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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中金刚烷的分布与演化
马安来１，２　金之钧１　晏继发３　米敬奎４　李杰豪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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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刚烷的浓度和指数是研究深层油藏裂解程度和成熟度的重要参数，由于金刚烷的形成机理不明，制约了金刚烷化合物在深
层油气地球化学中的应用。通过对华北地区镜质体反射率（犚ｏ）在０５５％～５３２％的二叠系煤样开展金刚烷色谱质谱定量分析，
发现低成熟煤样中存在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而煤样中双金刚烷、三金刚烷和四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检出所对应的犚ｏ分别为
０８１％、１８２％和２５９％。这表明不同笼数金刚烷的生成具有阶段性，笼数越高，其所对应的烃源岩成熟度越高。定量分析结果表
明，煤样在犚ｏ为０５５％～３０１％时为金刚烷生成阶段，煤样在犚ｏ＞３０１％时对应金刚烷裂解阶段，其中，当犚ｏ＞２７１％，单金刚烷
系列和双金刚烷系列的组成发生变化。金刚烷参数，如二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１（ＤＭＡＩ１）、二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２（ＤＭＡＩ２）、三甲基
单金刚烷指数１（ＴＭＡＩ１）、三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２（ＴＭＡＩ２）以及乙基单金刚烷（ＥＡ）参数［１ＥＡ／（１ＥＡ＋２ＥＡ）］，与犚ｏ在０５５％～
３０１％阶段具有较好的正相关。金刚烷产率的比值，如二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二甲基双金刚烷系列比值、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甲
基双金刚烷系列比值、单金刚烷系列与双金刚烷系列比值以及单金刚烷与双金刚烷比值，与犚ｏ在０８１％～４２８％阶段具有明显的
负相关关系，表明这些参数可以用作评价成熟度的良好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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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７期 马安来等：煤中金刚烷的分布与演化 ７９７　　

　　金刚烷（Ｃ４狀＋６Ｈ４狀＋１２）为笼形化合物［１］，由于其具
有独特的似金刚石结构，性质稳定。自Ｗｉｎｇｅｒｔ［２］使
用色谱质谱方法在石油中检测出金刚烷以来，金刚烷
已被广泛用于高成熟—过成熟原油及烃源岩的成熟度
评价［３７］、生物降解作用评价［８９］、原油裂解程度评
价［１０１４］、硫酸盐热化学还原作用（ＴＳＲ）识别［１４１５］以及
蒸发分馏作用研究［１６］。

目前，对于地质体中金刚烷的形成机理并不清楚，除
了可确定生物活体中不存在金刚烷化合物外，普遍认为
金刚烷是多环烃类在高温热力作用下经Ｌｅｗｉｓ强酸催化
剂聚合反应而形成。然而，对石油及其组分［１７２０］、煤和泥
岩［２１２２］等样品而言，在无酸性催化的热模拟实验条件下
仍然可以形成金刚烷化合物，在强烈的ＴＳＲ过程中，也可
形成浓度极高的金刚烷及硫代金刚烷［２３］。

近年来的研究认为，金刚烷指标和浓度在用于判
识成熟度和原油裂解程度时显示出一定局限性。郭小
文等［２４］对不同研究者给出的不同岩性烃源岩中甲基
双金刚烷指标（ＭＤＩ）和镜质体反射率（犚ｏ）数据进行
了综合分析并认为，对于犚ｏ＜２０％的碳酸盐岩，ＭＤＩ
与犚ｏ具有较好的相关性，而不同盆地泥岩的ＭＤＩ与
犚ｏ则具有各自独立的相关关系，由此提出不同盆地泥
质烃源岩的岩性及化学成份的差异是造成其ＭＤＩ与
犚ｏ相关关系各自独立的原因。而李景贵等［２５］在四川
盆地震旦系灯影组犚ｏ为２６４％～３０７％的高成熟碳
酸盐岩样品中未能检测出双金刚烷系列化合物。Ｄａｈｌ
等［１０］提出“金刚烷浓度—生标甾烷Ｃ２９ααα２０Ｒ浓度”
方法确定原油裂解程度，但该方法的准确性依赖于未
遭受次生蚀变作用的成熟原油的甲基双金刚烷的本底
浓度（称为金刚烷基线），不同盆地的金刚烷基线不同。
对于原油中的甲基金刚烷基线的确定，Ｆａｎｇ等［２０］和
Ｌｉ等［２６］使用相同的分析方法和标样，认为塔里木盆地
海相原油中的甲基双金刚烷基线分别为４７μｇ／ｇ和
６９μｇ／ｇ。除原油的金刚烷外，一些学者也对煤系的金
刚烷演化进行了研究。Ｗｅｉ等［２１］对自然演化序列的
煤样进行了研究；房忱琛等［２７］对犚ｏ为０９６％的煤系
泥岩进行了黄金管热模拟实验，提出金刚烷具有从生
成到富集和裂解破坏的过程。目前尚缺乏三金刚烷、
四金刚烷分布与演化的研究。

华北地区二叠系为中国重要的含煤岩系，煤的成
熟度范围跨度大［２８］，为研究煤中金刚烷天然的演化序
列提供了条件。笔者通过对华北地区二叠系不同成熟
度煤的抽提物进行金刚烷分析，旨在探索不同热演化
程度的煤中金刚烷浓度及相关参数随成熟度的变化，
揭示煤中金刚烷的演化规律，为深层油气藏的成熟度
及蚀变作用判识提供理论基础。

１　样品与实验条件
煤样采自华北地区二叠系。表１列出了煤样的取

样信息、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和犚ｏ数据。
表１　煤样的犜犗犆和犚狅数据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犗犆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犪狀犱犚狅犱犪狋犪狅犳犮狅犪犾狊犪犿狆犾犲狊
样品
编号 地区 煤矿 地层 煤层号ＴＯＣ／

