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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质热演化过程中地层压力的作用与影响
*

王兆明，罗晓容，陈瑞银，宋海明，周　波，郑大海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　100029 ）

摘　要：压力对有机质演化的影响长期以来争论不断，共有 3 种不同意见：压力对有机质演化没有

影响，压力促进有机质的演化，压力抑制有机质的演化。通过对前人所做实验的实验设备、实验样

品及实验结果的分析对比发现：不同实验结果主要是由于不同实验条件引起的，特别是实验系统和

加压方式的不同，对实验结果影响最大，所代表的地质意义也不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当压力的

增加表现为沉积有机质受到的有效应力增加时可以促进有机质生烃；当压力的增加表现为孔隙流

体压力增加时，有机质生烃过程将受到抑制；另外，这两种情况都可能使干酪根的镜质组反射率降

低，易使人得出压力增加抑制有机质演化的结论。进一步对压力影响有机质演化的成因机制进行

了分析，发现在有机质演化的不同阶段因异常压力的增压机制不同，压力在有机质演化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作用也有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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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温度和时间是影响有机质演化的主要因素已得

到公认，压力对有机质演化的抑制作用在油气勘探

实践中也逐渐受到重视［1 ～9 ］，但是压力对有机质演

化的影响却看法不一。在沉积盆地中，压力像温度

一样自始至终都伴随着有机质的演化，因此压力对

有机质演化的影响应该是客观存在的，只是人们对

于其作用的方式、大小、条件等还不十分清楚。由于

烃源岩在盆地内演化的过程不可能直接观察，实验

室内有机质热演化的模拟实验便成为研究压力影响

有机质演化的重要手段［1 0］。前人设计了不同的实

验来研究压力对有机质演化的影响，但是他们却得

到了 3 种非常矛盾的结论：压力不影响有机质的演

化［11 ～13 ］；压力促进有机质演化［1 4 ～20 ］；压力抑制有机

质演化［21 ～28 ］。为什么对于同一个问题会得到 3 种

迥然不同的结论呢？

本文作者在对前人工作进行广泛调研的基础

上，对前人的实验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对压力影响有

机质演化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讨论。作者

认为实验结论之所以迥然不同，其主要原因在于不

同学者的实验条件有所不同，特别是加压方式不同，

其所代表的地质意义也有所差异，这可能是不同学

者针对同一问题得到不同结论的主要原因。

2　不同结论的实验
2.1　压力不影响有机质演化的实验

 Monthioux 等［11，12］采用印度尼西亚  Mahakam 三

角洲的煤为样品，其干酪根类型为  III 型，Ro≈1％，

在含水的条件下，通过金管封闭样品来进行热解。

实验压力范围 50  ～100   MPa ，加热时间24 小时。实

验结束后不同压力下有机质流体产物的质和量均无

明显变化。固体残余物在干燥器中冷却几天后进行

了碳、氢、氧元素分析及  Rock- eval 分析，结果也均无

明显变化。另外对实验的固体残余物进行索氏抽

提，分不同组分进行色谱分析，并计算  CPI 指数。结

果无论压力为 50   MPa 还是 100   MPa ，其色谱图和
 CPI 值都很相似。由此他们得出结论：压力对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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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演化不产生明显效应。
 Huang （1996 ）采用褐煤，加入海水在封闭体系

