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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相是在特定环境条件下形成 的地 质体
,

沉积相的研芜
.

汪石油地 质研究中占有

重要地位
。

恨据国内外油气勘探表明
,

油气的生成与分布
.

均 与 沉 积 相带有密切的关

系
。
〔1 〕

我国陆相沉积盆地
,

与海相沉积盆地相 比较
,

具有多物源
,

多沉积体系
,

相带多呈

环状公布的特征
。

勘探实践及研究表明
,

沉积相带的分布与油气生成及聚集关系密切
。

如半深水一深水湖相
,

一般发育有 良好的生油岩
,

而滨湖
一浅水湖相

,

一般有较好的储集

岩发育
。

油气的生成
、

运移及油气田的分布
,

基本上受沉积相的控制
。

对沉积盆地中不同沉积相带的研究
、

应用了多种标志物进行划分
。

如指相岩石
、

指

相矿物
、

岩石构造
、

生物化石
、

地球化学等
。

本文通过色谱
一
质谱联用仪

,

对不同沉积相

带样品进行了分析
、

获得的菇烷及街烷资料
、

并参照对比了其它 多种地球化学资料
,

以

生物标记化合物及分子参数做为指相标志
,

在松辽盆地下白噩统青二
、

三段
,

渤海湾盆

地下第三系及鄂尔多斯盆地侏罗 系等不同沉积相带的应用
,

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

一
、

同盆地中不 同沉积相带的菇烷及街烷特征

松辽盆地是一个大型 的湖相沉积盆地
,

在下白至统湖盆持续稳定沉降
, ;乡成了台刊

的生油层及储集层
。
〔2 〕从盆地边缘到中心

,

有洪积河流沉积
,

三角洲沉积及湖泊沉积几个

地带
1〕,

不同相带的氧化—
还原条件不 同

,

生物来源也有差异
。

对不同沉积相带的地

球化学研究表 明
,

近 湖岸线陆生生物有机质含量高
,

而湖心水生生物有机质含量增加
,

由

于沉积环境的不同
,

生油母质相对比例不同
,

引起烃类成分明显的变化
。

表 1 中反映了松

辽盆地下白垄统不同沉积相带的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

半深湖
一深水湖相 中正烷烃低碳数含

量高
,

C
Z , 十 C

: 2

/ C
Z 。 + C : 。比值及饱和烃 /芳香烃 比值均较高

,

姥绞烷 /植烷比值为 1
·

2一

1
.

8
。

干酪根 Il/ C原子比为 工
.

26 一 1
.

59
,

反应了以水生生物有机质 占主导地位
,

并 且 有

良好的还原环境
。

而沼泽或湖沼相
,

正烷烃 中主峰碳数较高
,

而 C
: , + c

: :
/ C

Z S 十 C
Z 。 ,

饱和烃 /芳香烃
、

干酪根H / 。原子比均较半深一深水湖相低
,

反映了陆源有机质占 主 导

.

参加试验工 作的还有
:

页风英
、

童育英
、

朱抱荃
、

工丽 霞
、

达坚
。

) 据大庆油日科学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 听资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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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e

表 1 松辽盆地下白圣统不同沉积相地球化学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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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位
,

而滨湖一浅水湖相处于两者之间
,

正烷烃 的谱图有时出现双峰
,

其烃类成分按不

同相带呈环状分布 ( 图 1 )
。

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

选择了下白坚统青二
、

三段不同沉积相带 的代表样品
,

沼泽相 ( 茬 1 井 )
、

浅湖相 ( 杜 4 06 井 )
、

半深
一
深水湖相 ( 大川井 ) 三块样品

,

进行了

色谱
一质谱分析

,

获得了 m / e 1 91 和m /
e 2 17 质量色谱图 (图 2 )

。

由图可见
,

其不同沉积相

带的m 怕 19 1及m /
e 2 17 质量色谱图是有差异的

。

从菇烷看
,

沼泽相霍 烷小于 ( 或等于 )

降霍烷
,

而半深
一深水湖相则霍烷大于降蕾烷

。

而滨湖相居 中
。

从 街烷 成 分分布看
,

沼

泽相 C
: 。
街烷的相对含量为 4 5 %

,

它高于半深
一深水湖相 35

.

