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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中自生石英包裹体

均一温度和盐度测定及地质应用

王 成 邢顺淦
(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 )

提要 本文介绍了松辽盆地东部砂岩中自生石英内气液包裹体均一温度和 盐度测定结果以及包裹体

形态和温度分布特征
,

讨论了包裹体均一温度与盐度的关系
,

利用盐度数据确定盆地东部早白奎世沉积属

于淡水一
~

半咸水大型湖泊沉积
,

利用均一温度确定生油门限深度
、

排烃深度及勘探下限等
,

并推算出盆地

东部的大致古地温梯度和朝阳沟地区的抬升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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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 内对沉积岩 自生矿物包裹体研究还较少
,

在石油系统
,

这项工作也开展不久
。

19 86 年以来
,

笔者通过对松辽盆地东部深层大量砂岩样品内自生石英矿物中包裹体均一温

度和盐度测定
,

对沉积条件及成岩过程中的水介质性质和地层古埋藏深度的变化情况有 了更

深人的了解 ; 并用古温度指标确定 了生油 门限深度
、

排烃深度
、

石油勘探 下限和古地温梯

度 ; 对 自生石英开始大量 出现的深度
、

形成温度范围有了进一步认识
,

为石油地质理论研究

和油气勘探提供了新资料
。

一
、

样品的岩性特征

在 松 辽盆地东 部 大 庆长垣
、

三肇等地 区取 了 8 口 井计 12 7 块砂岩样品
,

井深从

15 84
.

65 m 到 3 3 OZ
.

oo m
,

层位包括侏罗系 ()J
、

下白奎统登娄库组 ( K
, d) 和中白平统泉头

组 ( K
l q )

。

岩性主要 为细粒棍合砂岩和岩 屑质长石砂岩
,

粒度范围为 0
.

1任一习
.

4 0 m m
,

石英

含量 28
ee 一4 0 %

,

长石 2 7
es

一4 5 %
,

岩屑 18 一
-

4 0 %
。

胶结作用以石英次生加大硅质胶结为主
。

自生石英常呈次生加大边或在孔隙内呈 自形晶体产出
,

一般发育在原生粒间孔 内泥质杂基填

隙少的砂岩内或含泥少的部分
,

加大程度 4一石级 (邢顺全
,

19 8 3)
。

在一定深度范围内
,

随

着埋藏深度的增加
,

自生石英增多
,

、同时
,

石英次生加大程度与颗粒大小也有一定的正相关

关系
。

利用阴极发光显微照片对 自生石英部分进行定量统计后表明
,

加大程度 4一
一

石级的石

英次生加大部分面积率为 4一巧%
口

所以 自生石英在整个成岩过程 中是主要的成岩 自生矿

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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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a b le

表 1 松辽盆地砂岩中自生石英包班体均一滋度数据裹

D a t a o f h o m o g e n iaz t io n tme pe r a tu r e o f in e lu s io n s in a u thi g e n ie q u a rt z

o f sa n d s to n e in S o n gl a o B a s in

井井号号 井深 (m ))) 层位位 所侧包裹体数数 最低沮度值 (℃ )))最高沮度值 (七 )))主 要 沮 度 范 围围

(((((((((((((((℃ )))

东东 14 井井 1 9 8 0 2 8一 19 9 5
.

1333 K Z q 333 555 8 666 1 1000 分数数

雄雄雄 2 6 5 0
.

0())) K Z q --- 333 9 555 1 1333 分散散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55555 2 7 8 0
.

0())) K 一d 444 lllllll ) 1 0 333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22222 8 6 5
.

侧 }一 2 8 6 6
.

0 666 K 一d --- l000 8 555 1 1444 9 8一 1 0 111

22222 9 0 4 2 444 K ld 333 999 9 999 1 1222 9 9一一 1 0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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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一 3 0 3 9
.

X())) K 一d::: 999 1 0 999 14 8 、、 分散散

33333 14 7
.

4 9一 3 14 8
.

