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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深水区和浅水区古近系文昌组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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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珠江口盆地油气资源丰富，是我国海上油气勘探的热点区。 古近系文昌组是盆内重要的烃源岩层之一，但对其地球化学特

征研究还不够透彻，尤其是白云深水区文昌组烃源岩，因其埋藏深，岩心样品缺乏，目前研究大多基于易受钻井泥浆污染的岩屑

样品，因而导致对其地球化学特征认识有限。 因此，采用催化加氢热解技术从珠江口盆地深水区（主要来自珠二坳陷）和浅水区

（主要来自珠一坳陷）文昌组的烃源岩干酪根结构中释放出键合烃，应用键合烃中生物标志化合物和单体烃碳同位素组成进行了

精细的地球化学特征对比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珠江口盆地文昌组烃源岩可划分为 ３ 种类型，包括中深湖相（ＷＣ－Ⅰ）、浅湖相

（ＷＣ－Ⅱ）和藻类勃发的中深湖相（ＷＣ－Ⅲ）。 中深湖相烃源岩（ＷＣ－Ⅰ）生物标志化合物组成具有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４－Ｍｅ ／ Ｃ２９ ＜０．２）
和双杜松烷含量，较轻的正构烷烃单体烃碳同位素组成（－３３‰～ －３１‰）特征；浅湖相烃源岩（ＷＣ－Ⅱ）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表现

为极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含量（４－Ｍｅ ／ Ｃ２９均值为 ０．０６），低至高丰度的双杜松烷（Ｔ ／ Ｃ３０Ｈ 均值为 １．０４），较重的正构烷烃单体烃碳同

位素组成（－３０‰～ －２７‰）特征；藻类勃发的中深湖相烃源岩（ＷＣ－Ⅲ）具有高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含量（４－Ｍｅ ／ Ｃ２９ ＝ ０．６６），重的正构

烷烃单体烃碳同位素组成（－２５‰～ －２３‰）特征。 其中深水区和浅水区文昌组烃源岩均发育中深湖相（ＷＣ－Ⅰ）和浅湖相（ＷＣ－

Ⅱ），除此之外，浅水区文昌组还发育藻类勃发的中深湖相烃源岩（ＷＣ－Ⅲ），而深水区尚未发现该类型烃源岩。 通过对比珠江口

盆地不同区域文昌组烃源岩键合烃的地球化学特征，发现浅水区文昌组中深湖相烃源岩可分为两种类型，为正确认识珠江口盆

地不同区域文昌组烃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提供科学依据，有助于对该区域进行油源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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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三十多年来的海上油气勘探实践证实，珠江

口盆地油气资源丰富，已发现 ＬＷ３－１、ＬＨ３４－２ 等

数十个商业油气田，勘探前景广阔，已成为我国海

上油气勘探的热点区［１－６］。 烃源岩作为油气的供

应源，在油气勘探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因此，对
该区烃源岩进行研究有助于指导油气勘探开发工

作的进行。 珠江口盆地发育 ３ 套有效烃源岩，包括

古近系文昌组、恩平组和珠海组，其中文昌组是该

区最重要的烃源岩［１，７－８］。 一般根据水深程度的不

同，将盆地内水深超过 ５００ ｍ 的区域称为深水区，
水深小于 ２００ ｍ 的区域称为浅水区［９］。 前人已对

该盆地烃源岩进行了大量研究，但很少对盆地深水

区和浅水区的文昌组烃源岩进行精细对比分析，主
要原因为深水区文昌组烃源岩埋藏深，岩心样品缺

乏，大多基于与邻近浅水区的层序地层、沉积相和

地球化学特征等进行区域类比分析［１０－１１］；其次，珠
江口盆地烃源岩分布具有较大的时空变异性，由于

珠江口盆地经历多次构造事件，导致盆地沉积环境

多变而形成多套烃源岩，即使分布在不同区域的同

一套烃源岩也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近年来，随着勘探程度不断加深，从研究区获

得了大量的烃源岩样品，但大多为岩屑样品，且表

面被油基泥浆包裹，导致采用常规方法难以获取其

中可靠的有机地球化学信息［１２－１４］，限制了对该区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的全面认识。 催化加氢热解

技术（ＨｙＰｙ）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由英国思克莱德大

学（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oｆ Ｓｔｒａｔｈｃｌｙｄｅ）应用化学系研发的一

种高效率的大分子热解技术［１５］，可有效提取高成

熟干酪根等大分子地质样品中的分子标志物信

息［１６］。 一系列研究表明，ＨｙＰｙ 技术释放的键合态

生物标志物不受运移烃的影响，可有效去除岩屑样

品中的泥浆污染［１２－１３］。 因此，本研究利用该技术

获取珠江口盆地不同地区文昌组烃源岩的原始地

球化学信息，并对其进行精细对比分析。
此外，单体烃碳同位素相对于干酪根、全油稳

定碳同位素组成可提供更为直观的有机质来源和

沉积环境的信息，在油 ／油、油 ／源精细对比研究中

更具有优越性［１４，１７－２０］。 目前，许多研究主要集中

在游离态正构烷烃的碳同位素分布特征上，仅有

少数研究对共价结合在干酪根大分子结构上的

正构烷烃的碳同位素组成进行了研究［２１－２３］ 。 而

且针对珠江口盆地不同地区烃源岩干酪根键合态

正构烷烃的碳同位素组成特征的对比分析研究较

少，有待深入研究。

·７６８·　 第 ５ 期　 　 　 　 　 　 袁丽平，等．珠江口盆地深水区和浅水区古近系文昌组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利用催化加氢热解技术和

气相色谱—同位素比值质谱技术（ＧＣ－ＩＲＭＳ）表征

珠江口盆地深水区和浅水区文昌组烃源岩中原始

生物标志化合物分布特征和正构烷烃的碳同位素

组成特征，在有限的烃源岩样品条件下，探讨不同

地区文昌组烃源岩的原始母质信息的异同，为进一

步全面认识珠江口盆地不同地区文昌组烃源岩地

球化学特征提供科学依据。

１　 地质概况

珠江口盆地是我国重要的新生代近海含油气

沉积盆地，由珠一坳陷、珠二坳陷和珠三坳陷所

构成，其中珠二坳陷位于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珠
一坳陷和珠三坳陷位于盆地浅水区（图 １）。 珠二

坳陷主体位于该盆地东南部陆架到深海过渡的

陆坡深水区，坳陷面积约 ３０ ０００ ｋｍ２，呈北东走

向，平面上呈南北分带、东西分块的构造格局，由
３ 个次级构造单元组成，其中白云凹陷是珠江口

盆地面积最大（２．５×１０４ ｋｍ２）、水深最深（深度 ２００
～２ ０００ ｍ）的新生代沉积凹陷［９，２５－２７］，也是珠江口

盆地潜力巨大的油气资源勘探区。 珠一坳陷位于

盆地北部坳陷带内，呈北东—西南向，由多个次级

构造单元组成，勘探面积可达 ４．２×１０４ ｋｍ２［２８－２９］。
珠江口盆地先后经历了 ３ 个构造演化阶段，即断

陷、断坳和坳陷阶段，形成“下断上坳、先陆后海”
的双层结构。

珠二坳陷和珠一坳陷石油地质条件优越，均发

育 ３ 套有效烃源岩：始新世文昌组、下渐新统恩平

组和上渐新统珠海组，其中文昌组是主力烃源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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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珠江口盆地古近系文昌组烃源岩采样井位置

