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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因素对源岩评价结果的影响

及其相对贡献量大小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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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源岩评价是油气资源评价的基础
。

目前
,

基于源岩排烃过程模拟结果可对源岩品质
、

属性和有效性进行

综合定量评价
。

本文采用盆地模拟技术和不确定性分析方法对影响源岩评价的十三种地质因素的作用大小及其

相对贡献量进行评价
,

同时探讨各种地质因素作用下源岩品质评价指数
,

属性评价指数和有效性评价指数的变

化情况及分布概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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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源岩评价是油气资源评价的基础
,

长期以来受

到油气地质工作者的重视
。

随着盆地模拟技术的发

展
,

源岩评价已从过去单纯依靠一些地化指标发展

到依靠生烃量
、

排烃量等综合性指标
; 已从过去单一

评价源岩自身的品质和属性发展到现在既评价源岩

的品质和属性
,

同时也评价源岩与储盖条件等的组

合关系及其有效性
。

在有效性的评价中主要考虑了

源岩的排烃相态
,

围岩 (储层 )滞留烃量以及 区域性

盖层形成前的源岩排失烃量等因素的作用和影响
。

影响源岩生烃量
、

残留烃量
、

排烃量和排烃相态

的一切地质因素均影响源岩的品质
、

属性和有效性
。

探讨各主要地质因素对源岩综合定量评价结果的影

响及其相对贡献量大小
,

对于科学地评价源岩
、

计算

资源量和指导油气田勘探都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在

开展这一工作时主要采用 了盆地模拟技术和不确定

性分析方法
。

2 源岩综合定量评价理论模型

源岩综合定量评价是在源岩层地史
、

热史和生

留排烃史数值模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

与这些研

究有关的地质模型
、

数学模型及模拟软件的建立已

在有关文献中
〔`一 4〕
给予 了详细讨论

,

这里仅给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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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岩综合定量评价有关的计算模型
。

2
.

1 生烃量计算

每平方米源岩上生成的烃量 ( Q , )取决于源岩

层 厚度 ( H )
,

源 岩 层 内非 源岩 厚 度百 分 含量

( K N S )
,

有机母质丰度 (近似用岩石总有机碳含量

C % 表示 )
,

源岩层密度 ( P
r

) 和干酪根油气发生率

( R
r

)
。

R
r

随干酪根类型指数 ( K了丫 ) 和母质转化程度

( R
。

)的不同而改变
,

不同母质处于不同阶段的 R
,

计

算采用物质平衡优化模拟计算法即
。

各地质因素对

生烃量的影响通过下列模型表达
:

Q 户 一 H
·

P
r ·

C %
·

(1 一 K N S )
·

R
r

( K T I
,

R
。

)

( 1 )

2
.

2 源岩残留烃饱和量计算

源岩残留烃量包括四部分
:

吸附烃量
、

水溶烃

量
、

油溶气量及孔隙中被毛管力封闭的游离烃量
。

2
.

2
.

1 液态烃残留饱和量计算

依据实际地区排烃源岩实测的残留烃量
“

A
”

和
“

5
1 ”

统计分析 后建立计算模型 并作轻烃补偿校

正闭
,

式 ( 2) 为每平方米源岩内残留液态 烃饱和量

( Q
, ,。

)计算公式
:

Qr
。 。

一 〔H ( 1 一 K N S ) + H
·

K N S
.

K K 门(△沪+ 叻
·

P
。 ·

S 。 : 。

( C %
,

R
。 ,

叻 ( 2 )

式 中
,

△甲为源岩欠压实剩余孔隙度
,

与源岩厚 度

( H )
、

埋深 (z )和异常压实系数 ( K , )有关
,

沪为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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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条件下的源岩孔隙度
,

与埋深和压实因子 ( C C )

