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弟 1 卷第 3 期

1 9 8 3 年 7 月

沉 积 学 报 飞
了 0 1

。

1 N O
,

3

_

\C T
_

r

、 S E D I入IE N T O L 〔)G IC A S ] N IC \ J、, l手二 2 9 5 3

沉积岩中铀
、

社
、

沈平 朱惠英
( ‘

{
, }
干} 份

一

F(兰
_

月债{立

钾分布特征

徐永昌
‘

几石r丁户乙 !
:
{丁 、

;,亡积宕
,

1
,

袖
、

l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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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丈全含人们带来;、〔积环 l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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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来 ;{bl
、

;
, L积j

二

川
,

稀1’j
’

、

体关系和地热状态等信它
、 ,

对寻找沉积型 自然放射性元素也 是重要的华础 以乍
。

七
一

卜年代以来为开展含油气沉积盆地的铀
、

社
、

钾分布特征的研究
,

我们先后建立

了沉积岩 中铀
、

让
、

钾 的、
, 一
能谱测定法及 化学量测方法

:

对我国几个含油气盆地各种沉积

岩进行了铀
、

让
、

钾的浓度测量
.

取得了一批基础数据
。

本文以陆相沉积为主
,

讨论了铀
、

让
、

钾的分布特征
,

在此基础
_

L进而探讨了它们的古环境意义
,

与有机质关系等地球化

学 问题
。

基础数据主要是根据野外工作期间采集的钻井岩芯样品
.

用丫一能谱法测量的结 宋 ”

铀
、

让
、

钾测定所选用的 丫一能谱分别为
:

l之a B的 0
.

29 5和 0
.

3 5 2 入l。、 的 加 和 峰
; 0

.

2 3 8

人!e 丫T l飞B ; 1
.

4 6 M e Y K
‘ “ 。

其中铀听选用特征峰与文献资料不同
.

我们的考虑是
.

0
.

2 9 5

M e丫和0
.

3 5 2 M c V 的加和峰是处于 让系0
.

2 3 8入le V 特征峰的下降阶段
,

与社峰分离好
,

并

且在这个能量范 围内探测效率仍然比较高
,

峰的自吸收少
,

样品密变变化影响较小
。

实验使用仪器为 日本 E D S一 3 4 20 8型 2 00 道脉冲高度分析仪
。

仪器连续工作八小时通

漂移在 士 1 道范围内
,

计数率变化在 士 1 % 以内
。

方法的灵敏度为 2 p p , n ,

方法的误差用回收检验所得的结果为 土 15 ~ 20 绝。,

与化学

法进 行比较误差为 二 2 0
‘, 。

一
、

沉积圈铀
、

社
、

钾丰度分布特征

J
.

J
.

W 罗克斯等 ( 1 9 6 9 ) 指出
,

在地壳沉积圈不同相带的沉积物中铀
、

让
、

钾具 有

一定的分布规律
。

砂岩一般含量低
·

铀0
.

巧一 3
.

21 PP m
,

让1一 g PI)
:飞1

.

rrl
l 、、比 为 2一 3

、

个别 T h /u 比值可大于 9
。

泥页岩铀平均含量为 3
.

7P p m
,

T h ,‘u 比 3
.

5一 生
,

与一般大 陆

壳中铀
、

让平均浓度相似
。

灰色
、

绿色页岩社含量 1 2 p p , 11 ,

黑 色页岩 让含量变化大而铀

含量高
,

一般为 IOp p m 左右
,

最高达12 4
.

4 p p m
,

所 以T h/
‘

u 比值低
。

红 色页岩铀 1 一 2

Pp m, 社含量高
,

故 T h /u 比值也高
。

碳酸岩铀平均含量为 2 PP m
·

让约为 2 p p m
,

Tl
‘/ u

比为 1 左右
。

石灰岩和 白云岩之间的变化小
,

蒸发岩 中铀
、

让含量很低
。

现将我 国五个沉积盆地沉积物中铀
、

让
、

钾测量结果列于表 1 ,

可以看出
,

泥页岩

一砂岩一碳酸岩铀
、

让
、

钾含量 以及T h厂U 比值有规律递减
。

幼 参姐此项欣射 性
、‘素 分析者还 仃胡 秀英 月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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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飞 沉积物中铀
、