据文献［２４］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oｆ ｓoｕｒｃｅ ｒoｃｋｓ ｆｒoｍ Ｅoｃｅｎｅ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Ｆoｒｍａｔｉo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一，以灰黑色湖相泥页岩为主，层间夹薄砂岩和粉

砂岩［１－２，３０－３１］。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珠二坳陷和珠

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均发育 ２ 种烃源岩类型，即浅

湖相和中深湖相烃源岩［２４，２９－３２］，其中两个地区文

昌组浅湖相烃源岩整体的地球化学特征相似，表现

为有机质丰度相对较低，生烃潜力中等，有机质类

型以Ⅱ和Ⅲ型为主，具有高含量的双杜松烷、低至

较低含量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干酪根总碳同位素较

轻的地球化学特征［２５－２６］；两个地区文昌组中深湖

相烃源岩有机质丰度明显高于浅湖相，生烃潜力较

高，有机质类型以Ⅱ型为主，但它们的生物标志化

合物特征和碳同位素组成特征具有显著差异，其中

珠二坳陷文昌组中深湖相烃源岩具有低 Ｃ３０４－甲
基甾烷（４－Ｍｅ ／ Ｃ２９ ＜０．２５）和双杜松烷、贫１３Ｃ 的同

位素特征［２４］，珠一坳陷文昌组中深湖相烃源岩则

具有丰富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４－Ｍｅ ／ Ｃ２９＞０．４）、低双

杜松烷和较重的碳同位素特征［２７］。

２　 样品与方法

本研究选取了 １０ 个文昌组烃源岩样品，其中

４ 个来自深水区的珠二坳陷，６ 个来自浅水区的珠

一坳陷，样品的基本信息见表 １。
２．１　 样品前处理

称取约 １００ ｇ 粉末样品，先用二氯甲烷（ＤＣＭ）
和甲醇（ＭｅＯＨ）的混合溶剂（９３ ∶ ７，Ｖ ／ Ｖ）索氏抽

提 ７２ ｈ，以去除泥浆污染物及可溶有机质，然后对

抽提后的全岩样品进行岩石热解分析。 采用常规

的酸脱矿物法（盐酸—氢氟酸法）对索氏抽提后的

样品残余物进行干酪根的制备与分离，然后将制备

的干酪根用三元混合溶剂（５ ∶ ５ ∶ ２，Ｖ苯 ／ Ｖ丙酮 ／ Ｖ甲醇）
索氏抽提 １４ ｄ，以充分去除吸附在干酪根基质上的

可溶有机质。 最后，将抽提后的干酪根粉末在

５０ ℃真空烘箱中干燥 ２４ ｈ 后备用。
２．２　 催化加氢热解实验

油基泥浆污染物可能侵入岩屑内部，会对干酪

根催化加氢热解产物产生干扰［１２］，而离线真空脱

气前处理步骤是低压气体吸附测量中常用的预处理

方法，可以有效地去除地质样品中气体、水和任何挥

发性碳氢化合物［２７］。 利用Ｍｉｃｒoｍｅｒｔｉｃｓ ＶａｃＰｒｅｐ ０６１
设备，在高真空（＜１０ ｍｍＨｇ）条件下对抽提后的干酪

根进行离线真空脱气。 首先将抽提后的干酪根粉

末装入石英玻璃管中，并将其连接到 Ｍｉｃｒoｍｅｒｔｉｃｓ
ＶａｃＰｒｅｐ ０６１ 设备上，在 ２５０ ℃下加热 ２４ ｈ，冷却至

室温。 然后将离线真空脱气后的干酪根样品与催

化剂二氧化二硫钼酸铵（（ＮＨ４） ２ＭoＯ２Ｓ２）按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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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珠江口盆地文昌组烃源岩样品的基本信息
Ｔａｂｌｅ １　 Ｂａｓｉｃ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Ｅｏｃｅｎｅ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区域 编号 井号 岩性 深度 ／ ｍ δ１３Ｃ干酪根 ／
‰

ω（ＴＯＣ） ／
％

Ｓ１ ／
（ｍｇ·ｇ－１）

Ｓ２ ／
（ｍｇ·ｇ－１）

Ｔｍａｘ ／
℃

ＩＨ ／
（ｍｇ·ｇ－１）

珠二
坳陷

珠一
坳陷

１ ＬＷ４－１－１ 泥岩岩屑 ３ １９５～３ ２３５ －２９．２ １．１５ ０．１２ ３．３１ ４４０ ２８８
２ ＬＷ９－１－２ 泥岩岩屑 ３ ５６０～３ ６０５ －２８．６ １．０９ ０．１０ ２．２８ ４４３ ２０８
３ ＬＨ３４－６－１ 泥岩岩屑 ３ ８４７～３ ８６５ －２７．４ １．１２ １．３７ １．８２ ４２８ １６３
４ ＬＷ３－２－４ 泥岩岩屑 ４ ７０４～４ ７１９ －２７．０ １．１９ １．０２ ４．１３ ４３４ ３４７
５ ＬＦ１６－６－１ 泥岩岩屑 ３ ２５０～３ ２７５ －２６．０ １．５１ ０．６０ ９．００ ４３４ ５９６
６ ＰＹ５－８－１ 泥岩岩屑 ３ ６７８～３ ６９４ －２７．１ ２．１７ ０．１１ ９．０６ ４４５ ４１８
７ ＨＺ２５－７－１ 泥岩岩屑 ３ ８５５～３ ８６５ －２３．９ ３．００ ０．０９ １０．３５ ４４４ ３４５
８ ＨＺ２１－１－１８ 泥岩岩屑 ４ ２２０～４ ２５０ －２７．３ ０．８２ ０．０７ １．１９ ４４８ １４５
９ ＸＪ２４－３ｓ－２ｄ 泥岩岩屑 ４ ４４４～４ ４５０ －２７．７ ０．８０ ０．２１ ２．０３ ４３３ ２５４

１０ ＸＪ２４－６－１ 泥岩岩屑 ４ ５５０～４ ５８０ －２７．６ １．５１ ０．２２ ２．９５ ４５２ １９５

质量比（１００ ∶ １０）在体积比为 ４ ∶ １ 的水—甲醇混

合溶液中充分混合，使得 Ｍo 的质量分数达到 ５％，
冷冻干燥后备用。

催化加氢热解实验具体操作依照文献［２１］中
所述，主要包括 ３ 个操作步骤：（１）空白对照试验：
反应管以 ５０ ℃ ／ ｍｉｎ 升温速率从室温升至 ５５０ ℃，
恒温 ５ ｍｉｎ，空白产物由位于液氮冷阱中装有硅胶

