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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奥陶系海相源岩中两类生烃母质* 

王飞宇(1);边立曾(2);张水昌(3);张宝民(3);梁狄刚(3) 

(1)石油大学 ,北京 102200 ,中国;(2)南京大学 ,南京 210000 ,中国;(3)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083 ,中国 

摘要： 

中上奥陶统海相源岩是塔里木盆地的主要油源岩, 高有机质丰度生油岩发育在台缘斜坡灰泥丘相之中. 中等成熟的

(等效镜质体反射率0.8%~1.3%)这类油源岩中明显存在两类生烃母质, 表现为两类不同光性有机显微组分. 一是具

明显黄色和褐黄色荧光的富氢组分, 主要为结构藻类体、 层状藻类体、 碎屑类脂体, 主要来源于浮游藻类和疑源

类; 二是不具荧光的, 光性上类似于镜质体的相对贫氢组分, 显微镜下其形态多呈条带状. 宏观化石和显微有机组分

对比分析表明, 镜状体来源于底栖叶状体植物(如较贫氢的褐藻类). 对更多的元古界和下古生界宏观藻化石的有机岩

石学分析揭示原始贫氢的有机质在前泥盆系海相源岩中广泛存在, 这是一些浅水碳酸盐岩有机质类型较差(IIB型和

III型)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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