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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可可西里中新统五道梁群油页岩研究表明:油页岩有机质丰度中等 -高;有机质类型以腐泥型 ( Ⅰ ) -腐殖腐泥

型 (Ⅱ 1 )为主。有机质的热演化以低成熟为主;总体上为较好的烃源岩, 中新世时可可西里盆地为封闭 、干热的以碳

酸盐岩沉积为主的盐湖盆地。封闭与还原性静水环境为有机质的堆积和转化形成油页岩提供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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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伦坡拉陆相盆地在 “八五 ”期间首次获得

工业油流突破,表明青藏高原其它陆相盆地也具有

生成油气的可能。可可西里盆地为青藏高原腹地最

大的新生代陆相沉积盆地, 其油气勘探意义重大。

卓乃湖地区五道梁群油页岩最早由青海省地矿局区

调队发现 (张以茀等, 1994 )
[ 1]

, 主要分布于可可西

里盆地西北部的卓乃湖地区
[ 2]

, 在可可西里盆地东

部贡冒日玛地区也有见及 。张以茀等 ( 1994)和成

都理工大学青藏可可西里石油地质调查队 ( 1997)

报道了卓乃湖地区油页岩的区域分布和基础数据,

并根据化石将其时代归属于中新世 ( Wangetal,

2002)
[ 2]
。依据磁性地层分析结果和区域对比认为

五道梁群沉积时代为 23.0 ～ 16.0Ma。笔者对可可

西里卓乃湖油页岩进行了系统的地化分析, 并对其

烃源岩进行评价。

1　区域地质特征

可可西里盆地位于可可西里-巴颜喀拉地体西

段,北部以南昆仑断裂为界,南邻唐古拉山, 平均海

拔高程约 4900m, 是青藏高原腹地最大的新生代陆

相沉积盆地。盆地基底为上古生界和三叠系
[ 1]
。

可可西里盆地内古近系和新近系沉积地层包括始新

统至渐新统风火山群 、渐新统雅西措群和中新统五

道梁群 。风火山群主要为灰紫色砂岩 、泥岩和砾岩,

夹少量灰绿色含铜砂岩 、灰黑色生物碎屑灰岩和薄

层石膏 。雅西措群为紫红色泥岩与紫红色粉 -细砂

岩夹薄层石膏和少量灰紫色砾岩 。五道梁群底部发

育砾岩,低角度不整合于雅西措群和中生代变质基

底之上
[ 2, 3]

,下部以砂岩与页岩 、油页岩为主, 上部

发育湖相碳酸盐岩沉积 。由于上新世-更新世青藏

高原整体的强烈隆升
[ 4]

, 致使五道梁生油层大部分

暴露地表。据伊海生 、王成善等 ( 2002)研究, 在晚

渐新世 -早中新世构造活动相对稳定期内,可可西里

盆地古气候为干冷型, 湖泊是以封闭或半封闭的碳

酸盐湖泊为主体
[ 5]

,这为后期盆地生油岩的发育提

供了条件。

卓乃湖实测油页岩剖面 (GPS:N35°39′52.1″

;E91°34′28.2″)位于可可西里盆地黑石山北侧, 距

卓乃湖西北约 20km处 (图 1)。剖面沿北北东向冲

沟实测,底部被第四纪覆盖,顶部与石坪顶组火山岩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 1)

