

半镜质组
(SV)

结构半镜质体 (ST) + + +

无结构半镜质体 (SC) + + + +

碎屑半镜质体 (SVD) + + + +

惰质组
( I)

半丝质体 (SF) + + +

丝质体 ( F)
火焚丝质体 - -

氧化丝质体 + + +

粗粒体 (Ma) + + -

菌类体 (Scl) + +

碎屑惰质体 ( ID) + + + +

壳质组
( E)

孢子体 (Sp)
大孢子体 + -

小孢子体 + + +

角质体 (Cu)
薄壁角质体 + + +

厚壁角质体 +

荧光质体 ( Fl) - -

木栓质体 (Sub) + -

树脂体 ( Re) + + -

碎屑壳质体 ( Ed) + + + +

腐泥组
(S)

藻类体 (Alg)
结构藻类体 (A1) - +

层状藻类体 (A2) + + +

沥青质体 (Bt)

次生组
渗出组

油滴 - -

油膜 - -

渗出沥青体 ( Ex) - -

微粒体 (Mi) + -

矿物 - 沥青基质

　　　　　　　　注 : + + + + 为很多 ; + + + 为较多 ; + + 为常见 ; + 为偶见 ; - 为未见

系煤中比较多见 ,甚至在某些样品中成为主要有机

组分。

1 . 3 　惰质组

惰质组反射率为有机显微组分中最高的类型 ,

惰质组可进一步划分为半丝质体、丝质体、粗粒体、

菌类体和碎屑惰质体 5 种显微组分。

a)半丝质体进一步可详细划分为火焚半丝质体

和氧化半丝质体 ,前者细胞结构保存程度好于后者。

柴北缘侏罗系煤中过渡组分较多。

b)丝质体据其成因可进一步分为火焚丝质体

与氧化丝质体。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主要是氧化

丝质体 ,大都分布在侏罗系煤中 ,特别是下侏罗统煤

中更为多见 ,而火焚丝质体则少见。

c)粗粒体为一种无定形的凝胶状惰质组分 ,反

射率低于丝质体 ,在油浸反射光下呈浅灰 —灰白色 ,

低突起或无突起 ,呈云雾状或斑片状 ,表面多不均

一 ,大小一般大于 10μm。粗粒体也多见于柴北缘

侏罗系煤中。

d)菌类体外缘平整 ,壁厚薄不一 ,内部多呈泡沫

状或中空 ,常发现内部呈隔膜状。柴北缘侏罗系烃

源岩中菌类体少见。

e)碎屑惰质体在柴北缘侏罗系碳质泥岩和泥岩

中常见。

1 . 4 　壳质组

壳质组具有明显的荧光效应 ,是煤、碳质泥岩及

泥岩中常见有机显微组分。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

壳质组组分包括孢子体、角质体、荧光质体、木栓质

体、树脂体和碎屑壳质体 6 种显微组分 ,其中孢子

体、角质体、碎屑壳质体和树脂体最为常见 ,它们在

油浸反射光下呈深褐色 —褐色 ,具黄、黄绿或橘黄色

荧光。

a)在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以小孢子

·152·　第 3 期 　　　　　　　　　　　焦贵浩 等 : 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源岩有机岩石学特征 　　　　



