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桦甸盆地桦甸组油页岩

成烃生物组成及生烃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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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桦甸盆地始新统桦甸组中发育一套优质油页岩。 利用显微镜及扫描电镜对该盆地光榔头矿区 ２２ 个样品进行分析，并对 ２
个含不同藻类的样品进行生烃热模拟实验，研究其成烃生物特征及生烃潜力。 桦甸油页岩有机碳含量很高（１０．６％ ～３９．６％），氢
指数含量高达 ８８７ ｍｇ ／ ｇ，显示该套油页岩具有很好的生烃潜力。 生物来源主要是蓝细菌组成的层状藻类体，其次结构藻类体较

发育（以硅藻和葡萄球藻为主，底栖宏观藻类在部分样品中较多），高等植物主要包括碎屑镜质体、碎屑壳质体、孢子体等。 生烃

模拟实验结果显示，含较多底栖藻类的 ＨＤ－２０ 号样品在 ４００ ℃（Ｒｏ ＝ １．０２％）时生烃量达到最大值（４２７ ｍｇ ／ ｇ）；而以浮游藻类为

主的ＨＤ－２１ 号样品，在 ４２５ ℃时（Ｒｏ ＝１．１８％）达到最大生烃量（９０９ ｍｇ ／ ｇ）。 虽然ＨＤ－２０ 号样品具有很高的有机碳含量（３９．６ ％），
但其生烃量较浮游藻类为主的 ＨＤ－２１ 号样品（有机碳含量 ２９．８ ％）差，指示底栖藻类具有较低的生烃潜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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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烃生物是油气的原始物质来源，并能为沉积

环境分析提供重要信息［１］。 不同类型成烃生物生

烃潜力差异较大，对烃源岩中成烃生物的分析，可
为烃源岩生烃潜力、生油气性质等［２－４］ 提供基础数

据。 因此，成烃生物的研究已广泛应用于烃源岩和

干酪根类型评价及沉积环境的重建［１，５－７］。
吉林省桦甸盆地发育一套始新统油页岩，赋存

浅（０～５００ ｍ），含油率高（一般为 ８％～１３％），灰分

产率较低（ ５２．９７％ ～ ６２．１０％），为优质矿床，在工

业上属低灰分、高含油率油页岩类型［８］。 前人对

该套油页岩的有机质组成进行过研究，其富含藻类

体，并见有壳质体、镜质体及少量惰性组等［９－１２］，但
是深入的成烃生物分析还未见报道。 本文通过显

微镜及扫描电镜下样品的精细分析，结合热解

Ｒｏｃｋ－Ｅｖａｌ 地球化学及生烃热模拟实验研究，揭示

该套油页岩的成烃生物组成及其生烃潜力特征。

１　 样品与地质背景

桦甸盆地位于吉林省桦甸县境内，出露面积约

８００ ｋｍ２，是敦密断裂带上的新生代断陷盆地，也是

我国东北地区含油页岩盆地之一［１３］。 盆地形成于

始新世，基底为白垩系小孤山组，盆地演化初期沉

积了一套冲积扇和浅湖相沉积层，继而发育了桦甸

组（Ｅ２ｈ）的黄铁矿段；盆地发育中期，断裂活动加

强，沉积了数层油页岩层；晚期盆地抬升、收缩，充
填了含煤（碳质页岩）段沉积。

桦甸油页岩含矿区古近系桦甸组自下而上分

为三段［８］：下部黄铁矿段（Ｅ２ ｈ１）、中部油页岩段

（Ｅ２ｈ２）和上部含煤段（Ｅ２ｈ３）（图 １）。 Ｅ２ｈ１的上部

以砖红色、紫色和绿色泥岩为主，夹薄层石膏；下部

为灰色泥岩夹薄层砂岩，含黄铁矿层（局部可采），
沉积厚度为 ２４０ ～ ３５０ ｍ。 Ｅ２ｈ２自下而上分为 １３ ～
１ 层（可采层） 油页岩，为扩张超覆沉积；第 １３ ～
９ 层油页岩仅发育在大城子—公郎头区，第 ８～１ 层