％
犚ｏ／
％

０１５ 山西 神沙坪煤矿 二叠系 ５１５０５５
０１３安徽淮南 刘庄煤矿 上二叠统上石盒子组 １３１７３７０６４
００７安徽淮北 任楼煤矿 二叠系 ７２ ７１５０６９
００３安徽淮北 芦岭煤矿 下二叠统山西组 １０ ７７５０７１
００９安徽淮北卧龙湖煤矿 二叠系 ８ ８１９０７１
０１０安徽淮北朱仙庄煤矿 二叠系 ８ ７２３０７２
０１２安徽淮南口孜东煤矿上二叠统上石盒子子组１３１７３６０７５
０１４安徽淮南 张集煤矿 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 １１２８０１０７５
０１１安徽淮南 顾北煤矿 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 １１２７８４０７８
００６安徽淮北 祁东煤矿 二叠系 ７ ４７７０８１
００５安徽淮北 石台煤矿 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 ６５６１２０
００２安徽淮北 临涣煤矿 下二叠统山西组 １０ ８４９１２３
００１安徽淮北 朱庄煤矿 下二叠统山西组 ６ ７９４１６１
００４安徽淮北 朔里煤矿 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 ３ ７９１１８２
００８安徽淮北卧龙湖煤矿 二叠系 １０ ５８７２５９
０１７ 山西 新庄煤矿 二叠系 ８０９２７１
０１８ 山西 莒山煤矿 二叠系 ８０５３０１
０１９ 山西 恒源煤矿 二叠系 ８５０３３２
０２０ 山西 端氏煤矿 二叠系 ８７１３７１
０２１ 山西 润东煤矿 二叠系 ８４９４２８
０２２ 河北 邯郸陶二矿 二叠系 ７８６５３２

　　煤样分为２份，其中１份制作成光片，用于镜质体
反射率分析。镜质体反射率分析采用ＺｅｉｓｓＡｘｉｏ
Ｓｃｏｐｅ．Ａ１／Ｊ＆ＭＭＳＰ２００型显微光度计，按照石油
天然气行业标准ＳＹ／Ｔ５１２４—２０１２［２９］进行测试。另１
份样品碎至１００目，用于有机碳和抽提分析。抽提溶
剂为二氯甲烷，以保留低分子量化合物，并用Ｎ２轻柔
地缓吹使溶剂挥发。用正己烷沉淀沥青质，然后用硅
胶和氧化铝柱层法把脱沥青质后的氯仿沥青“Ａ”分离
成饱和烃、芳香烃和非烃。分离后的饱和烃中分别加
入氘代正构二十四烷（Ｃ２４Ｄ５０）、５α雄甾烷和氘代单金
刚烷（Ｄ１６单金刚烷），作为定量分析正构烷烃、生物标
志物和金刚烷的内标。

饱和烃的色谱质谱分析在ＨＰＡｇｉｌｅｎｔ６８９０／
５９７３型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ＧＣＭＳ）上完成。样品
进行多离子和全扫描分析。全扫描质量色谱分析的扫
描时间设置为１ｓ。ＨＰ５ＭＳ型色谱柱的长度为３０ｍ、
内径为０２５ｍｍ、内膜厚度为０２５μｍ。饱和烃色谱质
谱分析的升温程序为：在５０℃保持１ｍｉｎ，以２０℃／ｍｉｎ
升温至１００℃，然后以３℃／ｍｉｎ升温至３１５℃，恒温
１６８３ｍｉｎ。进样器的温度为３００℃，载气为氦气，其
流速为１０４ｃｍ３／ｍｉｎ，电离能量为７０ｅＶ，离子源温度
为２３０℃。在金刚烷分析中，使用质荷比（犿／狕）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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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１３５、１３６、１４９、１６３和１７７的离子检测单金刚烷系列
化合物；使用犿／狕分别为１８７、１８８和２０１的离子检测
双金刚烷系列化合物，使用犿／狕分别为２３９、２４０和
２５３的离子检测三金刚烷系列化合物，使用犿／狕分别
为２９１、２９２和３０５的离子检测四金刚烷系列化合物，
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根据各化合物的峰面积与Ｄ１６单
金刚烷的峰面积比计算获得。

２　煤抽提物中金刚烷化合物的分析
２１　不同成熟度煤样抽提物中的金刚烷系列

图１为煤中单金刚烷系列、双金刚烷系列的质量
色谱图。图２为高煤阶煤中三金刚烷和四金刚烷的质
量色谱图。其中，三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定性分析依
据Ｗｉｎｇｅｒｔ［２］的研究，四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定性分

注：ＩＳ—Ｄ１６单金刚烷；１—单金刚烷；２—１甲基单金刚烷；３—２甲基单金刚烷；４—１乙基单金刚烷；５—２乙基单金刚烷；
６—１，３二甲基单金刚烷；７—１，４二甲基单金刚烷（顺式异构体）；８—１，４二甲基单金刚烷（反式异构体）；９—１，２二甲基单
金刚烷；１０—Ｃ２单金刚烷；１１—３甲基１乙基单金刚烷；１２—１，３，５三甲基单金刚烷；１３—１，３，６三甲基单金刚烷；１４—
１，３，４三甲基单金刚烷（顺式异构体）；１５—１，３，４三甲基单金刚烷（反式异构体）；１６—Ｃ３单金刚烷；１７—３，５二甲基１乙
基单金刚烷；１８—１，３，５，７四甲基单金刚烷；１９—１，２，５，７四甲基单金刚烷；２０—双金刚烷；２１—４甲基双金刚烷；２２—１甲
基双金刚烷；２３—３甲基双金刚烷；２４—４，９二甲基双金刚烷；２５—１，４二甲基双金刚烷＋２，４二甲基双金刚烷；２６—
４，８二甲基双金刚烷；２７—３，４二甲基双金刚烷。
图１　煤样抽提物中单金刚烷系列和双金刚烷系列的质量色谱（朔里煤矿下二叠统下石盒子组第３煤层，犚ｏ＝１８２％）

