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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和含油气包裹体及其在油气

地质地球化学研究中的意义①

潘长春　周中毅　解启来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广州　 510640)

提　要　　本文在综合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结合笔者的工作经验 ,提出了一个实用的油气和含油气包

裹体分类方案 , 详细论述了各类油气和含油气包裹体的相态、 组成和均一温度特征。在同一油气藏 , 均一

温度越高 ,油相包裹体中的气态烃和挥发份的含量也越高。依据油相包裹体的均一温度的变化及其与同生

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的关系可以研究油气藏在充填过程中油气组成 , 特别是气态烃和挥发份含量的

演变。进而可以研究油气藏的油源—— 生油岩的类型和热演化程度。本文评述了依据油相包裹体和同生水

溶液包裹体 PV T相图推断其捕获温度和压力范围的有效性和局限性。最后讨论了各类油气和含油气包裹

体的成因机制及其在油气地质和地球化学研究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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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油气包裹体在沉积岩中 (特别是在含油气盆地 ) 分布十分普遍 , 作为油气活动 (生成、

运移和聚集 ) 的直接标志 , 前人已做了大量工作〔 1, 7, 8〕。 近年来 , 欧洲 (主要是英国和挪

威 ) 对北海油田中侏罗统砂岩储集层油气包裹体的研究更是达到高潮 , 发表了大量文

章〔 11, 15, 17〕。主要讨论的问题: 1) 油气聚集过程发生的时间及当时储集层的温度和深度 ; 2)

油气聚集与储集层成岩作用的关系 ; 3)通过研究油气包裹体的组成揭示油气藏油气的来源

及油气聚集过程。 本文在综述近年来发表的文献基础上 , 结合笔者的工作经验 , 综合油气

及含油气包裹体的相态特征、 化学组成、 均一温度 ( Th ) 和熔化温度 ( Tm ) , 研究各类油

气及含油气包裹体的成因机理、 油气藏充填过程中油气组分的演变和储集层中油 -气 -水和

矿物相之间的相互作用及其地质地球化学意义。

1　油气及含油气包裹体的分类及各类包裹体特征

根据包裹体相态特征、 组成及其与均一温度的关系 , 本文将油气及含油气包裹体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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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四个端元类型和三个过渡类型。

HC. 油相包裹体　 AQ.水溶液包裹体

图 1　准噶尔盆地齐 8井储集岩

成岩自生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Fig. 1　 Homo g eniza tio n tempera tures o f

authig enic fluid inclusio ns in r eserv oir

rocks fro m Qi- 8 W ell, Jungg a r Ba sin

端元类型: 油相包裹体 Ⅰ ; 气相包裹体

Ⅱ ; 含气态烃纯水溶液相包裹体 Ⅲ ; 含气态

烃水溶液包裹体 Ⅳ。

过渡类型: 油 -气相过渡型包裹体Ⅴ ; 油

-水相过渡型包裹体 Ⅵ ; 气 -水相过渡型包裹

体 Ⅶ 。

1. 1　油相包裹体 (Ⅰ )