图 1　可可西里卓乃湖次级盆地地质简图

1.第四系;2.前新生代基底;3.中新统查保马组;4.喜马拉雅期

侵入岩;5.五道梁群;6.古近系;7.上新统中细砾岩;8.逆断层与

平移断层;9.实测剖面;10.河流

Fig.1　SimplifiedgeologicalmapoftheZonagLakesubba-

sinintheHohXilarea

1=Quaternary;2 =pre-Cenozoicbasement;3 =Miocene

ChabaomaFormation;4 =Himalayanintrusiverocks;5 =

WudaoliangGroup;6=Palaeogene;7 =Pliocenemedium-

tofine-grainedconglomerate; 8 =thrustandstrike-slip

faults;9=measuredsection;10=river

角度不整合接触, 实测五道梁群厚为 161.87m。根

据剖面 上 覆 石坪 顶 组 火 山岩 年 代 ( 14.5 ～

11.7Ma)
[ 6]
和区域上角度不整合于渐新统雅西措群

关系分析,卓乃湖地区五道梁群黑色油页岩应属于

中新世早中期, 油页岩见于第 5、 10、 11、 12、 13层

(图 2), 油页岩呈深灰色或褐黑色, 累计厚为

74.5m,油页岩占实测剖面总厚度的 46%。对 13件

油页岩样品进行了热解和氯仿沥青 “A”分析, 在此

基础上并对其中10件样品进行了族组分 、干酪根镜

下检定 、干酪根有机元素 、镜质体反射率和碳同位素

等系统的有机地化特征分析 。

2　油页岩的有机地球化学特征

2.1　有机质丰度

有机质丰度是评价生油岩的基本依据之一。由

于样品来自于暴露的地表, 所以对烃源岩样品的有

机碳采用赵政璋等 ( 2001)
[ 7]
对青藏高原烃源岩有

机碳恢复标准,即恢复系数为 1.8, 恢复后为原始有

机质 。研究区五道梁群 13件有机质丰度分析数据如

表 1所示 。

可可西里卓乃湖五道群梁 13个样品有机碳数

据表明五道梁群烃源岩有机碳含量总体较高,其中

两个碳酸盐岩样品达中等烃源岩标准, 恢复后有机

碳达到好烃源岩级别;泥质烃源岩 (包括油页岩 、泥

页岩 ) 有机碳含量最高为 14% (恢复后高达

25.2%) ,最低为0.13%, 其中有 6个达到好烃源岩

标准,两个达到较差标准, 其余为非烃源岩,经过有

机碳恢复的泥质烃源岩生油品质变化不大,根据有

机碳对泥质烃源岩划分标准, 本区油页岩 (包括泥

页岩 )大部分为中等-好烃源岩 (表 1,图 3) 。

对 13个样品进行氯仿沥青 “A”抽提分析表明,

碳酸盐岩样品的氯仿沥青 “A”的变化为 ( 55 ～ 154×

10
-6
, 达较差烃源岩标准;泥质烃源岩氯仿沥青 “A”

含量最高为 5991×10
-6
, 最低为 54×10

-6
,其中有 5

个样品达到好烃源岩, 1个为中等, 3个为较差, 根据

氯仿沥青 “A”对泥质烃源岩划分标准, 本区油页岩

属于中等-好烃源岩,部分为较差烃源岩 。 13个样品

氯仿沥青 “A”整体分布情况见图 4。

13个样品的生烃潜量 (S1+S2)分析数据显示:

