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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源油色谱指纹定量判析及其勘探意义

———以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为例

叶绍东，钱诗友，李兴丽
（中国石化 江苏油田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江苏 扬州　 ２２５００９）

摘要：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油气主要来自古近系阜二段和阜四段源岩。 选择典型端元油的混合配比实验表明，按不同比例配置

的混源油，其色谱指纹参数与混油比例呈线性关系。 对于二元混合的混源油，利用色谱指纹判别混合比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其
关键环节是色谱指纹峰的筛选。 通过配比实验创建的混源油定量判析图版，能定量判别其混合比例，从而判别不同来源油的贡

献大小以及油气运移路径。 通过实际图版验证，许庄油田 Ｘ３３ 井、Ｘ５－５ 井原油的阜四段来源油比例分别为 ８０％和 ３０％左右，方
巷油田 Ｆ４－９ 井、Ｆ５ 井的阜四段来源油比例分别在 ４０％和 １０％左右。 南部断裂带具备较大的混源油勘探潜力，特别是高台阶具

备以阜二段来源油为主的油气成藏条件，不仅可形成阜一段油藏，还有利于白垩系泰一段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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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邮凹陷位于苏北盆地东台坳陷中部，由南往

北分为南部断裂带、深凹带、北斜坡 ３ 个构造带，其
中受真①、真②大断层控制的南部断裂带，已发现

方巷、许庄、邵伯等油田，含油层位主要包括白垩系

的泰一段（Ｋ２ ｔ１），古近系的阜一段（Ｅ１ ｆ１）、阜二段

（Ｅ１ ｆ２）、阜三段（Ｅ１ ｆ３），新近系的戴南组（Ｅ２ｄ）和三

垛组（Ｅ２ｓ）。 高邮凹陷主要发育 Ｅ１ ｆ２和 Ｅ１ ｆ４２ 套烃

源岩，２ 种不同来源的原油在生物标志物和气相色

谱特征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易于区分［１］。 向南

部断裂带供烃的烃源岩包括深凹带 Ｅ１ ｆ４烃源岩和

断裂带本地 Ｅ１ ｆ２烃源岩，但断裂带本地 Ｅ１ ｆ２烃源岩

的供烃能力和贡献大小一直存在争议。南部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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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断层发育，油气沿断层运移聚集［２－４］，部分样品

点原油地化特征介于 Ｅ１ ｆ２来源油和 Ｅ１ ｆ４来源油之

间，具有混源油特征［５］。 近年来，国内外许多学者

在混源油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主要包括混源油

的定性判识及混源比例的定量计算［６－８］，一般根据

稳定碳同位素值和一些特殊生物标志化合物随混

合比例的变化规律来确定混源比例［９－１３］。 色谱指

纹作为定量分析手段在石油勘探与开发、石油化

工、生物医学等研究领域已广泛地应用，本研究通

过典型端元油的混合配比实验，运用色谱指纹参数

判断混源油的混合比例，并探讨这种方法的适用

性。 利用混源油定量判析图版可以判别许庄、方巷

油田已钻井的混源比例，证实了南部断裂带本地

Ｅ１ ｆ２烃源岩的供烃能力，为拓展勘探领域和深化油

气成藏规律提供依据。

１　 样品与实验

１．１　 典型原油地球化学特征

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典型原油主要有 ２ 类：
Ｅ１ ｆ２来源油和 Ｅ１ ｆ４来源油，２ 类原油的饱和烃生物

标志物及其相关参数的分布特征具有明显的差

异［１，５］（表 １）。
Ｅ１ ｆ２来源油特征：强植烷优势，Ｐｒ ／ Ｐｈ 一般小于

０．６，（Ｐｈ ／ ｎＣ１８） ／ （Ｐｒ ／ ｎＣ１７）比值大，主峰碳 Ｃ２２；一般

含有较高丰度的 β－胡萝卜烷，Ｃ３０藿烷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
比值低；规则甾烷含量 Ｃ２９＞Ｃ２８＞Ｃ２７，αααＣ２７（２０Ｒ）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一般小于 ０．７。

表 １　 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 ２ 类原油地球化学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ｗｏ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 ｏｆ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参数与化合物 Ｅ１ ｆ２来源油 Ｅ１ ｆ４来源油

主峰碳 Ｃ２２ Ｃ２３或 Ｃ２２

Ｐｒ ／ Ｐｈ ＜０．６ ＞０．６
（Ｐｈ ／ ｎＣ１８） ／ （Ｐｒ ／ ｎＣ１７） １．７～６ ０．９～１．６

β⁃胡萝卜烷 富 贫
αααＣ２７（２０Ｒ）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 ＜０．７ ＞０．７