室温下为油 -气两相 ,但包裹体捕获时为

单一油相。在冷 -热台加热过程中气泡逐渐消

失。气泡消失时的温度即为均一温度。

油相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一方面取决于捕

获温度 , 另一方面取决于包裹体的组成 , 特

别是气态烃和挥发份的含量。油相包裹体气

态烃和挥发份含量越高 ,则均一温度越高。当

均一的油相包裹体被捕获时 , 如果气体含量

没有达到饱和 ,则均一温度低于捕获温度 ,也

低于同时捕获的水溶液包裹体均一温度 ; 如

果油相中溶解气体含量达到饱和 , 则均一温

度和捕获温度是相同的 , 也与同时捕获的水

溶液包裹体均一温度一致。

对于具体的油气藏 , 在油层中的气体含

量达到饱和之前 , 气体含量主要取决于油气

藏的油源-生油岩的类型和成熟度。偏Ⅰ型的

生油岩以生油为主 , 产气较少。 特别是在生

油早期阶段 , 生成和排出的油溶解气体含量

常常不饱和。 随着热演化程度的增高 , 溶解

气体含量也相应增高 , 直至达到饱和。而偏

Ⅲ型的生油岩以产气为主 , 生成和排出的油

溶解气体含量较高 , 容易达到饱和。

当油层中的气体含量达到饱和之后 , 即

油气藏有气顶存在时 , 油层中溶解气体含量

受油层的温度和压力条件所控制。当油层埋

藏深度增大时 , 温度和压力增大 , 油层气态烃的溶解度增高 , 气态烃从气顶溶入油层 , 气

顶缩小。当油气藏的温度压力降低时 , 油层中气体溶解度降低。 气态烃从油层中逸出 , 气

顶增大。油气藏一旦有气顶存在 , 储集岩捕获的油相包裹体气体含量也达到饱和 , 其均一

温度与捕获温度相同 ,反映当时储集层的温度。这些均一温度数据可以用来推断成藏温度。

而对于无气顶存在的油气藏 , 油层中溶解气态烃的含量一般未达到饱和。储集岩捕获的油

相包裹体气态烃含量也未饱和 , 其均一温度低于捕获温度 , 也低于同时捕获的水溶液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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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均一温度。

HC.油相包裹体　 AQ. 水溶液包裹体

图 2　准噶尔盆地盆参 2井储集岩

成岩自生流体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Fig. 2　 Ho mog enizatio n temperatur es o f

authig enic fluid inclusions in reserv oir

r ocks fro m Penca n- 2 W ell, Jung ga r Basin

图 1和图 2为准噶尔盆地齐 8井和

盆参 2井一些样品的油相包裹体和水溶

液包裹体均一温度直方图。 齐 8井样品

油相包裹体的均一温度除个别数据外 ,

都低于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表明

这些油相包裹体被捕获时 , 油相中气体

含量未达到饱和。盆参 2井样品油相包

裹体均一温度虽然也相对低于水溶液包

裹体的均一温度 , 但油相包裹体均一温

度变化范围较宽。如图 2样品 FP-21, 油

相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为 65— 135℃。除了

油相包裹体的捕获温度可能有变化外 ,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油气藏在成藏过程中

油相中溶解气体含量逐渐增高 , 直至饱

和。盆参 2井和齐 8井样品中均一温度

较高的油相包裹体则是在溶解气体含量

达到饱和后捕获的。

齐 8井和盆参 2井油气藏都是多源

的 ,早期的油源来自二叠系生油层 ,晚期

油源来自侏罗系生油层。 二叠系生油岩

类型好 ,以产油为主。而侏罗系生油岩则

是偏Ⅲ型的 ,以产气为主。在油气藏形成

早期 , 油层中溶解气体含量可能是不饱

和的。 随着高成熟的二叠系油源和以产

气为主的侏罗系油源的输入 , 油层中溶

解气体含量逐渐增高 , 达到饱和。

近 10年来 , 油相包裹体和同生水溶

液包裹体的 PV T相图被广泛用于恢复

包 裹 体 捕 获 时 的 温 度 和 压 力 条

件〔 3, 4, 13, 14〕。该方法的典型作法见图 3。图中油相包裹体与水溶液包裹体等容线的交点 ABCD

组成的区域则为这些油相包裹体和同生水溶液包裹体的捕获温度和压力范围。该方法建立

在以下假设的前提下:

1) 各油相包裹体个体的组成是均一的 , 并和现在的油气藏组成一致 ; 2) 同生水溶液

包裹体不含甲烷等气体。

一般而言 , 在含油气盆地这两个前提都不成立。首先 , 油相包裹体均一温度的变化就

反映了成分 (气态烃和挥发份的相对含量 ) 的变化。不同成分的油相包裹体个体具有不同

的气泡点曲线和等容线。其次 , 与油相包裹体同生的水溶液包裹体无疑都含有甲烷。 含甲

烷的水溶液包裹体的气泡点曲线和等容线截然不同于不含甲烷的 Na Cl— H2O体系
〔 10〕

,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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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后部分还将详细论述。

图 3　水溶液包裹体和油相包裹体的 PV T相图 (据 N ar r和 Bur russ, 1984修改 )

Fig . 3　 Pr essure- v olume- tempera ture ( PV T ) diag ra m of aqueo u and

oil inclusio ns ( M odified fr om N ar r a nd Bur russ, 1984)

现在普遍认为与油气运移和聚集有关的水溶液包裹体甲烷含量均达到或接近饱和 , 这些水

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与捕获温度是等同的或接近一致〔9〕。 假如油相包裹体的组成比较均

一 , 即均一温度变化范围比较小 , 而又相对低于同生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这样 , 第

一个前提条件近似地成立。 可取的作法是以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最低值和最高值作两

