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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盆地保定凹陷早熟低熟油特征及成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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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河北任丘　０６２５５２）

摘要：早熟低熟油是生烃活化能低的特定有机母质在低温早熟条件［镜质体反射率（犚ｏ）为０３％～０６％，地温为６０～１００℃］下生
成的石油，较未成熟油的成熟度高、油质好，易于形成商业油藏及自然工业产能。这类石油在中国发现早，但其成烃机制和成藏潜
力并未被充分认识。近年来，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对早熟低熟油进行了探索并在冀中坳陷保定凹陷中—浅层东
营组钻获高产油流和规模效益储量，突破了传统认知。对保定凹陷原油和烃源岩开展的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储层含烃包裹体分析
和生／排烃热模拟实验等成烃机制研究揭示，沙河街组一段下亚段有机质富集层中的低活化能菌藻类和可溶有机质在成岩晚期的强
还原咸化水体、高地温场演化环境下，经生化作用、低温热催化作用生成了大量的早熟低熟油，产油量达１９０ｍｇ／ｇ，排油量达８６ｍｇ／ｇ；
生油量和排油量分别占干酪根生油高峰阶段（犚ｏ为０８％～１３％，地温＞１２０℃）生油量和排油量的４６４％和３７３％，这为早熟低熟
油藏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油源。早期生成的石油经通源断裂网络和砂体输导，完成了从源到藏的运聚过程，呈现出近源富集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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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熟低熟油是烃源岩中的有机质（主要是可溶有
机质和藻类生物类脂物等）在成岩演化阶段达到干酪
根晚期热降解生烃门限之前所生成的石油，通常以镜
质体反射率（犚ｏ）＜０６％标定。这类石油很早就被国
内外学者关注和研究［１３］，王铁冠等［４］、刘立峰等［５］和
饶松等［６］将这种生烃活化能低的特定有机母质所生成
的烃称为“低温早熟生成油气”；黄第藩等［７］、宋一涛
等［８］、张林晔等［９］、秦建中［１０］和姚亚明等［１１］将其归纳
为可溶有机质、脂肪酸、树脂体、藻类生物类脂物、细菌
作用、木栓质体和富硫干酪根７种成因的“早期生烃”
模式。由于受干酪根晚期热降解生油理论和勘探程度
限制，早熟低熟油的成烃机制和成藏潜力并未被充分
认识。例如，在原油分类和油窗划分时，仍依据干酪根
晚期热降解生油门限的热应力参数［犚ｏ、时温指
数（ＴＴＩ）等］来划分，而不是依据石油生成或转化参
数［氯仿沥青“Ａ”含量、总烃含量（ＨＣ）、游离烃量（犛１）、
氯仿沥青“Ａ”含量与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的比值、
ＨＣ／ＴＯＣ比值、烃指数（犛１／ＴＯＣ）等］来划分，并将这
类具有成熟原油性质的商业石油称为“未成熟油”“未
成熟—低成熟油”，甚至将其划归于成熟原油运移增溶
作用裹挟的污染油［１２１４］，或成熟原油与未成熟原油的
混源油［１５１７］，没有充分认识到特定的有机质在低温早
熟条件下独立形成商业油气这一客观存在。在进行成
藏潜力评价时，多认为这类油的生成量有限、成藏规模
不大、油品稠且产量低，未引起产业界足够重视。近年
来，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加强了对
这一类油藏的探索，在冀中坳陷保定凹陷钻探取得了
重大发现，在ＢＱ１Ｘ井埋深１７７００～１７９５８ｍ的东
营组获得了日产百立方米的高产早熟低熟油流，并落
实了亿吨级的规模效益储量，突破了传统认知。笔者
通过对保定凹陷及毗邻的饶阳凹陷蠡县斜坡的原油和
烃源岩进行系统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储油层流体包裹
体分析和生／排烃热模拟实验，对早熟低熟油的特征、
成烃机制及富集规律开展了研究，以期为今后保定凹
陷乃至冀中坳陷中—浅层早熟低熟油领域的勘探决策
提供依据。

１　地质背景
保定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冀中坳陷中西部，展布

在太行山隆起与高阳低凸起之间，其南北两端受无极
北断裂和黑龙口断裂两条横向大断裂制约，整体呈
ＮＥ向，面积约为４０００ｋｍ２，基底最大埋深达７６００ｍ。

依据基岩隆升幅度、沉积岩厚度和主要断裂的分布，保
定凹陷自西向东可划分为保北—保南洼槽、中央断垒
带和淀南洼槽３个次级构造单元［图１（ａ）］。垂向上
可划分为下、中、上３套大的构造层系［图１（ｂ）］：下构
造层的主体在保北—保南洼槽，发育厚度为５０００余
米的古新统—始新统孔店组—沙河街组二段（沙二段）
山前河湖相沉积，至中央断垒带和淀南洼槽，地层厚度
减薄为７５０～１０００ｍ；中构造层总体为不对称的“一隆
两洼”地质结构，中央断垒带的地层厚度小于１１００ｍ，
发育厚度为１００～１６５０ｍ的渐新统沙河街组一段（沙
一段）—东营组湖相—河流相沉积，其中，沙一段下亚
段烃源岩的厚度为５０～２００ｍ；上构造层整体为东倾
的坳陷结构，受高阳断层、耿家桥断层分割和控制，发
育厚度为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ｍ的新近系和第四系河流相沉
积，与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分别经历了相对独立的构造
演化和沉积埋藏过程。主要的生储盖组合包括元古
宇碳酸盐岩储集体与古近系源岩构成的新生古储组
合、古近系自生自储组合和新近系下生上储组合［１８］。
　　２００９年之前，油公司在保定凹陷进行了数十年的
勘探，但一直没有突破工业油流关。制约勘探进程的
重要因素是没有找到有效的烃源岩。钻井揭示，孔店
组和沙河街组三段（沙三段）２套河湖相沉积虽然埋深
在３５００～６０００ｍ，但其暗色泥岩的占比小于１２％，
ＴＯＣ含量大多小于０５％，生烃潜量（犛１＋犛２）为０１～
１０ｍｇ／ｇ，为差—非烃源岩。沙一段下亚段的暗色泥
岩和油页岩虽然有机质丰度高、类型好，但埋深大多在
２５００ｍ以浅、温度低于１００℃，按照干酪根晚期热降
解成烃模式及其生油门限标准，被划归为未成熟烃源
岩［１０，１９］。油源潜力不明，油气勘探几度陷入停滞。
２００９年，油公司加强饶阳凹陷蠡县斜坡高阳油田

的“扩边外甩”勘探工作，在保定凹陷淀南洼槽部署钻
探了Ｇ６４Ｘ井，在未成熟烃源岩区揭露到工业油流。
随后１０年间，在保定凹陷淀南洼槽又陆续钻获工业油
流井４口，虽然储量规模较小，但与在蠡县斜坡主体揭
露的油藏原油的地球化学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这预示
着保定凹陷存在油源层。
２０２１年，油公司在保定凹陷淀南洼槽部署实施了

ＧＢ１Ｘ井、Ｇ５８井等钻井，对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重新
进行了有机地球化学测试，进一步查明埋深在２１１８ｍ
以浅的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已经大量生烃、排烃，其烃
类抽提物与在该地区已揭示的原油生物标志物有良好
的亲缘关系。由此认识到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的成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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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保定凹陷—饶阳凹陷蠡县斜坡构造单元划分及地质结构剖面
犉犻犵．１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狌狀犻狋狊犪狀犱犵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狊犲犮狋犻狅狀犳狉狅犿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狋狅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机制与传统的干酪根晚期热降解的成烃模式不完全相
同，并据此构建了富有机质藻烃源岩“早期成烃、多期
成烃”模式。早熟低熟油的生油门限深度较传统的干
酪根生油门限深度浅５００～１０００ｍ，有效烃源岩区面
积扩大了１０００～１５００ｋｍ２。采用多种资源评价方法

预测，研究区内早熟低熟油的资源量较大，中央断垒带
的中—浅层是有利勘探目标区。基于新认识的指导，
先后部署钻探了Ｇ７７Ｘ井、ＢＱ１Ｘ井、ＢＱ６井等钻井，
实现了早熟低熟油勘探的重大发现，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连
续新增亿吨级规模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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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样品采集与测试
样品主要采自保定凹陷耿家桥地区和饶阳凹陷蠡县

