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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南陆缘出露的上三叠统－白垩系，累计厚 度 超 过１０　０００ｍ，露 头 调 查 未 见 油 苗，烃 源 岩 主 要 为 泥 岩、碳

质泥岩和煤线，有机质类型以Ⅱ－Ⅲ型为主。上三叠统小水组，发育较深水的海相、Ⅱ型良好烃源岩，ＴＯＣ为１．１７％

～５．４３％；下侏罗统桥源组发 育 海 陆 过 渡 环 境 的Ⅲ型 良 好 烃 源 岩，ＴＯＣ为１．３６％～１０．３７％；下 侏 罗 统 其 他 层 系

（金鸡组、银瓶山组、上龙水组、长埔组、吉水门组）发育浅海－半深海相的中等－好的烃源岩，ＴＯＣ为０．５％～１．７６％。

烃源岩均已处于成熟－过成熟阶段。小水组、蓝塘群烃源岩品质良好，厚度巨大，在南海北部海域开展中生界烃源岩

研究时，值得重点关注是否有与之相当的烃源岩层系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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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多研究显示，印支运动导致华南陆缘出现大

规模海退，陆区缺失下－中三叠统，而广泛出露的上

三叠统－白垩系，累 计 厚 度 超 过１０　０００ｍ［１－５］。晚 三

叠世开始的、主要来自东南方向的大规模海侵，使华

南陆缘粤东、粤中地区晚三叠世－早侏罗世广泛沉积

了一套厚度较大的海陆过渡相－半深海相地层，其向

南可一直延伸至现代南海北部海域，陆区地层与海

域地层具有一定的可比性；早侏罗世晚期开始海退，
受早侏罗世末燕山运动影响华南大部强烈上隆，华

南陆缘逐渐转变为以陆相环境为主；中侏罗世海水

全部退出华南仅东南部局部发育湖泊、河流相沉积，
而向南海北部海域则逐步演变为以海陆过渡相、海

相沉积环境为主；晚侏罗世继承中侏罗世格局，华南

陆缘主体仍然处于隆升状态，多缺失上侏罗统，海域

则保持以海相沉积环境为主。

１　烃源岩样品采集

华南陆缘中生界典型露头剖面烃源岩样品主要

取自：上三叠 统 小 水 组 和 小 坪 组，下 侏 罗 统 银 瓶 山

组、上龙水组、长埔组、吉水门组、桥源组和金鸡组，
以及中侏罗 统 塘 厦 组（图１，表１）。岩 性 主 要 为 泥

岩、炭质泥岩 和 煤 线（图２）。黑 色 泥 页 岩 发 育 层 位

多，累计厚度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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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华南陆缘中生界典型露头剖面位置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ｏｕｔｃｒｏｐｓ　ａｎｄ　ｓ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总体上，粤东地区小水组、金鸡组、银瓶山组、上
龙水组、长埔组、吉水门组、桥源组都发育有灰色－黑
色泥岩、炭质泥岩、煤线（薄煤层），泥岩的累计厚度

较大，生烃条件良好；而粤中地区小坪组、金鸡组和

桥源组也发育有较良好的烃源岩，但与粤东地区相

比，其黑色泥岩的分布范围及累计厚度都偏小，生烃

条件变差。

２　烃源岩有机碳丰度及有机质类型

通过对所有采集到的６４个烃源岩样品进行岩

石热解（Ｒｏｃｋ－ＥｖａｌⅥ）和 总 有 机 碳（碳 硫 仪）分 析，
同时，选取部分烃源岩样品进行氯仿抽提（７２ｈ），可
抽提物（氯 仿 沥 青“Ａ”）的 测 试 分 析。从 分 析 结 果

（表２）来看，华南陆缘区采集到的样品有机碳含量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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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华南陆缘中生代地层序列（据广东省区域地质志修编）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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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低，但游离烃Ｓ１和 热 解 烃Ｓ２值、氢 指 数 值（ＨＩ）
却非常低，氯 仿 沥 青“Ａ”含 量 也 非 常 低，基 本 处 于

