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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噶尔盆地液态烃分子碳同位素

组成特征及其应用

丁安娜 惠荣耀 张中宁 段 毅
(中国科学 院兰州地质研究所

,

兰州 7 3。。。0)

提 要 文章报导了准噶尔盆地不 同地区
、

不同产层原油和烃源岩样品中正构烷烃和类异戊二烯

烃碳同位素组成特征
。

在 n C : ,

一 n C 3 ;

之 间
,

侏罗系湖沼 相成因的原油
,

正构烷烃 别 3
C 值大部分分布在 一

27
.

。%
。

一一 32
.

4%
。
之间

,

比海相地层的原油重
,

具有富集
’ 3
C 的特征

。
n *
型烃源岩产出原油的单烃 护3

C 值

比 I B
型的轻

,

相对富集
’ Z C

。

碳源组成相同的原油在正构烷烃和类异戊二烯烃碳同位素组成上
,

有相似的

分布范围和较为一致的总体变化趋势
,

因此单烃碳 同位素组成可用于油 一油 对 比和油一 源对比中
。

关健词 准噶尔盆地 单烃碳同位素 皿型烃源岩 油源对 比

第一作者简介 丁安娜 女 48 岁 副研究 员 地球化学

目日 台

近年来
,

由于 G C 一 IR M S 测试技术的发展
,

使得单烃分子稳定碳同位素研究能被广泛

应用于石油天然气地质学 中
,

它不仅拓宽了有机地球化学研究领域
,

而且也将促进油气碳同

位素地球化学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

本文旨在发挥该项技术的优势
,

对准噶尔盆地石油和烃源岩饱和烃中正构烷烃
、

类异戊

二烯烃的单烃碳同位素组成特征进行研究
,

以便在油 一油对比
、

油 一源对比中获得更多的地

球化学信息
,

为油气勘探提供科学依据
。

1 液态烃分子的碳同位素组成特征

准 噶尔盆地原 油正构烷烃创
3 C值为一 2 2

.

。%
。

一 一 32
.

4 %
。 ,

大 部分分布在一 27
.

0%
。

一

一 3 2
.

4%
。
之间

,

与塔里木盆地海相地层原油相比
,

明显不同
。

后者分布范围为 一 31
.

0%
。

一

一 4 3
.

0%
。 ,

相对富集
` Z
C ( 图 1 )

。

显然以陆源母质输入 为主的原油
,

正构烷烃碳同位素比值比

以海相菌藻水生生物 为主要母源的原油重
,

具有富集
’ 3
C 的特征

。

准噶尔盆地相应烃源岩饱

和烃中正构烷烃 子
3
C 值为一 24

.

4%
。
一 一 39

.

4%
。 ,

绝大部分也分布在一 2 7
.

。%厂一 3 2
.

。%
。
之

间
,

与原油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

从正构烷烃 合
3
C 值总体变化特征看

,

基本都呈现随碳原子数增加
,

从低碳数向高碳数

逐渐变轻的趋势
,

但大体上又可 以细分 为三种类型
,

一种为曲线变化略趋平缓型
,

如盆参 2

井 J
3
q 原油 ( 图 2

一

b )和红 5 0 井 C 系原油
, n C

I ,
一 n C

3:

的 古
, 3
C 值绝大部分分布在 一 2 8%

0

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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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
之间

,

变化范围相对较窄
,

说明母源输入较单纯
,

主要为淡水湖相菌藻水生生物和陆源

高等植物碎屑
;
第二种类型为从低碳数向高碳数逐渐变轻

,

低碳数部分比前一种类型重
,

高

等植物有机显微组分输入居多
,

而高碳数部分则有更 多的腐泥组分混入
,

如彩南油 田原油和

下侏罗统三工河组烃源岩 ( 图 2
一

a) ;
第三种类型为高碳数部分比低碳数部分明显偏轻

,

富

集
` ’
C

,

如独 71 井原油和中侏罗统头屯河组烃源岩 ( 图 3 )
,

可能与古细菌输入有关
。

, LN 2 6 井轻质油 (T )