牡
、

钾平均含 t

T a b le 1 T h e
一

气Y e r a g e e o n t e n t s o f U
,

T h a n d K in tll e s e d l m o n t s

行 性 样 品 数 铀 PPI: l I
,

l
’121 钾 书 T 11 ‘

t

仪 酸 炭

为了解海相沉积物和陆相沉积物中铀
、

计
、

钾分布特
J

傲
,

我们将四 川盆地海相沉 积

物的分析结果 列于表 2
,

其它陆相沉积物的测量数据列于表 3
。

表 2 四川盆地海相沉积物中铀
、

社
、

钾分布特征

T a b le 2 D i s t r ib u t io n a l e h a r a e t e r i s t ic s o f L
,

T h a n d K i n t h e m a r in e s e d im 〔 n ts

in t h e S ie h u a n b a s in

宁下 品 数 钠 玉
J
Pn l 仁 FFn l 钾 形

9— 1 8 O
。

2 了一凡
.
们:飞 1一 8

。 、

二 二 。
(J ‘J 一

3 _ ; - 一

丁丁 2
.

的 3
.

;

紫 色 之吧
6一 l弓

l0

O
。

3 3一 1
。

8丁

{耳
‘; p一 ! 2

,

少 . 少

()一 4
。

1 1

(1
。

6 2

()
.

4一凡
.

八

1
。

2 2

男
l、

。

1 弓一 [
.

2 ()

O
。

C i

万 王于 l 一

从表 2 可见四 川盆地 海相沉积物 中铀
、

甘
、

钾浓度 分布特征是
:

由泥岩一石灰岩一

自云岩到石膏
,

铀
、

计
、

钾含量和
’

r l, 厂匕比值大体 七逐渐变低
。

从表 3 可见
,

山泥岩
一粉砂岩

一

砂宕
,

铀
、

让
、

钾含量和 f l、/ U 比值总趋势逐渐下险
,

钾含量在砂岩 中稍有增高
。

在陆相黑 色碳质泥贞岩中
,

铀
、

让
、

钾含量均较高
,

抽 2 一 川

p p m ,

让 1 2一 2 7 p p m
、

钾 3
.

1 4一 4
.

4罗百
,

T h / U 为 3
.

5一 8
.

5
。

陆相泥页岩中铀
、

让含量比

海相高
, ‘

r h / U 比值较高
,

其 中陆相泥岩中铀浓度变化大
。

参照J
.

人
.

5 亚当斯等所作沉积岩中让和铀的分布图
.

绘制了我国海
、

陆相 ;兀积物中

油
、

i上分布 ( 图 l )
, }[J’以看 出

,

海相各类i兀积岩中铀
、

计 分布范围
一

与亚当斯等的资料

相 吻合
。

石膏尽营只分析一个样品
,

但其铀
、

让含量极低
、

分布于蒸发岩范围
。

石灰岩
、

自云岩在石灰岩们
1 / U 低比佑区

,

泥岩价:灰
、

绿色贝岩的 列 、/ U 中比位区
,

砂岩分布 f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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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

钾分 布特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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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陆相沉积物中铀
、

社
、

钾分布特征

T a b le 3 U i s t r ib u tio n a l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e s o f U
,

T h a n d K in th e n o 几一 m a r , n e s e d i
-

n 飞e n t s

十不 品 狡 铀 p P! n p p m 钾 万 f h u

;吐 页
2一 1 1

3
。

7

O
。

1 3一 1
。

至

1
。

9 5

1
。

3一 9
。

万

3
。

8

1一 丁 3一 {门

3
。

5 6
。

‘

飞

(、一 (飞 几一 沙

1
。

三 盆 丁

1 1
.

1 门一 2
。

{ }

l 。

O )

, )
.

}3一 卜

1
。

7

月
。

In一
扮厂

积矿床的高比值区
。

因此
,

四 川盆地海相沉积物 中铀
、

让分布与海相的一般分布规律相

符
。

陆相沉积物 中铀
、

让的分布是
,

泥岩属中一高比值范围
,

砂岩的铀
、

让变化大
,

泥

质粉砂岩在
‘

l
’

h / U 低比值区
,

砂岩在T ll/ U 比值上 限
。

二
、

陆相沉积盆地铀
、

牡
、

钾分布规律

前已叙述了各个沉积盆地各类沉积岩铀
、

社
、

钾分布的总的特征 有关陆栩沉积盆

地
,

岩性和岩石时代的有关数据归纳
,

整理于表 4 和图 2 中
。

一一 一 一 一一八
高比值

戈海陆相、
\砂岩

_

级化带水
解产物枯土

主
:

沉积岩中计铀的一般分布 石
:
我国 海 陆杭}沉积 山

‘

铀一 般分布

困 1 沉积物中铀
、

杜分布对比圈

l了1 9
.

