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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选用 12个油区的 194个油样 , 按其地质背景资料和伽玛蜡烷比值[G am/C31 H(S +R)] ,

将油样的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分为淡-微咸(包括湖沼)、 半咸-咸(包括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样)、盐

湖相.采用具 PTV 、 “反吹” 、 “微流控” 和 FID的 Agilent 5975M SD分析装置 , 对原油 C5 —C13馏

分进行了精细的气相色谱分离 , 约 286个色谱峰化合物作了族组成的定性研究 , 并对原油 C6 —C13

馏分各个碳数化合物的族组成和族组成比值的地化应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 提出:(1)原油的

C6 —C13轻馏分族组成和族组成的比值 , 有可能作为油-油对比研究的一种新参数 , 由于 C6 —C13馏

分是原油重要的组成部分 , 尤其是对轻质油 、 凝析油来说 , 几乎占全油质量的 90%以上 , 因此 ,

这个新对比参数应具较高的可信度;(2)总结了不同沉积水体盐度的 C7 轻烃族组成特征;(3)原

油成熟度等因素会影响原油 C6 —C13轻馏分族组成和族组成的比值 , 但它似乎主要受烃源岩沉积水

体盐度的控制.

关键词　　轻烃　轻馏分分析　族组成　沉积水体盐度

　　原油中轻馏分(C5 —C13)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

分 , 对于轻质油 、凝析油来说 , C5 —C13馏分几乎占

据全油质量的 90%以上 , 而有着无可置疑的代表

性 , 其所包含的地化信息不容忽视.Hunt报道了有

关汽油范围的正构烷烃的母源
[ 1]
;迄今常用的 C7

两个轻烃参数正庚烷值和异庚烷值 , 由 Thompson

提出 , 用于研究原油成熟度和母源类型[ 2 , 3] , 后来

他又引入了 “蒸发分馏” 概念 , 并提出甲苯/正庚

烷作为研究 “蒸发分馏油” 的参数[ 4 , 5] ;Mango 提

出了 “稳态催化反应” 的轻烃成因假说和 K 1 , K 2

等一系列参数[ 6] , 他对原油中轻烃 、 天然气的成

因 、 轻烃的组成 、分布和应用作了系统的综述[ 7] ;

Bement 等报道用 C7 轻烃研究原油成熟度的参

数[ 8] ;Halpern提出用 8 个轻烃参数组成的星状图

来区分原油遭受的各种次生蚀变作用
[ 9]
;Ten Ha-

ven报道了 Mango 参数的应用和局限性
[ 10]

;Odden

等分别用烃源岩的 C4 —C13热解吸和热裂解数据与

油进行了油-岩对比研究
[ 11 , 12]

;Whiticar等用轻烃稳

定碳同位素数据研究了西加拿大原油的地化特

征[ 13] ;George 等报道了轻至中等生物降解对原油

中 C5 至 C9 烃类的影响[ 14] ;Obermajer 等用轻烃和

生物标志化合物研究了美国蒙大拿州中部的原

油
[ 15]

;胡惕麟等用源岩吸附烃和天然气轻烃进行

气/气和气/岩对比 , 提出了甲基环己烷和环己烷指

数等参数[ 16] ;王海清等用正庚烷值 、 异庚烷值等研

究四川凝析油的油源[ 17] ;王培荣 , 朱俊章等用

Mango参数等研究了塔里木盆地海 、 陆相部分原油

的油源[ 18 , 19] ;王培荣等报道了中国江汉盆地原油的

轻烃地球化学特征
[ 20]

.

目前 CNPC油气地球化学重点实验室(KLPG)

的原油轻烃数据库已存有 722个油样(121个样品有

轻馏分 C5 —C13或 —C15的分析资料), 其中 305个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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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尚有饱和烃的 GC/MS 分析数据 , 本研究在此基