T Z S井轻质油` 0 )

塔以木盆地原油
J F I 2 2 )卜轻质油 t e ,-

准喝尔盆地原油

六 区 14 网 井燎油汀
.
)

盆参 2 并原油 ( J
, q )

x
克 7 6井凝析油伊

2

司

o
彩 2 0一2衬拓〔力妇( J

Zx )

1 0 12 14 1 6 1 8 2 0 2 2 24 2 6 2 8 30 3 2 3 4

喇峨确浙倪诩书--30--28--26-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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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叱翌钱邪日

正构烷烃碳数

图 1 海相和陆相地层原油正构烷烃 别℃ 值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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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so t o p i
e e o m p o s

it i
o n s o f n 一 a lk a n e s

in m a r
in

e a n d t e r r e s t r i a l 0 115

原油类异戊二烯烃 子
’
C 值变化范围较宽

,

为一 2 4
.

0%
。

一一 39
.

7沁
,

姥蛟烷和植烷 子
3
C

值比正构烷烃和其它类异戊二烯烃均轻
,

姥蛟烷和植烷 子
’
C 值之比多数接近 1

,

表明生源输

入的差别不是太大
。

2 应用正构烷烃碳同位素比值进行油
一

油对比

同一碳源形成的原油正构烷烃 合
’
C 值具有相似的分布范围和总体变化趋势

。

2
.

1 盆地腹部原油

彩南地区原油主要来自下侏罗统
,

与鄂尔多斯盆地任 4 井
、

兔西 1井来自煤系烃源岩凝

析油
〔̀ 〕
相 比较

,

在正构烷烃分子碳同位素组成上有一定差别
,

彩南原油分布范 围为一 26 %
。

一

一 3 2%
。 ,

相对富集
` ’
C

。

三个油样总体变化趋势较为一致
, n C

1 7

以前
,

合
“
C 值较重

,

为一 26 %
。

一

一 2 9%
。 ; n C

, 7

比相邻碳数的正烷烃 合
3
C 值都偏重

,

分布在 一 2 5
.

8%
。

一一 26
.

8%
。

之间
; n C

, :

以

后
,

子
3
C 值逐渐变轻

,

为一 2 7%
。

一一 3 2%
。 ;
由低碳数到高碳数前后差值 < 5%

。 ,

相同碳数对应

的 剐
3
C 差值 < 3%。 ,

重叠性较好
,

因此彩南油田三个油样具有同源性 ( 图 2
一

a)
。

生物标志化合物的研究认为
,

彩南原油中有典型陆源高等植物输入的生物标志化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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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C * 9

谷街烷
、

芒柄花根烷
、

丫一 羽扇烷和 C
Z ;

H
4 :

四 环菇烷等
,

另外还含有一定丰度的 C
2 7 、

C 28

街烷
,

表明有一定数量的藻类和水生生物母质输入
,

藻类化石 主要是以淡水绿藻类抱子

(〔赶心叔此
: 印

.

)和凝源类 ( G ar n
心说us g ar un lat us ) 为主

。

彩南原油烃源岩 主要为腐殖腐泥型

母质
,

轻烃部分主要受陆源高等植物有机显微组分的控制
,

重烃部分受一定数量腐泥组分输

入的影响
,

碳同位素组成呈现随碳数增加而变轻的分布特征
。

12 14 16 18 2 0 22 2 4 2 6 2 8 3 0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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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0 12井原油 ( JxZ )

K J : s 烃禅岩

1 8 2 0 22 2 4

正构烷烃破数

0 C 2 0 3 2井原油 ( J
. s
)

公 盆参 2并原油 (J
, q )

. c l 2 9 2井原油 (J声 ) 。 J . b烃砚岩

▲ 盆奋 2井原油 ( J
,s
)