有关
; p

。

为油密度
; K K

,

为源岩层内非生烃岩残烃

量与生烃岩残烃量之比率
; S 。 : 。

为源岩内孔隙中残 留

油饱和度
,

数值大小取决于源岩成熟度 ( R
。

)
,

油密度

(尸
。

)
,

孔隙度 (妙和有机母质丰度 (C % ) `。
。

.2 .2 2 源岩水溶残留气饱和量计算

每平方米源岩内水溶气量 ( Q 、 ) 取决于源岩的

孔 隙度 (卯
、

含水饱和度 (1 一 rS ~ )
、

源岩厚度 ( H )及

水 的溶气饱和 度 如
,

如 又 与水 的温度 ( T )
、

压力

(尸 )
、

矿化度 ( X * )
、

气组份 ( X )等因素有关
。

它们之

间的表达式为
:

Q二 一 H ( △沪+ 叻
·

l( 一 S ~ )
·

q w ( T
,

尸
,

X
* ,

X )

( 3 )

.2 .2 3 源岩油溶残留气饱和量计算

源岩内油溶残留气饱和量与源岩内孔隙度钾+

△妙
、

孔隙内含油饱和度 ( S ~ )
、

源岩厚度 ( H )
、

油的

溶气饱和度 (q
。

)等因素有关
。

q
。

的数值大小又取决

于 油 的温度 ( T )
、

压力 (尸 )
、

油密度 ( P
。

) 及气组分

( X )等因素
。

每平方米源岩内油溶气量的大小可表

示为
:

Q、 一 H (乙甲十 叻
·

S ~
·

q
。

( T
,

尸
,

P
。 ,

X ) (4 )

.2 .2 4 源岩吸附残留气饱和量计算

源岩的吸附残留气量与源岩的温度 ( T )
、

压力

(尸 )
、

密度 (产 )
、

厚度 ( H )
、

有机质丰度 ( C % )
、

转化

程度 ( R
。

)
、

湿度 ( Wet )及气组分 i( )等一系列地质因

素有关
。

每平方米源岩内吸附残留气量 ( Q
lr, `

)与上

列因素的关系模型为
:

< 0( 源岩未进大量排烃门限 )

Q二~ Q弘一 Q漏一 0 (源岩处于大量排烃门限 )

> 0( 源岩 已进大量排烃门限 )

( 7 )

式中
,

Q , 是源岩残 留烃临界饱和量
,

表征源岩

自身残留烃能力
; i 代表不同的烃组分

。

2
.

4 各种相态形式的排烃量计算
2

.

4
.

1 水溶相排烃量计算

水溶相排烃量 ( Q~ ) 与源岩层厚度 ( H )
、

排出水

量 ( V衬 与烃在水中的溶解度 ( qw) 有关
。

烃在水中的

溶解度是水的温度 ( T )
、

压力 ( P ) 和矿化度 ( X
*

) 的函

数
,

一般说来随 T
,

尸 增大而增大
,

随 X
*

增大而减

小
。

此外
,

如 还与烃组分性质 l(’ )有关
。

计算模型为
:

_
_ _

卜 d认
,

_ _ _ _ _

叼

一
月

’

j
。

丽
’

“ , 口
,

匕 入 ” , ` )
’ “ z

2
.

4
.

2 扩散相排烃量计算

扩散相排烃量 ( Q沪与源岩层厚度 ( H )
、

烃浓度

梯度 (
△H C

△Z
) 和烃扩散系数 ( D )及扩散时间 t 等有

关
。

扩散系数 ( D )是温度 ( T )
、

压力 (尸 )
、

介质孔隙度

(卯
、

烃组分性质 (主要是碳数 n) 等变量的函数
。

计

算模型为
:

。 八

「
` 。 ,

~ n
、

△H C I
叼 de 一 乙 .

1 刀火1 , I 一 ,

尹
, n 夕

. 一又弓尸
.

下万
. a t

J O ` j 之奋 J 又

2
.

4
.