犉犻犵．１　犕犪狊狊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犪犱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犪狀犱犱犻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狊犲狉犻犲狊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图２　煤样抽提物中三金刚烷系列和四金刚烷系列质量色谱（恒源煤矿二叠系煤层，犚ｏ＝３３２％）
犉犻犵．２　犕犪狊狊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狊狅犳狋狉犻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犪狀犱狋犲狋狉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狊犲狉犻犲狊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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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依据Ｌｉｎ等［３０］的研究。表２为不同成熟度煤样抽
提物中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笔者按照金刚烷笼形数
目的不同，分别对金刚烷浓度随成熟度的变化进行
讨论。
２１１　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变化

化石燃料中的金刚烷化合物以单金刚烷系列为
主，单金刚烷化合物可被６个碳原子（Ｃ６）以上的烷基
取代。笔者仅对图１（ａ）中Ｃ０—Ｃ４烷基取代的单金刚
烷进行定量。图３（ａ）显示了不同成熟度煤样抽提物
中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浓度与犚ｏ的关系。
　　从表２和图３（ａ）可看出，在成熟度很低的煤样中
含有一定浓度单金刚烷，如在犚ｏ为０５５％的低成熟
煤样中，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为５４１４５μｇ／ｇ，
在犚ｏ为０６４％～０８１％的９个样品，单金刚烷系列
化合物的浓度为２４３６１～６３７６７μｇ／ｇ，平均值为
３９２５１μｇ／ｇ，整体上差异不大。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
浓度在煤样成熟演化的早期阶段增加较缓慢，一种可
能是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本身生成较慢，另一种可能
是即便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生成量较大，但同时其
他烃类化合物的生成量更大，从而稀释了新生成的单
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

当煤样中犚ｏ为１２０％时，单金刚烷系列的浓度
增加到１００７３９μｇ／ｇ，增加量为犚ｏ在０６４％～
０８１％时单金刚烷平均浓度的约１５倍。在犚ｏ分别

为１２３％和１６１％的煤样中，单金刚烷系列的浓度出
现低值，仅为１８１７４μｇ／ｇ和２９０２３μｇ／ｇ，这可能与
煤的显微组分和无机矿物组成有关，笔者暂将其视为
单金刚烷浓度的下包络线值。在犚ｏ为１８２％的煤样
中，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为２５２２１１μｇ／ｇ，增
加量约为犚ｏ在１２０％时煤样中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
浓度的１５倍。在犚ｏ为２５９％和２７１％的煤样中，
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出现一定降低，其浓度分别
为６６３５８μｇ／ｇ和１７４７２５μｇ／ｇ。在煤样的犚ｏ为３０１％
时，单金刚烷系列浓度达到最大值，为６９２７３８μｇ／ｇ，增加
幅度约为犚ｏ在１８２％时的１７４倍。

在犚ｏ为３３２％和３７１％的煤样中，单金刚烷系列的
浓度呈现急剧下降，分别为２４２０３μｇ／ｇ和７７７１１μｇ／ｇ。
当犚ｏ达到４２８％，煤样中单金刚烷系列的浓度仅为
１５２０７μｇ／ｇ，当犚ｏ达到５３２％，单金刚烷系列的浓度
为８９９７μｇ／ｇ，仅为最大浓度时的１３％。
２１２　双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变化

化石燃料中双金刚烷系列可被４个碳原子（Ｃ４）以上
的烷基取代。笔者仅对Ｃ０—Ｃ２烷基取代的双金刚烷化
合物进行定量分析［图１（ｂ）］。与单金刚烷系列化合物出
现在低成熟度的煤样中不同，双金刚烷化合物仅在犚ｏ＞
０８０％的煤样抽提物中检出。在犚ｏ为０８１％的煤样
中，双金刚烷系列的浓度为３４６０μｇ／ｇ［图３（ｂ）］，仅约
为单金刚烷系列浓度的６％，二者浓度的变化趋势基本

表２　煤样抽提物中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犻犪犿狅狀犱狅犻犱犮狅犿狆狅狌狀犱狊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煤样编号犚ｏ／％
浓度／（μｇ／ｇ）

单金刚烷系列双金刚烷系列４甲基双金刚烷＋
３甲基双金刚烷 三金刚烷系列四金刚烷系列

０１５ ０５５ ５４１４５
０１３ ０６４ ６３７６７
００７ ０６９ ４７２９５
００３ ０７１ ２６７６０
００９ ０７１ ３０１６４
０１０ ０７２ ３４１８７
０１２ ０７５ ３６２６９
０１４ ０７５ ２４３６１
０１１ ０７８ ３４４５４
００６ ０８１ ５６００３ ３４６０ １５０１
００５ １２０ １００７３９ ６０３０ １８２２
００２ １２３ １８１７４ １３９４ ４８９
００１ １６１ ２９０２３ ６０６０ ２０１９
００４ １８２ ２５２２１１ ２７６９３ ９００８ ９２４８
００８ ２５９ ６６３５８ ５３９３ １５０８ １６３６２ １０８６
０１７ ２７１ １７４７２５ １９９８６１ ７１１６３ ３２１０８ １８３７
０１８ ３０１ ６９２７３８ １６３５５０１ ５７１７４０ ２４８７５５ １４２９６
０１９ ３３２ ２４２０３ １０３１７８ ３６４１３ ６１８４１ ８７３４
０２０ ３７１ ７７７１１ １７８９３２ ６６１１８ ５７３５２ ４９１６
０２１ ４２８ １５２０７ ５２４６５ １９４２４ ３２０５７ ３６７０
０２２ ５３２ ８９９７ ３３３５ ８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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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煤样抽提物中金刚烷系列的浓度与犚狅的关系
犉犻犵．３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犱犻犪犿狅狀犱狅犻犱狊犪狀犱犚狅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相同。在犚ｏ为３０１％的煤样中，双金刚烷系列化合
物的浓度达到最大值，为１６３５５０１μｇ／ｇ，在犚ｏ为
５３２％的煤样中，双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降低为
３３３５μｇ／ｇ。
　　值得注意的是，在犚ｏ为０８１％～２６０％的煤样
中，双金刚烷系列的浓度远小于单金刚烷系列的浓度，
二者浓度之比分布在００５～０２０。在犚ｏ为２７１％的
样品中，双金刚烷系列的浓度大于单金刚烷系列的浓
度，二者浓度之比为１１４，在犚ｏ为３３２％的煤样中，
二者浓度之比达到最大，为４２６。在犚ｏ为５３２％的
煤样中，金刚烷转变为以单金刚烷化合物为主，双金刚
烷系列与单金刚烷系列的浓度之比降低至０３７。

