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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相烃源岩有机相特征
　

刘海钰，郭潇潇，庹雷，吴杨瑜，李珊珊，夏磊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海口 570100）

摘　要：为了实现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相烃源岩的精细划分与评价，结合地球化学测试资料，

对莺歌海盆地中新统烃源岩进行有机相划分，建立了有机相与沉积相的对应关系，进而预测

烃源岩的平面展布。研究结果表明，按照有机质来源与沉积环境可将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相

烃源岩分为 4 类：海相陆源型、海相混源Ⅰ型、海相混源Ⅱ型、海相内源型。不同有机相与沉

积相对应关系较好，其中，扇三角洲、滨海相对应海相陆源型，内浅海对应海相混源Ⅰ型，外浅

海、半深海对应海相混源Ⅱ型，外浅海、半深海和深海对应海相内源型。海相混源Ⅱ型烃源岩

分布广，厚度大，有机质丰度较高，有机质类型以Ⅱ2 型干酪根为主，少量Ⅲ型干酪根，保存条

件较好，是莺歌海盆地的主要气源岩。研究成果为预测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相优质烃源岩的

平面展布并准确评价其资源潜力提供了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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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引言

莺歌海盆地有良好的天然气发现和广阔的天

然气勘探前景。已有研究成果表明，中新统海相烃

源岩是中国近海莺歌海盆地的主要油气供给层段[1-2]，

也是中国新生代海相烃源岩的典型代表。受限于

勘探程度与研究历史，关于莺歌海盆地烃源岩的研

究较为有限，主要集中于烃源岩地球化学[1-3] 及其

演化特征研究[3-5]。近年来，相关学者加强了莺歌海

盆地烃源岩发育机制方面的研究[6-7]，建立了海相烃

源岩发育模式，预测了有利海相烃源岩的发育区域

及层系。以往研究通常是将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

相烃源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地球化学特征、发

育特征等，缺少对烃源岩的精细刻画，优质烃源岩

的发育特征及生烃潜力研究依旧较为薄弱，难以实

现精细评价。

源岩有机相概念已广泛用于石油勘探中，是从

成因上认识烃源岩特征和展布的有效手段[8]。有机

相不受地层或岩石单位的限制，主要强调生源和形

成环境，是有机质丰度、有机质类型、有机质地球化

学特征和沉积环境的综合体现[9]。通过有机相分析

可以实现海相烃源岩的精细划分与评价。本文在

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首次对莺歌海盆地海相烃

源岩进行有机相分析，通过沉积与有机地球化学分

析手段相结合，明确盆地内存在的烃源岩沉积有机

相类型，建立有机相与沉积相的对应关系，预测海

相烃源岩的平面展布，以期为油气勘探提供信息。

 1    地质概况

莺歌海盆地是新生代沉积盆地，最大沉积厚度

超过 17 km，盆地一级构造单元包括莺东斜坡、中

央坳陷和莺西斜坡，其中，中央坳陷包括莺歌海凹

陷、临高低凸起等二级构造单元[10]（图 1）。盆地构

造演化、沉积充填可分为裂陷、裂后 2 个阶段，自下

而上发育了古近系岭头组湖相沉积，崖城组及陵水

组海陆过渡相-浅海相沉积，新近系三亚组、梅山组、

黄流组及莺歌海组滨浅海相沉积，第四系乐东组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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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相沉积[11-15]（图 1）。莺歌海盆地主要气源岩为