斜坡东营组至沙一段中—浅层，其中，１４口井采集到１７
件原油样品，４口井采集到１０件泥页岩（岩心）样品，２口
井采集到１０件储（油）层包裹体样品；此外，还收集了以往
７４口井的原油样品、２１口井的３０１件烃源岩样品和１组
未成熟源岩生／排烃热模拟实验的测试结果。

采用日本产的棒状薄层色谱仪（型号为ＩＡＴＲＯＳＣＡＮ
ＭＫ６Ｓ）对原油和岩样的氯仿沥青抽提物进行族组分
定量分析，选用Ａｃｃｅｌｅｓｅｐ型石油组分快速分离系统
进行组分分离，并将非极性组分上机测试。采用美国
产的Ａｇｉｌｅｎｔ８８９０型气相色谱仪开展生物标志化合物
测试与分析。采用ＴＲＡＣＥ１３００ＩＳＱ型单四级杆色谱
质谱分析仪进行色谱质谱分析。色谱柱为ＨＰ５ＭＳ型
弹性石英毛细管色谱柱（长度、内径和膜厚分别为３０ｍ、
０．２５ｍｍ和０．２５μｍ）；升温程序：起始温度为８０℃，以
８℃／ｍｉｎ的升温速度升至１６０℃，然后以２８℃／ｍｉｎ的

升温速度升至３１０℃，恒温１５ｍｉｎ。色谱质谱接口温度
为２８０℃，采用多离子检测，电子轰击电离源（ＥＩ），电离能
量为７０ｅＶ。样品的抽提、分离与测试分析全部在中国石
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地质实验中心完成。

未成熟烃源岩的生／排烃热模拟实验样品采自饶
阳凹陷Ｘ１５井埋深在１３１１１４ｍ处的沙一段下亚段深
灰色纹层状泥页岩岩心，其有机地球化学特征见表１。
生／排烃模拟实验采用原样高压釜低温加水热模拟法，
实验仪器选用大连自控设备厂生产的ＧＣＦ０２５Ｌ型
反应釜，采用ＸＭＴ１３１型温控仪。模拟温度点分别
为１７５℃、２００℃、２２５℃、２５０℃、２７５℃、３００℃、３２５℃（恒
温２４ｈ）和３２５℃（恒温７２ｈ）共计８个温度点。样品用
量为７０～８０ｇ，样品颗粒的粒径为２５～１０ｍｍ，加水
量为原样品重量的２０％，加温７２ｈ，釜内最大压力为
１９６ＭＰａ。对每个温度点的热解烃、排出烃和残留烃
进行收集并上机测试，测试仪器和实验条件同上。对
残样分别进行了岩石热解、ＴＯＣ含量、犚ｏ和干酪根组
成等分析。

表１　犡１５井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生／排烃热模拟实验样品的地球化学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犪犿狆犾犲犳狉狅犿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犻狀犠犲犾犾犡１５犳狅狉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犲狓狆狌犾狊犻狅狀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
ＴＯＣ／
％

还原硫／
％

氯仿沥青
“Ａ”／％

（犛１＋犛２）／
（ｍｇ／ｇ）

ＨＩ／
（ｍｇ／ｇ）

犜ｍａｘ／
℃

犚ｏ／
％

Ｃ２９甾烷２０Ｓ／
（２０Ｓ＋２０Ｒ）

干酪根
类型

菌解无定形体／％
结构藻菌解Ａ菌解Ｂ菌解Ｄ

３４２ ２５１ ０３６４５ ２５６３ ６９９ ４２２ ０３４ ０１１５ Ⅱ１ ６ ４６ ２９ １９
　　　注：ＴＯＣ—总有机碳；犛１＋犛２—生烃潜量；ＨＩ—氢指数；犜ｍａｘ—最高热解峰温；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储（油）层包裹体的测试包括：采用ＮｉｋｏｎＥ４００型
双通道荧光显微镜对烃类包裹体进行荧光显微观察；
采用Ｌｕｃｉｃ型微束（≥２μｍ）荧光光谱分析仪对油包裹
体的荧光光谱特征进行测定；采用英国ＴＨＭＳ６００Ｇ
型冷热台对流体包裹体的温度进行测定。包裹体的薄
片制作和测试分别在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流体包裹
体地球化学实验室和长江大学地球科学学院实验中心
完成。

３　早熟低熟油的地球化学特征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在“十四

五”（２０２１—２０２５年）规划期间加强了低熟油领域的
研究。原油类型和油品的研究结果表明，早熟低熟
油较未成熟油的成熟度高、油质好（表２），易于形成
商业油藏及自然工业产能。冀中坳陷已揭露的早熟
低熟油主要分布在坳陷的中南部，其中，保定凹陷和

表２　原油类型、油质及成熟度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狋狔狆犲，狇狌犪犾犻狋狔犪狀犱犿犪狋狌狉犻狋狔

成因 类型 油质 密度／
（ｇ／ｃｍ３）

黏度／
（ｍＰａ·ｓ）

（胶质＋沥
青质）／％

αααＣ２９甾烷２０Ｓ／
（２０Ｓ＋２０Ｒ）

αββＣ２９甾烷
ββ／（ββ＋αα）∑ｉＣ

／∑ｎＣＰｈ／ｎＣ１８ 代表油田（藏）
开采动用程度

非干酪根
降解

未成熟油超重油 ＞０９７ ＞３０００ ＞８０ ００５～０１５ ０１０～０１５１０～５０１０～４０
晋县凹陷南固庄地区、巴彦
淖尔凹陷纳林湖地区

松５井、南宫凹陷临４井等，
未开发动用

早熟油 重质油０９１～０９４５００～１０００５０～７５ ０２０～０３０ ０２０～０３００８～２９　８～３０
保定凹陷耿家桥地区、东营
凹陷八面河地区、辽西凹陷
高升地区等，已开发动用

干酪根
降解

低熟油 中质油０８６～０９０１５～１５０ ２３～４９ ０２５～０３５ ０２５～０３８０１～０４ ２～５ 饶阳凹陷高阳地区、西柳
地区等，已开发动用

成熟、
高成熟油

中质—
轻质油 ＜０８６ ＜５０ ＜３０ ０４０～０５５ ０４０～０７５ ＜０１ １～２

饶阳凹陷肃宁—大王庄地区、
霸县凹陷岔河集地区、?
州地区等，已开发动用

　　注：ΣｉＣ／ΣｎＣ—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烷烃比值；Ｐｈ—植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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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阳凹陷蠡县斜坡的东营组—沙一段储量规模最大。
原油的物理性质、族组成及地球化学特征呈现出明显
的差异。
３１　原油的物理性质

保定凹陷和饶阳凹陷蠡县斜坡的东营组—沙一段
早熟低熟原油的物理性质如表３所示。保定凹陷耿家

桥构造带的原油密度为０９１４～０９３０ｇ／ｃｍ３，黏度为
５１３～１５０２ｍＰａ·ｓ，胶质＋沥青质的含量为４６％～
６１％，初馏点为１２３～２０７℃，多为重质油；饶阳凹陷蠡
县斜坡高阳油田的原油密度为０８６５～０９０６ｇ／ｃｍ３，
黏度为４２～４２９ｍＰａ·ｓ，胶质＋沥青质的含量为２３％～
４９％，初馏点为９６～１５０℃，多为中质油（图２）。

表３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原油的物性对比
犜犪犫犾犲３　犘犺狔狊犻犮犪犾狆狉狅狆犲狉狋狔犮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犫犲狋狑犲犲狀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狊犳狉狅犿犌犲狀犵犼犻犪狇犻犪狅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犻狀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犪狀犱

狋犺狅狊犲犳狉狅犿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犻狀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区带 井号 深度／ｍ 层位 密度／

（ｇ／ｃｍ３）
黏度／
（ｍＰａ·ｓ）

凝固点／
℃

初镏点／
℃

含蜡量／
％

含硫量／
％

（沥青质＋
胶质）／％

Ｇ７７Ｘ １８９２０～１８９８０ 东营组 ０９２３６ ７７６ ２２ １３７ ６４０ ０６７ ５１７５
Ｇ７７Ｘ １９７８８～１９８２６ 东营组 ０９１５３ ５１３ １６ １３３ ４６５ ０５７ ４９８３
Ｇ７７１Ｘ１８３５２～１８５４０沙一段下亚段 ０９２４２ ９６６ ３２ ２０７１２６０ ０８６ ５３２７