6%
,

而滨湖相C
: 。
相对含量

为 4 0旦百居两者之 间
。

对不同沉积相带的菇烷及街烷的各项分子参数进行了分析
,

通过 20 几项分子参数的

计算比较
,

选择出以下几项有意义的指相参数 ( 表 2 )
。

表中褚烷参数 T 人l/ T S 比值
,

是霍烷C
: 7 H ; 。

的两个异物体的比值
,

一般是用来反映成熟度的指标
。

但由 表 2 可见
,

该比值并不严格按照深度增长而降低
,

如杜连06 井样品埋深为1 3 4 8 米
,

而 霍 1 井样品埋

深为 1 6 1 2米
,

但杜泣06 井 T m / T
s 比值低于霍 1 井

,

看来 T m / T
s 比值变化 沉 积 相带关系

更为 密叨些
。

沼泽相到半深
一深水湖相T n / T S 比值由1

.

7 5降到 1
.

2 5 ,

C
: 。

厂C
。 。

即降蕾 烷

与蕃烷之比值
,

从沼泽相到半深一深水湖相
,

该比值由 1
.

04 降到 0
.

56
,

即降霍烷自大于

霍烷到逐渐小于霍烷的相对含量
,

变化明显
。

艺C
: 7 十 C

: ,

/ C
3 。
比值

,

由沼泽相到半深一

深水湖相从 1
.

10 降到 0
.

8 2 ,

这是 由于水生藻类有机质增多而造 成
。

由 表 2 可 见
,

参数

三C
: :

三C
: 。

为C
: :

幽烷 与C
: 。

幽烷相对强度的比值
,

反映了不同生物来源
:

在沼泽相中
,

C
二 :

街烷低于 C
: 。

街烷
,

而
一

在半深一深水湖相则 C
: :

街烷相对含量增 高
,

这 显 然是由于

沉积环境差异及生物来源不同造成的
。

参数
.

1一甲基一C
: 。

幽烷
厂 s a

一C
: 7

街 烷
,

一放

认为 s a
一 C

: 了

街烷主要来 自水生生物
,

而 4 一甲基一 C
: 。

街烷与植物来源有关
,

故它们

反映了 不同沉识环境的产物
,

在不同沉积相带变化明显
。

参数三 环 菇烷 /蕾烷
,

三环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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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松江盆地下白蟹统不同沉积相带全烃色讼特征

1
.

剥 蚀区 2
.

洪积相 3
.

河流及沼泽相 滨湖相

5
.

体系界线 6
.

相带界线

1 Ch a : a e te r i s t i e s o f t o t a l h y d r o e a r b o n

fa e i 。; b e lts o f t h e 了
J o w c r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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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t a o e o : :

7
.

半 深
一

深水湖相 8
.

物源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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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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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松辽盆地下白圣统青二
、

1
.

剥浊区

S 。

沐系界线

2
.

洪积 相

三段不同相带二厂e 1 91 和m
才e 2 17 质皿色谱

3
.

河 流及沼 ;不相 毛
.

滨湖相

e
.

相带界线 7半深一深水湘相 3
.

物原方 向

图上烽号听代衷即 化合钧及其立 体化学结构分 别为
:

一
勺 q
~ ~ 、

2 9
、

3 0 三降茬 沈 2
.

17 ; (王I ) 一2 2
、 2 9

、

3。三降覆 烷 3 17 。 ( 玉王) , 2 1日(H )一 3 0一 降霍饶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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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 (H )
, 2 1日(}{ )一 茬烷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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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日一异胆 街烷一 2 0 5 9
.

z 4 a ,
1 7 a
一胆街烷一 Z o R 1 0

.