1

le f t
:

,
·

1g h t
:

D is t r ib u t io n

D is tr ib u ti o n

d ia g r a m o f u r a n i u m
. a n d th o r i u m in t ll o s e d i m e n ts

o f u r a n iu m a n d t h o r i u m in t h e s e d im e n ta r手
一

r o e k s

U r a n l ti 口1
a n d t h o r i u m iri t h e m a r in c a n d n o n 一m a r i n e

5 眨
·

d im e n t s

D is t r ib u t io n o f

in C h in a

1
.

同一沉积盆地岩性与铀
、

牡
、

钾分布

以下辽河第三系为例 ( 表
.

1 )
。

随着岩石粒级变细
,

铀
、

社
、

钾含量 以及 T h U 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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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陕 沙芍
’ 2一卜辽 河 3

.

花海 :
‘

洒 自

图 2

l 〔
.

止 1) ; 、屯1 } l川
l 。川

。〕l 飞
.

陆相沉积岩中铀
、

牡钾分布关系

l
‘

11 a 11 d l反 i , 1 t lz u s c d 盈n z c 工1 几5 u f 走c f f 仁 、 1 { f
〔
I c , c 、

吐都呈现规 津性的增大
。

如从泥质粉砂
一粉砂质泥岩一泥岩

,

铀
、

让
、

钾的含 量变化分别 为

抽 2 一 2 一 1
.

7 p p xn
,

让 7
.

5一8
.

8一9
.

sp p m ,

钾 0
.

1 一5一0
.

2 3 0一 0
.

3 0 1少
一

石
。

T h / U 比 为

3
.

7 5一 4
.

士一 5
.

7 6
。

这种规律性 的变化在花海盆地
、

陕甘宁盆地也较明显
C

酒西盆地基本

在同一含量范围
。

陆相沉积盆地岩石粒级的变化基本上是不同沉积相带的反映
。

不同沉积相带岩石 咬
’

铀
、

让
、

钾含量的规律分布
,

反映了不同沉积环境对铀
、

社
、

钾分布的制约作用
。

2
.

不同沉积盆地同一岩性铀
、

社
、

钾的分布

暗色泥岩有机质 卜〕;下
,

少亡
一

种i汗: i胡衬I还 取;〔Jl;境的言, t;积物
,

了11综观 表 飞 又j
,

齐盆地 i吧少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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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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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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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陆相沉积盆地中铀
、

牡
、

钾分析橄据表

T a b le 4
_

\ n a l丫 t ie a l d a ta o f U
,

T h a n d l又 in th e n o n 一m a r in c s e d i m c n ta l
·

、
·

b a , in ,

铀 t T I- 钾
地 I’: 层位

.
六 性 T h

‘
L下 样品数

1、Il m l、1卜盯1 厂

泥 岩 豁
7 一 1 8

9
。

8

O
。

1 1 5一 0
。

3 1 5

0
。

3 0 1
5

。

7 6 2 7

粉砂质泥岩
1一 3 7一 1 2

E 2 8
。

8

0
。

1 13一 0
。

2 6 2

0
。

2 3 0

泥 质粉砂岩
7 一8

7
.

5

下河辽盆地

0
。

1 0一0
。

13

0
。

1 15
3

。

7 5

泥 我
5一 7

6
。

0 澎
0

。

7 7一 l
。

9 1

1
。

5 1
O

。

7 0

K

砂
、

粉砂岩
5一 7 3一4

6
。

0 3
.

3

1
。

4 6一2
。

1 1

1
。

5 6
0

。

5 5

洒西盆地

泥 岩 羚
3 一 13

7
。

8

O
。

2 2一 2
。

1 6

1
。

2 9
2

。

0 5

粉 砂 转 玲
4一 1 0

7
。

4

0
.