三亚组和梅山组浅海相泥岩[1-2]。黄流组、莺歌海

组以及第四系发育浅海陆架砂岩、半深海浊流沉积

和海相泥岩，形成良好的储盖组合。

 2    烃源岩沉积有机相

莺歌海盆地已钻井证实梅山组主要发育浅海

（包括外浅海和内浅海）、扇三角洲、滨海及三角洲

等沉积相带，三亚组发育内浅海、滨海及三角洲等

相带，未钻遇外浅海相地层。

 2.1    有机质丰度

钻遇中新统地层的探井大多数位于盆地边缘

或斜坡带，故有机质丰度总体不高，绝大多数烃源

岩样品总有机碳含量（TOC）以＜1% 为主，但位于

凹陷斜坡带的几口深井钻遇了 TOC 较高的中新统

烃源岩。位于中央坳陷的 LD22-1-7 和 LD30-3-1A
井钻遇的梅山组（未钻穿）TOC 介于 0.49%～4.59%，

平均 1.7%，达到好烃源岩级别。近年在凹陷斜坡带

钻探的 Z10-3 井揭露，梅山组上部也存在有机质丰

度高的泥岩，TOC 值为 0.57%～2.1%，平均 1.2%。

统计发现，不同沉积环境下烃源岩的有机质丰

度呈现一定的规律（表 1）：外浅海相烃源岩有机质

丰度相对较高，TOC 和生烃潜量（S1+S2）均高于内

浅海相和滨海相等沉积相带的烃源岩。梅山组外

浅海相烃源岩 TOC、S1+S2 和氯仿沥青“A”的平均

值分别为 0.97%、1.37 mg/g 和 0.091 5%；内浅海相
 

表 1    莺歌海盆地中新统不同沉积相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评价

Table 1    Statistics in organic matter abundance of the Miocene source rocks of different facies in Yinggehai Basin
 

层位 岩性 沉积相 TOC/% S1+S2/（mg/g） 氯仿沥青“A”/% HI/（mg/gTOC）

梅山组 泥岩

外浅海相
0.29～3.17
0.97（74）

0.02～7.07
1.37（74）

0.002～0.098
0.091 5（16）

6.1～423.7
112.0（66）

内浅海相
0.22～2.09
0.54（58）

0.02～3.41
0.59（58）

0.075 8～0.090 8
0.083 3（8）

20～370.9
108.1（20）

扇三角洲、滨海、海底扇相
0.14～1.34
0.49（48）

0.1～2.87
0.71（48）

0.012 6～0.029 6
0.017 6（6）

28～214.3
77（42）

三亚组 泥岩

内浅海相
0.21～1.17
0.62（27）

0.13～1.39
0.80（27）

0.048 2～0.065 9
0.058 4（6）

0.13～1.39
0.80（27）

三角洲、滨海、海岸平原
0.2～1.02

0.57（23）
0.06～2.78
0.76（23）

0.011 9～0.024 9
0.017 7（6）

0.06～2.78
0.76（23）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样品数）
注：表中数据格式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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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莺歌海盆地构造区划分及地层柱状图

Fig.1    Tectonic position and and stratigraphic column of the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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烃源岩 TOC、S1+S2 和氯仿沥青“A”的平均值分别

为 0.54%、0.59  mg/g 和 0.083  3%；滨海相烃源岩

TOC（平均值为 0.49%）、S1+S2（平均值为 0.71 mg/g）
和氯仿沥青“A”（平均值为 0.017 6%）的含量均较

低。三亚组也表现为内浅海相烃源岩的有机质丰

度高于滨海相、三角洲相烃源岩的特征。整体来看，

梅山组烃源岩的有机质丰度要稍高于三亚组。

 2.2    有机质类型

有机质类型是评价烃源岩有机质的质量指标。

在莺歌海盆地已钻遇的中新统烃源岩中，绝大多数

样品的氢指数（HI）＜300 mg/g TOC，少量的样品

HI＞300 mg/g TOC，Tmax 集中分布于 420～460 ℃，

干酪根类型主要为Ⅱ2−Ⅲ型。不同沉积环境发育

的烃源岩干酪根类型也存在差异：滨海相烃源岩

HI 值相对较低，主要分布于 28～214.3 mg/g TOC，

平均 77 mg/g TOC，以Ⅲ型干酪根为主，少量Ⅱ2 型；

内浅海相烃源岩 HI 介于 20～370.9 mg/g TOC，平

均 108.1 mg/g TOC，干酪根类型为Ⅱ2−Ⅲ型；外浅海

相烃源岩 HI 值相对较高，为 6.1～423.7 mg/g TOC，

平均 112 mg/g  TOC，干酪根类型为Ⅱ2−Ⅲ型，但

Ⅱ2 型干酪根占比明显增大（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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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莺歌海盆地中新统不同沉积相烃源岩有机质类型