1 ‘a ,
1 7 a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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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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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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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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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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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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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e 2 P a :

下白至统青二
、

三段不同沉识相带菇烷苗烷参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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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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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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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 J:l {深水湖相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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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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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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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从 m /
。 1 9 1质量色谱图中

,

可以看到三环菇的分布
。

三环菇 多来 自树 脂 类
,

松香酸为

典型的三环砧类化合物
,

因而认为它与陆源生物有关
。

表中可见
,

该比值由沼泽相到半

深一深水湖相逐减降低
。

二
、

不 同沉积盆地相 同相带的菇烷及街烷特征的比较

在对同一盆地
,

相同层位不同沉积相带的枯烷
、

街烷特征研究的基础上
,

对相同沉

积相带在不同沉积盆地不同层位的菇烷及街烷特征进行了探索性的比较 ( 图 3 )
。

现分

述如下
:

沼泽相 选择了鄂尔多斯盆地 中下侏罗统延安组与松辽盆地下白垄统青二
、

三段

沼泽湖样品
,

进行了菇烷及幽烷的比较
。

从图 3 可见
,

菇烷中降霍烷 /霍烷比 值 均大于

1 ,

降霍烷》霍烷
,

而艺C
: 7 十 : 。

/艺C
3 。

比值比较高
。

两个样品比较
,

鄂 尔 多 斯 盆地 J
,

1 / 6 样品大于松辽盆地 K
, g ” : 十 3

样品比值
,

可能与前者在沉积中夹有煤层 有 关
。

在鄂

尔多斯盆地岭 n 井 J
, 1 / 6 的m /

。19 1质量色谱图 中
,

虽看不出明显的臭利烷
.

但在 4 号

峰左肩区间内所测质谱图
,

见到以
工二
/
。1 91 为主峰的

、

而无m /
C 3 69 碎片离子峰的谱 图

,

确认有臭利烷的存在
。

关于臭利烷
,

一些文章已有报导 c “〕〔们它与陆生植物有关
,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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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盆地地 地层层 m / e1 91 质量色谱图图 那猫抚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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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Fig
。

3

陆相沉积盆地不同沉积相带m /e 1 91 及m / . 21 7质t 色谱图比较

( 图上的峰号所代表的化合物
,

见图 2 注示 )

C o m p a r is o n o f m a ss e h r o 二 a to g r a o m o f 二 /
e 2 9 2 a n d

m / e 2 1 7 o f th e d iffe r e n t fa e ie s b a n d s in th e

n o n m a r in e f a e ie s s e d im e n t a r y b a s in

一种较好的指相标记化合物
。

沼泽相样品中的街烷
,

由图 3 可见
,

C
2 7

幽烷明 显地低于

C Z 。
幽烷

,

其艺C
2 7

/ 艺C
Z 。

比值分别为0
.

6 6及0
.

6 3
。

而 4 一甲 基一C
: g

/ 5 。
一C

2 7

比值相



l 期 尚慧芸等
:

陆相沉积盆地指相生物标记物及分子参数 11 3

对 较高
。

松辽盆地K
; g ” 2 十 3

为0
.

27
,

而鄂尔多斯盆地 J
, 1 / 6 未测出

。

半深
一深水湖相 以车营凹陷 E s 3

段和松辽盆地 k
; q ” : 十 3

样 品 相 比 较 ( 图 3 ) 其

m /
e 1 91 质量色谱图中

,

降霍烷小于霍烷
,

降 霍 烷 /蕾 烷比值分别为0
.

56 及 0
.

5 3 ,

与沼

泽相明显不同
。

而艺C
Z ; 十 C

Z 。

/ 芝C
, 。

比值 较 低
,

分 别 为 0
.

82 与0
.

84
,
一

没 有 发 现臭利

烷
,

三环菇烷含量也明显降低
。

从 m /
e 2 17 质量色谱图中可见艺C

: 7 /艺C
Z 。

比值较高
,

与

沼泽相比较
,

则芝C
Z ?

明显的大于艺C
Z 。 ,

其比值分别为 0
.

89 和 0
.

86
, 4 一甲 基C

: 。

/ 5

a
一C

: :

比值
,

较沼泽相明显降低为 0
.

18 及 0
.

