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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采众长　独具匠心
—— 《煤成油的形成和成烃机理》一书评介

范　璞　张柏生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兰州 730000)

黄第藩、秦匡宗、王铁冠、赵锡嘏和许云秋等教授著的《煤成油的形成和成烃机理》一书 ,已于 1995年 6

月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问世。该就不仅是作者长期从事煤成油研究的高水平成果的系统总结 ,而且汇集

了国内外在这一新的学术领域中的研究精华 ,因此 ,它是一部论述煤成油地球化学的最为系统、最新的科

学专著。

书中采用了各种先进的有机地球化学和有机岩石学的分析测试手段并与模拟实验相结合的方法 ,对

吐鲁番大型煤成油气田和我国一些典型煤—油共生点进行了深入、系统的剖析。该书根据大量的野外地质

和实验分析资料 ,系统地论述了自然界煤成油的形成环境、煤化作用中成烃发生的地球化学条件、特点和

运聚的制约因素 ,在煤成油形成机理这一关键的理论问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书的问世不仅对促进我

国煤成油气理论的建立和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且对指导我国煤成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具有重要的作用。

该书内容丰富、观点新颖、论据充分、文字流畅、结构合理、文、图 、表、照片对照良好、印刷精美。全书共

分 12章 ,附图 362张 ,采色图版 16幅 ,约 80万字。第一章到第四章讨论了煤成烃的四咱不同类型和方法的

模拟实验结果 ,阐述了煤和各种显微组分的成烃演化规律及其动力学性质 ,尤其是煤中干酷根、腐殖酸和

抽提物这三种有机质在热演化过程中的相互转化作用及其对成油贡献的定量研究 ,突破了干酷根油理论

观念 ,提出了“油气生成由这三种有机质不断在新的条件下重新组合 ,建立新的动态平衡的结果”新的观

念。论证了低熟石油源于可溶有机质 ,干酷根是成熟至高熟石油的贡献者以及热压水介质在生烃和排烃中

的重要作用。

第五章论述了核磁共振波谱技术在煤成烃研究中的应用 ,提出了用油潜力碳 ( CO )、气潜力碳 ( Cg )和

芳碳 ( Ca )的百分比为定量评价源岩生烃潜力的新方法。 第六章至第八章根据煤系生物标记化合物和芳烃

化合物、煤成油的运移和煤成油气的地球化学研究结果 ,发现了特殊的生物标记化合物和芳烃分布 ,总结

了煤成油气的地球化学特征 ,提出了“油型煤成气”新的成因类型以及具有阶段发展特征的煤成油气运移

的新模式。第九章深入研究了我国第一个大型煤成油气田—— 吐鲁番油气田。总结出了侏罗纪煤系与煤化

作用相伴随。 成烃演化作用的特点和成藏条件。

全书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其是一紧紧抓住了国内外当代石油地球化学领域中的前测课题及我国目

前煤成成油气勘探开发这一热点问题 ,因此 ,它的学术价值及应用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其二是鲜明的中国

特色 ,书中所涉及的研究背景及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丰富多彩的地质现象 ,且又超脱于地域及经典 ,是中

国陆相生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其三是它的史学价值 ,书中所涵盖的不仅仅是作者们长期的学术和

实践的积累 ,亦是国内外在这一领域的学术这大成。它的问世必然在煤成油的研究史上留下极为夺目的烙

印。

这里笔者衷心希望国内同行以此专著为新的起点 ,向新的高度探索、追求、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