两个碳酸盐岩样品生烃潜量分别为 0.37mg/g和

0.04mg/g, 均达到非烃源岩标准;泥质烃源岩最高

为 140.71mg/g, 最低为 0.05mg/g, 其中有 6个达到

好烃源岩标准, 1个达较差标准, 其余 6个为非烃源

岩 (表 1)。根据生烃潜量对泥质烃源岩划分标准,

本区油页岩为中等-好烃源岩。

上述 3个烃源岩特征显示的结果比较一致,说

明采集样品和分析数据的合理性 。可可西里盆地卓

乃湖地区五道梁群油页岩为中等 -好的烃源岩 。

2　有机质类型

烃源岩有机质类型的好坏是影响其生烃潜力的

主要因素之一。本文主要从干酪根镜检 、干酪根碳

同位素组成 、岩石热解法 、干酪根有机元素等几个方

面进行烃源岩有机质类型研究的综合判定 。

用干酪根镜鉴法对卓乃湖五道梁群10个典型样

品 (表 2)分析, 其中 9个为油页岩 (包括泥页岩 ),

其显微组成以腐泥组为主, 含量为45% ～ 90%, 平均

值为 67.3%, 惰质组含量占 1% ～ 30%, 平均值为

13.4%, 镜质组含量为 1% ～ 24%, 平均为 12.3%,腐

殖无定形含量平均为 6.1%, 壳质组变化较大,镜鉴

分类主要为 Ⅱ2型-Ⅱ 1型 。泥灰岩样品显微组成也

以腐泥组为主, 含量为 70%, 惰质组占 25%, 镜质组

含量5%。总体看来,卓乃湖五道梁烃源岩以腐泥组

为主,含量多于65% ～ 85%之间变化,其次为惰质组

或镜质组,合计含量为 10% ～ 30%,而壳质组含量较

低,一般小于 5%, 类型多为 Ⅱ1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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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可可西里卓乃湖五道梁群油页岩实测剖面及有机质特征

Fig.2　MeasuredsectionoftheoilshalesandorganicmatterabundancesintheWudaoliangGroupintheZonagLakesubbasin, Hoh

Xilarea

图 3　有机碳含量与评价直方图

Fig.3　Histogramsshowingthedistributionfrequencyof

organicmattercontents

图 4　氯仿沥青 “A”分布频率直方图

Fig.4　Histogramsshowingthedistributionfrequencyof

chloroform-bitumen“A”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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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卓乃湖五道梁群典型样品有机质丰度

Table1　Organicmatterabundancesintherepresentativesamplesfrom theWudaoliangGroupintheZonagLake
subbasin, HohXilarea

样品编号 岩性
有机碳 /% 恢复后有机碳 /%

数值 级别 数值 级别

沥青 “A”

/10-6
级别

生烃潜量

(S1+S2)mg/g
级别

Zp02-4S2 泥质灰岩 0.15 中等 0.27 好 55 较差 0.04 非

Zp02-5S3 油页岩 9.90 好 17.82 好 4779 好 48.71 好

Zp02-5S5 油页岩 13.30 好 23.94 好 5991 好 64.13 好

Zp02-6S1 泥页岩 0.51 较差 0.92 中等 262 较差 0.89 非

Zp02-7S2 泥页岩 0.19 非 0.34 非 54 非 0.05 非

Zp02-8S2 泥页岩 0.19 非 0.34 非 122 较差 0.20 非

Zp02-9S1 泥页岩 1.88 好 3.38 好 2028 好 9.18 好

Zp02-10S
2 泥灰岩 0.21 中等 0.38 好 154 较差 0.37 非

Zp02-10S4 油页岩 1.65 好 2.97 好 889 中等 8.66 好

Zp02-11S3 油页岩 7.46 好 13.43 好 3143 好 79.96 好

Zp02-12S1 油页岩 0.48 较差 0.86 中等 331 较差 1.04 较差

Zp02-13S2 油页岩 14.00 好 25.2 好 2911 好 140.71 好

Zp02-14S2 泥岩 0.13 非 0.23 非 77 非 0.11 非

表 2　典型样品干酪根显微组分特征及碳同位素组成

Table2　MaceralsandcarbonisotopecompositionsintherepresentativesamplesfromtheWudaoliangGroupinthe
ZonagLakesubbasin, HohXilarea

