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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塔河油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早古生界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型油气田，其油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备受

关注，但目前仍然存在诸多争议。通过系统采样和高精度 GC—MS 分析，精细研究了塔河油田原油的生物标记化合

物分布特征，进行了油源对比并探讨了其成因。研究表明: 塔河油田原油其具有相似的成因类型，其母质类型为菌藻

类; 浮游绿藻和宏体褐藻对原油的生成有重要贡献; 原油为成熟—高成熟原油形成于海相还原环境; 中上奥陶统烃源

岩为塔河油田的主力烃源岩，下奥陶统和寒武系烃源岩也对塔河原油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原油具有多期成藏的

特征，且早期油藏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生物降解。这些研究结果为同类油气田的评价、勘探、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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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河油田构造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北沙雅隆起阿

克库勒凸起的西南部，是我国在塔里木盆地新发现的

第一个海相亿吨级大型碳酸盐岩油气田，显示了该地

区古生界巨大的油气勘探前景，因此，其石油地质条

件的独特性引起地质界的关注。前人对该地区油藏

研究主要集中在储层类型及成因、油气运移、成藏史

和输导体系等方面
［1 ～ 10］，对原油地球化学及油藏成

因方面的研究不够系统，且烃源岩、母质类型及成藏

期次等方面仍存争议
［8 ～ 13］。本次研究通过系统的地

球化学分析，研究了原油的母质类型、生成环境和成

熟度，并探讨了油源及原油成因。

1 样品与实验分析

本次研究样品采集于近年来开发的新油井 ( 图

1) ，样品采集时即进行了油水分离; 后在实验室低温

保存; 烃源岩样品来自岩芯和露头剖面，将其粉碎至

100 目，后进行索式抽提。将原油和烃源岩抽提物沉

淀沥青质后，通过氧化铝 /硅胶柱色谱进行分离。饱

和烃和芳烃分别用环己烷和苯分离，非烃用乙醇冲

洗。然后，饱和烃馏分用色谱( GC) 和美国安捷伦科

技公司 ( Agilent ) 制 造 的 色 谱—质 谱 联 用 仪 ( GC—
MS) 进 行 分 析 鉴 定。MS 为 5973N，离 子 源 温 度 为

250℃，电离电压为 70 eV。GC 为 6890N，色谱柱为

HP—5( 30 m ×0． 32 mm) ，固定相涂膜厚度 0． 25 μm，

载气为氦气，起始温度 80℃，以 4℃ /min 升温至少

300℃，然后恒温 30 min。

2 结果与讨论

2． 1 原油的母源性质及形成环境

尽管塔河油田原油遭受了一定程度的生物降

解
［13］，但是正构烷烃峰型完整，且分布特征相似，说

明其具有多期成藏的特征。原油中正构烷烃主峰碳

大多在 C15 ～ C17之间，具有较高的一致性。OEP 指数

为 1 左右( 表 1) ，没有明显的奇偶优势，表明其具有

较高的成熟度。C21 － /C22 + 在 0． 73 ～ 1． 38 之间，多数

样品大于 1，低碳数正构烷烃占优势，指示原油的母

质来源为菌藻类，只有 4 区、6 区、7 区和 8 区的部分

样品该指标小于 1，这种现象可能与原油遭到生物降

解作用有关。原油中的 Pr /nC17 和 Ph /nC18 常用来研

究油源的母质类型、形成环境及成熟度
［14，15］，塔河油

田原油该参数分布在较窄的范围内，指示其来源于生

物源类似的海相还原生油环境( 图 2) 。
原油和烃源岩中规则甾烷的分布可以提供丰富

的母源信息
［17 ～ 19］。塔河油田原油中规则甾烷 C27、

C28和 C29的相对含量分别为 22． 6% ～32． 1%，16． 5%
～20． 5% ，48． 8% ～ 58． 8% ，分布特征相同，说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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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河油田区块分布与研究井位分布图

Fig． 1 Structural and sampling location of the study area，Tahe oilfield

表 1 塔河油田原油正构烷烃和类异戊二烯烷烃分析数据

Table 1 Molecular parameters of n-alkanes and isoprenoids in the crude oils and source rocks

