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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盆地西北坡重油特征

及其成因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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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 院地球化学所广 州分部 )

马万怡 朱照璧

口可南石油 勘探 肠了, 油勘探 ! f 发研究 院 )

程 克明 苏艾国

(石油 天然气公公 自
一

由翻探 ) }
飞

发 于中羊研究院 )

提要 基于对泌阳盆地西北坡重油的物性特征及生物标志化合物类型
、

分布及其各种参数的详细研

究
,

提出该重油是次
’

l 降解 `包括氧化降解及 l 物降解 ! 的 现点
、

通过西北坡重油与盆地中有代表性的正

常原油对 比和西北坡重油与当地核二 下段
`

「油 宕的对 比
,

否定 了当地生油岩 〔未成熟 ) 作为重油主要源岩

的可能性
,

提出重油与盆地中南部原油同源
,

在问西北坡运侈及在该区浅层储集层的聚集和保存过程中
,

受到次生降解作用所形成的结论
。

关健词 泌阳凹陷 正常原油 生物降解 重油

第一作者简介 汪本善 男 57 岁 研究员 沉积学及有机地球化学

重油 的成因和 评价是 引起 国内外石油地质 及地 球 化学家关 注的热点 ( C ur ial e J
.

A
. ,

19 86 ; D ah l B
.

et al 198 6) 1, 泌阳盆地重油储层 占该盆地石油资源的一定比例
,

特别是盆地

西
、

北周边分布广
、

规模大
,

有较高的工业价值
。

查 明其来源及形成过程
,

在理论和实践上

都有重要意义
.

据研究 渔孰 泌阳盆地的沉降中心及沉 积中心均在盆地中心偏南的深凹部

位
,

沉积了厚达 9 0 0( )m 的第三系
,

其中
,

下第三系核桃园组 ( E h ) 是主要生油层段
。

主力

生油层有 E h步和 E h丁
。

西北坡重油分布在埋深 300 一名 50 m 的 E h , 下段地层中
。

为探讨重油

的成因
,

作者从盆地西北边沿向中心方 向
,

对 B Q 10 井和 B 1 25 井重油与生油岩
、

B 124
.

一2

井重油砂
,

以及盆地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正常原油 ( B86
、

5 4 062
、

542 09
、

5 5一10 及 W一确

①黄第落
、

李晋超等
,

198 5
,

准噶尔盆地上古生界油源岩的地球化学
,

(石油工业部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地质

所内部资料 )
.

互河南石油勘探局勘探开发研究院
,

河南油田开发研究报告集
,

(第一集 )
,

19 87
。

. 、 河南石油勘探局勘探开发研究报告集
,

〔第二集 )
,

198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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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井原油 ) 进行了研究和对比
。

一
、

西北坡重油的基本特征

(一 ) , 油物性及其与正常原油的对比

原油物性是其化学组成的综合反映
,

不同类型原油都有其 自身的特点
。

表 1列 出了研究

样品的物性资料
。

表 l 泌阳盆地西北坡 , 油及盆地中正常原油物性对照表

T a b l e 1 C o m Pa ir s o n o f Ph y s i e a l Pr o pe rt i e s
be tw ee n h e a v y o i l o f N、 V s l o pe a n d n o

mr
a l e ur d e o i l

o f ce
n ter P a r t i n B i y a n g b a s i n

.

类类类 产 出位置
、

井号及采样井段段 比重重 动力力 粘 度度 沥青质质 含蜡蜡 含硫硫 含盐盐 凝固点点 初馏点点

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型 +++++++++++++

777777777 0℃℃ 5 0℃℃ 胶质质质质质质质

重重重 西西 B 12 4一 2 ( 82 6一 8 36 m ))) 0
.

9 3 9 111 2 84
.

8 111 12 1 1 3 555 3 4
.

4 111 1 4名 999 0
.

2 111 18 444
, ,, 16999

油油油 习匕匕 B 12 5( 5 4 7一 5 6 1m ))) 0月 4 3 111 2 9 7
.