造成不同成熟度煤样中单金刚烷、双金刚烷浓度
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单金刚烷和双金刚烷在不同成熟
度条件下的演化特点不同。房忱琛等［２７］提出单金刚
烷系列在Ｅａｓｙ犚ｏ为１０％～１５％阶段生成，在Ｅａｓｙ
犚ｏ为１５％～２８％阶段裂解，在Ｅａｓｙ犚ｏ大于２８％

的条件下则检测不到单金刚烷系列；而双金刚烷系列的
演化滞后于单金刚烷系列，其在Ｅａｓｙ犚ｏ为１２％～
１９％时处于生成阶段，在Ｅａｓｙ犚ｏ为１９％～２８％
时处于裂解阶段，Ｅａｓｙ犚ｏ大于２８％的条件下几乎检
测不到双金刚烷系列。此外，另一种影响煤样中单金
刚烷、双金刚烷浓度的因素可能在于内标物的选择。
尽管单金刚烷和双金刚烷在定量时使用的内标相同，
但由于金刚烷的笼数及取代基的位置不同，不同的金
刚烷化合物可能具有不同的响应因子。Ｗｅｉ等［１１］使
用Ｄ３１甲基单金刚烷和Ｄ３１甲基双金刚烷分别对单
金刚烷和双金刚烷系列进行定量，但未考虑不同烷基
取代的双金刚烷化合物响应因子的差异。

甲基双金刚烷浓度是评价原油裂解程度的重要指
标［１０］。Ｗｅｉ等［２１］认为，煤样在犚ｏ＜１１％时为甲基双
金刚烷生成阶段，在犚ｏ为１１％～４０％时对应甲基
双金刚烷富集阶段，在犚ｏ为３０％～４０％时４甲基
双金刚烷＋３甲基双金刚烷的浓度达到最大值，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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犚ｏ＞４０％时对应甲基双金刚烷裂解阶段。笔者的分
析表明，４甲基双金刚烷＋３甲基双金刚烷的浓度在
犚ｏ为２７１％～３０１％时迅速增加，当犚ｏ＞３０１％，其
浓度则降低。尽管笔者采用的标样与Ｗｅｉ等［２１］不同，
但分析结果大致可以与Ｗｅｉ等［２１］的分析结果进行对
比（图４）。综合分析认为，煤样中４甲基双金刚烷＋
３甲基双金刚烷的富集阶段所对应的犚ｏ在０８０％～
３０１％，而当犚ｏ＞３０１％，４甲基双金刚烷＋３甲基双
金刚烷则处于裂解破坏阶段。

图４　煤样中４甲基双金刚烷＋３甲基双金刚烷的浓度
随犚狅的变化

犉犻犵．４　犆狅狀犮犲狀狋狉犪狋犻狅狀狊狅犳４犿犲狋犺狔犾犱犻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犪狀犱３犿犲狋犺狔犾犱犻犪
犿犪狀狋犪狀犲狏犪狉犻犲犱狑犻狋犺犚狅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２１３　三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变化
原油中的金刚烷化合物主要为单金刚烷和双金刚

烷化合物。Ｇｏｒｄａｄｚｅ［３１］指出原油中金刚烷化合物含
量按以下顺序排列：单金刚烷、双金刚烷、三金刚烷、四
金刚烷。利用色谱质谱对三金刚烷进行准确定量分
析依赖于选择合适的内标物，如Ｍｏｌｄｏｗａｎ等［１６］选用
Ｄ４三金刚烷对原油中的三金刚烷系列进行定量分析。
Ｗｉｎｇｅｒｔ［２］使用ＧＣＭＳ在美国中—上侏罗统Ｓｍａｃｋ
ｏｖｅｒ组原油中检测出三金刚烷；Ｗｅｉ等［１１］使用ＧＣ
ＭＳ在犚ｏ为０４３％～０５１％的二叠系、奥陶系烃源岩
样品中检出浓度为００９～０３５μｇ／ｇ的三金刚烷系
列，并发现三金刚烷在温度高于４００℃的热模拟样品
抽提物中浓度急剧增加。

依据煤样抽提物饱和烃质量色谱图中三金刚烷、
９甲基三金刚烷和二甲基三金刚烷化合物的峰面
积［图２（ａ）］可计算三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在分析
的煤样中［图３（ｃ）］，当犚ｏ＜１８０％时，饱和烃中未检
出三金刚烷系列；当犚ｏ为１８２％，三金刚烷化合物的
浓度为９２４８μｇ／ｇ；当犚ｏ为２７１％时，三金刚烷化合
物的浓度增加到３２１０８μｇ／ｇ，较犚ｏ为１８２％时约增

加了２５倍，呈现出缓慢增长的趋势；当犚ｏ为３０１％，
三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迅速增加到２４８７５５μｇ／ｇ，
约是犚ｏ为２７１％时的６７倍，是犚ｏ为１８１％时的
２６９倍；当犚ｏ为３３２％时，三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
迅速降低到６１８４１μｇ／ｇ；当犚ｏ为３３２％～４２８％
时，三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缓慢降低，当犚ｏ为
４２８％时，三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下降到犚ｏ为
２７１％的水平；在犚ｏ为５３２％的煤样中，抽提物检
测不到三金刚烷系列。
２１４　四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浓度变化