Fig.2    Classification of organic matter types of the Miocene source rocks of different facie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2.3    干酪根特征

干酪根显微组分相对组成可以划分烃源岩有

机质类型[16-17]。干酪根显微组成分析结果表明，莺

歌海盆地中新统烃源岩镜质组和惰质组含量为

20%～50%，灰色无定形占优势（30%～80%），前人

研究认为这种灰色无定形可能主要源于浮游植物

的生物聚合物转变而成的灰色无定形地质聚合物

以及部分腐殖物[16-17]。从干酪根显微组分相对组

成推测，中新统烃源岩成烃母质既有高等植物的贡

献又有浮游植物的贡献。

据莺歌海盆地钻获的烃源岩干酪根碳同位素

分析结果，中新统泥岩干酪根 δ13C 明显偏重，干酪

根 δ13C 介于−24.1‰～−26.9‰，高于下渐新统崖城

组烃源岩干酪根的同位素值（−27.3‰～−27.14‰）。

根本原因是二者光合作用利用的碳源不同，海生植

物利用水体中的碳酸盐而陆生植物利用大气中的

CO2，导致了海相有机质碳同位素值要大于陆源有

机质，这两者的差值在古代沉积物中可达 3‰～5‰。

崖城组海岸平原相烃源岩陆源高等植物更加富集，

其干酪根碳同位素组成较轻，而中新统海相沉积环

境烃源岩的干酪根同位素组成明显偏重[18-19]。除

了不同地层烃源岩干酪根碳同位素有差异外，统计

还发现莺歌海盆地中新统不同沉积环境干酪根同

位素也存在差异，表现为：海底扇及外浅海环境中

烃源岩干酪根碳同位素（−25.15‰）偏重，而内浅海

的略偏轻（−26.8‰）（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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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莺歌海盆地中新统烃源岩干酪根碳同位素

沉积微相分布直方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kerogen carbon isotope in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of the Miocene source rock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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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生物标志物特征

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相烃源岩含有丰富的五

环三萜烷、贫三环萜烷和四环萜烷（图 4）。从三环

萜烷的分布情况来看，莺歌海盆地梅山组烃源岩三

环萜烷呈现出以 C23 三环萜烷为主峰的近正态分布，

表现出海相烃源岩的特征，三环萜烷相对于五环三

萜烷含量很低，表明了细菌生源输入量大的特征[20-22]。

普遍检测到源于陆源高等植物的奥利烷（OL），OL/C30

藿烷比值为 0.16～1.46，不同沉积相带该比值差别

较大。海底扇及内浅海环境中烃源岩 OL/C30 藿烷

比值较高，为 0.49～1.48，平均值 0.87；外浅海环境

发育烃源岩中该比值较低，普遍＜0.5。中新统烃源

岩中伽马蜡烷丰度均较低，伽马蜡烷指数＜0.3，说
明其沉积环境水体盐度低，还原性较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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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莺歌海盆地中新统烃源岩生物标志物对比

Fig.4    The chromatogram of the saturated hydrocarbon, mass chromatogram of terpenes （m/z191） and
steranes （m/z217） from the Miocene source rock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甾烷组成中，中新统海相烃源岩规则甾烷 C27、

C28、C29 呈不对称的“V”型分布，C27/C29 甾烷比值

为 0.73～1.58，说明其生源构成既有陆源高等植物

输入亦有低等水生生物贡献。C29 甾烷 20S/（20S+
20R） 和 C29 甾烷 ββ/（αα+ββ）是 2 个常用的成熟度

参数[21]，C29 甾烷 20S/（20S+20R）比值为 0.33～0.53，
平均值为 0.44；C29 甾烷 ββ/（αα+ββ）比值为 0.41～
0.50，平均值为 0.44，可见莺歌海盆地目前已钻遇的

