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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论述了江陵凹陷下第三系两个含油系统中原油地化特征截然不同是由两套烃源岩成烃母质不同

和成熟度不同造成的。第一含油系统新沟咀组下段Ⅱ油组中、下部—泥隔层上部为主力烃源岩 ,已达到中等—好

生油岩级别 ,可提供较丰富的油源。研究表明 ,这套主力烃源岩在不同区带存在自身单一油源供油或自身与外来

双重油源供油两种模式 ,石油运移距离可达 10 km以上 ,它基本上控制了新沟咀组油田和荆沙组油藏的分布范

围。第二含油系统潜江组烃源岩尽管埋深多浅于 2 000 m(Ro < 0. 5% )不成熟 ,但在潜江组潜三、四段地层中发现

了有机质丰度很高 ,母质类型为Ⅰ S型和Ⅰ 型干酪根的烃源岩 ,具有早期生成未成熟油的潜力 ,可以形成原生油

藏 ,应在勘探中给予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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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陵凹陷地层简表

Table 1　 Brief stratig raphic cha rt o f Jiang ling Depression

地　　层　　系　　统

系 统 组 段
岩　　性　　简　　述

厚　度

( m)
含油系统

第四系

上第三系

下
　
　
第
　
　
三
　
　
系

全、更新统

上、中新统

渐新统

上
始
新
统

中始新统

下始新统

古新统

平原组

广华寺组

荆河镇组

潜江组

荆沙组

新沟咀组

沙市组

灰色粘土、细砂、砾石层 50～ 120

绿灰色泥岩、灰白色砂岩、含砾砂岩和砾岩 300～ 700

绿灰色泥岩、灰白色砂岩 ,夹黑褐色油页岩 0～ 300

潜一段 绿灰色泥岩、黑褐色油页岩夹灰色砂岩 100～ 220

潜二段 蓝灰色泥岩、黑褐色油页岩 80～ 200

潜三段 蓝灰、绿灰色泥岩 ,黑褐色油页岩 ,灰色砂岩 120～ 400

潜四段 深灰色泥岩 ,浅灰色砂岩 ,黑褐色油页岩 ,泥灰岩 300～ 800

棕、紫红色泥岩、浅灰、棕色砂岩及玄武岩 600～ 2 000

棕色、深灰色泥岩夹砂岩 ,含膏泥岩、泥灰岩及泥膏岩 600～ 1 000

灰色、棕红色泥岩、含膏泥岩、石膏、盐岩夹砂岩 300～ 1 700

第二含油系统

第一含油系统

收稿日期: 1996- 10- 12

　　江陵凹陷位于江汉盆地西部 ,面积 6 900 km
2
。

下第三系有两个含油系统:第一含油系统为新沟咀

组—荆沙组 ,第二含油系统为潜江组 (表 1)。纵向上

在新沟咀组、荆沙组和潜江组两个含油系统均有油

气显示 ,平面上油气显示分布广泛 ,主要集中于荆沙

背斜带、氵宛市、金家场地区。 1993年以前 ,油气勘探

几上几下 ,只发现一个花园油田 (图 1)。近三年来随

着新技术的应用 ,对油层认识的深化 ,新沟咀组油气

勘探取得重要进展 ,在荆沙背斜带上相继打出了沙

24、 26、 27、陵 76等一批高产油井 ,发现了沙市、八岭

山、荆西三个油田 ,从而结束了该凹陷找油徘徊不前

的局面 ,使油气勘探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图 1　江陵凹陷油气显示分布图

Fig . 1　 Oil and gas show s in Jiangli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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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陵凹陷两个含油系统原油地化特征对比表

Table 2　 Comparision o f oil g eochemical features fr om two oil systems o f Jiang ling Depression

含
油
系
统

原　　油　　物　　性 族　　组　　成 正　　异　　构　　烷　　烃

相对密度
粘　　度
( m Pa· S)

含　硫　量
(% )

饱　和　烃
(% )

非烃+ 沥青质
(% )