下进行实验，温度范围 250  ～450℃，压力由 50   MPa 

增加至 200   MPa ，镜质组反射率未见明显变化；因此

他认为压力对有机质的演化不起重要作用。
2.2　压力促进有机质演化的实验

 Petzoukha 等［19］为了模拟构造活动强烈地区构

造应力对有机质生烃的影响，采用三轴应力设备对

采自西西伯利亚卡拉黑（ Karachy ）湖的现代沉积物

进行了纯压力实验。其样品含有质量百分含量为
77％的粘土，质量百分含量为 21％的碳酸岩，干酪

根类型为 II型， TOC 质量百分含量为 3.7％，HI为
400 。把经抽提的样品干燥固化，放入圆柱形的容器

内，未加增压介质，在室温、35   MPa 围压和 120   MPa 

轴向压力条件下实验 3 小时，结果表明：热解峰 S2

增加，新形成的游离类脂量超过原样中丰度的4 倍，

游离类脂中烃类的量超过原样中的 12 倍，与未加压

的样品相比，新形成的可溶有机质具有很高的甾烷

和藿烷分布，这证明机械能在有机质向烃类转化过

程中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对受压后的粘土矿物进行

分析，发现四面体内 Al3 ＋代替 Si4 ＋的类质同相变

化，增加了整个层的电荷，证明机械能还增加了粘土

矿物的催化活性。

解启来等［20］采集准噶尔盆地盆4 井4 003   m 处

中侏罗统头屯河组（J2 t）中的泥岩样品，其 T  m ax 为
435℃，HI为 584 ，Ro 为 0.58％，干酪根类型为 I2 型

的。将这些样品置入高温高压半封闭体系中，选择

压力为 73.6   MPa 和 196.1   MPa ，实验温度为 300℃

和400℃。50 小时后收集排出体系之外的产物为排

出烃，实验后的岩样经氯仿沥青抽提所得的油状物

为残留烃，排出烃和残留烃之和为样品的产油量。

其结果表明压力对产油率的影响很明显，300℃时，

随压力增加，产油率由 1.35   m 3 /t
岩石增至 1.45 m 3 /

t
岩石，增加很少，表明干酪根还未大量降解；400℃时

随压力的增加，产油率由2.98   m 3 /t
岩石增至5.14 m 3 /

t
岩石，增加明显，表明此时干酪根已大量降解生油。

这说明高压能促进干酪根的降解，从而提高了液态

烃的产率。
2.3　压力抑制有机质演化的实验

 Price 等［24］设计了不同压力条件下封闭体系内

的含水热解实验。其采用样品为 II型含硫有机质，

实验时加入占样品量11.3％的蒸馏水，并以氦气为

介质，热解时间为 30 天。结果表明，在 287℃时，当

流体压力从3.1   MPa 增加到96.5   MPa ，所产生的气

体、汽油烃及饱和烃的质量大大减少，岩样抽提物中
 C15  －和  C15  ＋芳烃分别从 2.8 、22.3   m g / g 下降至
1.25 、5.49   m g / g ；沥青质从 52.8   m g / g 下降至 32.8 

 m g / g 。经索氏抽提的残余岩石的热解烃 S2 却大大

增加。压力为 3.1   MPa 的条件下，生成的产物中
 C8 ＋烃气相色谱图与成熟的石油相似；而压力为
96.5   MPa 时，生成产物则有许多不成熟的特征。在
350℃实验体系进入烃热裂解阶段，产物中的  C5 ＋

从 333℃的 160   m g / g 减少到350℃的31   m g / g ，但随

压力由11.9   MPa 增至107.7   MPa ，产物中  C5 ＋组分

又增加至 83   m g / g ， C1 ～ C4 烃从占产物的 58％减少

至 16.9％，而  C5 ＋的百分比增加，表明压力升高抑

制了石油的裂解。

姜峰等［26，27］用  YJ-3000 吨压力机对含有不成熟

有机质的泥炭进行了实验。样品密封于金属铜管

中，并加入适量的水，传压介质为 450℃熔烧的叶蜡

石，温度分别为 200℃和 400℃，压力分别为 100 、
500 、1 000 、1 500 、2 000   MPa 。实验结果表明，当压

力增加时，总体上 Ro、 Pr / P h 、∑n C21  －/∑n C22  ＋

减小，而  OEP 值却增加，认为压力抑制了有机质的

热演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验加压到 100 

 MPa 时这 4 个参数均与总趋势呈相反的变化，表现

出Ro、 Pr / P h 、∑n C21  － /∑n C22  ＋增加，而  OEP 值

呈减小的特征，这反映出在压力小于 100   MPa 时压

力促进了有机质的演化，而不能仅仅从开始加压时

压力对有机质颗粒的压实作用导致了样品的密度增

加来解释。

3　实验条件及结果的分析

为什么不同学者进行的模拟实验得出3 种不同

的结论呢？本文作者认为这主要跟他们各自不同的

实验条件有关，其中包括：实验的样品、实验的系统、

实验的加压方式等因素。
3.1　实验样品的类型

前人在实验中所选取的样品主要有木料、褐藻、

分离的纯干酪根、煤、现代沉积物、露头或取芯的全

岩样品。从物质组成上讲，全岩更接近天然体

系［29，30］，还可以同时考虑到其它地质因素的作用，

如沉积物中粘土矿物等催化剂在压力作用下对有机

质演化的影响。因此用全岩或现代沉积物所进行的

实验更具有代表性。
3.2　实验系统

前人的实验表明，实验系统对实验结果的影响

较大。进行高温高压有机质生烃演化的实验系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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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可分为封闭系统、半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所谓