8 777 K 一d ZZZ l 444 9 777 15 444 分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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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K 一d lll 1333 1 0 000 1 4 888 1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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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月卜一 3 3 0 2乃 000 K ld ---

UUU 9 777 1 4 999 9 7一 1 0 333

111111111111111 2 7一 1 3000

荤荤荤 2 4 12石 lll K月 222 lllllll 9 666

lll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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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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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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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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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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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2 5 6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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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包裹体均一温度和盐度测定

(一 ) 包裹体均一温度测定

采用西德莱兹厂的 O R T H O P LA N 塑带热台 (3 50 型 ) 偏光显微镜进行包裹体均 温度

测定
.

对热 台用联苯 (熔点 68 U一 71 ℃ )
、

蔗糖 (熔点 185 七一 18 6亡 ) 和锡 ( 2 31
.

9亡 ) 进

行温度校正
.

测温误差义 1亡
。

对松辽盆地东部 8 口 井砂岩样品中 自生石英包裹体进行了均一温度测定
.

结果见表 I

(二 ) 包裹体盐度测定

以液氮为冷冻剂
,

光窗采用 L丁油去雾
,

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1
.

工作曲线绘制 将配好的 N a C I (0 一 10 % ) 分析纯溶液封 存在玻璃毛细竹中
,

刚其

冷冻温度
,

绘制工作曲线 (图 l)
,

此曲线 与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听作的曲线 比较接近

(施继锡等
,

19 8 1 )
-

汰
’

飞、 :

\

\

\
`

勒 1
.

盐度一冷冻温度工作曲线

F
一
9

.

1 W o r k in g d l a g r a m o f s a l
l n l ty 、 5

.

fr o z e n t e m Pe r a t u r e

.2 盐度测定结果 对较大 (约 4月m ) 并且在镜 下清晰的包裹体进行 了冷冻温度测定
,

由图 1 查出包裹体的盐度
,

结果见表 2
。

.3 盐度测定误差 讨盐 度平均为 1
.

43 % 的包裹体进行 J
’

14 次测定
,

其盐度标准偏差

和相对平均偏差分别如 卜式听示
:

工(。 一 川
2

(l)(2)标准 偏差 S 二
尹2 一 l

= 0
.

16
。

,

b

相对平均偏差 = 典
x 1 0 0 : 泊 一 x3 4 o

。

飞了

式 中 , ; ,
为单次测定盐 度位 二

在绘制工作曲线时
,

灯 为钦度 平均依二 , ,
为测定次数 ; 。

5为
,

}
几
均偏羊等于 0

.

1 9
。 。

由 于所用的盐溶液是纯 N a
CI 水溶液

,

这 与包裹体液相实际组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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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大差异
,

使结果偏高
,

但盐度数据还是可做为半定量数据应用的
。

表 2 包班体冷冻温度与盐度数据表

T a b le
2 D a t a s o f fr o z e n t e m eP r a t u r e a n d s a li n i t y o f in c l u s i o n s

井井号号 井深 (m ))) 层位位 冷冻温度 〔℃ ) / 盐度 ( % ))) 测定数数 盐 度 范 围围 盐度平均仇仇

(((((((((((((只
产。 ))) 〔0e/ )))

朝朝朝 2 3 3 6 8 555 K ld 、、 一 1 4 / 2
.

份份份份份份 11111 2 6 000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

22222 2 6 1 6 1 111 K 一d ,,, ~

刃
.

2 / 。石 555 代】
.

3 / 。 8 555 一 0
.

3 / 。
.

8 555 一 0 5 / l 】555 1444 0七 555 2 1444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一一一

日日日日日 ` U ` JJJJJJJJJJJJJ 4 0 00000

一一一一一 0 6 / 、 3 000 一 1 2 才 2 2555 一 、 2 二之555 一 1 5 2 甲555 一 1 5 “ 2 7 555555555

一一一一一 1 9 界 4 000 一 2 0 3 5 555 一 2 0
/

3 5555 一 2 3 4 0 00000000000

22222 8 2住 2 333 K 一d ZZZ 一 2 1 3 7 00000000000 IIIII 3 7 000

三三深 1井井 1 9 3 2 4 000 K滩
`̀ 一 0

.

8
/

1 6 00000000000 11111 ] 6 000

卫卫深 3 井井 27 6 7 0())) K 一d ,, 一 0
.