主峰碳数
nC-21

nC+22

Pr
Ph

Pr
nC17

Ph
nC18

Ⅱ
潜
江
组

0. 9380～
1. 0705

1539～
21152

1. 84～
4. 96

6. 18～
16. 86

73. 92～
89. 08

C24
0. 32～
0. 38

0. 13～
0. 36

1. 79～
2. 23

3. 71～
10. 61

0. 9774( 5) 7363( 5) 2. 81( 5) 12. 03( 5) 82. 02( 5) C28 0. 35( 2) 0. 25( 2) 2. 01( 2) 7. 16( 2)

Ⅰ

荆
沙
组

0. 8358～
0. 8493

9. 2～ 16. 6 0. 06～ 0. 16
63. 77～
78. 74

11. 28～
24. 22

0. 8426( 2) 12. 9( 2) 0. 11( 2) 71. 26( 2) 17. 75( 2) C22 0. 64( 1) 0. 52( 1) 0. 85( 1) 1. 39( 1)

新
沟
咀
组

0. 8034～
0. 8456 3. 0～ 15. 6 0. 07～ 0. 31

66. 43～
75. 81

12. 25～
25. 79 C19

0. 96～
2. 04

0. 60～
0. 84

0. 82～
1. 28

0. 93～
1. 91

0. 8291( 6) 8. 8( 6) 0. 16( 6) 69. 18( 6) 20. 06( 6) C22 1. 45( 6) 0. 73( 6) 1. 02( 6) 1. 35( 6)

含
油
系
统

C29甾烷 萜烷

20S
20S+ 20R

(% )

β β
β β+ αα
(% )

αβ β 20R
ααα 20R

三环萜
总萜
(% )

γ-蜡烷
αβ C30

C31
22S

22S+ 22R
(% )

δ13C

(‰ )

Ⅱ
潜
江
组

17. 29～ 23. 25 21. 48～ 23. 99 0. 28～ 0. 31 1. 63～ 7. 52 1. 45～ 1. 61 43. 85～ 55. 12 - 25. 91～ - 26. 73

20. 27( 2) 22. 74( 2) 0. 30( 2) 4. 58( 2) 1. 53( 2) 49. 49( 2) - 26. 32( 2)

Ⅰ

荆
沙
组

51. 27～ 59. 26 46. 93～ 50. 41 1. 07～ 1. 54 20. 76～ 51. 96 0. 65～ 0. 70 59. 01～ 69. 92 - 28. 45～ - 28. 84

55. 27( 2) 48. 67( 2) 1. 31( 2) 36. 36( 2) 0. 68( 2) 64. 47( 2) - 28. 65( 2)

新
沟
咀
组

46. 16～ 54. 33 43. 26～ 54. 77 0. 85～ 1. 53 18. 02～ 46. 56 0. 61～ 0. 91 56. 11～ 68. 97 - 28. 14～ - 29. 83

50. 36( 6) 48. 09( 6) 1. 14( 6) 29. 44( 6) 0. 75( 6) 61. 08( 6) - 28. 69( 6)