开放系统是指所研究的部分与环境之间有物质与能

量的交换。地质体就是典型的开放体系［31，32］。模

拟实验中采用黄金管的实验属于封闭体系，用压力

机进行的压实热解实验则是半开放系统。而在有水

的条件下，实际盆地中烃源岩内的流体往往可在受

限制的条件下与周围地层进行流体和能量的交换；

当异常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还会使烃源岩形成许多

水动力裂缝，造成烃类等流体以混相向外涌流，流体

压力降低［3 3］，因此实际地质体可以是开放系统或是

半开放系统。另外，根据实验过程中加水量可将前

人的实验分为干燥体系、水不饱和体系、水饱和体系

及水过饱和体系。考虑到烃源岩内有机质的演化是

在地层水参与下进行的，因此模拟实验中采用半封

闭或开放的含水体系更符合地质条件［31］。
3.3　实验的加压方式

模拟实验的加压方式对实验结果起着决定性的

作用，实验体系也是因为对样品施加了不同的压力

而影响了实验结果。模拟实验的加压方式主要有 2

种，一种是通过介质（水或气体等）增压，模拟孔隙

压力增加；另外一种是直接用压力机从垂向或侧向

加压，这主要模拟了有效应力增加的情况。由于盆

地内地层所承受的上覆负荷由孔隙流体及骨架颗粒

共同承担［34 ～36 ］：
 S ＝ P  ＋ σ

　　其中 S 为上覆负荷，P 为地层压力，σ为有效

应力。

因此，对于开放体系，由于流体可以自由排出，

上覆负荷的增加由骨架颗粒承担，将导致有效应力

增加；而对于封闭体系，由于流体不能及时排出，上

覆负荷则多由孔隙流体承担，导致流体压力的增加。
 Petzoukha ［19］、 Lafargue ［37］采用轴向增压装置，

解启来等［11］、周中毅等［38］采用半封闭系统，均模拟

了有效应力增加情况下对有机质生烃的影响，他们

的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压力的增加使样品受到的有

效应力增加时，那么压力会促进有机质的生烃，提高

有机质的生烃率。如  Petzoukhar ［19］的实验中当在
35   MPa 围压和 120   MPa 轴向压力条件下实验 3 小

时后，新形成的游离类脂量超过原样中丰度的4 倍，

游离类脂中烃类的量超过原样中的 12 倍； Lafar-

 gue ［37］在温度 130℃条件下实验 72 小时，在施加轴

向压力为 50   MPa 时排出烃量为 1.7   m g / g ；当施加

轴向压力增加到200   MPa ，排出烃量增加到 3.0   m g / 

g，解启来和周中毅的实验也表明压力增加时，样品

的产烃率明显增加。
 Price ［24］的实验是在封闭体系含水条件下，通过

氦气作为介质增压；姜峰的实验也是在封闭含水体

系下，用叶蜡石为传压介质，因此他们的实验模拟了

孔隙流体压力增加的情况下，也就是在有效应力降

低条件下压力对有机质演化的效应。 Price 的实验

结果表明孔隙流体压力的增加降低了有机质的生烃

率，而姜峰的实验则表明孔隙流体压力降低了镜质

组反射率等。 Dalla   Torre 等［39］在斯坦福大学采用

封闭体系，将样品在氩气环境中封入铂金仓中，然后

在外面加压，并分别考虑了加水和不加水的条件，模

拟了流体压力增加的情况。其压力范围介于 50  ～
200   MPa ，温度 200  ～350℃，反应时间分别为 2 天、4

天、7 天，结果表明压力的增加降低了样品的镜质组

反射率，而且在含水条件下压力的抑制作用更强烈。

据此提出了在压力—温度—时间条件下的镜质组反

射率变化的动力学模型：

Ro（％） ＝k
2
P－m tn exp （－

E
RT） （2）

其中 k
2 ＝195.195  ×10 5  Pa / s ，P 为压力，t为时间，m

＝0.131 ，n ＝0.0714 ，E ＝24.99   kg / m  ol 。

通过对不同学者实验的分析认为：压力对有机

质演化的影响不容忽视。实验的样品类型对实验结

果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影响有机质

演化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实验的加压方式，不同的实

验系统其实质也体现了加压方式的不同。直接作用

于沉积有机质上压力的增加也就是沉积地层有效应

力的增加，会促进有机质向烃类的转化，提高有机质

的生烃率；而地层中流体压力的增加会抑制有机质

向烃类的转化。但这两种情况均可能降低有机质的

镜质组反射率，使其表现出压力对有机质演化的抑

制作用。

4　讨　论
4.1　压力对有机质演化影响的成因分析

有效应力增加可促进有机质演化其主要原因是

直接作用于岩石颗粒上的有效应力的增加可对固态

有机质产生一定的破碎作用，使得参加反应的有机

质的表面积增加，从而促进有机质生烃。另外根据
 Petzoukha ［1 9］的实验，有效应力的增加还可以增加粘

土矿物的催化活性从而促进有机质生烃。流体压力

增加抑制有机质演化主要是由于地层中流体压力的

增加限制了生成烃类的排出，导致烃源岩内的烃类

的浓度增加，根据吕·查德里（ Le   Chatelier ）定律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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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反应物的浓度可以降低反应的速度。这可能是一

种超压抑制液态烃类向气态烃类转化的一个重要因

素。另外异常高流体压力可以增大烃类裂解的活化

能［40］。 Dom  ine 等［41］根据己烷热解实验从物理化学

原理上对高压抑制效应作了分析，200℃以上，己烷

热解的活化能在相同温度下随压力加大而增加，其

裂解速率也因此减慢。因为：

5
lnk

5
( )