ｐｐｍ级的含量，这可能与华南陆缘区经历了强烈的

构造和火山活动，烃源岩的成熟度较高，并且露头样

品经历了较强的风化淋滤作用，导致烃源岩的可溶

有机质损失殆尽有关。

２．１　上三叠统

晚 三 叠 世 开 始 的 大 规 模 海 侵 主 要 来 自 东 南 方

向，华南陆缘粤东－粤中地区主要沉积了一套厚度较

大的海陆过渡相－滨、浅海相地层［４］。上三叠统小水

组６个黑色泥岩样品显示了比较高的残余ＴＯＣ含

量，该组 在 揭 西 灰 寨 剖 面 出 露 有２０ｍ，泥 岩 残 余

ＴＯＣ值分布 范 围０．４９％～２．２８％，有 机 质 类 型 为

ⅡＢ型。小坪组发育的 烃 源 岩 兼 有 泥 岩 和 煤 线，有

机质类型为Ⅲ型，高明西安叠坪剖面凤岗段４个泥

岩样品残余ＴＯＣ为０．３％～２．０３％，马安段１个泥

岩样品残余ＴＯＣ为０．１９％，而马安段２个 煤 线 样

品残余ＴＯＣ为１２．２％～１７．７％。

２．２　下侏罗统

早侏罗世海侵范围进一步扩大，华南陆缘海相

地 层分布范围进一步向东北、西南部扩大，粤东－粤

图２　华南陆缘中生界烃源岩典型露头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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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地区广泛发 育 了 一 套 厚 度 较 大 的 浅 海－半 深 海 相

沉积；随着早侏罗世晚期开始海退，粤东－粤中地区

逐步演 变 为 滨 海、浅 海－海 陆 交 互 相 沉 积［４］。总 体

上，早侏罗世金鸡组、银瓶山组、上龙水组、长埔组、
吉水门组、桥源组都发育有较好的烃源岩。

下侏罗统金鸡组烃源岩兼有泥岩和煤线，有机

质类型为Ⅲ型。惠州黄洞剖面金鸡组４个泥岩样品

的残余ＴＯＣ范 围 为０．０１％～１．１８％；开 平 金 鸡 剖

面金鸡组泥 岩 的 ＴＯＣ范 围 为１．７５％～２．６５％，煤

线的残余ＴＯＣ达 到２６．４％；高 明 西 安 河 村 水 库 剖

面金鸡组石塘段４个煤线样品的残余ＴＯＣ范围为

５．９３％～２９．４％。
下侏罗统银瓶山组、上龙水组、长埔组和吉水门

组烃源岩以 泥 岩、碳 质 页 岩 为 主，有 机 质 类 型 为Ⅱ
型。银瓶山组３个样品的残余ＴＯＣ值普遍不高，最
高值为０．７４％。上 龙 水 组 褐 色 泥 岩 在 粤 东 地 区 具

有较大的厚度，且剖面出露良好，但１６个样品的分

析结果显示该组烃源岩的残余ＴＯＣ并不高，最高值

仅为０．７２％，多数样品 不 超 过０．５％。长 埔 组 和 吉

水门组泥岩在粤东地区具有相当大的厚度，但剖面

出露较差，烃源岩样品的残余ＴＯＣ值普遍较低，吉

水门 组１个 样 品 的 残 余 ＴＯＣ为０．３２％，长 埔 组４
个样品的残余ＴＯＣ为０．３６～０．４６％。

下侏罗统桥源组烃源岩主要为黑色泥岩、炭质

泥岩和煤线，有机质类型为Ⅲ型。华南陆缘在早侏

罗世晚期逐渐过渡为海陆交互相沉积环境，因此，桥
源组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较高，并发育有煤线。惠