1 6
。

滨湖相选择了辽河凹陷 E s 4

段
,

与松辽盆地 K
, q

’‘ 2 。

段比较
,

其菇烷及泌烷 的特征

介于沼泽相和半深
一深水湖相之间

。

关于三环花烷
,

由于样品处理方法不同
,

一些样品中无三环砧烷
,

但是从已有资料

可见
,

在深水湖相含量相对较低
,

而沼泽相及滨湖相含量相对较高
。

综上所述
,

将我国儿个陆相沉积盆地不同沉积相带
,

菇烷及街烷的分子参数
,

归纳

如表 3
。

表 3 我 . 几个陆相沉积盆地不同沉积相带花煌及苗旅 , 致比较裹

T a b le 3 C o m p a r is o n o f p a r a m e t e r s o f tr it e r P a n e s a n d s te r

a n e s o f th e d iff e r e n t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e s b e lt s i n

s e v e r a l e o n t in e n ta l fa e ie s b a s in s o f C hi n a

盆 地 一

,

相
(凹 陷)

1三环菇烷

井号 层 位

菇 烷 菌 烷

羞 烷
些
班

丝
烷

叉C 2 7 + C Z 。 艺C : ,

乏C 2 9

4一 甲基一C Z 。

5 2一C : ,

松 辽一

一

都 尔多斯

松 辽

辽 河

松 辽
.

车 营

沼 泽 相

沼 泽 相

·

滨 湖 相

滨 湖 相

霍 1 井 }K
: q

” 2 + 3

半深
一

深水 湖相

半深
一
深水 湖相

岭n 井

杜4 0 6

齐3 3

大川

营 10

J: 1 / 6 /

K 1 q
n Z , 3 < 0

.

3 ,

E s 4 3
.

6 9

K i q
·

2 ‘ 3 < 0
.

4 5

E s 3 /

三
、

指相生物标记化合物及分子参数

通过对同一盆地
、

同一层 位的不同沉积相带及不同盆地
、

不同层位的相同沉积相带

的菇烷及街烷的比较
,

并应用有关地球化学指标相互验证
,

使我们对生物标记化合物及

分子参数
,

作为陆相沉积盆地不同沉积相的环境指标
,

有 了初步的认识
。

在宏观地球化学方面
,

如有机碳
、

氯仿沥青
“ A ”

及其 组 份
、

饱和烃 /芳香烃
、

正

构烷烃色谱图
、

干酪根镜下鉴定及其H /e 原子比
、

稳定碳同位素
,

以 及 微 量 金属元素

等
,

在区分海陆相沉积环境
,

及在沉积盆地中区分不同的沉积相带
,

已 显示出其应用效

果
。

生物标记化合物是在分子水平上选择的环境指标
,

这是对以往工作的一个补充
。

根

据以上讨论可见
,

生物标记化合物
,

可以对沉积物中有机质的来源及环境
,

提供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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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5 〕
。

现将不同沉积相 带的指相生物标记化合物及分子参数
,

结合宏 观 参数
,

简要

归纳如下
。

沼泽相 有机质主要是以陆生植物碎片以组成
,

在未经较高成熟作用下的样品
,

其正构烷烃以高分子量 C
2 5

以上碳数占优势
。

C
: ; + C

: :

/ C
: : 十 C

: ,

比值低
。

具有类异戊

二烯烷烃 ( iC
I 。

一 iC
: 。

)
,

姥纹烷 /植烷比值大于 工
.

2
,

姥蛟烷 /正 十 七 烷 比 值含量较

高
。

三环菇相对含量较丰富
。

蕾烷系列中降蕾烷大于或等于 霍 烷
,

降蕾 烷 /蕾 烷 比 值

高
,

三C
: : 十 C

: : / 万C
。 。

比值高
。

而街烷中C
: 。

的谷街烷比C
: 7

胆苗烷高
。

一 般 认为是成

煤相带
,

具有生气条件
,

而当条件适宜时
,

有较低的生油潜力
。

半深
一深水湖相 其沉积位于波基面以下水体较深的部分

,

以泥质岩 为 主
,

为弱

还原一还原环境
,

有机质来源以水生生物为主
。

其有机碳含量一般为 1 一 2 %
,

正构烷

烃组成 以C
、7 、

C
, 。 、

C
Z ;

占优势
,

C
: : 十 C

: :

/ C
: : 十 C

: 。

比值较高
。

具有 异戊间 二烯烷

烃 ( iC , 5

一 iC
: 。

)
,

姥易烷/植烷比值为 1
.

