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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多种方法确定了杜桥白地区深层天然气的来源 ,研究表明白庙地区天然气主要来源于前梨园洼陷第三

系烃源岩和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 ,靠近兰聊断裂带构造高点 ,浅层 Es下2— Es23气层具有较高的 40 Ar /36Ar比值 ,为煤

型气及混合气 ,而远离兰聊断裂带 ,且处于构造低部位的 Es13— Es43气层具有较低的
40 Ar /36Ar比值 ,为油型气 ;桥口构

造 Es33、 Es43段气层主要为油型气 ;杜寨地区 Es33段气层为油型气 ,来自于 Es33段气源岩。 天然气氦同位素分析表明杜

寨、桥口地区深层天然气为壳源气 ,白庙地区气藏主要为煤型油型复合气藏 ,并有幔源气的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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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桥白地区位于东濮凹陷内的河南省濮阳县和山

东省东明县交界处 ,面积约 500km
2
。东达兰聊深断裂 ,

西接中央隆起带。包括文东斜坡带、前梨园洼陷中南部

及葛岗集北次洼的大部分。 近年来 , 深层气的勘探取

得了重大进展 ,已发现了一批工业气流井 ,含气范围进

一步扩大。杜桥白地区油气关系复杂 ,为了搞清杜桥白

地区的天然气来源 ,以指导油气勘探工作。我们在前人

工作的基础上 ,采集了部分井气样进行了稀有气体同

位素分析 ,系统的讨论了杜桥白地区深层天然气地球

化学特征的差异 ,追踪其可能的来源 ,取得了一些新的

结果。

1　区域地质背景

东濮凹陷为新生代裂陷盆地 ,属于渤海湾含油气

盆地南缘临清拗陷东南部的一个凹陷 ,是中原油气区

主要含油凹陷。东濮凹陷经历了早第三纪裂陷阶段和

晚第三纪拗陷阶段 ,其油气主要产于下第三系沙河街

组。杜桥白地区位于东濮凹陷中部 ,东侧为控制凹陷形

成和发育的张扭性兰聊断裂 ,西侧为张性黄河断裂 ,东

北、东南濒临前梨园和葛岗集洼陷。 本区基底断裂发

育 ,以北北东向为主 ,自东向西有兰聊断裂 ,乔良屯—

杜寨断裂、黄河断裂及其分支—桥口断裂 ,这些断裂不

仅延伸方向基本一致 ,而且具有断面均为西 (西北 )倾 ,

西 (西北 )盘下掉的基本特征。这些基底断裂不仅对基

底构造的形成 ,而且对第三纪沉积及构造形成起着重

要的控制作用。下第三系内部断裂也十分发育 ,除兰聊

断裂、乔良屯—杜寨断裂、黄河断裂进一步发育外 ,白

庙构造近东西向断裂发育 ,将白庙构造切割成一系列

小断块。 桥口—白庙地区发育了玉皇庙断裂及李屯断

裂。 受兰聊、黄河断裂的控制 ,杜桥白地区之间主要发

育李屯和杜寨断层 ,这两条断层对该区的沉积和油气

聚集、分布有明显的控制作用。本区地层层序较全 ,基

底为古生代碳酸盐岩和中生代碎屑岩 ,盖层为上、下第

三系呈薄互层状的粉、细砂岩和泥页岩 ,下第三系埋深

2 000～ 4 800 m。含油气层主要为下第三系沙河街组。

2　气源岩对比分析

2. 1　杜桥白地区天然气成分分析

杜桥白地区不同层位均含一定量的天然气 ,产气

层位为 Es2— Es4 ,不同地区油气分布特点明显不同。杜

寨地区位于前梨园洼陷中心 ,含气层位为 Es
3
3、 Es

4
3;桥

口地区油气伴生 ,天然气以深层为主 ( Es
3
3、 Es