保定凹陷耿
家桥构造带

Ｇ７７２Ｘ２０１３６～２０２９０ 东营组 ０９１８９ ６２４ １８ １２６ ５５０ １２３ ４５６７
Ｇ７７１０Ｘ１７８６８～１７９１８沙一段下亚段 ０９１３６ ５９２ ２８ １２３ ９０２ ０７２ ４９９０
Ｇ７７３Ｘ１７７６６～１７９３０ 东营组 ０９０９６１５０２ ５１ １４０１１６０ ０５９ ４８２０
Ｇ７７１１Ｘ１７０６７～１７３８０ 东营组 ０９３０４１０７３ ２８ １４４ ８５４ ０９７ ６０７０
ＢＱ１Ｘ １７７００～１７９５８ 东营组 ０９２０１ ７９５ ２５ １１９１２４０ ０７０ ４２４５
Ｇ２９２０Ｘ２６７６０～２７６９０ 沙二段 ０８８７２ ４２ ３４ １１３１１８９ ０２７ ３３１９
Ｇ３ ２４０７９～２４４６０沙一段下亚段 ０８９３８ ７７ ３５ ９６ １４７０ ０３８ ３７５８
Ｇ４４南 ２４２３２～２４５６０沙一段下亚段 ０８９５４ ６９ ３５ １３０１４１０ ０３３ ３７１４饶阳凹陷

蠡县斜坡 Ｇ３６ ２６５３０～２９４００沙一段下亚段 ０８９７２ １４４ ３４ １２５１２７１ ０５３ ３８４０
Ｄ３２ ３０４００～３１７５８沙一段下亚段 ０９０５８ ４２９ ３４ １５０１２６８ ０５４ ４９０５
Ｄ３０ ２９０１０～３０２５４沙一段下亚段 ０８９４９ １１０ ３２ １５０１４８０ ０５４ ３９００
Ｇ５９ ２６０００～３０２６０沙一段下亚段 ０８６５３ １５ ３４ １０３１９２８ ０２７ ２３２５

图２　保定凹陷—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原油饱和烃与胶质＋
沥青质含量关系

犉犻犵．２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狊犪狋狌狉犪狋犲犱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狅犳犮狉狌犱犲
狅犻犾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狅犳犵狌犿犪狀犱犪狊狆犺犪犾狋犲狀犲犻狀犅犪狅犱犻狀犵
狊犪犵犪狀犱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３２　原油的族组成特征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和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原油

的族组成如图３所示。其中，耿家桥构造带的原油全
部为非烃＋沥青质含量高、饱和烃含量低的早熟低熟
油（图３的Ｂ２区）。蠡县斜坡则表现为多种类型原油
在同区出现，其中，赵皇庄油田、肃宁油田、雁翎油田、

图３　保定凹陷与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原油的族组成分布
犉犻犵．３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犻狀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

犪狀犱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刘李庄油田的沙一段—沙三段多为高饱和烃、低胶质
沥青质的成熟油（图３的Ａ区），高阳油田、西柳油田
则为常规低成熟油和非烃＋沥青质含量高、饱和烃含
量低的早熟低熟油（图３的Ｂ１区）。保定凹陷耿家桥
构造带与高阳油田的早熟低熟油的区别为：耿家桥构
造带原油中芳香烃含量高、平均为２０％，硫含量高、平
均为０８５％，蜡含量低、平均为７８４％，呈现出高硫、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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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香烃和中—低蜡含量的特征；高阳油田原油中芳香烃
的含量平均约为１０％，硫含量平均为０３６％，蜡含量平均
为１４６３％，呈现出高蜡、低硫和芳香烃含量低的特征。
３３　原油生物标志物的特征

原油生物标志物的特征如表４、图４—图６所示。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早熟低熟原油形成的沉积环
境、生物来源组成和热演化程度有如下特点：①低姥植
比（Ｐｒ／Ｐｈ）、低重排甾烷、高伽马蜡烷指数（伽马蜡烷
与Ｃ３１霍烷的比值），这指示原油来自半封闭、高盐度
缺氧咸化水体环境和碳酸盐成分含量高的烃源岩。

②高丰度的５αＣ２７胆甾烷和正构烷烃（如ｎＣ１５、ｎＣ１７、
ｎＣ１９）化合物，含β胡萝卜烷和甲藻甾烷，这指示母源
输入物中光养藻类生物、古细菌占主导。③饱和烃中
正构烷烃的奇偶优势（ＯＥＰ）和碳优势指数（ＣＰＩ）消
失，ααα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２０Ｒ）、αββＣ２９甾烷ββ／（ββ＋
αα）的比值为０２０～０２８，Ｃ３１升藿烷２２Ｓ／２２Ｒ比值＞
１，反映了成熟原油［１９］的性质；Ｃ３３—Ｃ３５升藿烷２２Ｓ／
２２Ｒ比值＜１、三降霍烷异构体比值（Ｔｓ／Ｔｍ）＜０３５，
含微量Ｃ２９５β（Ｈ）粪甾烷，表现出甾烷／藿烷立体异构
化程度还不充分、原油成熟度偏低的特点。

表４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与饶阳凹陷蠡县斜坡原油的生物标志物特征对比
犜犪犫犾犲４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犫犻狅犿犪狉犽犲狉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狅犳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犫犲狋狑犲犲狀犌犲狀犵犼犻犪狇犻犪狅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犪犾犫犲犾狋狅犳犅犪狅犱犻狀犵

狊犪犵犪狀犱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区带 井号 深度／ｍ 油层 Ｐｒ／Ｐｈ伽马蜡烷
指数

甾烷／１７α
藿烷

Ｃ２７／Ｃ２９
甾烷

Ｐｈ／
ｎＣ１８

∑ｉＣ／
∑ｎＣＯＥＰＴｓ／

Ｔｍ
Ｃ２９甾烷／％

２０Ｓ／
（２０Ｓ＋２０Ｒ）

ββ／（αα＋ββ）
Ｃ３１藿烷
２２Ｓ／２２Ｒ

Ｇ７７Ｘ １８９２０～１８９８０东营组０２１ １８３ ２９２ ０９５４８９０２９４１１７０２３ ２８００ ２１５１ １０７
ＢＱ１Ｘ １７７００～１７９５８东营组０２２ １４９ ３３１ ０９６１５７２１０４０９１０２７ ２３２８ １９５３ １２３
Ｇ７７１Ｘ１７９７２～１８３９０沙一段０２２ １７３ ３７５ ０９４９７１０６３０９２０２４ ２３９５ ２２１９ １３０保定凹陷耿

家桥构造带Ｇ７７２Ｘ２０９３６～２１１７４东营组０１４ ２４４ ４４５ ０８３３９３３２８２１１５０３１ １９５９ １７４５ １０９
Ｇ７７１０Ｘ１７８６８～１７９１８沙一段０２１ １８１ ４０３ １００１５５７０９６０９００２３ ２２５９ １９６０ １２９
Ｇ７７１１Ｘ１７０６７～１７３８０东营组０１８ ２６３ ４６９ ０９２４５００２０８１０１０２３ １９８６ １９６２ １２４
Ｇ５８ ２５９３８～２５９８２沙一段０１８ ３４２ ２３２ ０７１１２４７０６９１０００１７ １０８２ １７５０ ０６３
Ｇ２９４０２８９００～２８９２６沙一段０２５ １３０ ２４７ ０９７３２９０２４０９００３２ ２７０４ １９２６ １２２
Ｇ４４２０２３０４０～２３１５０沙一段０２３ １２０ ２５０ ０７８３８８０２３０８９０３８ ２６９２ ２０１０ １１８
Ｇ２６ ２５９７０～２６０１０沙一段０２５ １３２ ２６１ ０９６３９５０２５０９１０２６ ２６８４ ２０２３ １１４饶阳凹陷