来葵 潭 剖 面８个 煤 系 泥 岩 样 品 的 残 余 ＴＯＣ 为

０．８％～６．１％；欧 阳 山 剖 面３个 煤 线 样 品 的 残 余

ＴＯＣ为１．３４％～１２．０％。

２．３　中侏罗统

受早侏罗世末燕山运动影响，华南大部强烈上

隆，广泛缺失 沉 积。中 侏 罗 世 时 期，仅 粤 东－粤 中 局

部地区发育了河流、湖泊相沉积［４］。中侏罗 统 塘 厦

组烃源岩主要 为 泥 岩，有 机 质 类 型 为Ⅲ型。４个 泥

岩样 品 的 残 余 ＴＯＣ含 量 最 高 为０．８２％，最 低 为

０．１５％。

３　烃源岩有机碳丰度恢复

华南陆缘区目前没有钻井岩心样品，仅有露头样

品可以用来进行烃源岩的生烃条件评价。由于研究

区经历了强烈的构造和火山活动影响，常年高温多

雨，地表水和地下水丰富，植被茂盛，露头剖面烃源岩

样品风化淋滤严重，烃源岩样品普遍处于高成熟阶

段，大部分样品的Ｒｏ为２．０左右，因此，在进行烃源

岩条件评价时，对地表露头样品重点考虑了干酪根类

型、沉积环境和岩性、烃源岩经历的成熟作用和风化

淋滤作用等因素来进行有机碳丰度的定量恢复。

３．１　烃源岩有机碳恢复系数

由于缺乏低成熟和未风化的岩心样品，难以通

过热模拟实验求取恢复系数来恢复烃源岩ＴＯＣ，因
此，根据前人 已 有 的 研 究 成 果［６－１５］采 用 相 似 类 型 干

酪根进行类比的方法来恢复华南陆缘烃源岩在热演

化和风化中损失的ＴＯＣ。

３．１．１　烃源岩风化恢复系数

赵政璋［９］和秦建中［１１］等研究认为，演化程度中

等的泥质烃源岩受风化作用影响的恢复系数为２．０
左右，而高成熟且较致密的泥页岩和板岩受风化作

用影响较小，恢复系数为１．５左右。华南陆缘区多

数烃源岩具有较高的演化程度，但多数不够致密且

长期遭受水 的 浸 泡，因 此 将 其 ＴＯＣ的 风 化 恢 复 系

数定为１．７。

３．１．２　烃源岩热成熟恢复系数

华南陆缘区缺乏低成熟度样品，因而采用相似

类型干酪根类比的方法来对烃源岩的初始有机碳进

行恢复。根据 秦 建 中［１１］等 对 大 量 海 相 烃 源 岩 的 热

模拟实验研究表明：ⅡＡ型烃源岩达到高－过成熟阶

段ＴＯＣ下降约３２％，恢复系数平均为１．４８，ⅡＢ型

烃源岩ＴＯＣ下降约２４％，恢复系数平均为１．３２。
小水组和蓝 塘 群 烃 源 岩 大 部 分 都 是 浅 海－半 深

海相泥岩沉 积，显 微 组 分 以 海 相 镜 质 体、微 粒 体 为

主，部分样品中还能见到少量的陆源碎屑，且都处于

过成熟演化阶段，因此，采用ⅡＡ和ⅡＢ型恢复系数

的平均值１．４０作为小水组和蓝塘群烃源岩在热成

熟作用过程中ＴＯＣ损失的恢复系数。对有机质类

型为Ⅲ型的烃源岩不进行热成熟作用影响的恢复。

３．１．３　烃源岩有机碳总恢复系数

根据风化恢复系数和热成熟作用恢复系数的乘

积得到烃源岩的有机碳总恢复系数。小水组和蓝塘

群烃源岩总恢复系数即为１．７×１．４＝２．３８；干酪根

类型为Ⅲ型的小坪组、金鸡组、桥源组及塘厦组烃源

岩，总恢复系数直接为风化恢复系数１．７。

３．２　烃源岩有机碳丰度恢复

利用烃源岩总有机碳恢复系数乘以残余有机碳

含量，即得到华南陆源烃源岩恢复后的初始有机碳

丰度（表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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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华南陆源烃源岩有机碳恢复后的ＴＯＣ

Ｔａｂｌｅ　３　Ｒｅｃｏｖｅｒｅｄ　ＴＯＣ　ｉｎ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地层层位 样品号 干酪根类型 残余ＴＯＣ／％
ＴＯＣ风化与

热演化校正
恢复后ＴＯＣ／％

塘厦组

桥源组

吉水门组

长埔组

上龙水组

银瓶山组

ＴＸ　Ｊ２ｔ８７－２

ＴＸ　Ｊ２ｔ８７－３

ＴＸ　Ｊ２ｔ８７－４

ＴＸ　Ｊ２ｔ８３－１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３４－１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３４－２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３４－１－２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４８－１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４８－２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４８－３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３

ＨＬＫＴ　Ｊ１ｑｙ２－２４

ＯＹＳ　Ｊ１ｑｙ－１

ＯＹＳ　Ｊ１ｑｙ－２

ＯＹＳ　Ｊ１ｑｙ－３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ｊｓｈ７０－１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ｃｈ５０－１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ｃｈ５０－２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ｃｈ４８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２９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２８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１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２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３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４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５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６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７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８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９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１０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１１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６－１２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４－１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Ｊ１ｓｈ１３－１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Ｊ１ｙ３４－１