8 6一 0
。

3 8

1
。

1 2
2

。

8 5

砾状砂岩
1一 6

J 一 J

3 一 6 O
。

9 6一 2
。

7 3

]
。

6 6
1

。

3 0

K

花海盆地

页
2 一9

4
。

3

1 0一卫2

7
.

9

0
。

丁4一 4
。

3

2
。
林了

砂 吸泥 ;窗
13一 jg

1 6
。

3

2
。

丁不一 3
。

于了

3
。

22

杂 色 泥 我 5
。

0 1 4 2
。

3 2
。

8

r
.

⋯砂 岩 1
。

8 5

泥 岩
1一1 1

4
。

0

1 1一 2 7

1 5
。

3

0
。

7 3一 4
。

魂

2
。

5 3
3

。

8 4 2

甘宁盆地

含 砂 泥 岩 12 2
。

5 7 1 2

砂 岩 1
。

8 8

岩中铀
、

牡
、

钾的分布数据
,

可以把四个陆相含油气盆地的泥页岩 划分为四种类型
井

神( i )下辽河盆地第三系泥页岩为低铀 (i
.

7 p p m )
、

中社 ( 9
.

sp p m ) 低钾 ( 0
.

3 0 9

, 以 泥页岩坟 计铀
、

牡
、

钾 的平均值为 中等浓度
,
明显高于 此值者称高值

、

反之 称低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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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
‘

I
’

}1 、
‘

IJ比 ( 5
.

了6 ) 的沉积物
。

( 2 ) 酒西盆地白垄系泥岩为高铀 ( c p p m )
、

低针 ( 4
.

2 p p m )
、

中钾 ( 1
.

5 9石)

低T h / U 比 ( 0
.

7 ) 的沉积物
。

( 3 ) 花海盆地自平系泥岩铀 ( 3
.

s p p , 11 )
、

11二( 丁
.

s p p m )
、

钾 ( 2
.

2 9 门

百) 属中等

含量
,

但 T h / U 比 ( 2 ) 为低值
。

这是由于铀具有页岩的平均值而社含量却低于页岩的平

均浓度所致
。

( 4 ) 陕甘宁盆地侏罗 系和三叠系泥页岩具有相似的特点
.

即中铀 (l
.

t一 4
.

O p p m )
·

高乍t ( 1 7
.

9一 ] 5
.

3 p p rn )
.

高钾 (
一

1
.

4一 3
.

8 9毛 ) 和正常的T h / U 比 ( 一 8一 3
.

5 )
。

_

匕述特点反映在图 2 中
.

四个含油气盆地的泥页根据 T h一 U
,

K 一U 所作关系图其点

群分布基本 自成体系互不重叠
。

这些特点显然不是决定于沉积相带的特点
,

而是由于不

同含油气盆地具有不同的地质构造背景
,

蚀源 区不同
,

沉积物来源的差异所决定
。

对于陕甘宁盆地侏 罗纪和三叠纪的泥页岩虽然时代不同却具有相似的铀
、

社
、

钾分

布和近似的T h / U 比值
,

这表明陕甘宁盆地从三叠纪到侏罗纪湖盆具有继承性
。

在这一地

质历史时期
,

该区为一广阔稳定的湖盆
,

具有基本相同的蚀源区
,

物质来源相似
,

从而

保持了铀
、

牡
、

钾和T h ‘U 比的相似性
。

三
、

铀
、

牡
、

钾分布与沉积环境

铀
、

针是两个地球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
,

因此
.

讨论元素的地球化学行为时常把这

两个 自然放射性元素放在一起讨论 在 内生作用 中它们经常以近 似比例相伴而生
:

因此
.

在地球物质和宇宙物质中具有近似的 f l, /

U 比
—

3
.

5一 l
。

但是
,

在外生外用过程
.

由于铀
、

针地球 化学性质 匕听存在的一些差 异
,

导 致 了

铀
、

公l的分离
。

控制沉积岩中铀
、

牡分布的主要因素是
:

( l ) 铀在外生作用过程中可氧化成铀酸

离于 ( U O 二)
,

它在水中有很好的溶解 度
,

针则不具这种特性
。

因此
,

在风化
、

淋 滤过

程
.