的收集装置所收集，此步骤的目的是为了排除反应

管中可能存在的背景污染所带来的影响；（２）脱吸

附热解实验：反应管以 ２５０ ℃ ／ ｍｉｎ 从室温升至

２５０ ℃，再以 ２０ ℃ ／ ｍｉｎ 升至 ３００ ℃，恒温 ５ ｍｉｎ，此
步骤是在确定反应体系无污染后，更换收集装置中

的硅胶后才能进行，其目的是将吸附或以弱键结合

在干酪根中的烃类化合物分离出来，作为吸附烃被

收集；（３）催化加氢热解实验：更换收集装置中的

硅胶后，反应管以 ３００ ℃ ／ ｍｉｎ 从室温升至 ２５０ ℃，
再以 ８ ℃ ／ ｍｉｎ 升至 ５２０ ℃，恒温 ５ ｍｉｎ，其目的是

将更强的共价结合的化合物从干酪根大分子的网

络结构中释放出来，作为原生烃被收集。 在上述催

化加氢热解过程中，均使用 １５ ＭＰａ 的恒定氢气压

力，４ Ｌ ／ ｍｉｎ 的氢气流速，以确保每个操作步骤中

释放的产物能很快被氢气流吹扫至收集装置中被

收集，可有效减少产物发生二次裂解和芳构化缩合

反应。 将上述三个步骤收集到的硅胶吸附产物利

用混合溶剂（Ｖ二氯甲烷：Ｖ甲醇 ＝ ９３ ∶ ７）索氏抽提 ７２ ｈ
回收。 利用硅胶 ／氧化铝柱（３ ∶ １，Ｖ ／ Ｖ）对催化加

氢热解所得可溶有机质进行族组分分离，通过不同

洗脱试剂洗脱得到饱和烃、芳烃和非烃组分。 对获

得的饱和烃组分依次进行气相色谱（ＧＣ）、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ＧＣ－ＭＳ）、气相色谱—同位素比

值质谱（ＧＣ－ＩＲＭＳ）分析测试。
２．３　 仪器分析

饱和烃 ＧＣ 分析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Ａ 色谱仪，色

谱条件为ＨＰ－１ＭＳ 色谱柱（３０ ｍ×０．２５ ｍｍ×０．２５ μｍ），
初始温度 ８０ ℃，恒温 ２ ｍｉｎ，以 ４ ℃ ／ ｍｉｎ 升至

２９０ ℃，保留 １５ ｍｉｎ，无分流进样，载气为 ９９．９９９％氦

气，载气流速为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饱和烃ＧＣ－ＭＳ 分析采

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Ａ ＧＣ – ５９７７ＭＳ 质谱仪，色谱条件为

ＨＰ－１ＭＳ 色谱柱（６０ ｍ×０．２５ ｍｍ×０．２５ μｍ），起始温

度 ８０ ℃，恒温 ２ ｍｉｎ，以 ４ ℃ ／ ｍｉｎ 升至 ２９０ ℃，保留

１５ ｍｉｎ；无分流进样，载气为 ９９．９９９％氦气，载气流

速为 １．２ ｍＬ ／ ｍｉｎ；质谱为离子化方式 ＥＩ，７０ ｅＶ；数
据采集方式为多离子检测（ＳＩＭ）。

在 ＧＣ－ＩＲＭＳ 分析之前，首先对催化加氢热解

产物的饱和烃进行尿素络合［３３］ 提取正构烷烃，然
后采用 Ａｇｉｌｅｎｔ ７８９０Ｂ 色谱 －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 ｉｓoｐｒｉｍｅ
ｖｉｓＩＯＮ同位素质谱仪对正构烷烃单体碳同位素组

成进行分析测试，色谱条件为 ＨＰ － １ＭＳ 色谱柱

（６０ ｍ×０．２５ ｍｍ×０．２５ μｍ），起始温度 ６０ ℃，恒温

４ ｍｉｎ，以 ３ ℃ ／ ｍｉｎ 升至 ２９０ ℃，保留 ２０ ｍｉｎ，无分

流，载气为 ９９．９９９％氦气，载气流速为 １．０ ｍＬ ／ ｍｉｎ；
氧化炉温度为 ９００ ℃。 ＧＣ－ＩＲＭＳ 测定的正构烷烃

单体碳同位素值采用 Ｖ－ＰＤＢ 标准，测定误差范围

为±０．５‰，每个样品至少平行测定两次，最终结果

取其平均值。

３　 结果与讨论

３．１　 加氢热解产率对比

珠二坳陷和珠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干酪根的

氢解产物产率分布范围较大，分别介于 １６７ ～ ６７０
和 ５１８～ ９８１ ｍｇ ／ ｇ 之间，平均值分别为 ４７０ 和 ６７９
ｍｇ ／ ｇ（表 ２），前者产率明显低于后者，可能与有机

质类型和热演化程度有关［２１－２２］。 两个地区文昌组

氢解产物的族组成均以非烃为主，其次为芳烃和饱

和烃，其中珠二坳陷文昌组氢解产物中饱和烃的相

对百分含量为６．２％～１６．９％，而珠一坳陷为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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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和珠一坳陷古近系文昌组烃源岩氢解产物产率和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

Ｔａｂｌｅ ２　 Ｙｉｅｌｄｓ ａｎｄ 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ｆｒｏｍ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Ｅｏｃｅｎｅ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Ｚｈｕ Ⅰａｎｄ Ⅱ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ｏ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样品
编号