ＸＨＺｈ　Ｔ３Ｊ１ｙ３４－２

ＨＦＱＮＳｈＫ　Ｔ３Ｊ１ｙ２

Ⅲ型

Ⅲ型

Ⅱ型

Ⅱ型

Ⅱ型

Ⅱ型

０．３４

０．８２

０．４７

０．１５

６．１

１．２７

１．７１

３．８７

２．６９

０．８０

４．７１

１．０８

６．８７

１．３４

１２

０．３２

０．４５

０．４１

０．４６

０．３１

０．３４

０．２５

０．６３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５４

０．７２

０．５４

０．４６

０．３６

０．３９

０．２８

０．５６

０．２１

０．３９

０．６４

０．７４

０．２７

１．７

１．７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２．３８

０．５８

１．３９

０．８０

０．２６

１０．３７

２．１６

２．９１

６．５８

４．５７

１．３６

８．０１

１．８４

１１．６８

２．２８

２０．４０

０．７６

１．０７

０．９８

１．０９

０．７４

０．８１

０．６０

１．５０

０．９８

１．３１

１．２９

１．７１

１．２９

１．０９

０．８６

０．９３

０．６７

１．３３

０．５０

０．９３

１．５２

１．７６

０．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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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３

地层层位 样品号 干酪根类型 残余ＴＯＣ／％
ＴＯＣ风化与

热演化校正
恢复后ＴＯＣ／４％

金鸡组

小水组

小坪组

ＫＰＪＪ　Ｊ１ｊｊ－１０－１

ＫＰＪＪ　Ｊ１ｊｊ－１０－２

ＫＰＪＪ　Ｊ１ｊｊ－１０－３

ＫＰＪＪ　Ｊ１ｊｊ－１４

ＨＣＳｈＫ　Ｊ１ｊｊ－ｓｔ－１

ＨＣＳｈＫ　Ｊ１ｊｊ－ｓｔ－２

ＨＣＳｈＫ　Ｊ１ｊｊ－ｓｔ－３

ＨＣＳｈＫ　Ｊ１ｊｊ－ｓｔ－４

ＨＺＨＤ　Ｊ１ｊ３４－１

ＨＺＨＤ　Ｊ１ｊ３５－２

ＨＺＨＤ　Ｊ１ｊ３６

ＨＺＨＤ　Ｊ１ｊ３７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ｘｓｈ１４－１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ｘｓｈ１４－２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ｘｓｈ１４－３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ｘｓｈ１４－４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ｘｓｈ１４－５

ＪＸＨＺｈ　Ｔ３ｘｓｈ１４－６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ｆｇ－１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ｆｇ－２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ｆｇ－３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ｆｇ－４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ｍａ－１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ｍａ－２