沉积盆地物源区的铀发生迁移
,

而针则残留较多
。

( 2 )铀酞离子在还 原环境
,

碳酸

盐 中等的情况下
,

从溶液中沉淀出来
。

( 3 )粘土对于社具选择性吸附
,

故牡的分布常与

枯土有关
。

稳定矿物中的社
,

是沉积物 中让的另一个重要来源
。

沉积岩 中的钾主要 与粘土矿物含钾是和物源区含钾 矿 物 有 关 (
(
卜

.

、
.

、
.

: e 二 c C 。 n
.

! 9 6 9 )
,

在沉积盆地 中通常在近岸浅水带钾含 带较高而海洋的开扩部分钾含量减少
。

陕甘宁盆地 中尘代泥典岩 中铀
、

社
、

钾分布的一个贡要特点是它 们的含量与北美和

俄罗斯地台泥页岩的统 计 挤均值相当接近
.

‘

f!
, { 比也处于地壳物质的一般范围

。

其 中

仅让稍高
,

导致 日 : t 比位也稍偏高 ( 见 表 I )

陕甘宁盆地 是找国中新 生代第二大沉积盆地
,

沉积血 积达月万
‘

}毛方公里
,

中
、

新生

界总厚 4 0 0 0一5 0 0。术 匕
.

三叠统为 华潮 i显查乙候
,

水介质 为淡水 一微咸水
,

为湖泊的全盛时

期
。

沉积了分布很广的暗色泥岩层
,

富有机质
,

!:述地 质背景 可能造成物源区化学分化

作用充分
,

水体中具有较为稳定的物质组成
。

铀
、

让
、

钾的物质来源接近于海盆一般泥

页岩形成的条件
,

湖泊 以较为稳定的方式从上三叠发展到下侏罗
,

导致下侏罗统泥页岩

也具有与海相一般泥页岩相似的铀
、

让
、

钾组成
。

当然铀
、

针
、

钾的分布随时间和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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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的不同也显示了一些差异
。

位于盆地北部的吴旗和湖盆 中心的庆阳
,

在铀
、

牡的分

布上为吴旗地 区铀低 (2 8 p p m )
,

社高( 1
.

7 1 p p m )
,

而庆阳地区则显示出铀高(5
.

7P p m )

和牡销低的特点 (图 3 )
,

铀
、

牡的这种分带与吴旗接近浅水相带的古沉积环境是一致

(t勺
。

数 1

吴旗地区

12 1 4 16 1 8 20 22

失以
53
通.1胜赎

一

嵘
庆阳地区

西部地 区

} 解 l 一6 7 4 )

Fi义
.

3

5 e r l e s

图 3 映甘宁盆地不同地区上三 . 统 ( T 3 y 3 ) 泥岩中铀
、

牡
、

钾分布圈

D 1 s t r i b : l t io n o f l丁
,

T h a n d K in t h e m u d s to n e o f t h e U p p e r T r ia s s ie

( T 3 、 3 ) in S h a a n x i一G a n s u 一 N in g x ia b a s i n s

从上三叠到下侏罗统
,

铀基本处于稳定值 (从 4 到 4
.

l p p m )
,

但社值有较明 显 的

增加 ( 1 5
.

3到 1 7
.

gP p m )
。

钾量也稍有增加 (从 2
.

53 到 2
.

8 7 叮 )
,

这可能与湖盆面积有

所缩小
,

湖盆水深相对变浅物质区 相对较近等有关
。

下辽河盆地 针
、

钾含量增加比较明显的指向了近岸浅水带的方向
,

但也存在一些我

们还未认识的现象
,

如下辽河盆地泥岩中具非常低的铀和钾
,

但牡却相对正常
。

酒西盆

地在铀
、

钾相对正常的情况下
,

牡值却较正常值低两倍左右
。

这可能与物源区的特点
,

沉积水盆的地球化学特征有关
。

四
、

沉积岩中铀
、

社
、

钾的分布与有机质的关系

1
.

有机质丰度与铀的 , 集

对泥页岩 中铀的分布
、

进行了较多的研究
。

俄罗斯陆台粘土岩铀的平均含量为 4
.

l p

p m
,

北美为 3
.

2 p p m ,

据不同作者的资料 ( C
.

M
.

曼斯卡娅
、

T
.

B
.

