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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油、气、煤、铀多种能源矿产形成演化富集成藏（矿）过程中，有机－无机相互作用是普遍存在的，在有

机质的强大吸附作用及其所提供的还原环境为铀的富集成矿起促进作用的同时，铀也改变了烃源岩的生烃演化进

程。本文在Ⅱ型低熟烃源岩中加入碳酸铀酰溶液的条件下进行了生烃模拟实验，对比无铀－加铀样品生烃模拟实验产

物的相关参数，以探讨油气生成过程中无机铀所起的作用。从实验结果可以看出，铀可以使产物中不饱和烃向饱和

烃转化；促进长链烃的裂解，促进低分子量烃类的产生，从而使ＣＨ４的含量提高，使生成的烃类的干气化程度增加。

铀可以在低温阶段促进有机质的成熟度，降低烃源岩的生烃门限，使低熟烃源岩早期生成烃类；同时在高温阶段阻止

有机质过度成熟，利于所生成烃的保存。因而铀可能是未熟—低熟油气生成可能的无机促进因素之一。

关键词：铀；烃源岩；低熟油气；成熟度；有机－无机相互作用；地质催化作用；生烃模拟

世界能源矿产的勘探实践和现状表 明，油、气、

煤和铀不仅同盆共存富集存在普遍，而且这四种重

要能源矿产的含矿层位联系密切、空间分布复杂有

序、赋存环境和成藏（矿）作用 有 机 相 关、成 藏（矿）－
定位时期相同或相近，其中蕴含着深刻的科学内涵

（刘池洋，２００５），在成因上具有密切的关联。

１　油气生成过程中的有机－无机相互

作用

１．１　烃类生成过程中的无机催化作用

催化反应可以降低反应活化能、提高反应速度、

影响反应机理，进而改变生成物种类及生成物的量。

大量的勘探实践与研究结果显示，地下化学环境对

油气形 成 和 组 成 有 着 非 常 重 要 的 影 响（Ｓｅｅｗａｌｄ，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无机化合物，如水和矿物及微量元素

（过渡族元素、重金属元素以及放射性元素等）可以

作为反应物或催化剂，参与有机质的演化过程（刘洛

夫等，２０００；Ｓｅｅｗａｌｄ，２００３；王先彬等，２００３；戴金星

等，２００５；潘长春等，２００６；周世新等，２００６）。

费－托合成反应ＣＯ２＋Ｈ２→ＣｎＨｍ＋Ｈ２Ｏ＋Ｑ及

ＨＣＯ－３ ＋４Ｈ２→ＣＨ４＋ＯＨ－＋２Ｈ２Ｏ解释了非生物

成因烃类的形成机制，此反应过程中地质催化作用

是非 常 重 要 的（Ｈｏｒ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Ｓｈｅｒｗｏｏｄ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２）。

１．２　水在烃类生成中的作用

石油 的 形 成 是 一 个 有 机 质 加 Ｈ 去 Ｏ、Ｎ 等

（Ｈｕｎｔ，１９７９）杂 元 素 的 过 程，因 此，氢 含 量 被 认 为

是有机质成烃潜力的关键，传统观点是部分有机质

缩合，从而 提 供 烃 类 生 成 所 需 的 氢（Ｔｉｓｓｏ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７８），外源氢在有机质生烃中的作用同样为人们所

关注（Ｌｅｗａｎ，１９９７；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

２００１；Ｓｅｅｗａｌｄ，２００３）。当 有 额 外 氢 源 存 在 时，传

统的生烃模式会发生较大的改变，只要有碳存在，氧
化产物（有机酸和二氧化碳）和甲烷就能够源源不断



地　质　学　报 ２０１２年

地形成（Ｓｅｅｗａｌｄ，２００３）。
水参与成烃演化过程的化学反应，在产物的氢

同位素组成上亦具明显反映，对水中的氢参与沉积

有 机 质 成 烃 演 化 过 程 的 认 识 （Ｐｒｉｃｅ，１９９４；

Ｓｅｅｗａｌｄ，１９９４，２００３；Ｌｅｗａｎ，１９９７；Ｓｅｅｗａｌｄ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８；Ｓｃｈｉｍｍｅｌｍａｎｎ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２００１；刘