四甲基金刚烷至少具有异式四金刚烷、反式四
金刚烷和扭式四金刚烷等异构体，其甲基取代的四金
刚烷也有多个异构体，因而在犿／狕分别为２９２、２９１、
３０５的质量色谱图中［图２（ｂ）］，四金刚烷、甲基四金刚
烷和二甲基四金刚烷通常共溢出［３０］。笔者在图２（ｂ）
犿／狕为２９２的质量色谱图中统计了四金刚烷、四金刚
烷＋甲基四金刚烷＋二甲基四金刚烷共溢出峰、四甲
基金刚烷＋甲基四金刚烷＋二甲基四金刚烷＋三甲基
四金刚烷共溢出峰的峰面积，在犿／狕为２９１的质量色
谱图中统计了甲基四金刚烷的峰面积，在犿／狕为３０５
的质量色谱图中统计了二甲基四金刚烷的峰面积，并
计算四金刚烷化合物的浓度。

四金刚烷化合物出现在成熟度高的煤抽提物
中［图２（ｂ）、图３（ｄ）］。在犚ｏ为２５９％的煤样中，四
金刚烷系列化合物浓度为１０８６μｇ／ｇ；在犚ｏ为
３０１％的煤样中，浓度迅速增加到１４２９６μｇ／ｇ，增幅约为
１２倍，之后缓慢降低；在犚ｏ为３３２％的煤样中，浓度降低
为８７３４μｇ／ｇ，降幅为４０％；至犚ｏ为４２８％时，浓度降至
３６７０μｇ／ｇ［图３（ｄ）］；在犚ｏ为５３２％的煤样抽提物中，
未检测出四金刚烷系列化合物。
２２　不同笼数金刚烷生成的阶段性

金刚烷化合物最早发现于石油中且以单金刚烷和
双金刚烷化合物占优势［２］。从不同成熟度煤抽提物的
金刚烷分析表明，双金刚烷的检出对应煤样的犚ｏ至
少为０８０％，源岩处于生油高峰早期阶段；三金刚烷
的检出对应煤样的犚ｏ为１８２％，源岩处于凝析油和
湿气的后期阶段；四金刚烷的检出对应于煤样的犚ｏ
为２５９％，源岩处于干气阶段。这表明不同笼数金刚
烷的生成具有阶段性，金刚烷笼数越高，对应于烃源岩
的成熟度越高。

以往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认识到不同笼数金
刚烷的生成具有阶段性，但多局限于对单金刚烷和
双金刚烷的认识。例如，赵红等［３２］在犚ｏ为０４８％
的临界成熟的烃源岩中检测出痕量的单金刚烷系
列；郑伦举等［３３］对广西百色地区的褐煤开展热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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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实验，在温度为３００℃、煤样犚ｏ为０７６％的条
件下，实验产物中检测出双金刚烷系列，该成熟度与
笔者检出双金刚烷所对应的煤样成熟度接近；包建
平等［３４］在江苏盐城凹陷泰州组犚ｏ为０９５％的烃源
岩中检测出双金刚烷系列且以三甲基双金刚烷为
主，而在成熟度稍低的阜宁组烃源岩中则检测不到
双金刚烷系列。原油族组分的裂解实验表明，由饱
和烃、芳烃、非烃和沥青质所生成的单金刚烷系列化
合物在达到最大产率时对应的Ｅａｓｙ犚ｏ分别为
２３％、１８％、２３％和２２％，而所生成的双金刚烷
系列化合物在达到最大产率时对应的Ｅａｓｙ犚ｏ分别
为３０％、２５％、２７％和２７％［２０］。总体上，无论是
原油、原油族组分还是煤系泥岩，在裂解实验过程
中，生成双金刚烷系列所对应的成熟度均高于生成单
金刚烷系列所对应的成熟度。

不同笼数金刚烷形成的阶段性可能与其形成机制
有关。单金刚烷和双金刚烷的形成机制与Ｌｅｗｉｓ酸的
催化重排作用有关［３０］，但对于笼数较大的金刚烷而
言，在实验室条件下仅能合成反式四金刚烷，因而同
系物反应和自由基机制可能是高聚金刚烷形成的重要
机制［３０，３５３６］。笼数较大的高聚金刚烷需要低一级或两

级的金刚烷作为母体，通过同系化反应或者自由基反
应进一步环化才能形成。

从煤样的金刚烷分布来看，当煤样的犚ｏ为５３２％
时均无法检出三金刚烷和四金刚烷。这是由于金刚烷
化合物在高温阶段的裂解作用所造成。Ｏｙａ等［３７］对
单金刚烷开展的加热实验表明，单金刚烷在５５０℃基
本保持稳定，但在６２０℃则完全消失，在８００℃时转化
为５８７％的碳质物质。Ｗｅｉ等［２１］对双金刚烷的加热
实验表明，双金刚烷在５５０℃基本稳定，在６００℃几乎
消失。从金刚烷类化合物的熔点来看，单金刚烷、双金
刚烷和三金刚烷的熔点分别为２６９０℃、２３６０～
２３７０℃和２２１０～２２１５℃［３８］，因而在地质体中，单
金刚烷系列化合物的地质寿命最长。
２３　单金刚烷和双金刚烷组成的变化

表３展示了煤样抽提物中单金刚烷系列和双金
刚烷系列的相对组成。图５为金刚烷系列随犚ｏ的
变化。在低成熟煤样中，单金刚烷系列的组成以Ｃ３
烷基取代为主（含量为３７３６％～４６５５％），其次为
Ｃ２烷基取代（含量为２６０２％～３５３１％），再次为Ｃ１烷
基取代（含量为７９６％～１８２９％）和Ｃ４烷基取代（含量
为９９３％～２０１２％），Ｃ０取代（即单金刚烷）最低（含量

表３　煤样抽提物中单金刚烷系列和双金刚烷系列的相对组成
犜犪犫犾犲３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犪犱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犪狀犱犱犻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狊犲狉犻犲狊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样品
编号犚ｏ／％