3 0 8 555 一仓 6 1 3000 一 1
.

4 厂 2 6 0000000 333 0 8 5一卫 6 000 1 5 999

毕毕 1 2 井井 3】1 2
.

6000 K 一d 333 一 1
.

52 2
.

7555 一 1
.

8 / 3
.

2000 一 1
.

8 / 3 2 000 一 2
,

0 / 3
.

5 555 一2
.

1
, / 3

.

7 000 555 2 7 5一 3 7 000 3 2 888

萨萨 5 井井 2 7 1 3
.

0 000 K :d ,, ,刃 1 / 0 200000000000 lll 甲甲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 Z f 、、

}}}}}}}}}}}}}}}}}}}}}}}

三
、

自生石英中包裹体形态和温度分布特征

白生石英作为一种主要的成岩矿物
,

它所捕获的包裹体均一温度可以近似地代表成岩时

的古温度
。

石英次生加大边一般为几微米至几十微米
,

其 中的包裹体一般为零点几至几微米 (多小

于 4# m )
,

呈不规则球形和椭球形
。

在同一石英次生加大边上有时具有多个包裹体
,

这些包
’

裹体的均一温度沿晶休生长方向逐渐升高
,

记载了石英次生加大边在生 长过程中温度逐渐升

高和加大边的生长顺序
,

说明石英次生、口大边不是一次沉淀物
,

可能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分期

生长过程 ; 包裹体均一温度从近石英核心向外逐渐升高的规律 (见图 2 )
,

·

反映了随着埋藏

深度不断增加
,

温度也随之增高的过程
。

利用电子探针对石英次生加大边内 A 12o 。
含量逐点分析后发现

: 石英核心处成。 。
含量

最 低 一 般 为 0
.

2 %
,

每 10 # m 测 一 点
,

则发 现 加 大 边 内 1A
2 O :

含 量 呈 脉 动式 变 化

( > 0
.

2一0
.

8 % )
,

与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规律一致
,

这种变化也反映了自生石英分期生长的

特点
。

另外
,

在同一 口井一定深度范围内
,

随着井深的增加
,

包裹体均一温度最大值具有增高

的趋势 (但测温数据少时可能无此趋势 )
,

见图 3
。

所以
,

包裹体均一温度的最大值可以近

似地反映埋藏时经历的最大深度时的古地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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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 深 2井

井深 2 6一6
.

1一米
朝深 2井

井深 2 6 16
.

1一米

1079299
1 3 8

内了QU,4, J勺ó月咦J咭nll,人, .且
.

111

{}李

肇深 5 井

井深 32 9 0米

攀12 井

井深 2 9 3 3米

说明
:

r 阴影部分是石英碎 屑核心 ②空 白部分是石英次生加天边

③小圈是气液包裹体 工数字 是均一 温 度值
(

’

0

图 2 自生石英中包裹体温度分布素描示意图

F ig
,

2 s k e te h e s o f d l s t ir b u t io n o f h o m o g e n i z a t l o n t e m沐 r a t u r e
o’f 一n e lu s i o n s l n 却 t h i g e n ie q u a r t z

均
」

温度 `
’

C 均一 温度 C ,

】7川 ) 2 3川 !

l甲 林 2 1川 、

2和川

勿

乙们日 卫汐 日

2尔 川

井 断 川

i未
~ 2 , (州 ,

丫n

一 加 川 ,

艺为川

井 : , 川

,

未
一 止, 日 (一

111

朝深 艺 片
{术 井

图 3 井深与最高均一温度关系图

F i g
.

3 D i a g r a m o f r e la t io n be t w ee n w e 1l d e P t h a n d th e h i hg e s t h o m o g e n iaz t i o n te m ep r a tu r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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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包裹体均一温度与盐度的关系

对朝深 2井砂岩内自生石英中的同一包裹体进行盐度测定后
,

也进行了均一温度测定

(见表 3)
,

得出以下结论 : 成岩孔隙溶液离子浓度大
、

温度高有利于 自生石英生长
,

并且成

岩溶液的温度与盐度之间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

温度 (℃ ) = 12 .8 8 5十 5
.

