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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天然气水合物气源条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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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地球科学与资源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２．中国地质调查局 油气资源调查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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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近两年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与试采工程国家专项在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开展的气源岩调查资料为基础，重
点对上二叠统乌丽群那益雄组和上三叠统结扎群巴贡组烃源岩的有机地球化学指标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研究区上二叠统乌丽

群那益雄组和上三叠统结扎群巴贡组烃源岩有机质含量中等，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ＩＩＩ 型，且成熟度较高，大多数样品有机质达到

高成熟或过成熟，处于生湿气和干气阶段，能够产生大量烃类气体来满足该区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时所需的气源条件；上二叠统那

益雄组泥岩和上三叠统巴贡组灰岩可成为该区天然气水合物的主要气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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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乌丽—开心岭冻土区位于青海省南部，为青藏

高原腹地，主体构成沱沱河盆地［１］，是我国陆域冻

土区天然气水合物远景区之一［２］。 ２０１１ 年以来，
中国地质调查局组织实施天然气水合物资源勘查

与试采工程国家专项，持续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开展地质、地球化学、地球物理调查。 期间，青海省

煤炭地质勘查院于 ２０１２ 年在青海省国土厅项目支

持下结合煤田地质资料在乌丽冻土区部署实施了

一口天然气水合物钻井，激光拉曼光谱峰显示为二

氧化碳水合物的特征［３］。
目前，乌丽—开心岭冻土区天然气水合物调查

研究程度仍较低，还未实现天然气水合物勘查突

破，气源问题是一个重要因素。 多数观点认为其可

能与二叠系煤系地层热解成因气有关［４］，那么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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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系气源岩的可能性如何还未述及；另一方面这些