　　本文根据近几年分析的大量地球化学资料 ,通

过对原油地化特征、烃源层、油源对比、油气运移的

研究 ,阐明了江陵凹陷下第三系两个含油系统的油

源问题。

1　两个含油系统原油的地化特征

由表 2可以看出 ,第Ⅰ 含油系统新沟沮组和荆

沙组原油的特点是“五低”、“三高”、“一轻”。即密度

低、粘度低、含硫量低、非烃加沥青质低、γ-蜡烷低 ,

饱和烃含量高、 C29甾烷的异构化程度高、三环萜烷

含量高 ,碳同位素值较轻。并且石油运移效应也比较

明显。 第Ⅱ含油系统潜江组原油的特点则相反 ,为

“五高”、“三低”、“一重”。即密度高、粘度高、含硫量

高、非烃加沥青质高、γ-蜡烷高 ,饱和烃含量低、 C29

甾烷的异构化程度低、三环萜烷含量低 ,碳同位素值

较重。这两个含油系统原油的地化特征截然不同 ,前

者为成熟、高成熟油质较轻的低硫原油 ,后者则为未

成熟高硫重质原油。

2　两套各具特点的烃源岩

2. 1　新沟咀组烃源岩

江陵凹陷新沟咀组主要为一套红、灰间互的砂、

泥岩 ,泥膏岩及泥灰岩。过去对可能生油的新沟咀组

下段笼统地进行研究 ,虽然暗色泥岩累计厚度较大 ,

一般可达 200～ 300 m,分布面积广 ,约 5 760 km
2
,

但由于非均质性强 ,地化指标差异大 , 220个样品平

均结果 ,有机质丰度低 ,有机碳含量只有 0. 55% ,烃

含量仅 161× 10
- 6

,母质类型差 ,以Ⅲ 型有机质为

主 ,约占样品数的 67% ,多属于差生油岩〔1〕。因此 ,

该层系生油丰度 ( 32× 104 t /km
2 )和供油丰度 (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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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 t /km
2 )都比较低 ,认为油源不足。 这种认识一直

困惑着这个凹陷的油气勘探 ,将近 20年没有进展。

经过近三年来对凹陷内不同区带 10口有代表

性的井 ,重点在新沟咀组下段的暗色泥岩集中段系

统加密采样分析 ,综合运用录井岩性剖面、测井曲线

和地化指标多项资料进行深入研究 ,提出了新沟咀

组下段发育有一套主力烃源岩 ,并夹有高效生油岩 ,

具有较好—好的生油能力 ,可提供较丰富油源的新

认识。 这个转变 ,增强了在这个凹陷找油的信心 ,加

快了勘探步伐 ,不到三年时间发现了 3个油田。

这套主力烃源岩的特征是:

( 1)主力烃源岩主要发育在该段Ⅱ油组中下部

—泥隔层上部 ,局部地区可到Ⅰ 油组下部或Ⅲ油组

(表 3)。

表 3　新沟咀组下段主力烃源岩发育特征对比表

Table 3　 Comparison of principa l sour ce-rock developments in the low er member o f Xingouzui Fo rma tion

区　　带
烃源岩

发育部位
烃源岩的沉积特征

地层厚度

( m )

烃源岩厚度

( m)

占地层

(% )
代表井

万城地区
Ⅱ 油组下部—

泥隔层上部

三角洲前缘亚相 ,暗色泥岩与砂岩间

互 ,夹薄层油页岩
80. 5 61. 5 76. 4 万 2

荆沙背斜带
Ⅱ 油组中下部

—泥隔层上部

三角洲前缘亚相 ,暗色泥岩与砂岩间

互 ,夹薄层石膏质、白云质泥岩及泥

灰岩

63. 0～ 137. 5 43. 0～ 110. 0 68. 3～ 86. 6
陵 33、 72,沙

4、 27,复 2

江口—梅

虎向斜带

Ⅱ 油组中下部

—泥隔层上部

Ⅲ油组

浅湖亚相 ,暗色泥岩、石膏质泥岩夹

砂岩及薄层膏盐层
94. 9～ 189. 0 83. 0～ 139. 0 69. 5～ 88. 3

路 9,路 10,

虎 1

金家场地区
Ⅰ 油组下部—

Ⅱ油组

浅湖亚相 ,暗色泥岩、石膏质泥岩与

砂岩间互 ,夹玄武岩及薄层膏盐层
194. 0 136. 5 70. 4 金 6

表 4　新沟咀组下段高效生油岩地化指标数据表

Table 4　 Geochemical Indexes of highly efficient sour ce rocks in the low er m embe r of Xingouzui Fo rmation

井　号 层　位
深　　度

( m )
岩　　　性

单层厚度

( m)
母质类型

有机碳

(% )

沥青
“ A”
× 10- 6

烃含量

× 10- 6

生油潜力
S1+ S2
(m g /g)

Ro

(% )