04 x 盐度
,

回归方程相关系数 下= .0 5 9 62
,

在置信度为 95 %
,

自

由度为 12 时
,

, 临界值 : (,
..5/

.
。一 2) = 0

.

5 3 24
,

前者大于后者
,

说明温度与盐度之间存在着

较好的线性关系
,

回归方程有意义
。

( 2 6 16
.

ll m 样品中的绝大多数包裹体对此方程的吻合性

较好
,

见图 4)

表 3 包裹体均一温度与盐度关系表

T a b l e 3 D a t a o f C o r e la t i o n
be t w ee n h o m o g e n iz a t io n t e m pe

r a t u r e a n d s a liin t y

井井号号 井深 ( m ))) 盐度 ( % ) / 均
一

温度 (℃ )))

朝朝朝 2 3 36名 555 2
.

6 0 / 13 1111111111111

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深22222 2 6 16
.

1 111 1
.

15 / 12 000 0
.

8 5 / 1 3 111 2
.

7 5 / 1 3 111 0石5 / 13 444 0石5 / 13 777 1
.

3 0 / 1
.

3 888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

0000000
.

6 5 / l 4())) 3
.

和 / 1 4 222 3
.

5 5 / 14 333 2
.

2 5 / 14 666 2 2 5 / 1 4 777 4
.

X() / 1 5 111

22222 8 2 0
.

2 333 3夕 0 / 16 3333333333333

盐

度

均一沮度 ( r )

图 4 包裹体均一温度与盐度关系图

F ig
.

4 D i a gr a m o f co r e la t i o n be t w ee n h o m o g e n iaz t io n t e m pe r a t u r e a n d s a liin t y

从表 3 中得知流体包裹体的温度和盐度
,

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而升高
,

这表明成岩溶液

的温度和离子深度也应随深度不断增大
。

五
、

自生石英包裹体研究在石油地质上的应用

根据前述自生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与盐度资料
,

初步探讨了它们在石油地质上的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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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推算盆地东部的古地温梯度

为了减小由于某
一

个数据不准和 少
、

为取 用某些数据用丁
几

计劝
一

占地温梯度听造成的混乱
.

首先
,

对单井的古地温梯度计算
、

取随深度 (登 几段以 上 ) 依次增加的包裹休最 高均 温 度

值
,

将不同深度下的每两 个温 度数据组 合求出占地温梯度
,

然后求 出这些 占地温梯度位的
、

}气

均值即为单井的古地温梯度 ; 将各单井的古地温梯度值再 干均即 为盆地东部的大致 占地温梯

度
。

计算表明
,

朝深 2 井 ( 2 3 3 9
.

50 m一2 8 2 0
.

23 m ) 古地温梯 度为 4
.

65 U 100 m
,

几深 l 井

( 1 70 9
.

23 m一 2 2 60
.

60 m ) 古 地 温梯 度 为 4
.

67 亡
, / 100 m

、

盆 地 东部 的 平均 占地温 梯度 为

4
.

6 6 ℃ / 100 m
,

略高于盆地现 平均地温梯度 4
.

2 c q 即m

(二 ) 推断某地区后期抬升高度

据表 4 可知
,

在同一 口 件或同一地卜
_ ,

司深度 卜的古地 了从
一

般要高 卜
`

州
l1T !井温

.

f
、

同地

区 及同一地 }K 仁同深 度汛羊也 不相同 占地 品与
`

文圳 片i占* 日习牛吹 …之化眨映 ]
’

小同地 }、
_

成 ,j’ {
一

明

以后古埋藏深度的变化

例如 几肇地 区的肇深 5 井和肇 12 井古 今温井较小
.

且同
1

石英 次
`

}
几

加人边 卜包奥体由

近碎屑核心 向外均一温度升高
.

这说明 在整 个成宕过程中和成宕结 束后 二肇地 i左地层尹牡藏

深度逐渐加深无明 显的抬升
.

但朝阳沟地 区的朝深 2 井样品内日 牛
一

{’J 英包裹沐最高均一温度

值与同深度 下实测井温之差远 比同层位的肇深 5井 占今温差大
,

说明朝 阳沟地区可能发生过

较明显的抬升
。

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的影响
.