样品编号 岩性

显微组分

腐泥组 /% 壳质组 /%
腐殖无

定形 /%
镜质组 /% 惰质组 /%

腐泥组

颜色
类型

干酪根

δ13C/‰

Zp02-5S3 油页岩 45 30 23 2 黄色 Ⅱ 1 -18.4

Zp02-5S5 油页岩 50 25 24 1 黄色 Ⅱ 1 -18.2

Zp02-6S1 泥页岩 65 少见 20 15 黄色 Ⅱ 2 -21.9

Zp02-9S
1 泥页岩 65 4 17 14 黄色 Ⅱ

1 -23.4

Zp02-10S2 泥灰岩 70 5 25 黄色 Ⅱ 1 -24

Zp02-10S4 油页岩 88 2 10 黄色 Ⅱ 1 -27.6

Zp02-11S3 油页岩 90 1 9 黄色 Ⅰ -27.8

Zp02-12S1 油页岩 70 3 7 20 黄色 Ⅱ 1 -24.1

Zp02-13S2 油页岩 75 5 20 黄色 Ⅱ 1 -25.9

Zp02-14S2 泥岩 58 12 30 黄色 Ⅱ 2 -23.1

　　与镜鉴同时进行的碳同位素分析结果:五道梁

9个油页岩 (包括泥页岩 ) , 干酪根δ
13
C值变化范围

为18.2‰ ～ 27.8‰, 其中 3个样品为 Ⅱ 1型, 3个为

Ⅱ 2型, 3个为Ⅲ型,略差于镜鉴结果,存在的差异可

能是检测误差 、干酪根制备纯度 、分析人员经验差异

或划分标准不一所致。

热解分析是快速定量评价烃源岩的重要手段之

一, 其中氢指数 、氧指数及降解率等均是有机质分

类的重要指标表 3。

应用热解分类法分析的卓乃湖油页岩 (泥页

岩 )样品氢指数变化在 59 ～ 942mg/g.c之间,平均值

为 406.9mg/g.c, Tmax值变化在 362 ～ 419℃之间

(表 3) ,干酪根类型分为两个 Ⅰ型, 四个 Ⅱ1 型, 两

个 Ⅱ 2型和 1个 Ⅲ型 (图 5);降解潜率指数 7% ～

89%,平均值为39.2%, 按划分标准,其与氢指数划

分完全一致 。按 H/C与 O/C原子比分类法 (图 6,

表 4) ,有两个为 Ⅰ型, 5个为 Ⅱ 1型, 1个为Ⅱ 2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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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岩石热解参数

Table3　Analyticaldataofrockthermolysis

样品编号 岩性

原始烃量 游离烃 热解烃

S0

mg/g

S1

mg/g

S2

mg/g

Tmax/℃

产率指数 烃指数 氢指数 有效碳 降解潜率 有机碳

Ⅰ P
Ⅰ HC

mg/g.c

Ⅰ H

mg/g.c
CP/% D/% TOC/%

Zp02-4S
2 泥质灰岩 0.00 0.00 0.04 / 0.05 1 25 0.00 2 0.15

Zp02-5S3 油页岩 0.00 3.66 45.05 419 0.08 37 455 4.04 41 9.90

Zp02-5S5 油页岩 0.01 5.82 58.31 415 0.09 44 438 5.32 40 13.30

Zp02-6S1 泥页岩 0.00 0.24 0.65 362 0.27 46 127 0.07 14 0.51

Zp02-7S2 泥页岩 0.00 0.02 0.03 / 0.31 8 18 0.00 2 0.19

Zp02-8S2 泥页岩 0.00 0.06 0.14 394 0.31 34 76 0.02 9 0.19

Zp02-9S1 泥页岩 0.00 1.75 7.43 413 0.19 93 395 0.76 41 1.88

Zp02-10S2 泥灰岩 0.00 0.09 0.28 413 0.24 43 137 0.03 15 0.21

Zp02-10S4 油页岩 0.00 1.35 7.31 412 0.16 82 443 0.72 44 1.65

Zp02-11S3 油页岩 0.21 9.69 70.27 370 0.12 130 942 6.64 89 7.46

Zp02-12S1 油页岩 0.01 0.26 0.78 400 0.25 53 163 0.09 18 0.48

Zp02-13S2 油页岩 0.07 13.34 127.37 379 0.09 95 910 11.68 83 14.00

Zp02-14S
2 泥岩 0.00 0.03 0.08 / 0.31 26 59 0.01 7 0.13

图 5　氢指数与 Tmax值划分烃源岩类型

Fig.5　Divisionofthesourcerocksbasedonhydrogen

indicesandTmaxvalues

图 6　O/C与 H/C比值划分烃源岩类型

Fig.6　DivisionofthesourcerocksbasedonO/CandH/C

rati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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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干酪根热解分类 、有机元素分类和镜鉴分