区带 井号 产层 深度 /m 碳数范围 主峰碳数 OEP C －
21 /C +

22 Pr /Ph Pr /nC17 Ph /nC18

1 区 TK120H TⅢ 12 ～ 35 16 0． 98 1． 12 0． 98 0． 75 0． 83
2 区 TK230 O1-2 y 5568． 7 ～ 5660 12 ～ 36 16 0． 98 1． 10 0． 86 0． 38 0． 46

TK243 O1-2 y 5660 ～ 5750 12 ～ 35 16 0． 97 1． 08 0． 86 0． 36 0． 44
TK237 O2 yj 5444 ～ 5590 12 ～ 35 16 0． 97 1． 27 0． 83 0． 45 0． 59

3 区 TK310 C 12 ～ 35 16 0． 98 1． 85 1． 05 0． 48 0． 50
TK305 O1-2 y 5407 ～ 5461 12 ～ 35 16 1． 06 1． 15 0． 93 0． 68 0． 76
TK311 O1-2 y 5397 ～ 5600 12 ～ 35 16 1． 01 1． 16 0． 89 0． 36 0． 41

4 区 TK469 O1-2 y 5413 ～ 5560 12 ～ 36 17 0． 97 0． 80 0． 78 0． 44 0． 59
TK462H O1-2 y 5568 ～ 6067 12 ～ 37 16 1． 03 0． 94 0． 90 0． 41 0． 47
TK401 O1-2 y 5367 ～ 5580 12 ～ 36 15 0． 96 0． 90 0． 87 0． 40 0． 51

6 区 TK643 O1-2 y 5661 ～ 5700 12 ～ 35 16 1． 00 0． 87 0． 82 0． 35 0． 45
TK648 O1-2 y 5550 ～ 5593 12 ～ 36 16 0． 99 0． 73 0． 84 0． 36 0． 47
TK629 C 5513 ～ 5529 12 ～ 35 15 0． 95 1． 35 0． 94 0． 71 0． 87

7 区 TK729 O1-2 y 5581 ～ 5635 12 ～ 35 15 0． 99 1． 12 0． 90 0． 45 0． 52
T7-615 O1-2 y 5521 ～ 5637 12 ～ 35 20 0． 97 0． 80 0． 82 0． 46 0． 59

8 区 T810X( K) O1-2 y 5628 ～ 5710 12 ～ 34 15 0． 98 1． 38 0． 91 0． 61 0． 69
T814( K) O1-2 y 5574 ～ 5670 12 ～ 36 17 0． 97 0． 90 0． 86 0． 38 0． 48
TK826 O2 yj 5751 ～ 5788 12 ～ 36 15 1． 00 0． 97 0． 84 0． 44 0． 55
TK835 O2 yj 5760 ～ 5840 12 ～ 36 17 1． 00 0． 86 0． 85 0． 52 0． 63
TK846 O2 yj 5518 ～ 5657 12 ～ 36 16 0． 98 1． 00 0． 93 0． 64 0． 70

T806( K) O2 yj 12 ～ 36 16 0． 91 1． 08 0． 87 0． 56 0． 66
9 区 TK910H T 12 ～ 36 16 0． 96 1． 30 0． 94 0． 33 0． 38

T913 O2 yj 12 ～ 38 15 1． 03 1． 09 1． 25 0． 38 0． 34
T903 O2 yj 12 ～ 34 15 1． 06 1． 30 0． 98 0． 64 0． 67

具有相似的有机质来源。前人研究表明早古生代烃

源岩 C29 甾烷的相对含量较高可能与母质 类 型 有

关
［20，21］。研究区原油样品具有明显的 C29 甾烷优势，

一般认为 C29甾烷优势是陆相输入的标志，而早古生

代没有陆相高等植物，陆地维管植物在泥盆纪才开始

大面积繁盛
［23］; 浮游绿藻和宏体褐藻热模拟产物具

有 C29甾烷优势
［24，25］，因此，塔河油田原油母质来源

可能和与浮游绿藻和宏体褐藻有关。4-甲基甾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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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塔河油田原油 Pr /nC17与 Ph /nC18比值相关图