德罗兹娃
, 1 9 6 4 ) 黑

色海相页岩 中铀的含量高者可达 1 00 一Zo o p p m
,

含铀的黑色页岩
,

其特征为碳和沥青含

量也高
,

同时富含硫化物
,

含碳
,

不含碳酸岩
。

形成黑色页岩的基本条件为存在还原环

境
。

在静滞水区由于硫化氢作用的结果
,

使铀 ( \I ) 还原为铀 ( W )
,

从而使水介质 中

的铀沉淀下 夹
。

有机质的分解也可使铀 ( 研 ) 还原为铀 ( F )
,

有机质还可 以吸附铀
,

这些都是海 川黑色页岩中含铀高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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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研究的五 个沉积盆地中
,

以泥岩铀含量较高
,

最高达 11 p PI ” ,

泥岩的有机碳

含量高
,

富含生物化石
,

有菱铁矿和分散状黄铁矿
、

还原硫 ( 5
一

) 一般大于0
.

2 0 %
。

表

明泥岩沉积于深水湖相的还原环境
。

四川盆地
、

酒西
、

花海盆地有机碳与铀含量的变化

l及正相关系 ( 图 4
、

5 )
。

根据四川盆地威远构造剖面 ( 图 6 )
,

有机质的含量变化与铀
、

针
、

钾浓度分布规称

‘

⋯
厂日
曰日日川日

.

叫八
时代 岩性

-

一
一

仁
.

有机碳 { 还原瓦
一

:

〕一二匡泣{

灰色 白云
‘

川

景袄色 浅泛

、l
es

|
l

es

l|l\少l卜
尸
厂l

\

�

训lesl

|州
紫色价砂质汉 宕

灰 一探袄 色观 岩

灰绿色泥岩

灰色灰岩
深灰 色泥岩

含碳泥岩
灰 碌色砂岩
灰黑色灰 岩

一落一

习

: 训
S

、 ;

深灰色灰岩

深灰色 泥页岩

灰黑色泥面岩

灰黑色碳质泥岩

浅色灰岩

探灰色灰岩

探灰色泥岩

灰绿色砂岩
深灰色页岩

深灰色泥岩
灰色白云岩

深灰色灰岩

灰色灰岩

寒

/\厂!卜
月

||
探灰色泥岩

饭色灰岩

武
探灰色砂质泥岩

紫色砂质泥岩

2引叫】

纪

z!,

灰色白云岩

曰日日曰曰

|
一

l副
es

;
|叫|叫zI川引引引

震旦纪

圈 6 四川盆地成基井沉积岩中铀
、

杜
、

钾与有机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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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近似 在 二叠
、

志留
、

奥陶和寒武系五 个有机碳含量高的泥岩段
,

其放射性钠
、

牡
、

钾含量相应增大
。

石灰岩和白云岩中的铀
、

牡
、

钾含量一般较低
,

还原硫 ( S
一

) 浓

度在弱还原和还原相带与铀
、

牡
、

钾的富集相对应
。

综上所述
,

前人和我们的研究都表明有机物质和 自然放射性元素
,

特别是铀
,

在沉

积岩中有正相关系
。

决定这种关系的主因
,

应当是沉积环境中的有机质
,

因为有机质可

以吸附水介质中的铀
,

并可 以使溶解度大的铀 ( M ) 还原为溶解度小的铀 ( W )
,

丰富

的有机质也是使沉积环境成为还原环境的重要条件之一
,

水体中H
:

S的出现更与有机质

的分解密不可分
。

因此
,

我们认为有机质与 自然放射性元素的正相关
,

有机质丰富是因
,

铀富集是果
。

2
.

铀
、

牡
、

钾与有机质转化

A
.

皮尔斯 (n l: p 。 , 1 95 9) 研究了约50 个含铀碳质物的地质现象指出
,

含铀样品中有

芳香族和脂肪族结构的化合物存在
,

元素C / H 比值的变化与这些物质遭受的放射性剂量

有关
。

在个别馏分中
,

证明了含铀碳质矿物是由有机醚类
、

酸类和石油等特有的化合物形

成
。

他们 的结构和成分的变化也决定于它们所受的放射性程度
。

由于铀发现在有机形成

物—
沥青中

。

因此
,

用放射性铀的研究来探讨石油的形成和对有机质转化的作用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

本文所研究的几个含油气盆地的样品
,

多数为具生油能力的黑色泥岩或 碳 质 泥 页

岩
,

不仅含铀
,

牡高
,

有机质丰富
,

而且在岩石抽提物及其各馏分 中有烃类存在
。

现将

陕甘宁盆地侏罗系延安组 ( J
I

Y ) 和三叠系延长统 ( T
3

Y ) 泥岩中铀
、

让
、

钾含量的 变

化与有机质烃类含量和烃类组成的资料列于表 5
。

可以看出
,

侏罗系的有机碳含量比三

叠 系高
,

针
、

钾的浓度也高
,

铀的浓度比 T
: 、

一
; ,

T
:
、

一
:

要高
。

与T 八
’

3
(有利生油层 段 )

的值相似
。

r
:
Y 各层泥岩抽提物 中烃类含量和馏分中饱和烃含量随铀含量的增 高 而 增

大
,

正烷烃O E P值随之减少
,

即有机质成熟度相应增高
。

而J
几

Y暗色泥岩中
,

有机碳含

量虽高
,

但烃类含量较低
,

有机质成熟度相应也低
。

酒西一花海盆地
,

下白噩世下新民堡群泥岩中铀
、

针
、

钾 的分布特征与有机质成熟度

的关系如表 6 所示
,

对比表明
,

尽管花海盆地有机碳
、

烃类总量均高于酒西盆地
,

但就

有机质向石油的转化程度而言
,

含铀高的酒西盆地高于花海
。

花海盆地花深一井剖面铀
、

牡
、

钾的含量变化与有机质
、

各馏分红外光谱及正烷烃

的分布规律基本一致
。

在井深 1了0 0一 1 8 00 米和 2 1 5 0米两处各项地 球化学指标 出现高俏
,

2 1 5 0米以下随馏分 中芳香族减少
,

脂肪族增高
,

以及正烷烃轻碳数增加
,

O E P值减少有

机质成熟增高的过程
,

铀
、

让
、

钾浓度也逐渐增高
。

这一规律与钱吉盛等研究花海盆地

下新民堡群干酪根演化的结果
,

认为 门限深度 1 8 0 0米以下包括在
“

液体窗口
”
范图内

,

井深 2 1 0 0一 2 7 0。米为烃类物质大量生成阶段颇为相似
。

因此
,

铀
、

针
、

钾的分布与有机

质 向石油转化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

这种情况我们认为除与有机质的性质等因素有关外
,

还可能与放射性的辐射能使有

机质降解和核转变能造成局部地温异常
,

加速有机质向成油方向转化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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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花海盆地花深一井沉积层中铀
、

牡
、

钾分布与有机成熟度的关系



3 期 沈平等 沉积岩中铀
、

士l
、

钾分布特征 1 2 1

结 语

( 1 ) 泥页岩中铀
、

社
、

钾的平均含量分别为
: 3 6 p p , 1、, 1吐p p n 1 2

.

O3 %
,

r

fl、/ U 比

为 3
.

9
。

此值与俄罗斯地台和北美地台分析结果十分相似
。

砂岩铀 2
.

s p Pl n ,

让 6
.

2 p p m
,

钾1
.

1 2 夕石
, ‘

r h / U 比 2
.

4
。

碳酸盐铀 Z p p m ,

社 3
.

l p p ln
,

钾0
.

6 2 9毛
,

T h / U 比 1
.

2
。

( 2 ) 沉积 中铀
、

让
、

钾的分布在空间上显示出一定的规律性
,

通常铀浓度向沉 积

盆地
‘

1
,

心增加
,

而让
、

钾浓度增加则有指向近岸物源区的趋势
。

( 3 ) 几个陆相沉积盆地铀
、

让
、

钾分布具有各 自独立的特征
。

可能与它们本身地

质背景的不同有关
。

(
‘

1 ) 泥页岩 中铀
、

让
、

钾的含量较高
,

特别是铀的含量较其它岩石为高
,

铀的分

布与沉积物中的有机质含量成明显的止相关
,

这与有机质及其聚集环境能促使铀从水介

质中沉淀下来有关
。

( 5 ) 在沉积剖面中与铀
、

让
、

钾分布高值带 (特别是铀 )
,

对应的层段沉积物 中

有机质在向石油的转化有较高的成熟度
,

这既可能与有机质的组成等因素有关
,

还可能

与铀
、

让
、

钾的辐射 作用及其产生的核转变热能有关
。

( 收稿 日期 8 2年 5 ){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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