体极其发育为特征 ,它们一般分散分布 ,有时也呈孢

子堆出现 ,大小一般在 5μm 左右 ,在油浸反射光下

呈灰黑色 ,干物镜下呈深灰色 ,荧光下具黄色荧光。

图 1a 为大煤沟剖面中侏罗统煤中厚壁小孢子体的

荧光光谱 ,表现为双峰特征 ,前峰略低于后峰 ,λmax

为 630 nm ,整体峰形成穹窿形。

b)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的角质体中以薄壁角

质体最为发育。在油浸反射光下角质体呈灰黑色 ,

干物镜下为深灰色 ,中等突起。荧光显微镜下发褐

红 —橘黄色荧光。在同一光片中常见发不同荧光的

角质体 ,可见暗黄、黄、橘黄、棕、褐红等颜色 ,这与角

质体来源不同或受降解程度有关。薄壁角质体的大

量出现是气候温暖潮湿的反应。在柴达木盆地北缘

侏罗系烃源岩角质体中有时可清楚识别出来源于植

物叶子的叶角质体。图 1b 为冷科 1 井 J 1 煤中角质

体的荧光光谱 ,呈双峰形态 ,前峰稍强于后峰 ,λmax

为 590 nm。

c)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树脂体主要见于煤和

碳质泥岩中。图 1c 为大煤沟油页岩树脂体的荧光

光谱图 ,谱图显示单峰 ,主峰靠后 ,前缓后陡 ,λmax在

650 nm 处。

d)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木栓质体很少出现 ,

煤和碳质泥岩中有时可见到木栓质体。

e)荧光质体在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较为罕

见 ,但在页岩和油页岩中有时可见。

f)碎屑壳质体在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特别是煤

图 1 　不同壳质组组分荧光光谱图
a. 孢子体 ;b. 角质体 ;c. 树脂体 ;d. 结构藻类体 ;e. 层状藻类体 ;f . 沥青质体 ;g. 矿物沥青基质 ;h. 矿物沥青基质荧光强度变化

Fig. 1 　Fluorescence spect ra of different exinite componen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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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碳质泥岩中较为常见。