条垂直于温度轴的直线 P和 Q。这两条线并不是水溶液包裹体的等容线 , 由于捕获温度与

均一温度等同 , 水溶液包裹体的捕获点必位于这两条线上。 P和 Q线与油相包裹体等容线

和气泡点曲线的交点区域 (图 2中的阴影区 ) 则是油相包裹体和同生水溶液包裹体的捕获

温度和压力范围。 但确定具体某一油气藏的油相包裹体的气泡点曲线和等容线是一项难度

很大的工作。

1. 2　气相包裹体 (Ⅱ )

室温下主要为气态烃相 (面积> 40% )。单一的气态烃相包裹体也许是不存在的 , 一般

为气-水两相。为气 -水两相非均一捕获的产物。这类包裹体有时在气泡与水相之间可见凝析

油环。在热演化程度很高的盆地 , 可见气相 -固体沥青或气相-轻质油 -固体沥青共存的包裹

体 , 是由油相包裹体热裂解而形成的〔1〕。

1. 3　含气态烃纯水溶液相包裹体 (Ⅲ )

室温下无气泡 , 降低其温度直至冷冻 , 也不见气泡出现 , 为均一的纯水相。 最为重要

的 , 这类包裹体的熔化温度 ( Tm ) 常常高于 0℃。笔者在准噶尔盆地西部侏罗及三叠系的

砂岩中见到大量这类包裹体 , 熔化温度 Tm为 - 2℃— + 3℃。 Tm> 0℃是由于包裹体的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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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在冷冻时形成甲烷水合物 ( Gas Hydrate) , 其熔化温度高于 0℃〔 9, 10〕。

1. 4　含气态烃水溶液包裹体 (Ⅳ )

就是一般的水溶液包裹体 , 室温下为水 -气两相。捕获时为单一水溶液相 , 含有较高的

溶解气态烃组分 (甲烷含量可达 3000× 10- 6以上 )。如果捕获时水溶液溶解气态烃含量达到

饱和 , 则包裹体的均一温度与捕获温度相同。

1. 5　油相-气相过渡型包裹体 (Ⅴ )

室温下为油相和气相 , 但气泡较大 , 加热时气泡在过高的温度下消失 , 均一温度高于

捕获温度。其成因主要为非均一捕获。油层中含有过饱和的气体 , 可能以微气泡的形式包

裹在油相中 , 矿物结晶时同时捕获油相和气泡。此外 , 均一捕获的油相包裹体 (Ⅰ ) 受热

后部分裂解也可形成这类包裹体。

1. 6　油相-水溶液相过渡型包裹体 (Ⅵ )

室温下一般含有油相、水相和气相三相 , 有时不含气相。主要特征是油、水相共存。一

般少见 , 属油 -水两相非均一捕获的产物。

1. 7　水溶液相-气相过渡型包裹体 (Ⅶ )