ＸＡＤＰ　Ｔ３ｘｐ－ｍａ－３

Ⅲ型

Ⅱ型

Ⅲ型

２．０７

２．６５

１．７５

２６．４０

７．５５

１９．３０

２９．４０

５．９３

１．１８

０．０４

０．０１

０．３８

１．２７

０．９６

１．１５

０．４９

２．２８

０．５１

０．３０

０．８９

０．４０

２．０３

０．１９

１７．７０

１２．２０

１．７

２．３８

１．７

３．５２

４．５１

２．９８

４４．８８

１２．８４

３２．８１

４９．９８

１０．０８

２．０１

０．０７

０．０２

０．６５

３．０２

２．２８

２．７４

１．１７

５．４３

１．２１

０．５１

１．５１

０．６８

３．４５

０．３２

３０．０９

２０．７４

４　烃源岩条件评价

参考国内外通 常 采 用 的 湖 相 或 海 相 泥 质 烃 源

岩划分评价 标 准［１３］（表４），以 及 我 国 煤 系 烃 源 岩

的划分评价标准［６］（表５），分别 对 华 南 陆 缘 小 水 组

和蓝塘群泥质烃源 岩 以 及 干 酪 根 类 型 为Ⅲ型 的 小

坪组、金鸡组、桥源 组 和 塘 厦 组 烃 源 岩 进 行 划 分 和

评价。
从评 价 结 果（表６）来 看，小 水 组 黑 色 泥 岩 的

ＴＯＣ经恢复之后，范围为１．１７％～５．４３％，６个样

品ＴＯＣ的平均值为２．６４％，干酪根类 型 主 要 为 腐

泥腐殖型，属 好－很 好 级 别 的 烃 源 岩，且 厚 度 较 大，
在华南陆缘邻近海 域 开 展 中 生 界 烃 源 岩 研 究 评 价

时，值得重 点 关 注 是 否 存 在 与 此 相 当 的 烃 源 岩 层

系。
蓝塘群银瓶山组３个烃源岩的ＴＯＣ恢复之后

范围为０．６４％～１．７６％，平均值为１．３１％，属中等－
好级别烃源岩；上龙水组１６个烃源岩样品恢复之后

的ＴＯＣ范围为０．５％～１．７１％，平均值１．０３％，属

中等－好级别烃源岩；长埔组４个烃源岩样品恢复之

后 的 ＴＯＣ 范 围 为 ０．８６％ ～１．０９％，平 均 值 为

１．０％，属于中等级别烃源岩；吉水门组１个烃源岩

样品恢复之 后 的ＴＯＣ为０．７６％，属 中 等 级 别 烃 源

岩。总体来看，蓝塘群烃源岩２４个烃源岩样品恢复

之后的 ＴＯＣ分 布 范 围 为０．５％～１．７６％，平 均 为

１．０５％，有机质类型主要为腐泥腐殖型，基本上为中

等－好级别的烃源岩。蓝塘群烃源岩厚度较大，在华

南陆缘邻近海域进行中生界油气勘探评价时，值得

特别注意判断是否发育有与之相当的这套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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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国内外常用的泥（页）岩烃源岩划分标准［１３］

Ｔａｂｌｅ　４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ｓｈａｌ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ａｎｄ　ａｔ　ｈｏｍｅ

烃源岩级别 很好 好 中等 差 非烃源岩

ＴＯＣ／％ ＞２　 １～２

０．５～１（ＩＩ１）

０．６～１（ＩＩ２）

０．７～１（ＩＩＩ）

０．３～０．５（ＩＩ１）

０．４～０．６（ＩＩ２）

０．５～０．７（ＩＩＩ）

＜０．３（ＩＩ１）

＜０．４（ＩＩ２）

＜０．５（ＩＩＩ）

Ｓ１＋Ｓ２／（ｍｇ／ｇ） ＞２０　 ６～２０　 ２～６　 １～２ ＜１

沥青“Ａ”／％ ＞０．２　 ０．１～０．２　 ０．０５～０．１　 ０．０１５～０．０５ ＜０．０１５

总烃／×１０－６ ＞１　０００　 ５００～１　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

表５　中国煤系泥岩生烃潜力评价标准［６］

Ｔａｂｌｅ　５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ｃｏａｌ－ｂｅａｒｉｎｇ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烃源岩级别 很好 好 中等 差 非

ＴＯＣ／％ ３～６　 ３～６　 １．５～３　 ０．７５～１．５ ＜０．７５

沥青“Ａ”／％ ＞１．２　 ０．６～１．２　 ０．３～０．６　 ０．１５～０．３ ＜０．１５

ＨＣ／％ ＞０．７　 ０．３～０．７　 ０．１２～０．３　 ０．０５～０．１２ ＜０．０５

Ｓ１＋Ｓ２／（ｍｇ／ｇ） ＞２０　 ６～２０　 ２～６　 ０．５～２ ＜０．５

表６　华南陆缘中生界烃源岩条件评价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Ｍｅｓｏｚｏｉｃ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ａｔ　ｔｈｅ　ｍａｒｇｉｎ　ｏｆ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烃源岩层位 沉积环境 岩性
有机碳含量范