图 2 彩南油田和盆参 2 井油样正构烷烃 子℃ 值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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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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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参 2 井原油正构烷烃 捌
3
C 值大部分分布在一 28 %。

一一 32 %
。
之 间

,

产自下侏罗统三工

河组与上侏罗统齐古组的原油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和较为一致的总体变化趋势
,

因此盆参 2

井原油也具有较好的同源性 (图 2
一

b )
。

同彩南原油相 比
,

存在一定的差异
,

正构烷烃单烃分

子 子
3
C 值偏轻

,

分布范围较窄
,

总体变化趋势也略趋平缓
。

有机显微组分研究表明
,

盆参 2

井烃源岩比彩南地区烃源岩更富含菌解无定形体
、

藻无定形体等
,

其含量可达到 50 %以上
,

藻类化石鉴定以疑源类 (G ar n
od l’sc u : g ar un l at us ) 为主

。

在母源输入上
,

富氢组分含量比彩南

烃源岩高
,

因此低碳数部分 子
3
C 值比彩南原油轻

,

有更多的腐泥组分混入
。

石西 1 井靠近盆地腹部
,

产层为下二叠统佳木河组
,

埋深为 4 4 31 一 4 4 4 5 m
,

产轻质油
,

也产气
。 n C

I ,
一 n

aC
。

的 合
3
C 值为一 22

.

0%
。

一一 30
.

3%
。 ,

比盆地腹部其它地区原油都重
。

这种

差异可能由两种原因引起
,

其一为母源效应
,

其二为热动力学分馏效应
,

石西 1 井原油可能

来自演化程度较高的混合偏腐殖型有机质
。

2
.

2 盆地西北缘原油

六区 14 一 4 井原油产 自中三叠统克拉玛依组
,

埋藏较浅
,

为 45 9 米
。 n C

7

一
n C

, 9

的碳 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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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比值变化幅度较大
,

为一 24
.

7%
。一

一 31
.

6叮
。 。

当碳数大于 19 时
,

护 C 值为一 29
.

4%
。

一 一

3 1
.

6%
。 ,

随着碳原子数的增加
,

平缓变轻 (图 1 )
,

比彩南油 田原油贫
`

℃
,

可能是古细菌输入

相应较多的缘故
。

表 1 齐 8 井 J l
b

、

T Z 、 3

原油生物标志物特征

T a
b l

e 1 B i o m a r
k

e r e h a r a e t e r is t i e s o
f J l

b
a n d T Z+ 3 e r u

d
e 0 11

5
f
r o m t h

e Q
一
8 w e

ll

几几令
、 、

泛乏乏
齐 8 井 ( J

,
b

, 16 62一 x 7 1 3 m )原油油 齐 8 井 ( T Z + 3
,

2 7 1 5一 2 7 3 7 m )原油油

CCC 2 2 一
/ C

Zz +++ 1 5 888 3
.

0 222

PPP r / P hhh 3
.

7 444 1
.

1 444

二二环倍半菇烷烷 C
1 5

以 4
,

4
,

8
.

9
,

1。 五甲基 全氢蔡为主主 1C 5以 8队H )补身烷为主峰峰

峰峰峰
,

C , 6以 s p ( H )高补 身烷为主峰峰 C I。以 s月( H )高补身烷为主峰峰

艺艺 三环菇 /乏五环菇菇 0
.

0 777 0
.

4 888

五五环三菇烷烷 在 C 2 9叩峰右侧检测出出 未检测出出

CCCCC
2 9一

五环三菇烷同分异构体体体

芒芒柄花根烷烷 检测 出出 检测出出

777 羽扇烷烷烷烷

孕孕 幽烷烷 有孕 幽烷烷 孕街烷丰富富

幽幽烷烷 C
: 9

> C
: s

> C
Z zzz

C Z。> C Z。 > C 2777

胡胡萝 卜烷烷烷 丰富的 了胡萝 卜烷币胡萝 卜烷烷
了了蜡烷 / ( C 3 1a p / 2 ))) 0

.