产率 ／
（ｍｇ·ｇ－１）

饱和烃 ／
％

芳烃 ／
％

非烃 ／
％

δ１３ＣＡＶ－ｎ－ａｌｋａｎｅｓ ／
‰

ＣＰＩ
（ｎＣ２１＋ｎＣ２２） ／
（ｎＣ２７＋ｎＣ２８）

Ｃ２３ＴＴ ／
Ｃ３０Ｈ

Ｃ２９Ｈ ／
Ｃ３０Ｈ

Ｔ ／
Ｃ３０Ｈ

４－Ｍｅ ／
Ｃ２９

Ｃ２７ ／
％

Ｃ２８ ／
％

Ｃ２９ ／
％

２２Ｓ ２０Ｓ ２０ββ

１ ６７０ １６．９ ２９．０ ５４．１ －３２．１ １．０３ １．５８ ０．０２ １．８８ ０．２３ ０．１６ ４３ １７ ４０ ０．４０ ０．０５ ０．１６
２ ５２９ １３．８ ３３．８ ５２．５ －３１．７ １．０３ ２．３４ ０．０４ １．０８ ０．１３ ０．１４ ４２ １９ ３９ ０．４９ ０．３４ ０．２３
３ ５１４ ９．１ ２１．２ ６９．７ －２９．１ ０．９６ １．５６ ０．１６ １．１０ ３．１７ ３１ ２３ ４６ ０．４４ ０．２４ ０．３６
４ １８８ ６．２ ３８．１ ５５．７ －２９．４ ０．９４ ０．１８ ０．８４ １．２０ １７ １９ ６４ ０．２９ ０．１９ ０．２９
５ ９８１ ２０．７ ３４．４ ４４．９ －２８．４ １．０７ ０．７０ ０．０１ １．５９ ０．０１ ０．０９ ４２ １７ ４１ ０．３１ ０．０８ ０．１２
６ ６８２ ２３．６ ２７．０ ４９．４ －３１．６ １．０２ ０．９５ ０．２４ １．６９ ０．０４ ０．２０ ３８ ２７ ３５ ０．４５ ０．３３ ０．１４
７ ５４０ ２４．５ ３１．６ ４３．９ －２４．４ ０．９９ １．３３ ０．０７ １．４８ ０．７５ ０．６６ ４１ １６ ４３ ０．４８ ０．３８ ０．２９
８ ５１８ ７．２ ２６．８ ６６．０ －２８．５ １．１８ ２．８６ ０．１３ １．１１ １．０１ ０．０４ １３ ２３ ６３ ０．３７ ０．２１ ０．３６
９ ７７３ ６．２ ２９．８ ６４．０ －２８．６ ０．９９ ０．８８ ０．０２ １．２９ ０．２９ ０．１０ １６ １９ ６４ ０．３７ ０．３３ ０．２４
１０ ６０３ １０．７ ３８．３ ５１．０ －２８．３ ０．９３ ０．０７ ０．８６ ０．６１ ０．０２ １６ １１ ７３ ０．２７ ０．４７ ０．４７

　 　 注：ＣＰＩ＝
∑
ｍ

ｉ＝ｎ
Ｃ２ｉ＋１＋ ∑

ｍ＋１

ｉ＝ｎ＋１
Ｃ２ｉ＋１

２ ∑
ｍ＋１

ｉ＝ｎ＋１
Ｃ２ｉ

，ｎ＝１０，ｍ＝１４（据文献［３４］）；Ｔ ／ Ｃ３０Ｈ＝双杜松烷－Ｔ ／ Ｃ３０藿烷（计算自 ｍ ／ ｚ ４１２）；Ｃ２３ＴＴ ／ Ｃ３０Ｈ＝Ｃ２３三环萜烷 ／ Ｃ３０藿烷

（计算自 ｍ ／ ｚ １９１）；Ｃ２９Ｈ ／ Ｃ３０Ｈ＝Ｃ２９藿烷 ／ Ｃ３０藿烷（计算自 ｍ ／ ｚ １９１）；４－Ｍｅ ／ Ｃ２９ ＝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 ／ Ｃ２９甾烷（计算自 ｍ ／ ｚ ２１７）；Ｃ ｉ ＝ Ｃ ｉ ／ （Ｃ２７＋Ｃ２８＋Ｃ２９）
ααα２０Ｒ 甾烷；２２Ｓ＝Ｃ３１Ｈ－２２Ｓ ／ （２２Ｓ＋２２Ｒ）；２０Ｓ＝Ｃ２９－ααα２０Ｓ ／ （ααα２０Ｓ＋ααα２０Ｒ）；２０ββ＝Ｃ２９－αββ ／ （αββ＋ααα）。

２７．７％。 吴亮亮等［３５］ 曾对来自四川盆地广元地区

处于成熟阶段的烃源岩和旺苍地区处于高—过成

熟阶段的烃源岩进行催化加氢热解实验，实验结果

表明广元地区氢解产物中饱和烃含量为 ９． ４％ ～
２７．９％，而旺苍地区则为 ０．２％ ～ ２．７％，认为导致这

一差异的原因是干酪根中脂族结构在高—过成熟

阶段受严重热降解和缩合作用的影响而被大量消

耗。 根据岩石热解参数可知（表 １），珠二坳陷与珠

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的成熟度较为相近，因此，我
们推测造成这两个地区文昌组氢解产物中饱和烃

相对百分含量差异的原因可能是实验处理过程中

自然挥发或样品转移时发生损耗导致的。
３．２　 正构烷烃分布特征

饱和烃作为烃源岩中可溶有机质的主要组成

部分，具有多种生源和成因，其正构烷烃的碳数分

布和组成可反映母质类型、沉积环境和成熟度等地

球化学信息［３６］。 图 ２ 分别展示了典型的珠江口盆

地珠二坳陷和珠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的干酪根催

化加氢热解产物饱和烃的气相色谱图。 由图 ２ 可

知，两个地区文昌组干酪根氢解产物中正构烷烃大

多呈单峰分布，主峰碳数主要分布在 ｎＣ１６ －ｎＣ１８之

间，表明具有低等水生生物和藻类的贡献［３７－３８］。
其中珠二坳陷文昌组干酪根催化加氢热解产物中

正构烷烃碳数范围分布较广（ｎＣ１４ －ｎＣ３３），碳优势

指数（ＣＰＩ）值介于 ０．９４ ～ １．０７ 之间，无明显奇偶优

势，表明为低熟—成熟烃源岩；珠一坳陷文昌组干

酪根催化加氢热解产物中正构烷烃碳数范围主要

分布在 ｎＣ１４－ｎＣ２９之间，最高可到 ｎＣ３６，ＣＰＩ 值介于

０．９９ ～ １．１８ 之间，无明显奇偶优势，说明珠一坳陷

文昌组烃源岩同样处于低熟—成熟阶段，与 Ｔｍａｘ结

果较为一致（表 １）。 此外，两个地区文昌组干酪根

催化加氢热解产物中均未检测出姥鲛烷和植烷，可
能与它们是晚期成岩作用的产物有关，或它们的前

驱物在成岩作用过程中较少或没有以共价键的方

式结合到干酪根大分子结构中［３９－４０］。
３．３　 甾萜类化合物分布特征

甾萜类生物标志化合物可提供母源输入、沉积

环境及有机质成熟度等重要信息，广泛应用于油 ／
源、油 ／油对比中［４１－４２］。 前人研究指出，游离态甾

萜类化合物的相对含量不仅受成熟度控制，而且也

受母质来源和沉积环境的影响［４２－４３］。 而与干酪根

地质大分子以共价键相结合的键合态甾萜类化合物

受大分子网络结构的保护，其异构化作用相对相应

的游离烃表现出滞后现象，较少受到热演化和次生

蚀变作用的影响，与生源相关的键合态生标参数对

热演化不敏感，如常用的 Ｃ２ ７ －Ｃ２９规则甾烷、Ｃ３０４－
甲基甾烷、双杜松烷、Ｃ２３ 三环萜烷 ／ Ｃ３０ 藿烷 （ Ｃ２３

ＴＴ ／ Ｃ３０Ｈ）及 Ｃ２９藿烷 ／ Ｃ３０藿烷（Ｃ２９Ｈ ／ Ｃ３０Ｈ）等仍具

有良好的生源指示意义［１２，２１－２２］，因此，通过催化加

氢热解技术可从相对高熟烃源岩中恢复出相对低

熟的烃类化合物，保留了其早期原始母质信息。
由图 ２ 可知，两个地区文昌组氢解产物中均含

有丰富的甾萜类生物标志化合物，其中藿烷类化合

物含 量 丰 富， 表 明 具 有 低 等 原 核 生 物 的 贡

献［４２，４４－４５］；三环萜烷相对含量较低，部分样品以

Ｃ２３ 三环萜烷为主，指示湖相沉积环境［４６－４７］ ；Ｃ２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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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珠江口盆地珠二和珠一坳陷古近系文昌组氢解产物中饱和烃的气相色谱和质谱图

