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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化盆地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生烃潜力

于明德棻棳棽棳王璞珺棻棳蒋永福棽棳张暋斌棻
棬棻棶吉林大学 地球科学学院棳长春暋棻棾棸棸椂棻椈棽棶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河南油田分公司 石油

勘探开发研究院棳河南 南阳暋棿椃棾棻棾棽棭
摘要椇敦化盆地为一中新生代断坳叠合型裂谷盆地棳至今勘探程度极低棳为搞清其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生烃潜力棳在地震地

质综合研究基础上棳通过系统分析化验法及地震地质生烃模拟法研究表明椇盆地发育下白垩统暍古近系暍新近系棾套湖相烃源

岩棳前两者为主力烃源岩棳新近系下段仅为低成熟烃源岩椈其中棳下白垩统烃源岩分布面积棾棿棽旊旐棽棳平均有效厚度约棾棸棸旐棳有
机碳含量为棽棶棻棻棩暙棾棶椄椄棩棳类型为栻棽暘栿型棳旓 值棸棶椄棩暙棻棶棾棩椈古近系烃源岩在北部凹陷分布面积棿棾棸旊旐棽棳平均有效厚

度约棿棸棸旐棳有机碳含量为棽棶椆椄棩暙棿棶棻椄棩棳类型为栻棽暘栿型棳旓 值棸棶棩暙棻棶棽棩棳二者均为成熟优质烃源岩暎盆地油气总资

源量约棻棶棽棿暳棻棸椄旚棳表明本区具备形成中小型油气田的物质条件棳具有较好的油气勘探前景暎
关键词椇生烃潜力椈有机质丰度椈成熟度椈烃源岩椈敦化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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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敦化盆地位于敦密地堑中段椲棻暙 椵棳西望蛟河盆

地棳东至长白山老爷岭棳南邻桦甸盆地棳北接宁安盆

地棬图棻棭椈行政上隶属于吉林省敦化市和黑龙江省

宁安市棳盆地呈 斘斉斉 向展布棳长约棻椂棸旊旐棳宽约

棸旊旐棳面积 椃棸棸旊旐棽棳与依兰暘伊通地堑椲棻暙椃椵类
似棳为一典型的在印支暘燕山早中期吉黑东部椲椄椵区
域隆升背景之上暍受滨太平洋体系影响及郯庐断裂

活动发育而成的中新生代叠合盆地暎棻椆椃暘棽棸棸棾

收稿日期椇棽棸棸椃棴棸 棴棻椄椈修订日期椇棽棸棸椄棴棸棾棴棾棻暎
作者简介椇于明德棬棻椆椂椆暘棭棳男棳高级工程师棳博士生棳主要从事油气勘探综合研究工作暎斉灢旐斸旈旍椇旟旉旟旟旐斾椑旙旈旑斸棶斻旓旐暎
基金项目椇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棬椆椃棾计划棭项目棬棽棸棸椂斆斅椃棸棻棿棸棾棭暎

暋暋第棾棸卷第棾期
棽棸棸椄年椂月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 石暋油暋实暋验暋地暋质
斝斉斣斠斚斕斉斦斖斍斉斚斕斚斍斮敠斉斬斝斉斠斏斖斉斘斣