1 6 666 0
.

6 4 555

物物性性 低 比重
、

低粘度
、

高含蜡蜡 高比重
、

高粘度
、

低含蜡蜡

克 7 5 井凝析油 ( 2 6 0 4一 2 6 7 2 m )和克 7 6 井轻质油 ( 3 0 2 3一 3 o 2 8 rn )产层均为中二叠统

乌尔禾组
,

由于母源输入
、

演化程度和运 移因素有别
,

两井正构烷烃 子
3
C 值分布有一定差

异
,

克 7 5 井为一 2 7
.

3%
。

一 一 3 2
.

4%
。 ,

平均为一 2 9
.

9%
。 ; 克 7 6 井为一 2 5

.

0%
。

一 一 2 9
.

8%
。 ,

平均

为一 28
.

7%
。 ,

显然克 75 井比克 76 井富集
’ Z
C

。

从 n C
1 8

开始
,

克 76 井高碳部分的 合
3
C 值分布

趋于平缓
,

变化范围为一 28
.

6%
。

一一 29
.

8%
。 ,

前后差值 < 1
.

2%
。 ,

表明高碳部分母质输入 比较

单一
; n C

I。
一 n C

1 7

的 a ` 3
C 值变重

,

变化范围为一 2 5%
。

一 一 2 8%
。 ,

比其它油样都重
; n C

I。

一
n C

1 5

的 合
3
C 值与六 区 1 4 一 4 井油样相近 (图 1 )

。

克 75 井凝析油和克 76 井轻质油的母质均为混

合偏腐泥型
,

但由于克 76 井母质演化程度较高
,

所以正构烷烃 即
3
C 值相应较重

。

红 80 井原油正构烷烃 合
3C 值分布范围为一 28 %

。

一 一 30 %
。 ,

且分布平缓
,

母质类型为混

合偏腐泥型
。

与盆参 2 井 J q3 原油有很好的对 比性
。

2
.

3 盆地南缘原油

独 68 井和独 71 井的两个油样都产自上第三 系
。 n C

I 。

以前低碳数部分
,

独 68 井原油正

构烷烃 子
3
C 值比独 71 井轻

,

分布在一 27
.

6%
。

一一 30 %
。

之间
,

相对富集
` Z
C ;
高碳数部分

,

前者

比后者重
,

相对富集
’ 3
C

,

表 明两 口井的原油在成因上有一定差异
。

独 68 井原油与彩南油 田

原油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有一定的可 比性
。

齐 8 井原油分别产于下侏罗统八道湾组 (J
l b
)和中上三叠统 ( T

Z+ 3
)

。

它们的正构烷烃碳

同位素分布曲线重迭性不好
,

或在奇碳数或在偶碳数上出现 明显的同位素分馏现象
。

当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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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 12 时
,

J
l b
原油单烃 合

3
C 值分布在一 2 8%

。

一 一 30 %
。
之间

,

与盆参 2 井 J
3
q 原油存在相 同

的分布范围
; 而 T

Z+ 3

原油的单烃 子
3
C 值大部分分布在一 3 0%

。

一一 31
.

5%
。

之间
,

可见重烃部

分齐 8 井 J
, b

原油 比 T
Z+ 3

原油重
,

具有富集
` 3
C 的特征

,

与彩南原油和盆参 2 井 J
l s
原油有 一

定的可比性
,

因此齐 8 井两层油分别来 自不同的烃源岩
。

生物标志化合物的研究也表明
,

两

层原油明显不同 (表 1 )
,

1J 。原油来自侏罗系混合偏腐殖型母质
,

T Z + 3

原油来 自二叠系 亚 A

型

有机质
。

3 应用正构烷烃碳同位素比值进行油
一

源对比

彩南油田
、

盆参 2 井
、

石西 1 井位于准噶尔盆地腹部
,

该区沉积稳定
,

构造活动平缓
,

一

般不具备不同成因油气混合的地质条件
。

原油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应该主要反映单烃分

子的碳源组成
、

母质类型和演化程度
。

3
.

