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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烃源岩有机显微组分

特征与生烃潜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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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椇采用有机岩石学综合光学法研究了珠江口盆地古近系烃源岩的有机显微组分和亚显微组分特征棳对典型烃源岩做了干酪

根元素分析暍岩石热解分析和高温高压泥岩热模拟实验棳探讨了其生烃潜力和生烃属性暎壳质组及富氢的壳镜组 斄含量较高棳
决定了中深湖相有机质的类型为栺暘栻棻 型棳具倾油性椈低含氢的壳镜组斅和镜质组含量较高棳决定了滨浅湖相和沼泽相有机

质的类型主要为栿暘栻棽 型棬栻棻 型为辅棭棳具倾凝析油暍气性椈腐泥组和惰质组含量低暎棽类烃源岩在不同演化阶段生烃属性均

存在差异暎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盆地古近系不同凹棬洼棭陷有机相及勘探潜力和方向具有重要意义暎
关键词椇有机显微组分椈生烃潜力椈倾油倾气性椈烃源岩椈珠江口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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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有机岩石学是在煤岩学和孢粉学基础上发展

起来的一门学科棳在油气勘探和评价中已成为一种

重要的研究手段椲棻棳棽椵暎显微组分暟旐斸斻斿旘斸旍暠已广泛

应用于烃源岩中在光学显微镜下可识别的集中及

分散的有机成分棳以表征沉积有机质显微组成的高

度非均质性椲棾棳棿椵暎显微组分的成因暍特征和分类是

有机岩石学的基础内容暎用于描述显微组分的方

法大多可以归纳为棽个不同的分类体系椇一个体系

出自孢粉学家之手棳用透射光研究显微组分的富集

物暘暘暘干酪根棳以斅旛旘旂斿旙旙提出的五分法方案棬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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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暍藻质暍草本质暍木本质暍煤质棭影响最大椲椵椈另
一个分类体系出自煤岩学家之手棳以 斣斿旈斻旇旐旛旍旍斿旘
为代表棳主要用反射白光和荧光观察全岩样品棳保
持显微组分的三分性棬壳质组暍镜质组暍惰质组棭棳另
外增加了动物有机碎屑和矿物沥青基质棽个组

分椲椂椵暎
有关烃源岩生烃潜力与生烃属性的研究方法

主要包括有机岩石学方法暍可溶有机质氯仿沥青

暟斄暠和总烃浓度绝对定量法暍岩石热解残余有机碳

棬斣斚斆棭与生烃潜力法暍荧光强度法暍开放体系热

解暘色谱法和高温高压热模拟实验法等暎
本文采用透射光暍反射白光暍荧光相结合的综

合光学法棳分析了珠江口盆地古近系不同沉积相烃

源岩样品棬中深湖相暍滨浅湖相暍湖沼相暍三角洲平

原沼泽相等棭的有机显微组分和亚显微组分特征椈
对典型烃源岩做了干酪根元素分析暍岩石热解分析

和高温高压泥岩热模拟棳探讨了其有机质类型暍生
烃潜力和生烃属性暎这对进一步研究该盆地古近

系不同凹棬洼棭陷有机相及勘探潜力和方向具有重

要意义暎
棻暋地质背景

珠江口盆地位于南海北部暍华南大陆的南缘棳
呈 斘斉走向棳大致平行华南大陆岸线的陆架和陆坡

区棳它是华南大陆的水下延伸部分椲椃椵棬图棻棭暎珠江

口盆地主要由北部隆起带暍北部坳陷带暍中央隆起

带暍南部坳陷带和南部隆起带组成暎盆地古近纪历

经了断陷阶段和坳陷阶段棳烃源岩包括始新统文昌

组棬斉棽棴棾 棭中深湖相和浅湖相烃源岩暍始新统暘下

渐新统恩平组棬斉棾 棭河流相暍湖沼相和浅湖相烃源

岩以及上渐新统珠海组棬斉棾 棭海陆过渡相烃源岩暎
陈长民等椲椃椵通过对珠江口盆地第三系生油岩

图棻暋珠江口盆地构造分区

斊旈旂棶棻暋斣斿斻旚旓旑旈斻斾旈旜旈旙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斝斿斸旘旍斠旈旜斿旘斖旓旛旚旇斅斸旙旈旑