Ｆｉｇ．２　 Ｇａｓ ｃｈｒoｍａｔoｇｒａｍｓ ａｎｄ ｍａｓｓ ｃｈｒoｍａｔoｇｒａｍｓ oｆ ｓａｔｕｒａｔｅｄ ｈｙｄｒoｃａｒｂoｎｓ
ｉｎ ｈｙｄｒoｐｙｒoｌｙｓｉｓ ｐｒoｄｕｃｔｓ oｆ Ｅoｃｅｎｅ Ｗｅｎｃｈａｎｇ Ｆoｒｍａｔｉoｎ， Ｚｈｕ Ⅰａｎｄ Ⅱ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oｎｓ，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Ｃ２９甾烷含量丰富，表明具有混源输入的特征［４８］；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被认为来自某些生活于淡水湖相中

的沟鞭藻［４９］；双杜松烷被认为是陆源高等植物中

树脂化合物输入的诊断指标［５０］。 另外，在部分样

品的氢解产物中检测到一定含量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

烷，表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的前驱物在沉积成岩过程

中以共价键的方式结合在干酪根大分子结构中。
不同区域文昌组氢解产物的化学组成存在明

显差异。 根据甾萜类生物标志化合分布特征，可将

珠二坳陷文昌组烃源岩分为两类（图 ２），其中一类

以来自 ＬＷ４－１－１ 井为代表的样品（１ 号），其生标

特征表现为三环萜烷含量低，藿烷类化合物丰富，
Ｃ２７－Ｃ２９规则甾烷呈以 Ｃ２７甾烷为优势的“Ｖ”型分

布，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双杜松烷的特征，反映低

等藻类贡献相对较高（图 ２ａ）；另一类以来自 ＬＨ３４－
６－１井为代表的样品（３号）则具有较丰富的三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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萜烷和藿烷类化合物，Ｃ２７ －Ｃ２９规则甾烷呈以 Ｃ２９甾

烷占优势的“Ｖ”型分布，双杜松烷含量丰富，极低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表明陆源有机质输入较多（图 ２ｂ）。
由图 ３ 可知，珠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可分为 ３ 类

（即 ＷＣ －Ⅰ、ＷＣ －Ⅱ和 ＷＣ －Ⅲ），其中 ＷＣ －Ⅰ
（６ 号）具有丰富的三环萜烷和藿烷类化合物，以
Ｃ２７甾烷为优势的“Ｖ”型分布，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双

杜松烷含量低，表明低等水生生物和藻类输入较多

（图 ２ｃ）；ＷＣ－Ⅱ（８～１０ 号）显示三环萜烷丰度较低，
藿烷类化合物丰富，Ｃ２７ －Ｃ２９规则甾烷呈以 Ｃ２９甾烷

为优势的“Ｖ”型分布，双杜松烷含量丰富，极低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表明陆源高等植物来源的有机质输

入较多（图 ２ｄ）；ＷＣ－Ⅲ（７ 号）表现为三环萜烷相对

含量低，藿烷类丰富，Ｃ２７ －Ｃ２９规则甾烷呈“Ｖ”型分

布，双杜松烷含量低，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含量丰富，反
映具有较多的沟鞭藻贡献（图 ２ｅ）。

Ｃ３１Ｈ－２２Ｓ ／ （２２Ｓ＋２２Ｒ）、Ｃ２９－ααα２０Ｓ ／ （ααα２０Ｓ＋
ααα２０Ｒ）和 Ｃ２９－αββ ／ （αββ＋ααα）等比值常用作成

熟度指标［５１］。 由表 ２ 可知，上述三个成熟度指标

表明两个地区文昌组烃源岩的干酪根催化加氢热

解产物均表现为低熟—成熟阶段的特征，其中它们

的 Ｃ３１升藿烷异构化指数分布范围较为相近，而珠

二坳陷的 Ｃ２９甾烷的两个成熟度指标整体略低于珠

一坳陷，表明它们的成熟度较为相近，或珠二坳陷

文昌组成熟度略低于珠一坳陷。 但上述结果明显

与前人根据烃源岩游离烃的成熟度生标参数的研

究结 果 不 一 致， 认 为 其 处 于 成 熟—高 成 熟 阶

段［２４，３０－３２］，这可能是由于氢解产物受大分子结构

的保护作用，在相同热演化条件下，其异构化作用

明显较游离态烃类迟滞［２１－２２，３５］。 因此，键合态生

物标志化合物可以反映烃源岩早期相对低熟的有

机质特征。
另外，鉴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双杜松烷化合物

是研究区判识烃源岩母质来源和划分烃源岩类型

的重要指标［５２－５３］，因此，本研究根据 ４－Ｍｅ ／ Ｃ２９ 和

Ｔ ／ Ｃ３０Ｈ 交会图对不同区域文昌组进行对比分析。
由图 ３ａ 和 ３ｂ 可知，两个地区文昌组烃源岩可明显

分为 ３ 类，其中 ＷＣ－Ⅰ类以低—较低 ４－Ｍｅ ／ Ｃ２９比

值、低 Ｔ ／ Ｃ３０Ｈ 比值和低 δ１３Ｃ干酪根值为特征；ＷＣ－Ⅱ
类以低 ４－Ｍｅ ／ Ｃ２９比值、低—高 Ｔ ／ Ｃ３０Ｈ 比值和中等

的 δ１３Ｃ干酪根值为特征；ＷＣ－Ⅲ类则以高 ４－Ｍｅ ／ Ｃ２９

比值、低 Ｔ ／ Ｃ３０Ｈ 比值和高 δ１３Ｃ干酪根值为特征。 上

述结果与其他甾萜类化合物的综合判识结果一致，
说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双杜松烷化合物具有很好