类综合比较 (表 4) , 可判定出卓乃湖油页岩 (泥页

岩 )有机质类型主要由 Ⅰ型-Ⅱ1型组成, 即烃源岩

大部分为腐泥型和腐植腐泥型, 表明卓乃湖泥质烃

源岩生烃潜力大。

3　有机质成熟度

在烃源岩有机质热演化程度研究中, 本文应用

指标采用了常规分析的热解参数与镜质体反射率

(R0%)及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特征 。有机质成熟

度演化判断标准采用赵政章 ( 2001)
[ 7]
标准 。

3.1　热解分析与镜质体反射率显示的成熟度指标

卓乃湖地区泥页岩的 Tmax值普遍较低 (表 5) ,

最低为362℃,最高为 419℃。根据公认的有机质成

熟度划分的热解参数 (Tmax大于 435℃)均未达到成

熟阶段,但我国一些盐湖盆地生油岩的 Tmax值多存

在偏低的异常情况
[ 8]

,其 Tmax值大多小于 420℃。从

沉积特征分析可可西里卓乃湖凹陷五道梁群的沉积

环境为封闭 、还原的盐水湖泊,其 Tmax值偏低可能是

可溶有机质进入S2峰而导致 Tmax值降低或干酪根显

微组分差异导致 Tmax值降低
[ 9]
。

岩石中可溶有机质不仅是有机质的丰度指标,

而且其含量与有机质的成熟演化密切相关,氯仿沥

青 “A”的族组成可以反映原始有机质的类型及成熟

度 。有机质的热演化也影响族组成, 一般未熟阶段

总烃含量较低,而非烃含量较高,过成熟阶段则烷烃

含量和非烃含量较低, 而芳烃和沥青质含量较高。

卓乃湖五道梁群氯仿沥青 “A”族组成特征表明烃源

表 4　典型样品热解 、元素 、镜检分类比较
Table4　Comparisonoftheclassificationoftherepresentativesamplesbasedonthermolysis, elementsandmicroscopic

examination

样品编号 岩性 (S1 +S2 ) /mg/g IH/mg/g.c D/% 热解分类 H/C O/C 元素分类 镜检分类

Zp02-5S3 油页岩 48.71 455 41 Ⅱ 1 1.34 0.15 Ⅱ 1 Ⅱ 1

Zp02-5S5 油页岩 64.13 438 40 Ⅱ 1 1.29 0.15 Ⅱ 1 Ⅱ 1

Zp02-6S1 泥页岩 0.89 127 14 Ⅱ 2 1.36 0.13 Ⅱ 1 Ⅱ 2

Zp02-9S1 泥页岩 9.18 395 41 Ⅱ 1 1.57 0.10 Ⅰ Ⅱ 1

Zp02-10S2 泥灰岩 0.37 137 15 Ⅱ 2 1.45 0.14 Ⅱ 1 Ⅱ 1

Zp02-10S4 油页岩 8.66 443 44 Ⅱ 1 1.58 0.09 Ⅰ Ⅱ 1

Zp02-11S3 油页岩 79.96 942 89 Ⅰ 1.73 0.05 Ⅰ Ⅰ

Zp02-12S1 油页岩 1.04 163 18 Ⅱ 2 1.55 0.11 Ⅱ 1 Ⅱ 1

Zp02-13S2 油页岩 140.71 910 83 Ⅰ 1.76 0.04 Ⅰ Ⅱ 1

Zp02-14S2 泥岩 0.11 59 7 Ⅲ 1.17 0.20 Ⅱ 2 Ⅱ 2

表 5　有机质热演化分析参数

Table5　Analyticaldataoforganicmatterthermalevolution

样品编号
氯仿沥青 “A”族组成 /%

饱和烃 芳烃 非烃 沥青质
Tmax/℃ 饱 /芳 干酪根 R0 /%

Zp02-5S3 痕量 4.52 88.91 6.57 419 0 0.32

Zp02-5S5 1.52 7.26 77.56 13.66 415 0.21 0.29

Zp02-6S1 5.99 9.93 70.24 13.84 362 0.60 0.42 (颗粒少 )

