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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含量较低
、

沥青质较高
、

两者比值小 于 1
,

仍

属非油田水
。

显然
,

这一组成特征的发现和非烃 /沥青 质

比值的应用
,

对水沥青地球化学的研究和追索油

气藏具有重要意义
。

改进 S P一 2 3 0 5气相色谱仪

—
分析宽馏程

、

高沸点烃类

4
。

红外及全烃色谱特征

根据红外及全烃色谱分析
。

油田水水沥青红

外吸收光谱以类脂化合物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

全

烃色谱主峰碳数多在 n C “
、 n C I 。 ,

O E P 值 为

1
.

0 1一 1
.

2 0
,

日n C : , 前 /日n C : 一后大 于 1
。

这类

组合特征与生油岩可溶有机质的特征相似
,

说 明

油田水水沥青的来源可能与油气有关 , 属非油田

水的湖泊等水样
,

水沥青红外吸收光谱 较 为 复

杂
,

多以含氮化合物和脂肪族碳链的不饱和结构

的吸收为主要特征 (饱和烃以环烷烃的异构 体 为

主 )
,

全烃色谱在 n C “ 一 n C ” 区间呈一 凸 包
,

O E P值在 x
.

5左右
,

日n C : *前 /日n C : ; 后大于 1
。

这一组合特征与水中浮游生物残体及生化作用代

谢产物的特征相似
,

说明其水沥青来自湖泊本身

的生物残体
。

综上所述
,

开展地层水中水析青的二分 析 研

究
,

对于揭示地层水中溶解有机质的组成
、

性质

及其与油气的关系
,

具有重要意义
。

(收稿日期 1 9 5 2年 3月 1 0 日)

王培荣 谈俊雄 徐虎

(江汉石油学院 )

饱和烃分析中
,

采用 S P
一

2 3 05气相色谱仪
,

样品中的高沸点组份常有
“
滞留

”
现象

,

不但造

成分析结果误差较大
,

甚至 C ” 以上组份难 以检

出
。

针对这些缺点
,

我们对仪器主机 的 某 些 部

件
,

如汽化室
、

鉴定器和连结管线等作了改进
,

取得了一定效果
。

同样
,
103 型色谱仪存在 的 类

似缺点
,

也可采用类似措施予以改进
。

1
。

汽化室

原有汽化室死体积较大
,

且载气没有充分预

热
,

造成样品
“
滞留

” ,

影响分离效果
。

针对这

些问题
,

同时根据程序升温
、

高温分析的特点
,

对汽化室进行如下改进
。

(图 l)

A一人
,

嚷夏

场场 , 厅” 喊灰甲甲

加加热块块

硅像胶

}}}后
热

.

块块

六六一{{{

接住

图 1 汽化室改装前后示意图

A
.

气化室结构图 B
.

改装前汽化室部件图

C
.

改装后汽化室部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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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将载气从加热块前面 (未经加热 )进 入 汽

化室与样品混合
,

改为载气先三次经过加热块预

热
,

然后从加热块后面进入汽化室
。

提高了载气

的温度
,

有利于高沸点馏份的汽化
。

( 2) 在汽化室内加石英玻璃衬管
。

原汽 化 室

金属表面在温度高于 250 一 3。。 。

C时
,

将产 生催

化效应
,

加石英衬管后
,

基本消除这种效应
,

且

减轻室壁的滞留现象
,

同时汽化室的死体积也减

少 4 倍以上
,

另外石英管易于取出清洗
,

效果良

好
。

( 3) 取消原汽化室至柱头的一段连结 管 线
,

将柱子直接插入汽化室紧贴加热块
。

解决了由于

温差所造成的高沸点组份在连结管线内的凝结现

象
。

水中气态烃的脱气方法

崔秀荣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综合大队 101 队 )

水中气态烃一般系指溶解于水中的甲烷
、

乙

烷
、

丙烷及丁烷等气体
。

如何从水中提取这些烃

类气体
,

迄今还没有十分理想和统一的方法
。

本

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从水的结构效应方面
,

结合一些具体试验
,

对水中烃类气体的提取进行

研究
。

2
.

鉴定器

原氢火焰鉴定器的喷嘴为不锈钢
,

对地没有

绝缘
,

构成了第三个漏电电极
,

使小峰失真
,

引

起定量上的误差
。

对此
,

作如下改进
:

( l) 喷嘴改用内径约 0
.

5毫米绝缘性能良好的

石英玻璃管
。

(2 )喷嘴下方的死体积内
,

加一 不 锈 钢 堵

头
,

燃气和载气由同一小孔进入堵头
。

( 3) 将收集极加长到 30 毫米
,

以提高收集 效

果
,

达到增加灵敏度的目的
。

一
、

脱气原理

溶解于水中的烃类气体
,

是不带电荷的
,

既

不能极化附近的水分子
,

也不与水中电解质产生

电解反应
。

它以分子的形式存在于水分子之间结

合的
“
孔隙

”
之中

,

换句话说
,

这些烃类气体的

溶解和赋存决定于水的结构
。

本方法采用负压升温的条件
,

削弱电解质离

子与水分子之间的相互作用
,

促进水分子的布朗

运动
,

破坏水分子之间的结合形式
,

从而降低气

体的溶解系数
,

脱出烃类气体
。

3
.

连结管线

S P一 2 3 0 5的柱恒温至检测器之间的连结 管

线较长
,

温度较低
,

高沸点镭份常在该 线 上 凝

结
,

导致分离度下降
,

高碳数组份偏低
。

为此
,

在两箱连接管线上加一45 W烙铁芯
,

用调压变压

器控制温度
。

经反复试验
,

上述各部件的改装效果良好
。

消除了样品在汽化室的
“
滞留

”
现象

,

高沸点组

消失真情况得到显著改善
。

改装前从 C : 5开始仅

有 30 个峰
,

改装后可得 3 7个峰
,

峰宽明显变窄
,

C “ 以后各组份的百分含量 明 显 增加
,

如 C , t

/ C
: , 比值由原 0

.

32 提高到 0
.

9 7
。

另外
,

收 集 长

度增长
,

灵敏度提高约50 %
。

(收稿日期 2 9 8 2年 1月 1 1日 )

二
、

仪器和操作

仪器装置见图 1
,

具体操作如下
:

关闭活塞 l
,

通过活塞 I将 30 纬氢氧化 钠 溶

液注入收集器 E (至 3处 )
,

关闭活塞 I
、

万
,

启 开

活塞亚
,

抽真空至负 760 毫米汞 柱
,

关 闭
.

活 塞

亚
,

通过活塞 I再将 30 %氢氧化钠注入收 集 器 E

(至 4处 )
。

往分液漏斗 B加入 210 毫升水样
,

随 即

启开活塞下
,

将水样注入烧瓶A (注入 200 毫升
,

分液漏斗 B中留10 毫升
,

以阻隔空气 )
,

液面 至 6

时即关闭活塞万
。

然后
,

通过水浴锅 F加 热
,

沸

腾后保持数分钟
,

再通过活塞 I往收集器 E 注 入

30 %氢氧化钠溶液
,

当缓冲球 D存积的氢氧 化钠

溶液液面至 5时
,

关闭活塞 I
,

随后即可缓缓启开

活塞亚
,

脱出的气体经氢氧化钠吸收除去二氧化

碳后
,

被驱至收集 E的顶部刻度管 中
,

测 出 体

积
,

用注射器从 2处取出
,

即得气态烃的样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