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斨旓旍棶棾棸棳斘旓棶棾
斒旛旑棶棳棽棸棸椄



年棳该盆地除开展区域地质调查和煤田勘探外棳仅
完成了部分重磁力普查和棾棸多口煤田钻孔椲棻暙棿椵棳
棽棸棸棿年以来中石化先后完成了棻暶棻棸棸棸棸棸暍面积

约棿椃椂棸旊旐棽 的高精度重暍磁力测量棳 条棽椂椂旊旐
的大地电磁测量和棻椆条棿棸棶椄棽旊旐 的二维地震暎
然而棳该盆地烃源岩分布暍有机地球化学特征及资

源潜力均处于未知状态棳因此研究其烃源岩暍评价

盆地 的 生 烃 潜 力椲椆暙棻棽椵对 该 区 的 油 气 勘 探 非 常

重要暎
棻暋地质概况

根据敦化盆地沉积充填特征暍基底与盖层构造

形成与演化过程棳结合地震地质剖面发育史研究表

明椇敦化盆地的形成经历了早白垩世敦密断裂左旋

走滑背景下的裂陷暘晚白垩世隆升剥蚀暍古近纪再

次拉张断陷暍新近纪坳陷及喜马拉雅山晚期强烈的

基性火山喷溢等多个演化阶段暎据重暍磁暍电暍震等

资料研究表明棳盆地具有暟两凹一凸暠的构造格局棳
自南而北划分为南部凹陷暍中央凸起和北部凹陷棳
其中棳北部凹陷自西而东进一步划分为黑石断阶

带暍镜泊湖次凹和大沟斜坡带棾个二级构造单元椈
盆地自下而上可划分为前中生界暍下白垩统暍古近

系和新近系等棿个构造层椈盆地基底为新太古界夹

皮沟群暍古生界寒武系暘奥陶系青龙村群暍二叠系

庙岭组暍柯岛组暍青沟子组以及中生界三叠系托盘

沟组棳其上主要发育下白垩统暍古近系暍新近系棾套

沉积盖层暎
下白垩统呈条带状残存于盆地的北中部棳最大

厚度棻椂棸棸旐棳主要为一套湖相暗色细碎屑岩暎其

下部可能为一套火山碎屑岩棳上部为一套湖相砂泥

岩棳部分湖沼相含煤暎
古近系珲春组在全盆地都有发育棳其沉积保存

较厚区主要分布于北部凹陷棳最大沉积厚度棻棸棸
旐棳主要为一套湖相细碎屑岩暎盆内黑石暍官地等

地煤田浅钻揭示棳该套地层岩性主要为灰色砂砾岩

与泥页岩不等厚互层夹褐煤棳浅钻揭示最大厚度

椄棻旐棳可分为上下两段椇上段棬粗碎屑岩段棭厚度

棾棸暙棽棿旐棳主要为灰白色含砾砂岩暍细粉砂岩和

深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棳含棽层褐煤椈下段棬细碎屑

岩段棭斱斔椆棸棿钻孔棬图棻棭揭示最大厚度棽棸棸棶棽棿旐棳
岩性为灰白色含砾砂岩暍细粉砂岩与灰色暍深灰色暍
灰黑色泥岩暍碳质泥岩及页岩暍油页岩暎

新近系全盆分布棳现今在北部凹陷保存较厚棳
最大厚度棽棽棸棸旐棳顶部为基性玄武岩及现代沉积

物棳中下部主要为湖相暗色细碎屑岩沉积暎

图棻暋敦化盆地区域构造位置

斊旈旂棶棻暋斠斿旂旈旓旑斸旍旙旚旘旛斻旚旛旘斸旍旍旓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棽暋烃源岩分布特征

在研究区周缘露头地质调查暍煤田浅钻岩心观

测描述和地震地质综合研究基础上棳分析了敦化盆

地自上而下所主要发育的第三系和下白垩统烃源

岩的分布特征暎
棽棶棻暋第三系烃源岩

棽棶棻棶棻暋纵向特征

盆内敦化县暍黑石暘官地地区煤田钻孔揭示第

三系烃源岩厚度约椄棸暙 棻椃旐棳烃源岩与地层厚度

比约为棽棸棩暙 棸棩棳揭示的暗色泥岩厚度和含量

从凹陷边缘到半深凹区棳在新近系和古近系厚度均

表现为逐渐增大的趋势暎其中棳盆内至今最深的一

口煤田钻孔斈斎棻棴棻孔棬图棻棭揭示新近系暍古近系

烃源岩厚度分别为棽椃旐和棽椂棸旐棳依次占相应地

层的棿棸棩和棿 棩暎结合依兰暘伊通地堑古近系烃

源岩棷地层厚度比与敦化盆地的地震地质综合研究

成果棳推测敦化盆地北部凹陷主体部位烃源岩棷地

层厚度比约为 棸棩暙椂棸棩棳边缘斜坡区烃源岩棷地

层比约为棾棸棩暙 棸棩暎
棽棶棻棶棽暋平面特征

古近系珲春组和新近系土门子组暗色泥岩主

要分布于北部凹陷敦密断裂与镜泊湖南断裂之间棳
其中棳新近系和古近系烃源岩一般厚度分别为

棻棸棸暙棿棸棸旐和棻棸暙椂棸棸旐棳在镜泊湖次凹沉积中

心最大厚度分别可达椄棸棸旐和棻棸棸棸旐暎
棽棶棽暋下白垩统烃源岩

下白垩统主要残存于北部凹陷镜泊湖次凹内棳
最大地层厚度棻椂棸棸旐椈其中棳帽儿山组厚 棸棸暙椃棸棸
旐棳长财暘大砬子组最大厚度约椆棸棸旐暎据延吉盆

地椲棻棾棳棻棿椵钻井揭示下白垩统烃源岩棷地层厚度比介于

棿棸棩暙椄棿棩棳结合地震地质研究成果棳推测敦化盆地

暏棻椃棽暏暋第棾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于明德等棶敦化盆地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生烃潜力