Zp02-9S1 3.92 14.15 72.62 9.30 413 0.28 无可测颗粒

Zp02-10S2 5.57 7.42 76.15 10.85 413 0.75 无可测颗粒

Zp02-10S4 4.04 19.92 67.38 8.65 412 0.20 无可测颗粒

Zp02-11S3 2.05 12.78 77.99 7.18 370 0.16 0.58 (颗粒少 )

Zp02-12S
1 3.32 11.37 62.21 23.09 400 0.29 无可测颗粒

Zp02-13S2 2.46 6.87 90.66 痕量 379 0.36 无可测颗粒

Zp02-14S2 8.20 8.20 65.01 18.59 / 1 无可测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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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的演化程度以未成熟为主 。一方面烷烃含量较

低,是烃源岩未成熟的标志,因未达到成熟, 所以有

机质量转化为烃类的量也很少, 饱 /芳比值也很小

(表 5);另一方面,非烃含量较高和沥青质含量低也

表明有机质的热演化程度不高。由于本次烃源岩干

酪根镜质体反射率的可测颗粒太少,在此不作为有

机质成熟度判断指标,其数据仅供参考 。

3.2　生物标记化合物反映的成熟度指标

卓乃湖烃源岩生物标志化合物参数如表 6所

列,其中 Pr/Ph比值大部分都小于 1,表示烃源岩不

成熟;并且异构烷烃轻 /重比值也普遍很小,说明重

异构烷烃转化为轻异构烷烃量少, 这也表明烃源岩

热演化为未成熟或低成熟;此外从碳数范围中可看

出,轻烃 (C4 ～ C8 )成分完全没有,因其是干酪根裂

解的产物, 所以这也表明有机质不成熟或低成熟。

通过与热解和镜质体反射率方法比较,分析结果是

表 6　生物标志化合物指标参数

Table6　Analyticaldataofbiomarkers

样品编号 主碳峰 CPI OEP Pr/Ph Pr/nC17 Ph/nC18 异构烷烃轻 /重 nC21-/nC22+ 碳数范围

Zp02-5S3 nC23 4.71 9.15 0.17 0.22 0.92 0 0.05 nC15 ～ nC32

Zp02-5S5 nC23 5.24 8.27 0.47 0.72 1.61 0.08 0.05 nC15 ～ nC33

Zp02-6S1 nC31 4.93 12.35 0.92 2.23 3.83 0.11 0.10 nC15 ～ nC34

Zp02-9S1 nC31 5.41 11.44 0.49 0.78 1.94 0 0.04 nC17 ～ nC34

Zp02-10S2 nC31 4.91 12.65 1.02 1.53 1.25 0.12 0.21 nC15 ～ nC33

Zp02-10S4 nC29 7.09 9.24 0.15 0.37 2.89 0.07 0.11 nC14 ～ nC33

Zp02-11S3 nC31 3.57 5.16 0.27 0.61 2.58 0.13 0.08 nC14 ～ nC33

Zp02-12S1 nC31 5.43 12.14 0.97 1.67 1.41 0.08 0.06 nC15 ～ nC35

Zp02-13S2 nC31 4.69 7.88 0.11 0.47 4.54 0.02 0.07 nC16 ～ nC34

Zp02-14S2 nC31 4.01 9.53 1.39 3.65 1.54 0.05 0.11 nC15 ～ nC34

一致的。

CPI和 OEP指标表示卓乃湖油页岩具有明显

的奇数碳优势,气相色谱图表现为高碳数的后单峰

型, 再加上 nC21- /nC22+比值全都很小, 介于 0.04 ～

0.21之间, 可知有机质主要来源于高等的陆生植物。

在反映原始沉积环境方面, 由 Pr/Ph比值大部分小

于 1,可知其为还原性咸水环境 。

4　石油地质意义

根据野外烃源岩的观察研究, 结合剖面样品的

室内分析结果,从烃源岩岩层厚度 、有机质丰度 、母

质类型 、热演化程度等内容对卓乃湖五道梁群烃源

岩评价如下。

可可西里卓乃湖五道梁群泥质岩 (包括油页岩

和泥页岩 )层系, 厚为 161.87m, 油页岩层厚为