础上 , 选用12个油区的194个油样 , 按地质背景资

料和伽玛蜡烷比值[ Gam/C31H(S +R)] 进行分类 ,

将油样的烃源岩沉积环境分为盐湖 、淡-微咸(包括

湖沼)、半咸-咸(包括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样).采用

一系列先进的分析技术 , 对原油的 C5 —C13馏分进

行了精细的气相色谱分析 , 分析结果的约 286个色

谱峰化合物作了族组成的定性研究 , 在此基础上 ,

结合样品的GC/MS 分析数据所反映的其地球化学

性质和样品的地质背景 , 对原油 C6 —C13馏分族组

成和族组成比值在油-油对比 、判识烃源岩沉积水体

盐度方面的地化应用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1　样品和实验

1.1　样品及其按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的分类

本研究选用的12个油区的样品共 194个 , 分别

采自中国西部的塔里木 、 吐哈 、 焉耆 、 柴达木 、 鄂

尔多斯盆地 , 东北部的松辽盆地 , 东部渤海湾盆地

的胜利 、 冀东 、 华北盆地各油区 , 海洋东部公司所

属珠一凹陷 , 中部的江汉盆地 、 南襄盆地的中原油

区.这些样品基本上遍及中国各大油田 , 具一定的

代表性 , 其中 125个样品有饱和烃 GC/MS 分析数

据.表 1是 11个油区部分样品的地化参数统计表 ,

样品中有烃源岩沉积环境为盐湖 、 湖沼 、 淡-微咸 、

半咸-咸的油样以及塔里木盆地海相油样.伽玛蜡烷

是一种与烃源岩沉积时水体盐度有关的生物标志化

合物
[ 21]
, 由表 1可知样品是根据地质背景资料和伽

玛蜡烷比值[Gam/C31H(S+R)] , 按烃源岩沉积水

体盐度进行分类的 , 每一类中约 80%的样品该比值

的标准偏差小于 0.4 , 标准偏差/平均值一般约≤0.

5 , 仅江汉 、 胜利 E2S4 盐湖相油样的 Gam/C31H(S

+R)值分布范围宽 , 标准偏差达 1.91 , 其次是柴

达木高伽玛蜡烷原油该比值分布范围也较宽 , 标准

偏差为 0.81 , 这说明每一类样品其烃源岩沉积时水

体盐度大致有相似性 , 也说明这个分类基本上是成

功和允许的.从表 1还可见到 , 在江汉 、 胜利 E2S4

盐湖相 、中原高伽玛蜡烷 、江汉新沟嘴组油样 , 以

及柴达木高伽玛蜡烷和华北 、 冀东伽玛蜡烷较低等

油样中 , 反映油样成熟度参数的 C29甾 20S/(20S+

20R)值有高有低 , 既有未熟-低熟油样 , 也有已成

熟的油样.另外 , 反映烃源岩生烃母质类型的参数

C29/C27甾(20R)小于 1或大于 1 的都有 , 这说明本

研究样品分类主要是按烃源岩沉积水体的盐度而未

考虑原油成熟度和母质类型的区别.

表 1　11 个油区部分样品的地化参数统计表a)

序号 地区和沉积相 C29甾 20S/(20S+20R) C29/C 27甾 20R Gam/ C31H(S+R)

1
江汉 、胜利 E2S 4 盐湖相油样

(14个)

0.22—0.55
0.41
0.24

0.47—2.37
1.06
0.53

0.49—6.55
1.96
1.24

2
江汉新沟嘴组半咸-咸油样

(6个)

0.35—0.54
0.45
0.16

0.73—2.85
1.77
0.43

1.13—2.92
1.68
0.43

3
塔里木海相油样

(27个)

0.50—0.56
0.53(9)
0.04(9)

1.51—2.08
1.69(9)
0.10(9)

0.19—1.40
0.43(9)
0.88(9)

4
中原高伽玛蜡烷油样

(14个)

0.17—0.51
0.36
0.32

0.6—1.52
1.08
0.23

0.53—1.64
1.17
0.30

5
柴达木高伽玛蜡烷油样

(16个)

0.20—0.51
0.37
0.25

0.41—1.21
0.83
0.30

0.68—3.76
1.55
0.52

6
松辽盆地 K 1 淡-微咸的油样

(45个)

0.31—0.65
0.48(20)
0.19(20)

0.44—1.78
1.27(20)
0.32(20)

0.09—0.52
0.35(20)
0.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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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地区和沉积相 C29甾 20S/(20S+20R) C29/C 27甾 20R Gam/ C31H(S+R)

7
华北 、冀东伽玛蜡烷较低油样

(10个)

0.26—0.47
0.38
0.19

1.11—1.84
1.40
0.21

0.07—0.16
0.12
0.23

8
胜利伽玛蜡烷较低油样

(14个)

0.25—0.62
0.41
0.27

0.37—1.97
1.14
0.50

0.05—0.31
0.19
0.57

9
柴达木伽玛蜡烷较低油样

(4个)