烃源岩棷地层厚度比应在棾棸棩暙椂 棩以上棳据此推

算敦化盆地下白垩统烃源岩厚度为棻棸棸暙椂棸旐暎
棾暋烃源岩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本次研究棳样品均采集于盆地周缘露头暍盆内

煤田或煤矿浅钻岩心棳如 斈斎棻暘棻 孔暍斕棻 孔暍黑

石暘官地的其它煤田浅井棳以及敦化东北的春阳煤

矿和敦化南部的贤儒煤矿暎研究的基础是地震地

质综合研究成果棳研究采用的方法主要是系统分析

化验法及地震地质生烃史模拟法相结合暎
棾棶棻暋第三系烃源岩

棾棶棻棶棻暋有机质丰度及类型

盆地内煤田岩心样品分析揭示棳新近系土门子

组和古近系珲春组暗色泥岩暍碳质泥岩和煤的有机

质丰度较高暎其中棳黑石地区斈斎棻暘棻的古近系与

新近系暗色泥岩有机碳分析样品数分别为棽棽块暍
棻椄块棳氯仿沥青暟斄暠的分析统计样品数分别为椄
块暍棻 块棳总 烃 分 析 样 品 数 分 别 为 椂 块暍棻 块暎
斈斎棻暘棻样品分析统计表明椇新近系与古近系暗色

泥岩有机碳平均值分别为棻棶棻椄棩和棾棶椂棾棩棳氯仿

沥青暟斄暠平均值分别为棸棶棸棸棿棿棩和棸棶棻椃椃棸棩棳总
烃平均值分别为棽棽棶 毺旂棷旂和棾棿棸毺旂棷旂棬图棽棭暎

斕棻孔样品分析统计表明椇古近系暗色泥岩有

机碳暍氯仿沥青暟斄暠暍总烃平均值分别为棸棶椆椃棩棳
棸棶棽椄棽棩和棽棿棽毺旂棷旂椈黑石暘官地地区的钻孔样品

分析统计表明椇古近系暗色泥岩有机碳暍氯仿沥青

暟斄暠和总烃平均值分别为棾棶椆椃棩棳棸棶棽椆棩和棿椆棿
毺旂棷旂椈新近系暗色泥岩有机碳暍氯仿沥青暟斄暠和总烃

平均值分别为棻棶棽 棩棳棸棶棽棽棻棩和棿椄 毺旂棷旂棬表棻棭暎
根据湖相泥岩有机质丰度的评价标准椲棻 暙棻椃椵棳

研究区煤田浅井第三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综合评

价为好暘很好烃源岩暎这些烃源岩分析数据源自

凹陷的边缘煤田浅井棳推测在盆地深凹区棳烃源岩

的有机质丰度会更高暎

图棽暋敦化盆地斈斎棻棴棻孔第三系暗色泥岩丰度

斊旈旂棶棽暋斣斿旘旚旈斸旘旟斾斸旘旊旐旛斾旙旚旓旑斿斸斺旛旑斾斸旑斻斿斾旈斸旂旘斸旐
旓旀斻旓旘斿灢旙斿斻旚旈旓旑旙斈斎棻暘棻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敦化盆地煤田浅井第三系暗色泥岩干酪根镜

鉴表明椇显微组分以镜质组为主棳部分壳质组和惰

质组棳无腐泥组棳镜质组所占比例为棽棷棾暙棿棷 椈干
酪根元素 斎棷斆 原子比介 于 棸棶椆椄暙棻棶棻 棳平 均

棻棶棸椃椈斚棷斆原子比介于棸棶棽棸暙棸棶棾 棳平均棸棶棽椂椈饱
和烃色谱奇数碳优势明显棳主峰碳主要为 斆棽椆棳
斆棽椃所占极少棳 值平均棾棶椂椂棳饱棷芳比棸棶椄椂暙