8 444 10 8 7
.

8 222 36石 888 8
.

1000 0
.

2 555 5 777
日̀ `山山

1 8999

坡坡坡坡 B Q 10 ( 30 6一 3 2 2m ))) 0夕7 3 888 16 8 6刀 444 9 39 8 2444 4 1
.

7 333 4名 lll 0 2 111 10 1333 77777

2222222222222222222222244444

正正正 盆盆 B 8 6( 2 19 5一 2 2 0 4m ))) 0
.

8 6 9 555 14
,

6666 3 5
.

2999 1 7
.

5 000 36乃000 0
.

1 222 2 888 4444 10 666

常常常 地地 5 4 0 62 ( 14 50一 14 8 5m ))) 0
.

8 6 8 666 1 0 5777 7
.

2 444 】5
.

9 111 40 0 444 0 1 111 7777 4 lll 9 111

原原原 内内 5 4 2 09 〔17 4 8一 17 56 m ))) 0 8 7 2 111 14
.

0 22222 1 9 4 333 39 3 666 0 1 333 6 4 555 4000 10 111

油油油油 5 5一 10 ( 18 3 5一 19 4 6 m ))) 0
.

8 6 9 999 4
.

4 22222 10 6 333 2 1 2 888 0
.

0 666 5777 2 444 8 555

WWWWWWW 一 4 ( 14 5 0一 14 6 l m ))) 0
.

8 8 3 777 3 5 0 33333 2 3
.

3 333 3 7 7 777 0 2 888 1 1 8666 3 666 15 444

从表中可以看出
: 正常原油具有高蜡

、

高凝固点
、

低硫的典型陆相原油特征
,

与重油相

比除 比重悬殊外
,

尚有下述差别
:

1
.

拈度 正常原油粘度较小
,

其 70 ℃动力粘度均在 40 毫帕秒以
一

「
,

而重油则在 280

毫帕秒以上
,

且有随 比重增加而增大之势 ;

2
.

胶质+ 沥 青质含量 正常原油大都低于 20 %
,

而重油则普遍高于 34 %
,

亦有随比重

增加而增高之势 ;

了
.

含蜡 量 正常原油 含蜡量较高
,

除 5S 一 or 井外均在 36 % 以上
,

而重油 中则不足

15 %
,

呈现出随 比重增加而减小之势 ;

4
.

提 固 点 除 5 5一 10 井外
,

正常原油 的凝 固点都较 高 (夕 36 ℃ )
,

而重油则不超过

2 4℃
。

基于物性特征还可将正常 原油划分为二类
: 工以 B 86

、

5 4 0 2 9 为代表
,

主要分布在盆地

中南部赵凹一双河一带
,

其上述四项指标 与重油形成十分明显的对照 ; 几夏5S 一 10 与 W一4 在

物性上间或呈现出由盆地中南部原油向重油过渡的现象
,

这类原油主要分布在盆地西部和北

部
,

常与重油为邻
。

从重油 比重随距盆地边沿距离的缩小和产 出深度的减少而增高的事实
,

以及随着 比重增加
,

重油中重杂原子化合物增多
、

含蜡量降低等趋势
,

显示出一定的氧化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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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解迹象
。

(二 )孟油的分子化合物特征

1
.

饱和烃的一般特征

西北坡重油饱和烃色谱图有极好的相似性 (图 l )
,

其正烷烃和异戊间二烯烷烃含量都

很低
,

环烷烃相对较高
,

谱图基线呈现出相似性好而分辨率差的鼓包
。

根据特定质量色谱图

的质量强度与重建离子流 ( R I C ) 强度之比
,

分别计算出三个重油样品中正烷烃和环烷烃的

相对含量 (表 2)
。

表 2 中还列出了该样品环烷烃分布的主要特征
。

从表 2 中可 以看出
:

喊
~

认

图 1

F ig
.