室温下为水相和气相。 以水溶液相为主 , 但含有较多的气态烃相 , 加热时气泡在过高

的温度下才能消失。均一温度高于捕获温度。属于水溶液相和气态烃相非均一捕获的产物。

在含油气盆地中 , 这类包裹体比较常见 , 而往往测出过高的均一温度数据。

2　油气及含油气包裹体的成因机制及其地质、 地球化学背景

水溶液包裹体的形成过程已描述得很清楚〔16〕 , 但油气包裹体的捕获过程似乎还是一个

谜〔 15〕。由于认为矿物表面优先亲水 , 因而优先与水结合。此外 , 储集层在油气充填之后 ,仍

有水溶液包裹体和油气包裹体形成。这似乎都表明矿物表面与油相之间存在中间层—水

膜〔 15〕。由于油相包裹体广泛存在 , 有时异常富集 , 绝大多数油相包裹体都不含水 , 矿物在

结晶过程中是如何捕获油相包裹体而且完全排除水溶液确实令人费解。

2. 1　气相包裹体成因

在讨论油相包裹体捕获机制之前 , 先分析一个气相包裹体的形成过程。 由于气态烃极

性比油相还小 ,当水 -气 -矿物共存时 ,矿物表面无疑更倾向于和水结合 ,很难设想在水饱和

的储集层中运移的烃类气体能够粘附到矿物表面上去。 在含油气盆地中气体包裹体广泛存

在 , 又普遍含水。 气泡的比例可大可小 , 事实上 , 气相包裹体 (Ⅱ ) —水溶液相、 气态烃

相过渡型包裹体 (Ⅶ ) —含气态烃水溶液包裹体 (Ⅳ ) 是一个完整的过渡系列。 Ⅱ型和Ⅶ

型两类气体及含气体包裹体往往成群分布。这样大大小小的烃气泡是如何粘到矿物表面上

去 , 作为矿物捕获这两类包裹体的先决条件? 当地层埋深大于 3000 m时 ,地层水中溶解的

甲烷等气态烃含量相当高 , 可达 3000× 10
- 6
以上。当储集层的水从深部向浅部流动 , 由于

温度、 压力降低 , 水中烃类气体的溶解度也降低。 或甲烷气体从深部向浅部扩散 , 使上部

储集层孔隙水中的甲烷含量达到过饱和 , 大量的气体从水体中析出 , 而气体往往不会从水

体中自然而然地冒出气泡 , 而往往从矿物表面开始形成气泡。气泡在矿物表面生长到足够

大再脱离 , 这与蒸化学试剂加防爆沸剂和盛装碳酸型饮料的杯子壁布满气泡的道理是一样

的。地层水的流动一方面产生烃气泡 , 另一方面可以触发和加快胶结作用 (矿物生长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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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析出的烃气泡在脱离矿物表面之前可以被捕获。 由于矿物结晶生长总是在水溶液介质中

进行 , 这样同时捕获水和烃气泡则是很自然的。

2. 2　油相包裹体的成因

油相-水 -矿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明显不同于气相 -水-矿物之间的关系 , 油相的主要组分

C6+在水中的溶解度很低 ,油相包裹体的捕获过程不能用溶解 -析离这一过程来解释。另外气

相包裹体都含水 ,而绝大多数油相包裹体不含水也反映了油相和气相之间巨大的物性差异。

Nedkvi tne等 ( 1993)讨论了油相包裹体的成因 , 但仅论述油相是如何进入矿物颗粒的孔穴

和裂隙中 , 提出了油相进入矿物颗粒孔穴和裂隙的可能方式: 1) 油层 (柱 ) 达到一定的厚

度 (高度 ) 后凭着浮力挤进去。孔穴越小 , 需要的油柱高度越大。进入 1μ直径的孔隙需要

20 m高的油柱。 2) 由于地震 , 使油 -水形成胶体 , 在水相中以胶粒状存在的油珠再以扩散

的方式凝聚到矿物表面。

油相包裹体的形成是油 -水 -矿物相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 ,笔者认为油相

组分中的极性化合物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笔者设想的油相包裹体形成过程见图 4。

主要点为:

1)在油相与水相或矿物相之间的接触界面富集了极性组分 (含 N、 S、 O有机化合物 )。

由于油相中的极性组分与水和矿物的亲合能力远高于非极性组分 (烷烃、 芳烃 ) , 自然地 ,

接触界面及附近的油相组成不同于不受界面影响的中心部位油相的组成 , 主要是前者极性

组分含量高而后者含量低。

2)在油气运移和聚集过程中 , 由于两相 (油-水 ) , 油 -矿物 ) 之间流速不同 , 或由于地

质上的突发事件: 如断层活动、 地震等使油相与水相在接触界面相互错动形成油珠 , 进入

水相。 由于油珠多形成于油相和水相的接触带 , 极性组分含量较高 , 而又富集于油珠的表

面 , 与水和矿物有较强的亲合能力。 可稳定地存在于水相中并自行粘附到矿物表面 , 不需

很强的外来力量。

3)当油珠粘附到矿物表面后 ,油珠表面的极性组分对溶解在水中的矿物质有较强的吸

附力 , 在油珠界面附近的水体形成一种势能场。即越靠近油珠的水体 , 溶解的矿物质含量

越高。 这使得矿物生长可优先并紧贴油珠界面进行。因而绝大多数油相包裹体不含水。已

有分析数据表明 , 油相包裹体的极性组分含量是储集层原油含量的 4— 6倍〔11〕。与之相反 ,

由于气相包裹体不含极性组分或含量很低 , 气体包裹体几乎都含水。

4)油相包裹体不含水 , 这个现象本身就表明油相与矿物表面可充分结合 , 油相极性组

分中的极性基团对矿物有很强的亲合力 , 油相与矿物相之间可能不存在设想中的中间层—

水膜。 油层中含有水 , 是以包裹水的形式存在于油层中 , 而不是以水膜形式均匀分布于油

相与矿物颗粒之间。

5)在人工合成的矿物中 ,可见较多的油相包裹体含水相
〔 12〕
。这与人工合成的矿物是在

高度过饱和的水介质中以过快的速度生长有关。

6)油相包裹的矿物颗粒被流动的水冲刷 ,由于油相的极性组分与矿物表面有很强的亲

合力 , 在矿物表面仍有很多残留的油珠 , 当矿物颗粒再生长时 (如次生加大 ) , 自生加大边

与原颗粒的接触带可富含油相包裹体〔15〕。

7)油气储集层中油相包裹体的丰度可能取决于油气聚集时的水动力状态 ,以及断层活

动和地震等突发地质事件。 也可能与原油组成有关 , 极性组分含量较高的原油容易形成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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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包裹体。

图 4　油气储层在成岩作用过程 图 5　含甲烷水溶液包裹体和含甲烷纯水相

中油相包裹体捕获机制示意图 (无气泡 ) 包裹体 PV T图 (气泡点曲线据 Ha no r 1980)

Fig. 4　 Car too n sho wing the entra p- Fig . 5　 PV T diag ram o f aqueo us a nd bubble

me nt o f oil inclusions during the rr ee a queous inclusio ns co ntaining dissolv ed

diag enesis o f oil r eserv oir r ocks ma tha ne ( bubble point curv e , after Ha no r 1980)

2. 3　含气态烃纯水溶液相包裹体和含气态烃水溶液包裹体的成因

这两类包裹体捕获时为均一的水溶液包裹体 , 包裹体有无气泡取决于它们的 PV T相

图的气泡点曲线。不含气态烃的 Na Cl— H2O体系包裹体气泡点曲线比较简单 (图 2)。由于

在含油气盆地 , 成岩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水溶液包裹体普遍含有甲烷 , 这使得气泡点曲线变

得十分复杂 , 一方面取决于盐度 , 但主要取决于溶解甲烷气的含量〔10〕。假如包裹体在捕获

时 ,溶解气体的含量已达到饱和 ,包裹体的捕获点将位于气泡点曲线的某一点 A (图 5)。在

这种情况下 , 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 Th ) 不必经过压力校正 , 和捕获温度 ( Tt r) 是等同的。

假如包裹体捕获时 , 水溶液中的溶解甲烷气含量还未饱和 , 则捕获点位于等容线上某一点

B, 压力校正温度为 ΔΣ。室温下 , 一般含甲烷水溶液包裹体为气泡 -水溶液两相 , 但在准噶

尔盆地西部侏罗系三叠系的砂岩中见有大量的无气泡纯水溶液包裹体。 这类包裹体即使冷

冻也不见气泡出现 , 并且熔化温度 ( Tm) 常常大于零度 , 一般为 - 2℃— + 3℃ , 熔化温度

( Tm )常常大于零度 ,是由于包裹体中的甲烷在冷冻时形成甲烷水合物 , 这种化合物的熔化

温度在 0℃以上〔9, 10〕。在准噶尔盆地 , 无气泡纯水溶液包裹体常和气体包裹体共生。由于在

沉积埋藏过程中 , 温度一直是升高的 , 均一捕获的包裹体在形成之后不会有气泡出现 , 也

就不会有卡脖子现象。 这说明包裹体在捕获时 , 水溶液中溶解气体含量已达到饱和 , 气体

包裹体为非均一捕获的结果。准噶尔盆地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 ( Th )数据绝大多数大

于 85℃ ,因此可推测纯水溶液包裹体的捕获温度可能低于 85℃。由于准噶尔盆地西部地温

梯度很低 , 低于 2℃ /100 m , 这些含纯水溶液包裹体的样品埋深 3500— 4500 m之间 , 现地

温为 70℃— 90℃。假如捕获温度低于 80℃ , 压力为 400— 500 bars, 即位于图 5中气泡点

曲线的最高点 H。随着温度—压力降低 , 在室温范围内等容线与气泡点曲线非常接近 ,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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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包裹体在室温下直至冷冻均为单一的水溶液相包裹体。 这仅仅是为含甲烷纯水溶液包