1 . 5 　腐泥组

根据腐泥化作用程度及生源物种类等因素可将

腐泥组分为藻类体、疑源类和沥青质体。

a)藻类体是来源于藻类、且保存有藻类形态与

结构的有机显微组分 ,在油页岩中最为常见。根据

藻类的形态和结构可将藻类体分为结构藻类体和层

状藻类体两种 (图 1d ,1e) 。藻类体是生油潜力最大

的有机显微组分。

b)沥青质体主要为藻类降解物 ,也可能有部分

浮游动物、细菌等强烈降解的产物 ,主要分布在油页

岩中。图 1f 为大煤沟 J 1 煤中油页岩内沥青质体的

荧光光谱图 ,呈前高后低的多峰形态 ,其λmax 位于

520 nm 处。

1 . 6 　次生组

次生组分是各种类型烃源岩中原生有机组分经

热演化作用形成的产物 ,包括微粒体、渗出沥青

体等。

a)柴北缘侏罗系煤中有时见少量的微粒体 ,其

他岩类中则较为少见。

b)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中渗出沥青体极少发

现 ,仅在鱼卡地区煤中见其从树脂体 (母体)中渗出 ,

且规模极其有限 ,在油浸反射光下呈灰黑色 ,在荧光

下荧光强度弱于母源。

1 . 7 　矿物 —沥青基质

矿物 - 沥青基质在柴北缘页岩、油页岩中分布

最多 (表 2) 。图 1g 为圆顶山 J 5
2 暗色泥岩中矿物 —

沥青基质的荧光光谱图 ,呈多峰形 ,主峰位于中间 ,

λmax在 620 nm 处。矿物 —沥青基质荧光强度呈正

变化 (图 1h) 。

2 　柴达木盆地北缘侏罗系烃源岩有机
显微组分组成及分布特征

2 . 1 　柴北缘地区侏罗系烃源岩的全岩组成特征

通过显微镜观测 ,柴北缘地区侏罗系烃源岩的全

岩组成因岩性不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别 ,其中暗色泥岩

以矿物为主 ,平均含量在 81. 5 %～91. 2 %之间 ,其次

是矿物 - 沥青基质 ,平均含量在 7. 4 %～16. 4 %之间 ,

有机组分平均含量只有 1. 4 %～7. 4 %;煤则以有机组

分为主 ,平均含量在 96. 5 %～97. 3 %之间 ,矿物含量

最少 ,平均只有 2. 7 %～3. 5 %;页岩、油页岩介于二者

之间 ,有机组分平均含量为 46. 1 %～55. 9 % ,其次是

矿物—沥青基质 ,平均含量为34. 2 %～40. 2 % ,矿物

平均含量只有 3. 9 %～19. 7 %;碳质泥岩中矿物的平

均含量为 65. 3 %～66. 5 % ,有机组分为 24. 1 %～

29. 7 % ,矿物—沥青基质为 3. 9 %～11. 9 %(表 2) 。

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烃源岩的全岩组成也存在着

一定的差别 ,主要表现在有机组分和矿物 —沥青基

质含量上 (图 2) 。其中暗色泥岩的有机组分含量以

大煤沟 —红山断陷最高 (最低 5. 3 % ,最高 45. 2 %) ,

其次是冷湖地区 ,含量在 0. 3 %～4. 3 %之间 ,鱼卡

断陷在 1. 0 %～2. 6 %之间 ,赛什腾坳陷最低 ,只有

0. 2 % ;煤的有机显微组分含量地区性变化不大 ,分

布在 95. 4 %～98. 1 %之间。

2 . 2 　不同类型烃源岩的有机显微组分组成特征

柴北缘地区不同烃源岩的有机显微组分组成的

统计结果 (表 3) 表明 ,不同类型烃源岩的有机显微

组分含量与分布具有一定的变化规律。页岩、油页

表 2 　柴北缘侏罗系烃源岩全岩组成统计表

Table 2 　Statistical table of whole rock component of Jurassic
source rocks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岩性 层位 矿物 , % 有机组分 , %
矿物—沥青
基质 , %

暗色泥岩

J 2
36. 1～99. 8

81. 5 (8)
0. 2～45. 2

7. 4 (8)
0～56. 5
16. 4 (8)

J 1
67. 0～99. 5

91. 2 (7)
0. 3～4. 3

1. 4 (7)
0～28. 8
70. 4 (7)

页岩、油
页岩

J 2
5. 5～27. 9

19. 7 (3)
25. 6～69. 0

46. 1 (3)
25. 5～46. 5

34. 2 (3)

J 1 3. 9 (1) 55. 9 (1) 40. 2 (1)

碳质泥岩

J 2
48. 9～82. 5

66. 5 (4)
17. 5～35. 5

29. 7 (4)
0～15. 6
3. 9 (4)

J 1
63. 0～67. 5

65. 3 (2)
11. 2～37. 0

24. 1 (2)
0～23. 8
11. 9 (2)

煤

J 2
2. 5～4. 6

3. 5 (4)
95. 4～97. 5

96. 5 (4) 0 (4)

J 1
2. 0～3. 5

2. 7 (2)
96. 5～98. 1

97. 3 (2) 0 (2)

　　注 :分式含义为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 (样品数) 。

图 2 　柴北缘侏罗系泥岩有机显微组分直方图

1. 腐泥组 E ;2. 壳质组 S ;3. 镜质组 V ;4. 惰质组 I

Fig. 2 　Histogram plot of organic macerals of J urassic
mudstone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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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柴北缘侏罗系不同类型烃源岩中有机显微组分组成

Table 3 　Components of organic macerals in different types of Jurassic source rock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烃源岩类型 镜质组 , % 惰质组 , % 壳质组 , % 腐泥组 , % 沥青质体 , %

页岩、油页岩 0. 28～64. 28
28. 52 (13)

0. 17～14. 87
7. 10 (13)

0. 0～40. 0
22. 76 (13)

10. 0～77. 0
49. 22 (13)

26. 5～63. 4
44. 53 (4)

暗色泥岩 0. 1～95. 60
45. 63 (105)

0～43. 78
13. 39 (105)

0～39. 88
6. 67 (105)

0～80. 39
33. 73 (105)

0～56. 9
19. 0 (3)

煤 23. 45～97. 82
79. 83 (43)

0～70. 91
10. 43 (43)

0～45. 30
8. 98 (43)

0～4. 67
0. 61 (43) 0

碳质泥岩 10. 27～89. 70
63. 00 (22)

1. 50～67. 61
20. 51 (22)

0～27. 64
6. 51 (22)

0～49. 00
10. 06 (22) 0

　　　　　　注 :分式含义为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 (样品数) ,镜质组结果包括半镜质组在内 ,矿物 - 沥青基质未统计在内。