4
3 ) ,分布

于桥口东南侧 ,临近葛岗集洼陷浅层油藏中含气 ,深部

为纯气藏 ,具有上油下气的特点 ;白庙地区的浅层以气

藏为主 ( Es2、 Es
2
3 ) ,构造低部位深部为油藏 ,具有上气

下油的特点。

杜寨地区天然气主要分布在 Es33、 Es43段 ,在 4 200

～ 5 000 m井段气体甲烷含量在 51. 4%～ 90%之间 ,

为湿气 ;在深度大于 5 000 m井段 ,甲烷普遍大于

82% ,为干气 (表 1)。 桥口地区天然气主要分布在桥

口东南 ,临近葛岗集洼陷桥 1 4、桥 20、桥 23、桥 25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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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杜桥白地区天然气组成

Table 1　 Composit ion of natural gas in Duqiaobai area

构

造
井号 层位

深度

/m

天然气组份 /%

C1 C2 C3 iC4 nC4 C5 N2 CO 2

C1 /C+2
C1 /C2

+ C3

桥

口

桥 14 Es33 3 759. 2～ 3 769. 4 77. 59 10. 47 5. 18 1. 08 1. 45 0. 90 1. 12 1. 91 4. 07 4. 96

桥 20 Es43 4 580～ 4 649 78. 66 10. 56 4. 48 1. 54 1. 85 2. 90 3. 69 5. 23

桥 3 Es下2 2 680 89. 25 8. 18 0. 74 0. 04 0. 04 1. 42 0. 25

白

庙

白 3
Es下2 2 690. 4～ 2 701. 2 88. 24 6. 65 1. 48 0. 77 2. 32 0. 54 9. 91 10. 85

Es13 3 135. 0～ 3 139. 0 88. 36 7. 32 1. 46 0. 68 1. 38 0. 80 9. 34 10. 05

白 8
Es13 3 133. 4～ 3 137. 4 93. 74 2. 32 1. 49 1. 04 微 0. 77 0. 63 19. 33 24. 60

Es23 3 266. 6～ 3 290 82. 67 3. 35 1. 47 0. 26 0. 09 1. 62 0. 31 13. 45 46. 67

白 9
Es23 3 563. 4～ 3 566. 2 90. 15 5. 27 0. 47

0. 51

0. 81

0. 26

0. 18
10. 98 12. 17

Es43 3 906. 2～ 3 913. 4 88. 74 4. 45 2. 17 1. 22 0. 36 0. 92 微 9. 59 11. 42

白 20 Es下2 2705. 0～ 2706. 8 90. 68 4. 11 3. 32 0. 51 0. 17 2. 44 微 13. 18 14. 63

开 28 Es13 3 062. 0～ 3 065. 5 90. 12 3. 99 2. 35 1. 04 0. 52 1. 37 0. 62 11. 41 14. 21

白 17 Es33 3752. 9～ 4089. 9 88. 61 8. 55 0. 43 0. 07 0. 10 0. 02 1. 17 0. 95 9. 66 9. 86

白 11 Es33 3990～ 4005 88. 15 9. 05 0. 50 0. 07 0. 098 0. 02 0. 91 1. 09 9. 05 9. 23