裹体的成因提供一个可能的解释。也许在这类包裹体的形成过程中还有很多未知的因素。

结　论

油气储集层的孔隙充填有水 -油 -气等多相流体 , 在成岩过程中形成各种类型的油气和

含油气包裹体。每类包裹体都有各自的相态、 组成特征和捕获机制 , 反映特定的地质地球

化学过程。

1)油相包裹体捕获时为均一的油相 ,室温下为油-气两相 ,不含水。油相包裹体的组成 ,

特别是气态烃和挥发份的相对含量与均一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 均一温度越高 , 气态烃和

挥发份含量也相对越高。如果捕获时油相中的气态烃达到饱和 , 其均一温度与捕获温度及

同时形成的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相同。如果捕获时油相中的气体未饱和则均一温度低

于捕获温度及同时形成的水溶液包裹体的均一温度。在油相包裹体的形成过程中 , 油相中

的极性组分起着重要作用。

2)准噶尔盆地齐 8井和盆参 2井储集层油相包裹体均一温度变化范围较宽 ,相对低于

水溶液包裹体均一温度 ,表明油气藏在形成初期油层中溶解气体含量很可能是不饱和的。油

源来自以生油为主的二叠系生油岩。 随着高成熟的二叠系油源和以产气为主的侏罗系油源

的输入 , 油层中溶解气体含量逐渐增高 , 达到饱和。

3)气体包裹体形成于气体含量饱和及过饱和的水体中。这类包裹体一般都含有水 , 属

于非均一捕获的产物。 在同一气藏中 , 气体包裹体的组成也会有差异。

4) 在含油气盆地成岩作用过程中形成的水溶液包裹体普遍含有甲烷气体。如果捕获

时 , 水溶液中的气体含量达到饱和 , 则均一温度与捕获温度相同 , 如果气体含量未达到饱

和 , 则均一温度略低于捕获温度。当水溶液的盐度较低时 (低于 3% WtNaCl) , 在冷冻过

程中 , 这类包裹体可形成甲烷水合物 , 常见熔化温度高于 0℃的现象。

5)在准噶尔盆地西部三叠系和侏罗系砂岩中见有大量与气体包裹体共生的含甲烷纯

水相包裹体。 在室温下及冷冻过程中仅见水相 , 不含气泡。 这类包裹体可能形成于低地温

梯度 ( < 2℃ /100 m) 的含油气盆地。包裹体捕获时 , 储集层埋深于 3500— 4000 m , 温度

80℃左右。

6)储集层的孔隙中由于多种流体共存 , 成岩过程中形成多种过渡型包裹体 , 属非均一

捕获后受热演化的产物。一般这些包裹体的均一温度高于捕获温度。须慎重使用过高的均

一温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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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ydrocarbon Inclusions: Implications to

Petroleum Geology and Geochemistry

Pan Changchun Zhou Zhongyi and X ie Qilai
( Gangzhou Ins titute of Geochemist r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 Guangzhou , 510640)

Abstract

In this paper, a practical a pproach is presented to classify the hydrocarbo n and hydro-

carbo n-bea ring inclusio ns based o n recent studies published by others as w ell as the au-

thors′ow n research ex perience in this field. The proper ties of f luid phases, co mposi tions

and homo geniza tion tem peratures o f va rio us types o f hydroca rbo n and hydroca rbo n-bear-

ing inclusions have been described and studied in detail s. In a reserv oir, the higher the ho-

mo geniza tio n tem peratures o f the oi l inclusions, the hig her the co ntents o f g as and vo latile

short-chain com pounds. Based o n the va riation o f hom ogeniza tio n tem peratures a nd the re-

lationship o f ho mog enizatio n tempera tures between oi l inclusions and associated aqueous

inclusio ns, the va riation of co ntents of g as a nd vo latile short-chain co mpo unds in a reser-

voi r could be elucida ted. Furth erm ore, th e efficiency and limitatio n o f the m ethod to deter-

mine the entrapment tem peratures and pressures of fluid inclusions based on PV T dia-

g rams o f oil inclusio ns a nd associated aqueous inclusio ns a re ev aluated. Fina lly, some po s-

sible models hav e been presented to interpret the entrapments o f various ty pes of hydro car-

bon and hydrocarbo n-bea ring inclusions and thei r implications to pet roleum g eo logy and

g eo chemistry are discussed as w ell.

Key words: 　 hydrocarbo n- bea ring ba sin　 hydrocarbo n and h ydrocarbon-bearing inclu-

sio n　 ho mog enization tem perature　 Co mpositional ev olutio n of oil-g as reserv a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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