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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辽盆地烃源岩中高分子量(C+
40)烷烃系列组成及分布特征 

冯子辉*;方伟;张居和;李振广;黄春艳;王雪; 赵秦岭; 霍秋立 

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大庆 163712 

摘要： 

利用高温气相色谱(HTGC)、高温气相色谱-质谱(HTGC-MS)技术, 结合气相色谱-同位素质谱(GC-IRMS)和有机岩

石学分析, 对松辽盆地烃源岩的氯仿抽提物及原油中烷烃, 尤其是高分子量(C+
40)烷烃组成及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 嫩江组烃源岩氯仿抽提物正烷烃分布在nC14~nC63之间, 低分子量(C -
21)、中分子量(C21-40)正烷烃

以双峰群分布为主, 且在nC30~nC37之间有高丰度的C29~C35藿烷系列化合物; 高分子量烷烃化合物以

nC45~nC47为中心呈小峰群突起, 并有丰富的异构烷烃、烷基环己烷和烷基环戊烷系列化合物; 单体烃

(nC22~nC44)碳同位素相对偏重, 源岩中的有机质显微组分类型丰富. 显示嫩江组烃源岩生源输入具有多样性, 低

等水生植物、蓝细菌以及陆生高等植物都是可能的生油母质. 青山口组烃源岩氯仿抽提物烷烃组分主要由正烷烃构

成, 最高碳数可达nC61 , 正烷烃分布以单峰型为主, 中、高分子量化合物呈连续递减趋势; C29~C35藿烷系列化合

物以及高分子量异构烷烃、烷基环己烷和烷基环戊烷系列化合物丰度相对较低; 单体烃(nC22~nC44)碳同位素相

对偏轻, 烃源岩有机质显微组分以腐泥组为主. 反映青山口组烃源岩生源输入单一, 藻类体可能是主要的生油母质. 

烃源岩中C+
40相对含量及分布在低熟-成熟阶段变化不大, 进入高成熟阶段C+

40相对含量减少、正烷烃奇偶优势降

低. 原油中C+
40相对含量主要与源岩性质有关, 并对原油黏度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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