1
·

彩南油田

彩南油田原油和下侏 罗统烃源岩正构烷烃 子
3
C 值都分布在一 26

.

0%
。

一 一 3 2
.

0%
。
之 间

,

原油与源岩有较好的对应关系 (图 2一 a )
。

单烃 别
3
C 值分布曲线除有一致的变化趋势外

,

相

同碳数之间 子
’
C 的差值小于 2%

。 ,

尤其是三工河组烃源岩饱和烃正构烷烃 合
3
C 值几乎是迭

合在彩 1 2 9 2 井 ( J
Z x )

、

彩 2 0 3 2 井 ( J
l s )和彩 2 0 1 2 井原油 ( J

Z x )曲线上
,

而来自中侏罗统西山窑

组 (J
Z

x) 烃源岩的正烷烃 子
’
C 值分布在一 2 9%

。

一 一 37 %
。
之间

,

轻于下侏罗统烃源岩
。

据此可

以进一步确认
,

彩南原油主要来自下侏罗统三工河组和八道湾组
,

中侏罗统次之
。

----3436----3032--28--26-24

次仓à玛。巴叱裂班橄圈

正构烷烃破数

图 3 独 71 井原油和头 屯河组烃源岩正构烷烃 子℃ 值分布曲线

F ig
.

3 I s o t o p ie e o m P o s it io n s o f n 一 a
lk

a n e s in t h e D u 一
7 1 w e

ll
0 11

a n
d t h

e T o u t u n h e s o u r e e r o e
k

3
.

2 盆参 2 井

对盆参 2 井油源问题
,

存在不同认识
。

根据生物标志化合物的对比研究
,

有人认为原油

来自二叠系
,

也有人认为来 自二叠系和侏罗系两套生油岩系
。

最近通过对盆参 2 井烃源岩有

机岩石学和油与烃源岩单烃碳 同位素组成的研究
,

可以看 出盆参 2 井 (J
, s 、

J
3 q )原油同下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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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统烃源岩饱和烃单烃碳同位素分布具有明显的一致性
,

我们认为盆参 2 井原油主要来 自

下侏罗统八道湾组
,

其次为三工河组和中侏罗统西山窑组 (图 2
一

b )
。

3
.

3 独 7 1 井

独 71 井位于盆地南缘西部
,

产层为上第三系塔西河组
,

埋藏较浅
,

深度为 40 0 余米
。

原

油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分布在一 25
.

4%0 一一 33
.

0%。
之 间

,

从
n C

; ,

一
n C

Z:

明显 由重变轻
,

接

近直线抬升 ( 图 3 )
。

通过微生 物学 的研究
,

已经证实 在头 屯河 组烃源岩 样 品 中含有大量产 甲烷球菌

(M et ha
n 二oc cu : )

,

独 71 井原油与头屯河组烃源岩中正构烷烃 子
3
C 值分布具有一致性

,

据此

推测独 71 井原油可能与产甲烷菌有关
。

4 应用类异戊二烯烃碳同位素比值进行油
一

油对比

我们所采集的准噶尔盆地原油样品
,

其异构烷烃相 同碳数之 间
,

不 同地区
、

不同产层原

油和烃源岩的 子
3
C 值变化较大

。

同一样品
,

奇碳数和偶碳数之 间变化幅度也大
,

反映母源输

入混杂
,

为陆相原油 的特征
。

从表 2可看出
,

石西 1井相 应碳数类异戊二烯烃别 C值比其它

表 2 i1C
3 一 iC 20 原油单烃碳同位素分布

T a
b l e 2 I

s o t o p ie e o m P o s i t io n s o
f iC

: 3

一 i C Z。 in d i
v id u a

l h y d
r o e a r b o n s

序序号号 井号号 产层层 深度 ( m ))) 原油性质质 %
。。

占1 3C p rrr

时时时时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a 1 3C P卜卜

iiiiiiiiiiiiiC 1 333 iC 1 444
iC z sss 一C 1 666 iC a sss P rrr P hhhhh

11111 克 75 井井 P Zwww 2 6 0 4一 2 6 7 222 凝析油油 一 2 8
.