Ｃ３０藿烷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 低 高

规则甾烷含量 Ｃ２９＞Ｃ２８＞Ｃ２７ Ｃ２９，Ｃ２７＞Ｃ２８

　 　 Ｅ１ ｆ４ 来源油特征：弱植烷优势至姥植均势，
（Ｐｈ ／ ｎＣ１８） ／ （Ｐｒ ／ ｎＣ１７）比值小，主峰碳 Ｃ２３ 或 Ｃ２２；
β－胡萝卜烷含量低，Ｃ３０藿烷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比值较大；
规则甾烷 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呈现典型的“Ｖ”型分布，Ｃ２９和

Ｃ２７＞Ｃ２８，αααＣ２７（２０Ｒ）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一般大于 ０．７。
１．２　 端元油的选择

根据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构造特征，分别在许

庄、方巷油田优选Ｘ３８ 井、Ｃ１３ 井、Ｆ６ 井、Ｓ２０ 井作为端

元油，其中 Ｘ３８ 井、Ｆ６ 井为 Ｅ１ ｆ２ 来源油的端元油，
Ｓ２０ 井、Ｃ１３ 井为 Ｅ１ ｆ４来源油的端元油（图 １）。 端

元油具有典型 Ｅ１ ｆ２和 Ｅ１ ｆ４来源油的特征（表 ２）。
１．３　 实验方法

以许庄油田 Ｃ１３ 井、Ｘ３８ 井为第一组，２ 种端

元油分别按照 １ ∶ ９，２ ∶ ８，３ ∶ ７，４ ∶ ６，５ ∶ ５，６ ∶ ４，
７ ∶ ３，８ ∶ ２，９ ∶ １ 混合配比，得到 ９ 种混源油样品（样
品编号 Ｃ１３ ∶ Ｘ３８－１—Ｃ１３ ∶ Ｘ３８－９），对端元油及配

比的混源油样品进行全烃气相色谱分析；方巷油田

Ｓ２０ 井、Ｆ６ 井为第二组，同样按照 １ ∶ ９，２ ∶ ８，３ ∶ ７，
４ ∶ ６，５ ∶ ５，６ ∶ ４，７ ∶ ３，２ ∶ ８，１ ∶ ９ 混合配比进行

实验（样品编号 Ｓ２０：Ｆ６－１—Ｓ２０：Ｆ６－９）。 另外，选
取许庄油田 Ｘ３３、Ｘ５－５ 井和方巷油田 Ｆ４－９、Ｆ５ 井

作为研究样本点。
全烃气相色谱分析：ＨＰ６８９０Ｎ 气相色谱仪，

ＨＰ－ＰＯＮＡ 毛细柱，０．２３ ｍｍ×５０ ｍ，膜厚 ０．５ μｍ，初
始温度 ５０ ℃，恒温 ３ ｍｉｎ，以 ５ ℃ ／ ｍｉｎ 速率升温至

３００℃ 后恒温２５ｍｉｎ，氮气流速为１ ．０ｍＬ ／ ｍｉｎ，进

图 １　 高邮凹陷构造纲要及样品位置

Ｆｉｇ．１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ｓｋｅｔｃｈ ｍａｐ ａｎｄ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表 ２　 高邮凹陷端元油生物标志物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井号 深度 ／ ｍ 层位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Ｘ３８ ３ ０１９～３ ０８０ Ｅ１ ｆ２ Ｃ２２ ０．３７ ２．７２ １．０５ ０．２６ ０．２９ ０．４６ ０．５６ ０．３８
Ｆ６ １ ０７７．４～１ ０７９．４ Ｅ１ ｆ２ Ｃ２２ ０．５３ １．８０ １．０７ ０．２７ ０．３０ ０．４３ ０．６３ ０．２８
Ｃ１３ ３ １１９．４～３ ４３６ Ｅ２ｄ１ Ｃ２２ ０．７６ １．２３ ２．７７ ０．４２ ０．２７ ０．３１ １．３７ ０．５１
Ｓ２０ ３ ６１１．５～３ ６２１．３ Ｅ２ｄ１ Ｃ２３ ０．７３ １．３２ ２．６５ ０．４１ ０．２１ ０．３７ １．１１ ０．４５