中新统烃源岩主要处于成熟阶段。

 2.5    烃源岩生源构成

王铁冠等[23] 根据每类生物标志物的生源意义，

归纳出烃源岩有机质的生源类型包括陆生高等植

物生源、低等水生生物生源、色素生源以及未知生

源。依据每类化合物在馏分中的相对定量数据，

可以计算出每个馏分中有机化合物的生源构成百

分比，进而得出有机质生源构成参数。该生物标

志物组合法可以定量剖析不同类型烃源岩的生源

构成。

本文依据该生物标志物生源分类方法，统计了

莺歌海盆地不同沉积类型烃源岩的生源构成参数

（表 2）。菌藻类生源总量/陆源生源总量比值可以

直观反映菌藻类生源与陆源生源输入的相对比率，

外浅海烃源岩菌藻类生源总量/陆源生源总量比值

最高，为 1.16～1.41，平均 1.29；扇三角洲及滨海沉

积烃源岩中该比值最低，为 0.54～1.45，平均 0.76；
内浅海烃源岩中该比值介于前两者之间，为 0.62～
1.03，平均 0.79。

统计生源构成比例发现：外浅海烃源岩高等植

物生源输入所占比例为 36.9%～43.5%，平均 39.7%，

低等生物生源输入所占比例约为 50.1%～52.2%，平

均 50.8%；内浅海沉积环境发育的烃源岩高等植

物生源输入所占比例为 44.9%～55.7%，平均 51.1%，

低等生物生源输入所占比例约为 34.7%～46.3%，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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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40.1%；扇三角洲及滨海沉积环境发育的烃源岩

高等植物生源输入所占比例为 49.6%～55.3%，平

均 52.02%，低等生物生源输入所占比例约为 36.4%～

43.1%，平均 39.8%。此外，藿烷类/陆源萜类可反

映烃源岩母质中细菌生源与陆源高等植物生源产

物的比率[20-24]，甾烷类/藿烷类比值反映藻类生源与

细菌生源的比率[20-24]，据此推测莺歌海盆地中新统

烃源岩细菌生源占比为 15.9%～23.9%，平均值为

18.7%，占比较大，反映出相对偏氧化的沉积环境。

可见，莺歌海盆地中新统烃源岩均呈现陆源高

等植物生源和低等生物生源的混源输入特征，但扇

三角洲及滨海沉积环境发育的烃源岩具有较多的

陆源高等植物生源，外浅海沉积环境发育的烃源岩

陆源高等植物生源贡献最少，内浅海沉积环境发育

的烃源岩陆源高等植物生源贡献居于二者之间。

 3    沉积环境对有机相的控制作用

前人研究认为，古气候、古生产力、古氧相、沉

积演化以及海平面变化等因素控制着莺歌海盆地

中新统海相烃源岩的发育，归根到底是古生产力和

保存条件两大因素控制着研究区烃源岩的发育[6]。

中新统沉积期，莺歌海盆地处于热沉降期，盆

地构造形态简单，整体呈“U”形结构，受构造活动

影响较小，海平面变化是盆地充填演化的首要控制

因素。三亚−黄流组沉积期，南海相对海平面具有

先升后降再缓慢上升的特征，在三亚组、梅山组早

期达到最高，受盆地形态和海平面变化影响，该时

期陆源碎屑搬运至盆地中心难度最大，有利于海相

有机质的发育，盆地边缘则主要发育裙带状的滨海

相及受河口控制的三角洲相，因此，盆地边缘易发

育陆源有机质和海陆混源（以陆源为主）有机质。

根据烃源岩发育控制因素，建立研究区烃源岩

的发育模式（图 5）：中新世时期，莺歌海盆地边缘发

育滨浅海相沉积，靠近物源的滨浅海位置陆源有机

质供应充足，但水体较浅，沉积环境还原性较弱，有

机质的保存条件较差，主要发育非−差烃源岩。靠

近盆地中央的浅海相具有陆源和海源双源输入特

征，越靠近盆地中央水体变深，保存条件变好，可发

育中等−好烃源岩。盆地中央发育半深海−深海沉

积相，以低等水生生物输入为主，保存条件好，可发

育好烃源岩。

 4    烃源岩沉积有机相划分及分布特征

国内外学者[7,25-26] 根据有机质的生源输入特征

将中−新生代大陆边缘盆地海相烃源岩划分为 3 类：

以藻类输入为主的内源型、以高等植物输入为主的

陆源型和介于两者之间的混合生源型。

烃源岩的干酪根和生物标志化合物具有明确

 