的代表性。 综上可知，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珠二坳陷

和浅水区珠一坳陷文昌组氢解产物富含丰富的生

物标志化合物，能够反映母源和沉积环境，可用于

烃源岩有机地化特征研究。
３．４　 正构烷烃碳同位素分布特征

烃源岩中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特征主要受

母源类型、成熟度和沉积环境的影响［１４，５４］。 热成

熟度对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的影响有限，一般随着成

熟度增加，正构烷烃的碳同位素相对偏重 ２‰～３‰
左右［５４］。 如前文所述，文昌组烃源岩的干酪根催

化加氢热解产物的热成熟度相对较低，表明其单体

烃碳同位素受成熟度的影响较小，且催化加氢热解

过程中不会发生显著的同位素分馏效应［２２］。 因

此，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和珠一坳陷烃源岩的干酪

根催化加氢热解产物的单体烃碳同位素可以用来

表征烃源岩的沉积环境和母质来源。 根据碳同位

素分布曲线形态和碳同位素值，可将珠江口盆地文

昌组烃源岩分为 ３ 种类型（图 ４），与图 ３ 中根据生

物标志化合物参数分类的结果相一致，其中珠一坳

陷文昌组除了发育与珠二坳陷相似的 ＷＣ－Ⅰ和

ＷＣ－Ⅱ类烃源岩外，还存在 ＷＣ－Ⅲ类。
珠江口盆地文昌组 ＷＣ－Ⅰ类碳同位素变化范

围为－３３‰～ －３１‰，分布曲线呈下凹型，具有两边

重、中间轻的特征，ｎＣ１９ －ｎＣ２６存在明显贫１３Ｃ的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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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珠江口盆地古近系文昌组氢解产物中正构烷烃碳同位素分布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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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变化可达 ３‰～ ４‰，反映其各链长的烃类化合

物可能具有不同的母质生源特征。 ＷＣ－Ⅱ类键合

态单体烃碳同位素主要分布在－ ３０‰ ～ － ２７‰之

间，其中低碳数呈微负倾斜分布，即随着碳数增加

（＜ｎ－Ｃ２２），δ１３Ｃ 值减小，表明低碳数烷烃为混合有

机质输入［５５－５６］，而高碳数碳同位素值变化趋势较

为平稳，表明高碳数有机质来源相对较为单一。
ＷＣ－Ⅲ类正构烷烃碳同位素最重，δ１３Ｃ 值主要分

布在－２５‰～ －２３‰之间，呈负倾斜分布，反映了不

同的母质来源［５７］。 综上可知，两个地区文昌组干

酪根氢解产物中的正构烷烃单体烃碳同位素可以

很好地区分出不同类型的烃源岩。
３．５　 不同地区文昌组烃源岩沉积环境及成因

根据键合烃中生物标志化合物和正构烷烃单

体烃碳同位素组成特征，对珠江口盆地珠二坳陷和

珠一坳陷文昌组烃源岩进行精细对比分析，可将本

研究中的文昌组烃源岩样品划分为 ３ 类，即 ＷＣ－
Ⅰ、ＷＣ－Ⅱ和 ＷＣ－Ⅲ。 其中珠二坳陷文昌组烃源

岩发育 ＷＣ－Ⅰ和 ＷＣ－Ⅱ两类，珠一坳陷文昌组烃

源岩发育 ＷＣ－Ⅰ、ＷＣ－Ⅱ和 ＷＣ－Ⅲ三类。
ＷＣ－Ⅰ类烃源岩生物标志化合物表现为较低

丰度的三环萜烷，藿烷类丰富，较低含量的双杜松

烷（Ｔ ／ Ｃ３０Ｈ＜０．２３），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含量（４－Ｍｅ ／
Ｃ２９＜０．２），Ｃ２７－Ｃ２９规则甾烷呈以 Ｃ２７甾烷为优势的

“Ｖ”型分布，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最轻，δ１３Ｃ 值主

要分布在－３３‰～ －３１‰之间，与湖相原油的单体烃

碳同位素组成相似［５６］。 其中珠二坳陷以 ＬＷ４－１－１
井为代表的 ＷＣ－Ⅰ类富含丰富的淡水浮游藻类化

石（含量为 ６０．４％ ～ ９０．７％），主要为盘星藻［２］；而
珠一坳陷以来自番禺 ４ 洼 ＰＹ５－８－１ 井为代表的

ＷＣ－Ⅰ类形成于湖盆扩展、水体急剧加深的中深

湖—深湖沉积环境［５８］，表明 ＷＣ－Ⅰ类是以水生藻

类输入为主而高等植物输入较少的中深湖相

烃源岩。
ＷＣ－Ⅱ类烃源岩生物标志化合物表现为低—

中等含量的三环萜烷，藿烷类化合物丰富，低至较

高含量的双杜松烷（Ｔ ／ Ｃ３０Ｈ 均值为 １．０４），Ｃ２９甾烷

占优势，极低或几乎检测不到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正
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较重， δ１３ Ｃ 值主要分布在
－３０‰～ －２７‰之间，呈轻微的负倾斜或近似水平

分布，其平均值与来自珠三坳陷文昌组浅湖相烃源

岩的干酪根稳定碳同位素组成相似（ δ１３ Ｃ干酪根 ＝
－２８．８‰～ －２７．１‰） ［５９］，说明该类烃源岩为陆源高

等植物输入较多的浅湖相烃源岩［５５－５６］。
ＷＣ－Ⅲ类烃源岩具有较高含量的 Ｃ３０４－甲基

甾烷，较低含量的双杜松烷，Ｃ２７ －Ｃ２９ 规则甾烷呈

“Ｖ”型分布，正构烷烃碳同位素组成最重，主要介于
－２５‰～－２３‰之间，与来自珠三坳陷中深湖相干酪

根稳定碳同位素值较为一致（－２５．８２‰～－２１．１２‰），
表明为水生藻类贡献较大的中深湖相环境。 研究

表明藻类的高生长速率产生高初级生产力，可能导

致有机质脂质中富集１３Ｃ［６０－６１］。 因此，ＷＣ－Ⅲ类烃

源岩很重的碳同位素组成可能与藻类勃发时的高

初级生产力有关。
从图 ３ 和图 ４ 可知，珠江口盆地 ＷＣ－Ⅰ类中

深湖相烃源岩和 ＷＣ－Ⅲ类藻类勃发的中深湖相烃

源岩的生标特征和同位素组成明显不同，后者明显

具有丰富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很重的碳同位素组

成，这可能与其高初级生产力和大量的沟鞭藻等低

等藻类繁盛有关，推测 ＷＣ－Ⅲ类中深湖相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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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于具有较高初级生产力、藻类勃发的沉积环

境。 综上可知，珠江口盆地文昌组中深湖相烃源岩

存在 ２ 种类型，其中一类是正常的中深湖相烃源

岩，在珠江口盆地浅水区和深水区均有分布，以轻

的碳同位素组成和低含量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为特

征；而另一类则是藻类勃发的中深湖相烃源岩，以
高丰度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较重的碳同位素组成

为特征，发育于珠江口盆地浅水区，而深水区还未

发现该类型的烃源岩。

４　 结论

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珠二和浅水区珠一坳陷文

昌组烃源岩干酪根中键合烃产率分布范围较广，可
能与它们的有机质类型和热演化程度有关。 根据

键合烃中生物标志化合物和单体烃碳同位素组成

特征，文昌组划分 ３ 种类型，其中两个地区均发育

了正常的中深湖相（ＷＣ－Ⅰ）和浅湖相（ＷＣ－Ⅱ）
两类烃源岩，而浅水区珠一坳陷文昌组还普遍发育

藻类勃发的中深湖相烃源岩（ＷＣ－Ⅲ），以高含量

的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和异常重的碳同位素组成为典

型特征，明显不同于正常的中深湖相烃源岩。 该研

究结果打破了我们对珠江口盆地文昌组中深湖相

烃源岩的传统认知，表明 Ｃ３０４－甲基甾烷是文昌组

中深湖相烃源岩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另外，催化加

氢热解与 ＧＣ－ＩＲＭＳ 联合技术不仅有助于更好地

认识烃源岩的地球化学信息，而且可为今后深水—
超深水区油气勘探开发提供坚实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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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１９－１１２４．