Fig． 2 Correlation chart of Pr /nC17 vs． Ph /nC18 ratios

in the oils from Tahe oilfield

般来自甲藻类
［26］，也存在于细菌之中

［27］，塔河油田

原油中含有一定量的甲基甾烷，其 4-甲基甾烷 /规则

甾烷比值在 0． 038 ～ 0． 054 之间; 原油中检出少量的

甲藻甾烷，说明甲藻类和细菌对塔河油田油气的贡

献。
原油中的二环萜烷 /藿烷比值多在 0． 08 ～ 0． 45

之间，该参数明显低于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陆相原油

的 0． 29 ～ 3． 28［27］，与有机质来源于菌藻类的柴达木

盆地原油 0． 03 ～ 0． 22 相当
［28］，指示其有机质来源与

细菌藻类有关。
三环萜烷和四环萜烷的含量与成油母质类型密

切相关
［29，30］，并且三环萜烷和四环萜烷具有较强的

抗生物降解能力。Hanson 等应用 C25三环萜烷 /C24四

环萜烷、三环萜烷的( C19 + C20 ) /C23 和 C25 /C26 及 C24

四环萜烷 / ( C24四环萜烷 + C26三环萜烷) 比值研究原

表 2 原油和生油岩甾烷参数

Table 2 Molecular parameters of steranes in the crude oils and source rocks

井号 层位 C27 /% C28 /% C29 /%
ααα-C29 -20S
20S + 20R

C29 -ββ
ββ + αα

规则甾烷
藿烷

4-甲基甾烷
规则甾烷

C304-甲基甾烷

规则甾烷

重排甾烷
规则甾烷

TK230 O1-2 y 25． 11 19． 15 55． 74 0． 48 0． 57 0． 30 0． 05 0． 03 0． 20
TK311 O1-2 y 26． 73 18． 78 54． 49 0． 47 0． 58 0． 31 0． 01 － 0． 20
TK469 O1-2 y 22． 61 18． 05 59． 34 0． 52 0． 53 0． 36 0． 04 0． 02 0． 21
TK643 O1-2 y 24． 69 19． 25 56． 07 0． 48 0． 57 0． 31 0． 05 0． 03 0． 20
T7 － 615 O1-2 y 22． 51 18． 73 58． 76 0． 48 0． 54 0． 31 0． 05 0． 03 0． 20
T814( K) O1-2 y 25． 81 18． 29 55． 89 0． 50 0． 57 0． 35 0． 05 0． 02 0． 22
T913 O1-2 y 30． 79 20． 45 48． 76 0． 48 0． 57 0． 82 0． 08 0． 04 0． 40