油页岩全区发育。 本次研究样品采自 Ｅ２ ｈ２中部，
第 ４～６ 层油页岩及其夹层（图 １）。 Ｅ２ｈ３为晚期盆

地抬升收缩期沉积的含煤（碳质页岩）段，上部为

灰—浅灰色泥岩、灰白色中细粒砂岩互层；中部为

厚层状泥岩；下部为灰色泥岩、砂岩互层。

２　 分析方法

岩石热解分析利用从法国引进的岩石热解色谱

质谱分析仪 Ｒｏｃｋ－Ｅｖａｌ ６ 进行分析。 取样品 ３０ ～
４０ ｍｇ 磨成粉末，加热至 ３００ ℃，保持 ３ ｍｉｎ；然后

以 ２５ ℃ ／ ｍｉｎ 的加温速率加热至 ６５０ ℃。
成烃生物组成分析在 Ｌｅｉｃａ ＤＭ４５００Ｐ 型显微

镜下和扫描电镜 Ｑｕａｒｔｅｒ２００ 下进行鉴定。 取样品

新鲜 部 分， 垂 直 层 面 制 成 光 薄 片， 在 Ｌｅｉｃａ
ＤＭ４５００Ｐ 型显微镜下放大 ５００ 倍，对有机质生物

组成进行统计分析；干酪根样品是经酸处理后制备

干酪根水样，再制成干酪根涂片，在显微镜下鉴定。
在此基础上，再利用扫描电镜对岩石样品中的生物

形貌进行精细分析。
镜质体反射率分析，是将样品粉碎至 ２０ ～ ４０

目，用树脂胶粘制成光片，在配置 Ｊ＆Ｍ ２００ 显微光

度计的 Ｌｅｉｃａ ＤＭ４５００Ｐ 型显微镜下，选用 ５０×０．８５
的油浸物镜，反射白光下对随机镜质体反射率进行

测定。 反射率标样选择蓝宝石（反射率为 ０．５９％）
和钇铝榴石（反射率为 ０．９０％）。

生烃模拟实验分析在高压反应釜内进行。岩

图 １　 桦甸盆地桦甸组油页岩分布及采样位置

修改自参考文献［１３］。

Ｆｉｇ．１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ｈａｌ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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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装入 ５００ ｍＬ 反应釜中， 在低流体压力（一般低

于 ２０ ＭＰａ）、无静岩压力的反应体系及封闭条件下

进行加水热解生烃实验，流体压力主要靠生烃增压

产生。 实验起始温度为 ２５０ ℃，最高温度都设为

５５０ ℃，温度点间隔 ２５ ℃或 ５０ ℃，所有温度点按

１ ℃ ／ ｍｉｎ的升温速率升至设定温度，恒温 ４８ ｈ 或

９６ ｈ 后再降温 １５０ ℃后收集烃类气体（含 Ｃ５＋）与
无机气体产物；冷阱收集随气体排出的凝析油，反
应系统冷却至室温后用二氯甲烷洗涤反应釜及管

道内壁收集轻质油，二者合并称为排出油（相对于

模拟样品）。 取出岩样经氯仿抽提所得到的可溶

有机质为残留油，排出油和残留油之和为模拟实验

的总油，总油与烃气为总烃产物。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桦甸组油页岩基础地球化学特征

Ｒｏｃｋ⁃Ｅｖａｌ 和 ＴＯＣ 数据（表 １）显示，该烃源岩

具有较高的 ＴＯＣ（１．６％ ～ ３９．６％），且 ＴＯＣ 含量与

岩性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油页岩 ＴＯＣ 含量很高，
而夹层中样品的 ＴＯＣ 含量较低。 第 ４ 层油页岩样

品具有最高的 ＴＯＣ（２４．９％ ～ ３９．６％），这层也被认

为是桦甸地区页岩油品质最好的层段［１３］。
除去一个粉砂岩样品（ＨＤ－１１）具有很低的Ｓ１、

Ｓ２和氢指数（ＩＨ）、较高的氧指数（ ＩＯ ＝ ４００ ｍｇ ／ ｇ）外，
其他样品普遍具有高的 Ｓ１、Ｓ２、ＩＨ和较低的 ＩＯ。 这

些样品中 Ｓ２含量明显高于 Ｓ１，主要是由于该套烃

源岩成熟度较低，镜质体反射率仅为 ０．４％左右。
氢指数含量较高，分布于 ２３０ ～ ８８７ ｍｇ ／ ｇ 之间。 由

氢指数和氧指数关系图（图 ２）可以看出，该盆地大

部分烃源岩有机质属于Ⅰ型干酪根，少量属于Ⅱ型

干酪根［１４－１６］。 有机碳含量与氢指数不存在线性正

相关性，有的样品（如ＨＤ－２０）具有很高的ＴＯＣ含

图 ２　 桦甸盆地桦甸组烃源岩氢指数与氧指数的关系

Ｆｉｇ．２　 ＨＩ ｖｓ． ＯＩ ｏｆ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表 １　 桦甸盆地桦甸组烃源岩 Ｒｏｃｋ－Ｅｖａｌ 热解参数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ｏｃｋ－Ｅｖ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ｆｏｒ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样号 岩性 层号 ｗ（ＴＯＣ） ／ ％ Ｓ１ ／ （ｍｇ·ｇ－１） Ｓ２ ／ （ｍｇ·ｇ－１） Ｔｍａｘ ／ ℃ ＩＨ ／ （ｍｇ·ｇ－１） ＩＯ ／ （ｍｇ·ｇ－１） Ｒｏ ／ ％