陵 72 Ⅱ油组 1483～ 1484 深灰色泥岩 7. 5 Ⅱ A 2. 67 1578 1163 12. 28 0。 64

复 2 Ⅱ油组 2486～ 2492 深灰色泥岩 5. 5 Ⅰ 1. 37 2240 1437

路 10 Ⅱ油组 2049. 5 灰色泥晶云岩 0. 2 Ⅰ 2. 13 8392 3705 10. 86 0. 86

路 9 Ⅲ油组 3402～ 3406 深灰色泥岩 10. 0 Ⅰ 1. 51 972 738 6. 98

虎 1 Ⅱ油组
3462. 7 深灰色白云质泥岩 0. 1 Ⅰ 1. 37 4344 4003 - 1. 25

3463 深灰色泥岩 0. 37 Ⅰ 1. 56 1335 1134 - 1. 25

( 2)沉积比较稳定 ,除凹陷北部万城地区、荆沙

背斜带主力烃源岩发育于三角洲前缘亚相外 ,凹陷

南部广大地区主力烃源岩都发育于浅湖亚相 (图

2)。

( 3)主力烃源岩主要为一套灰、深灰、灰黑色泥

岩 ,石膏质泥岩、白云质泥岩、泥灰岩及薄层油页岩。

厚度不大 ,一般 40～ 120 m ,最厚 140 m左右 ,推测

在向斜中心部位可能大于 150 m ,但占地层厚度百

分比高 ,多数在 70%以上。

( 4)在新沟咀组下段Ⅱ油组 (个别井为Ⅲ油组 )

主力烃源岩层段中常发育有高效生油岩 (表 4)。所

谓高效生油岩 ,就是有机质丰度高 ,母质类型好 ,生

油潜力大的好生油岩。

从表 4中可以看出 ,由于湖相沉积的烃源岩非

均质性严重 ,所以高效生油岩单层厚度较薄 ,但母质

类型很好 ,基本上都是Ⅰ型。有机碳含量高者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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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烃源岩不同母质类型计算原始有机碳含量、排烃量对比表

Table 5　 Comparison cha rt o f the initial o rg anic carbon content and

hydroca rbon expulsion quantity calculated acco rding to differ ent kerogen types

井　号 层　位 深度
( m )

母
质
类
型

氢指数
( HI)

产率指数
( PI)

有机碳
(% )

实测 原始 实测 原始 实测 原始

排烃量
( mg /g)

Ro

(% )