T806( K) O2 yj 23． 89 17． 41 58． 70 0． 52 0． 53 0． 32 0． 05 0． 03 0． 23
TK629 C 28． 30 17． 80 53． 70 0． 50 0． 57 0． 33 0． 10 0． 06 0． 33
TK310 C 32． 10 17． 80 50． 10 0． 49 0． 57 0． 50 0． 05 0． 04 0． 40
TK120H T 24． 30 16． 50 59． 20 0． 50 0． 52 0． 34 0． 04 0． 02 0． 32
TK910H T 27． 97 18． 16 53． 87 0． 50 0． 58 0． 33 0． 04 0． 02 0． 29
塔中 1 20． 61 37． 60 41． 79 0． 45 0． 47 0． 56 0． 02 0． 01 0． 19
塔中 1 O1 20． 13 31． 38 48． 49 0． 46 0． 46 0． 46 － － 0． 20
塔中 1 O1 21． 63 34． 40 44． 98 0． 46 0． 47 1． 09 0． 02 0． 01 0． 17
塔中 1 O1 23． 00 31． 94 45． 06 0． 45 0． 52 0． 36 0． 03 0． 02 0． 19
塔中 1 O1 28． 06 34． 95 36． 99 0． 45 0． 46 0． 36 0． 03 0． 01 0． 23
塔中 1 O1 22． 66 34． 93 42． 41 0． 45 0． 46 0． 55 0． 03 0． 02 0． 21
塔中 5 O1 29． 03 43． 01 27． 96 0． 47 0． 51 0． 24 0． 12 0． 10 0． 44
塔中 1 C 25． 19 29． 07 45． 74 0． 38 0． 52 0． 36 0． 06 0． 02 0． 18
塔中 1 C1 23． 47 33． 63 42． 91 0． 48 0． 52 1． 37 0． 04 0． 02 0． 20
塔中 5 C1 23． 84 24． 83 51． 32 0． 52 0． 50 0． 12 － － 0． 15
草 1 井 O3 22． 08 31． 39 46． 53 0． 51 0． 46 0． 85 0． 02 0． 01 0． 19
LN-32 O3 22． 53 32． 68 44． 78 0． 47 0． 48 1． 06 0． 02 0． 01 0． 19
LN-32 O3 26． 32 29． 12 44． 56 0． 46 0． 47 0． 28 0． 03 0． 02 0． 18
LN-16 C1 30． 98 35． 68 33． 33 0． 38 0． 44 0． 09 0． 09 0． 08 0． 34
LN-45 S1 22． 56 32． 87 44． 57 0． 48 0． 47 1． 02 0． 03 0． 02 0． 21
草 1 井 S1 31． 01 28． 69 40． 30 0． 42 0． 40 0． 33 0． 06 0． 03 0． 19
LN26 T 25． 73 20． 87 53． 40 0． 26 0． 43 0． 50 0． 04 0． 02 0． 10
Kl-07 J1a 30 24 46 0． 43 0． 47 － － － 0．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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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的母质类型
［16，31］。研究表明三环萜烷中 C25三环 /

C26三环在海相原油中 ＞ 1，而在陆相原油中该参数则小

于 1［16，27］，塔河油田原油 C25三环 /C26三环 ＜ 1，说明其具

有海相原油的特征。塔河油田奥陶系原油遭受了一

定程度的生物降解，石炭系和三叠系原油的生物降解

程度较奥陶系低，而成熟度石炭系和三叠系原油较

高。从图 3 可以看出有奥陶系、三叠系和石炭系 C24

四环萜 / ( C24四环萜 + C26三环萜) 指数分布在较窄的

范围内，但是奥陶、石炭和三叠系原油该参数呈现升

高的趋势，因此，这种现象产生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受

到成熟度升高的影响。与鄂尔多斯盆地山西组和太

原组原油相比 C23 三环萜 / ( C23 三环 + C30 藿烷) 参数

差别明显，而 C24四环萜 / ( C24四环萜 + C26三环萜) 参

数与该地区生油母质为藻类的延长组烃源岩接近说

明其烃源岩母质类型为藻类
［27］。由于塔河油田原油

存在一定程度的生物降解，而三环萜烷的抗生物降解

能力较藿烷强
［32］，因此，C23三环萜 / ( C23三环 + C30藿

烷) 参数较鄂尔多斯盆地原油高。

图 3 塔河油田原油 C24四环萜 / ( C24四环萜 + C26三环萜)