蠡县斜坡 Ｄ３２ ３０４００～３１７５０沙二段０１９ １９０ １６５ ０９７７５３０４５０９２０３３ ２６８３ ２１１５ １１０
Ｇ４４４８２２００４～２２０７２沙一段０１７ １５０ ２９３ ０９０６４４０３５０９００２５ ２４０４ １７８０ １１５
Ｇ５９ ２５８７０～２６１８４沙一段０６９ ０５９ １４８ ０８２０７８０１１１０７０９７ ２５４６ ２１６２ １４３
Ｇ６６ ２６２２２～２６２６２沙一段０５７ ０６６ ０９４ ０７７０８０００９１０５０９９ ２２０１ ２１５５ １３７

注：Ｐｒ—姥鲛烷；Ｐｈ—植烷；∑ｉＣ／∑ｎＣ—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烷烃比值；ＯＥＰ—奇偶优势；Ｔｓ—１８α（Ｈ）２２，２９，３０三降藿烷；Ｔｍ—１７α（Ｈ）２２，２９，
３０三降藿烷。

图４　早熟低熟油犗犈犘与犆犘犐关系
犉犻犵．４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犗犈犘犪狀犱犆犘犐狅犳犲犪狉犾狔

犾狅狑犿犪狋狌狉犲狅犻犾

图５　早熟低熟油犆２９甾烷２０犛／（２０犛＋２０犚）与ββ／（αα＋ββ）关系
犉犻犵．５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２０犛／（２０犛＋２０犚）犪狀犱ββ／（αα＋ββ）

狅犳犆２９狊狋犲狉犪狀犲狊犻狀犲犪狉犾狔犾狅狑犿犪狋狌狉犲狅犻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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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Ｐｒ—姥鲛烷；Ｐｈ—植烷。
图６　保定凹陷—饶阳凹陷蠡县斜坡早熟低熟油总异构烷烃／总正构烷烃比值与类异戊间二烯烃含量的关系
犉犻犵．６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狋犺犲狉犪狋犻狅狅犳狋狅狋犪犾犻狊狅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犪狀犱狀狆犪狉犪犳犳犻狀犪狀犱狋犺犲犮狅狀狋犲狀狋狅犳犻狊狅狆狉犲狀狅犻犱狊犻狀犲犪狉犾狔

犾狅狑犿犪狋狌狉犲狅犻犾犳狉狅犿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犪狀犱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饶阳凹陷蠡县斜坡与保定凹陷中—浅层的原油母
源输入物在生物标志物特征上接近，表明其来自沙一
段下亚段烃源层；但由于烃源区的成烃环境和埋深差
异，饶阳凹陷蠡县斜坡高阳油田、西柳油田原油中的
ααα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２０Ｒ）、αββＣ２９甾烷ββ／（ββ＋αα）指
数在０２５～０４０，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烷烃比值在
０１０～０５０，其原油成熟度总体高于保定凹陷耿家桥
构造带的原油（图６）。

基于原油饱和烃的色谱质谱总离子流图（图７）
的分析查明，耿家桥构造带的原油油品稠、密度大特征
并非水洗或生物降解所致。原油的正、异构烷烃，特别
是碳数在ｎＣ２１以下的轻组分（ｎＣ２１）齐全，在饱和烃的
色谱图上并没有留下生物降解痕迹的气相色谱难以分
离的复杂混合物（ＵＣＭ），也没有出现伴随生物降解的
生物气。油品稠、密度大和高Ｐｈ／ｎＣ１８比值是早熟低
熟油有别于常规干酪根降解油的重要地球化学标志。
３４　油源对比

烃源岩的地球化学特征如表５—表６所示。保定
凹陷淀南洼槽和饶阳凹陷任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暗色
泥岩、油页岩的有机质丰度都比较高，ＴＯＣ含量平均
为３４６％、最高为５２３％，岩石热解的犛１＋犛２平均为
２３２７ｍｇ／ｇ、最高为４６２８ｍｇ／ｇ，均达到极好烃源岩的标
准［７］。氢指数（ＨＩ）平均为５９１ｍｇ／ｇ、最高为９００ｍｇ／ｇ。
干酪根组成中的菌解无定形组分＞８０％，Ｈ／Ｃ原子比＞

１４，母质均为Ⅱ１型。在石油的生成和转化参数中，氯
仿沥青“Ａ”含量平均为０４２１３％、最高为０６１３３％，总
烃含量平均为１７８２×１０－６、最高为３５８２×１０－６，氯仿
沥青“Ａ”含量／ＴＯＣ比值多为９２％～１２０％，总烃含
量／ＴＯＣ比值多为５１％～７１％，犛１／ＴＯＣ比值多为
１６～６６ｍｇ／ｇ，表明在成岩作用晚期低热应力阶段（埋
深＞１８００ｍ，地温＞８０℃）有机质富集层中的可溶有
机质和藻类生物类脂物已大量生油和排油，早熟油的
生烃门限约在１８００ｍ，干酪根热降解的生烃门限约在
２８００ｍ（图８）。
　　保定凹陷和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成烃演
化的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成烃环境、源岩的成岩阶段
与烃类抽提物的成熟度、成烃产物３方面。
３４１　成烃环境

淀南洼槽烃源岩的有机硫含量和水体盐度高于任
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淀南洼槽烃源岩的还原
硫（Ｓ２－）含量平均为１７５％，任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
烃源岩Ｓ２－含量平均为１０９％；淀南洼槽烃源岩的伽
马蜡烷指数平均为４６１，任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烃源
岩的伽马蜡烷指数平均为１７７。究其原因，淀南洼槽
在渐新世沉积期处于高阳低凸起和耿家桥断垒之间的
半封闭湖湾区，水体的还原性较强，盐度相对较高；而
任西洼槽地处饶阳凹陷古湖盆的西部，地形相对开阔，
水体的还原性偏弱，盐度相应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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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Ｐｒ—姥鲛烷；Ｐｈ—植烷；红色箭头指示原油运移方向。
图７　保定凹陷和饶阳凹陷蠡县斜坡油岩饱和烃的色谱质谱对比

犉犻犵．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犮犺狉狅犿犪狋狅犵狉犪犿犪狀犱犿犪狊狊狊狆犲犮狋狉狅犵狉犪犿犳狅狉狊犪狋狌狉犪狋犲犱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狊狅犳狅犻犾犪狀犱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犪犿狆犾犲狊
犳狉狅犿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犪狀犱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表５　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和石油生成转化参数对比
犜犪犫犾犲５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狋狋犲狉犪犫狌狀犱犪狀犮犲狉犻犮犺狀犲狊狊犪狀犱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狉犪狋犻狅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

犻狀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区带 井号 深度／

ｍ 岩性 ＴＯＣ／
％

Ｓ２－／
％

（犛１＋犛２）／
（ｍｇ／ｇ）

氯仿沥青
“Ａ”／％

ＨＣ／
１０－６

ＨＩ／
（ｍｇ／ｇ）

干酪根
类型

（氯仿沥青
“Ａ”／ＴＯＣ）／％

（ＨＣ／ＴＯＣ）／
（μｇ／ｇ）

（犛１／ＴＯＣ）／
１０－６

２５７００３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３７４１４１ ２３９８ ０３６１６１２１８６１０ Ⅱ１ ９６７ ３２７ ３１
Ｇ５８２５７２２０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３８１１５２ ２１４１ ０２５６０７５７ ５４７ Ⅱ１ ７００ １９９ １６

保定凹陷
淀南洼槽

２５７３４５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２７２１３３ １５７５ ０２５１９８９７ ５４４ Ⅱ１ ９００ ３３０ ３４
２１３３０２ 灰色泥岩 ２８５２０１ １６２６ ０２６２１１４４５５４５ Ⅱ１ ９２０ ５０７ ２５

ＧＢ１Ｘ２１３２５２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３５２２０９ ２２２３ ０３８０５１９０５６０３ Ⅱ１ １０８１ ５４１ ２８
２１３２２４ 灰黑色泥岩 ５０８２１６ ３７１３ ０６０９８３５８２７００ Ⅱ１ １２００ ７０５ ３１
３５２６７５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２６０１０５ １４７６ ０３１２５１３８６５２８ Ⅱ１ １１１６ ４９５ ３９

ＸＬ２５Ｘ３５３０２０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１８９１５３ ９３４ ０５４４５３３４３４２８ Ⅱ１ ２８８０ １７６９ ６５饶阳凹陷
任西洼槽 ３５２５０１ 深灰色泥岩 １８９１７４ ６４８ ０６１３３２４５１２９２ Ⅱ１ ３２４５ １２９７ ５０