2一 1
.

8 ,

姥鱿烷 /正十七烷小 于0
.

5
。

三环菇

烷相对含量低
,

在霍烷系列中
,

降霍烷小于霍烷
,
艺C Z : 十 C

: , / 艺C
: 。

比值均较高
。

街烷

中C
: 了

街烷的相对含量较高
。

半深
一
深水湖相为较好的生油相带

。

滨湖
一
浅湖相 位于洪水面与枯水期水面之 间

,

砂质岩发育
,

水动力 条件复杂
。

具有氧化
一弱还原环境

,

其各项地球化学指标
,

介于上述两相带之间
,

具 有 一定的生油

条件
,

一般为较好的储油相带
。

四
、

结 语

通过以上讨沦
,

初步获得 以下认识
:

( 1 ) 不 同沉积相带一般具有特定的沉积环境及有机质来源
,

因而具有不同的菇烷

及幽烷特征
,

生物标记化合物可 以表征沉积环境和有机质的来源
,

可 以做为指相标志之

一
。

虽然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刚刚开始
,

但它的应用是有前途的
。

( 2 ) 通过本文的研究
,

提出的指相生物标记化合物及分子参数菇烷中如臭利烷
、

蕾烷
、

T u / T S 、

万C
: 7 + C

: 。

/ 艺C
: 。 、

C
: 。

/ C
3 。 ,

街烷 中 的 万C
Z 了

/ 艺C
: 。 、

4 一甲 基一

C
Z 。

/ s a
一C

: 7

等标志
。

( 3 ) 在某种情 况下
,

可以只用一种特征化合物去称沉积相问题
。

然而
,

这种方法

应用时要慎重
,

因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
,

它还受到成熟度
、

运移条件的影响
。

由于研究地区及样品数量有限
,

所做的工作仅仅是初步的探讨
,

不同地质条件的盆

地
,

可能有所不同
,

待不断地深入研究
,

逐渐补充完善
。

石 宝衍同志
,

及吴 崇药教授审阅了本稿
,

并提出宝贵意见
。

大庆油田
、

胜利油 田
、

辽河油 田
、

长 庆油 田提供 了分析样品
,

谨致谢意
。

( 收稿 日期
: 1 98 2 年 5 月 2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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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 D IME NTAR Y FAC !E S !ND IC AT OR S OF B !OMAR KE R S AND

TH E IR MOLE CULAR PAR AME T E R S !N T ER R E ST R IAL B ASINS

S ha n g H u iy u n Jia n g N a ih u a n 盆 .

( S e lo n t王fie R o s e o r e飞1 1。 , t lt o to o f P。士r o le u :几 E x p lo r
.

t io :1 : 们日 D e 、 e lo , :1 。 : 士,
n 。 ;J i

n g )

A b s tr a e t

5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 o s 15 th e m a j
o r e o n t r o l o f p e tr o lo u m o r ig i n ,

m i g r a t io n a n d d is -

t r ib u t io n in t e r r e s t r ia l b a s in s .

T 五e e o m m o n s t u d y m e th o d s o f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e s a r e

b a s e d o n th e e h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s e d im e n t a r 了 s e q u e n e e a n d v a r i o u s m a r k o r s s u e h

r o e k f a e ie s ,

m in e r a l fa e ie s ,

b io lo g ie a l f o s s ils
,

t r a e e f o s s ils
, r o e k s t r u e t u r e , e t e . a n d

th ey a r e e la s s if ie d b y g e o e he m ie a l in d ie a t o r s .

