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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ddle Jurassic dark mudstone was developed in Mohe Basin, but the degree of exploration 
was relatively low. It was lack of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and effective evaluation on source 
rocks in the area. Guided by the petroleum geology and petroleum geochemical theory, the index 
of organic matter abundance, type and maturity was comprehensively used for evaluating the 
source rocks of Ershierzhan Formation in Mohe Basin.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ark mudstone 
has high w(TOC). It is 1.37% in averages, and it reaches the standard of medium-good hydrocar-
bon source rocks. The organic matter type is II~III. The evolution of organic matter is generally at 
the mature-over-mature stage, and the evolution of organic matter enhances gradually from the 
east to the w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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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漠河盆地中侏罗统暗色泥岩发育，但勘探程度相对较低，区内烃源岩缺乏系统的认识及有效的评价。以

石油地质学及油气地球化学理论为指导，综合有机质丰度、类型、成熟度等指标，有效评价了漠河盆地

二十二站组烃源岩。研究表明：区内暗色泥岩表现为高总有机碳质量分数(w(TOC))特征，平均为1.37%，

基本达到了中等–好烃源岩标准；有机质类型主要为II~III型；有机质演化普遍处于成熟阶段–过成熟阶

段，且由东至西有机质演化程度逐渐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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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漠河盆地是中国勘探程度相对较低，但含油气远景相对较高的盆地之一。前人对其研究程度较低，

基础资料极为匮乏。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中石油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为代表的少数企业及研究单

位对其进行了初步的油气资源调查，但未形成系统的认识，对生烃源岩的研究也多集中在漠河组，而忽

视了区内另一套潜在的烃源岩——二十二站组[1]-[3]。笔者在区域地质调查及有机地球化学分析的基础上，

系统剖析了漠河盆地二十二站组烃源岩的丰度、类型、分布及有机地球化学特征，为区内油气资源的有

效勘探提供地质依据。 

2. 区域地质 

漠河盆地位于中国最北端，黑龙江省西北部，与北部俄罗斯境内的上阿穆尔盆地相连，为同一盆

地。区域构造位于黑龙江中小地块群中的兴安–内蒙地槽褶皱带额尔古纳地块，其西北端为蒙古–鄂

霍茨克褶皱带，东南端为大兴安岭地块(图 1)，属于上黑龙江中生代断(坳)陷带，为一构造残留盆地[4]-[6]。
盆地呈东西向展布，面积约 21,500 km2，森林覆盖率高，水系发育，常年低温，为国内三大多年冻土

区之一。 
区内发育的巨厚层陆源碎屑岩沉积主要形成于中侏罗世，自下而上依次为绣峰组、二十二站组、漠

河组、开库康组[7]，其中二十二站组顶部与漠河组构成区内主要的近源缓坡型沉积体系(辫状河三角洲–

湖泊沉积体系)，暗色泥岩相对较为发育，为潜在的烃源岩层系[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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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tectonic location of Mohe Basin  
图 1. 漠河盆地大地构造位置图 

3. 有机质丰度 

共采集二十二站组暗色泥岩样品 47 块(露头样品 7 块，岩心样品 40 块) (图 2)。露头样品中，其总有

机碳质量分数(w(TOC))为 0.07%~2.34% (平均 0.76%)；生烃潜量(w(S1 + S2))为 0.01~0.86 mg/g (平均

0.33 mg/g)。岩心样品中，暗色泥岩 w(TOC)与露头样品相比有明显的升高，介于 0.06%~9.46%之间，集

中分布于 0.53%~1.69%，平均为 1.46%；而氯仿沥青“A”质量分数(w(“A”))、总烃含量(w(HC))、w(S1 + S2)
均偏低，平均分别为 0.007%、16.46 μg/g、0.17 mg/g。由于研究区构造活动较为频繁，部分烃源岩存在

轻微变质的现象，导致其热演化程度偏高，故选择受影响相对较弱的 w(TOC)作为烃源岩丰度评价的主要

指标，w(“A”)、w(HC)、w(S1 + S2)加以辅助判断。结合上述样品 w(TOC)分布(图 3)，判断区内二十二站

组烃源岩基本达到了中等–好烃源岩标准。 
在区域上，研究区西部二十二站组烃源岩 w(TOC)平均为 1.08%，综合评价为中等–差烃源岩；中部

地区局部区域发育滨浅湖–半深湖相，沉积了中厚层泥岩，其 w(TOC)平均为 1.88%，局部地区最高可达

2.28%，基本达到好–最好烃源岩标准；东部地区多为林区覆盖，样品采集有限，w(TOC)平均仅为 0.34%，

综合评价为差–非烃源岩。 

4. 有机质类型 

通过对漠河盆地侏罗系暗色泥岩样品热解参数的统计与分析，其氢指数(IH)为 2~82.8 mg/g (平均

14 mg/g)，干酪根烃降解率(D)为 0.29%~7.12% (平均 1.71%)，有机质类型以 III 型为主，少量为 II2 型。而

在区域上，二十二站组东部、西部有机质类型均为 III 型，仅中部地区存在极少样品为 II2 型(图 4)。 
二十二站组样品显微组分分析结果显示，腐泥组体积分数为 43.7%~83% (平均 68.4%)，镜质组体积

分数为 17%~56.3% (平均 31.6%)，类型指数(Ti)为 0.5~70.3 (平均 44.8)，指示其有机质类型主要以 II1、II2

型为主。该结论与岩石热解分析结果存在一定差异，究其原因主要为动力变质作用导致的热演化差异所

致。故综合判断，区内二十二站组暗色泥岩的有机质类型主要为 II~III 型。 

5. 有机质成熟度 

由于区内构造运动频繁，导致部分岩石的热演化程度过高。二十二站组烃源岩镜质体反射率(Ro)为
0.73%~2.37% (平均 1.28%)，tmax 为 292℃~567℃ (平均为 447℃)，均反映有机质演化处于成熟–过成熟

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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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position of source rock sample  
图 2. 漠河盆地烃源岩取样剖面位置图 

 

 
Figure 3. The organic matter abundance distribution frequency of Ershierzhan formation in Mohe Basin  
图 3. 漠河盆地二十二站组有机质丰度指标分布频率图 

 

 
Figure 4. The D-tmax and IH-tmax classification organic matter of Ershierzhan formation in Mohe Basin  
图 4. 漠河盆地二十二站组烃源岩 D-tmax及 IH-tmax有机质类型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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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平面上来看，研究区东部地区样品 Ro 为 0.73%~1.24% (平均 1.07%)，烃源岩演化程度偏低，处在

成熟阶段；中–西部地区样品 Ro为 0.99%~2.37% (平均 1.54%)，有机质演化程度逐渐增高，普遍处于高–

过成熟阶段。由此判断，研究区烃源岩样品有机质成熟度由东至西逐渐增加，热化程度逐渐变高。 

6. 结论 

1) 漠河盆地二十二站组烃源岩 w(TOC)相对较高，平均为 1.37%，基本达到了中等–好烃源岩标准。

而受沉积相控制，研究区中部发育深湖–半深湖相沉积，暗色泥岩沉积厚度大，w(TOC)较东、西部地区

高，局部烃源岩可达好–最好标准。 
2) 区内烃源岩虽存在一定的热演化差异，导致有机质类型变化较大，但仍表现为较为明显的 II~III

型有机质特征。 
3) 区内构造运动频繁，导致部分烃源岩受动力作用而热演化程度较高，从而提前进入生排烃期，该

趋势由东至西逐渐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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