单金刚烷系列的组成／％ 双金刚烷系列的组成／％
Ｃ０取代
单金刚烷

Ｃ１取代
单金刚烷

Ｃ２取代
单金刚烷

Ｃ３取代
单金刚烷

Ｃ４取代
单金刚烷

Ｃ０取代
双金刚烷

Ｃ１取代
双金刚烷

Ｃ２取代
双金刚烷

０１５０５５ ０８８ ７９６ ３５３１ ４６５５ ９３０
０１３０６４ １０９ １１５２ ３４４７ ４０８２ １２１０
００７０６９ ０８４ ８６３ ２６０２ ４４４０ ２０１２
００３０７１ １３９ １２９２ ３１７４ ４０６１ １３３４
００９０７１ １４５ １５４４ ３４４３ ３９３０ ９３８
０１００７２ １４９ １０６９ ３４８３ ４２５６ １０４３
０１２０７５ １９０ １８２９ ３２５２ ３７３６ ９９３
０１４０７５ １７３ １４３８ ３５１５ ３８３４ １０４０
０１１０７８ １６２ １４３０ ３２９７ ４１６１ ９５０
００６０８１ １５２ １３４１ ３４８４ ３６９７ １３２６ １９２３ ４３３８ ３７３９
００５１２０ １０８ １０１２ ３１４０ ４４０５ １３３６ １０１７ ４３３３ ４６５０
００２１２３ ２０７ １５４４ ４０２９ ３４５１ ７６９ １３０７ ５０７５ ３６１８
００１１６１ １８７ １５５７ ４２７７ ３１５３ ８２５ １６８０ ４５２０ ３８００
００４１８２ １５５ １３９２ ３７４５ ３６７４ １０３３ １２６９ ４７６６ ３９６５
００８２５９ １０８ ６９４ １９８６ ４１９５ ３０１６ １２５２ ４０４８ ４７００
０１７２７１ ３０８ ２８０６ ３９７９ ２２４９ ６５７ ２７７５ ４７７８ ２４４７
０１８３０１ １３２ １７９１ ３７７９ ３０３８ １２６０ ２４０７ ４７５１ ２８４３
０１９３３２ １３２ １７８９ ４０３６ ２９８８ １０５５ ２３３０ ４８９８ ２７７２
０２０３７１ １０７ １８６６ ３８７９ ３１１４ １０３３ ２５２５ ４８２２ ２６５２
０２１４２８ ２３６ １７７２ ３８６０ ３０７７ １０５６ ２３３４ ４８０８ ２８５８
０２２５３２ ２３０ １７３３ ３７０１ ３２２２ １１１４ ２０７９ ３３４４ ４５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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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煤样抽提物中单金刚烷系列和双金刚烷系列的相对组成随犚狅的变化
犉犻犵．５　犚犲犾犪狋犻狏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犪犱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犪狀犱犱犻犪犿犪狀狋犪狀犲狊犲狉犻犲狊狏犪狉犻犲犱狑犻狋犺犚狅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为０８４％～１９０％）。当煤样的犚ｏ为２７１％，单金
刚烷系列的组成以Ｃ２烷基取代为主（含量为
３９７９％），其含量超过Ｃ３烷基取代的单金刚烷（含
量为２２４９％）。犚ｏ≥２７１％，煤样中的Ｃ１烷基取代
的单金刚烷相对含量有所增加，其含量为１７３３％～
２８０６％。
　　在犚ｏ为０８１％的煤样中，双金刚烷系列以Ｃ１烷
基取代为主（含量为４３３８％），其次为Ｃ２烷基取
代（含量为３７３９％），Ｃ０取代（即双金刚烷）的含量最
低（含量为１９２３％）。在犚ｏ＜２７１％的煤样中，双金
刚烷系列基本以Ｃ１烷基取代为主，Ｃ１烷基取代与Ｃ２
烷基取代的双金刚烷含量差异不大；在犚ｏ为２７１％～
４２８％的煤样中，双金刚烷系列仍以Ｃ１烷基取代为
主，其含量相对稳定，相对含量分布在４７５１％～
４８９８％，Ｃ２烷基取代的双金刚烷含量明显降低，相对
含量分布在２４４７％～２８２８％，Ｃ０取代的含量有所上
升，相对含量分布在２３３０％～２７７５％，平均值约增加
了１４％；当犚ｏ为５３２％时，煤样中的双金刚烷以Ｃ２
烷基取代为主，其含量为４５７７％，比Ｃ１烷基取代的
双金刚烷含量约高１２％。
２４　金刚烷比值随犚狅的变化关系

基于桥头碳甲基取代金刚烷的热稳定性高于其他
碳位甲基金刚烷的热稳定性，Ｃｈｅｎ等［３］提出甲基单金
刚烷指数ＭＡＩ［１甲基单金刚烷／（１甲基单金刚烷＋
２甲基单金刚烷）］和甲基双金刚烷指数ＭＤＩ［４甲基
双金刚烷／（１甲基双金刚烷＋４甲基双金刚烷＋３甲
基双金刚烷］作为判断高、过成熟烃源岩和原油的成熟
度指标。Ｓｃｈｕｌｚ等［４］认为ＭＡＩ、ＭＤＩ和乙基单金刚
烷（ＥＡ）指数ＥＡＩ［ＥＡＩ＝２ＥＡ／（２ＥＡ＋１ＥＡ）］同时
受控于母源。Ｗｅｉ等［９］认为，上述成熟度指标受矿物

组成的影响，特别是碳酸钙的含量；Ｌｉ等［３９］认为，ＭＤＩ
仅适用于犚ｏ为０８％～２０％的成熟度阶段。Ｗｅｉ
等［４０］认为，在犚ｏ＜１３％阶段可能有多个因素控制了
金刚烷化合物的比值，从而扭曲了ＭＡＩ、ＭＤＩ等指数
反映成熟度的能力，但在高成熟阶段，这些指数可能不
再受影响，因而在高成熟阶段，其仍是有效的成熟度
指标。