可以认为
.

同层位朝阳沟地区 古今温差较 几准

地区古今温差大的部分是由抬升造成的 在此基础 卜
,

根据松辽盆地东部 平均 占地温梯度为

4
.

6 6 ℃ , /
I OOm

,

按公式 ( 3) 计 算
.

其结果可近似地 反映 某牛某层相 丈寸抬升高度 女1[表 4 {’ J

所示
,

朝阳沟地区 ( 以朝深 2 井为代表 ) 与 分 华地 区 比尸资深 苏件为代 表、 栩比 {户勺抬升了

4 0 0一5 0 0 nr 左右
-

八H =
么 T

G r L I 、 1不

式 中 八H 为抬 升高度二 八 T 为两 律 : 1 1
今 讹万若仇

、

6 r
川 不 勺卜均 池

1

从锑
’

组

丁 d b le

表 4 抬升高度及古今温差对比表

C o nr P a r z、 ; L、 n o f r一̀ e n 阮
一g h r : z n

d t o nr p e r : z t u r o o
f t l

l e o n e 一e n t a n d th e P r e s e n t

筑 气占地热人傲
.

实洲 件 从
.

1 占 今温 笙 抬 升 场 {丈

仁于号 片深 ` n 飞 )

( 厂 ) 一 ( C )

{匆炸古 争品若

抢旋 么刀 (
一

)
么月 (一川

翎深 二牛 肠】6 日

肇深 5 井 如 3卯 旧

一 4)L 一

I J 义 1二2 二6

} 叭
二井
川。户

.

附

事深 5 井 飞 14 污 卜一 l川
{

.

“
斌

数据 t[] 试油测温曲线 卜汽 {

(三 ) 推算成岩矿物与石油生成及演化有关深度

本文试闪喻 旧推算的 占地丁从与深度的函数关系估劝自
`

}
一

石英大最出现时的深度
、 `

州由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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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

排烃深度和石油勘探的下限深度等
。

松辽盆地是具有高地温
、

高热流场特征的盆地
,

因此其生油门限深度
、

排烃深度和石油

勘探下限深度也相应的较浅
。

据有关文献报道 (刘耀光
,

19 82 )
,

松辽盆地主要生油母质类

型为腐泥型于酪根
,

临界生油温 度为 6 0℃
,

初始排烃温度为 7 G一9 0 ℃
,

石 油破坏的温度为

118 一 12 1℃
。

根据肇深 5 井有关资料和如下温度与深度的函数关系式
:

H 右 二 H d

T d 一 T ,

G r a d T
(4 )

式中 凡是最深测温点深度
,

等于 3 0 3 9
·

oo m ;

兀是最深测温点温度
、

等于 148 ℃ “

H
。

是某已知温度 下的待求深度 ;

不 是某 已 知温度 ;

G r d d T 是占地温梯度
、

等于 4
.

66 ℃ I O0l n

把 (4 ) 式化简后得出
:

H
产 = 2 1 4 6 T

、 一 13 7 ( 5 )

公式 ( 5) 是三 肇地 区深 度与温度的函数关系式
,

依据此式笔者可以求出三肇地 区下列深

度
:

1
.

自生石英大量出现时 (几二 76 亡
,

见表 l) 深度为 14 9 .4 0 m

2
.

生油门限深度为 1 1 6 5
.

2一 1 7 9 4
.

4 m (兀 = 6 0 aC )
。

3
.

初始排烃深度为 1 3 6 5
.

2一 17 9 4
.

4 m (兀 二 7 0 亡一 9 0 U )
。

4
.

石油勘探下限为 2 4 5 9
.

7 m (几二 1 18 ℃一 12 1亡 )
。

此推算值与该地区砂岩中已发现 的最

深含油段深度为 2 3 6 s
.