5 油溶相排气量计算

油溶相排气量 ( Q
。 。

)与源岩层厚度 ( H )
、

排油量

( V
。

)及烃气在油中的溶解度 ( q
。

)有关
。

烃气在油中

的溶解度 ( q
。

)与温度 ( T )
、

压力 (尸 )
、

油密度 (P
。

)及烃

组分 i( )等因素有关
。

计算模型为
:

Q brt 一 H
·

产
K

o ·

K
尺

·

K
i ·

_ _ 一

价 d认 一
-

Q , 一 月
’

J
。

丽
’

g
·

(健
’

, `’ ,

p
。 , ` )

’

“ z

K w

a i ·

b
i

l + b , ·

P ( 5 )

· e x P 〔一 K K 户 (了
’

一 2 0 ) 〕

式中
,

K
。 、

K
* 、

K 、 、

和 K K , 、 a , 、

b、 、

K
,

分别指与源岩

中 C %
、

R
。 、

W et
、

尸 和组分 i 特 性有关 的常数 因

子
〔3

,
4 , 。

.2 .2 5 源岩残留气临界饱和量计算

每平方米源岩残 留气临界饱和量 ( Q二 ) )等于水

溶残留气饱和量
、

油溶残留气饱和量和吸附残留气

饱和量之和
。

表达式为
:

Q二 一 Q
,

、 + Q 、 + Q l)r `

(6 )

.2 3 源岩排烃量计算

每平方米源岩排烃量 ( Q
。

)等于每平方米源岩生

烃量 ( Q
户 ) 与残 留烃饱和量 ( Q

。 ,

) 之差
,

表达式为
:

2
.

4
.

4 游离相排烃量计算

游 离相排烃量 (嗽 )与源岩总排烃量 ( Q
。

)及上

列水溶相排烃量 (~ ) )
、

扩散相排烃量 ( eQ
、

)
、

油溶相

排烃量氛有关
。

影响 Q
。 、

Q 。
、

Q、 、

Q。
的所有因素均

影响游离相排烃量计算
。

计算模型为
:

Q
es

~ Q
。

一 Q 、 一 Q
, 一 Q、

2
.

5 源岩综合定量评价

源岩综合定量评价主要包括源岩品质评价
、

源

岩属性评价和源岩有效性评价三部分内容
。

2
.

5
.

1 源岩品质评价

源岩品质用源岩的相对排烃量百分数表示
,

记

为 S R QI
,

计算模型为
:

S R I Q ( i
Q

。

( i )

Q 。 ( i )
X 1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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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Q
r 、

Q, :

分别表示每立方米源岩及地质条件下可

能出现的最优源岩的排烃量
,

本文 的 Q
朋:

采用大 庆

油田主力烃源岩青一段模拟结果
。

i 代表油
、

气等不

同的烃组分
,

对油 和 气而言
,

品 质评价指数记 为

S R QI
。

和 S R I Q
、 。

.2 .5 2 源岩属性评价

源岩属性系指源岩排油和排气量的相对大小
,

用符号 S R I N 表示
,

计算模型为
:

数 ( K T I )
,

源岩埋深 ( Z M )
,

源岩层 异常压实系数

( K , )
,

油密度 (P
。

) 和水矿化度 ( X
*

)
。

除此以外的其

它地质因素或与这些因素相关联
,

或能够用这十三

个地质变量表达
。

例如源岩的转化程度 ( R
。

)在模拟

计算中通过研究各沉积时期的古地温梯度和埋藏史

来获得
,

源岩层的孔隙度是通过其正常压实因子
、

欠

压实因子
、

埋深及源岩厚度等参数的模拟计算获

得
〔3〕 。

S R I N ( i ) =
S R I Q ( i )

乏S R I Q ( i )
又 1 0 0

式中 i 代表不同的烃组分
,

对油和气两种组分而言
,

S R I N 分别记为 S R I N
。

和 S R I N
、 ,

关系为
:

S R I N
。

=

1 0 0一 S R I N
g 。

.2 .5 3 源岩有效性评价

源岩的有效性系指源盖组分内每立方米源岩生

排出的烃量在扣除了盖层形成前的排失烃量 ( Q
b。

)
、

源盖 组合内储层滞留烃量 ( Q,
、

)并加上油水溶解释

放烃量 ( Q、 )后还能够以游离态 向二次运移提供的

有效烃量 ( Q
” : 尸

)
,

计算模型为
:

Q
, , :尸

= H N
·

( Q
己 ·

K
时 ,

一 Q
` 亡

K
` 。 ,

) + H N
·

( Q ~ K ~ 一 Q
` 己

K
` ~ ) K

` 。。

+ H N ( Q
。

K 洲

一 Q
` 。

K
` , ) K

` 。 。

一 H S
·

Q
o

S R I E

= Q
。 : *

/ ( H
·

Q
。 ), ,

)

式中
,

H N
、

H S 分别表示纯源岩厚度和源盖组

合内储层厚度
,

其 H N 又等于源岩层厚度 ( H )与 (1

一 K N S ) 之乘积
,

K N S 为源岩层内非生烃岩夹层含

量
。

Q
。 ,

K
。 。 ,

K 阴 ,

K
亡 , ,

分别为源岩当前时刻的累积排

出烃量
、

水溶相
、

油溶相和 游离相排 出烃相对量
;

Q’
, ,

K’ 。 ,

K’ ~ 和 K
` 。 ,

分别表示源岩层在盖层形成前

的累积排出烃量
、

油溶相
、

水溶相和游离相相对排烃

量
。

Q
。
为单位体积储层滞留烃量

,

主要考虑水溶 ( >

85 % ) 〔
` 〕 。

Q
。 :

为我国陆相盆地最优源岩排烃量
。

K’
。 w

和 K
` 洲
分别为水溶相和油溶相排出到储层的烃量因

温压降低后释放烃量所占比率
。

S R I E 指源岩有效

性评价指数
。

从上列计算模型 中不难看 出
,

影响源岩生烃量

和残 留烃量计算的一切地质因素均影响源岩排烃量

计算
。

这些 因素细分起来很多
,

但归根起来主要有十

三个
。

它们是
:

源岩沉积 (埋藏 )速率 (S R )
,

地温梯度

( G T )
,

地层压力 (尸
,

与埋深和水密度有关 )
,

正常压

实因子 ( C C )
,

水密度 (P 沪
,

源岩厚度 ( H )
,

源岩层内

非源 岩厚度百分数 ( K N S )
,

源 岩层 上储层厚度

( H S )
,

源岩内有机母质丰度 ( C % )
,

干酪根类型指

3 地质因素相对贡献量大小评价与源

岩评价指数模拟结果概率分布

3
.

1 地质因素相对贡献量大小评价模型

各地质因素对源岩生 留排烃量的贡献大小是由

前面描述的各种计算模型
、

地质参数取值及其在实

际地质条件下的变化幅度或范 围所决定的
。

一般说

来
,

每一确定 的地质参数在实际地质条件下的变化

范围是有 限的
,

例如松辽盆地北部的古热流 自侏罗

系沉积以来变化在 1
.

S H F U 到 2
.

Z H F U 范围内
;
青

山 口组和嫩江组源岩的有机母质丰度主要变化在

0
.

5 % 一 5 %之间
,

有机母质类型间于 l 类到 I 类
,

凡

此种种
。

在统计确定了某一研究 区上列十三种地质

因素的变化范围 ( 即可能最小值 ( X m i、

) 和可能最大

值 ( X m a 、

) 以及最大可能值 ( X , ) 的情况下
,

各因素对

源岩生留排烃量的相对贡献大小可通过盆地模拟的

方法求出
。

每一地质因素对源岩排烃的作用通过比较这一

因素分别取其可能最大值
、

最大可能值和可能最小

值的情况下获得 的三种模拟结果来认识
,

模拟计算

时其它十二种地质 因素的值保持不变 (取各自的最

大可能值 )
。

如果某一地质参量的增大导致排烃量模

拟结果增加
,

则说明这一地质因素对源岩排烃有利
,

否则不利
。

某一地质参量在极大限度地变化的情况

下 (从可能最小值到可能最大值 ) 能够造成的模拟结

果变化幅度 ( M ax 尺一 M in 尺 ) 反映 了这 一参数的作

用大小
,

它的相对贡献大小 ( R ,
)可以表达为

:

IM
a x R二一 M i n R二l

乏 }M
a x R二一 M i n R二}

火 10 0 之

( 8 )

3
.