444 一 24
.

111 一 2 9
.

555 一 2 8
.

555 一 2 9
.

666 一 3 3
.

666 一 3 3
.

000 1
。

0 222

22222 克 76 井井 P Zwww 3 0 2 3一 3 0 2 888 轻质油油 一 2 9
.

111 一 2 9
.

222 一 2 3
.

111 一 2 6
.

333 一 2 6
.

444 一 3 4
.

999 一 3 0
.

111 1
.

1 666

33333 盆参 2 井井 J
1 555 4 6 7 8一 4 6 7 999 原 油油 一 2 7

.

666 一 2 8
.

222 一 2 8
.

000 一 3 0
.

555 一 2 8
.

111 一 3 1
.

777 一 3 1
.

666 1
.

0 000

44444 盆参 2 井井 J
3 qqq 4 2 6 0一 4 2 7 222 原油油 一 3 0

.

111 一 3 0
.

444 一 2 1
.

444 一 3 2
.

777 一 2 9
.

333 一 3 2
.

666 一 3 3
.

777 0
.

9 777

55555 彩 2 0 1 2 井井 J
Z xxx 2 2 7 4一 2 2 5 777 轻质油油 一 2 7

.

777 一 2 7
.

222 一 2 6
.

444 一 3 4
.

111 一 2 8
.

666 一 3 2
.

444 一 3 1
.

111 1
.

0 444

66666 彩 2 0 3 2 井井 J
l sss O 月 口 ,

一
今 月 Q 月月

轻质油油 一 2 8
,

777 一 3 1
.

888 一 2 6
.

888 一 2 9
.

333 一 2 7 999 一 32
.

000 一 32
.

777 0 9 888乙乙乙乙乙 寸 J J 山 怡 J 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寸

77777 六 区 1 4
一
444 T 222 4石999 原油油 一 2 9

.

111 一 2 8
.

222 一 3 0
.

000 一 3 2
.

000 一 3 1
.

000 一 32
.

111 一 3 1
.

111 1
.

0 000

88888 红 80 井井 CCC 2 1 5 5一 2 1 8 111 原油油 一 2 9
.

111 一 2 8
.

666 一 2 8
.

999 一 2 9
.

555 一 2 8
.

555 一 3 3
.

666 一 3 1
.

777 1
.

0 666

99999 石西 1 井井 P
, JJJ 4 4 3 1一4 4 4 555 轻质油油 一 2 4

.

555 一 2 4
.

999 一 2 6
.

444 一 2 7
.

333 一 2 6
.

888 一 3 7
.

777 一 3 0
.

777 1
.

2 333

油样均重 (姥绞烷除外 )
,

与正构烷烃 子
3
C 值研究结果相同

,

其母质类型以混合偏腐殖型为

主
,

演化程度较高
。

齐 8 井 J
l
b 原油与彩参 2 井 J

, s
原油 iC

13

一 iC
1 6

和 iC
1 8

一 iC
Z。

的 a
` 3
C 值分布

曲线有相似的变化趋势
。

独 68 井和独 71 井原油类异戊二烯烃也有相似的碳同位素组成 (图

4 )
,

因此在成因上
,

它们又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

单烃碳同位素具有明显的母源继承效应
,

类异戊二烯烃碳同位素也如此
。

混合偏腐殖型

输入的原油
,

其类异戊二烯烃系列单烃碳同位素均较重
,

如彩 2 0 1 2 井
、

彩 20 3 2 井和石西 1

井等
。

来源于混合偏腐泥型的原油
,

其类异戊二烯烃系列单烃碳同位素组成则较轻
,

如克 75

井 ( P
Z
w )