岩显微组分的显著特点是富氢组分含量高 ,腐泥组和

沥青质体发育 ,平均含量分别为 49. 22 %和 44. 53 % ,

具黄色均一的荧光 ,呈条带状—团块状分布 ;壳质组

含量也较高 ,平均达 22. 76 % ,是该区非常好的烃源

岩。暗色泥岩的有机显微组分以镜质组为主 ,平均含

量达 45. 63 % ,镜质组中主要是碎屑镜质体 ;腐泥组含

量次之 ,平均为 33. 73 % ,腐泥组中主要是层状藻类

体 ;壳质组含量低 ,平均只有 6. 67 %;一般不含沥青质

体。煤的显微组分中主要是镜质组 (其中包括半镜质

组)和惰质组 ,镜质组含量最高达 79. 83 %;腐泥组含

量极低 ,最高也只有 4. 67 % ,平均含量 < 1 %;壳质组

含量变化较大 ,并以孢子体、角质体和壳屑体为主 ,平

均含量只有 8. 98 %。碳质泥岩中有机组分仍以镜质

组为主 ,但含量较煤低得多 ,平均为 63 %;其次为惰质

组 ,平均含量 20. 51 %;腐泥组和壳质组成分较少 ,平

均含量分别为 10. 06 %和 6. 51 %;基本不含沥青

质体。

从不同地区的页岩、油页岩中有机组分含量直

方图 (图 3) 中可以看出 ,腐泥组含量除绿草山和鱼

28 井含量较低 (平均只有 4 %～10 %) 外 ,其余地区

都比较高 ,大都分布在 47. 31 %～50. 87 %之间 ,鱼

33 井的含量最高 ,平均达 65 % ;壳质组含量以绿草

山、路乐河、大煤沟地区最高 ,平均都在 16. 95 %～

40 %之间 ;镜质组含量相对较低 ,平均在 16. 61 %～

33. 50 %之间。这些说明柴北缘地区页岩和油页岩

的形成环境比较稳定 ,是该区重要的烃源岩。

图 4 为柴北缘及西部侏罗系煤有机显微组分组

成分布直方图。路乐河、结绿素、鱼卡剖面侏罗系煤

的显微组分中 ,镜质组含量较其他地区高出约 25 %

左右 ,几乎不含腐泥组 ;而鱼 28 井、鱼 33 井井下样

品却含有 15 %左右的腐泥组组分 ,同时还含有 5 %～

7 %的壳质组组分。这说明柴北缘侏罗系煤对该地

区成烃的贡献是不一样的。

从对油气生成的贡献来看 ,烃源岩中主要生油

组分是壳质组和腐泥组 ,而大量的镜质组 (富氢镜质

体除外)和惰质组相对来说一般主要是生气。柴北

缘侏罗系烃源岩壳质组和腐泥组组分组成 (表 4) 表

明 ,烃源岩中以页岩、油页岩富氢组分最发育 ,并以

腐泥组组分占绝对优势。页岩、油页岩的主要生油

组分为沥青质体和矿物 —沥青基质 ,平均含量分别

为34. 56 %和 34. 2 % ,其次是层状藻类体 ,平均含量

为 6. 84 %。暗色泥岩中富氢组分含量相对较少 ,其

图 3 　柴北缘中侏罗统页岩、油页岩有机显微组分直方图

1. 腐泥组 E ;2. 壳质组 S ;3. 镜质组 V ;4. 惰质组 I

Fig. 3 　Histogram plot of organic macerals of Middle J urassic
shale and oil shale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图 4 　柴北缘侏罗系煤有机显微组分直方图

1. 腐泥组 E ;2. 壳质组 S ;3. 镜质组 V ;4. 惰质组 I

Fig. 4 　Histogram plot of organic macerals of J urassic coal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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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柴北侏罗系不同烃源岩壳质组和腐泥组组分组成统计表

Table 4 　Components of exinite and sapropel of Jurassic source rocks in the nort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显微组分 页岩、油页岩 暗色泥岩 煤 碳质泥岩

孢子体 , %
0～0. 7
0. 41 (8)

0～33. 3
2. 1 (27)

0～10. 6
4. 79 (14)

0～6. 8
2. 41 (13)

角质体 , %
0～0. 5
0. 2 (8)

0～0. 7
0. 1 (27)

0～22. 8
5. 90 (14)

0～5. 9
1. 97 (13)

树脂体 , % 0
0～0. 5

0. 02 (27)
0～10. 9

3. 19 (14)
0～3. 1

0. 52 (13)

壳屑体 , %
0～0. 6
0. 1 (8)

0～20. 0
1. 89 (27)

0～2. 6
1. 11 (14)

0～2. 5
0. 57 (13)

层状藻类体 , %
0～29. 0
6. 84 (8)

0～33. 3
3. 88 (27) 0

0～9. 9
1. 55 (13)

