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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伦古地区位于准噶尔盆地东北缘，登记面积

约 7.4×103 km，油气源分析表明，上石炭统巴山组

是主要的油气来源之一。烃源岩是新区勘探的首要

问题，也是新区油气勘探的重要对象之一（颜小宁，

2011）。针对乌伦古地区巴山组烃源岩受火山活动

影响强烈导致烃源岩生烃潜力存在差异的现状，笔

者在对乌伦古地区及周缘多条野外露头进行观测、

取样及分析化验的基础上，结合钻井、岩芯等资料，

对巴山组同一层段不同岩石组合特征的烃源岩进

行了生烃潜力的评价，以期为勘探部署提供地质依

据。

图 1 乌伦古地区构造图（修改自康鹏，2014）

1 地层发育特征

根据野外露头、钻井及测年资料揭示来看，研

究区巴山组年龄为 304~322 Ma，与地层年代相吻

合。前人研究认为研究区巴山组整体为滨浅海的沉

积环境（张奎华等，2013）。根据其岩性特征划分

出 3个岩性段，下部火山岩以中酸性火山岩为主（李

艳平等，2016），上部以中基性火山岩为主，中间

夹一套含火山岩的沉积岩段。

2 烃源岩发育特征
2.1 岩性组合

野外地质调查及探井资料表明，由于受火山活

动影响巴山组烃源岩发育有 4种岩石组合关系，分

别为：①以五彩城剖面为代表的岩石组合关系，中

酸性火山岩（安山岩、流纹岩）—泥岩—粉砂岩；

②以部分区内钻井为代表的岩石组合关系，凝灰岩

—泥岩—凝灰岩；③以扎河坝剖面为代表的岩石组

合关系，基性火山岩（玄武岩）—泥岩—粉砂岩；

④以塔克尔巴斯陶剖面为代表的岩石组合关系，泥

岩—粉砂岩—泥岩。

2.2 有机质丰度

地化分析结果显示，巴山组烃源岩综合评价为

中等—好烃源岩。其中第一种岩石组合关系的烃源

岩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0.74%，生烃潜量（S1+S2）小

于 0.02 mg/g；第二种岩石组合关系的烃源岩有机碳

含量，平均为 10.71%，生烃潜量（S1+S2）平均为

4.0 mg/g；第三种类型的烃源岩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5.82%，生烃潜量（S1+S2）平均为 0.76 mg/g；第四

种类型的烃源岩有机碳含量平均为 1.16%，生烃潜

量（S1+S2）平均为 0.16 mg/g。由此可见，不同类

型岩石组合关系的有机质丰度：凝灰岩—泥岩—凝

灰岩>基性火山岩—泥岩—粉砂岩>泥岩—粉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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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中酸性火山岩—泥岩—粉砂岩。

2.3 有机质类型

根据岩石热解参数分析显示，巴山组有机质类

型为Ⅲ型。图 2揭示，ω(TOC)<1%时，较高的 IH
对应于较低的 TOC含量；ω(TOC)>1%时， IH与

TOC 含量呈正相关。而 TOC含量又可以很好的反

映了烃源岩母质类型（蒋宜勤等，2012）。

图 2 巴山组烃源岩有机碳含量与氢指数关系

2.4 有机质成熟度

巴山组采集的烃源岩样品镜质体反射率总体

属于高成熟阶段，其中中酸性火山岩—泥岩—粉砂

岩 岩 石 组 合 关 系 的 烃 源 岩 Ro 值 分 布 在

2.20%~2.33%；凝灰岩—泥岩—凝灰岩岩石组合关

系的烃源岩 Ro 值分布在 1.61%~1.67%；基性火山

岩—泥岩—粉砂岩岩石组合关系的烃源岩 Ro 值分

布在 0.98%~1.43%；泥岩—粉砂岩—泥岩岩石组合

关系的烃源岩 Ro 值分布在 1.38%~1.53%。分析认

为，火山活动携带不同的火山物质对烃源岩成熟度

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

3 结论

乌伦古地区强烈的火山活动致使巴山组烃源

岩生烃演化也非常复杂。通过对巴山组烃源岩段岩

石组合关系以及烃源岩地球化学实验数据分析认

为，不同的火山物质对烃源岩品质会产生不同的影

响，其中以凝灰岩为代表的火山碎屑岩对烃源岩生

烃演化产生的影响最大，其次为中酸性流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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