W e h a v e u s e d G C 一
M S t o a n a ly z e th e

s a m P le s o f d iffe r e n t s e d i口 e n ta r y fa e ie s ( s w a m p fa e ie s ,

lit to r a l a n d s h a llo 二 w a t e r

la e u s tr i n e fa e i e s , s u b d e e P一 d e e p w a t e r la e u s t r i n e fa e ie s ) o f t r it e r p a n e s a n d s t e r a n o s

1 n a n a t t e m P t t o fi n d o u t t h e s e d im e n ta r y fa e i e s in ({i e a t o r s o f b ; 〕 tll 、r 卜。 [ ; a 了ld 士12 。 }:
·

m o lo e u la r P a r a : n 。 { c 。: 1 0 t o r r o s t r ia l b 几 s in s

5 e d i m o n t a r 、
·

f几 e ic 、 i n d ie a t o o o f 10 10 : n : 、犷长e : : 15 o n c o 厂 士l了c 次l o a n s o 「 n , 。a s
、

;
·

e : n
一

: t

t o s t u d y s e d im o n ta r丁 fa e ie s o n m o le e u la r Ie v e l a n d i t 15 a ls o a e o m p le 爪 e n ta l m e a n s

t o t h e e o n v e n t io n a l m e th o d s
.

In g e o lo g ie a l p o r io d
,
th e b io m a r k e r e o m p o u n d s h a d m o r 。

5 t a b le e a r b o n s k e le t o n ,
th e 手

,

t r a n s fe r r e d th e i n f o r m a t io n s o f p r im a r y li v in g o r g -

a n is m s , a n d w e r e e lo s e ly r e la t e d t o b io lo g ie a l b o d ie s
.

T h e s t u d 丁 o f s e d im e n ta r 于
-

fa e i e s o f t e r r e s t r i a l b a s in s h o w s t h a t t l, e t y p e o f o o g a n ie m a t t e r i n s o u r e e r o e k s 主s

e o rt t r o lle d o n th e p la n e b y th e b e lts o f th e s e d itn e n t a r y fa e ie s
.

L a n d p la n t s a r e

m o s tly d is t r ib u t e d o n t h e la k e s h o r e ,
w h e r e a s a q u a tie o r g a n is m s a t th e e e n tr a l p a r 七

o f th e Ia k e
.

T h e r e fo r e ,

t h e b io m a r k e r s u s e d t o r e e o g n iz e t h e t y p e o f o r g a n ie m a t t e r

a n d th e i r m o le e u la r p a r a m e t e r s m a 手
·

a ls o b e u s e d a s e o m p o u n d s o f fa e ie s 三n d i e a to r s

0 f b io m a r k e r s
。

D if fe r e n t f a e ie s f r o m lo w e r C r e t a e e o u s
Q in g s h a n k o n Z 一 3 m e rn b e r o f S o n g li a o

b a s in
, a n d s a m p le s o f d iff e r e n t a g e s b u t in the s a tn e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e s fr o m P a le -

a g e n e S h a 五eji
e fo r tn a t io n o f B o h a i B a y b a s i n ,

lo w e r C r e t a e e o u s
Q in g s h a n k o n Z 一 3

m e m b e r o f S o n g lia o b a s i n ,

J u r a s s ie Y u n a n fo r m a t i o n o f E r d u o s i b a s in h a v e b e e n

a n a ly z e d by e o m p a r in g a n d e x a m in i n g t r it e r p a n e s a n d s t e r a n e s f r o m d iffe r e n t s e d i-

m e n t a r y f a e ie s a lo n g w ith g e o lo g ie a l a n d g e o e h e m ie a l d a t a , a n d th e r o f o r e w e h a v e

g o t s o m e k n o w le d g e a b o u t s e d im e n t a r y f a e ie s in d ie a t o r s o f b io m a r k e r s o f th e t e r r e -

5 t r ia l b a s in
。

B a s e d o n th e s t u d丁 o f b io m a r k e r in s e d irn e n t a r 冬
,

fa e ie s b e lts f : o m t l工e b o s in s ,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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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a v e s u g g e s t e d th a t o le a n a n e ,