有机岩石学研究棳认为其生油组分为腐泥组棲壳质

组棲镜质组棲超微类脂体暎张水昌等椲椄椵开展了珠

江口盆地东部油源研究棳认为珠江口盆地发育棽套

烃源岩椇一套是文昌组湖相泥岩棳另一套是恩平组

湖沼相含煤泥岩暎棽套烃源岩的丰度暍类型及演化

程度在不同凹陷棷洼陷都各不相同暎文昌组生油岩

总体上分布比较普遍棳有限的分析数据表明棳斕斊棻棾
洼文昌组有机质丰度值最高棳类型最好棬栻棻棭棳成熟

度适中棳生烃潜力最大椈恩平组生油岩有机质丰度

高棳有机质类型以栻棽 型为主棳少部分为栻棻 型暎
由于珠江口盆地绝大部分井均位于隆棬凸棭起

带和坳棬凹棭陷内构造高部位棳并没有揭示坳棬凹棭陷
内真正的烃源岩棳因而所得结论带有片面性暎只有

对目前钻井所揭示的不同沉积相烃源岩进行仔细

研究棳结合地震相和层序地层学研究成果棳借助盆

地模拟软件棳才能真正认识珠江口盆地有机相暎
棽暋样品与实验

棽棶棻暋样品

本文研究中所涉及的样品包括泥岩暍碳质泥岩

和煤样棳共棽棽个棳取样井位具体如下椇惠州凹陷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棳斎斱棽棾暘棻暘棻棳斎斱棽棻暘棻暘棻棳斎斱棾棽暘
棾暘棻棳斬斒棽棿暘棾暘棻斄斬棳斕斊棻棾暘棽暘棻棳斎斱棻棸暘棻暘棻
共椃口井椈西江凹陷 斬斒棾棾暘棽暘棻斄 井椈恩平凹陷

斉斝棻椃暘棾暘棻井椈白云凹陷斝斮棾棾暘棻暘棻井椈文昌 斆
凹陷 斪斆棻椆暘棻暘棾井暎
棽棶棽暋实验

棽棶棽棶棻暋有机岩石学分析

岩石样品粉碎至棽棸暙棿棸目棳经盐酸和氢氟

酸处理棳富集有机质棳将湿样制备薄片棳在透射光

下进行组分鉴定及显微照相椈将冷冻烘干样制备

光片棳在反射光棬白光和荧光棭下进行组分鉴定和

显微照相暎
鉴定步骤椇棻棭在椄棸棸倍油浸反射光棬白光和荧

光棭下仔细观察暍对比棳鉴定区分各种不同的有机显

微组分并照相椈棽棭用压点法定量测试棳在机器台上

按点距棸棶棻旐旐棳行距棸棶棽旐旐棳以目镜十字丝中心

压的组分统计棳求出总点数及各组分的百分含量暎
棽棶棽棶棽暋岩石热解分析

岩石样品粉碎至椂棸暙椄棸目棳在 斠旓斻旊灢斉旜斸旍栿
型仪器上做热解分析暎升温程序为椇加热至椆棸曟
恒温棽旐旈旑得 棸椈加热至棾棸棸曟恒温棾旐旈旑得 棻椈加
热至椂棸棸曟得 棽椈在椂棸棸曟加热氧化 旐旈旑得 棿暎
棽棶棽棶棾暋高温高压热模拟实验

泥岩样品高温高压加水封闭式模拟实验温度

暏棽棸棾暏 暋暋暋暋暋暋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第棽椆卷暋暋



分别为棽棸棸棳棽棸棳棽椃 棳棾棸棸棳棾棽 棳棾棸棳棿棸棸棳棸棸曟椈加
水 暙棻棽旐斕棳水的旔斎 值为棾暙椂椈岩样重量为 棸暙
棻棽棸旂暎实验结果得到气体量暍凝析油量暍轻油量和