2 m (树 12 井 ) 比较接近
。

(四 ) 利用包裹体盐度推断松辽盆地早白圣世沉积水体盐度

包裹体的盐度可近似地 反映成岩期孔隙溶液的盐度
。

埋藏时原始孔隙溶液随埋深的增加

成岩作用增强 (温度和压力升高 ) 必然逐渐变化
。

由于一些矿物变得不稳 定
,

溶解度增加
,

或与孔隙溶液发生化学反应
,

均可使孔隙溶液成分改变且盐度增加
。

如为海相地层水其盐度

可变为超盐水
,

即为海水盐度 ( 3
.

5 % 1 的几 倍 测得的包裹体的盐 度变化范 围为 0
.

6 5一
.4 0 0 % (多低于海水盐度 )

,

均一温度为 12 0 ℃一 163 ℃
。

均一温度为 12 0一 14 0 ℃的包裹体其

盐度范围为 0
.

65 ` 2
.

75 %
,

其 中盐度为 0
.

6 5一仗 )
.

85 % 的包裹体 占 50 %
,

以低盐度包裹体为主

(见表 3 )
,

尚未达到海水盐度范围 ; 均一温度 > 14 0 ℃的包裹体中盐度范围为 2
.

25 一 .4 00 %
,

盐度为 3 es 一4 % 占 2 / 3
,

即高温包裹体的盐度接近正常海水盐度
。

经研究后认为
,

所有的包

裹体盐度均代表成岩的孔隙溶液的盐度
,

且温度较低的包裹体
,

其盐度相应低的占多数
。

可

知埋藏初期和成岩早期孔隙溶液的盐度一定低于此值
,

为淡水或半咸水的盐度值
。

又据砂岩

胶结物方解石 (形成时间晚于 自生石英
,

由于 自生石英中包裹体太微小
,

尚未测得同位素数

据 ) 中碳氧同位素分析资料 二 j ’ “ O ( P D B ) 范围值为一0
.

14一 14
.

68 %
。

(据克雷格 ( 19 61 ) 雨

水线方程
,

占D 二 一 11
.

12一 127
.

料%
。

) 平均值为一 8
.

2 5%
。

(凡 = 一 76 00 %
。

)
,

也说明孔隙溶液具

有淡水的性质 (西北大学 地质系
,

19 8 6)
。

因此
,

松辽盆地早白平世沉积属于淡水 一半咸水

大型湖泊沉积
,

是海 水沉积的可能性则很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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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结 论

通过对成岩自生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和盐度数据分析
,

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

l
,

本文石英包裹体中均一温度的测定结果是较准确的
,

是估计古地温的一种有效方法 ;

盐度测定数据误差较大
,

可作为半定量数据应用
,

是一种直接研究包裹体盐度 的好办法
。

2
.

石英次生加大边一般不是连续生长一次沉淀的
,

而是分期生长多次沉淀的产物
。

在松

辽盆地明显地受埋藏成岩作用的控制
,

在成岩的中晚期
,

埋藏深度较大时宽的和多次沉淀的

石英次生加大边十分普遍
,

相当于有关报道 (邢顺全
,

19 8 3) 划分 的次生加大 的 5一币 级
。

3 在同一 口井 (或同一地区 ) 相同深度下实测井温与古地温相 比
,

古地温均高于实测并

温
,

不同地区及相同地区不同深度温差不同
。

推算的古地温与实测井温差值可能反映了不同

地 区古埋藏深度的变化
,

差值大埋藏深度变化大
,

差值小埋藏深度变化小
。

4
.

卜白平统登娄库组砂岩中石英次生加大边 内包裹体低盐度值的数据
,

为松辽古湖盆的

水体是淡水或半咸水性质提供了直接证据
。

目前至少已 了解了断陷期水体的性质
,

其它各时

期的水体性质
,

今后还可以用测定包裹体的盐度来推断
。

5
.

自生石英包裹体均一温度和盐度之间具有正相关关系
。

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
,

样品中

包裹体的最大均一温度和盐度也增加的统计规律
,

进一步验证了以往根据岩矿学研究所得 出

的认识 : 随着埋藏深度的增加
,

成岩温度增高
,

石英次生加大的程度 (级别 ) 也增强
。

6
.

用包裹体均一温度推算地层埋藏深度
、

生油门限
、

排烃深度等还是尝试
,

与别的方法

听得结果比较接近
,

是研究上述问题的一种新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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