沥青质体 , %
16. 5～63. 4

34. 56 (8)
0～19. 0

0. 71 (27) 0 0

　　　　　　　　　　注 :分式含义为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 (样品数) 。

中腐泥组与壳质组含量相近 ,主要生油组分为层状

藻类体 (平均含量 3. 88 %) 、孢子体 (平均含量

2. 1 %)和角质体 ,其次为矿物 - 沥青基质及壳屑体。

煤的主要生油组分为角质体和孢子体 ,其含量低 ,平

均含量分别为 5. 9 %和 4. 79 % ;其次为树脂体及壳

屑体。碳质泥岩的主要生油组分为孢子体、角质体

和层状藻类体。

总之 ,柴北缘的大煤沟、绿草山、深 86 井、冷科 1

井和鱼 33 井等地区的烃源岩有机质类型和丰度相对

较好。这些地区泥岩中形态有机组分含量一般在

5 %左右 ,其中层状藻类体和矿物 - 沥青基质常见 ;煤

中壳质组含量在局部分层中可达 35 %～50 %以上 ,特

别在冷科 1 井的煤中还能见到富氢镜质体 ;这些地区

地层中普遍发育油页岩沉积 ,而油页岩中沥青质体含

量普遍较高。其他地区的烃源岩有机质类型则比较

差 ,表现在泥岩中不仅形态有机组分含量低 (一般低

于 2. 5 %) ,且藻类体和矿物 - 沥青基质很少 ;煤中壳

质组含量一般低于 5 % ,基质镜质体没有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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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UTCROP OIL ACCUMULATION IN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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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utcrop oil accumulation is a special accumulation which is located in t he wing of an outcrop an2
ticline or in a monocline in t he edge of a basin and is cont rolled by water table. It is a new explorating

field. Through analyzing t he geological conditions of oil accumulating and t he exploration result s in Yuqia

oilfield in Qaidam basin , some viewpoint s are p ut forward. Yuqia oilfiold in Qaidam basin is in an uncom2
plete outcrop anticline wit hout t rapping in top . The oil accumulation is lif ted by underwater . It forms late

and has good oil reservoir rocks wit h porosity over 17 %. The oil in Yuqia oilfield is thin and t he buried

dept h of oil accumulation is f rom 120 to 450 meters. Being of t hese feat ures , it is considered as an outcrop

oil accumulation. Qaidam basin is arid now. The depth of water table is f rom tens to hundreds meters in

outcrop areas. It is abound in pet roleum resources. There are many outcrop anticlines in the basin. The

prospect s for t he exploration of outcrop oil accumulation in Qaidam basin is broad.

Key words : outcrop oil accumulation ; water table ; outcrop anticline ; Yuqia oilfield ; Qaidam basin

( conti nued f rom p age 255)

Abstract : t here are various organic macerals wit h different modalities , styles , genesises and optical fea2
t ures existing in J urassic source rocks in t he nort 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They have different chemi2
cal compositions and const ructions , different parent material styles and potential of forming hydrocarbons.

The organic macerals in source rocks mainly include vit rinite , inertinite , exinite , sap ropel and mineral

pitch base. The main oil2generating component s are exinite and sapropel , while t he plentif ul vit rinite (wit h

t he exception of clarovit rinite) and inertinite mainly generate gas. Dark2colored mudstone is mainly com2
posed of minerals. Coal is mainly composed of organic macerals. Shale , oil shale and carbargilite are be2
tween bot h of the above. In all source rocks , shale and oil shale have t he largest amount s of component

with abundant hydrogen and sapropel macerals have absolute p redominance. The main oil2forming compo2
nent s in shale and oil shale are bit uminite and mineral pitch base , t hen st ratiform alginate. Dark2colored

mudstone has relatively less amount of component wit h abundant hydrogen. The main oil2forming compo2
nent s in it are st ratiform alginate , sporinite and keratose , t hen mineral pitch base and exinite. The main

oil2generating component s in coal are relatively low content of keratose and sporinite. Rosin and exinite are

in t he next place. The main oil2forming component s in carbargilite are sporinite , keratose and st ratiform

alginate.

Key words : source rock ; organic pet rology ; J urassic ; nort hern margin of Qaidam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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