和 C23三环萜 / ( C23三环萜 + C30藿烷) 比值相关图

Fig． 3 Cross plot of C24 tetracyclic terpane / ( C24 tetracyclic

terpane + C26 tricyclic terpane) vs． C23 tricyclicterpane /

( C23 tricyclic terpane + C30 hopane) ratios

in the crude oils and source rocks

五环三萜类化合物在研究样品中较为丰富，原油

藿 烷 中 C27 + C29 藿 烷 的 相 对 含 量 为 30． 11% ～
34． 73%，其藿烷组成低于鄂尔多斯盆地，具有有机质

来源为菌藻类原油的分布特征。原油中烷基环己烷

的丰度较低，奥陶系原油烷基环己烷 /藿烷的比值在

1． 00 ～ 4． 62 之间，而石炭系和三叠系原油该参数明

显增大，多数样品在 4． 8 以上，但低于鄂尔多斯盆地

二叠系原油，高于该区的三叠系延长组原油，而二叠

系原油的成熟度较三叠系原油的成熟度高
［27］，因此，

塔河油田石炭系原油该参数较高可能为成熟度影响

所致。
伽 马 蜡 烷 和 升 藿 烷 具 有 指 示 沉 积 环 境 的 作

用
［17，18，27 ～ 32］。据段毅等人研究柴达木盆地盐湖相成

因的 原 油 中 伽 马 蜡 烷 /αβ-C30 霍 烷 比 值 和 ＞ C30、
C34 + 35霍烷相对含量都很高，分别为 0． 27 ～ 1． 00 和

26． 3% ～51． 3%、2． 8% ～17． 1%，而鄂尔多斯盆地西

峰油田该参数值则较低为 0． 04 ～ 0． 06、21． 3% ～
27． 1%和 2． 5% ～ 3． 5%［27，28］，而塔河油田原油伽马

蜡烷 /αβ-C30霍烷比值为 0． 10 ～ 0． 18，＞ C30藿烷含量

为 41． 16% ～ 47． 59%，C34 + 35 为 7． 33% ～ 8． 72%，从

以上参数可以看出塔河油田原油形成环境介于高盐

度盐湖环境和淡水环境之间，为正常盐度的海洋沉积

环境。
2． 2 原油的成熟度

原油的成熟度是研究油气成因的重要内容。许

多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用来确定原油的成熟度。塔

河油田原油中的 C29 甾烷 20S / ( 20S + 20R ) 和 ββ /
( αα + ββ) 反映原油的成熟度，其比值分别为 0． 47 ～
0． 52 和 0． 49 ～ 0． 58，表明原油为成熟—高成熟原油，

由以上参数可知 C29甾烷 20S / ( 20S + 20R) 比值接近

平衡值
［32］。重排甾烷 /规则甾烷、C29 重排甾烷 20S /

( 20S + 20R) 、C29 三环萜烷 / ( C29 三环萜烷 + C30 霍

烷) 和 C31霍烷 22S / ( 22S + 22R) 等参数常用来研究

原油的成熟度
［16，27，33，31］，本次研究中以上参数很好的

反映了原油的成熟度。尽管原油中的重排甾烷 /规则

甾烷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映原油的成熟度，但据研究黏

土可以提高规则甾烷向重排甾烷转化效率
［36］，烃源

岩 的 性 质 对 原 油 中 的 重 排 甾 烷 /规 则 甾 烷 也 有 影

响
［35］。在烃源岩性质相同情况下，该比值可以很好

的反映原油的成熟度。塔河油田奥陶系原油重排甾

烷 /规则甾烷比值为 0． 19 ～ 0． 25，低于本区生源为寒

武—奥陶系烃源岩的三叠系高成熟原油的 0． 24 ～
0． 40，高于鄂尔多斯盆地三叠系原油的 0． 13 ～ 0． 21，

属于成熟—高成熟原油。塔河油田原油中 C29三环萜

烷 / ( C29三环萜烷 + C30 藿烷) 比值为 0． 22 ～ 0． 26，明

显高于鄂尔多斯盆地中生界原油和塔里木盆地陆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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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油
［27，31］。C31藿烷 20S / ( 20S + 20R) 在 0． 58 ～ 0． 62