文汇等，２０００）有助于修正传统的源岩中的有机氢是

石油和天然气氢的唯一来 源 的 观 点（Ｔｉｓｓｏｔ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４；Ｈｕｎｔ，１９９６；Ｂａｓｋｉｎ，１９９７），完 善 油 气 形 成

理论（王晓峰等，２００６）。
在有机质高温演化阶段烃类中的氢主要来源于

变质基岩和水的高温分解或在放射性元素及金属氧

化物等的催化作用下发生放射性分解形成有反应能

力的氢，并由氢对含碳物质产生氢化作用形成烃类

（Соколов，１９４８；Высоцкий，１９７９；刘 文 汇 等，

２０００）。

１．３　铀及含铀物质的地质催化作用

按照原 子 结 构 理 论，铀 核 最 外 层 的 价 电 子 为

５ｆ３６ｄ１７ｓ２，可形 成３、４、５、６四 种 价 态，６价 态 最 稳

定。当铀形成６价态时，在５ｆ、６ｄ、７ｓ、７ｐ轨道上有

１６个空轨道。空 轨 道 多、离 子 半 径 大、核 电 荷 多 以

及具有多种价态的变化等因素，使铀具有独特良好

的配位性能。它能与许多配位体形成配位化合物，
因此 具 有 良 好 的 络 合 催 化 及 氧 化 还 原 催 化 特 性

（Ｐａｓｓ　ｅｔ　ａｌ．，１９６０；王 德 义，１９８５；Ｔａｙｌｏ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３）。
放射性元素生热增加了地层中有机质成熟度，

加速烃源岩的热演化，并可影响到镜质组反射率（徐
永昌等，１９８２；梅水泉等，１９８８）。

铀的放射性可以为生物提供一定的能量，维持

其自身 繁 殖 发 育（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在 这 一 过 程

中，产生出了 Ｈ，Ｈ与地质体中的Ｃ结合，将可能成

为油气的生成原因之一；同时，放射性使得这些微生

物得以生存繁衍，也为油气的生成提供了物质基础。
模拟实验表明，铀对Ⅰ型低熟烃源岩的生烃演化具

有重要的影响（毛光周等，２０１２）。

１．４　相关实验中所加铀的形式

在现有的论证铀的作用的生烃模拟实验中，加

入的铀主要有如下几种形式：加入铀金属：地质环境

中的铀并非以纯的铀金属形式存在，应该是以化合

物的形式存在，铀是与其他离子或因素共同作用于

油气形成演化的全过程的，因而这种方法是不科学

的；反应堆辐照：地质环境中对烃源岩生烃演化有影

响的铀的作用不应该仅仅是放射性辐射作用，而更

应该是一个综合的效果；加入铀矿石：成分太复杂，
对铀真正的作用会有稀释甚至掩盖；加入纯铀溶液：
这一方法更近于实际的地质环境条件且减少了其他

影响因素，地质环境中不缺水，而且水在油气形成过

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有放射性铀的存在

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纯铀溶液的选择：因为硝酸铀酰溶液易于获得，

因而目前已有的加纯铀溶液的模拟实验大多都采用

硝酸铀酰，但实际地质环境中的铀主要是以碳酸铀

酰的形式存在的，而且硝酸铀酰中的ＮＯ－１３ 在 Ｈ＋ 存

在条件下具有极强的氧化性，尤其是在高温下进行

的模拟实验更是如此，这种强氧化性将使产物中的

烃类大量转化为ＣＯ２，进而影响实验的合理性，这可

从前人的工作中看出（卢红选等，２００７）。因而本文

所加的纯铀溶液选择碳酸铀酰溶液，以与地质事实

尽量吻合，且提高了实验的准确性。
所加铀的量：实验中所加的铀含量应以对国内

外烃源岩中铀含量的统计与测试为依据，同时遵循

时间－浓度补偿原则，应适当增加模拟实验中的铀含

量，以求既接近地质事实，又突出铀在烃源岩生烃演

化过程中的作用。

２　样品与方法

２．１　样品来源

本文试图通过烃源岩的生烃模拟实验来评价无

机放射性元素铀在有机油气生成过程中的作用。具

体地是通过在Ⅱ型低熟烃源岩中加入铀，测定不同

的模拟温度下生烃量的变化，从而评价铀在Ⅱ型烃

源岩生烃演化过程中的影响。为了减少影响因素，
突出铀的作用，本文所用的铀为碳酸铀酰纯铀溶液

（ＵＯ２ＣＯ３），来自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ρＵ＝１．０８
ｍｇ／Ｌ，换算成铀浓度则为１０００×１０－６。

