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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近海新生代陆相烃源岩与油气生成》是对分布于中国近海的渤海（海域）、东海、珠江口
、琼东南和北部湾盆地新生代陆相烃源岩及其油气生成的总结。
《中国近海新生代陆相烃源岩与油气生成》共分五章。
第一章在盆地研究的基础上，讨论了盆地演化与烃源岩形成的内在联系，探索了烃源岩形成的古环境
特征及预测方法；第二章详尽讨论了5个盆地的新生代陆相烃源岩及石油与天然气特征、油气成因、
追索了烃源层；第三章选择了烃源岩产烃模拟实验方法，用封闭湿法研究了海域新生代代表性烃源岩
的石油生成过程，编制了产油率曲线，建立了各类烃源岩的生排烃模式；第四章采用天然气源岩定量
评价技术，定量研究了各类烃源岩的天然气生成过程，探索了生气规律；第五章采用同步辐射x射线
荧光分析技术，检测了各盆地代表性原油样品中的微量元素组成，检测与研究结果为识别海域原油的
成因类型增加了新的标志。
　　《中国近海新生代陆相烃源岩与油气生成》可供从事中国海洋石油勘探的地质工作者、科研人员
和大专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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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恩平期　　孢粉组合为哈氏粗肋孢、南海粗网孢、厚壁瘤面三孔沟粉和椭圆三瓣粉。
此外，该期出现了少量的光面球藻、粒面球藻、小刺球藻和三瓣弗氏粉，表明本区开始受到海水影响
，盘星藻消失，水边生长的柳属也显著减少。
出现了较多的栎粉、山地针叶松属。
本期植被类型为落叶常绿阔叶林一常绿阔叶林，古气候为亚热带潮湿气候。
　　化石群分异度计算结果表明，恩平组化石群分异度高于文昌组二段和三段，优势度明显降低。
和文昌期相比，湖泊趋于开张，动荡程度加强，影响水生生物的繁衍和保存。
同时，沼泽化程度增强、陆源有机物的输入与富集是该期的显著特征。
　　（四）珠海期　　孢粉组合为桤木粉、松粉、南海粗网孢、倍计高腾粉、哈氏粗肋孢组合。
该期古植被与前期明显不同，出现了较多的山地针叶植物（如松粉、雪松、云杉等）和落叶阔叶植物
（如桤木、胡桃粉、榛粉、桦粉等），还出现了南海粗网孢、管球藻及较多的三瓣弗氏粉。
云杉和雪松的出现说明周围有山地存在，平原地带发育了蕨类植物和热带红树林。
该期植被类型为落叶常绿阔叶林一针树林，古气候为温带一亚热带潮湿气候。
　　化石群分异度计算结果表明，化石群分异度居古近纪各期之首，而优势度却是最低者。
该期水体开阔而动荡，周围水系活跃，环境频繁更替。
在此环境下多种生物都能生存，使得化石群分异度增高，但优势度却很低。
该期的古环境不利于优质烃源岩的形成，但动荡环境中形成的砂体是极有利的储集层系。
　　二、孢粉型和碎屑状沉积有机质的分布　　孢粉型是指沉积物中用常规方法处理提取的所有具有
机质外壁的微体化石，主要包括陆生和水生高等植物的孢粉、菌类孢子以及淡水、咸水湖泊和海洋中
的浮游藻类，如盘星藻、双星藻、环纹藻、沟鞭藻、疑源类等。
孢粉型分为集水区水域内生产的原地孢粉型和水域以外陆地植物生产的异地孢粉型两类。
两类孢粉型具有不同的古环境意义（吴国瑄等，1995，1998；黄正吉等，1996）。
　　本区古近系的原地孢粉型有藻类、水生草本植物和红树花粉（图1-7）。
盘星藻在神狐组开始出现，文昌组二段和三段富集，反映出神狐期和文昌期的古湖泊为富营养的淡水
湖。
　　恩平组几乎不含原地孢粉型，异地孢粉型以近地组分蕨类孢子占优势，反映出湖泊衰退、沼泽发
育的特征。
　　珠海组下部有煤层分布，中、上部有含量较高的海相沟鞭藻囊孢和含量不高的红树花粉，指示了
珠海期由陆相沉积环境过渡为滨浅海环境。
　　碎屑状沉积有机质是指分散在沉积物中的碎屑有机质，其含量及分布受控于物源及古环境变化。
本书采用R.V.Tyson（1989）提出的碎屑状有机质分类方案（表1-4），该方案曾有效地应用于北海北部
和英国沿岸侏罗系烃源岩的研究。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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