2 源岩排烃模拟结果概率分布

M ax 尺
、

M in 尺 分别表示在地质参量 i 取可能最

大值和可能最小值时获得的排烃模拟结果
。

尺 越大

表明 i 对源岩排烃的贡献越大
,

尺 小于或等于 1 00
。

地质参数在它们的可能最大值和可能最小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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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因素对源岩评价结果的影响及其相对贡献量大小模拟 5 5

间变化
,

它们在这一范围 内不同点的分布概率是不

相同的
。

完全依据实际资料统计确定这些参数的分

布频率常常遇到困难
,

但依据实际资料确定出某一

研究区这十三种参数的可能最大值
、

可能最小值和

最大可能值是可能的
。

在这种情况下
,

可应用 S im P
-

s on 的三角规则估算出这十三种地质参量的分布
,

诸

如平均值 ( E l
( x ) )

、

方差 ( 5
2

)
、

概率中值 ( X
l / 2

)等
。

地质参数的变化和不确定性导致了最终排烃模

拟结果 ( R ) 的变化和不稳定
。

在这种情况下
,

如果作

某些假设和近似
,

我们就能应用多 函数概率分析技

术确定出源岩排烃最终模拟结果的分布参数
,

如平

均值 ( E : ( R ) )
、

方差 (夕 ) 以及在任一给定的概率条

件下的函数值 (如 中频值 凡
/: ,

最大频率值 R ,
等 )

。

计算各地质因素相对贡献量大小及确定各地质因素

908070605040

g国的蠢积车耸唱哈乘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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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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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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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地质因素对源岩品质评价指数模拟结果的影响及其相对贡献量大小
a

.

相对贡献量大小
; b

.

源岩品质评价指数分布与概率

F ig
.

1 E f f e e t s a n d r e
l

a t iv e e o n t r ib u t i o n s o f g e o lo g ie a l f
a e t o r s t o t h e

s
im u l a t e d r e s u

l t o f t h e s o u r e e r o c k q u a lit y e v a l u a t io n i n d
e x

表 1 我国陆相地质条件下十三种主要地质参量的变化范围及最大可能值

T a b l e 1 V a r i a t i o n r a n g e a n d p o s s i b l y m a x im u m v a l u e s o f t h e th i r t e e n m a j o r g e o l o g i e a l

in d ie e s u n d e r t e r r e s t r i a l e n v
i r o n m e n t s i n C h in a

序序号号 变量名称称 符号号 单 位位 变 化 范 围围 说 明明

可可可可可可能最小值值 最大可能值值 可能最大值值值

lllll 沉积埋藏速率率 S尺尺 m / M
aaa 2000 4 000 6 000 与地层埋深和年龄有关关

22222 地温梯度度 G了
,,

℃ / 10 0 mmm 1
.

555 3
.

555 6
.

555 与古热流和岩石热导率有关关

33333 地层水密度度 尸二二 g / e m 333 1
.

000 1
.

0 555 1
.

2 000 与水矿化度有关关

44444 正常压实因子子 C CCC m 一 lll 2
.

4 X 10 一 444 4
.

9 X 10 一 444 8
.

1 X 10 一 444
与岩性和区域地质条件有关关

55555 源岩层厚度度 HHH 】刀刀 000 5 0 000 1 5 0 000 随沉积条件变变

66666 非源岩含量量 K N SSS %%% 000 1 000 5 000 随沉积条件变变

77777 源岩上覆储层厚厚 II SSS 11111 000 5 0 000 3 0 0 000 随区域地质条件变变

88888 有机母质丰度度 7
,

O CCC %%% 0 222 2
.

555 5 000 随沉积条件与埋深变变

99999 干酪根类型指数数 K T III n 111 000 5 000 1 0 000 随沉积条件变变

111 000 源岩层埋深深 Z MMM g / e m 333 15 0 000 3 0 0 000 4 5 0 000 随区域地质条件变变

111 lll 异常压实因子子 K 户户 g / lll 000 0
.