残余油量暎
热模拟实验得到的气体采用 斎斝椂椄椆棸斝旍旛旙四

阀五柱型天然气专用分析仪进行分析棳分析方法标

准名称代号为 斍斅棷斣棻棾椂棻棸暘棽棸棸棾暎
棾暋结果与讨论

棾棶棻暋有机显微组分分类及岩石学特征

岩石样品综合光学法分析结果表明棳本区生源

物质共有 大类椇棻棭低等生物或其生物腐泥化作用

的产物暘暘暘腐泥组椈棽棭来源于高等植物的含类脂丰

富暍化学性质稳定的壳质组椈棾棭高等植物的木质纤

维组织经凝胶化作用的产物暘暘暘镜质组椈棿棭高等植

物的木质纤维组织经氧化作用的残余物暘暘暘惰质

组椈棭镜质组中含有较多腐泥组和壳质组的混合

物暘暘暘壳镜组暎根据壳镜组混生情况棳结合荧光强

度棳划分出 种显微组分棳即壳镜组 斄暍无定型体

栿暍壳镜组斅暍无定型体桇和荧光镜质组暎
由于不同的生源物都可以形成无定型棳而产烃

潜能差异很大棳本次分类考虑了原始母质及产烃的

能力棳分别将藻类及低等生物降解的无定型栺划入

腐泥组椈陆生植物的类脂物及分泌物降解的无定型

栻划入壳质组椈陆生植物的木质纤维组织和壳质

组暍藻类等的混合物降解的无定型栿棳桇划入镜

质组暎
棾棶棻棶棻暋腐泥组

藻质体椇包括单细胞藻和群体藻棳根据细胞结

构和形态特征可进一步确定藻的生物种属暎主要

见有绿藻类暍沟鞭藻类暍疑源类等暎其特征是具各

种各样的外形和饰纹暎
无定型体栺椇主要是藻类降解产物棳呈絮状暍云

雾状棳无固定外形棳具较强的荧光棳可见到原细胞结

构的痕迹暎
棾棶棻棶棽暋壳质组

树脂体椇植物的树脂暍树腊等分泌物棳为大小不

一的圆形暍椭圆形暍长条形等不规则形状的单体或

集合体棳常充填于镜质体等组织的胞腔中暎
荧光质体椇反射光下外观与粘土矿物相似棳常

赋存在带角质体镶边的叶镜体中棳形状为细小的透

镜状棳荧光性极强暎
孢粉体椇包括陆生暍水生木本和草本的孢子暍花

粉暎形态各异棳为圆形暍扁环形暍三角形等棳外壁具

各种各样的饰纹暎

角质体椇为植物的根暍茎暍叶外层的表皮细胞组

织棳外缘平滑棳内缘具不同形状的锯齿状暍浪纹状棳
末端折曲处带尖角状折曲暎

木栓体椇来源 于高等植 物木栓 化的组 织 细

胞棳具明显细胞壁和细胞腔结构棳常呈叠瓦状和

鳞片状暎
菌类体椇高等植物内部寄生着真菌类棳源岩中

保存了菌类繁殖器官棳即菌核暍菌孢子及与高等植

物根部组织共生真菌形成的菌根暎菌核呈圆形暍椭
圆形棳具网状结构椈菌孢子呈椭圆状棳具不同数目的

胞腔椈菌根呈花环状暎
壳屑体椇类脂组的细屑颗粒棳无法辨认其源

物质暎
无定型体栻椇主要是陆生和水生生物的类脂物

质的降解产物暎具细粒状结构棳无固定形态暎
渗出体椇各种类脂物质在演化过程中的次生

产物暎
棾棶棻棶棾暋壳镜组

壳镜组 斄椇镜质组中类脂物质 等含量 大于

棾棸棩棳其降解产物称为腐殖腐泥体暎
壳镜组斅椇镜质组中类脂物质等含量低棳其降

解产物称为腐泥腐殖体暎
无定型体栿和桇椇主要是高等植物的类脂物质

和腐殖物质的降解物暎具纤维状结构暎
棾棶棻棶棿暋镜质组

分为结构镜质体暍无结构镜质体暍镜屑体和腐

殖基质体暎
棾棶棻棶暋惰质体

丝质体椇呈各种形状棳表面具有细胞腔和细胞

结构的残余暎
半丝质体椇为丝质体和结构镜质体的过渡类

型棳细胞结构因受细胞壁膨胀影响棳细胞腔多压缩

变小暎
惰屑体椇完全辨认不出细胞结构的碎片暎

棾棶棽暋不同沉积相烃源岩有机显微组分特征

本次研究的棽棽个样品的有机显微组分的定量

分析结果如表棻所示暎对不同沉积相棬碳质棭泥岩

有机显微组分做了均值计算棳其分布如图棽所示暎
从表棻和图棽可见棳珠江口盆地古近系不同沉积相

棬碳质棭泥岩有机显微组分具有如下特征椇
中深湖相烃源岩腐泥组棲壳质组含量较高棳平