围及均值／％

有机质

类型

镜质体反

射率／％

烃源岩

级别

塘厦组
浅湖、

扇三角洲
泥岩

０．２６～１．３９

０．７６
Ⅲ型 ２．０７ 非－差

桥源组

滨海、海陆交

互、浅海陆棚、

三角洲

煤线、炭质泥

岩、黑色泥岩

１．３６～１０．３７

４．７２
Ⅲ型

２．２３～２．２６

１．１０（三水）
好

蓝

塘

群

吉水门组 浅海陆棚 泥页岩 ０．７６ Ⅱ型 ≤２．１ 中等

长埔组 浅海陆棚 碳质页岩
０．８６～１．０９
１．０ Ⅱ型 ≤２．０５ 中等

上龙水组 半深海 泥岩、页岩
０．５～１．７１
１．０３ Ⅱ型 ≤２．３２ 中等－好

银瓶山组 浅海－半深海 泥岩
０．６４～１．７６
１．３１ Ⅱ型 ≤１．７４ 中等－好

金鸡组 滨海 炭质泥岩、煤线
０．０２～４．５１
１．９６ Ⅲ型 １．７５～１．９０ 中等

小水组 浅海陆棚 黑色泥岩
１．１７～５．４３
２．６４ Ⅱ型 ２．２６ 好－很好

小坪组 海陆过渡相 泥岩、煤线
０．３２～３．４５
１．３ Ⅲ型 １．３６ 差

　　小坪组、金鸡组、桥源组及塘厦组烃源岩，有机

质类型均以Ⅲ型为主。小坪组７个烃源岩样品兼有

泥岩和薄层煤线，除马安段２个薄层煤线样品ＴＯＣ
分别为３０．０９％和２０．７４％外，其他５个泥岩样品恢

复后的ＴＯＣ范围为０．３２％～３．４５％，ＴＯＣ平均值

为１．３％，属差级别烃源岩。金鸡组１２个烃源岩样

品兼有泥岩 和 煤 线，尽 管 薄 层 煤 线 样 品 的 ＴＯＣ值

较高，但生烃潜力较差；其他７个煤系泥岩样品恢复

之后 的 ＴＯＣ范 围 为０．０２％～４．５１％，平 均 值 为

１．９６％，属中等级别烃源岩，具有一定的生 烃 能 力。
桥源组１１个烃源岩样品兼有泥岩和煤线，欧阳山剖

面３个烃源岩样品为薄层煤线，具有一定的生烃潜

力；惠来葵潭剖面８个煤系泥岩样品恢复后的ＴＯＣ
范围为１．３６％～１０．３７％，平均值为４．７２％，属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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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烃源岩，具有一定的生烃能力。塘厦组４个泥岩

样品恢复后 的 ＴＯＣ范 围 为０．２６％～１．３９％，平 均

值为０．７６％，为非－差级别烃源岩。

５　结论

（１）尽管对华南陆缘中生界烃源岩的评价缺少

钻井岩心样品，所分析的样品都采自剖面露头，烃源

岩的成熟度较高，难以通过热模拟实验求取恢复系

数来恢复烃源岩的ＴＯＣ，但通过充分考虑地表露头

样品的干酪根类型、沉积环境和岩性、烃源岩经历的

热成熟作用和风化淋滤作用等因素，采用相似类型

干酪根类比的方法来进行有机碳丰度的定量恢复，
进而对华南 陆 缘 中 生 界 烃 源 岩 的 生 烃 潜 力 开 展 评

价，仍不失其客观性和有效性。
（２）随着南海北部中生界油气资源勘探不断深

入，南海北部中生界油气资源前景得到了众多专家

学者的广泛关注，许多专家认为潮汕坳陷就是南海

北部大陆边缘及珠江口盆地具有代表性的中生代残

留盆地，中生界应是珠江口盆地东部寻找油气的一

个重要领域［１６－１８］。但由于长期以来钻井、地震剖 面

等实际资料的缺乏制约了对南海北部中生界油气地

质条件的深入系统研究，对海域中生界的油气资源

前景评价缺少对比依据，而华南陆缘广泛出露的、累
计厚度超过１０　０００ｍ的 上 三 叠 统－白 垩 系，其 地 层

发育、分布特征与海域处于同一构造背景之下，存在

一定的连续性和可比性。尽管露头调查未见油苗，
但通过对华南陆缘广泛分布的中生界露头进行系统

的烃源岩样 品 采 集、分 析 测 试，进 而 评 价 其 生 烃 条

件，并以此为由陆及海的对比基础，将可为海域中生

界油气地质条件评价提供依据。
（３）对 华 南 陆 缘 中 生 界 烃 源 岩 的 分 析 结 果 表

明，晚三叠世小水组、早侏罗世蓝塘群烃源岩品质良

好，厚度巨大，岩性主要为泥岩、碳质泥岩和煤线，有
机质类型以Ⅱ－Ⅲ型为主，在南海北部海域开展中生

界烃源岩研究时，重点应关注是否有与之相当的烃

源岩层系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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