杜

寨

濮

深

12

Es33 4 808. 19～ 4 813. 84 81. 03 3. 11 3. 99 1. 69 1. 54 0. 95

Es33 4 452 89. 8 6. 3 3. 9

Es33 4 477 73. 9 14. 51 7. 21 2. 53 1. 78

Es33 4 806 81. 5 8. 47 3. 49 2. 69 3. 81

Es33 4 495 64. 6 4. 39 10. 77 10. 34 9. 9

Es33 4 854 51. 4 6. 14 3. 94 1. 47 1. 0 36. 1

Es33 4 860 84. 3 17. 84 3. 27 3. 27 1. 31

濮

深

4

Es33 4 230 90 3. 9 6. 1

Es33 4 247 71. 1 11. 8 16. 5

Es33 4 464 72. 7 7. 4 7. 6

Es43

4 785 45. 8 3. 0 4. 6 10. 8 2. 2 33. 6

4 864 62. 1 10. 7 10. 9 10. 2 6. 1

4 911 81. 3 8. 2 4. 8 4. 6 1. 1

5 045 92 3. 5 4. 2 8. 0 2. 4

井 ,主要层位为 Es33、 Es43。 甲烷含量低普遍小于 80% ,

重烃含量高达 22% , C1 /C+2 一般小于 5,从天然气组成

来看 ,表现为湿气阶段油型气的特征。

　　白庙地区天然气 ,主要分布在 Es3段 ,在构造高部

位浅层 Es2也有分布。 总体特征为具有较高的甲烷含

量 ,一般近 90% 。 C1 /C+2 较大 ,一般大于 10% ,白 8井

( Es13、 Es23 )天 然 气 中 C1 /C+2 大 , 可 达 24. 6% ～

46. 67% ; 临近葛岗集洼陷的白 16井 Es23天然气组份

中甲烷含量低 ,为 81%左右 , C1 /C+2 为 5. 69为油型气

的特征 ,白 16井的油气源主要来源于葛岗集洼陷下第

三系烃源岩①。

　　杜寨地区热演化程度高 ,天然气湿气、干气都有 ,

甲烷含量差异大。白庙、桥口天然气虽同属湿气 ,但两

者的天然气组分有一定差别 ,桥口地区天然气中甲烷

含量普遍小于 80% ,甲烷 /重烃为 5左右 ,白庙地区天

然气甲烷含量相近 ,普遍高于 88% ,且甲烷 /重烃>

10,成份具有相似性。一般认为在成熟度相当条件下 ,

煤型气比油型气 C1 /C
+
2 系数高 ,产生桥口、白庙天然

气组份差异的主要原因除成熟度影响外 ,天然气的母

源类型起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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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桥口—白庙天然气碳同位素数据表

Table 2　 The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 ion of natural gas in Duqiaobai area