其他一些金刚烷参数，如二甲基单金刚烷指
数１［ＤＭＡＩ１＝１，３二甲基单金刚烷／（１，３二甲基单
金刚烷＋１，２二甲基单金刚烷）］、二甲基单金刚烷指
数２［ＤＭＡＩ２＝１，３二甲基单金刚烷／（１，３二甲基单
金刚烷＋１，４二甲基单金刚烷）］、三甲基单金刚烷指
数１［ＴＭＡＩ１＝１，３，５三甲基单金刚烷／（１，３，５三甲
基单金刚烷＋１，３，４三甲基单金刚烷）］、三甲基单金
刚烷指数２［ＴＭＡＩ２＝１，３，５三甲基单金刚烷／（１，３，５
三甲基单金刚烷＋１，３，６三甲基单金刚烷）］、二甲基双
金刚烷指数１［ＤＭＤＩ１＝３，４二甲基双金刚烷／（３，４二
甲基双金刚烷＋４，９二甲基双金刚烷）］、二甲基双金
刚烷指数２［ＤＭＤＩ２＝４，８二甲基双金刚烷／（４，８二
甲基双金刚烷＋４９二甲基双金刚烷）］也被用于评价
原油和烃源岩成熟度。
Ｆａｎｇ等［１９］认为ＤＭＡＩ１、ＴＭＡＩ１、乙基单金刚烷

计算参数［１ＥＡ／（１ＥＡ＋２ＥＡ）］和ＤＭＤＩ１在其对应
的Ｅａｓｙ犚ｏ分别为１０％～３０％、１５％～３５％、
１０％～２５％和２５％～３５％阶段是原油良好的成熟
度指标；Ｆａｎｇ等［２７］认为ＭＡＩ、１ＥＡ／（１ＥＡ＋２ＥＡ）和
ＴＭＡＩ１在其对应的Ｅａｓｙ犚ｏ分别为１５％～２５％、
１０％～２５％和１５％～２５％阶段是煤系泥岩良好
的成熟度指标。在犚ｏ＞１３％的高成熟阶段，甲基同
系物的转化可能是重要的机制，这些金刚烷指标除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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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系物热稳定性控制外，同系物生成与裂解的相对速
率同样影响化合物的指标值［１９］。

表４列出了煤样抽提物中金刚烷的成熟度参数。
根据不同成熟度的煤样中金刚烷的浓度分析，无论是

单金刚烷、双金刚烷，还是三金刚烷及四金刚烷，其浓
度在犚ｏ≤３０１％阶段均呈现增加的趋势，而在犚ｏ＞
３０１％阶段呈现减小的趋势（表２）。对金刚烷成熟度
参数与犚ｏ的关系可进行分段拟合。

表４　煤样抽提物中金刚烷的成熟度指数和产率比值
犜犪犫犾犲４　犕犪狋狌狉犻狋狔犻狀犱犲狓狊犪狀犱狔犻犲犾犱狉犪狋犻狅狊狅犳犱犻犪犿狅狀犱狅犻犱狊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煤样
编号 犚ｏ／％ ＭＡＩ １ＥＡ／

（１ＥＡ＋２ＥＡ）ＭＤＩＤＭＡＩ１ＤＭＡＩ２ＴＭＡＩ１ＴＭＡＩ２ＤＭＤＩ１Ａ／Ｄ ＭＡｓ／
ＭＤｓ

ＤＭＡｓ／
ＤＭＤｓＡｓ／Ｄｓ

０１５ ０５５ ０５６ ０８４ ０２７ ０２３ ００９ ０１７
０１３ ０６４ ０７０ ０７９ ０２８ ０２６ ０１３ ０２０
００７ ０６９ ０７５ ０８６ ０４０ ０３０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０３ ０７１ ０６８ ０８３ ０３６ ０３１ ０１３ ０１６
００９ ０７１ ０７１ ０８７ ０２９ ０２８ ００９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７２ ０６４ ０７６ ０２８ ０２５ ００９ ０１４
０１２ ０７５ ０７７ ０７９ ０３４ ０３２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１４ ０７５ ０６８ ０８４ ０３４ ０２８ ０１２ ０１８
０１１ ０７８ ０７３ ０７５ ０３５ ０３０ ０１１ ０１６
００６ ０８１ ０６５ ０８１ ０５２ ０３９ ０２９ ０１４ ０１８ １００ １２８ ５０１ ９８３１６１９
００５ １２０ ０６７ ０７２ ０３７ ０４９ ０３２ ０１５ ０１４ ０６９ １７８ ３９０ ８６２１６７１
００２ １２３ ０６１ ０７３ ０３５ ０４５ ０３０ ０１４ ０２１ ０７２ ２０７ ３９７１０７５１３０３
００１ １６１ ０６９ ０５９ ０４７ ０６１ ０４７ ０３１ ０４３ ０６２ ０５３ １６５ ３８１ ４７９
００４ １８２ ０６７ ０４１ ０３３ ０５０ ０３４ ０１８ ０２４ ０７８ １１１ ２６６ ７１８ ９１１
００８ ２５９ ０８４ ０７２ ０４１ ０７８ ０６５ ０５８ ０５７ ０６７ １０７ ２１１ ４２７１２３０
０１７ ２７１ ０９５ ０３４ ０６７ ０９５ ０８７ ０８３ ０８７ ０２８ ０１０ ０５１ １３８ ０８７
０１８ ３０１ ０９３ ０３３ ０６５ ０９４ ０８５ ０８０ ０８４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１６ ０５３ ０４２
０１９ ３３２ ０８７ ０６６ ０６４ ０８１ ０７３ ０６７ ０７５ ０３３ ００１ ００９ ０２６ ０２３
０２０ ３７１ ０９３ ０６３ ０７０ ０９４ ０８４ ０８５ ０８５ ０２９ ００２ ０１７ ０５９ ０４３
０２１ ４２８ ０８９ ０６０ ０６９ ０８５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７８ ０３１ ００３ ０１１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２２ ５３２ ０８１ ０４９ ０３９ ０４０ ０４７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４７ ０３０ １４０ １４０ ２７０

注：ＭＡＩ—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ＭＤＩ—甲基双金刚烷指数；ＥＡ—乙基单金刚烷；ＤＭＡＩ１—二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１；ＤＭＡＩ２—二甲基单金刚烷
指数１；ＴＭＡＩ１—三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１；ＴＭＡＩ２—三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２；ＤＭＤＩ１—二甲基双金刚烷指数１；Ａ／Ｄ—单金刚烷与双金刚烷
比值；ＭＡｓ／ＭＤｓ—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甲基双金刚烷系列比值；ＤＭＡｓ／ＤＭＤｓ—二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二甲基双金刚烷系列比值；
Ａｓ／Ｄｓ—单金刚烷系列与双金刚烷系列比值。