均值为棻棾棶椆 棩椈滨浅湖相和沼泽相含量低棳平均值

为棾棶椃棩暙棿棶棽椄棩暎中深湖相烃源岩中富含腐泥组

棲壳质组的壳镜组 斄含量高棳平均值为棿棾棶椂椂棩椈滨
浅湖相和沼泽相含量低棳平均值为棽棶棾棻棩暙棾棶椄棿棩暎

暏棾棸棾暏暋第棾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朱俊章等棶珠江口盆地烃源岩有机显微组分特征与生烃潜力分析暋暋



表棻暋珠江口盆地不同沉积相烃源岩有机显微组成

斣斸斺旍斿棻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斻斿旘斸旍旙斾斸旚斸旓旀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斾斿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旀斸斻旈斿旙旈旑旚旇斿斝斿斸旘旍斠旈旜斿旘斖旓旛旚旇斅斸旙旈旑

沉积相 井号 层位 岩性
旓棳
棩

腐泥组棳
棩

壳质组棳
棩

壳镜组 斄棳
棩

壳镜组斅棳
棩

镜质组棳
棩

惰质组棳
棩

中深湖

滨浅湖

湖沼

三角洲

平原沼泽

或间湾

斪斆棻椆暘棻暘棾 斉棽 泥岩 棸棶棿 棾棶棽 棻椃棶棸棾 椆棶椄 棶棾棻 棻棿棶棸椆 棸棶棽棸
斪斆棻椆暘棻暘棾 斉棽 煤 棸棶棿 棸棶棾椂 棾棶棿棾 棸棶棾椄 棻棽棶棽 棾棾棶棻椆 棸棶棾椂
斕斊棻棾暘棽暘棻 斉棽 泥岩 棸棶 棸棶椃棿 椂棶椂棸 棽椃棶棿椃 棻棶椄棿 棻棾棶棻椄 棸棶棾椃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碳质泥岩 棸棶椃椆 棸 棶棿棸 棸棶椂棸 棾椃棶棿棸 椂棶棸棸 棸棶椄棸
斎斱棽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椃椄 棸 棽棶棽椆 棿棶椂椂 椂 棶椃椄 棽椂棶棾棸 棸棶椆椃
斎斱棽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椂椂 棸 棽棶棻椃 棸 暋 椂 棶椂椄 棾棸棶椄棻 棻棶棾棿

斬斒棽棿暘棾暘棻斄斬 斉棽 泥岩 棸棶椆棾 棸 棿棶棽椂 棸棶椄椃 棾棿棶棿棾 椆棶椄椂 棸棶椄
斬斒棽棿暘棾暘棻斄斬 斉棽 碳质泥岩 棸棶椆棾 棸 棿棶棽椃 棸 暋 棿棻棶椆棽 棿椂棶椆椆 棻棶椄棽
斉斝棻椃暘棾暘棻 斉棽 泥岩 棸棶椃棽 棸 棾棶棸棸 椄棶棿棿 椂棽棶棾棻 棽棻棶椄棻 棿棶棿棿
斬斒棾棾暘棽暘棻斄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椂棽 棸棶棾棽 椂棶棻 棿棶棿棽 棿棶棸棻 棾棿棶棽 棸棶椄
斬斒棾棾暘棽暘棻斄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椃棻 棸 棸棶椃椃 棸棶棻椆 棿椆棶棻棿 棿椄棶棾棿 棻棶椂
斎斱棾棽暘棾暘棻 斉棾 煤 棸棶棸 棸 棻棸棶棸棸 棾棸棶棿棻 棾椄棶椆 棽棸棶棻椃 棸棶棿椃
斎斱棻棸暘棻暘棻 斉棾 泥岩 棸棶棽 棸棶椂棽 棿棶棸 棻棿棶棾棻 棽棶椆椂 棽 棶棸椂 棽棶椃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碳质泥岩 棸棶椃椆 棸 棶棿棸 棸棶椂棸 棾椃棶棿棸 椂棶棸棸 棸棶椄棸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 斉棾 煤 棸棶棿 棸 棻棶椃棸 棾椃棶椄棽 棾椆棶椂棻 棽棸棶椃椆 棸棶棽