ＸＬ５３３７０９０灰褐色纹层状页岩５２３０７７ ４６２８ ０５７６９１０１１９００ Ⅱ１ １１０３ １９２ ３２
３４１８５２ 褐色纹层状页岩 ４７７０３５ ４２３１ ０４６５０１６１１８００ Ⅱ１ ９７５ ３３８ ４９

　注：ＴＯＣ—总有机碳；Ｓ２－—还原硫；犛１＋犛２—生烃潜量；ＨＣ—总烃；ＨＩ—氢指数；犛１—游离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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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母源输入物和热应力参数对比
犜犪犫犾犲６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狆狉狅狏犲狀犪狀犮犲犪狀犱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狋狉犲狊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犻狀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

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区带 井号 深度／ｍ 类别 主峰碳Ｐｒ／ＰｈＰｈ／ｎＣ１８ ＯＥＰ ∑ｉＣ／
∑ｎＣ

伽马蜡烷
指数

ｎＣ２１－／
ｎＣ２２＋

Ｃ２９甾烷／％
２０Ｓ／

（２０Ｓ＋２０Ｒ）
ββ／（αα＋ββ）

Ｇ７７Ｘ１８９２００～１８９８００ 东营组油 ｎＣ１５ ０２１ ４８９０ １１７ ２９４ １８３ ０９６ ２８００ ２１５１
ＢＱ１Ｘ１７７０００～１７９５８０ 东营组油 ｎＣ１７ ０２２ １５７２ ０９１ １０４ １４９ ０６６ ２３２８ １９５３

２５７００３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１７ ０１２ １２８４ １１７ ０７８ ７２７ ０８９ ７８０ １８８５
Ｇ５８ ２５７２２０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１５ ０１６ ５７８ １３０ ０３８ ４９６ １０４ ７１４ １９０７保定凹陷

淀南洼槽 ２５７３４５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１７ ００６ ４１０２ １３７ １５０ ６９３ ０６２ １００１ １６５４
２１３３０２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１７ ０１８ ５７１ １２２ ０２９ １５０ ０８８ ７９０ １９２０

ＧＢ１Ｘ ２１３２５２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１７ ０１９ ４７９ １１８ ０３７ ３９８ １１２ ７１７ １９５８
２１３２２４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１７ ０１７ ５５２ １１６ ０４０ ３０２ ０３３ ６３６ １７７４

ＸＬ２５Ｘ３５０４００～３５６１４０ 沙一段油 ｎＣ２２ ０２２ ３１２ ０９０ ０２６ １０９ ０７６ ２９０５ ２１３６
３５２６７５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２２ ０３１ ２６３ ０８８ ０２７ １２８ ０８３ ２４７７ ２２５９

饶阳凹陷
任西洼槽

ＸＬ２５Ｘ ３５３０２０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２２ ０２２ ６４１ １０１ ０５０ １７４ ０５４ ２８２５ ２４２４
３５２５０１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２２ ０１８ ７１８ ０９４ ０３７ ２３８ ０３３ ２９２６ ２５０９

ＸＬ５ ３３７０９０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２３ ０１１ ７３８ １０３ ０２２ １６７ ０２９ １８７７ １７５８
３４１８５２ 沙一段下亚段岩石ｎＣ２３ ０１６ ４５４ ０９４ ０１７ １８０ ０３４ ２４９５ ２１５４

注：Ｐｒ—姥鲛烷；Ｐｈ—植烷；ＯＥＰ—奇偶优势；∑ｉＣ／∑ｎＣ—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烷烃比值；ｎＣ２１－—碳数在ｎＣ２１以下的组分；ｎＣ２２＋—碳数在
ｎＣ２２以上的组分。

　　注：ＴＯＣ—总有机碳；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图８　保定凹陷—饶阳凹陷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生油热演化剖面

犉犻犵．８　犜犺犲狉犿犪犾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狆狉狅犳犻犾犲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犻狀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狅犳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犪狀犱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３４２　源岩成岩阶段与烃类抽提物成熟度
淀南洼槽沙一段下亚段源岩的埋深在１８００～

２７００ｍ，多处于成岩作用晚期，黏土矿物中的蒙皂石
含量多在±４０％，热应力参数ααα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
２０Ｒ）多在００８～０１０、αββＣ２９甾烷ββ／（ββ＋αα）平均

为０１９，与耿家桥地区东营组原油的生物标志物特
征比较接近（图５—图７）。任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
源岩的埋深在２８００～４０００ｍ，多处于深成岩作用早
期，黏土矿物中的蒙皂石含量已降至±２０％，热应力
参数ααα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２０Ｒ）多在０１９～０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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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βＣ２９甾烷ββ／（ββ＋αα）多在０１９～０２５，与蠡县斜坡
的西柳油田、高阳油田沙一段原油的生物标志物特征
相近。
３４３　成烃产物

在淀南洼槽沙一段下亚段源岩的氯仿抽提物中，类
异戊间二烯烃的含量高，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烷烃比值
平均为０６２，Ｐｈ／ｎＣ１８比值多在１０～４１；正构烷烃组成中
ｎＣ１５、ｎＣ１７、ｎＣ１９化合物的丰度高，主峰碳为Ｃ１７，呈前峰型
分布；ｎＣ２１－／ｎＣ２２＋平均为０８１，指示烃类主要为生烃活化
能低的菌藻类［５］低温降解的产物，与保定凹陷耿家桥地
区东营组三段（东三段）原油饱和烃的色谱面貌相近。在
饶阳凹陷任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源岩的氯仿抽提物中，
类异戊间二烯烃的含量相对较低，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
烷烃比值平均为０３１，Ｐｈ／ｎＣ１８比值多为３～７；正构烷烃
组成中重碳数占主导，主峰碳为Ｃ２２和Ｃ２３，呈后峰型分
布；ｎＣ２１－／ｎＣ２２＋平均为０４７，指示烃类多为干酪根热降解
烃的产物，与邻近的西柳油田、高阳油田东三段—沙一段
原油的亲缘关系好（图５—图７）。

综上所述，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中—浅层东三
段的原油源自淀南洼槽和保北洼槽沙一段下亚段的烃
源岩，饶阳凹陷蠡县斜坡高阳油田、西柳油田中—浅层
东三段—沙一段的原油源自任西洼槽沙一段下亚段烃
源岩［１９２１］，原油呈现出“生油洼槽为基本生聚单元、近
源富集”的成藏特点。

３５　烃类包裹体特征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和饶阳凹陷蠡县斜坡烃类

包裹体的测试结果如图９、表７所示。两个地区烃类
包裹体的组成、光谱特征、均一化温度和充注期次存在
明显差异。
　　蠡县斜坡包裹体的相态丰富，共发生２期油气充
注［２２２３］，既有早期充注的低温早熟油，又有晚期充注的
温度较高的干酪根热降解油。早期充注的发黄绿色荧
光的油包裹体的光谱主峰波长（λｍａｘ）为５４０ｎｍ，荧光参
数（犙Ｆ５３５，其数值为荧光光谱曲线上光谱波长在５３５～
７２０ｎｍ间面积与在４２０～５３５ｎｍ间面积之比值）平均
为１７，均一化温度为８３～９９℃，充注时间在７５～
５６Ｍａ，相当于明化镇组上段沉积期；晚期充注的发蓝
绿色荧光的油包裹体的λｍａｘ为５００ｎｍ（图１０），犙Ｆ５３５平
均为１２，均一化温度为１０３～１５６℃，充注时间在２～
０Ｍａ，相当于第四系沉积期。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烃类包裹体的相态相对单
一，总体表现为１期油气充注，发黄绿色荧光的油包裹
体的λｍａｘ为５３５ｎｍ，犙Ｆ５３５平均为１６，均一化温度为６８～
９５℃，充注时间在４～０Ｍａ，相当于明化镇组沉积末
期—第四系沉积期（图１１），较蠡县斜坡同期（第四系
沉积期）充注的干酪根热降解油的均一化温度（＞１００℃、
平均为１２０℃）低，这也是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低温
早熟油的直接证据。