74.5m,占实测剖面总厚为 46%。岩石样品的室内

分析结果表明其有机质丰度中等 -高,有机碳分布范

围为 14% ～ 0.13%, 平均含量为 4.52%;氯仿沥青

“A”分布范围 ( 54 ～ 5991) ×10
-6
, 平均含量为

1886×10
-6
,大部分达到烃源岩评价中 -好的标准;

生烃潜量分布范围为 0.041 ～ 140.7mg/g, 平均值为

34.55mg/g, 其中有 7个样品大于 6mg/g, 达到好烃

源岩标准。通过热解 、元素分析和干酪根镜检法对

干酪根分类比较,有机质类型划分基本一致,主要以

Ⅱ 1型为主 。Tmax值 、干酪根镜质体反射率和生物标

志化合物分析,反映出烃源岩大部分位于未成熟 -低

成熟阶段
[ 10]
;其中 Tmax值普遍偏低,分布范围 362 ～

419℃, 平均值为 397.7℃, 是有机质不成熟的反映。

五道梁群的生烃指标偏高, 说明其原始丰度较高,经

分析判定卓乃湖五道梁群以油页岩为主的烃源岩为

本区好烃源岩。

可可西里盆地和伦坡拉盆地的地层厚度相

当
[ 10]

,虽然可可西里盆地为非持续性沉降盆地, 层

位较高,生油岩层暴露地表较多,但由于从新近系至

今可可西里盆地有寒冷的气候条件和还原性的水体

环境,这为残余有机质转化成生物气提供了非常有

利的条件
[ 11, 12]

,因此从生物气方面对其进行开发仍

具有很好的前景 。

参加野外工作还有赵西西教授和研究生魏玉

帅 、金玮 、刘玉法 、李德亮 、王立成 、刘海军 。伍新 、伊

海生教授给予的宝贵意见, 在此一并特表谢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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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roleumgeologyoftheoilshalesfromtheWudaoliangGroupinthe
ZonagLakeareaintheHohXilBasin

JIANGLin1, ZHULi-dong1, WANGCheng-shan2, LIYa-lin2

( 1.InstituteofSedimentaryGeology, ChengduUniversityofTechnology, Chengdu610059, Sichuan, China;2.

CenterforQinghai-XizangPlateauGeology, ChinaUniversityofGeosciences, Beijing100083, China)

Abstract:Theexaminationoftheabundancesandtypesoforganicmatterandlevelsofthermalevolutionoftheoil

shalesfromtheWudaoliangGroupintheZonagLakeareaintheHohXilBasinshowsthattheorganicmatteris

characterizedbymoderatetohighabundances, sapropelictype(I) -humosapropelictype( Ⅱ 1 ) organicmatter

andlowmaturity, indicatingpotentialsourcerocks.TheHohXilBasinwasonceanenclosedcarbonate-dominated

saltlakebasininthexerothermicconditionsduringtheMiocene.Theseenclosedandreducedstillwaterconditions

mayfacilitatetheaccumulationoforganicmatterandformationoftheoilshalesinthestudyarea.

Keywords:HohXilBasin;WudaoliangGroup;oilshale;petroleumg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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