ＨＤ－１ 黑色泥岩 ５．２０ ０．０８ ２８．１ ４３９ ５４０ ２０
ＨＤ－２ 碳质泥岩 ９．２０ ０．２３ ６７．５ ４４１ ７３４ １６ ０．３９
ＨＤ－３ 油页岩 ４ ２９．４ ０．６５ １８５．０ ４４０ ６２９ １７
ＨＤ－１９ 油页岩 ４ ２７．３ ０．９６ ２０９．０ ４４３ ７６６ １１
ＨＤ－２０ 油页岩 ４ ３９．６ ０．９５ １９４．０ ４３６ ４９０ ２１
ＨＤ－２１ 油页岩 ４ ２９．８ １．２８ ２５９．０ ４４６ ８６９ ７
ＨＤ－２２ 油页岩 ４ ３３．８ ０．８１ ２２２．０ ４４３ ６５７ ２０
ＨＤ－４ 油页岩 ４ ２４．９ １．０４ ２１６．０ ４４８ ８６７ ７

ＨＤ－５ 油页岩 ４ ２９．２ ０．７３ １４６．０ ４３８ ５００ ２５ ０．４３
ＨＤ－６ 粉砂质泥岩 ２．４０ ０．０１ ８．２ ４４０ ３４２ １４
ＨＤ－７ 含粉砂泥岩 ４．４０ ０．０４ ２５．４ ４３９ ５７７ １３
ＨＤ－８ 油页岩 ５ １６．６ ０．３５ １１８．０ ４４２ ７１１ １８
ＨＤ－９ 油页岩 ５ １０．６ ０．２９ ８５．３ ４４３ ８０５ １３
ＨＤ－１０ 油页岩 ５ １６．８ ０．４９ １４９．０ ４４３ ８８７ １０
ＨＤ－１１ 泥质粉砂岩 ４．９０ － ０．０１ － － ４００
ＨＤ－１２ 含粉砂泥岩 ３．３０ ０．０９ ２２．２ ４４２ ６７３ １７
ＨＤ－１３ 粉砂质泥岩 ６．６０ ０．１１ １５．２ ４３７ ２３０ ３１
ＨＤ－１４ 粉砂质泥岩 １．６０ ０．０１ ３．９ ４４０ ２４５ １９
ＨＤ－１５ 泥岩 ７．３０ ０．１１ ４５．３ ４４１ ６２１ １２ ０．４３
ＨＤ－１６ 油页岩 ６ １９．８ ０．４３ １２２．０ ４４３ ６１６ ２４
ＨＤ－１７ 油页岩 ６ ２１．７ ０．４５ １７６．０ ４４４ ８１１ ８
ＨＤ－１８ 油页岩 ６ １６．０ ０．３５ １２５．０ ４４４ ７８１ １５ ０．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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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但氢指数含量并不高（表 １），可能缘于生物组