C 2 9一 h o p a o e / ‘C 3 o一 h o p a n e ,

T m / T g
,

艺C 2 7 + C 2 9 一 h o p a n e / 艺

C 3 0 一 h o P a n o s a n d艺C 2 7 一 s t e r a n e s
/ 艺 C 2 9 一s t e r a n e s ,

理 一 m e t ll yl一C 2 9 一 s t e r a n e s
/ s a 一C 2 7 一 s t e r -

be

a n e s e a n b e u s e d a s in d i e a t o r s o f

u s in g g e o e h e m ie a l p a r a m e t e r s ,
t!l e

t h e b i o m a r k e r s a n d m o le e u la r P a r a m e t e r s .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 e s b a n d s m a y
e la s s ifie d

B y

a S

.

.

fo llo w s : T h e s w a m p f a e ie s ,
in g e n e r a l

, e o n t a in o le a n a n e a n d C 2 9 一 h o p a n e / C 3 o 一h o p a n e ,

T m / T S
,

艺 C 2 7 + C Z g / 艺 C 3 o a r e h ig h e r ,

w h ile i n s te r a n e s 艺 C 2 7 / 艺 C 2 9 1 5 r e la t iv e ly

lo w e r b u t th e l 一 m e th 3 1一C 2 9 / s a 一 C 2 7 h i g h e r .

T h e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o f s u
b d e e p 一d e e p

la e u s t r i n e f a e ie s 15 e o n t r a r y t o t h e p r e v io 住 5 d is e u s s io n
.

T h e la k e s h o r e fa e ie s a r e

m o d e r a t e in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o f th e t w o m e n t io n e d a b o v e
.

T h e a u th o r s b e li e v e t lz a t b e t t e r r o s u lt s e a n b o a e h e i、
一

。 d if fa e ie s i n d i e a t o r s o f

b i o m a r k e r s a n d th e i r m o lo e u la r p a r a m o t e r s a r 。 : : s e d 士0 e l。 , , if手
一

th e s e d im e n t a r y

fa e i e s i n e o m p a zl}
一

w it h 9 0 0 1 0 塞ie a l a n d g o o e h e m ie a l p a r a m e t e r s .

T h e b i o m a r k e r s a n d

t h e ir p a r a m o t o z
·

5 5 : : 9 9 。 : : 。d in t !1 ; : p o p o r 11 。、
一

。 5 11 0 叭
一

: 1 th 。 ; r o p p l ie a b ilit手
,

to th o S a n i -

P 1 0 5 s t tl d ie d
.

“石油系统沉积相成果交流会
”
在辽河油田举行

82 年 5 月 26 日至 6 月 4 日
,

石油系统沉积相成果交流会
,

在辽河油田圆满结束
。

出席这次沉积相会议的有来自全国 22 个省
、

市
、

自治区 27 个单位的 1 11 名代表
.

还邀 请了高 等 院

柱
、

科学院代表 6 名
。

大会重点围绕三角洲 沉积和浊 积两个专题
,

进行了大会报告
,

分组讨论
,

岩 心

观 察
。

会议收到成果报告
,

学术论文 19 篇
,

大会交流 18 篇
,

其中高等院校和科学院代表所作的 5 篇总

结性 发言得到会议代表的欢迎
。

‘
!

,
国沉积学会副理事长昊崇绮教授在会上作了报告

,

受到与会者的重视和好评
。

通 过这 次会议
,

代表们提高 了沉积相研究对油气勘探重要性的认识
,

普遍反映沉积相的研 究不仅

能为 浮找隐蔽油竣货 明方 向
,

而 且能 为老区佗潜
,

折叹 勘探提供 卜分重要 的资料
,

从而 增强了沉积相

研究的信心
。

整个 会议期 间
,

发扬 了学术民主
,

畅所欲言
,

各述己见
,

取 长补短
,

重点突 出各沉积体 系特征和

形成机理
,

从而统一 了认识
。

对某些有争论的问题认为需继续工作
,

留待今后解决
。

整个会 议自始至

终既严肃紧张
,

又生动活泼
。

这次沉积相成果交流会内容丰富
,

安排周到
,

为各单位沉积相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相 互交流学术观

点和工作成果的良好机会
。

(唐祥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