气源能否提供充足的烃类气体，是否满足天然气水

合物形成的物质条件也不清楚。 以近年天然气水

合物资源勘查与试采工程国家专项在该区的气源

岩调查为基础，补充采集部分煤田钻孔岩心泥岩样

品，对采集的上二叠统泥岩和上三叠统灰岩等气源

岩样品的有机地球化学指标进行分析，探讨不同层

系气源岩是否具备天然气水合物形成的气源条件。

１　 地质概况

乌丽—开心岭冻土区大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南

板块，研究区主体地处羌塘地体北部，位于以子曲

断裂带、他念他翁北坡断裂为南北界的乌丽—囊谦

华力西褶皱带二级构造单元内。 研究区自北向南

依次可划分为茶措断陷、乌丽—达哈断隆、沱沱河

断陷、扎日根—诺日巴纳保断隆等 ４ 个三级构造单

元（图 １）。 区内断裂构造普遍发育，断裂主体为北

西西向［５］。
乌丽—开心岭冻土研究区主要出露二叠系、三

叠系、古近系、新近系、第四系等地层，冻土区地层

属于唐古拉地层区，潜在气源岩主要有中—下二叠

统开心岭群九十道班组（Ｐ ｊ）、上二叠统乌丽群那

益雄组（Ｐｎ）、上三叠统结扎群巴贡组、新近系中—
渐新统雅西措组等。 中—下二叠统开心岭群九十

道班组分布局限，仅在开心岭一带出露，与上二叠

充那益雄组呈断层接触，其岩石组合为灰—深灰色

块、层状含生物碎屑泥晶灰岩，为陆缘浅海台地相

石灰岩建造。
根据腕足类生物组合［６］ 及双壳类和古植物化

石组合［７］，研究区上二叠统乌丽群由 ２ 部分组成：
下部为那益雄组，上部为拉卜查日组，两者呈平行

不整合接触，与上覆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其中，那

益雄组岩性主要为深灰色中—厚层状钙质泥岩、碳
质页岩、泥质粉砂岩夹灰—深灰色薄—中层状含生

物碎屑灰岩、粉晶灰岩、灰—灰绿色中细粒长石石

英砂岩及煤（层）线，局部夹灰绿色安山岩、玄武

岩，其腕足动物属种组合及生物相特征表明其为晚

二叠世早期海陆交互相含煤岩系沉积建造［８］，其
上多被上三叠统结扎群甲丕拉组、古近系渐新统—
古新统沱沱河组角度不整合覆盖。

上三叠统结扎群从下至上依次包含甲丕拉组、
波里拉组、巴贡组（Ｔｂｇ）。 其中，巴贡组主要为灰

色薄—中层状中细粒岩屑石英砂岩、长石岩屑砂岩

夹灰黑色薄层状碳质页岩、钙质泥岩及粉砂岩，为
一套三角洲相砂岩建造、粉砂岩建造。

渐新统—古新统沱沱河组（Ｅｔ）分布局限，角
度不整合在二叠系、三叠系等地层之上，为一套湖

泊三角洲相砾岩夹砂岩或砂岩夹砾岩建造。 中—
渐新统雅西措组（ＥＮｙ）分布零星，为一套泥灰岩夹

砂岩或砂岩夹泥灰岩建造，角度不整合在二叠系、
三叠系地层之上，整合在沱沱河组砂岩段之上。

２　 样品与分析

本次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采集的样品包括露

头样品和钻孔岩心样品。 露头泥岩样品共采集 ３０
件，露头粉煤样品（前人施工的探槽处）共采集 ６ 件，
钻孔泥岩或粉砂质泥岩样品（青海煤炭地质勘查院

钻探施工的岩心）共采集 ４７ 件，均系上二叠统乌丽

群那益雄组；露头灰岩样品共采集 ４２ 件，均系上三

叠统结扎群巴贡组。 由于中—下二叠统开心岭群九

十道班组灰岩在研究区内分布局限，且有较多辉绿

岩脉，致使该地层接触处常常出现不同程度蚀变作

用，中—渐新统雅西措组灰岩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之

外的北面，本次对这 ２ 套地层未予采样。

图 １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构造单元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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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室内对泥岩、灰岩和部分煤样进行了 ＴＯＣ 分

析、生油岩热解分析，对部分煤样还进行了有机显

微组分的镜质组反射率分析。 在中国石油勘探开

发研究院石油地质实验测试中心完成了样品的总

有机碳含量 ＴＯＣ、生油岩热解参数的测定；在国家

煤炭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完成了煤样有机显微组分

及镜质组反射率的测定。 其中，在样品总有机碳测

定过程中，依据 ＧＢ ／ Ｔ１９１４５－２００３ 标准，在样品热

解参数的测定过程中，依据 ＧＢ ／ Ｔ１８６０２ － ２００１ 标

准。 使用 ＬＥＣＯ ＣＳ－４００ 碳硫分析仪进行有机碳分

析，使用 Ｒｏｃｋ－Ｅｖａｌ ２ Ｐｌｕｓ（法国）进行岩石热解分

析。 测试条件：（１）有机碳分析，常温常压；（２）热
解分析［９］，Ｓ１的分析条件为恒温 ３００ ℃下 ３ ｍｉｎ，Ｓ２的

分析条件为在３００～６００ ℃温度范围５０ ℃ ／ ｍｉｎ 程序升

温，有机 ＣＯ２入阱温度 ３９０ ℃，热解氦气 １００ ｍＬ ／ ｍｉｎ，
载气 Ｈｅ ３５ ｍＬ ／ ｍｉｎ， Ｈ２ ２８ ～ ３０ ｍＬ ／ ｍｉｎ， 空气

４００ ｍＬ ／ ｍｉｎ。在煤的显微组分观察过程中，依据标

准：ＧＢ ／ Ｔ ８８９９ － １９９８； 显微镜型号： ＬＥＩＣＡ ＤＭ
２５００Ｐ；测试条件：油浸反光，单偏，１０×，５０×，点、行
距 ０．４ ｍｍ×０．６ ｍｍ。 在煤的镜质组反射率测定过

程中，依据标准：ＧＢ ／ Ｔ６９４８ － ２００８；显微镜型号：
ＬＥＩＣＡ ＤＭ ２５００Ｐ； 光度计型号： ＭＳＰ２００； 浸 油

（Ｎｅ）：１．５１８；物镜：５０×；室温：２０℃。

３　 气源条件分析

在对气源岩的研究中，对其定性和定量的评价

主要体现在 ３ 个方面，即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

和有机质成熟度。 本文结合地表灰岩、地表泥岩、
地表煤样和钻孔泥岩样品的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