1 C o m P a ir s o n

泌阳凹陷西北坡重油 R IC 特征及其与正常原油 R IC 的对比

o f t h e R IC fe a tu r a et d h y d r co a r b o n s be tw e e n t h e n o
mr

a l e r u d e 0 115 a jr d l h e h e a v )

0 115 o f N W s lo pe i n B iy a n g b a s i n
.

表 2 泌阳盆地西北坡 , 油中饱和烃的组成特征

T a b l e 2 C o m Po n e n t fe a t u er s o f s a t u r a t e d h y d r co a r b o n s o f h e a Vy o i ls i n NW s lo pe o f B i y a n g b a s i n

采采样样 正烷烃烃 环烷烃含量 (% ))) 掂烷的的 特殊掂烷分布布

井井位位 含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量 主要特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征
(((((% ))) 总量量 其中幽 /枯比值值值 7一蜡烷 / C劝 班烷

、、

力
一胡罗 卜烷 / c , 获烷烷

BBB 12 4一 222 1
.

4 333 15
.

8 999 0 3 777 以五环三三 0
.

4 222 111

BBB 12 555 3
.

4 111 14
.

5 333 0 4 888 枯与三环环 0
.

8 888 0
.

7 222

BBB Q 1000 2
一

2 444 9
.

1666 0 4 111 掂为主主 1
.

0 444 1
.

3 222

同同同同同同上上上 5
.

6 000

同同同同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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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正烷烃含量仅 1
.

4 3一 3
.

41 %
,

而环烷烃却高达 9
.

16一 15
.

89 %
。

(2) 街 / 菇比为℃
.

3 7刁 .4 8
,

这对陆相原油来说
,

显然发生了枯烷的损耗 ;

( 3) 枯烷中虽然 由倍半枯到五环三菇烷均有分布
,

但以五环三掂和三环枯为主
,

其它菇

烷含量较少 ;

(4 ) 下一蜡烷与刀一胡罗 卜烷含量与同一样品 C 3。
麓烷含量之 比值均随重油比重增大而增

大
。

但 刀一胡萝 卜烷 / C 3。
霍烷比值增大的速度更快

。

2
、

五环三菇烷特征

从本 区重油 中检出 27 种五环三枯类化合物
。

其中除了常见的 C 27
,

C 29 一{ 3。
霍烷系列

和高含量的 下一蜡烷及少量但可检出的奥利烷外
,

还发现有高含量的
:
吞一 25 一降霍烷

、

1 7刀一
28 降羽 扇烷和 1 7月一 23

,

28 双降羽扇烷 (主要出现在 BQ 10 井重油中 )
,

这些都是原油次生

降解到一定程度的典型产物
,

进一步佐证了前面提 出的本区重油的形成与氧化及生物降解作

用有关的论点
。

鉴于正烷烃含量甚少
,

环烷烃不仅量大
,

而且彼此变化显著
,

故本文着重对后者从分子

级水平进行研究和讨论
。

表 3 列出了重油中霍烷参数计算结果
。

从该表中可以看出
: 三个重油的成熟度都 比较高

〔莫 / 蕾 比很小
,

高霍烷 2 2 5 / 22 ( S+ R ) 比较大 〕
,

高霍烷分布都属同一种 (递减 ) 类型
。

但 B Q 10 中可能由于部分 C 3。
霍烷降解生成

:
月一 25 一降霍烷而减少

,

造成与另二个样品在

C 2 9 / 3C
。
霍烷 比值上存 在 着 差 别

。

如 果考 虑 将
:
声一 25 一降蕾烷还 原 为 C 3。

蕾烷 〔按

C 29邓+ 叨一 25 一降霍烷 ) 计算〕
,

则比值将由 1
.

063 降为 0 .4 85
,

与另两个样品相近
,

由此可

见
,

三个重油样品的霍烷参数有很大的相似性
。

T a b l e

表 3 泌阳盆地西北坡 , 油中 , 烷参数一览表

S e h e d u le o f h o P a n e Pa r a m e t e r s o f h e a v y 0 115 i n N W o f B一y a n g b a s l n

采样

井位

丝
卢

布 特 征 莫烷 /蓝烷 比值
/ C

I;“ 刀 高菠烷分布 C : 9 一 C 犯
-

_ 2 2 5
〔 :

元i云耳顶万

B 12 4一 2 0
.