　 　 　 　 　 　 　 　 　 　 注：１．主峰碳；２．Ｐｒ ／ Ｐｈ；３．（Ｐｈ ／ ｎＣ１８） ／ （Ｐｒ ／ ｎＣ１７）；４．Ｃ３０藿烷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５．Ｃ２７；６．Ｃ２８；７．Ｃ２９；
８．αααＣ２７（２０Ｒ） ／ αααＣ２９（２０Ｒ）；９．ＳＭ：αααＣ２９［２０Ｓ ／ （２０Ｓ＋２０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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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温度 ３００ ℃，ＦＩＤ 检测器温度为 ３００ ℃。

２　 混源油色谱指纹特征

气相色谱分离技术能有效地对混合物中不同

痕量的化合物进行分离并对不同组分进行定量，采
用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利用色谱指纹峰进行混源油

的对比分析。 色谱指纹峰是指正构烷烃之间相对

丰度不同、化合物定性有一定困难的相对细小的色

谱峰。 为便于比较，将正构烷烃之间的色谱峰进行

系统编号，为消除实验的系统误差，选择相邻或相

近的指纹峰组成指纹峰对，用指纹峰对的比值作为

色谱指纹参数用于对比分析。
原油中并非所有色谱指纹都能用于对比分析，

必须具有可配比性，即色谱指纹参数具有随混合比

例呈线性变化的规律。 色谱指纹的可配比性不仅

取决于化合物的性质和化合物的色谱分离度，而且

还与化合物的浓度、定量方法以及原油的地质背景

等因素有关［１４］，且低碳数色谱指纹峰具有更好的

对比性［１５］。 气相色谱峰的提取遵循 ４ 个原则：
（１）剔除正构烷烃峰，保留特有峰；（２）不同来源油

目的峰应具备差异性；（３）相同来源油目的峰应具

备同一性；（４）配比油样中目的峰应具备可配比

性。 本次研究，共选取了 ｎＣ６－ｎＣ１３之间 ２５ 个单色

谱峰，将选取的目的峰进行归一化处理，最后得到

１１ 对归一化峰对（图 ２）。 对实验配置的 ２ 组样品

和研究区混源油样品进行全烃气相色谱指纹分析，
统计 １１ 对指纹峰色谱指纹参数（表 ３）。

利用指纹峰对绘制色谱指纹对比图（图 ３），从

图 ２　 高邮凹陷典型色谱指纹峰对筛选

Ｆｉｇ．２　 Ｓｃｒｅｅ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ｐｅａｋ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表 ３　 高邮凹陷色谱指纹参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ａｎｄ ｍｉｘｅｄ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样品
来源油比例
（Ｅ１ ｆ４ ∶ Ｅ１ ｆ２）

归一化色谱指纹峰对

１ ／ ２ ３ ／ ４ ４ ／ ５ ８ ／ ９ ９ ／ １４ １０ ／ １１ １３ ／ １５ １６ ／ １７ ２０ ／ ２３ ２１ ／ ２２ ２４ ／ ２５

Ｘ３８ ０ ∶ １０ １．００ ０．０９ １．００ ０．２２ １．００ ０．８６ ０．８３ ０．６８ ０．９６ ０．６２ ０．４４
Ｃ１３：Ｘ３８－１ １ ∶ ９ ０．９７ ０．１１ ０．９３ ０．１８ ０．８８ ０．８５ ０．６７ ０．７１ ０．９２ ０．５１ ０．４５
Ｃ１３：Ｘ３８－２ ２ ∶ ８ ０．９２ ０．１０ ０．８１ ０．２４ ０．９１ ０．８６ １．００ ０．７３ ０．９７ ０．３２ ０．４８
Ｃ１３：Ｘ３８－３ ３ ∶ ７ ０．８９ ０．１４ ０．７７ ０．２９ ０．８２ ０．８２ ０．７４ ０．７７ ０．８５ ０．３８ ０．４７
Ｃ１３：Ｘ３８－４ ４ ∶ ６ ０．８５ ０．１６ ０．６６ ０．３４ ０．７２ ０．８０ ０．６２ ０．８０ ０．８２ ０．３４ ０．４９
Ｃ１３：Ｘ３８－５ ５ ∶ ５ ０．８０ ０．１８ ０．５９ ０．３８ ０．６５ ０．７８ ０．５０ ０．８２ ０．７９ ０．２９ ０．５１
Ｃ１３：Ｘ３８－６ ６ ∶ ４ ０．７４ ０．２３ ０．５１ ０．４４ ０．５９ ０．７５ ０．４０ ０．８７ ０．７４ ０．２３ ０．５５
Ｃ１３：Ｘ３８－７ ７ ∶ ３ ０．６４ ０．５５ ０．３９ ０．４６ ０．５３ ０．６９ ０．３９ ０．９０ ０．８０ ０．４４ ０．６１
Ｃ１３：Ｘ３８－８ ８ ∶ ２ ０．６１ ０．３８ ０．３５ ０．６２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２８ ０．９３ ０．６３ ０．１５ ０．６３
Ｃ１３：Ｘ３８－９ ９ ∶ １ ０．５４ ０．３５ ０．２７ ０．７５ ０．３８ ０．３１ ０．２４ ０．９６ ０．５８ ０．１２ ０．６９