型和有机质成熟度等指标，对研究区气源岩进行评

价，以初步判断乌丽—开心岭冻土区上二叠统那益

雄组和上三叠统巴贡组为天然气水合物提供气源

的潜力。
３．１　 有机质丰度

通常采用有机质丰度来代表岩石中有机质的

相对含量，衡量和评价岩石的生烃潜力［１０－１４］。 目

前常用的有机质丰度指标主要包括有机碳含量、生
烃潜量（ Ｓ１ ＋Ｓ２）、氯仿沥青“Ａ”含量和总烃含量

等［１３］。 但高演化条件下，氯仿沥青“Ａ”基本失效，
总有机碳含量成为评价烃源岩生烃潜力的最主要

指标［１５］。
３．１．１　 有机碳含量

根据本次样品分析测试结果的特点，主要以有

机碳含量为指标来判断有机质丰度。 目前，对于泥

质烃源岩的评价标准国内外基本达成共识，但对于

碳酸盐岩烃源岩的评价标准却不尽相同。 结合岩石

样品的特点，本次主要参考了陈建平等［１１］、赵靖

舟［１６］、张渠等［１７］的评价标准来评价研究区气源岩。
其中泥岩主要以 ０．４，０．６，１，２ 有机碳含量值作为评

价分界点；灰岩中以成熟度划分为 ２ 种类型，并有不

同的评价标准，其中未成熟—成熟类型的灰岩以

０．１，０．３，０．７，１．５ 有机碳含量值作为评价分界点，高
成熟—过成熟类型灰岩以 ０．０５，０．１５，０．３，０．６ 有机碳

含量值作为评价分界点；整体上将泥岩和灰岩的评

价标准划分为非、差、中等、好、很好 ５ 个级别［１８］。
根据分析得知，此次灰岩样品整体属于高成

熟—过成熟，局部属于成熟，故采用 ０．０５，０．１５，０．３，
０．６为评价分界点。 研究区地表灰岩样品以非或差

烃源岩为主，并有少量中等和好烃源岩（表 １）。地表

泥岩样品则部分为非烃源岩，部分为中等和好烃源

岩，很好烃源岩较少。 钻孔泥岩绝大部分为中等烃

源岩。 可以看出，样品整体有机质丰度不高，可能与

该区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程度高有关。 当然，煤岩

单从总有机碳含量看无疑是好烃源岩。
地表样品和岩心样品有机碳含量差别较大，分

析其原因可能与风化作用密切相关。 地表烃源岩

长期遭受风化剥蚀，导致地表岩石样品中的氧元素

增加和氢元素流失，使得有机质丰度降低，同时有

机质类型也变差。 其次，地表水的淋漓和气候的变

化对烃源岩的有机质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测得的烃源岩有机碳含量为残余

有机碳含量，它是现今残留在烃源岩层中经过了运

表 １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样品 ＴＯＣ 含量分类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ＯＣ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烃源岩
评价标准

露头灰岩

ω（ＴＯＣ） ／ ％ 统计百分比 ／ ％

露头泥岩

ω（ＴＯＣ） ／ ％ 统计百分比 ／ ％

钻孔泥岩

ω（ＴＯＣ） ／ ％ 统计百分比 ／ ％

非 ＜０．０５ ４０．４８ ＜０．４ ３６．６７ ＜０．４ ０．００
差 ０．０５～０．１５ ４０．４８ ０．４～０．６ １０．００ ０．４～０．６ ６．２３

中等 ０．１５～０．３ ７．１４ ０．６～１．０ ２３．３３ ０．６～１．０ ８８．７６
好 ０．３～０．６ ９．５２ １．０～２．０ ２６．６７ １．０～２．０ ２．５１

很好 ＞０．６ ２．３８ ＞２．０ ３．３３ ＞２．０ ２．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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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后的剩余物质，若烃源岩达到高—过成熟阶段，
使用上述参数可能使烃源岩评价结果失真。 因此，
人们通常采用乘以一个大于 １ 的系数来恢复原始

的有机质丰度，但这种恢复有机质丰度的准确性目

前尚难以评估，故高—过成熟烃源岩残余有机质丰

度是否需要恢复一直存在较大争议。 另外，一般来

说，Ⅰ型干酪根的转化率高，而Ⅲ型干酪根的转化

率则较低，高成熟度时其有机碳含量与原始的有机

碳含量几乎没有太大变化。 且参照有机碳恢复曲

线可以看出，Ⅲ型干酪根的恢复系数几乎等于 １。
由后文分析得知，此次地表和钻孔样品的有机质类

型几乎均为Ⅲ型，故本次未进行有机碳的恢复。
３．１．２　 生烃潜量

生烃潜量可以表示单位质量烃源岩的产油潜

能，更加客观和直接地体现烃源岩的生烃能力，是
衡量成油成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１９］。 研究区地