4 19

B 12 5 0
.

3 8 5

B Q 10

C 3) > C 3:
`

C 3 1> C 3 2
’

C 3; > C 32

0
.

12 1

0
.

12 3
`丫

0
.

2 1

3
、

幽烷特征

三个重油中均以胆 幽烷为主
,

其次是 4一甲基街烷和重排街烷
,

除此之外
,

只有很少量

一痕量的妊 街烷
。

胆 菌烷由 C 27 一 C 29
系列的各种异构体组成

,

除了 B QI 。在生物降解作用

下
,

刀口构型发生一定的变化外
,

二个样品的 二
: 一 ZO R 具有十分相似的分布特征

。

表 4 列出

了它们的幽烷参数
。

表中不仅显示出街烷分布相同而且其成熟度指标也很接近
。

基于上述 街菇烷分布及各种

参数的一致性可 以判断西北坡重油系来 自同一油源
,

在地史上遭受到相当程度的次生降解
,

较严重地消耗了链烷烃而相对浓集了环状化合物
。

护拓各种生物标志物参数推断
,

该原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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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泌阳盆地西北坡 , 油中舀烷参教一览表

T a b le 4 cS h de u le o f S t e ar n e Pa r a m e et sr o f h e a Vy o il s i n N、 V s l o pe o f Bi y a n g b a s i n

采样

井位

江“ a
一 2 0 R 坐烷

分布特征
C”

2 0 5

2 0 ( S+ R )

。 理
、 ~ ~

~

二 二

召 江 江+ 户卢

B 1 24一 2 C” > C Z: = C Z,

C 2 9 > C Z: = C Z ,

C ” > C要一 C Z,

0 3 7 2 0
一

3 0 4

B 12 5 0 多2 7 0
.

3 5 5

BQ 10 0 4 0 5

二
、

重油的油源及成因探讨

(一 ) 孟油产区核桃园组不是孟油的油源层

西北坡核桃 园组只存在 E h 3下段地层
,

为进行重油与当地生油层的亲缘关系对 比
,

作

者系统研究了 B 125 井 ( 53 0m ) 和 B Q 10 井 ( 507 m ) 生油岩样品
,

该样品具有以下特征
:

1
、

有机质丰度和类型较佳

二个典型样 品的有机地球化学分析结果表明
,

其有机碳含量为 0
.

99 一 1
.

58 %
,

抽提扳世

含量 854 一 19 62 PP m
,

总烃含量为 39 。一 12 56P p m
,

有机质类型均属于 ll a 型
,

与国内通用

的划分生油岩等级的标准相 比
,

应属于
“

好的
”

或
“

较好的
”

生油岩
。

2
、

有机质成熟度甚低

二个典型样品的烷烃色谱参数列人表 5
。

从表中不难看出
: ①碳数分布范围宽

,

但以重

组分为主
,

正烷烃轻 / 重比仅 o
.

Z
es 一
刃

.

;3 ②有非常强的植烷优势
,

其 P r
/ P h 仅 0

.

1;7 ③正烷

烃中 n c Z:
异常高

,

反映了特定的生源输入 ; ④具有明显的偶奇优势
,

其 O E P 值分别为 .0 66

和 0
.

7;2 ⑤低碳数异戊二烯烷烃含量很低
,

iC 几/ ( rP + P h) 仅 7% ; ⑥二个样品均含有明显

的 月一胡萝 卜烷
。

上述特征表明 E h : 下段的物源输人除了外来高等植物外
,

还有湖内生长的

藻类和低等生物
,

在沉积过程中一直处于对有机质保存有利的较强还原环境和有一定盐度的

水介质中
,

埋藏后所遭受的热作用较弱
。

表 5 泌阳盆地西」以 E b丁生油岩烷烃色谱参数一览表

T a b l e 5 P a r a m e te sr o f s t ir n gt h b r a n e h a l k a n e s o f E h ;
s o u r ce r co h in N、 v 510伴 o f B iy a n g b a s i n

.