图９　早熟低熟油包裹体显微照片
犉犻犵．９　犕犻犮狉狅狊犮狅狆犻犮犻犿犪犵犲狊狅犳犲犪狉犾狔犾狅狑犿犪狋狌狉犲狅犻犾犻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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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保定凹陷与饶阳凹陷蠡县斜坡烃类包裹体的测试结果对比
犜犪犫犾犲７　犆狅犿狆犪狉犻狊狅狀狅犳狋犲狊狋狉犲狊狌犾狋狊犫犲狋狑犲犲狀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犻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犳狉狅犿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犪狀犱狋犺狅狊犲犳狉狅犿犔犻狓犻犪狀狊犾狅狆犲狅犳犚犪狅狔犪狀犵狊犪犵

区带 井号 深度／
ｍ 层位 烃类包裹体

均一温度／℃
同期盐水包裹
体均一温度／℃

时间／
Ｍａ

Ｇ７７Ｘ １９０５３１ 东营组
６８０
９１０
８９０

＜２

保定凹陷耿
家桥构造带

Ｇ７７Ｘ １９０６５６ 东营组
７３１
９２６
８２９

１００７
１０９２
１０７８

２

Ｇ７７１０Ｘ １６９３００ 沙一段
９５０
１０６０　
８９０
８８０
６４０

＜２

Ｇ２０ ２６０２２２～２６１１５０沙一段 １０４４　 １２０６ ＜１

Ｇ４２ ３０５４３２～３０５７１５沙一段
８３４
１０３４　
１５６３　

１０４２
１２４８
１２０８

７５
２０

饶阳凹陷
蠡县斜坡 Ｇ４６ ２８５１２８～２８５２２８沙一段 １０９６　 １２５５ ＜１

Ｇ５９ ２６０７６６～２６０９４６沙一段 ９８７
１１５３　

１１８０
１１８０

１６
＜１

Ｙ６０ ２６３６２０～２６４２００沙一段 ８７８
１０９０　

１２８８
１２４６

５６
＜１

图１０　油包裹体荧光参数（犙犉５３５）与光谱主峰波长（λ犿犪狓）
的关系（据文献［２２］修改）

犉犻犵．１０　犚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犳犾狌狅狉犲狊犮犲狀犮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犙犉５３５）犪狀犱
犿犪犻狀狊狆犲犮狋狉犪犾狆犲犪犽狑犪狏犲犾犲狀犵狋犺（λ犿犪狓）狅犳狅犻犾犻狀犮犾狌狊犻狅狀狊

图１１　保定凹陷淀南洼槽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埋藏史与充注期
犉犻犵．１１　犅狌狉犻犪犾犺犻狊狋狅狉狔犪狀犱犮犺犪狉犵犻狀犵狆犲狉犻狅犱狅犳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犳狉狅犿

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犻狀犇犻犪狀狀犪狀狊狌犫狊犪犵狅犳犅犪狅犱犻狀犵狊犪犵

４　早熟低熟油的成烃机制及成藏条件
早熟低熟油的生成和富集成藏与特定地质背景相

联系。通过对保定凹陷和饶阳凹陷蠡县斜坡的原油和
烃源岩样品进行有机地球化学分析、储层含烃包裹体检
测和生／排烃热模拟实验，进一步明确了保定凹陷和饶
阳凹陷蠡县斜坡早熟低熟油的成烃机制和成藏条件。
４１　富含藻类的有机质富集层为早熟低熟油的形成

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保定凹陷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之所以在埋藏较浅

的情况下汇聚了丰富的早熟低熟油，首要原因是沙一
段下亚段烃源岩发育纹层状有机质富集层，其厚度为
２０～１００ｍ，控制了早熟低熟油的生成和成藏规模。保
定凹陷—饶阳凹陷的古湖泊属于亚热带湖泊，具有季
节性分层变化的特点，这种变化可以周期性地补充透
光带的营养度，为处在透光带的浮游生物提供丰富的
养料，使湖盆在晚春和夏季出现高生产力甚至生物勃
发，在秋季出现生物大量死亡并迅速沉淀，而冬季的盐
水分层可形成底水缺氧环境，使死亡后的生物残骸保
存下来，这是有机质富集层形成的主要原因。沙一段
下亚段普遍发育的生物主要由棒球藻、双饰薄球藻、菱
球藻、小古囊藻、光面球藻、粒面球藻、瘤面球藻等菌藻类
组成。显微观察显示，结构藻、菌解无定型组分含量＞
８０％。彭世福等［２４］研究认为，保定凹陷沙一段下亚段
属滨海间歇海侵型咸水湖泊，海水的入侵可带来丰富
的海生生物，也为湖泊透光带的水体补充营养；来自广
海的生物随着湖泊的季节性变化而勃发，出现高生产
力，为早熟低熟油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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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　强还原环境和咸化水体是早熟低熟油形成的重
要条件
不同的沉积和水化学环境除了制约生物的生长

外，对生物残骸的分解和保存作用也不尽相同，导致残
留在岩石中的有机质含量相差悬殊［７，１９］。保定凹陷淀
南洼槽在渐新世早期处于高阳低凸起和保定中央断垒
带之间，为相对封闭的湖湾区，其中，ＧＢ１Ｘ井、Ｇ５８井
沙一段下亚段富有机质烃源岩中的有机硫含量均大于
２００％，原油中的硫含量为０５７％～１２３％、平均为
０８５％，其高于饶阳凹陷蠡县斜坡高阳油田原油的硫
含量（平均为０３６％，开阔湖环境）；Ｐｒ／Ｐｈ偏低，类异
戊间二烯化合物的总异构烷烃／总正构烷烃比值、伽马
蜡烷丰度也明显高于蠡县斜坡，这表明淀南洼槽烃源
岩有机质的转化发生在强还原咸化水体环境。在淀南
洼槽沙一段下亚段，源岩中有机质富集层的实测有机
碳含量最高为５０８％、平均为４１１％，氯仿沥青“Ａ”

含量最高为０６０９８％、平均为０４５６０％，总烃含量最
高为３５８２×１０－６、平均为２４７８×１０－６，表明强还原咸
化水体环境不仅有利于有机质保存，也有利于可溶有
机质在低温演化阶段直接向烃类转化。此外，保定凹
陷沙一段下亚段源岩中的黏土矿物在成岩晚期会发生
蒙皂石向伊利石的快速转化，蒙皂石的含量由８０％迅速
降至４０％（图８），而黏土矿物的催化作用使得有机质降解
的活化能降低［５６］，同时碱性地层水又非常有利于脱羧基
作用进行，这导致可溶有机质和藻质体在成岩晚期的生
化作用和低温（±８０℃）热催化作用下［７］发生生烃作用。
４３　低活化能藻类生物类脂物和可溶有机质的低温

降解是早熟低熟油形成的关键
对比生／排烃热模拟实验（图１２—图１４）和烃源岩的

地质演化特征（图８）揭示，在饶阳凹陷—保定凹陷沙一段
下亚段，富藻烃源岩中油气的生成经历了早期藻类＋可
溶有机质生烃和晚期干酪根降解生烃两个阶段［１０］。

　　注：犜ｍａｘ—最高热解峰温；犛１＋犛２—生烃潜量；ＨＩ—氢指数；ＴＯＣ—总有机碳；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图１２　犡１５井沙一段下亚段源岩生烃热模拟热解参数变化

犉犻犵．１２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狔狉狅犾狔狊犻狊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犳狅狉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犳狉狅犿
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犠犲犾犾犡１５

　　注：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图１３　犡１５井沙一段下亚段源岩生烃热模拟的有机显微组分变化

犉犻犵．１３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犿犪犮犲狉犪犾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犳狅狉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狋犺犲狉犿犪犾狊犻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狊狅狌狉犮犲狉狅犮犽狊
犳狉狅犿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犻狀犠犲犾犾犡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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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图１４　沙一段下亚段富藻源岩的生烃演化模式（据文献［７］修编）
犉犻犵．１４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犪犾犵犪犲狉犻犮犺狊狅狌狉犮犲