Ｃ１３ １０ ∶ ０ ０．４５ １．００ ０．１８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１７ ０．２０ １．００ ０．５３ ０．０７ ０．７６
Ｆ６ ０ ∶ １０ ０．７９ ０．１６ ０．４７ ０．３９ ０．６２ ０．９８ ０．３１ ０．８３ ０．６３ ０．２５ ０．６５

Ｓ２０：Ｆ６－１ １ ∶ ９ ０．７６ ０．１７ ０．４５ ０．４０ ０．５８ ０．９４ ０．２９ ０．８３ ０．６４ ０．２１ ０．６７
Ｓ２０：Ｆ６－２ ２ ∶ ８ ０．７２ ０．０５ ０．４２ ０．３９ ０．５６ ０．９１ ０．３１ ０．８６ ０．９４ １．００ ０．８９
Ｓ２０：Ｆ６－３ ３ ∶ ７ ０．７２ ０．２２ ０．４６ ０．４４ ０．５０ ０．８７ ０．２４ ０．８５ ０．５８ ０．１３ ０．６８
Ｓ２０：Ｆ６－４ ４ ∶ ６ ０．６９ ０．２４ ０．４３ ０．４６ ０．４６ ０．８０ ０．２２ ０．８５ ０．５７ ０．１３ ０．６８
Ｓ２０：Ｆ６－５ ５ ∶ ５ ０．６４ ０．２６ ０．４０ ０．４８ ０．４４ ０．７６ ０．２１ ０．８６ ０．５７ ０．１３ ０．６９
Ｓ２０：Ｆ６－６ ６ ∶ ４ ０．５８ ０．３３ ０．３１ ０．４４ ０．２３ ０．７４ ０．１８ ０．９６ １．００ ０．９２ １．００
Ｓ２０：Ｆ６－７ ７ ∶ ３ ０．５４ ０．４１ ０．３２ ０．５４ ０．３８ ０．３４ ０．１９ ０．８７ ０．５８ ０．１３ ０．７２
Ｓ２０：Ｆ６－８ ８ ∶ ２ ０．３７ ０．４８ ０．２９ ０．５７ ０．３６ ０．２８ ０．１８ ０．８７ ０．６０ ０．１３ ０．７３
Ｓ２０：Ｆ６－９ ９ ∶ １ ０．４２ ０．５６ ０．２４ ０．５５ ０．３９ ０．２３ ０．１７ ０．９０ ０．６９ ０．２６ ０．７６

Ｓ２０ １０ ∶ ０ ０．３２ ０．９０ ０．２１ ０．６４ ０．３１ ０．１５ ０．１６ ０．８７ ０．５６ ０．１２ ０．７４
Ｘ３３ ０．６３ ０．３１ ０．３２ ０．６２ ０．４０ ０．４６ ０．３３ ０．８８ ０．５４ ０．１９ ０．７１
Ｘ５－５ ０．８３ ０．０９ ０．５６ ０．２１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７１ ０．８４ ０．７４ ０．３０ ０．５４
Ｆ４－９ ０．８６ ０．２８ ０．４０ ０．５８ ０．４１ ０．９２ ０．２８ ０．９０ 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７１
Ｆ５ ０．８３ ０．１３ ０．３９ ０．３２ ０．５４ １．００ ０．３０ ０．８３ ０．７２ ０．１９ ０．６５

　 　 　 注：归一化色谱指纹峰对见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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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高邮凹陷端元油与人工配比混源油色谱指纹对比

Ｆｉｇ．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ｆｉｎｇｅｒｐｒｉｎｔ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ｅｎｄ⁃ｍｅｍｂｅｒ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ｓ ａｎｄ 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ｍｉｘｉｎ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图 ３ 中可以看出，２ 组实验样品中，不同来源端元油