样样样 正 烷 烃 参 数数 异 戊 二 烯 烷 烃 参 数数

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号

主主主 峰
n c

, .

异 常常 碳数分布及含量 ic 庵 互 止生- -

些生生
碳碳碳 致 范 围 一丁丁 O E PPP 15 1 6 18 p r p h 再不万不 p h 月 C !

,
n C ,:::

碳碳碳 n C 22 碳碳碳

BBB 0 333 n C I卜% 2 2
.

24 0 3 0 3 0
.

6 6 2 2 特高高 1 4 7 2 5 1 4 444

BBB6 2
产产 n C 一卜 3: 2 2

一

2 8 0 2 13 0 7 2 2 2 特高高 3 4 8 2 7 1 6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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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GC一 MS 分析
,

样品中除含有常见的菇烷
、

街烷和 刀一胡萝 卜烷外
。

还首 次在国内

检出 C 30
es

一C 3 :
羊毛 街烷系列及 C 3。

羊 毛街烯 〔张丽洁等
,

19 9 0)
。

在对羊毛街烯和羊毛菌烷的

热模拟实验中查明该化合物在生油门限之前就 已消失
。

此外
,

在五环三菇烷系列 中还检测 出

C 29一一{ ! 3 2的生物霍烷系列 (图 2)
。

这些事实都表明本区 E h丁生油岩的成熟度甚低
,

尚未达

到生油阶段
。

介 伪 蛤 气

_

以圳 一 `一

沙尹
了

`

/̀ “ ` 倪

…
入

一 , `

{
`

丫
).

}
rlesesles

.

i冲

r -

一~
产一~

.

户 ~

_

。
七儿 , 人

,

吐
,

_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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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BQ 10 井 E h犷生油 岩中的 生物蕾烷分布

r ; 9
.

2 D i s t r i b u t , o n o f 17刀(H )
,

2 1刀(H )一 h o p a n e s o f t h e E h李F o
mr

a rl o n in BQ一。 , e l z

表 6 泌阳盆地西北坡 E h丁生油岩菌
、

菇参数一览表

T a b le 6 S e h e d u le o f s te r a n e a n d t r i te pr a n e Pa r a m e te r s o f E h ; s o u r e e r o e k

i n N W s l o Pe o f B i y a n g b a s i n

样样样 环 烷烷 幽
,

菇菇 考 烷 参 数数 幽 烷 参 数数

号号号 烃 占占 比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饱饱饱 和和和 !!! 口: : 刀刀 那 c

3〕 , 声声 艾立之一 2 0 RRR 20 5
`̀

刀杏
---

烃烃烃 量量量 C : , , 刀刀刀刀刀刀刀刀刀 c 3 1
c ZZZ 幽烷分 布布布布

《《《% ))))) 亡 , 。 2刀刀 c : , C
、 〕〕〕〕〕〕〕〕〕〕〕〕〕〕〕

ZZZZZZZZZZZZZZZZZ D(S + 万万李, + 刀刀刀

BBB 0 333 2
.

0 777 1
,

6 999 0
.

3 0 111 0
.

4 6 2 0 18 888 0
.

3 2 3 0
.

2 5888 C : 9 > C :
,
= C : ,, 0 03 444 0 1666

BBB 6 222 8
.

6 555 1
.

2 333
印印 , qqq

0
.

0 4 1 0
.

13 111 C , > C 2 8一 { 2
---

0
.

0 3 22222

一
2 05 / 20 ( S+ R )

: 刀刀 / (义 2
切刀)

= 街烷 C
: 9一 20 5 / 2 0 ( S+ R )

二 幽烷 C : 9一刀刀 / (义
:

切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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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中列出的各种烷烃参数也再次证实

比性 (参看表 3
、

4 )
,

而且街 / 枯比差别

与已成熟的重油街枯参数毫无可

0
.