p T
＝－ΔV

RT ]
 Ep  ＝ Eo  ＋ ΔV＃（ P  －  Po ）（3）

ΔV＃为活化能体积，己烷热解为体积增大反应，所以

ΔV＃为正值，有机质演化中的烃类裂解与此类似，是

一个体积急剧增加的过程。因而容易形成异常高的

压力，使烃类裂解的活化能增高，从而使裂解速率降

低，表现出高压对有机质演化的抑制作用。
4.2　沉积盆地中异常压力的成因机制及其对有机

质演化的影响

在沉积盆地中，地层中异常高压也有不同的增

压机制。因此对有机质演化的影响也可能有很大的

差异。

流体压力产生的机制有很多种［42］。定量的分

析结果表明［43 ～46 ］烃源岩等低渗透地层中比较重要

的增压机制有：泥质沉积物的压实作用、构造应力的

挤压作用、有机质裂解所产生的孔隙流体体积的剧

烈膨胀［47］。在泥质沉积物压实作用的早期，岩石颗

粒因转动、滑动、破碎等机械成岩作用而不断压实，

颗粒间的支撑能力增加以抵抗上覆负荷，此时作用

于沉积有机质上的有效应力增加，因此压力的作用

会促进有机质的生烃，而随着压实作用的继续进行，

一部分的上覆负荷将由流体来承担，沉积有机质的

有效应力将降低，此时异常流体压力的增加将抑制

有机质的生烃。

有机质裂解被认为是烃源岩中异常压力产生的

重要机制，但是在有机质演化的初期，干酪根以生油

为主， Mudford 等［48］定量地模拟了有机质成熟作用

在异常压力演化中的作用，结果表明：有机质从固态

变为液态时所增加的孔隙流体体积对异常压力的作

用微乎其微。 Luo 等［49］的定量模拟结果表明：当沉

积物中有机质含量少于 5％ m g / m  g 时，仅仅由固态

干酪根转变为液态烃类，这种机制的作用十分微小；

但若有机质裂解成气，则较少的有机质含量

（＜0.5％ m g / m  g ）也可能造成明显的异常压力。因

此这种机制只有在有机质演化的后期生气阶段才能

显示出明显的抑制作用。

构造应力的作用也是异常压力产生的一种重要

机制［50，5 1］，特别是对于构造运动强烈的地区，如前

陆盆地或造山带。构造应力的作用相当于一种侧向

的压实作用，沉积有机质叠加了构造应力的作用，其

有效应力就会增加，同样会促进有机质的生烃。刘

文汇［52，53］注意到构造应力对有机质演化的作用，称

之为“力化学”作用，他认为：水平挤压造成的机械

能无疑为有机质的化学反应提供了重要的能量来

源，并由于机械能的参与，直接发生大分子有机质的

降解。

因此，在沉积盆地中，不同的增压机制对有机质

演化的影响是不同的，而且相同的增压机制对有机

质演化的影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具有阶段性

的特点。
4.3　随埋藏深度增加压力对有机质演化的阶段作用

我国学者在早期的实验中曾注意到，在温度和

压力不太高的情况下，压力可促有机质生烃，如黄健

全等［17］对长兴灰岩和油页岩的高温高压模拟实验

表明：在中等温度下高压可能有助于液态烃的生成。

杨天宇［16］通过实验发现在实验的初期，随压力增加
CO 2 的含量也增加，他认为压力的增加能促进干酪

根热解生油，抑制了油的裂解，因为干酪根分解可产

生CO
2，而油裂解所产生的 CO

2 则很少。解启来

等［20］的实验中也可以看出压力促进了有机质的降

解生油。周中毅等［3 8］采用泥岩、灰岩或油页岩，在

半封闭系统下进行实验。300℃下，3 种岩样随压力

的增加其产油率均增加，产气率下降，干酪根镜质组

反射率介于 0.8％  ～1.5％；400℃时，在压力较小的

情况下，压力由常压升至73.6   MPa 时，岩样产油率

增加，产气率降低。而当压力由73.6   MPa 升至较高

压力 196.1   MPa 时，下马岭页岩和长兴灰岩产油率

和产气率均下降。以上这些学者的实验都反映出压

力对有机质的演化的影响不是一成不变的，可能具

有阶段性的特征。

在有机质演化的早期阶段，促使有机质演化最

活跃的因素是热催化作用。粘土矿物对有机质热解

生烃具有重要的催化作用［54，55］，它可以降低有机质

的成熟温度并促进石油的生成。雷怀彦等［55］认为，

泥岩中含量最多的 3 种矿物蒙脱石、高岭石、伊利石

中，以蒙脱石对干酪根降解生烃的催化作用最

强［29］，能使产烃率提高 2 ～3 倍，并使热解温度降低
50℃。 Colton   Bradley ［56］认为，由差异压实作用引起

的超压使蒙脱石向伊利石的转化得到抑制，使得超

压地层中蒙脱石的含量大于常压地层中的蒙脱石含

量，蒙脱石对干酪根的吸附和催化作用更加明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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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促进有机质的演化。特别是在有流体参加的情况