构造 井号 层位 井深 /m
δ13C1

/‰

δ13C2

/‰

δ13C3

/‰

L左-

R右

δ13C /‰

天然气

δD /‰

天然气

桥口
桥 14 Es33 3 759. 2～ 3 769. 4 - 45. 10

桥 20 Es43 4 530～ 4 649 - 40. 03 - 26. 65 - 24. 08 + 2. 1

白

庙

白 3
Es33 2 690. 4～ 2 701. 2 - 34. 10 - 26. 32 - 25. 06 - 0. 86

Es下2 3 135～ 3 139 - 34. 85 - 25. 1 - 24. 7 + 1. 46 - 33. 93 - 192

白 7 Es33 3 736 - 34. 31

白 8

Es F3 2 690～ 2 701. 4 - 34. 31 * - 24. 4 - 22. 5 - 212

Es23 3 401. 4～ 3 372. 8 - 34. 9*

Es43 3 620. 0～ 3 650. 0 - 34. 8*

白 9 Es23 3 434. 0 - 34. 2* - 35. 75 - 198

白 14 Es23 3 424 - 34. 12 - 25. 5 - 23. 8

杜寨 濮深 12 Es33 - 40. 52

　　　* 泥浆脱全气

2. 2　天然气稳定碳同位素分析提供的信息

天然气稳定碳同位素是判断天然气成因类型和进

行气源对比的有效手段之一。甲烷碳同位素值一般受

两种因素作用 ,其一为有机质类型 ,其二为有机质热演

化程度。有机地球化学通常根据甲烷同位素值判别天

然气成因和类型 ,并推测其可能烃源岩成熟度 ,进行气

源对比〔 1, 2, 3, 4〕。乙烷、丙烷等重烃与甲烷同位素值之差

可用来研究成熟度 ,进而判断气源岩时代和生成的主

要时期。

杜寨、桥口天然气甲烷碳同位素为- 40‰以下 (表

2) ,白庙天然气碳同位素较重为 - 34‰左右 ,偏重达

6‰ ,不仅反映了杜寨、桥口天然气的母质类型较好 ,白

庙天然气母质类型较差 ,偏腐殖型 ,成熟度亦能造成天

然气甲烷同位素的差异 ,但比母质类型造成差异小。

　　根据 Jamea ( 1983)利用烷烃气体同位素分配理

论 ,δ
13
C1碳同位素与气源成熟关系 ,单一气源在成熟范

围内 ,烷烃气的碳同位素系列具相对稳定的分配系数 ,

即δ13 C1 <δ13 C2 <δ13 C3 <δ13 C4 ,同时单一气源的天然气

应具有 (δ
13
C2～ δ

13
C1 )= 1. 33× (δ

13
C3～ δ

13
C2 )+ 7. 76。

若由两种不同成熟度天然气混合 ,公式两侧数值差异

甚大。从数据分析结果判断 ,桥口、白庙的桥 14、桥 20、

白 3井 Es
下
2 天然气属单一来源的气体 ,应为下第三系

生油岩的产物 ,为油型气 ,但两者存在一定的差别 ,除

成熟度外 (白庙天然气成熟更高为过成熟气 ) ,气源岩

母质类型可能是造成甲烷同位素值明显不同 ,是产生

差异根本原因。白庙地区存在由石炭—二叠系煤成气

和沙河街组油型气的烷烃气形成的混合气。如白 3井

2 690. 4～ 2 701. 2 m的混合气 δ13 C1值为 - 34. 10‰ ,

δ
13
C2值为 - 26. 32‰和δ

13
C3值 - 25. 06‰。 利用该气

的烷烃气碳同位素系列连线对比图 ,表明白 3井、白 8

井、白 14井介于油型气与煤型气之间 ,为混合气。 桥

20井更接近于油型气。因为煤成烷烃气碳同位素系列

连线最重 ,而油型烷烃气碳同位素系列连线最轻。

白庙气藏天然气碳同位 素为 - 33. 93‰～

- 35. 75‰ ,氢同位素介于 - 192‰～ - 212‰之间 ,

δ
13
C1为 - 34. 10‰～ - 34. 90‰ ,具有混源气特征。 杜

寨地区天然气同位素为 - 40. 52% ,为油型气特征 ,说

明气源来自在于深层 Es3段气源岩。 从天然气成熟度

( Ro )与甲烷碳同位素 (δ
13
C1 )关系来看 ,白庙地区白 3、

白 7、白 9更接近于煤成气 ,而桥口地区桥 14、桥 20井

及杜寨地区濮深 12井为腐泥型母质生成的油型气。

2. 3　天然气中稀有元素同位素特征提供的来源信息

据中国科学院兰州地质研究所对渤海湾盆地含油

气区 (辽河、东濮 )的研究发现 ,沙河街组烃源岩形成的

天然气应当具有较低的 40
Ar /

36
Ar值 ,一般在 350～ 450

范围内 ,与古生界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有关的天然

气
40
Ar /

36
Ar值在 950～ 1200范围

〔 3〕
,由于

40
Ar /

36
Ar值

的丰度比主要与气源岩的年代有关 ,而不受成熟度的

影响 ,所以常用该指标来判断天然气源岩的年代。不同

学者先后对白庙地区天然气氩同位素进行过测定 ,认

为白庙地区有煤型气和混源气
〔2, 3, 5, 6, 7〕

。徐永昌等测定

了白庙气藏的氦、氩同位素 ,用幔—壳复合二元模式计

算了白 3井、白 8井、白 10井、白 20井样品的氦气中

幔源氦的分额可达 n%～ 10% ,认为白庙气藏为煤型

油型复合气藏 ,并有幔源气体的影响。作者在前人测试

及分析工作的基础上 ,测定了部分样品的氦、氩同位

素 ,对杜桥白地区天然气来源问题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讨论 ,测试结果如表所示 (表 3)。