0.47—0.52
0.49(2)
0.07(2)

2.22—2.33
2.28(2)
0.04(2)

0.06—0.07
0.06(2)
0.07(2)

10
长庆伽玛蜡烷较低油样

(9个)

0.36—0.56
0.49
0.11

1.39—2.45
1.90
0.17

0.12—0.41
0.26
0.32

11
吐哈 、焉耆煤系地层油样

(11个)

0.40—0.56
0.47
0.09

2.88—22.98
8.33
0.62

0.02—0.05
0.03
0.47

　　a)表中“地区和沉积相”栏内括号的数据表示色谱分析数;其他 3栏由上而下依次为:分布范围;平均值;平均标准偏差(GC/M S分析样品

数),若未列出 GC/MS分析数 ,则表示 GC/MS与 GC分析数相同.

C29甾 20S/(20S+20R)为 20S-24-乙基-5α(H), 14α(H), 17α(H)-胆甾烷/(20S-24-乙基-5α(H), 14α(H), 17α(H)-胆甾烷+20R-24-乙基-5α

(H), 14α(H),17α(H)-胆甾烷);C29/C 27甾(20R)为 20R-24-乙基-5α(H), 14α(H), 17α(H)-胆甾烷/ 20R-5α(H), 14α(H), 17α(H)-胆甾烷;Gam/

C 31H(S+R)为伽玛蜡烷/(22R-17α(H), 21β(H)-升藿烷+22S-17α(H), 21β(H)-升藿烷)

1)王培荣 , 赵　红　肖廷荣 , 等.采用气相色谱 “反吹 、 微流控” 技术分析原油 C5 —C13轻馏分及其地球化学意义初探.待发表

1.2　实验

原油轻烃馏分 C5 —C8 的分析技术已很成熟 ,

并已有大量的研究成果发表 , 但把分析对象的碳数

扩展至 C13尚有一定的难度 , 定性研究是首先要攻

克的一个问题 , 对此我们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 成果

另文发表
1)
, 本研究的实验条件和族组成定性结果

如下:

色谱:Agilent 6890 配有 7683 型自动进样器 、

“PTV” 进样器和 “反吹” 装置 , 色谱柱为 HP 50m

PONA柱 , 载气为 N 2 , 采用 “ PTV-反吹” 法[ 22] ,

进行全油的色谱分析.

色谱-质谱:Ag ilent5975 MSD , GC 6890N 配

有 7683B自动进样器 、 Nist 0.5谱库(包含 190825

张谱图)、 “PTV” 进样器 、 “反吹” 、 “G3180B微流

控” 装置和 “ FID” 检测器.采用 “ PTV-反吹”

法
[ 22]
, 全油一次进样 , 用 “微流控” 装置控制 HP

50m PONA 柱的末端分流 , 一部分进入 FID 检测

器 , 另一部分进入 MSD 检测器 , 同时获得峰保留

时间完全相同的色谱和色质总离子流图.

实验条件和化合物定性与待发表文章1)相同.

目前在 C5 —C13轻馏分可作族组成定性的峰约 286

个(见图 1), 尚有不少混合峰存在.

2　有机地球化学应用初探

2.1　各类原油 C6 —C13轻馏分族组成特征—应用于

油 、油对比的可能性探索

以吐哈 、焉耆盆地湖沼相和江汉潜江凹陷等盐

湖相油样为例 , 本研究采用 C5 —C13轻馏分分析的

吐哈 、 焉耆 、江汉 、 胜利油样共 12个(详见表 2),

样品无次生蚀变和混源的现象 , 也未见相关的报

道.表中尚列有代表塔里木盆地源自下古生代烃源

岩的海相原油[ 23] 和源自沉积在淡-微咸环境烃源岩

的大庆油样[ 24] 各一个 , 用作对比.吐哈 、 焉耆是中

国典型的侏罗系湖沼相煤系地层成油盆地[ 25] , 选 6

个油样作代表 , 仅托参 1井油样为源自二叠系泥质

烃源岩.江汉盆地则是中国典型的盐湖相盆地
[ 26]

,

选 3个油样作代表 , 其成熟度差异较大 , 广 33 、高

斜 47井的为未熟-低熟油 , 广 27井的则是成熟油 ,

它们的伽玛蜡烷浓度均很高 , 但 Gam/C31H(S+R)