［１７］ 　 李二庭，向宝力，李际，等．甾烷和藿烷的国产 Ｘ 型分子筛分

离制备实验研究［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２１，４３（４）：７１３－７２０．
　 　 　 ＬＩ Ｅｒｔｉｎｇ，ＸＩＡＮＧ Ｂａoｌｉ，ＬＩ Ｊｉ，ｅｔ ａｌ．Ｓｅｐａｒａｔｉoｎ oｆ ｓｔｅｒａｎｅｓ ａｎｄ

ｈoｐａｎｅｓ ｂｙ ｄoｍｅｓｔｉｃ Ｘ⁃ｔｙｐｅ ｍoｌｅｃｕｌａｒ ｓｉｅｖｅｓ ［ Ｊ］ ． Ｐｅｔｒoｌｅｕｍ
Ｇｅoｌo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２１，４３（４）：７１３－７２０．

［１８］ 　 王圣柱，王千军，张关龙，等．准噶尔盆地石炭系烃源岩发育

模式及地球化学特征［Ｊ］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２０，２７（４）：
１３－２５．

　 　 　 ＷＡＮＧ Ｓｈｅｎｇｚｈｕ，ＷＡＮＧ Ｑｉａｎ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Ｇｕａｎｌoｎｇ，ｅｔ ａｌ．Ｄｅｖｅ⁃
ｌoｐｍｅｎｔ ｍoｄｅ ａｎｄ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Ｃａｒｂoｎｉｆｅｒoｕｓ
ｓoｕｒｃｅ ｒoｃｋｓ ｉ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oｌｅｕｍ Ｇｅoｌo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o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２０，２７（４）：１３－２５．

［１９］ 　 刁帆，王建伟，陈晓娜，等．渤海湾盆地南堡凹陷高尚堡地区

油源对比及高蜡油成因［ Ｊ］ ．石油实验地质，２０２０，４２（１）：
１１７－１２５．

　 　 　 ＤＩＡＯ Ｆａｎ，ＷＡＮＧ Ｊｉａｎｗｅｉ，ＣＨＥＮ Ｘｉａoｎａ，ｅｔ ａｌ．Ｃoｒｒｅｌａｔｉoｎ oｆ
oｉｌｓ ａｎｄ ｓoｕｒｃｅ ｒoｃｋ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ｓｉｓ oｆ ｈｉｇｈ ｗａｘ oｉｌｓ ｉｎ Ｇａoｓｈａｎｇｐｕ
ａｒｅａ，Ｎａｎｐｕ Ｓａｇ， Ｂo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Ｐｅｔｒoｌｅｕｍ Ｇｅoｌoｇｙ ＆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２０２０，４２（１）：１１７－１２５．

［２０］ 　 石正勇，金芸芸，李杭兵，等．春光区块白垩系稠油地球化学

特征及成因分析［Ｊ］ ．特种油气藏，２０２０，２７（２）：３７－４４．
　 　 　 ＳＨＩ Ｚｈｅｎｇｙoｎｇ，ＪＩＮ Ｙｕｎｙｕｎ，ＬＩ Ｈａｎｇｂ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ｐｒo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ｇｅｎｅｓｉｓ oｆ Ｃｒｅｔａｃｅoｕｓ ｈｅａｖｙ⁃oｉｌ ｉｎ ｔｈｅ ｂｌoｃｋ
Ｃｈｕｎｇｕａｎｇ［ Ｊ］ ．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Ｏｉｌ ＆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oｉｒｓ，２０２０，２７ （ ２）：
３７－４４．

［２１］ 　 ＬＩＡＯ Ｙｕｈoｎｇ，ＦＡＮＧ Ｙｕｎｘｉｎ，ＷＵ Ｌｉａｎｇｌ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
ｒ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ｔｈｅ ｂｉoｍａｒｋｅｒｓ ａｎｄ δ１３ Ｃ oｆ ｎ⁃ａｌｋａｎｅｓ ｒｅｌｅａｓｅｄ ｆｒoｍ
ｔｈｅｒｍａｌｌｙ ａｌｔｅｒｅｄ ｓoｌｉｄ ｂｉｔｕｍｅｎｓ ａｔ ｖａｒｉoｕｓ ｍａｔｕｒｉｔｉｅｓ ｂｙ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ｈｙｄｒoｐｙｒoｌｙｓｉｓ［Ｊ］．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２，４６：５６－６５．

［２２］ 　 ＬＯＶＥ Ｇ Ｄ，ＳＮＡＰＥ Ｃ Ｅ，ＦＡＬＬＩＣＫ Ａ 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ｍoｄｅ oｆ ｉｎｃoｒｐoｒａｔｉoｎ ａｎｄ ｂｉoｇｅｎｉｃｉｔｙ oｆ ｔｈｅ ｐｒｉｎｃｉｐａｌ ａｌｉｐｈａｔｉｃ
ｃoｎｓｔｉｔｕｅｎｔｓ oｆ ａ ｔｙｐｅ Ⅰ o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９８，２８（１２）：７９７－８１１．

［２３］ 　 朱信旭，王秋玲，陈键，等．塔里木盆地寒武系干酪根催化加

氢热解产物中正构烷烃的分布与碳同位素组成特征［ Ｊ］ ．地
球化学，２０１９，４８（５）：４４７－４５７．

　 　 　 ＺＨＵ Ｘｉｎｘｕ，ＷＡＮＧ Ｑｉｕｌｉｎｇ，ＣＨＥＮ Ｊｉａｎ，ｅｔ 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oｎ ａｎｄ
ｃａｒｂoｎ ｉｓoｔoｐｉｃ ｃoｍｐoｓｉｔｉoｎｓ oｆ ｎ⁃ａｌｋａｎｅｓ ｆｒoｍ ｔｈｅ ｃａｔａｌｙｔｉｃ
ｈｙｄｒoｐｙｒoｌｙｓｉｓ oｆ 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ｋｅｒoｇｅ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ｒｉｍ Ｂａｓｉｎ ［ Ｊ］．
Ｇｅoｃｈｉｍｉｃａ，２０１９，４８（５）：４４７－４５７．

［２４］ 　 ＪＩＡＮＧ Ｗｅｎｍｉｎ，ＬＩ Ｙｕｎ，ＹＡＮＧ Ｃｈａo，ｅｔ 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oｆ ｓoｕｒｃｅ ｒo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ｕｎ Ｓａｇ o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Ｓo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oｌｅｕｍ Ｇｅoｌoｇｙ，
２０２１，１２４：１０４８３６．