棽棶椄棾棳平均棻棶椂椂暎据陆相烃源岩有机质类型划分标

准椲棻 暙棻椃椵棳综合分析认为敦化盆地新近系和古近系暗

色泥岩有机质类型以栻棽暘栿型为主棳少量栻棻 型暎
棾棶棻棶棽暋有机质成熟度

盆地浅井斈斎棻暘棻和斕棻第三系棾棾块样品的实

测烃源岩岩心镜质体反射率值棬图棾棭表明椇 旓 为

棸棶棽椃棩暙棸棶棿椄棩棳氯仿沥青暟斄暠棷 介于棸棶椆 棩暙
椃棶棽椃棩棳平均棾棶椂棩椈饱和烃色谱主峰碳主要位于

斆棽椃暙 斆棽椆棳 值主要介于棽棶椂棿暙椂棶棻椂棳平均

棾棶椄椃棳 值主要介于棻棶棿椄暙 棶椂棻棳平均棾棶椃椃棳具有

明显的奇数碳优势棳暺 斆棽棻棴 暙棷暺 斆棽棽棲 值主要介于

棸棶棸棽暙棸棶棿棽棳平均棸棶棻棿棳斆棽棻棲棽棽棷斆棽椄棲棽椆值主要介于

棸棶棸椄暙棸棶椄棾棳平均棸棶棾椄棳表明以高分子烃类为主棳低

表棻暋敦化盆地第三系烃源岩有机质丰度

斣斸斺旍斿棻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旚旚斿旘斸斺旛旑斾斸旑斻斿旓旀旚旇斿斣斿旘旚旈斸旘旟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来源 岩性
棳棩

暋暋珲春组暋暋暋土门子组暋
氯仿沥青暟斄暠棳棩

暋暋珲春组暋暋暋土门子组暋
棷棬毺旂暏旂棴棻棭

暋暋珲春组暋暋暋土门子组暋 丰度评价

斕棻孔 暗色泥岩 棸棶椄暙棻棶棾棽
棸棶椆椃棬棿棭 棸棶棻椂椃暙棸棶棾棾棸

棸棶棽椄棽棬棿棭 棽棽暙 棾棽
棽棿棽棬棿棭 好

斕棻孔 黑色煤岩 棻棾棶棾椆暙棽
棻椆棶棽棸棬棽棭 棸棶椂椆棸暙棸棶椄椆棸

棸棶椃椆棬棽棭 棾棿棬棻棭 很好

黑石暘官地
煤田浅井

暗色泥岩 棸棶棻椄暙棻棿棶棽
棾棶椆椃棬棿棭 棸棶棸椄暙棿棶棾棻

棻棶棽 棬棾棭 棸棶棸 暙棸棶椂椆
棸棶棽椆棬棿棭 棸棶棸椂暙棸棶棾棾

棸棶棽棽棻棬棾棭 棻棽椆暙椄棾棿
棿椆棿棬棿棭 棻椃 暙椄棾棽

棿椄 棬棾棭 很好

暋暋注椇表中分式含义为
最小值暙最大值

平均值棬样品个数棭暎

暏棽椃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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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棸卷暋暋



图棾暋敦化盆地第三系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曲线

斊旈旂棶棾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旚旚斿旘斿旜旓旍旜斿旐斿旑旚斻旛旘旜斿
旓旀旚旇斿斣斿旘旚旈斸旘旟旙旓旛旘斻斿旘旓斻旊旙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分子烃含量较低棳干酪根颜色为浅黄暘棕黄色暎
据陆相烃源岩有机质成烃演化阶段划分标