　　从图６的拟合关系来看，当犚ｏ为０５５％～３０１％，
ＭＡＩ、ＭＤＩ与犚ｏ的正相关性较差，其判定系数分别为
０５９８９和０３２４９，表明除了热裂解因素外，还有其他
因素影响ＭＡＩ和ＭＤＩ的值，而ＤＭＡＩ１、ＤＭＡＩ２、
ＴＭＡＩ１、ＴＭＡＩ２和１ＥＡ／（１ＥＡ＋２ＥＡ）与犚ｏ具有
较好的正相关，其判定系数分别达０９４５７、０８８１３、
０８７９６、０８６７２、０７３３８。当犚ｏ为３０１％～５３２％，
１ＥＡ／（１ＥＡ＋２ＥＡ）、ＤＭＤＩ１与犚ｏ具有正相关关
系，判定系数为０９７６８、０７１６６，而ＴＭＡＩ２、ＤＭＡＩ１、
ＴＭＡＩ１、ＤＭＡＩ２与犚ｏ呈负相关，其判定系数分别为
０７４７２、０７１６６、０６７９和０６５９１，由于犚ｏ为３０１％～
５３２％时仅有５个数据，其相关性分析仍需做进一步
工作。由于深层油气勘探关注的是犚ｏ＜３００％时的
成熟度的评价，因而ＤＭＡＩ１、ＤＭＡＩ２、ＴＭＡＩ１、
ＴＭＡＩ２和１ＥＡ／（１ＥＡ＋２ＥＡ）是较好的评价油气成

熟度的指标。
　　金刚烷化合物中各系列的产率比值也可作为有效
的成熟度指标。Ｆａｎｇ等［１９］认为单金刚烷与双金刚烷
比值（Ａ／Ｄ）、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甲基双金刚烷系列
比值（ＭＡｓ／ＭＤｓ）、二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二甲基双
金刚烷系列比值（ＤＭＡｓ／ＤＭＤｓ）、单金刚烷系列与双金
刚烷系列比值（Ａｓ／Ｄｓ）与Ｅａｓｙ犚ｏ在１２％～２５％阶
段具有良好的相关关系，可作为评价煤系成熟度的指
标。图７为煤抽提物中金刚烷的产率与犚ｏ的关系。
从表４和图７可以看出，ＤＭＡｓ／ＤＭＤｓ、ＭＡｓ／ＭＤｓ、
Ａｓ／Ｄｓ以及Ａ／Ｄ与犚ｏ在０８１％～４３２％阶段具有
明显的对数负相关关系，其判定系数分别为０８０８４、
０７６４４、０６９４８和０６４０７，可作为评价高成熟原油的
成熟度指标，其中ＤＭＡｓ／ＤＭＤｓ、ＭＡｓ／ＭＤｓ与犚ｏ的
相关性较高，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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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ＭＡＩ—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ＥＡ—乙基单金刚烷；ＭＤＩ—甲基双金刚烷指数；ＤＭＤＩ１—二甲基双金刚
烷指数１；ＤＭＡＩ１—二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１；ＤＭＡＩ２—二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１；ＴＭＡＩ１—三甲基单金刚
烷指数１；ＴＭＡＩ２—三甲基单金刚烷指数２。

图６　煤样抽提物中金刚烷的成熟度参数与犚狅的关系
犉犻犵．６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犪犿狅狀犱狅犻犱犿犪狋狌狉犻狋狔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犚狅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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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Ａ／Ｄ—单金刚烷与双金刚烷比值；ＭＡｓ／ＭＤｓ—甲基单金刚烷系列与甲基双金刚烷系列比值；ＤＭＡｓ／ＤＭＤｓ—二甲基
单金刚烷系列与二甲基双金刚烷系列比值；Ａｓ／Ｄｓ—单金刚烷系列与双金刚烷系列比值。

图７　煤样抽提物中金刚烷的产率比值与犚狅的关系
犉犻犵．７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犱犻犪犿狅狀犱狅犻犱狔犻犲犾犱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犪狀犱犚狅犻狀犮狅犪犾犲狓狋狉犪犮狋狊

３　结　论
（１）对犚ｏ在０５５％～５３２％阶段的二叠系煤样

抽提物中金刚烷的分布特征分析表明，当犚ｏ≤３０１％
时对应于金刚烷的生成阶段，当犚ｏ＞３０１％时对应于
金刚烷系列化合物裂解阶段。

（２）煤样中双金刚烷、三金刚烷、四金刚烷的检出
所对应的犚ｏ为０８１％、１８２％、２５９％，分别对应于
源岩的生油高峰早期阶段、凝析油和湿气晚期阶段、干
气阶段。不同笼数金刚烷的形成具有明显的成熟度阶
段对应特征，笼数越高，其生成阶段所对应的犚ｏ越高。

（３）犚ｏ为０５５％～３０１％，金刚烷的成熟度指
标ＤＭＡＩ１、ＤＭＡＩ２、ＴＭＡＩ１、ＴＭＡＩ２和１ＥＡ／（１ＥＡ＋
２ＥＡ）与犚ｏ具有较好的正相关关系，其判定系数分别
可达０９４５７、０８８１３、０８７９６、０８６７２和０７３３８，这
些参数可以作为评价成熟度的良好指标。金刚烷的产
率比值ＤＭＡｓ／ＤＭＤｓ、ＭＡｓ／ＭＤｓ、Ａｓ／Ｄｓ和Ａ／Ｄ与
犚ｏ在０８１％～４２８％阶段具有明显的对数负相关关
系，其判定系数分别为０８０８４、０７６４４、０６９４８和０６４０７，

可以作为评价高成熟原油的潜在指标。
致谢　感谢安徽省煤田地质局朱文伟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淮北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王大设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提供了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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