下，刘洛夫等［54］通过实验认为，在有水介质存在时，

矿基质盐类也表现出明显的催化作用，而且蒙脱石

的催化作用还因为水介质的存在而得到加强。另外

根据刘文汇等［5 2］通过野外考察和室内模拟实验认

为：构造运动形成的机械力作用于有机质使其发生

裂解，同时加速缩聚作用发生以及使矿物晶格发生

变形从而提高催化活性，这种“力化学”作用强度最

高的阶段相对应深度大致在 1 500  ～3 000   m ，随埋

藏加深，温度相应增大，有机质的“力化学”作用随

之降低。因而在有机质演化的早期阶段地层有效应

力的增加还从增加催化剂的数量和催化剂的活性上

促进了有机质向烃类转化［57］。

当沉积物埋藏深度超过 3 500   m 以后，地温达

到180℃以上，进入成岩作用的变生阶段，此时地温

超过了烃类物质的临界温度，先前生成的液态烃类

发生  C  － C 链断裂，包括碳环的开环和破裂，液态烃

急剧减少，气态烃大量增加［58］，此时反应产物的体

积急剧增加，这也是该阶段最主要的增压机制。据
 Surdam 等［59］的研究表明由于生气作用引起的超压

系统则使粘土矿物的转化增强，蒙脱石大量转化成

伊利石，虽然伊利石对有机质转化也起催化作用但

是其作用不如蒙脱石明显，而且在这个阶段粘土矿

物的催化作用不是促进有机质演化的主要因素，其

主要影响因素是温度的作用，此时异常高压将对有

机质的演化起负面的影响。

沉积盆地中，超压一般都发育在盆地的深部，因

此超压较多的表现出对有机质演化的抑制作用。如

莺歌海盆地深部的超高压系统［60］，正常压力下的有

机质演化 Ro值都达到 2.4％，进入了深部高温生气

阶段，因而所表现出来的都是高压抑制了液态烃向

气态烃的转化。
4.4　镜质组反射率代表的有机质成熟度可能被抑制

镜质组反射率（Ro）目前被认为是研究干酪根

热演化和成熟度的最佳参数之一［58］。值得注意的

是，解启来等［2 0］、周中毅等［38］的实验中样品的产烃

率增加了，但是表征有机质成熟度的镜质组反射率

却降低。这似乎表明，在有高压存在的情况下，镜质

组反射率不能够很好的反映有机质的成熟度。这是

因为：镜质组是一种富氧的组分，镜质组分与类脂组

相比对生油的贡献不大，而一些非常倾向于生油的

源岩缺乏或含很少镜质组，大量的油型显微组分或

沥青的存在常常会使镜质组反射率随成熟度的正常

变化而变得迟缓［61］。而且有机质热演化和生烃作

用是由一系列平行而连续的反应构成，镜质组作为

大多数源岩中干酪根显微组分的较小部分，其成熟

作用和由此决定的反射率变化不足以反映超压环境

有机质热演化的各个方面［28］。在超压发育地区，镜

质组反射率所代表的有机质的成熟度将受到抑制，

但有机质的生烃率却可能增加，因而不能很好地反

映有机质的成熟度，这在异常高压地区烃源岩的评

价中应引起重视。

5　结论与认识

在对前人所作实验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并考虑

沉积盆地中超压的成因机制，以及有机质演化过程

中的多种因素，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压力和温度始终伴随着沉积有机质的演

化，因此压力和温度同时都会对有机质的演化产生

重要的影响。当沉积有机质受到的有效应力增加

时，压力会促进有机质的生烃；而当孔隙流体压力增

加时，压力会抑制有机质的生烃作用。

（2）不同增压机制以及相同机制的不同阶段对

有机质生烃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压实作用的早期

阶段以及由于构造应力作用形成的高压，压力的增

加同时会增加地层的有效应力，因此会促进有机质

的生烃。而压实作用的后期阶段，进入欠压实阶段

以及由于有机质裂解体积膨胀而造成的超压，则会

抑制有机质的生烃。

（3）沉积盆地中压力对有机质的演化具有阶段

性的特点：在有机质演化的早期阶段，由于压力的增

加主要增加了地层的有效应力，因而可以从促进大

分子烃裂解以及增加粘土矿物的催化剂数量和催化

活性上促进有机质的生烃；而在有机质演化的生气

阶段，异常压力的产生往往会抑制液态烃的裂解，降

低液态烃向气态烃的转化。

（4）在异常高压发育以及构造运动强烈的地

区，干酪根的镜质组反射率所表征的有机质的成熟

度可能会受到抑制。因此不能完全代表有机质的演