值差别较大 , 自 1.72至 4.79.胜利 E2S4 也是盐湖

相沉积[ 28] , 所选油样均为成熟油 , 但它们的 Gam/

C31H(S+R)值差异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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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湖 4 井原油 C5 —C13轻馏分的族组分定性图

(黑色为正构烷烃;白色为异构烷烃;蓝色为环烷烃;红色为芳烃)

表 2　应用研究中涉及的原油样品的部分生标参数及沉积环境背景

地区 井号 井段/m 层位
C 29甾

S/(S+R)

C29/ C27甾

20R

Gam/ C31H

(S+R)
备注a)

吐哈

陵 2井 2748.7—2758.4 J2 x 0.48 6.89 0.02 源自侏罗系煤系地层

勒 4井 2692—2737 J2 x 0.41 8.17 0.02

陵 3井 2411.4—2416.3 J 2s 0.46 7.30 0.02

温 5井 2410.2—2424.4 J 2s 0.45 6.61 0.04

托参 1井 2428—2435 J2-3 k 0.40 2.88 0.05 源自 P2 湖相泥岩

焉耆
宝 1井 2192—2272 J 1s 0.50 22.98 0.03 源自侏罗系煤系地层

图 103井 2530—2550 J 1s 0.56 5.45 0.04

江汉

高斜 47井 1980—1985.6 E2 q4 0.32 0.76 3.80 源自盐湖相烃源岩

广 33井 1829 E2 q1 0.22 0.65 4.79

广 27井 1919.4—1921.4 E2 q1 0.49 1.22 1.72

胜利
滨 424井 2514—2521 E2s 4 0.47 1.32 0.34 源自 E2 S4 盐湖相烃源岩

渤深 4井 3898.6—3924.4 E2s 4 0.49 0.77 6.55

塔里木 塔中 10井 4227—4234 C 0.53 2.08 0.19 源自中上奥陶海相烃源岩

大庆 喇 11—151井 1094—1089 K1 源自 K 1 淡-微咸深湖相泥岩

　　a)引自文献[ 23—27]

　　图 2(a)—(f)分别为吐哈 、焉耆盆地和江汉 、

胜利 E2S4 的盐湖相油样中 C6 —C13链烷 、环烷和芳

烃的质量分数 w (百分含量).由图 2(a)—(c)可见

源自吐哈盆地侏罗系煤系地层 C6 —C13的链烷%、

环烷%和芳烃%的分布是相似的 , 而烃源岩沉积水

体盐度与吐哈盆地相似的焉耆盆地宝 1 、 图 103井

油样也有相似的 C6 —C13族组分百分含量的分布;吐

哈盆地托参一井油样源自 P2 湖相泥岩 , 其族组分

百分含量分布上 , 链烷与源自煤系地层的吐哈盆地

油样相当一致 , 环烷和芳烃稍有区别.在图 2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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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个分别为塔里木盆地源自中 、 上奥陶海相源岩 、

松辽盆地下白垩系淡-微咸的深湖相泥岩和江汉盐湖

相源岩的油样 , 它们的 C6 —C13族组分百分含量分

布与吐哈源自湖沼相煤系地层的油样有明显的不

同 , 且三者相互之间也有很大区别.由上显示沉积

水体盐度对原油 C6 —C13轻馏分族组分百分含量分

布有相当大的影响.

图 2(d)—(f)分别为江汉 、 胜利 E2S4 盐湖相样

品的 C6 —C13族组成百分含量的分布 , 虽然有些分

散 , 但有共同的分布特征 , 与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

截然不同的塔里木海相油 、源自松辽盆地 K 1 淡-微

咸的深湖相烃源岩油样和吐哈 、 焉耆盆地煤系地层

油样相比 , 其分布有明显差异 , 特别是它们的芳

烃%相对是最高的 , 由图 2还可见到 , 烃源岩沉积

水体盐度为淡-微咸的大庆喇 11—151 井油样的

C6 —C13环烷烃百分含量 , 与其他 3种不同沉积水体

盐度烃源岩生成的油样相比是相对最高的.烃源岩

沉积水体盐度为半咸-咸的塔中 10井海相油样 , 则

是 C6 —C13链烷烃百分含量相对最高.