3 7
一

~

刁
.

48
,

此外为 1
.

2 3一1
.

6 9 )
。

基于上述事实判断
,

二者不可能有亲缘关系
。

(二) , 油很可能来自盆地中南部助安生油层

表 7列 出了重油与盆地中有代表性的正常原油 菌菇参数
。

霍烷和 口一胡萝 卜烷 / 3C
。
蓄烷等比值的差异

,

可以把表 7 中的样

按 山 / 枯
、

,一蜡烷 / C 30二声

品分为三类
:

表 7 , 油及正常原油环烷烃今橄对照表

T a b l e 7 C o m Pa ir s o n o f e y e l o a lk a n e be tw e e n h e a v y 0 115 a n d n o
nn

a l e r u d e 0 115

类类类 油样号号 淄
,

’

枯枯 菠烷参数数 幽烷参数数 ; 一 蜡烷 乡一 胡萝 卜烷烷

型型型 (少丰号 ))) 比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值

户户户户户
以 / ,

户户 2 2 5
`̀

2 0 5
名

刀刀
`̀̀̀̀̀̀̀̀̀̀̀̀

CCCCCCCCC ” C 刃刃 2 2 ( S + R ))) 2 0 ( S + R ) : : + 刀刀刀 C 、 , 刀 C 、 ,
刀刀

重重重 B 1 2 4 222 0 3 777 0力 64 0
.

1 2 111 0
.

5 9 1 \\\ 0
.

3 7 222 住 30444 0 4 19 0
.

7 1888

油油油 B 1 2 555 0 4 888 0乃 60 0
.

1 2 333 0
.

59 111 0
.

3 2 777 0
.

35 555 0
.

8 3 0 1
.

3 2 000

BBBBBQ 1000 0
.

4 111 0刀 7 0 0 2 1000 0
.

60 999 0 4 0 555 0 3 9 111 1 0 3 9 5
.

60 000

原原原 B8 666 0
.

0 999 0 0 5 3 0刀 7 111 0
一

60 444 0泌 3 000 0
.

3 2 888 0 2 3 9 0
.

4 0 555

油油油 5 4 0 6 222 0
.

1222 0 0 6 4 0
.

0 6 666 0
一

6 1888 0 44 444 0
.

3 3 333 0
.

3 4 2 一一

55555 4 2 0 999 0
.

1333 0
一

0 6 6 0
.

0 7 000 0 5 5 888 0
.

3 8 000 0
.

3 1 111 0 2 2 2 0
.

5 2 666

55555 5一 1000 0
.

2 999 O
一

0 3 5 0
.

0 7 111 0
.

60 777 0
.

5 1666 0
.

4 0 888 O名 8 0 一一

WWWWW一444 0
.

1 111 0
.

0 9 2 0
一

0 7 888 0
.

6 2 111 0
.

3 8 000 0 2 4 5
““

0 3 14 0
.

3 0 000

22 5 / 2 2 ( S+ R )

匕 : 20 5 2 0 《 S+ R )

= 霍烷 C , 1一邓一 2 2 5
,

2 2 (s 十 R )

一 阳烷 C Z
叮 20 5 / 2 0 ( s + R )

“ :
刀刀/ 〔: : + 刀刀) = 街烷 C Z` 吞刀 ( : : + 刀刀)

(l ) 山 / 菇 二 0
.

3 7一 0
.

48
,

7一蜡 烷 / C 3。
霍烷 二 0

.

42 一 1
.

04
,

介
一胡 奎 卜烷 / 3C

。
霍倪

= 0
.

72 一5
.

6 为一类
,

正好落人重油 区范 围
。

(2 ) 幽 / 枯 二 .0 29
,

7一蜡烷 / C 3。
霍烷 二 .0 88 为一类

,

s5 一 10 原油属于这一类
。

( 3) 街 / 枯变动于 7
.

3 5一 10
.