准椲暙椃椵棳盆地煤田钻孔第三系暗色泥岩均未成熟暎
利用这棽口浅井暗色泥岩 旓 值进行线性回归棳回

归方程为椇
椊棿棻棿椄 旓棴椃椃椂

式中棳 为埋深棳旐椈旓 为烃源岩镜质体反射率棳棩暎
结合地震地质研究成果棳推测敦化盆地烃源岩的生

烃门限深度棬旓曒棸棶棩棭约为棻棾棸棸旐棳第三系大量

生油深度棬旓 为棸棶椃棩暙棻棶棾棩棭约为棻椃棸棸暙棿椂棸棸
旐棳且主要分布在盆地沉积中心北部凹陷镜泊湖次

凹棳现今均已进入生烃高峰阶段棬旓曒棸棶椃棩棭暎
棾棶棽暋下白垩统烃源岩

据春阳煤矿和贤儒煤矿棬图棻棭在下白垩统采

集的棽 块暗色暍碳质泥岩和煤岩样品的分析统计椇
春阳煤矿暗色暍碳质泥岩有机碳含量暍氯仿沥青

暟斄暠暍总烃依次平均值为棾棶椄椄棩棳棸棶棸棾棽椃棩和棻椄棸
毺旂棷旂棳生烃潜量棬棻棲 棽棭为椂棶椂 旐旂棷旂椈盆地南部

贤儒煤矿下白垩统暗色暍碳质泥岩有机碳含量暍氯
仿沥青暟斄暠暍总烃含量和生烃潜量分别为椆棶椄椄棩棳
棸棶棸椆椆棻棩棳椂棸椂毺旂棷旂和棽棿棶棸椆旐旂棷旂棬表棽棭暎综合

评价认为棳盆地棽个煤矿所获烃源岩样品均为好暘
很好烃源岩暎

春阳煤矿和贤儒煤矿下白垩统暗色泥岩及煤

的岩石热解氢指数 斎 介于棻椂暙棽棿棾旐旂棷旂棳斎棷斆
原子比 为 棸棶椂棻暙棸棶椄棸棳斚棷斆 原 子 比 为 棸棶棻棾暙
棸棶棾椃棳干酪根显微组分腐泥组棸棩暙棽棩棳壳质组

棽椆棩暙椂 棩棳镜质组棾棾棩暙椃棻棩棬表棾棭棳各项类型

参 数显示下白垩统暗色泥岩和煤的有机质类型以

表棽暋敦化盆地下白垩统有机质丰度

斣斸斺旍斿棽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旚旚斿旘斸斺旛旑斾斸旑斻斿旓旀旚旇斿斕旓旝斿旘斆旘斿旚斸斻斿旓旛旙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位置 岩性 棳棩 暟斄暠棳棩 棷棬毺旂棷旂棴棻棭 棬棻棲 棽棭棷
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丰度评价

敦化东北
春阳煤矿

暗色棷碳质泥岩 棻棶棽棽暙椃棶棿棻
棾棶椄椄棬棾棭 棸棶棸棸 椆暙棸棶棸椆

棸棶棸棾棽椃棬棽棭 棾棽暙棾棽椄
棻椄棸棬棽棭 棸棶椆棽暙椂棶椂

棻椄棸棬棽棭 好暘很好

黑色煤岩 椄椃棶椂椃棬棻棭 棸棶棻椄棸棬棻棭 棽椃椃棻棬棻棭 棿椄棶棾椆棬棻棭 好暘很好

敦化南贤儒煤矿

暗色棷碳质泥岩 椆棶椄椄棬棻棭 棸棶棸椆椆棻棬棻棭 椂棸椂棬棻棭 棽棿棶棸椆棬棻棭 好暘很好

黑色煤岩 棽椄棶 暙椄椃棶椂椃
棿椄棶椂棿棬棾棭 棸棶棽棻棽暙棸棶棻椄

棸棶棾椂 棬棽棭 棻棸棿椃暙棽椃椃棻
棻椆棸椆棬棽棭 棽棾棶椆椃棬棻棭 好暘很好

暋暋注椇表中分式含义为
最小值暙最大值
平均值棬样品数棭暎

表棾暋敦化盆地下白垩统有机质类型

斣斸斺旍斿棾暋斚旘旂斸旑旈斻旐斸旚旚斿旘旚旟旔斿旙旓旀旚旇斿斕旓旝斿旘斆旘斿旚斸斻斿旓旛旙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位置 岩性
干酪根元素分析

斎棷斆 斚棷斆
热解 斎棷

棬旐旂暏旂棴棻棭
干酪根显微组分棳棩

腐泥组 壳质组 镜质组
类型

春阳煤矿 暗色泥岩 棸棶椂棻 棸棶棾椃 棻椂暙椄椆 棸 棽椆 椃棻 栿
春阳煤矿 灰黑色页岩 棸棶椃棿 棸棶棻 椄椆 棸 棾椃 椂棾 栿
春阳煤矿 黑色煤岩 棸棶椄棸 棸棶棽棸 栿
贤儒煤矿 暗色泥岩 棸棶椃椄 棸棶棻棾 棽棿棾 棽 椂 棾棾 栻棽
贤儒煤矿 黑色煤岩 棸棶椄棸 棸棶棽棸 椄棾 栿