复 2 Ex 下Ⅱ 2490 Ⅰ 148 600 0. 05 0. 05 1. 29 2. 34 12. 79 -

路 9 Ex 下Ⅲ 3403 Ⅰ 125 600 0. 59 0. 05 2. 31 3. 58 15. 68 -

虎 1 Ex 下Ⅱ 3463 Ⅰ 40 600 0. 63 0. 05 2. 30 4. 31 24. 79 1. 25

路 10 Ex 下Ⅱ 2056. 2 Ⅱ A 51 400 0. 30 0. 10 0. 90 1. 34 5. 28 0. 71

复 2 Ex 下Ⅱ 2407. 5 Ⅱ A 26 400 0. 34 0. 10 0. 97 1. 48 6. 20 0. 93

路 9 Ex 下Ⅲ
3364. 3 Ⅱ A 17 400 0. 44 0. 10 0. 85 1. 31 5. 56 -

3373 Ⅱ A 106 400 0. 13 0. 10 0. 73 1. 04 3. 73 1. 19

陵 72 Ex 下Ⅱ 1429. 7 Ⅱ B 59 200 0. 20 0. 15 0. 90 1. 05 1. 81 0. 69

金 6 Ex 下Ⅰ 2303 Ⅱ B 14 200 0. 26 0. 15 0. 70 0. 86 1. 88 0. 83

路 9 Ex 下Ⅲ
3351 Ⅱ B 9 200 0. 42 0. 15 0. 74 0. 91 2. 02 -

3355. 78 Ⅱ B 35 200 0. 52 0. 15 0. 85 0. 99 1. 71 -

陵 72 Ex 下Ⅱ 1433. 7 Ⅲ 50 100 0. 21 0. 20 0. 79 0. 83 0. 54 -

沙 4 Ex 下Ⅱ 1895 Ⅲ 3 100 0. 50 0. 20 0. 54 0. 60 0. 72 0. 73

复 2 Ex 下Ⅱ
2409. 5 Ⅲ 24 100 0. 41 0. 20 0. 66 0. 71 0. 62 0. 94

2473 Ⅲ 39 100 0. 39 0. 20 0. 80 0. 84 0. 55 -

注:表中 4类母质的原始 HI、 PI,系根据江汉盆地 Ex下未成熟烃源岩的实测资料选定

表 6　潜江组烃源岩地化指标数据表

Table 6　 Geochemical indexes o f source r ocks from Qianjiang Fo rma tion

井号 层位
深度

( m )

有机碳

(% )

生烃潜力 s1+ S2

( mg HC /g岩石 )

氢指数　 HI

( mg HC /g TOC)

氧　指　数

( mgCO\ - 2 /g TOC)

H /C

(原子比 )

O /C

(原子比 )

母质

类型

Ro

(% )

沙 13 Eg3

1198 3. 88 28. 63 712 55 1. 50 0. 063

1322 6. 62 54. 17 794 43 1. 49 0. 060

1409 2. 37 17. 70 724 75 1. 50 0. 057

Ⅰ S -

陵 80 Eq4 1808 1. 27 6. 94 501 101 1. 53 0. 127 Ⅰ 0. 37

以上 ,沥青“ A”含量最高达 8 392× 10- 6 ,有很强的

生烃能力 ,烃含量多数大于 1 000× 10
- 6

,最高可达

4 000× 10- 6左右 , S1+ S2多数在 10 mg HC /g岩石

以上 ,是极好的油源岩。

( 5)新沟咀组下段主力烃源层中 ,源岩的母质类

型不同 ,有机质丰度也明显不同 ,其排烃量有很大的

差别。 根据美国地化专家 K. E. Peters提出的生油

岩物质平衡方程① ,对江陵凹陷 7口井 15个不同母

质类型的烃源岩样品进行了原始有机碳含量 ,排烃

量计算 ,其结果列于表 5,由表中数据可见:

第一 ,各成熟—高成熟烃源岩样品 ,实测有机碳

含量和原始有机碳含量相比 ,母质类型愈好 ,恢复的

原始有机碳含量愈高。对Ⅲ型母质来说 ,原始有机碳

含量仅略为增大 ,而Ⅰ 型母质原始有机碳含量却显

著增加 ,这说明烃源岩的有机碳含量受母质类型的

制约。

　　第二 ,不同母质类型的烃源岩 ,其排烃量差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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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陵凹陷新沟咀组下段Ⅱ油组沉积相分区图

Fig . 2　 Sedimentary facies div ison map o f the

second oil intev al in the low er member of

Xingouzui Fo rmation in Jiangling Depression

图 3　江陵凹陷新沟咀组下段

主力烃源岩综合评价图

Fig . 3　 Integ rated eva luation of principal

sour ce rocks in the low er membe r of Xingouzui

Formation in JiangLing Depression

　