352 　　　　　　　　　　　　　　　　　　沉　积　学　报　　　　　　　　　　　　　　　　　　　第 21卷



从表中已有数据可以看出 ,白庙地区沿着兰聊断

裂带构造高点的白 3、白 8、白 10、白 20、白 14井区 ,浅

层 Es下2— Es23气层具有较高 40 Ar /36 Ar比值 ,均大于

700,为煤型气及混合气。而远离兰聊断裂带 ,且处于构

造低部位的白 6、白 9、白 12、白 28井区40
Ar /

36
Ar比值

较低 ,小于 563,以油型气为主。而桥口深层 Es33、 Es43
40

Ar /36Ar同位素比值差异较大 ,桥 55— 1井比值低 ,反

映其源岩为下第三系沙河街组碎屑岩 ,桥 20井
40
Ar /

36

Ar比值为 608,比值较高 ,可能有煤成气混入 ,但仍为

以油型气为主。

　　天然气中 3He /4 He值为 , 当 R≥ 1. 1× 10- 5 ,表示

氦来自于地幔 ;当 R≈ 2× 10
- 8
,表示氦是地壳的铀钍

放射性氦〔6, 7, 8〕。根据氦同位素分析结果及幔源气及壳

源气判定标准 ,桥 55— 1井及白庙白 13井、白 15井、

白 11井、白 17井
3
He /

4
He的比值为 10

- 8
量级 , 表明

天然气为壳源性质。白庙地区白 28井、白 23井、白 3

井、白 8井白 10井、白 20井样品的 3
He /

4
He的比值处

在 10- 6～ 10- 7的范围内 ,说明壳、幔挥发份之间产生了

交换、复合 ,可以用壳、幔的端元成分值按二元复合模

式计算各自所占比例。白 28井 Es
1
3天然气用幔—壳复

合二元模式计算幔源氦的分额可达 6. 2% ;白 23井

Es
1
3、 Es

1
3天然气用幔—壳复合二元模式计算幔源氦的

分额可达 7. 3%。计算结果表明桥口、白庙部分地区天

然气为壳源性质 ,白庙大部分地区天然气的氦气中有

幔源氦的混入 ,混入的分额可达 n%～ 10% 。因此白庙

地区气藏为煤型油型复合气藏 ,有少量幔源氦的混入。

3　杜桥白地区天然气来源及气源岩分
布特点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杜桥白地区不同区块、不同层