图 2　C6 —C13链烷 、 环烷和芳烃的百分含量分布

(a), (b), (c)分别为吐哈 、 焉耆盆地油样;(d), (e), (f)分别为江汉 、 胜利 E2S4 油样

　　图 3(a)—(d)分别是吐哈 、 焉耆盆地油样 C6 —

C13的 4种族组成比值的分布 , (e)—(h)是江汉 、 胜

利 E2 S4 盐湖相油样.图中 N 为环烷烃 , I为异构烷

烃 , P 为正构烷烃 , A 表示芳烃.由图 3可见 , 吐

哈 、焉耆盆地油样和江汉 、 胜利 E2 S4 油样有与图 2

中油样 C6 —C13族组成百分含量分布有相似的特点 ,

需注意的是 , 图 3(a), (b), (e), (f)显示源自淡-

微咸环境的大庆喇 11 —151井油样与其他沉积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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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度油样相比 , 有最高的 C6 —C13 N/ I 和 N/P 值 ,

图 3(c), (d), (g), (h)则显示源自江汉 、 胜利

E2S4 盐湖相油样的 C6 —C13族组成比值与其他沉积

水体盐度油样相比 , 具最高的 I/P 和 A/P 值.

图 3　原油中 C6 —C13族组成比值的分布

(a), (b), (c), (d)分别为吐哈 、 焉耆盆地油样;(e), (f), (g), (h)分别为江汉 、 胜利 E2S4 盐湖相油样

　　本研究样品中其他沉积水体盐度为半咸-咸 、 淡

-微咸的分析结果也得相同的结果 , 因此 , 推测同源

原油 C6 —C13轻馏分的族组成百分含量和族组成比

值的分布可能具相似性 , 沉积水体盐度和物源相似

的油样之间也具一定程度的相似性 , 而烃源岩沉积

水体盐度差异较大的油样之间则会有某种明显的差

异.原油轻馏分 C6 —C13的族组成百分含量和族组成

比值 , 有可能作为油-油对比研究的一种新参数 , 由

于原油 C6 —C13馏分是整个原油重要的组成部分之

一 , 尤其是对轻质油 、 凝析油来说 , 几乎占据全油

质量的 90%以上 , 因此 , 新对比参数应具较高的可

信度.若能得烃源岩可溶有机质轻馏分的分析数据 ,

还可用于油-岩对比的研究.

提出新的地化参数除有典型样品外 , 尚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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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统计数据来证实其可靠性和普遍性 , 本研

究所作原油 C5 —C13轻馏分分析的油样数量 121

个 , 尚属有限 .从图 2 、 图 3 不同沉积环境典型

油样的 C6 —C13族组分百分含量和族组成比值的

对比中 , 可看出 C7 的族组成相对丰度是不同沉

积水体盐度各种区别最明显的点 , 为此利用

KLPG轻烃数据库的 C7 轻烃资料作进一步的探

索和验证.

2.2　用 C7 轻烃参数判识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

12个油区的 194个油样采自江汉 、胜利 、 塔里

木 、 柴达木 、 吐哈 、 焉耆 、长庆 、 大庆 、 吉林 、 胜

利 、 华北 、 冀东 、 中原 、 江汉和海洋东部珠一凹

陷.由图 4 可见 , 不同油区的各类样品相对集中.

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淡-微咸的 117 个油样(蓝色),

Gam/C31H(S+R)值平均为 0.23 , 其 N/ I 比值≥

2 , I/P 值 ≤1 左右 , A/P 值 ≤0.7 , 绝大部分 <

0.5.为半咸-咸时(棕色), Gam/C31 H(S +R)值平

均为 0.55 , 其 N/ I≤2 , I/P 值<1 , A/P 值<0.5.

江汉 、胜利(E2S4)的 14个盐湖油样和中原 、 柴达

木高伽玛蜡烷 30个油样(红色), Gam/C31H(S+R)

值平均为 1.56 , 其 N/ I值<2占 86 %, I/P 值>1 ,

A/P 一般>0.6.132个油样 Gam/C31H(S+R)与

N/ I的关系图 , 为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与轻烃参数

之间的相关性研究走出了探索性的第一步 , 显示出

原油中伽玛蜡烷浓度所反映的烃源岩沉积环境的

淡 、 盐程度与轻烃族组成具有相关性.Gam/C31H

(S+R)≥0.5 时 , 绝大多数油样的 N/ I 值≤2 , 仅

有几个例外 , 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为淡-半咸的油样

(蓝色), 其 Gam/C31H(S +R)≤0.5 , N/ I 值>2.