为使模拟实验成为一个完整的系列，本文中所用

的烃源岩为低熟烃源岩。同时考虑到样品的代表性

及生产实践意义，所选烃源岩为生成过工业油气藏的

烃源岩。本文中所用低熟烃源岩Ｎ１２（层位为Ｅｈ３Ⅳ）
为灰 色 泥 岩，采 自 泌 阳 凹 陷 井 下 岩 芯，深 度 约 为

１５６７．３ｍ。Ｎ１２的干酪根类型为ⅡＡ型（表１）。

表１　样品Ｎ１２基本有机地球化学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１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Ｎ１２

样号
ＴＯＣ
（％）

Ｒｏ
（％）

干酪根

类型

Ｓ１ Ｓ２ Ｓ１＋Ｓ２
（ｍｇ／ｇ）

Ｔｍａｘ
（℃）

ＩＨ ＩＨＣ
（ｍｇ／ｇ·ｃ）

Ｎ１２　１．６１　０．７０３ ⅡＡ ０．２０　５．５４　５．７４　４３２　 ３４４　 １３

４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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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样品基本地球化学参数

样品Ｎ１２的基本地球化学参数见表１，样品有

机碳含量、氢指数高，成熟度不高，因此，用该样品进

行模拟生烃实验，可以比较好的反映油气生成的全

过程。

２．３　样品用量

模拟实验中，分了两组样品进行实验（有、无铀

溶液的加入）：①只有烃源岩，实验样品编号Ｎ１２；②
烃源岩∶纯铀溶液∶去离子水＝２０∶１∶１，实验样

品编号Ｎ１２Ｕ，换算为所加的铀含量为５０×１０－６（来
源于对烃源岩铀含量的测定与对全球烃源岩中铀含

量的统计）。实验中烃源岩用量较大，以利于产物的

分析测定，降低实验误差，模拟实验中各温度点烃源

岩样品 用 量 如 下：２００℃时１００ｇ，２５０℃和３００℃时

９０ｇ，３５０℃和４００℃时７０ｇ，４５０℃时６０ｇ。

图１　泥质烃源岩Ｎ１２及加入纯铀溶液的泥质烃源岩Ｎ１２Ｕ相关参数对比图

Ｆｉｇ．１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ｅｖａｎｔ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Ｎ１２ａｎｄ　Ｎ１２Ｕ

２．４　实验方法

本文所用实验仪器的反应器为一套新型烃源岩

的加温加压热模拟实验装置。该套仪器的性能指标

主要有：加热温度可以从室温至６００℃，控温精度≤
０．５％±１ｄ。釜 体 耐 压５０ＭＰａ，压 力 显 示 精 度±
０．０１ＭＰａ。温 控 仪 精 度：±１℃。恒 温 时 间≥１００
ｈ。实验中的 载 气 为９９．９％的 氮 气，压 力 为５～１４
ＭＰａ。