斬斒棽棿暘棾暘棻斄斬 斉棽棴棾 煤 棸棶 棸 棾棶椄 棸 暋 椆棶棽椄 椄椂棶椆椂 棸棶棻椄
斬斒棽棿暘棾暘棻斄斬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椆 棸棶棽棾 棾棶椆棻 棻棻棶椆椄 椆棶椂椃 棽棾棶棻椄 棻棶棸棾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椂棿 棾棶椃棸 棶椄棿 棸 暋 椂棿棶椆棿 棻椆棶椂椃 棶椄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椄椂 棸棶椄 棻棶棻椂 棸 暋 椃棿棶棿椃 棽棻棶椂椂 棽棶棻棾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碳质泥岩 棸棶椆椃 棸 棸棶椃 棸 暋 棻 棶椃棽 椄棽棶棾椆 棻棶棾棾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煤 棸棶椆椆 棸 棸棶棻椆 棸棶椃椃 棻棸棶椂棽 椄椃棶棿椂 棸棶椆椂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泥岩 棻棶棿 棾棶棽椃 棸棶棻椆 棸 暋 棸 暋 椆 棶棾椄 棻棶棻棸

图棽暋珠江口盆地不同沉积相棬碳质棭
泥岩有机显微组成对比

斊旈旂棶棽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旓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斻斿旘斸旍旙旓旀棬斻斸旘斺旓旑斸旚斿棭
旐旛斾旙旚旓旑斿旙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斾斿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旀斸斻旈斿旙旈旑旚旇斿