N/ I值<2且多数样品 Gam/C31H(S+R)≤0.5的 ,

主要是塔里木海相油样.

图 5为几种不同沉积水体盐度的 C7 轻烃族组

成分布图.由图可见松辽盆地 、 华北 、 冀东 、 胜

利 、 柴达木 、长庆 、 吐哈 、 焉耆油区 Gam/C31 H(S

+R)比值较低 , 各油区的平均值分别为 0.03—

0.35的油样(蓝色), 表现出具高环烷%(在 50%左

右)和高甲基环己烷%(约 30%—45%)的特点.塔

里木海相油样和江汉 、 柴达木油区烃源岩沉积环境

为半咸-咸的油样(棕色), 其 Gam/C31H(S +R)比

值在 0.43—1.68 , 具高链烷%(约 60%左右)的特

征 , 而江汉 、胜利 E2S4 盐湖相油样和中原高伽马

蜡烷油样(各区平均值分别在 1.17—2.80), 具高芳

烃%(30%左右)的特点(红色), 三者区分较明显.

图 4　194个油样的 I/ P与 N/ I、 N/ I与 A/P 和

133 个油样伽玛蜡烷与 N/ I的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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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几种不同沉积环境的 C7 轻烃族组成分布图

　　必须提出讨论的是珠一凹陷油样在图 4 , 5 中

分布在半咸-咸的区域 , 但珠江口盆地文昌组烃源岩

中含有盘星藻[ 28] , 应属淡水的沉积环境 , 这是本研

究中唯一的例外 , 推测这可能与该凹陷的油样为

“陆生 、 海储” 有关 , 即沉积水体盐度为淡水的陆

相烃源岩生成的油储集在海相的珠江组储层中 ,

Mango 提出有关轻烃的成因假说
[ 6 , 7]

, 认为 C7 轻烃

在干酪根中可能产生 “稳态催化反应” , 则在液态

的油滴与含有半咸-咸海水的输导层和储集层中的地

下水相接触时 , 似乎应更易发生类似过渡金属的催

化反应 , 而导致珠一凹陷油样 C7 轻烃的族组成具

半咸-咸的分布特征 , 这仅仅是一个大胆的推测 , 尚

缺乏充分的科学证据 , 有待研究证实.

3　结论

(1)根据地质背景和原油伽玛蜡烷比值[ Gam/

C31H(S+R)] , 对原油进行源岩沉积水体盐度类型

的划分是可行的.

(2)相似沉积水体盐度和物源油样之间 C6 —C13

轻馏分族组成和族组成的比值 N/I , N/P , I/P ,

A/P 具一定程度的相似性.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差

异较大的油样之间 , C6 —C13族组成和族组成的比值

有某种明显差异.因此 , 原油的 C6 —C13轻馏分族

组成和族组成的比值 , 有可能作为油-油对比 、 沉积

环境等地化研究的新参数.

(3)源自淡-微咸环境的油样与其他沉积水体盐

度油样相比 , 有最高的 C6 —C13环烷烃百分含量 、

N/I 和 N/P 值 , 源自盐湖油样的 C6 —C13族组成中 ,

I/P 和 A/P 值最高.特别是它们的芳烃%相对是最

高的 , 烃源岩沉积水体盐度为半咸-咸的油样 , 则是

C6 —C13链烷烃百分含量相对最高.

(4)源自盐湖相原油的 C7族组成特征:芳烃%

高(平均约 30%);甲苯/正庚烷值高(To l/nC7 一般

>0.6)、 N/ I比值低(≤2);源自淡-半咸环境的原

油轻馏分族组成特征:C7 环烷百分含量高(平均约

50%)、 MCC6 百分含量高(平均约 35%)、 N/ I 高

(>2)、 T ol/nC7 低(≤0.6).源自半咸-咸环境和塔

里木海相烃源岩原油的轻馏分族组成特征:C7 族组

成中 C7 链烷%高(平均约 60%), Tol/nC7(一般<

0.6), N/ I比值低(<2).

(5)当 Gam/C31H(S +R)值≥0.5 时 , N/ I 值

≤2 , 为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与轻烃参数之间的相

关性研究走出了探索性的第一步.

诚然 , 油样成熟度等会影响轻烃的参数值 , 但

本研究的近 200个样品 , 表现出上述规律似乎主要

受烃源岩沉沉积水体盐度的控制.

本探索研究的样品数有限 , 故结论是初步的 ,

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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