之间而 CPI 指数为 1 左右两者均反映了原油为成

熟—高成熟度原油的特征。原油中的芳烃甲基菲指

数用来研究原油的成熟度
［37］，塔河油田利用 MPI-1

计算的 Rc值为 0． 70% ～ 0． 87%，同样说明原油具有

成熟—高成熟度原油的特征。
2． 3 油源分析

塔里木盆地存在多套烃源岩包括寒武系、下奥陶

统、中上奥陶统、石炭系、志留系、三叠系和侏罗系烃

源岩。但是关于塔河油田的奥陶系原油主力烃源岩

存在很大的争议，目前有两种观点: 一种认为塔河原

油来自寒武—下奥陶统蒸发潟湖相泥质白云岩与灰

岩
［2，11］; 另一种则认为来自中、上奥陶统欠补偿盆地

泥灰岩
［10，12］。

由于塔河油田原油的成熟度较高，大多数油源对

比参数不再适用，而甾烷参数具有适应高成熟度和受

生物降解影响小的特点。原油中的甾烷能够反映原

油的母源性质，如前所述塔河油田原油具有 C29 甾烷

优势，而该地区的烃源岩，只有寒武系和中上奥陶统

的部分烃源岩样品的具有 C29 甾烷优势，呈现 C27、
C28、C29甾烷成不对称的“V”字型分布，而其他烃源岩

样品则为倒“L”型。从 C27、C28、C29 规则甾烷三角图

( 图 4) 可知塔河油田原油与中上奥陶统烃源岩具有

相似的分布特征，具有较为接近的亲缘关系。总体上

与寒武系和下奥陶统烃源岩的亲缘关系较远。尽管

前人根据有机质热模拟研究认为: 随着成熟度的增加

C28甾烷有升高的趋势，可能使寒武系烃源岩的部分

烃源岩具有 C28甾烷优势，规则甾烷具有反“L”型的

分布特征，但是，塔河油田原油的 C28甾烷在不同层位

不同区域尽管成熟度不同，却没有明显表现出随成熟

度的升高而升高的趋势，因此笔者认为塔河油田原油

的主力烃源岩为中上奥陶统烃源岩。另据高波等人

根据塔河油田天然气同位素研究认为，晚期充注天然

气具有裂解气的特征
［39］，而中上奥陶统烃源岩目前

尚处在生油阶段
［12］; 只有寒武系—下奥陶统烃源岩

成熟度较高，存在生成裂解气的可能，顾忆等对塔河

油田的塔河油田的轻烃研究对比认为其与寒武系烃

源岩具有更为接近的亲缘关系
［2］。因此，本文认为

寒武系—下奥陶统烃源岩对塔河油田油气的生成也

有一定贡献。
塔河油田的运移研究表明，原油来自草湖坳陷和

满加尔坳陷。前人的研究表明塔河油田原油具有多

期生油聚集成藏的特征，主要成藏期有 3 期为海西晚

图 4 塔河油田原油与烃源岩甾烷三角图

Fig． 4 Triangular diagram of sterane of crude
oils and source rocks

期、燕山—喜马拉雅早期和喜马拉雅晚期
［2，3］。源区

的烃源岩在海西早期进入生油阶段，海西晚期为生油

高峰期，海西期后的喜马拉雅晚期为高—过熟油气生

成阶段。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寒武系和奥陶系烃

源岩对塔河油田油气生成有重要贡献，成熟—高成熟

原油可能来自中上奥陶统烃源岩，而过熟油气则更可

能来自寒武系—下奥陶统烃源岩。

3 结论

本文通过对塔河油田奥陶系原油和烃源岩的系

统采样分析，研究认为塔河油田各区块奥陶系原油具

有相似的地球化学特征，说明其具有相同的油源。原

油的正构烷烃以低碳数的占优势，在生物降解较为严

重的情况下，则高碳数正构烷烃占优势，因此原油的

母质类型主要为菌藻类，而在原油样品中以 C29 甾烷

占优势，但在前奥陶纪尚没有高等植物出现，只有浮

游绿藻和宏体褐藻具有 C29 甾烷优势，因此在塔河油

田原油中浮游绿藻和宏体褐藻对油气的生成具有重

要贡献。原油中的 Pr /Ph、三环萜、四环萜以及伽马

蜡烷参数反映其形成于正常盐度的海相还原环境。
原油中的 C29甾烷 20S / ( 20S + 20R) 异构体参数接近

或达到平衡值，C29 甾烷 ββ / ( αα + ββ) 和重排甾烷 /
规则甾烷适中，正构烷烃 CPI 值接近 1，利用甲基菲

指数计算的 Rc值为 0． 70% ～ 0． 87%，均说明原油为

成熟—高成熟原油。油源分析表明塔河油田原油的

主力烃源岩为中上奥陶统烃源岩，寒武系和下奥陶统

烃源岩对塔河油田油气的生成也有一定贡献。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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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田奥陶系原油具有多期生烃、多次成藏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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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Molecular Geochemistry and Genesis
of Crude Oils from Tahe Oilfield of Tarim Basin