斝斿斸旘旍斠旈旜斿旘斖旓旛旚旇斅斸旙旈旑

中深湖相烃源岩中低含腐泥组棲壳质组的壳镜组

斅含量较低棳平均值为棽椄棶椃棩椈滨浅湖相和沼泽

相含量高棳平均值为棿棾棶椆棩暙 棻棶椄棩暎比较而

言棳镜质组含量不高棳一般在棽棸棩暙棿棸棩左右椈惰
质组含量低棳基本上都小于棽棩暎

不同层位的棿个煤样有机显微组分数据棬图
棾棭表明棳始新统文昌组煤样腐泥组棲壳质组棲壳镜

组 斄含量较高棳为 棿棶棻椃棩椈上渐新统珠海组中等棳
为棾椆棶棽棩和棿棸棶棿棻棩椈始新统暘下渐新统恩平组

含量低棳为棽棶棽椃棩暎比较而言棳文昌组和珠海组煤

样镜质组含量较低棳分别为棻棽棶棽 棩和棽棸棶棻椃棩暙
棽棸棶椃椆棩椈恩平组煤样镜质组含量高棳为椄椃棶棽棻棩暎
棾棶棾暋典型烃源岩元素分析与热解生烃潜力

为进一步评价烃源岩有机质的类型和生烃潜

力棳对不同沉积相的椄个棬碳质棭泥岩样品做了干酪

根元素分析和岩石热解分析棳其参数如表棽所示暎
由表棽可见棳中深湖相烃源岩中干酪根 斎棷斆和

斚棷斆元素比分别为棸棶椆 暙棻棶棾和棸棶棸椄暙棸棶棻棿椈岩石

热解降解率棬 棭和氢指数棬斎棭分别为棾棻棶椄椆棩暙
棽棶棿椂棩和棾椄棿暙椂棾棽旐旂棷旂棳有机质类型为栺棴栻棻

暏棿棸棾暏 暋暋暋暋暋暋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第棽椆卷暋暋



型暎滨浅湖相和沼泽相烃源岩中干酪根 斎棷斆 和

斚棷斆元素比分别为棸棶椂棸暙棸棶椄椃和棸棶棸 暙棸棶棻 椈岩
石热解降解率和氢指数分别为棿棶椄棾棩暙棾 棶椂棾棩
和 椄暙棿棽椆旐旂棷旂暎有机质类型大多为栿棴栻棽 型

棬栻棻 型为辅棭暎
综合烃源岩有机显微组分特征以及干酪根元

素分析和岩石热解分析的结果棳壳质组及富含腐泥

组棲壳质组的壳镜组 斄 含量较高棳决定了中深湖

相有机质的类型为栺棴栻棻 型棳岩石热解降解率和

氢指数高棳生烃潜力较大棳具倾油性椈低含腐泥组棲
壳质组的壳镜组 斅和镜质组含量较高棳决定了滨

浅湖相和沼泽相有机质的类型主要为栿棴栻棽 型

棬栻棻 型为辅棭棳岩石热解降解率和氢指数较低棳生
油潜力相对较小棳具倾凝析油暍气性椈腐泥组棲惰质

组含量低暎
棾棶棿暋典型烃源岩热模拟生烃特征分析

不同类型的烃源岩生烃潜力和生排烃过程不

同椲椆暙棻棻椵暎为进一步研究中深湖相暍滨浅湖相和沼

泽相 烃 源 岩 的 生 烃 潜 力 和 生 烃 特 征棳挑 选 了

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昌组中深湖相泥岩棬栺暘栻棻 型棳
为棽棶棸棽棩棭和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井恩平组滨浅湖

相泥岩棬栻棽 型棳 为棽棶棾棽棩棭做高温高压加水

生烃热模拟实验暎
由图棿可见棳其生油规律为椇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

昌组中深湖相泥岩在各个不同演化阶段总生油率

约为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井恩平组滨浅湖相泥岩的棽倍椈
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昌组中深湖相泥岩的生油高峰在

棽椃 暙棾棽 曟左右棬旓 为棸棶椄棾棩暙棻棶棸椆棩棭棳主生烃

期较短椈斎斱棸椄暘棻暘棻井恩平组滨浅湖相泥岩的生

油高 峰 在 棽棸暙棽椃 曟 左 右 棬 旓 为 棸棶椃棸棩 暙
棸棶椄棾棩棭棳主生烃期较长椈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昌组中

深湖相泥岩在较低成熟阶段产凝析油率明显比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井恩平组滨浅湖相泥岩低暎
由图 可见棳其生气规律为椇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

昌组中深湖相泥岩在各个不同演化阶段产气率均

比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井恩平组滨浅湖相泥岩低棳在油窗

范围约为棻棷棽椈棽类泥岩样品的总产气率棬若有机质

全部转化为烃气棭相近暎

图棾暋珠江口盆地不同层位煤样有机显微组成对比

斊旈旂棶棾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旓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斻斿旘斸旍旙旓旀斻旓斸旍旙斸旐旔旍斿旙
旀旘旓旐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旙旚旘斸旚斸旈旑旚旇斿斝斿斸旘旍斠旈旜斿旘斖旓旛旚旇斅斸旙旈旑

图棿暋珠江口盆地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昌组和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井恩平组泥岩产油率对比

斊旈旂棶棿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旓旈旍灢旂斿旑斿旘斸旚旈旑旂旘斸旚旈旓旙旓旀旐旛斾旙斸旐旔旍斿旙
旈旑斪斿旍旍斕斊棻棾灢棽灢棻棬斉棽 棭斸旑斾斎斱棸椄灢棻灢棻棬斉棽棴棾 棭