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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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ffects  and   Influ ences  of  Pore   Pressures  on 

 Organic   M atter ’ s  M atu ratio n 

 W ANG  Zhao- m in g ， LUO  Xia o- rong ， CHEN  Rui- yin ，
 SONG  Hai- m in g ， ZHOU  Bo ， ZHENG  Da- hai 

（ Institute of Geology  and   Geophysics  of  Chines  e  Academ  y of Science ， Bei jing 100029 ， China ）

 Abstract ： Three  contradictive  conclusionson  the  effec  tofpore pressures  on  organic m atter ＇ s m atura  tion （ OMM ）
 have  been  obtained  from  previous experim enta  lstudies ： pore pressures  m ay  play  a posit ive ， nulland  negative  role 

 on  organic m atter ＇ s m aturation.  After  system  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boutthis sub je ct， the  authors found  that 

 these  contradictive  conclusions  probably  re  sulted  from  different experim ent conditions ， especially  the  equipm ents ＇ 

 structures  and “ pressure ”  loaded  on  sam  ples.  After  an  analysis of  the  m ec  hanism  s of  the  effects of  pressures  on 

 OMM ， itis denoted  that  when  the  increase  of “ pressure ”  on  the  sam  ples  is the  increase  of  effective  str  ess ， the 

 stress  acts directly on  solid   OM  and  the  m atura  ting  rate willbe  accelerated.  On the   Contrary ， ifincreasing “ pres-

 sure ” acts on  pore fluid  to  augm  ent pore pressure ， then  the  m aturating  rate  will be  decelerated.  It is previously 

 proved  thatthe  vitrinite  reflectivity  corre  sponding  to  the   OM  appears relatively  lower  in  these  experim ents of  both 

 types ofcases.  In actualbasins ， the  effectofoverpressures  on   OMM m ust be  so  di  fferentthatthe  overpressuring  oc-

 curs underground  with  differentm echanism  s a  tdifferent burialdepths and  sedim entary env  ironm ents.

 Key  w ords ： Rock  pressure ； Effective  stress ； Fluid  pressure ； Organic  m atter  evolution ； Hydrocarbon  genera-

 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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