成不同，从而导致其生烃潜力差异性。
３．２　 桦甸组油页岩成烃生物组合特征

显微镜下统计分析发现，桦甸组烃源岩成烃生

物以层状藻类体、结构藻类体和陆源高等植物组分

为主（表 ２）。 层状藻类体被认为主要来源于蓝藻，
且一般常作为湖相或相对闭塞的海相沉积环境的

指示［１７］。 桦甸组烃源岩样品富含层状藻类体，该
组分具有较强的黄色荧光，在泥岩样品中其分布较

分散（ ３ａ），而在油页岩样品中呈密集产出 （图

３ｂ）。 干酪根富集后为不具特定形态的海绵状无

定形体，具有强黄色荧光（图 ３ｃ）。
结构藻类体来源于葡萄球藻（图 ４ａ）和硅藻

（图 ４ｄ），少量光面球藻 Ｌｅｉｏｓｐｈａｅｒｉｄｉａ ｓｐ．（图 ４ｂ）和

具刺疑源类 Ｍｉｃｒｈｙｓｔｒｉｄｉｕｍ ｓｐ．（图 ４ｃ），这些结构藻

类体具有黄色荧光，呈分散状分布于样品中。 硅藻

大量分布于油页岩中，由于硅藻个体较小，只能通过

扫描电镜来进行仔细分析（图 ４ｄ） ，这些硅藻与层

状藻类体交织在一起，扫描电镜能谱特征显示这些

硅藻已泥化，硅质成分较少（图 ４ｅ）。
此外，该组样品中也见底栖宏观藻类残片，包

括多细胞叶状体（图 ５ａ，ｂ）、红藻囊果（图 ５ｃ，ｄ）
等。 多细胞叶状体组织部分可见清晰的双层细胞

壁结构（图 ５ｂ），细胞壁直接还能见到胞间连丝

（ｐｉｔ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这是红藻所特有的结构［１８］。 红

藻囊果是红藻的典型特征［１９］，图 ５ｃ 和 ｄ 显示的红

藻囊果组成特征，与边立曾等［２０］ 发现的“红藻石”
具有类似结构。

表 ２　 桦甸盆地古近系桦甸组成烃生物组分相对含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ａｍｏｕ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ｂｉｏ⁃ｐｒｅｃｕｒｓｏｒ ｍａｃ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样号
腐泥组 ／ ％

结构藻类体（浮游） 层状藻类体 底栖宏观藻类体

镜质组 ／ ％

碎屑镜质体

壳质组 ／ ％

孢子体 碎屑壳质体

惰质组 ／ ％

菌类体

ＨＤ－１ ２．０ － ８．０ ３０．９ － ５９．１ －
ＨＤ－２ － ７３．３ － ２６．７ － － －
ＨＤ－３ ２０．５ ４３．２ ３６．３ － － － －
ＨＤ－１９ － ８７．７ － １２．３ － － －
ＨＤ－２０ ５．６ ５０．９ ４３．０ － － － ０．５
ＨＤ－２１ ３０．０ ６７．６ － ２．４ － － －
ＨＤ－２２ １０．０ ７６．３ － １３．７ － － －
ＨＤ－５ － ２０．８ － ６６．２ ５．０ ８．０ －
ＨＤ－６ － － － ６１．５ １０．０ ２８．５ －
ＨＤ－７ － － － １９．６ ４．０ ７６．４ －
ＨＤ－８ － ９７．０ － ３．０ － － －
ＨＤ－９ － ９８．０ － ２．０ － － －
ＨＤ－１０ － ９５．０ ５．０ － － － －
ＨＤ－１２ － ７０．０ － ３０．０ － － －
ＨＤ－１４ － － － ３５．５ － ６４．５ －
ＨＤ－１５ － ８６．２ － １３．８ － － －
ＨＤ－１６ － ３６．５ ６３．５ － － － －
ＨＤ－１７ － ８６．５ － １３．５ － － －
ＨＤ－１８ － ９１．８ － ８．２ － － －
ＨＤ－１ ２．０ － ８．０ ３０．９ － ５９．１ －
ＨＤ－２ － ７３．３ － ２６．７ － － －
ＨＤ－３ ２０．５ ４３．２ ３６．３ － － － －

图 ３　 桦甸盆地古近系桦甸组层状藻类体显微组分特征

Ｆｉｇ．３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ｌａｍａｌｇｉｎｉｔｅ ｍａｃｅｒａｌ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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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桦甸盆地古近系桦甸组结构藻类体显微－扫描电镜照片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ａｎｄ ＳＥＭ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ｍａｃ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图 ５　 桦甸盆地古近系桦甸组底栖宏观藻类显微照片
光片，油浸。 ａ－ｂ．底栖红藻多细胞叶状体结构；ｃ－ｄ．红藻囊果

Ｆｉｇ．５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ｒｈｏｄｏｐｈｙｔｅ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ｈａｌ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陆源高等植物残片，主要包括碎屑镜质体、碎
屑壳质体、孢子体等组分（图 ６）。 这些高等植物残