狉狅犮犽犻狀狋犺犲犾狅狑犲狉狊狌犫犿犲犿犫犲狉狅犳犕犲犿犫犲狉１狅犳犛犺犪犺犲犼犻犲
犉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早期生烃阶段，源岩的犚ｏ为０３％～０６％。随
着模拟温度由０℃升高到２２５℃（犚ｏ＝０６％），样品的
ＨＩ由６９９ｍｇ／ｇ降至４５９ｍｇ／ｇ，产烃率占比为
３４３０％；犛１＋犛２由２５６３ｍｇ／ｇ降至１５５６ｍｇ／ｇ，产
烃率占比为３９３％；结构藻含量由６％降为４％，菌解
无定型Ａ组分、菌解无定型Ｂ组分、菌解无定型Ｄ组
分的含量分别由４８０％、３００％、６３％降至２６０％、
１８０％、４２％，产烃率占比分别为４５８％、４６７％和
３３３％。分析表明，这类优质烃源岩成烃时间早、生油
量大，结构藻及菌解无定型体是主要贡献者（图１３）。温
度在２００℃时（犚ｏ＝０４８％）出现第１个生／排油小高峰，
烃类抽提物或产油量由１３０７０ｍｇ／ｇ增至１９０３０ｍｇ／ｇ，
排油量由０ｍｇ／ｇ增至８５７９ｍｇ／ｇ。温度至２２５℃
时（犚ｏ＝０６％），产油量又降至１７２３０ｍｇ／ｇ，排油量
降至６６６９ｍｇ／ｇ，表明在早期生烃和晚期生烃之间有
一个过渡段。早期生成的烃类抽提物和排出油中的饱
和烃组分的占比均高于原始样品，最高可达３８３３％，
饱和烃的色谱奇偶优势趋于消失，表明早期生油高峰
阶段的热解产物已具有成熟原油的性质，可溶有机质
对成烃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热解产物中的非烃沥青
质组分的占比在４４２１％～５５３５％；类异戊间二烯烃化

合物的总异构烷烃／总正构烷烃比值＞２９，Ｐｈ／ｎＣ１８＞
１３７，ααα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Ｒ）、Ｃ２９甾烷ββ／（ββ＋αα）指
数为１５８％～１７１％，这成为识别低温早熟油的重要
标志（图１４）。

晚期生烃阶段，源岩的犚ｏ为０６％～１４％。样品
在３００℃（犚ｏ＝１０％）达到第２个生油高峰，产油量高达
４０９８０ｍｇ／ｇ，排油量为２２２６０ｍｇ／ｇ，指示晚期干酪根热
降解仍是烃源岩成烃的主要阶段。温度＞３００℃时（犚ｏ＝
１１３％）产油量逐渐下降，至３２５℃时（犚ｏ＝１４％）降
为７３００ｍｇ／ｇ，表明已发生明显的热裂解反应，进入
凝析油湿气阶段，产气量达３５１ｍ３／ｔ（图１４）。

依据未成熟烃源岩生／排烃热模拟实验建立的生
烃演化模式（图１４）与保定凹陷—饶阳凹陷蠡县斜坡
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在地质演化状态下的实测氯仿抽
提物及烃含量变化特征完全一致（图８），这证实了在
强还原环境下咸化湖富藻烃源岩具有早期生烃、多期
生烃［８９］的特点。尤其是在早期生烃阶段，生油量和排
油量占比分别高达４６４％和３７３％，有利于规模早熟
低熟油藏形成和富集。
４４　高地温场推进了早熟低熟油的生成规模

８５口井的测温资料（图１５）展示，保定凹陷淀南洼
槽的地温梯度在３６～４０℃／ｈｍ，远高于饶阳凹陷任西
洼槽的地温梯度（３０℃／ｈｍ），这主要受基岩埋深（＜
２６００ｍ）控制［１９，２５］。在高地温场背景下，淀南洼槽埋
深在２４１６ｍ的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与任西洼槽埋深
在３２００ｍ的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的实测地温（１１０５℃）
相同，犚ｏ相近（０４％～０５％），加之富有机质藻烃源
岩自身的生烃活化能低［５］，这共同推进了淀南洼槽早
熟低熟油的形成规模。保定凹陷—饶阳凹陷沙一段
下亚段烃源岩的石油生成和转化指数（表５）印证，淀
南洼槽埋深在２１３２２４～２５７３４５ｍ与任西洼槽埋
深在３３７０９０～３５３０２０ｍ的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
的氯仿沥青“Ａ”含量、总烃含量，以及氯仿沥青“Ａ”／
ＴＯＣ指数、ＨＣ／ＴＯＣ指数、犛１／ＴＯＣ指数相近，指示
烃源岩均处于早熟低熟油形成的峰值期。经多种方
法测算得出，保定凹陷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早熟低
熟油的生成量约为２５×１０８ｔ，这为保定凹陷—饶阳
凹陷蠡县斜坡中—浅层规模油藏的形成提供了充足
的油源。
　　渤海湾盆地另外两个储量在亿吨级的“未熟—低
熟油”大油田（东营凹陷八面河油田［９］和辽河坳陷西部
凹陷高升油田［７］）的石油生成和富集成藏均与高地温
场演化背景有关。八面河油田位于东营凹陷南斜坡，
南靠广饶凸起；高升油田位于辽河坳陷西部凹陷中
北部台安洼陷南斜坡，南靠高升隆起。二者的地温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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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保定凹陷—饶阳凹陷地温梯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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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均大于４０℃／ｈｍ，这对两地斜坡带沙河街组四段烃源岩
早熟低熟油的大量生成和原地富集成藏起到了重要作用。
４５　断层砂体输导控制早熟低熟油的规模富集

早熟低熟油是油品稠、密度大的重质油资源，其运
移流动性相对较差，以往揭露的多为自生自储型或源
储一体型油藏［４，７］。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在沙一段
下亚段烃源层之上千余米的东三段中—浅层汇聚了储
量达亿吨级的早熟低熟油，这得益于良好的垂向运移
输导条件。
４５１　通源断裂是由源到藏的重要通道

研究区的通源断层不是控凹的边界断层，如太行
山东断层和高阳断层，而是伴随二级构造带形成的二
级、三级断层，如耿家桥断层、老河头断层及其派生的
阶梯状次级断层。断层下部与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
特别是与源内砂体“中转站”［２６］连通，上部与东三段河
道砂储集体对接，构成了良好的油气运移汇聚体系。

这些断层多发育在新近纪—第四纪［１８］，与油气生成
期、排烃期相匹配，在空间展布上与构造走向呈平行
和斜交排列，形成了密集的输导网络，控制了不同级
别的油藏单元。耿家桥地区的油藏资源丰度（＞５０×
１０４ｔ／ｋｍ２）远高于蠡县斜坡高阳油田的资源丰度（＜２０×
１０４ｔ／ｋｍ２），这与耿家桥地区比较发育通源断裂网络密
切相关。
４５２　叠置连片、物性好的河道砂体控制高产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渐新统发育多期叠置连片
的河道砂体（图１６—图１７），主力产层东三段多为优质
储层。已揭示的高产井、开发井全部位于东三段具有
地震强振幅属性的河道砂体分布区，储层的孔隙度＞
２０％、渗透率＞５０ｍＤ，含油面积大、油层厚、储量大；
在具有弱振幅属性的河漫滩相区，储层的含油面积小、
油层薄、储量小。这主要是由于渗透层对油气运移的
阻力小、油气易进入储层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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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６　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东三段Ⅲ油组通源断裂与河道砂体的分布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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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７　过犅犙１犡井—犌７７２５犡井—犌７７５０犡井—犅犙１０１犡井油藏剖面（剖面位置见图１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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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　近源富集是早熟低熟油成藏的重要特色
耿家桥油藏地处淀南洼槽和保北洼槽之间的凹中

垒部位，是区域油气运移的指向地。该油藏产层之下
的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多已进入早熟低熟油成烃阶
段，油岩对比具有良好的亲缘关系。从油藏区到东、
西两侧主油源区的水平距离不超过１０ｋｍ，加之垂向
上又有阶梯状通源断裂网络和源内“中转站”砂体输
导，因此耿家桥油藏中“洼槽区生油、近源圈闭富
集”［２７］的成藏规律明显，已成为冀中坳陷古近系储量
规模最大的油藏之一。