555 1
.

000 随岩性
、

层厚
、

埋深变变

111 222 油密度度 氏氏氏 0
.

6 555 0
.

8 000 0
.

9 555 随母质类型和生烃阶段变变

111 333 水矿化度度 X kkkkk 1
.

000 1 0
.

000 1 0 0
.

000 随区域地质条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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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条件下模拟结果概率分布的详细步聚和数学模

型已在专门的书中作了论述
〔 5一 8 , ,

限于篇幅
,

这里不

再重复
。

4 结果与讨论

本文应用上述方法计算了十三种地质因素对源

岩生烃量
、

残 留烃量
、

排烃量
、

排烃相态和源岩评价

结果的影响及其相对贡献量大小
,

模拟研究 了十三

种地质因素变化下的源岩生 留排烃量及源岩评价结

果概率分布情况
。

计算时
,

以中国松辽盆地为区域地

质背景条件
,

我国陆相盆地十三种地质参量的可能

最大值
、

可能最小值和最大可能值选择结果如表 1

所示
。

图 1一 3 为成果实例
。

4
.

1 地质因素对源岩品质评价 ( S R IQ )的影响及相

对贡献量大小

影响源岩品质评价指数 S R I Q 的最主要因素有

T O C
、

K IT
、

Z M 和 S R
、

G T
。

对源岩的气性品质而

言刀
,

O C
,

Z M
,

S R 和 G T 等因素作用最大
,

它们的相

对贡献量分别为 28 %
,

21 %
,

15 %和 10 %
。

S R I Q
g

随

G T
,

C C
,

T O C
,

K T I
,

Z M 和 P
。

的增大而增大
,

随其

它因素数值增大而减小
。

对源岩的油性品质而言
,

K T I
,

了 ,O C
,

Z M
,

S R 和 C C 的作用最大
,

它们的相对

贡献量大小分别为 30 %
,

29 %
,

19 %
, 7写和 6

.

5 %
。

除 p
。

外
,

上述对 于 S R IQ
g

有利的因素均有利于

S R I Q
。 。

在上列因素中
,

K T I 对源岩油性品质 S R IQ
。

的影响远较气性品质大
;
而 S R 和 G T 的情况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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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因素对源岩评价结果的影响及其相对贡献量大小模拟

相反
。

详参图 1
。

在十三种地质因素的影响下
,

我国陆相盆地泥

质烃源岩的气性品质评价指数 S R I Q
;

和油性品质

评价指数 S R刀Q
。

的一般值为 46 和 44
,

它们在累积

概率为 16 纬~ 84 % 间的变化范围分别为 32 ~ 84 和

2 8 ~ 8 8
。

.4 2 地质因素对源岩属性评价 (5 IR N )的影响及

其相对贡献量大小

影响源岩属性评价指数 ( S R I N ) 的最主要因素

是 K T I
,

T O C
,

Z M
,

P
。 ,

S R 和 G T
。

对气 性指 数

S R I N
g

而言
,

它们的相对贡献量分别为 35 %
,

23 %
,

22 肠
,

6
.

5 %
,

6 %和 2
.

5 %
。

S 尺了N
g

随 T O C 和 Z M 的

增大而增加
,

随 K IT 的增大而减小
,

详参图 2
。

由于

S R I N
o

~ 1 0 0一 S R I N
, ,

因此源岩的油性指数 S R I N
o

的情况正好与 S R石V g

相反
。

在十三种地质因素的变化范围内
,

我国陆相盆

地泥质烃源岩的属性评价指数 S R
NI

g

和 S R I N
。

分

别为 46 和 26 左右
,

如果再将两者以相对量考虑
,

所

以应以勘探天然气为主
。

但另一方面
,

气的聚集系数

远较油的差
,

因此在判别一个地区的找油找气前景

时不能完全依据源岩的排烃属性
,

还必须考虑它们

的有效性
。

4
.