位油气性质及分布特点明显不同 ,表明不同区块油气

来源不同。杜寨地区 Es
3
3、气层及桥口构造 Es

3
3、 Es

4
3段

气层主要为油型气 ,其源岩为下第三系沙河街组碎屑

岩 ;白庙地区天然气以混合气为主 ,主要来源于前梨园

洼陷第三系烃源岩和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并有幔

源氦的混入。天然气样品氦同位素分析表明桥口地区、

杜寨地区天然气为壳源性质 ; 无地幔气的混入。

白庙地区天然气主要为煤型油型复合气藏 ,并有幔源

表 3　桥口—白庙地区天然气稀有气体同位素数据

Table 3　Noble gases isotopic composit ion of natural gas in Duqiaobai area

井　号 层　位 井　　段 /m 3He /4He R /Ra 40　 Ar /36Ar 备注

桥 20井 Es43 4 530～ 4 690 608 据徐永昌等

桥 55- 1 Es33 3 592. 0～ 3 615. 0 3. 56± 0. 18× 10- 8 0. 02 347. 5

白 12井 Es33 3 871～ 3 880. 8 554. 8

白 6井 Es13 3 575～ 3 563. 4 562. 16

白 9井 Es23 3 575～ 3 563. 4 562

白 28井 Es13 3 108. 1～ 3 210. 1 ( 7. 01± 0. 18)× 10- 7 0. 50 394. 4

白 23井 Es13 Es23 3 125. 4～ 3 429. 2 ( 8. 25± 0. 22)× 10- 7 0. 59

白 13、

白 15井
Es33

3 779. 2～ 3 886. 8

3 824. 4～ 3 895. 6
( 8. 07± 0. 30)× 10- 8 0. 06

白 11井 Es33 3 990～ 4 005. 5 ( 8. 65± 0. 24)× 10- 8 0. 06

白 17井 Es33 3 977. 0～ 4 089. 9 ( 9. 15± 0. 30)× 10- 8 0. 06

白 3井 Es下2 2 690～ 2 701. 4 1192 据傅家谟等

白 3井 Es13 3 135～ 3 139 720 据傅家谟等

白 3井 Es下2 2 690～ 2 701. 4 1. 10× 10- 6 0. 78 1369. 18 据徐永昌等

白 8井 Es23 3 266～ 3 290 1 133. 81 据傅家谟等

白 8井 Es下2 2 690～ 2 701. 4 1 162. 35 据傅家谟等

白 8井 Es13 3 133. 4～ 3 157. 0 1. 09× 10- 6 0. 78 1 270 据徐永昌等

白 20井 Es下2 2 629. 6～ 2 706. 8 1. 12× 10- 6 0. 80 1 140 据徐永昌等

白 10井 Es13 2 912. 6～ 3 132. 2 8. 48× 10- 7 0. 61 803 据徐永昌等

白 14井 Es23 3 424 703. 2 据徐永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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氦的混入①。