表棽暋珠江口盆地不同沉积相烃源岩元素和热解参数

斣斸斺旍斿棽暋斉旍斿旐斿旑旚斸旑斾旘旓斻旊灢斿旜斸旍旔斸旘斸旐斿旚斿旘旙斾斸旚斸旓旀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旈旑斾旈旀旀斿旘斿旑旚斾斿旔旓旙旈旚旈旓旑旀斸斻旈斿旙旈旑旚旇斿斝斿斸旘旍斠旈旜斿旘斖旓旛旚旇斅斸旙旈旑

沉积相 井号 层位 岩性 斎棷斆 斚棷斆 类型 棳棩 斎棷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类型

中深湖

滨浅湖

沼泽

斕斊棻棾暘棽暘棻 斉棽 泥岩 棻棶棾 棸棶棻棻 栺 棿棿棶棿 棾棾 栻棻

斪斆棻椆暘棻暘棾 斉棽 泥岩 棻棶棽棿 棸棶棸椄 栻棻 棽棶棿椂 椂棾棽 栺
斪斆棻椆暘棻暘棾 斉棽 煤 棸棶椆 棸棶棻棿 栻棻 棾棻棶椄椆 棾椄棿 栻棻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碳质泥岩 棸棶椄椃 棸棶棻棸 栻棽 棾 棶椂棾 棿棽椆 栻棻

斉斝棻椃暘棾暘棻 斉棽 泥岩 棸棶椄棾 棸棶棻棿 栻棽 棽棻棶椄棻 棽椂棿 栻棻

斬斒棾棾暘棽暘棻斄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椄棿 棸棶棻 栻棽 棽棻棶棸棸 棽棾 栻棽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碳质泥岩 棸棶椂椄 棸棶棸 栿 椂棶棾椆 棻椂棸 栿
斝斮棾棾暘棻暘棻 斉棽棴棾 泥岩 棸棶椂棸 棸棶棻棻 栿 棿棶椄棾 椄 栿

暏棸棾暏暋第棾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朱俊章等棶珠江口盆地烃源岩有机显微组分特征与生烃潜力分析暋暋



图 暋珠江口盆地斕斊棻棾暘棽暘棻井文昌组和 斎斱棸椄暘棻暘棻
井恩平组泥岩产气率对比

斊旈旂棶暋斆旓旐旔斸旘旈旙旓旑旓旀旂斸旙灢旂斿旑斿旘斸旚旈旑旂旘斸旚旈旓旙旓旀旐旛斾旙斸旐旔旍斿旙
旈旑斪斿旍旍斕斊棻棾灢棽灢棻棬斉棽 棭斸旑斾斎斱棸椄灢棻灢棻棬斉棽棴棾 棭

棿暋结论

本区生源物质共有 大类棳即腐泥组暍壳质组暍
壳镜组棬斄棳斅棭暍镜质组和惰质组暎

壳质组及富氢的壳镜组 斄 含量较高棳决定了

中深湖相有机质的类型为栺棴栻棻 型棳岩石热解降

解率和氢指数高棳生烃潜力较大棳具倾油性暎
低含氢的壳镜组 斅和镜质组含量较高棳决定

了滨浅湖相和沼泽相有机质的类型主要为栿棴栻棽
型棬栻棻 型为辅棭棳岩石热解降解率和氢指数较低棳
生油潜力相对较小棳具倾凝析油暍气性暎腐泥组和

惰质组含量低暎
始新统文昌组中深湖相泥岩棬栺暘栻棻 型棭在

各个不同演化阶段总产油率约为始新统暘下渐新

统恩平组滨浅湖相泥岩棬栻棽棭的棽倍椈前者的生油

高峰在棽椃 暙棾棽 曟左右棬 旓 为棸棶椄棾棩暙棻棶棸椆棩棭棳
主生烃期较短棳后者的生油高峰在棽棸暙棽椃 曟左

右棬旓 为棸棶椃棸棩暙棸棶椄棾棩棭棳主生烃期较长椈前者

在较低成熟阶段产凝析油率明显比后者低暎
始新统文昌组中深湖相泥岩在各个不同演化

阶段产气率均比始新统暘下渐新统恩平组滨浅湖

相泥岩低棳在油窗范围约为棻棷棽椈棽类泥岩样品的总

产烃率棬若有机质全部转化为烃气棭相当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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