3 地质因素对源岩有效性评价 (5 IR )E 的影响及

其相对贡献最大小

影响源岩有效性评价指数 (S R IE ) 的最重要的

地质因素有 K IT 口
,

OC
,

Z M
,

C C
,

H
,

K N S
,

月 5
,

S R

和 G T 等
。

对源岩的油性有效性而言
,

有机母质丰度

( T O C )
、

有机母质类型 (尺 T l)
、

埋深 ( Z M )是最重要

的因素
,

它们的相对贡献量大小分别为 26 %
,

27 %

和 1 2
.

5 %
。

S R I E
o

随 T O C
,

K T I
,

Z M
,

G T 刀C
,

H 的

增大而增大
,

随 S R
,

K N S
,

K
, 和 P

。

数值的增大而减

小
。

对源岩的气性有效性而言
,

T O C
,

Z M
,

H
,

万5
,

S R
,

C C 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它们的相对贡献量大

小分别为 2 0 %
,

1 5 %
, 1 1 %

,

1 1 %
, 9 %

,

s %
。

S R I E 宫

随 T OC
,

尺 T了
,

Z M
,

G T
,

C C
,

H
,

P
。 ,

X
`

的数值增大而

增大
,

而随 S R ,

凡
,

K N S
,

月 5
,

凡 的数值增大而减

小
。

详参图 3
。

在十三种地质因素的变化范围内
,

我国陆相泥

质烃源岩的有效性评价指数 S云了E
。

和 S R I E
,

分别

为 3 4 和 14
,

它们在累积概率为 16 % ~ 84 % 间的变

化范围分别为 ( 22 ~ 70 )和 (5 ~ 4 0)
。

不难看出
,

对于

某一确定的源盖组合而言
,

源岩的气性有效性远较

油的差
,

差别在 2
.

5 倍左右
。

这也是气的运聚系数远

较油的少的原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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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t y p e w h i e h w e r e f o r m e d d u r in g H i
-

m a la y a n o r o g e n y
.

P e t r o l e u m d is t r i b u t i o n e o u ld b e d iv id e d i n t o 5 z o n e s in e l u d i n g t h r u s t
一

f o ld z o n e ,

f o r e d e e p

z o n e , s lo p e z o n e ,
t e n s i o n a l f o r e l a n d u p li f t z o n e a n d d r a p p i n g a n t ie li n e z o n e

.

A n d p e t r o l e u m o e e u r r e n e e w a s

e o n t r o ll e d b y f a u l t s a n d u n e o n f o r m it i e s w h i e h a r e t h e s e e o n d a r y m i g r a t i o n o f p e t r l e u m
.

A s a t a r g e t b e d
,

t h e

J u r a s s ie s y s t e m s d is t r ib u t e d in t h e n o r t h e r n s fo p e o f t h e T a b e i u p li f t
,

t h r u s t
一

f o l d z o n e o f t h e K u e h e d e p r e s s io n

a n d t h e Y i n g ii s u s a g a r e t h e f a v o u r a b l e e z p lo r a t i o n a r e 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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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y d r o e a r b o n e x p u l s i o n p r o e e s s o f t h e s o u r e e r o e k d u r i n g it s g e o h i s t o r y
.

T h i s p a p e r , a p p ly i n g t h e b a s in

m o d e li n g a n d u n e e r t a i n t y a n a l y s i s m e t h o d s , s t u d i e d t h e e f f e e t a n d t h e r e la t iv e e o n t r i b u t io n o f t h i r t e e n m a io r

g e o l o g ie a l f a e t o r s t o s o u r e e r o e k e v a l u a t i o n , a n d d is e u s s e d t h e p r o b a b i li t y d i s t r ib u t io n o f t h e s o u r e e r o e k q u a li
-

t y e v a l u a t i o n i n d e x ( S R I Q )
, s o u r e e r o e k n a t u r e e v a l u a t i o n in d e x ( S R IN ) a n d s o u r e e r o e k e f f ie ie n e y e v a l u a t io n

i n d e x ( S R I E ) u n d e r t h e e f f e e t s o f t h e s e m a io r g e o l o g ie a l f a e t o r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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