:

盆参 2 井 ( J
3
q )

、

六 区 1 4 一 4 井 ( T
Z `
)和红 8 0 井 ( C )等

。



1期 丁安娜等
:

准噶尔盆地液态烃分子碳同位素组成特征及其应用 1 4 1

姥蛟烷
、

植烷的分布特征受沉积环

境和母质类型的控制
,

陆源植物腐烂后

释放大量 C O
:

和腐殖酸
,

使得沉积环境

偏酸性
,

氧化作用增强
,

造成由植醇氧化

而来的姥蛟烯的富集
,

使生成的姥蛟烷

保 留较多的
` 3

C
,

这时往往 a
` ,

C
P r

> a
, ’

C
P h 。

古细菌
、

甲烷营养菌和其它细菌组

成的碳源 比陆源植物碎屑和光合自养生

物及其用户富集
`“
C

,

细菌异戊二烯化合

物的碳同位素组成比光合植物生成的植

基侧链要轻
,

因此当细菌输入较多时
,

使

占
, 3
C * < 古

, 3
C

P h 。

从表 z 可知
,

源岩为侏罗

系的原油
,

其姥蛟烷碳 同位素比值均大

于一 33 %
。 ;
源岩为非侏罗系的原油姥蛟

烷 酬C 值小于一 33 %
。 ,

植烷相反
。

同一

母质来源的原油
,

其类异戊二烯烃碳同

位素比值均比较一致
。

个别样品
,

如彩

1 2 9 2 井
、

石西 1 井
、

克 76 井原油中姥蛟

烷明显偏轻
,

可能是细菌异戊二烯烃输

入居多的缘故
。

--32--34--30--34--32--28--30--28

ǎ演à侧尸一,戮琪理殊

.

彩参 2 井原油 ll( s)

.
独 6 8 井原油 N( )

O
齐 s井原油 (J

一b )

x
独 7 1井原油 (N)

异构烷

烃碳数

图 4 原油 i C
13一 iC

Z。

单烃 a , 3
C 值分布曲线

F ig
.

4 6
` ,
C

v a lu e s o f t h e i C
I。 t o iC

Z。

i n d iv i d
u a l h y d r

oc
a r b o n s

f
r o m e r u d e 0

115

小 结

( 1) 单烃碳同位素资料是进行油
一

油对 比
、

油
一

源对比的有效方法
,

准噶尔盆地腹部原油

生烃母质以混合型为主
,

液态烃的轻质部分主要来自壳质组
,

基质镜质体等
,

以腐殖组分输

入为主
,

重碳部分主要反映以腐泥组分输入占明显优势
。

( 2) 盆参 2 井原油主要来自下侏罗统八道湾组
,

其次是三工河组
、

西山窑组和齐古组
,

彩

南油田油源主要来自下侏罗统三工河组
、

八道湾组
。

( 3) 西北缘克 75 井
、

克 76 井
、

六 区 14 一 4 井
、

红 80 井原油主要来自混合偏腐泥型有机

质
。

( 4) 独山子油田油气的形成可能有微生物参与
。

( 5) 湖沼相成因的原油
, n C

I ,
一 n

aC
;

的 子
3
C 值主要分布在 一 2 7

.

。%。
一一 32

.

4%
。

范围 内
,

I
A

型原油略轻于 I B

型原油
。

本项工 作得到新疆石 油管理局克拉玛依研 究院有 关同志 的大力支持与帮助
,

单烃碳同

位素数据 由文启彬研 究员完成
,

饱和烃分离 由丁 万仁实验师完成
,

在此致 以衷心 的感谢
。

收稿 日期
:
1 9 9 4一 1 2一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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