很大的。 Ⅰ 型母质排烃量很高 ,在 12 mg HC /g岩石

以上 ;Ⅱ A型母质排烃量也比较高 ,一般大于 5

mgHC /g岩石 ;而Ⅱ B型母质排烃量却比较低 ,在

1— 2 mg HC /g岩石之间 ;Ⅲ型母质排烃量更低 ,均

小于 1 mgHC /g岩石 ,Ⅰ 型较Ⅲ型母质排烃量要高

十几倍甚至几十倍。

根据江陵凹陷新沟咀组下段主力烃源 100个岩

心、岩屑样品分析结果表明 ,母质类型并不差 ,Ⅰ 型

加Ⅱ A 型母质约占 1 /3,再加上Ⅱ B 型母质可达

65. 4% ,说明这套主力烃源岩具有较好—好的生烃

和排烃能力 ,可提供较丰富的油源 。

( 6)从梅虎向斜带到荆沙背斜带 ,新沟沮组下段

主力烃源岩的发育层位变高 ,烃源岩厚度变小 ,有机

碳含量变低 ,母质类型变差 ,演化程度由高成熟 (Ro

> 1% )到成熟 ( Ro < 1% ) (图 3) ,说明梅槐桥—虎渡

河向斜内的生油条件明显优于荆沙背斜带。在梅虎

向斜带内主力烃源岩厚度大于 100 m ,有机碳含量

单井平均值在 1%左右 ,并不很高 ,但母质类型普遍

较好 ,生油的腐泥组分多大于 40% ,Ⅰ 型加Ⅱ型有

机质在 70%以上 (图 4) ,并且 Ro> 1% ,烃源岩已进

入高成熟阶段 ,具有良好的生烃能力 ,烃含量平均值

最高可达 1 340× 10
- 6

(虎 1井 )。因而向斜带油源较

丰富 ,是主要的油源区。

图 4　江陵凹陷新沟咀组下段

主力烃源岩显微组分三角图

Fig. 4　 Triang ular diag ram show ing microscopic

com pon en ts of p rincipal source rocks in the low er

m ember of Xing ouzui Formation in Jiangling Depression

　

( 7)新沟咀组下段主力烃源岩分布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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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10 km
2 ,较该段整个生油岩分布面积 5 760 km