桥口构造大体以李屯断层为界 ,断层以西浅层以

油为主 ;断层以东主要以深层油气为主 ,主要接受前梨

园凹陷来的油气 ;桥口构造东南翼桥 20、桥 23井以深

层气为主 ,主要为葛岗集凹陷来的油气。桥口气藏中天

然气样品的 40 Ar /36 Ar比值较低 ,桥口地区桥 20井
40
　 Ar /

36
Ar比值为 608,属油型气范围 ,气源岩为下第

三系沙河街组烃源岩。

白庙地区的构造东翼白 6、白 12以及白 9井
40　 Ar /

36
Ar值小于 600,与桥 20井相近 ,为油型气成

因 ,气源岩应为前梨园洼陷下第三系沙河街组烃源岩。

白 14、白 20、白 3、白 8、白 10等井位于构造较高部位 ,

临近兰聊断层 ,该断层沟通了下部石炭、二叠系地层 ,

因此 ,导致了煤型气的输入 ,白 14井含气层位为 Es23 ,

为混合气。白庙构造天然气分布特征为 ,构造冀部为油

型气 ,含气层位较深 ,构造腰部为混合气 ,构造高部位

为煤型气 ,含气层位较浅 ,煤型气输入与深大断裂沟通

下部石炭、二叠系地层关系十分密切。

朱家蔚、徐永昌等利用氩同位素 40
Ar /

36
Ar比值估

算了气源岩时代 ,估算白 3井的气体气源岩年龄为

274M a,该年龄值处于石炭—二叠纪的年龄值范围内 ,

也进一步证明了白庙构造邻近兰聊断裂带构造高点气

体有石炭—二叠系煤型气的混入〔5〕。

4　结论

( 1)杜桥白地区不同区块、不同层位油气性质及

分布特点明显不同 ,表明不同区块油气来源不同。寨地

区位于前梨园洼陷中心 ,含气层位为 Es
3
3、 Es

4
3 ;桥口地

区油气伴生 ,天然气以深层为主 ( Es
3
3、 Es

4
3 ) ,分布于桥

口东南侧 ,临近葛岗集洼陷浅层油藏中含气 ,深部为纯

气藏 ,具有上油下气的特点 ;白庙地区的浅层以气藏为

主 ( Es2、 Es
2
3 ) ,构造低部位深部为油藏 ,具有上气下油

的特点。白庙与桥口地区天然气虽同属湿气 ,但成分有

一定差异 ,桥口地区天然气甲烷含量普遍小于 80% ,

甲烷 /重烃为 5左右 ;而白庙地区天然气甲烷含量相

近 ,普遍高于 88% ,甲烷 /重烃> 10。产生桥口、白庙天

然气组份差异的主要原因除成熟度影响外 ,天然气的

母源类型起决定作用。

( 2)白庙地区天然气主要来源于前梨园洼陷第三

系烃源岩和石炭—二叠系煤系地层 ,靠近兰聊断裂带

构造高点 ,浅层 Es
下
2— Es

2
3气层具有较高的

40
Ar /

36
Ar

比值 ,为煤型气及混合气 ,有地幔气的混入 , 幔源氦混

入的分额不超过 10% ;而远离兰聊断裂带 ,且处于构

造低部位的 Es
1
3— Es

4
3气层具有较低的

40
Ar /

36
Ar比值 ,

为油型气。桥口构造东翼 Es
3
3、 Es

4
3段气层主要为油型

气 ,主要接受前梨园凹陷及葛岗集凹陷来的油气 ;杜寨

地区 Es
3
3段气层为油型气 ,来自前梨园凹陷 Es

3
3段气

源岩。杜寨、桥口地区深层天然气为壳源气 , 无地幔气

的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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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eatures, main contro lling facto rs and genetic types of carbon isotopic composi tions for these crude oils

w ere studied. The resul ts show that di fferences in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betw een the w estern Qaidam

crude oils and the no rthen Qaidam crude ouils are evident. The w estern Qaidam crude oils are enriched in
13　

C, while the northern Qaidam crude oils a re enriched in
12　 C. One finding is that carbon isotopic compositions

o f the w estern Qaidam curde oi ls f rom saline-hypersaline lacust rine envi ronment are controlled mainly by oi l-

fo rmed environments ( e. g. salinity and humidity ) and carbon iso topic composi tions of the northern Qaidam

crude oils f rom freshw ater sw ampy-lacust rine envi ronment rely mainly on thei r source na tures. On the basis

o f thei r carbon iso topic composi tions and Pr /Ph ratios, these oils could be div ided into fiv e genetic groups.

Key words　 Qaidam Basin,　 crude oils,　 carbon iso topic composi tions,　main facto rs,　 ge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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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Gas-Source Rock Correlation in Duqiaobai

Area of Dongpu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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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 f many methods, the main origin of deep layer natural ga ses in Duqiaobai area,

Dongpu depression has been identified. The natural g ases in Baimiao area mainly stemmed from the Tertia ry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and Permo-Carboniferous coal-bea ring st rata in Qianliyuan depression. Shallow

Es
下
2— Es

2
3 gas layer in st ructural high near to Lanliao faul t zone po ssesses much high ratio

40
Ar /

36
Ar, which is

coal fo rmed gas and mixed gas . How ever, Es
1
3— Es

4
3 gas layer in st ructural low fa r from Lanliao faul t zone ha s

low ra tio
40
Ar /

36
Ar, w hich is pet ro lig enic natural gas. Es

3
3— Es

4
3 gas layer is mainly pet ro ligenic natural gas in

Qiaokou a rea. Es
3
3 gas layer in Duzhai a rea is petro lig enic natural g as, which o riginated f rom the gas Es

3
3 source

rock . And analy sis on helium isotope of na tural g as show that the deep-layer na tural gases in Duzhai a rea and

Qiaokou a rea is crust-deriv ed gas and that i t i s mainly mixed gas of coal fo rmed gas and petrolig enic na tural

g as, wi th small po rtion of mant le-deriv ed gas.

Key words　 Dongpu depression,　 Duqiaobai area,　 gas source rock,　 isotope,　 noble gases,　 Qianliyuan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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