暏棾椃棽暏暋第棾期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于明德等棶敦化盆地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及其生烃潜力



栿型为主棳含少量栻棽 型暎
春阳煤矿和贤儒煤矿下白垩统暗色泥岩及煤

的镜 质 体 反 射 率 值 表 明棳煤 旓 值 棸棶椃棩 暙
棸棶椂棸棩棳 旐斸旞 值 棿棾棾暙棿棾椆 曟椈暗 色 泥 岩 旓 值

棸棶棿椃棩暙棸棶椆棩棳 旐斸旞值棿棾棻暙棿棾椃曟棳成熟度比延

吉盆地露头更低棳处于未熟暘低熟阶段暎由区域大

地热流场椲棻棾棳棻棿椵对比分析棬图棿棭表明棳敦化盆地北部

凹陷的古地温与延吉盆地基本相同棳其古地温梯度

为棾棶棽暙棿棶棸 曟棷旇旐棳略低于延吉盆地的古地温梯

度棬棾棶棿暙棿棶棸曟棷旇旐棭暎据此推测敦化盆地下白垩

统暗色泥岩门限深度棬 旓曒棸棶棩棭约为棻椃棸棸旐棳
大量生烃深度棬旓曒棸棶椃棩棭约为棽棸棸棸旐暎
棾棶棾暋烃源岩综合评价

综合敦化盆地新近系暍古近系及下白垩统暗色

泥岩的分布暍残存厚度暍有机质丰度暍类型暍成熟度

等因素棳综合评价椲棻 暙棻椃椵认为椇新近系土门子组成熟

烃源岩分布面积较小棳主要分布于北部凹陷棳有机

质丰度中等暘高棳有机质类型栻棽暘栿型棳为低成熟

的中等烃源岩椈古近系珲春组成熟烃源岩分布面积

较大棳主要分布于北部凹陷镜泊湖次凹棳有机质丰

度高棳类型栻棽暘栿型棳处于成熟生油窗内棳综合评

价珲春组暗色泥岩为好暘很好烃源岩椈下白垩统暗

色泥岩全部处于成熟生油窗内棳有机质丰度高棳类型

栻棽暘栿型棳综合评价椲棻 暙棻椃椵为很好烃源岩棬表棿棭暎
棿暋生烃潜力分析

敦化盆地发育下白垩统暍古近系暍新近系棾套

湖相烃源岩棳据地震地质综合研究所得的热演化资

料分析表明棬图 棭棳区内生烃门限为棻棾棸棸旐棬旓椊
棸棶棩棭棳下白垩统烃源岩于古近纪末期进入生烃门

限开始生烃棳新近纪末期进入生烃高峰期棳推测最大

旓 值约为棻棶棿棩棳处于生油高峰期椈古近系烃源岩于

新近纪中晚期开始生烃棳主要成烃期为喜马拉雅山

晚期棳推测最大 旓 值约为棻棶棾棩椈新近系烃源岩由

于埋藏浅棳仅在镜泊湖次凹部分烃源岩进入门限棳推
测最大 旓 值约为棸棶椄棩棳处于低成熟状态暎

参考汤原断陷油气资源评价资料椲棻棳棳椂椵棳采用

烃产率图版椲棻椄暙棽棸椵和本次研究所得的各层系烃源岩

成熟度及其分布棳按烃产率法椲棻椄椵对敦化盆地各层

系的生烃量进行了计算暎根据成熟烃源岩的分布

图棿暋延吉盆地及外围地区地温梯度等值线

斊旈旂棶棿暋斆旓旑旚旓旛旘斾旈斸旂旘斸旐旓旀旂斿旓旚旇斿旘旐斸旍旂旘斸斾旈斿旑旚
旈旑旚旇斿斮斸旑旉旈斅斸旙旈旑斸旑斾旈旚旙旙旛旘旘旓旛旑斾旈旑旂旘斿旂旈旓旑

图 暋敦化盆地 斬井棬设计井棭埋藏史示意

斊旈旂棶暋斅旛旘旈斸旍旇旈旙旚旓旘旟旓旀斪斿旍旍斬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表棿暋敦化盆地第三系和下白垩统暗色泥岩综合评价成果