60 之间
,

下一蜡烷 / C 3。
霍烷 = 0

.

22 一 0
.

34
,

声一胡萝 卜烷 / C 30

霍烷 = .0 41 刁
.

53 为一类
,

B86
,

5 4 209 与 5 4 062 井原油属于该类
。

W一 4 井原油除刀一胡萝 卜

烷 / C 3。
蕾烷略低 (仅 .0 3) 外

,

其它指标相同
,

故也划人此类
。

这三类油样在指标上的差异可归因于 :

( 1) 街 / 菇比值的变化
,

主要是运移分馏效应
。

因幽烷比枯烷 (主要指五环三菇烷 ) 存

更大的运移能力
,

在较长距离的运移过程中
,

可以形成按运移距离的分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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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下一蜡烷 /C3 。
蕾烷和 声一胡萝 卜烷 /C3 。

蕾烷值的变化
,

反映了次生降解作用的影

响
。

从重油本身的变化可清楚地看出
,

随着分布位置愈接近盆地边沿
,

重油 比重愈大
,

下一

蜡烷 / 3C
。
蕾烷和 刀一胡萝 卜烷 / C 3。

蕾烷比值也愈大
。

鉴于前 已述及的三个重油系属同一来

源
,

应有相同的 7一蜡烷和 刀一胡萝 卜烷的丰度
。

其向盆地边沿出现递增现象
,

只能认为是 C 30

蕾烷逐渐降解消耗所致
。

基于上述解释
,

可 以认为 ( 2) 和 ( 3) 类彼此是异源的
,

因为它们

的 7一蜡烷 / C 3。
蕾烷和 月一胡萝 卜烷 / C 3。

蕾烷值相互矛盾
,

不可能是次生降解形成的差

异
,

只能是原始母质不同所产生的结果
。

按蕾烷和 街烷的成熟度指标也可把表 7 中的样品分为三类
。

( l ) 重油 及 B 8 6
、

5 4 0 6 2 和 5 4 2 0 9 属 同一类
,

其特点是蕾烷 C 2 9一刀
二 / :

刀值变 动于

0
.

05 3一 0
.

0 70 之 间
,

平 均 在 0
.

0 63 左 右 ; 街 烷 C 29 一 2 0 5 / 20 ( S+ R ) 值 变 动 于

32
.

7% 一科
.

4 %
,

平均在 39
.

3% 左右 ; 街烷 C 2 9
刀月/ (二+ 刀川 值变动于 30

.

4 % 一 39
.

1% 之

间
,

平均在 33
.

7% 左右
。

( 2 ) 5 5一 10 属另一类
,

其蕾烷 C 29 / 月
二

。

:
尽值为 0

.

0 3 5 ; 街烷 C Z
厂 2 0 5 / 2 0 (S + R ) 值为

5 1
.

6% : 街烷 C 29
声刀/ ( : : + 刀刀) 值为 4 0

.

8%
。

( 3 ) w 一 4 井为第三类
,

其霍烷 e 四刀
: / : 声比值为 0

.

0 9 2 : 幽烷 C 29一2 0 5 / 2 0 ( S + R ) 比

值为 3 8% : C 29
刀P / ( : 二+ 刀刀) 比值为 2 4

.

5%
。

综合考虑上述运移效应
、

生源信息与成熟度指标
,

可以排除 s5 一 10 与 W一4 井原油与西

北坡重油的亲缘关系
,

而把 B 86
、

5 4 0 6 2 及 5 4 2 0 9 原油作为该重油的同源油
。

研究证实盆地

中南部原油系来 自该处 E h : 上段生油岩 工
,

从而可以推论西北坡重油的油源岩也应是盆地中

南部 E h : 上段生油层
。

据此可以认为
: 泌阳盆地中南部 E h : 上生油层所生原油排出源岩之

后
,

(一部分 ) 经输导层向西北 发生侧向运移
,

在西北坡浅层储集岩中遭受到氧化及生物降

解作用
,

逐步形成目前所见到的次生降解重油 (或稠油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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