５　结　论
（１）保定凹陷耿家桥构造带中—浅层东营组揭露

的重质油为早熟低熟油。其主要标志是原油组成中非
烃＋沥青质的含量高（５５％～７５％），饱和烃的含量
低（２５％～３５％）；类异戊间二烯化合物含量高，正构烷
烃含量低，总异构烷烃与总正构烷烃比值多为１０～２９；
早熟低熟油的ＯＥＰ和ＣＰＩ指数小于１２，Ｐｈ／ｎＣ１８值为
１０～４９，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２０Ｒ）和ββ／（αα＋ββ）指数为
０２０～０２８，油包裹体的温度多为８０～９０℃，成熟度高于
未成熟的超重油而低于干酪根晚期降解的低成熟中质
油，后者的Ｐｈ／ｎＣ１８值为２～５，Ｃ２９甾烷２０Ｓ／（２０Ｓ＋２０Ｒ）
和ββ／（αα＋ββ）指数为０３０～０４０，油包裹体温度为
１００～１２９℃。

（２）保定凹陷早熟低熟油的成烃机制为：富含藻
类的有机质富集层为早熟低熟油的生成奠定了雄厚的
物质基础；强还原缺氧环境和咸化水体是早熟低熟油
生成的重要条件；低活化能的菌藻类和可溶有机质在
生化作用、低温（±８０℃）热催化作用下大量生烃转
化，与高地温场演化背景共同推进了早熟低熟油的生
成规模。

（３）保定凹陷沙一段下亚段烃源岩在低温早熟条
件下生成的石油经通源断裂网络和砂体输导，完成了
从源到藏的运聚过程，呈现出近源富集成藏的规律。
已揭示的油藏储量大、埋藏浅、产量高，成为渤海湾盆
地老探区增储上产的新领域。

致谢　中国石油华北油田公司及其勘探开发研究
院地质实验技术服务中心的测试分析人员提供了大量
的实验分析数据，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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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ｐａｒｔ１：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Ｊ］．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
ｔｒｙ，２００３，３４（３）：３８９４１２．

［１４］　Ｐ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ｑｉ，ＬＩＭａｏｗｅｎ，ＬＩＳｕｍｅｉ，ｅｔａｌ．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ｏｆ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ｕｚｈｕａｎｇｓｏｕｔｈｓｌｏｐｅｏｆ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
ｓｉｎ．Ｐａｒｔ２：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ｆｏｒ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ｍａｔｕ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ｔｏ“ｉｍｍａｔｕｒｅｏｉｌｓ”ｉｎｔｈｅＢａｍｉａｎｈｅｆｉｅｌｄ［Ｊ］．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０３，３４（７）：９３１９５０．

［１５］　Ｐ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ｑｉ，ＬＩＳｕｍｅｉ，ＪＩＮＺｈ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ｘｐｕｌｓｉｏｎ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ｓｉｎｔｈｅＮｉｕｚｈｕａｎｇｓａｇ，
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Ｃｈｉｎａ［Ｊ］．Ａｃｔ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０４，７８（３）：
６１５６２５．

［１６］　庞雄奇，贾承造，宋岩，等．全油气系统定量评价：方法原理与实
际应用［Ｊ］．石油学报，２０２２，４３（６）：７２７７５９．
Ｐ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ｑｉ，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ｚａｏ，ＳＯＮＧＹａｎ，ｅｔ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ｈｏｌｅ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２，４３（６）：７２７７５９．

［１７］　ＰＡＮＧＸｉｏｎｇｑｉ，ＬＩＳｕｍｅｉ，ＪＩＮＺｈｉｊｕｎ，ｅｔａｌ．Ｏｒｉｇｉ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
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ｉｌｓｆｒｏｍＢａｍｉａｎ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ｅｒｉｅｓＤ：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４，４７（Ｓ２）：
１７７１８９．

［１８］　张锐锋，何海清，朱庆忠，等．渤海湾盆地保定凹陷东营组油气勘
探重要发现与启示［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２３，２８（２）：１１２３．
ＺＨＡＮＧＲｕｉｆｅｎｇ，ＨＥＨａｉｑｉｎｇ，ＺＨＵＱ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Ｍａｊｏｒ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ａｎｄ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ｆｒｏｍ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Ｂａｏｄｉｎｇｓａｇ，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３，２８（２）：１１２３．

［１９］　梁狄刚，曾宪章，王雪平，等．冀中坳陷油气的生成［Ｍ］．北京：石
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１．
ＬＩＡＮＧＤｉｇａｎｇ，ＺＥＮＧＸｉａｎｚｈａｎｇ，ＷＡＮＧＸｕｅ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Ｐｅｔｒｏｌｕｅｍ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ｕｅ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０］　杨帆，王权，郝芳，等．饶阳凹陷沙一下亚段优质烃源岩地球化学
特征及成藏贡献［Ｊ］．地球科学，２０２１，４６（１）：１７２１８５．
ＹＡ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ＨＡＯ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ｓ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ｏｙａｎｇ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１，４６（１）：１７２１８５．

［２１］　杨帆，王权，郝芳，等．冀中坳陷饶阳凹陷北部烃源岩生物标志物
特征与油源对比［Ｊ］．地球科学，２０２０，４５（１）：２６３２７５．
ＹＡＮＧＦａｎ，ＷＡＮＧＱｕａｎ，ＨＡＯ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Ｂｉｏｍａｒｋｅｒ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ｏｕｒｃｅｒｏｃｋａｎｄｏｉｌ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Ｒａｏｙａｎｇ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ｓｕｂｂａｓｉｎ［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２０，４５（１）：２６３２７５．

［２２］　刘建，任莹，王丹蕾，等．蠡县斜坡北段储层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成
藏时期［Ｊ］．地质科技情报，２０１６，３５（１）：５３５８．
ＬＩＵＪｉａｎ，ＲＥＮＹｉｎｇ，ＷＡＮＧＤａｎｌｅｉ，ｅｔａｌ．Ｆｌｕｉｄ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ｅｃｔｉｏｎ，Ｌｉｘｉａｎｓｌｏｐｅ［Ｊ］．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６，３５（１）：５３５８．

［２３］　蒋有录，张文杰，刘华，等．饶阳凹陷古近系储层流体包裹体特征及成藏
期确定［Ｊ］．中国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８，４２（４）：２３３３．
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ｌｕ，ＺＨＡＮＧＷｅｎｊｉｅ，ＬＩＵＨｕａ，ｅｔ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ｏｆｆｌｕｉｄ
ｉｎｃｌｕ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ｅｒｉｏｄ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ｉｎ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Ｒａｏｙａ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ｈｉｎ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ｄｉ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８，４２（４）：２３３３．

［２４］　彭世福，许红，温珍河．试论渤海湾盆地沙河街组海侵作用与油
气［Ｊ］．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１９８９，９（１）：１７２８．
ＰＥＮＧＳｈｉｆｕ，ＸＵＨｏｎｇ，ＷＥＮＺｈｅｎｈｅ．Ａｐｒｅｌｉｍｉｎａｒｙ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ｔｒａｎｓｇ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ｓｏｆＳｈａｈｅｊｉ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
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
１９８９，９（１）：１７２８．

［２５］　曹瑛倬，鲍志东，鲁锴，等．冀中坳陷雄县地热田主控因素及成因
模式［Ｊ］．沉积学报，２０２１，３９（４）：８６３８７２．
ＣＡＯＹｉｎｇｚｈｕｏ，ＢＡＯＺｈｉｄｏｎｇ，ＬＵＫａｉ，ｅｔａｌ．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ｔｈｅＸｉｏｎｇｘｉａｎ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ｆｉｅｌｄ［Ｊ］．
Ａｃｔａ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１，３９（４）：８６３８７２．

［２６］　邓运华，薛永安，于水，等．浅层油气运聚理论与渤海大油田群的
发现［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１）：１８．
ＤＥＮＧＹｕｎｈｕａ，ＸＵＥＹｏｎｇ’ａｎ，ＹＵＳｈｕｉ，ｅｔａｌ．Ｓｈａｌｌｏｗ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ｇｉａｎｔ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ｇｒｏｕｐｉｎＢｏｈａｉＳｅａ［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１）：
１８．

［２７］　赵贤正，蒋有录，金凤鸣，等．富油凹陷洼槽区油气成藏机理与成藏
模式———以冀中坳陷饶阳凹陷为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１）：
６７７６．
ＺＨＡＯ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Ｙｏｕｌｕ，ＪＩＮ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ｅｔａｌ．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ｕｂｓａｇｓｉｎｈｙｄｒｏ
ｃａｒｂｏｎｒｉｃｈｓａｇ：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Ｒａｏｙａｎｇｓａｇｉｎ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１）：６７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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