［２５］ 　 龙祖烈，陈聪，马宁，等．珠江口盆地深水区白云凹陷油气成

因来源与成藏特征［Ｊ］ ．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２０，３２（４）：３６－４５．
　 　 　 ＬＯＮＧ Ｚｕｌｉｅ，ＣＨＥＮ Ｃoｎｇ，ＭＡ Ｎｉ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ｎｅｓ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o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ｈｙｄｒoｃａｒｂoｎｓ ｉｎ Ｂａｉｙｕｎ Ｓａｇ，ｄｅｅｐ 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oｆ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ｓｈoｒ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２０２０，３２（４）：３６－４５．

［２６］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ｉｃｈａｎｇ，ＬＩＡＮＧ Ｄｉｇａｎｇ，ＧＯＮＧ Ｚａｉｓ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oｃｈｅ⁃
ｍｉｓｔｒｙ oｆ ｐｅｔｒoｌｅｕｍ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oｒ ｍｉｘｅｄ oｉｌｓ［Ｊ］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
３４（７）：９７１－９９１．

［２７］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ｊｕｎ，ＬＩＡＯ Ｙｕｈoｎｇ，ＷＡＮＧ Ｙｕｎｐｅｎｇ，ｅｔ 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ｍｉｎｅｒａｌoｇｙ， ｐｅｔｒo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oｐｅｒ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ｐｒoｓｐｅｃｔｓ oｆ ｔｈｅ Ｗｕｆｅｎｇ － Ｌoｎｇｍａｘｉ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Ｓａｎｑｕａｎ Ｔoｗｎ oｆ ｔｈｅ Ｎａｎｃｈｕａｎ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Ｃｈoｎｇｑｉｎｇ［ Ｊ］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１８，１０２（１１）：２２３９－２２６５．

［２８］ 　 傅宁，朱雷．珠一坳陷惠州西凹混源油研究［ Ｊ］ ．中国石油勘

探，２００７，１２（２）：２０－２６．
　 　 　 ＦＵ Ｎｉｎｇ，ＺＨＵ Ｌｅｉ．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oｎ ｍｉｘｅｄ oｉｌ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Ｈｕｉｚｈoｕ

Ｓａｇ oｆ Ｚｈｕ Ⅰ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oｎ ［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o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oｒａｔｉoｎ，
２００７，１２（２）：２０－２６．

［２９］ 　 施和生，朱俊章，姜正龙，等．珠江口盆地珠一坳陷油气资源

再评价［Ｊ］ ．中国海上油气，２００９，２１（１）：９－１４．
　 　 　 ＳＨＩ Ｈｅｓｈｅｎｇ，ＺＨＵ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ＪＩＡＮＧ Ｚｈｅｎｇｌoｎｇ，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oｃａｒｂoｎ

ｒｅｓoｕｒｃｅｓ 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ｉｎ ＺｈｕⅠＤｅｐｒｅｓｓｉoｎ，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 Ｏｆｆｓｈoｒ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２００９，２１（１）：９－１４．

［３０］ 　 朱俊章，施和生，何敏，等．珠江口盆地白云凹陷深水区 ＬＷ３－

１－１ 井天然气地球化学特征及成因探讨［Ｊ］．天然气地球科

学，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２９－２３３．
　 　 　 ＺＨＵ Ｊｕｎｚｈａｎｇ，ＳＨＩ Ｈｅｓｈｅｎｇ，ＨＥ Ｍｉｎ，ｅｔ 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ｓ ａｎｄ ｇｅoｃｈｅ⁃

ｍ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oｆ ｇａｓｅｓ ｉｎ ＬＷ３⁃１⁃１ ｗｅｌｌ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 ｓｅａ
ｒｅｇｉoｎ oｆ Ｂａｉｙｕｎ Ｓａｇ，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Ｊ］．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Ｇｅo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８，１９（２）：２２９－２３３．

［３１］ 　 张功成，杨海长，陈莹，等．白云凹陷：珠江口盆地深水区一个

巨大的富生气凹陷［Ｊ］．天然气工业，２０１４，３４（１１）：１１－２５．
　 　 　 ＺＨＡＮＧ Ｇoｎｇｃｈｅｎｇ，ＹＡＮＧ Ｈａｉｃｈａｎｇ，ＣＨＥＮ Ｙｉｎｇ，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Ｂａｉｙｕｎ Ｓａｇ：ａ ｇｉａｎｔ ｒｉｃｈ ｇａｓ⁃ｇｅｎｅｒａｔｉoｎ ｓａｇ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ｅｐｗａｔｅｒ ａｒｅａ
oｆ ｔｈｅ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Ｊ］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Ｇａｓ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２０１４，
３４（１１）：１１－２５．

［３２］ 　 朱明，张向涛，黄玉平，等．珠江口盆地烃源岩特征及资源潜

力［Ｊ］ ．石油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Ｓ１）：５３－６８．
　 　 　 ＺＨＵ Ｍ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Ｘｉａｎｇｔａo，ＨＵＡＮＧ Ｙｕｐ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Ｓoｕｒｃｅ

ｒoｃｋ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ｓoｕｒｃｅ ｐoｔｅｎｔｉａｌ ｉｎ Ｐｅａｒｌ Ｒｉｖｅｒ Ｍoｕｔｈ
Ｂａｓｉｎ［Ｊ］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o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４０（Ｓ１）：５３－６８．

［３３］ 　 王宁，朱庆增，谢曼曼，等．尿素络合法分离—气相色谱 ／ 同
位素质谱法分析土壤和植物中低含量（ｐｐｍ 级）正构烷烃的

碳同位素［Ｊ］ ．岩矿测试，２０１５，３４（４）：４７１－４７９．
　 　 　 ＷＡＮＧ Ｎｉｎｇ，ＺＨＵ Ｑｉｎｇｚｅｎｇ，ＸＩＥ Ｍａｎｍａｎ，ｅｔ ａｌ．Ａｎ ｉｍｐｒoｖｅｄ

ｕｒｅａ ａｄｄｕｃｔｉoｎ ｍｅｔｈoｄ ｆoｒ ａｎａｌｙｚｉｎｇ ｃａｒｂoｎ ｉｓoｔoｐｅ oｆ ｐｐｍ⁃ｌｅｖｅｌ
ｎ⁃ａｌｋａｎｅｓ ｉｎ ｓoｉｌ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ｔ ｓａｍｐｌｅｓ［Ｊ］．Ｒoｃｋ ａｎ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５，３４（４）：４７１－４７９．

·５７８·　 第 ５ 期　 　 　 　 　 　 袁丽平，等．珠江口盆地深水区和浅水区古近系文昌组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对比



［３４］ 　 ＭＡＲＺＩ Ｒ，ＴＯＲＫＥＬＳＯＮ Ｂ Ｅ，ＯＬＳＯＮ Ｒ Ｋ．Ａ ｒｅｖｉｓｅｄ ｃａｒｂoｎ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ｉｎｄｅｘ ［ Ｊ］ ．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Ｇｅo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 １９９３， ２０ （ ８ ）：
１３０３－１３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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