ZHENG Chao-yang1 DUAN Yi2 ZHANG Xue-jun3 LI Hong1

( 1．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Dynamics，The Department of Ge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Xi’an 710069;

2．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Lanzhou 730000;

3． The Second Team of Geology，Bureau of Geology of Henan Province，Jiaozuo，Henan 454000)

Abstract Tahe oilfield locates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Akekule uplift of Shaya uplift in Tarim basin． So far Tahe Oil-
field is the largest marine limestone oilfield of China． In spite of abundant geological and geochemical research efforts
are carried in the oilfield but some kinds of doubtful points are not resolved for example the main source rocks，parent
material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period． Oil samples come from new developed oil-wells of Tahe oil-field． Ac-
cording to the systems analysis and high precision GC-MS analysis，this paper studied the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biomarkers，oil and source rock correlation，and genetic type of oils． The geochem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aturated hy-
drocarbon we can know that the oils from Tahe oilfield have higher maturity，kerogen type is homonemeae，the oils
form from marine reducing environment，and the oils suffer some kind of biodegradation． The predominance of C29

sterane is related to pelagic green algae and macro body brown algae． The detection of Dinoflagellate sterane and 4-
methyl sterane show the contribution of dinoflagellate and bacteria． Tricyclic terpane and tetracyclic terpane par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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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s show that they are marine crude oils． The maturity of oils from Triassic and Carboniferous are higher than Ordovi-
cian crude oils． The distrib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pentacyclic triterpane indicate the contribution of homonemeae．
Gammacerane /αβ-C30-hopane and the content of ＞ C30-hopane show that the oils originated from salinity marine en-
vironment． C29-sterane 20S / ( 20S + 20R) and ββ / ( αα + ββ) are 0． 47-0． 52 and 0． 49-0． 58 indicate that the oils
are mature crude oils． The main source rocks of Tahe oilfield is a controversial problem． According to the relative
content of C27-，C28and C29-sterane This paper discussed the source rock of Tahe oilfield． The results show that middle
and upper ordovician source rocks are chief source rocks，and also lower Ordovician and Cambrian source rocks have
some kinds of contribution to high-maturity oil． The oil reservoirs have characteristics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ulti-period． Above the study result will offer scientific reference for the exploration and develop of this kind of oil-
field．
Key words Tahe oilfield; Shaya uplift; biomarkers; maturity;

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櫗

oil and source rock correlation

欢迎订阅《沉积学报》

《沉积学报》是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沉积学专业委员会、中国地质学会沉积地质专业委员会、中国

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综合性学术刊物，是全国自然科学核心期刊。主要刊载沉积学、沉积矿产、
地球化学以及相关分支学科、交叉学科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创新性研究成果和高水平论文，介绍沉积学研

究的新技术、新理论及国内外最新沉积学论著，同时也报导有关学术活动、学科研究动态及学术思想的讨论和

争鸣。优先发表国家、省、部级重大科技项目及基金资助的在沉积学、地球化学前沿各分支领域以及学科交叉

点上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读者对象为大专院校地学专业的师生及科研院所的地学工作者。
2006 年起《沉积学报》改为双月刊，16 开本，每期 144 页，逢双月 10 日出版，定价 30 元，全年定价 180 元。

国内外公开发行，欢迎广大读者到当地邮局订阅。
国内邮发代号: 54 － 45
国外发行代号: Q832

同时欢迎各位专家学者踊跃投稿。

网址: www． cjxb． ac． cn
地址: 兰州市东岗西路 382 号 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沉积学报》编辑部

邮政编码: 730000
联系电话: ( 0931) 4960916 4960917 传真: ( 0931) 8278667
Email: cjxb@ ns． lzb． ac． cn

216 沉 积 学 报 第 29 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