将处理好的样品放入清洗干净并试漏后的高压

釜，盖好高压釜盖，并用氮气反复置换，最后抽真空，

每次均用新的样品一次加热到预定温度恒温。反应

结束，收集热解气及凝析油，并对反应残样采用氯仿

抽提，获得氯仿沥青“Ａ”，进行相应的定量与分析测

试。通过实验中所得的这些分析测试数据，对烃源

岩进行评价。

气 分 析 的 检 测 环 境 的 温 度 为２７℃，湿 度 为

５０％。所用检 测 仪 器 为６８９０ｐｌｕｓ四 阀 五 柱 型 气 相

色谱仪，采用的分析方法标准为：天然气的组成分析

气相色谱法ＧＢ／Ｔ　１３６１０－２００３。

３　结果与讨论

对Ｎ１２，Ｎ１２Ｕ两组配比的样 品 分 别 在２００℃，

２５０℃，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４５０℃这 六 个 温 度 点 下

进行了生烃模拟实验。

３．１　烃产量

根据生烃模 拟 实 验 中 样 品 Ｎ１２及 Ｎ１２Ｕ所 得

的相关分析测 试 数 据 做 对 比 分 析（图１），来 评 价 铀

在烃源岩烃类生成中的作用。从图１可以看出，铀

的加入对烃源岩生烃模拟实验产物及有关参数有着

比较明显的影响。

气态烃产量：不高于３００℃条件下，铀的存在降

５３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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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了模拟实验 中 总 气 体 的 产 量，在 不 低 于３５０℃的

条件下，铀的 存 在 提 高 了 总 气 体 的 产 量（图１ａ）；铀

的存 在 提 高 了 实 验 中 Ｈ２的 产 量（除３５０℃外）（图

１ｂ）；除个别实验点外，铀的存在会增加烃气的生成

（图１ｃ、ｄ），同 时 还 会 促 进 烃 类 的 裂 解，使 不 饱 和 烃

向饱和烃转化（除２５０℃外）（图１ｌ），促使 Ｈ进入烃

的结构，使所生成烃的干气化程度增加（图１ｋ）。气

态产物 的 变 化 应 该 是 由 如 下 一 系 列 反 应 引 起 的：

Ｈ２Ｏ＋（α·γ）→Ｈ＋ ＋ＯＨ－；２ＯＨ－ →ＨＯＯＨ；

２ＨＯＯＨ→２Ｈ２Ｏ＋Ｏ２；２Ｈ－ →Ｈ２；ＣＯ２＋Ｈ２→

ＣｎＨｍ＋Ｈ２Ｏ＋Ｑ；ＨＣＯ－３ ＋４Ｈ２→ＣＨ４＋ＯＨ－ ＋

２Ｈ２Ｏ）（Ｈｏｒｉｔａ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９；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２；Ｌ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６）。

图２　无铀烃源岩样品Ｎ１２及加铀烃源岩样品Ｎ１２Ｕ的模拟实验天然气组分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Ｎ１２ａｎｄ　Ｎ１２Ｕ