指纹峰对的对比性好，相同来源端元油指纹峰对相

似程度高；按不同比例配置的混源油，其指纹差异明

显，不同指纹峰对的参数随混油比例增加时呈良好

的线性关系，且第一组实验数据（许庄油田）规律性

好于第二组（方巷油田）。 分析原因，第一组实验中，
端元油之间色谱指纹差异明显，配比实验过程中，
混合油色谱指纹参数变化规律性也越明显。

利用色谱指纹技术的关键在于指纹峰的筛选。
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的 Ｅ１ ｆ２来源油和 Ｅ１ ｆ４来源油，
其演化阶段相近、热演化程度基本相同，原油成熟

度差异小，对于这种简单的二元混合时，用于对比

的指纹峰筛选相对简单，利用色谱指纹判别混合比

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同时，与利用生物标志化合

物判识混源油的结果进行比较，结论差异很小，证
实这种方法的可行性。 这一技术减少了质谱定性

分析环节，降低了技术难度和分析成本，具有快速、
经济的特点。 但对于多源多期油气混源时，实验和

计算的程度要复杂得多［１６－１８］，利用色谱指纹判别

混合比例的适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

３　 混源油定量判析

将许庄油田 Ｘ３３ 井、Ｘ５－５ 井的样品色谱指纹

与实验数据对比，Ｘ３３ 井与 Ｃ１３ 和 Ｘ３８ 井 ２ 种端元

油按照 ８ ∶ ２ 混合后的原油指纹差异最小；Ｘ５－５ 井

与 Ｃ１３ 和 Ｘ３８ 井 ２ 种端元油按照 ３ ∶ ７ 混合后的

原油指纹差异最小，即 Ｘ３３ 井、Ｘ５－５ 井原油的Ｅ１ ｆ４
来源油比例分别为 ８０％左右和 ３０％左右。 同样将

方巷油田 Ｆ４－９ 井、Ｆ５ 井的色谱指纹与实验数据对

比，Ｆ４－９井与Ｓ２０和Ｆ６井２种端元油按照４ ∶ ６混

图 ４　 高邮凹陷混源油定量判别

Ｆｉｇ．４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ｍｉｘｅｄ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合后的原油指纹差异最小；Ｆ５ 井与 Ｓ２０ 和 Ｆ６ 井 ２
种端元油按照 １ ∶ ９ 混合后的原油指纹差异最小，
即 Ｆ４－９ 井、Ｆ５ 井的 Ｅ１ ｆ４来源油比例分别为 ４０％左

右和 １０％左右（图 ４）。
结合许庄、方巷油田构造特征分析，靠近深凹

带的混源油以 Ｅ１ ｆ４来源油所占的比例大，沿油气运

移方向，由低台阶到高台阶，在南部断裂带构造高

部位，Ｅ１ ｆ４来源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小，Ｅ１ ｆ２来源油

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大。 总体看来，南部断裂带具

备较大的混源油勘探潜力，特别是高台阶具备以

Ｅ１ ｆ２来源油为主的油气成藏条件，不仅可形成 Ｅ１ ｆ１
油藏，还有利于 Ｋ２ ｔ１成藏（图 ５）。

４　 结论

（１）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混源油主要由 Ｅ１ ｆ２
来源油和 Ｅ１ ｆ４来源油的混合，对于二元混合时，利
用色谱指纹判别混合比例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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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油气运聚模式

Ｆｉｇ．５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ｆａｕｌｔ ｚｏｎｅ ｉｎ Ｇａｏｙｏｕ Ｓａｇ

关键是色谱指纹峰的筛选。
（２）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本地 Ｅ１ ｆ２烃源岩具

有较好的供烃能力，通过混源油定量判析图版判

断：Ｘ３３ 井、Ｘ５－５ 井原油的 Ｅ１ ｆ４来源油比例分别为

８０％和 ３０％左右，Ｆ４－９ 井、Ｆ５ 井的 Ｅ１ ｆ４来源油比

例分别为 ４０％和 １０％左右。 沿油气运移方向，由
低台阶到高台阶，Ｅ１ ｆ４ 来源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

小，Ｅ１ ｆ２来源油所占的比例则越来越大。
（３）高邮凹陷南部断裂带具备较大的混源油

勘探潜力，特别是高台阶具备以 Ｅ１ ｆ２来源油为主的

油气成藏条件，不仅可形成 Ｅ１ ｆ１ 油藏，还有利于

Ｋ２ ｔ１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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