2

减小了一半以上 ,体积减小了约 3 /4。但因有碳含量

较高 ,母质类型较好 ,其生、排油强度比整个新沟咀

组下段生油岩的生、排油强度却增加 1倍以上 ,分别

为 68× 104 t /km
2和 13× 104 t /km

2。特别是排油强

度 ,在梅虎向斜带内可达 20× 104 t /km2。勘探实践

表明 ,这套主力烃源岩基本上控制了本含油系统油

田或油藏的分布范围。 1995年在主力烃源岩分布区

内钻探 4口井 ,有 3口井获工业油流 ,探井成功率为

75% ,一口井打在主力烃源岩分布区外落空。

2. 2　潜江组烃源岩

潜江组烃源岩分布面积广 ( 4 070 km
2 ) ,厚度较

大 ,一般 300～ 600 m ,大部分地区烃源岩埋藏深度

浅于 2 000 m,镜质体反射率 Ro多小于 0. 5% ,孢粉

颜色以浅黄—黄色为主 , SCI < 2. 5,烃源岩不成熟。

按照干酪根热降解成烃理论 ,该凹陷潜江组则不具

有勘探意义。

但是“八五”期间 ,中美合作研究在沙 13、陵 80

井潜江组潜三、四段地层中 ,发现了有机质丰度高 ,

母质类型好 ,具有极好生烃潜力的源岩〔2〕 (表 6)。

表 7　干酪根产烃特性

Table 7　 Hydroca rbon generation featur es o f kerogen

盆地或地

区及地层
干酪根类型

平均活化能

× 4184 J /m ol
研　　究　　者

绿河页岩 Ⅰ 型 55

巴黎盆地 Ⅱ型 54

蒙脱雷尔 Ⅱ S型 50

Tiss ot et al 1987

江陵潜江组 Ⅰ S型 50 Peters et al 1994

例如 ,沙 13井潜三段泥页岩 ,形成于富含硫、缺

氧的高盐度强还原环境 ,有机碳含量很高 ,均在 2%

以上 ,最高达 6. 62% ,母质类型特殊 ,为世界少见的

IS型干酪根 ( S /C原子比 > 0. 05) ,其氢指数、 H/C

原子比高 ( HI> 700 mg HC /g TOC、 H/C原子比在

1. 5左右 ) ,氧指数和 O /C原子比低 ( OI < 80 mg-

CO2 /gTOC、 O /C原子比 < 0. 08) ,接近于美国绿河

页岩的水平 ,有很高的生油潜力 , 1 g岩石可以生成

约 18～ 54 mg烃。这种 IS型干酪根的活化能分布较

低 ,平均活化能为 50× 4 184 J/mol。与蒙脱雷尔Ⅱ S

型干酪根的活化能分布基本一致 ,但明显低于绿河

页岩Ⅰ型和巴黎盆地Ⅱ型干酪根的活化能分布 (表

7)。这表明Ⅰ S型、Ⅱ S型干酪根的产烃要比Ⅰ 型、

Ⅱ型干酪根早得多。也就是说 ,这种高硫干酪根的烃

源岩 ,只需要较低的活化能就能够使 C— S或 S— S

键断裂生成大量的高硫原油 ,成为未成熟石油的重

要母岩。从而形成江陵凹陷潜江组自生自储的未熟

油藏。

3　结　论

( 1)江陵凹陷两个含油系统中原油的地化特征

区别十分明显 ,看来是由两套烃源岩的成烃母质不

同和成熟度不同造成的。

( 2)新沟咀组下段Ⅱ油组中下部—泥隔层上部

或Ⅲ油组为江陵凹陷的主力烃源岩 ,已达到中等—

好生油岩级别 ,可提供较丰富的油源。

( 3)目前该凹陷发现的新沟咀组油田和荆沙组

油藏 ,其原油均为高成熟或成熟原油。油、岩对比确

认其油源是来自新沟咀组下段高成熟和成熟的主力

烃源岩。特别是梅、虎向斜带生、排烃强度大 ,是主要

的油源区。

( 4)荆沙背斜带为继承性发育的古隆起带 ,且位

于三角洲前缘亚相 ,具有两套油源层 ,两个油源区供

油 ,并以南部向斜带的高成熟油源为主 ,从油源、油

气运移角度评价 ,该带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

( 5)潜江组烃源岩 ,尽管埋藏深度多浅于

2 000 m不成熟 ,但是潜三、四段富含有机质丰度高

的Ⅰ S型和Ⅰ 型干酪根 ,具有早期生成未成熟油的

潜力 ,可以形成原生油藏。同时 ,在张性断层发育区 ,

还可能形成古生新储的次生油藏 ,应在勘探中给予

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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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il Source Analysis of Two Paleogene Oil Systems in Jiangling Depression

J iang　 Rongpei and J iang　 J igang
(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 t Ins titute of Jiangh an Pet roleum Bureau , Qianjiang City, Hubei Province, P. R. China　 433124)

Abstract

This paper dealt wi th that oils f rom tow Pa leogene oil systems in Jiangling Depression have g reat ly

di fferent geochemical proper ties due to dif ferent source ma tter and dif ferent ma turities of tw o sets of hy-

droca rbon source rocks. In the fi rst oil system, the principal souce sequence is ranging f rom the middle

and low er pa rts and the upper pa rto r the mudstone, ba rrier in the forma tion, i t i s o f medium to good

source rock and has generated relatively abundant hydrocarbons. Studies showed that in dif ferent areas

o r zones this oil system has tw o dif ferent oi l souce models, i. e. oueis, the sy stem i tself alone; the o ther is

the system with allochthonous source.

Oil mig ra tion distance may be as far a s over 10 km. The source models and mig ration distance are

basica lly responsible fo r the distribution of Xingouzui. Forma tion and Jing sha Forma tion oil reserv oirs.

In the second oi l system , source rocks in Qianjiang Fo rmation, though being shallow ly buried less than

2000 m (Ro < 0. 5% ) , had been found to havea high abundance of o rg anic mat ter in the 3rd and 4th mem-

bers of Qianjiang Forma tion. kero gens are of TypeⅠ and TypeⅠ S, hav ing the potential to genera te im-

ma ture oil in ea rly stage o f t ransfo rmation, so as to consti tute oil reservoi rs in situ. Proper at 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m in exploration.

Key Words　 oil sy stem　 geochemical property of oil　hydrocarbon source rock　 Jiangli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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