液态烃产量：除个别温度点外，实验中液态烃的

产量有如下 特 征。Ｎ１２Ｕ的 轻 油 产 量 低 于 Ｎ１２（图

１ｅ），Ｎ１２Ｕ的总油 量 低 于 Ｎ１２（图１ｆ），二 者 的 生 油

高峰温度均为３００℃。Ｎ１２Ｕ较Ｎ１２液态烃产量的

降低，应该是由于实验过程中铀对不同相态产物的

作用不同及产物相态间的转化引起的。

铀的存在有使整个生烃过程向低温方向移动的

趋势（图１ｇ、ｈ、ｉ、ｊ），从而在曲线上表 现 出 铀 在 不 高

于３００℃的温度 条 件 下 可 促 进 烃 源 岩 生 烃，而 在 不

低于３５０℃的温度条件下阻碍生烃的趋势。

以上有关Ｎ１２及 Ｎ１２Ｕ生 烃 模 拟 实 验 中 所 得

的相关参数的对比分析发现，铀的存在可以促进烃

类生成过程中外来氢源中 Ｈ的加入，使不饱和烃向

饱和烃 转 化，促 进 长 链 烃 的 裂 解，从 而 使ＣＨ４的 含

量提高，产物的干气化程度增加。铀的存在整体上

增加了气态烃的产量而降低了液态烃的产量，但整

体上对总烃的生成没有太明显的影响，从而表现出

铀在不高 于３００℃的 温 度 条 件 下 有 利 于 烃 源 岩 生

烃，在不低于３５０℃的温度条件下有碍生烃的趋势。

３．２　天然气组分

对Ｎ１２和Ｎ１２Ｕ各 温 度 点 生 成 的 天 然 气 组 分

做图（图２）比较，可以看出，铀的存在对天然气组分

有较大的影响。

除２００℃和４００℃外，Ｎ１２Ｕ 的 ＣＯ２产 量 低 于

Ｎ１２（图２ｃ）。铀可以促进费－托合成反应ＣＯ２＋Ｈ２

→ＣｎＨｍ＋Ｈ２Ｏ＋Ｑ及 ＨＣＯ－３ ＋４Ｈ２→ＣＨ４＋ＯＨ－

＋２Ｈ２Ｏ的进行，造成ＣＨ４的升高（图２ｄ）、ＣＯ２的降

低（图２ｃ）及其他烃类含量的变化（图２）。ＣＨ４的增

加来自于铀在烃源岩生烃过程中促使不饱和烃向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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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烃转化、长链烃向短链烃转化，从而使产物的干气