表样品和钻孔样品的生烃潜量普遍较低，分布在

０．０２～０．４１ ｍｇ ／ ｇ 之间，全部小于 ０．５ ｍｇ ／ ｇ 的有效

烃源岩下限标准。 造成这种矛盾现象的原因一方

面可能是该区断裂发育，钻孔断层经淋滤作用及地

表不同程度风化作用，本次样品受其影响可能较为

明显，且相比之下，淋滤或风化作用对生烃潜量的

影响比对 ＴＯＣ 含量的影响要大［２０］；另一方面，该
区烃源岩样品处于成熟—高成熟阶段，整体生烃潜

量较低表明目前其生烃潜力已经基本枯竭，也同时

说明该区烃源岩已经基本上经历了生烃排烃阶段，
在地质历史中曾产出过大量烃类气体，这对该区天

然气水合物的形成无疑是有利的。
３．２　 有机质类型

目前国内外确定有机质类型的方法较多，但考

虑到我国陆相源岩有机质多样性的特征，依据三类

四分法进行类型划分更为合理。 根据对研究区样品

的岩石热解参数生烃潜量（Ｓ１＋Ｓ２）、氢指数（ＩＨ）、类型

指数（Ｓ２ ／ Ｓ３）、降解率（Ｄ）等指标分类统计（表 ２），地
表灰岩大部分表现为ＩＩＩ型（腐殖型）特征，少部分

表 ２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有机质类型的岩石热解参数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中国分类
（Ｓ１＋Ｓ２） ／
（ｍｇ·ｇ－１）

ＩＨ ／
（ｍｇ·ｇ－１）

Ｓ２ ／ Ｓ３ Ｄ ／ ％

Ｉ（腐泥型） ＞２０ ＞７００ ＞２０ ＞７０

ＩＩ１（腐殖腐泥型） ６～２０ ３５０～７００ ５～２０ ３０～７０

ＩＩ２（腐泥腐殖型） ２～６ １５０～３５０ ２．５～５ １０～３０

ＩＩＩ（腐殖型） ＜２ ＜１５０ ＜２．５ ＜１０

表现为 ＩＩ２型（腐泥腐殖型）特征，地表泥岩、煤及钻

孔泥岩则均表现出 ＩＩＩ 型（腐殖型）特征。 地表灰

岩、泥岩、煤及钻孔泥岩样品的氢指数与氧指数投

点图（图２）、类型指数与Ｔｍａｘ投点图（图３）、降解率

图 ２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样品热解氢指数与氧指数关系

Ｆｉｇ．２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Ｈ ａｎｄ ＩＯ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图 ３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样品热解类型指数与 Ｔｍａｘ关系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２ ／ Ｓ３ ａｎｄ Ｔｍａｘ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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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样品热解降解率与 Ｔｍａｘ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ａｎｄ Ｔｍａｘ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与 Ｔｍａｘ 投点图（图 ４）也清楚地显示出这种特征。
当然，不同参数判定有机质类型的结果并非完全相

同，降解率与 Ｔｍａｘ投点图（图 ４）显示地表灰岩有机

质类型较混乱，并不完全表现出 ＩＩＩ 型特征，这与地

表的风化作用有一定的关系。 综合考虑到各种因

素的影响，该区地表灰岩整体上归类于 ＩＩＩ 型（腐
殖型），或至少介于 ＩＩ２ 型（腐泥腐殖型）和 ＩＩＩ 型

（腐殖型）之间。
单从野外采集的 ６ 个煤样显微组分鉴定结果

来看（表 ３），它们均不含壳质组，主要由镜质组组

成，其次为惰质组。 陈荣书总结煤岩学分类，将烃

源岩中显微组分的干酪根分为：壳质组、镜质组、惰
质组［２１］，其中，低等生源成因的藻类体和无定形物

质为Ⅰ型有机质，壳质组为典型的Ⅱ型有机质，镜
质组、惰质组则是典型的Ⅲ型有机质。 这样，可以

判断煤样整体表现为 ＩＩＩ 型（腐殖型）特征，这种判

断与热解结果基本一致。
３．３　 有机质热演化程度

根据本次样品数据，研究区地表灰岩、泥岩、煤

图 ５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
样品热解 ＩＨ与 Ｔｍａｘ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ＩＨ ａｎｄ Ｔｍａｘ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样和钻孔泥岩样的生油岩热解参数 ＩＨ与 Ｔｍａｘ投点