片呈分散状分布于烃源岩中，其中在油页岩中含量

较少，在碳质泥岩、粉砂质泥岩中含量相对较高。
３．３　 ２ 种含不同藻类油页岩生烃潜力对比

在桦甸组油页岩中，发现 ２ 个生物组合具有明

显差异的样品。 一个是以层状藻类体（６７．６％）与结

构藻类体（３０．０％）为主的油页岩（样品 ＨＤ－２１），其
富含硅藻和葡萄球藻；另外一个是富含底栖藻类

（４３．０％）与层状藻类体（５０．９％）为主的油页岩（样
品 ＨＤ－２０）。 这 ２ 个样品手标本上，富含浮游藻类

的 ＨＤ－２１ 号呈黄色，而富含底栖藻类的 ＨＤ－２０ 号

呈深灰色（图 ７）。 ＴＯＣ 特征显示，ＨＤ－２０ 号样品

ＴＯＣ高达３９．６％，而ＨＤ－２１号样品ＴＯＣ相对较低

图 ６　 桦甸盆地古近系桦甸组高等植物残片显微照片

ａ－ｂ．碎屑镜质体在透射光（ ａ）和反射光（ ｂ）的结构特征；
ｃ．菌类体，透射光；ｄ．壳质组（包括孢子体、碎屑壳质体和

碎屑镜质体，反射光

Ｆｉｇ．６　 Ｍｉｃｒｏｐｈｏｔｏｇｒａｐｈ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ｄｅｒｉｖｅｄ ｍａｃｅｒａｌ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ｓｈａｌ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２９．８ ％）。 然而，２ 个样品具有相反的氢指数特

征，ＨＤ－２１ 号样品氢指数（８６９ ｍｇ ／ ｇ）明显高于

ＨＤ－２０ 号样品（４９０ ｍｇ ／ ｇ）（表 １）。
将这 ２ 个样品进行生烃热模拟实验分析，结果

（图 ８）显示，２ 个样品生烃模式相似，一开始随着温

度增加，生成的总油量都增加，达到最大生烃量后，
随着温度增加，由于油裂解生气，因此总油量不断减

少。 ＨＤ－２０ 号样品在 ４００ ℃（Ｒｏ ＝ １．０２％）时生烃量

达到最大值（４２７ ｍｇ ／ ｇ）；而 ＨＤ－２１ 号样品在 ４２５ ℃
时（Ｒｏ ＝ １．１８％）达到最大生烃量（９０９ ｍｇ ／ ｇ）。 因

此，富含浮游藻类的 ＨＤ－２１ 号样品生烃潜力明显

高于富含底栖藻类的 ＨＤ－２０ 号样品，暗示底栖藻

类可为烃源岩提供较高的有机碳，但其生烃潜力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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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桦甸盆地桦甸组样品
ＨＤ－２０（ａ）和 ＨＤ－２１（ｂ）手标本

Ｆｉｇ．７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ＨＤ⁃２０ （ａ） ａｎｄ ＨＤ⁃２１ （ｂ）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图 ８　 桦甸盆地桦甸组油页岩样品
ＨＤ－２０（ａ）和 ＨＤ－２１（ｂ）生排烃热模拟实验对比

Ｆｉｇ．８　 Ｙｉｅｌｄ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ｔｏ ｔｅｓｔ
ｔｈ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ＨＤ⁃２０ （ａ） ａｎｄ ＨＤ⁃２１ （ｂ）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Ｈｕａｄｉａｎ Ｂａｓｉｎ

浮游藻类差，该结果与孟庆强等［２１］ 对现代红藻进

行生烃模拟的结果一致。 这主要是由于底栖宏观

藻类细胞结构中脂类含量很少，重量一般不超过

３％［２２］。 ＮＥＬＳＯＮ 等［２３］ 对几类宏观藻类中脂类含

量检测发现，红藻（Ｃｈｏｎｄｒａｃａｎｔｈｕｓ）具有最低的脂

类物质含量，仅为 ０．２％～０．３％，明显低于浮游藻类

中脂类物质含量。

４　 结论

桦甸盆地桦甸组油页岩是一套优质的烃源岩，
有机碳含量较高（１０．６％ ～３９．６％），氢指数在 ５００ ～

８８７ ｍｇ ／ ｇ 之间，处于未成熟阶段（镜质体反射率为

０．４１％）。 成烃生物主要来源于蓝细菌类组成的层

状藻类体和浮游的结构藻类体，主要是葡萄球藻和

硅藻；一些陆地植物碎屑（镜质组、惰质组和壳质

组），表明其为典型的湖泊环境。 在显微镜下，局
部样品中底栖红藻碎屑较多，典型的特征是叶状体

及红藻囊果。 对 ２ 个不同藻类组成的样品进行了

模拟实验分析，富含浮游藻类的样品生烃量很高，
而富含底栖藻类的样品有机碳含量较高，说明浮游

藻类具有较高的生烃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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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烃源岩芳烃地球化学特征［ Ｊ］ ．地球化学，２０１３，４２（３）；
２６２－２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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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ＥＴＥＲＳ Ｋ Ｅ，ＭＯＬＤＯＷＡＮ Ｊ Ｍ． Ｔｈｅ ｇ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ｇｕｉｄｅ ［ 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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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ｓｔｒｉａｌ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ｓ［Ｊ］．Ｇｅｏｃｈｌｍｌｃａ，１９９１（１）：１－ｌ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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