化程度增加造成的。
铀能在实验过程中不同温度点使乙烷、丙烷、异

丁烷、丁烷、异 戊 烷、正 戊 烷 的 生 成 提 前 的 趋 势（图

２ｅ～ｋ），这与在实验过程中相应温度后铀的存在促

使长链烷烃发生裂解，向甲烷转化有关。

图３　烃源岩样品Ｎ１２、Ｎ１２Ｕ模拟实验中不同温度点饱和烃气相色谱特征参数比较

Ｆｉｇ．３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Ｎ１２ａｎｄ　Ｎ１２Ｕ

铀能改变实验 过 程 中 烯 烃 的 产 量（图２ｋ～ｐ）：

①铀能在低于３００℃条 件 下 使 烯 烃 产 量 提 高，而 高

于３５０℃后使其产量降低。从而使其产出高峰温度

降低了５０℃，变为３００℃，而未加铀的样品其产出高

峰温度 为３５０℃（异 丁 烯 的 两 个 峰 值 温 度 分 别 为

２５０℃和３００℃），整 体 表 现 出 铀 的 存 在 使 烯 烃 的 生

成提前 的 趋 势，说 明 铀 的 存 在 可 以 使 烯 烃 在 高 于

３００℃（异 丁 烯 高 于２５０℃）时 向 饱 和 的 烷 烃 转 变。

②实验过程中的异丁烯的产量大于正丁烯的产量，
尤其是含铀 样 品 这 种 规 律 更 加 明 显（图２ｍ、ｎ），说

明铀的存在能提高模拟实验中生成的烯烃的异构化

程度，使得烯烃碳链中的甲基断裂，与中心碳原子结

合，同时因 Ｈ的释放而增加了模拟实验天然气产物

中 Ｈ２的含量（图２ａ）。③铀的存在在整体上能够使

生成的烯烃的分子的晶格排得更加紧密，因而使模

拟实验中天然气产物中的反－２－丁烯的含量高于顺－
２－丁烯的含量（图２ｏ、ｐ）。

烯烃、烷烃在烃源岩生烃模拟实验中不同温度

点产量的变 化 情 况 与 其 键 能 有 关，在３００℃（有 铀）
及３５０℃（无 铀）后（铀 的 存 在 使 这 种 转 变 降 低 了

５０℃），烯烃的双键率先断裂，向饱和烃转化，因而造

成此温度条件下烯烃含量的降低，同时烷烃产量增

高，并且烷烃的高峰温度较烯烃的高峰温度分别高

５０℃。尔后烷烃 的Ｃ—Ｃ键 断 裂，使 产 物 的 干 气 化

程度提高，同时烷烃的异构化程度也提高（图２），而

铀的存在使得这一过程加速进行。

３．３　模拟实验产物饱和烃气相色谱特征

Ｎ１２、Ｎ１２Ｕ在 不 同 模 拟 温 度 点（２００～４５０℃）
产物的饱和烃气相色谱谱图及特征参数有较大的不

同，其相关参数对比见图３。
除个别温度点外，铀可以提高模拟实验中饱和

烃的Ｐｒ／ｎＣ１７及Ｐｈ／ｎＣ１８值（图３ｄ、ｅ），使饱和烃的奇

偶优势（ＯＥＰ）较 无 铀 样 品 相 对 远 离１（图３ｂ）；

Ｎ１２Ｕ 较 Ｎ１２的 饱 和 烃 的ｎＣ２１－／ｎＣ２２＋ 值 低（图

３ｆ）、异构烷烃 轻／重 比（ｉ轻／ｉ重）低（图３ｇ）、Ｃ２１＋
Ｃ２２／Ｃ２８＋Ｃ２９值低（低于４００℃）（图３ｈ）；铀可以降低

实验产物 中 饱 和 烃 的Ｐｒ／Ｐｈ值（图３ｃ），并 表 现 出

Ｎ１２Ｕ较Ｎ１２的Ｐｒ／Ｐｈ随 模 拟 温 度 的 升 高 变 化 整

体滞后 的 特 征，Ｎ１２Ｕ中 相 应 温 度 点 饱 和 烃Ｐｒ／Ｐｈ
较Ｎ１２为低。

由Ｎ１２及Ｎ１２Ｕ的 饱 和 烃 气 相 色 谱 特 征 参 数

对比发现，铀的存在使模拟实验产物表现出更加与

低熟油气相似的特征，铀可能是未熟—低熟油生成

的有利条件之一。

３．４　模拟实验产物的色质特征

对Ｎ１２、Ｎ１２Ｕ的 生 烃 模 拟 实 验 产 物 进 行 了 色

质分析及相关特征参数的比较（图４）。由图４可以

看出，在生烃模拟实验中，铀的存在引起相关表征有

机质成熟度特征的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值的变化，
说明铀可以影响烃源岩的演化进程，导致烃源岩成

熟度的变化。
除个别温度点外，铀的存在可以改变实验产物

的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２０Ｒ）值（图４ａ），提 高Ｃ２９甾

烷αββ／（αββ＋ααα）、Ｔｓ／Ｔｍ、（Ｃ３０ＨＯＰ／Ｃ２９ＨＯ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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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烃源岩样品Ｎ１２、Ｎ１２Ｕ在生烃模拟实验过程中的相关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对比图

Ｆｉｇ．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　Ｎ１２ａｎｄ　Ｎ１２Ｕ

（Ｃ２９ ＋ Ｃ３０）ＨＯＰ／ （Ｃ２９ ＋ Ｃ３０）ＭＯＲ 及 （Ｃ３１
ＨＯＰ２２Ｓ／２２Ｒ）值（图４ｂ～ｆ）。说 明 铀 可 以 提 高 有

机质的成熟度，降低烃源岩的生烃门限，使低熟烃源

岩早期生成烃类；同时在高温阶段阻止有机质过度

成熟，利于烃的生成及所生成烃的保存；铀可能是低

熟油气生成的无机促进因素之一。

３．５　实验结果中参数变化的波动性探讨

从以上实验结果来看，有关参数变化具有一定

的波动性，可 能 与 以 下 因 素 有 关：①从 实 验 结 果 分

析，铀的存在可能会降低Ｃ＝Ｃ与Ｃ—Ｃ键的断裂温

度，并且在不同温度点对各种化学键的断裂的影响

程度不同；②各种参数在低温下波动性更明显，应该

是因为低熟烃源岩在低温阶段产物中不稳定组分较

多，变化复杂，从而造成波动性较大。

４　结论

就在有铀存在条件下进行的Ⅱ型低熟烃源岩生

烃模拟实验来看，有如下阶段性的认识：
铀的存在可以促使不饱和烃向饱和烃转化，促

进长链烃的断裂，促进低分子量烃类的产生，从而使

ＣＨ４的含量提高，使生成的烃类的干气化程度增加。

铀可以提高有机质的成熟度，降低烃源岩的生

烃门限，使低熟烃源岩早期生成烃类；同时在高温阶

段阻止有机质过度成熟，利于烃的生成及所生成烃

的保存。铀可能是未熟—低熟油气生成可能的无机

促进因素之一。
据此推论，富铀低熟烃源岩分布区可能会成为

低熟油气勘探的有利区带。这种提前生成的少量油

气可以使所在储层变为亲油性，为后期大规模生成

的油气运移成藏提供有利的条件，使得即使是致密

的储层，也能形成大规模的工业油气藏。
致谢：样品采集，分析测试过程中得到了中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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