关系图表明（图 ５），样品有机质热演化成熟度大多

数达到了高成熟或过成熟阶段，只有少数样品的热

演化程度处于成熟阶段。
结合法国和中国的 Ｔｍａｘ指标，该区有机质绝大

多数为 ＩＩＩ 型（腐殖型），这样其对应的 Ｔｍａｘ判别结

果显示（表 ４），该区地表灰岩、泥岩、煤和钻孔泥岩

的有机质整体上处于湿气和干气阶段，局部为凝析

油和生油阶段，极少数处于未成熟阶段。
前人将不同类型有机质划分为 ５ 个阶段，即未

成熟、生油、凝析油、湿气、干气阶段［２１－２７］。 以上分

析表明，该区地表灰岩、泥岩、煤和钻孔泥岩整体上

已达到了足以产生大量烃类气体的湿气阶段和干

气阶段，能够满足研究区天然气水合物形成时所需

的气源条件。
单从露头煤样的镜质体反射率检测结果来看

表 ３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地表煤样的镜质组反射率及显微煤岩定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ｑｕａ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ｙ ｃｏａｌ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项目
煤样

ＴＴＨ－ＨＣ０６ ＴＴＨ－ＨＣ０８ ＴＴＨ－ＨＣ２３ ＴＴＨ－ＨＣ３７ ＴＴＨ－ＨＣ４７ ＴＴＨ－ＨＣ０７

显微组分
含量 ／ ％

镜质组 ７１．１ ７．５ ８７．３ ７２．９ ３．８ ６９．８
惰质组 ２２．２ ３．６ ６．４ ９．８ ２．８ ０．０
壳质组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０．０
矿物质 ６．８ ８８．９ ６．４ １７．３ ９３．４ ３０．２

Ｒｏ ／ ％ ２．５５ １．２９ ２．５０ ２．４６ １．９６ ２．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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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４　 青海南部乌丽—开心岭冻土区地表灰岩、地表泥岩、地表煤样、钻孔泥岩热解 Ｔｍａｘ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４　 Ｐｙｒｏｌｙｓｉｓ Ｔｍａｘ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ｌｉｍｅｓｔｏｎｅ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ｓ，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ｃｏａｌｓ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ｓｈａ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Ｗｕｌｉ－Ｋａｉｘｉｎｌｉｎｇ ｐｅｒｍａｆｒｏｓｔ，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Ｑｉｎｇｈａ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成熟度指标 未成熟 生油 凝析油 湿气 干气

法国生油岩（Ⅲ型）的 Ｔｍａｘ ／ ℃ ＜４３０ ４３０～４６５ ４５５～４７５ ４６５～５４０ ＞５４０
地表灰岩占比 ／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１６．６７ ５７．１４ １１．９０
地表泥岩占比 ／ ％ 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６．６７ ６０．００
钻孔泥岩占比 ／ ％ ０．００ ８．５１ １０．６４ ８５．１１ ８．５１
地表煤样占比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３．３ ６６．７

我国生油岩（Ⅲ型）的 Ｔｍａｘ ／ ℃ ＜４３２ ４３２～４６０ ４５５～４７０ ４６０～５０５ ＞５０５
地表灰岩占比 ／ ％ ０．００ ３３．３３ １６．６７ ５７．１４ １９．０５
地表泥岩占比 ／ ％ ３．３３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６．６７
钻孔泥岩占比 ／ ％ ０．００ ８．５１ ６．３８ ８０．８５ １２．７７
地表煤样占比 ／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

图 ６　 镜质体反射率 Ｒｏ与油气分布带之间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 ｒｅｆｌｅｃｔａｎｃｅ （Ｒｏ）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表 ３），其平均镜质组反射率除 １ 个为 １．２９％，１ 个

为 １．９６％外，其余均大于 ２．０％，且多数大于 ２．５％。
结合镜质组反射率 Ｒｏ与油气分带关系（图 ６），表
明该区煤样已达到过成熟阶段，即该区煤样绝大多

数处于干气带，只有少数煤样处于凝析油和湿气

带。 这一判断与热解结果基本一致。

４　 结论

乌丽—开心岭冻土区上二叠统乌丽群那益雄

组和上三叠统结扎群巴贡组烃源岩具有以下特征：
（１）钻孔样品整体有机质丰度不高，评价为中等

烃源岩，地表样品则受风化作用影响较大，相对稍差。
（２）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Ⅲ型，且成熟度较高，大多

数样品有机质演化程度达到高成熟或过成熟阶段。
（３）整体上已达到了产生大量烃类气体的湿

气阶段和干气阶段，能够满足该区天然气水合物形

成所需的气源条件。
Ｏｐｅｎ Ａｃｃｅｓｓ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ｉ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ｍｏｎｓ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Ｌｉｃｅｎｓｅ （ＣＣ－ＢＹ ４．０）
ｗｈｉｃｈ ｐｅｒｍｉｔｓ ａｎｙ ｕｓ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ｎｙ ｍｅｄｉｕｍ，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ｒｅ ｃｒｅｄｉｔ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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