斣斸斺旍斿棿暋斏旑旚斿旂旘斸旚斿斾斿旜斸旍旛斸旚旈旓旑旓旀旚旇斿斣斿旘旚旈斸旘旟斸旑斾斕旓旝斿旘斆旘斿旚斸斻斿旓旛旙斾斸旘旊旐旛斾旙旚旓旑斿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地层 平均厚度棷旐 面积棷旊旐棽 棳棩 类型 旓棳棩 综合评价

新近系土门子组 棽棸棸 棻棿 棻棶棻椄暙棻棶棽 栻棽暘栿 棸棶暙棸棶椄 中等烃源岩

古近系珲春组 棿棸棸 棿棾棸 棽棶椆椄暙棿棶棻椄 栻棽暘栿 棸棶暙棻棶棽 好暘很好烃源岩

下白垩统 棾棸棸 棾棿棽 棽棶棻棻暙棾棶椄椄 栻棽暘栿 棸棶椄暙棻棶棾 很好烃源岩

暏棿椃棽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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棾棸卷暋暋



表 暋敦化盆地远景资源量计算数据

斣斸斺旍斿 暋斈斸旚斸旓旀旔斿旘旙旔斿斻旚旈旜斿旘斿旙旓旛旘斻斿旈旑旚旇斿斈旛旑旇旛斸斅斸旙旈旑

层位
面积棷
旊旐棽 厚度棷旐 烃源岩密度棷

棬旚暏旐棴棾棭 棳棩 产烃率棳棩 换算系数 运聚系数
生烃量棷
棻棸椄旚

远景资源量棷
棻棸椄旚

新近系 棻棿 棽棸棸 棽棶棾 棻棶棻椄 椂棶椄 棸棶棸棸棸棻 棸棶棸棽暙棸棶棸棿 棸棶棿 棸棶棸棻暙棸棶棸棾
古近系 棿棾棸 棿棸棸 棽棶棾 棾棶棸棸 棻 棶 棸棶棸棸棸棻 棸棶棸棾暙棸棶棸 棻椄棶棿棸 棸棶 暙棸棶椆棽

下白垩统 棾棿棽 棾棸棸 棽棶棾 棽棶棸 棽棸棶 棸棶棸棸棸棻 棸棶棸棾暙棸棶棸 棻棽棶棸椆 棸棶棾椂暙棸棶椂棸

面积和平均厚度棳求得各层系烃源岩的总生烃量为

棾棻棶棸棽暳棻棸椄旚椈然后棳运用棾棩暙 棩的运聚系数棳计
算敦化盆地油气远景资源量为棬棸棶椆棾暙棻棶 棭暳棻棸椄

旚棳中值约棻棶棽棿暳棻棸椄旚棬表 棭暎
暋结论

敦化盆地发育的新近系暍古近系暍下白垩统棾
套烃源岩中棳后棽套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较高棳类型

为栻棽暘栿型棳正处于生油窗内棳是盆地的主力烃源

岩棳同时新近系土门子组下段暗色泥岩已进入低成

熟阶段棳也具有一定的生烃潜力暎目前在盆地烃源

岩主要分布区的镜泊湖次凹所揭示的断块暍断鼻圈

闭形成于燕山早期棳定型于喜马拉雅中晚期棳而中

新生界烃源岩主力生烃期为喜马拉雅中晚期棬图
棭棳显然圈闭形成期与烃源岩油气大规模生成暍运

聚时空配套关系好椈中新生界砂岩发育棳储层物性

较好棳其湖相泥页岩单层厚度大棳垂向和侧向封挡

条件较好椈下白垩统与古近系的不整合面暍深大断

裂以及砂体可组成油气的立体输导体系棳为镜泊湖

次凹内圈闭的油气聚集成藏提供了良好的输导条

件暎由此可见棳区内油气成藏条件好棳古近系暍下白

垩统的自生自储型油气藏是油气勘探的主攻方向棳
下生上储及基岩型油气藏亦可能为有利的勘探目

标椈初步预测盆地资源量为棻棶棽棿暳棻棸椄旚棳表明本区

具备形成中小型油气田的物质条件棳具有较大的油

气资源潜力和勘探前景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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