表 2    莺歌海盆地不同沉积环境下烃源岩生源构成参数表

Table 2    Source rock composition parameters of different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沉积相 井号 层位 菌藻类生源/陆源生源总量 藿烷/陆源萜类 甾烷/藿烷
生源构成比例/%

高等植物 菌藻 细菌 其他

外浅海

X1-1_1 梅山组 1.41 1.46 0.34 36.9 28.3 23.9 10.9

X1-1_2 梅山组 1.16 1.52 0.32 43.5 26.6 23.6 6.3

X1-6 梅山组 1.29 1.12 0.3 38.8 29.1 21 11.1

内浅海

H29-1_1 梅山组 0.76 1.31 0.26 53.2 21.9 18.8 6.1

H29-1_2 梅山组 1.03 1.28 0.29 44.9 27.6 18.7 8.8

H29-1_3 三亚组 0.81 1.64 0.25 49.7 19.8 20.6 10

H29-1_4 梅山组 0.62 1.75 0.25 55.7 18.4 16.3 9.5

H29-1_5 梅山组 0.7 1.15 0.4 52.5 20.9 16.1 10.5

L26-2_1 梅山组 0.78 1.27 0.21 50.9 21.1 18.5 9.6

L26-2_2 梅山组 0.76 0.93 0.35 53.4 24.5 16.1 6

L20-1 梅山组 0.85 1.68 0.19 48.6 24.7 16.6 10.1

扇三角洲、滨海

H29-1_6 三亚组 0.71 1.11 0.42 55.3 23.3 15.9 5.5

H29-1_7 梅山组 0.79 2.01 0.3 49.6 20.6 18.5 11.3

L20-1_1 三亚组 0.82 1.23 0.3 52.2 27.1 16 4.7

L20-1_2 三亚组 0.82 1.5 0.34 49.9 24.4 16.7 9

L33-1 梅山组 0.69 1.16 0.36 53.1 14.5 21.9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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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源和沉积环境含义，可以很好地表征海相烃源

岩的成因。本文在确定海相沉积环境的前提下，分

析海相烃源岩形成环境与分子地球化学特征的耦

合关系，划分出莺歌海盆地新生代海相烃源岩的成

因类型，并提出其相应的判识标志。

莺歌海盆地烃源岩中新统有机质来源可以分

为陆源和海源两部分，按照陆源有机质比例减少、

海源有机质比例增加，由陆向海，将莺歌海盆地中

新统烃源岩有机相分为 3 类 4 种成因类型（表 3），
即海相陆源型、海相混源型和海相内源型，其中，根

据低等水生生物和高等植物贡献比例，海相混源型

又可进一步划分为陆源高等植物贡献较大的海相

混源Ⅰ型和低等水生生物贡献较大的海相混源

Ⅱ型。
 
 

表 3    莺歌海盆地中新统海相烃源岩有机相类型划分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the Miocene marine source rock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烃源岩特征 海相陆源型 海相混源Ⅰ型 海相混源Ⅱ型 海相内源型

沉积相 扇三角洲、滨海 内浅海 外浅海、半深海
外浅海、半深海

和深海

有机质丰度 0.14%～1.34%，平均0.53% 0.22%～2.09%，平均0.59% 0.29%～3.17%，平均0.97% /

干酪根类型 以Ⅲ型为主 以Ⅲ型为主，少量Ⅱ2型 以Ⅱ2型为主，少量Ⅲ型
推测干酪根以

Ⅱ1和Ⅱ2型为主

干酪根同位素 平均值为−26.8‰ 平均值为−25.8‰ 平均值为−25.1‰ /

特殊生物

标志物

丰富的奥利烷

OL/C30藿烷：0.49～1.62/0.88
一定丰度的奥利烷

OL/C30藿烷：0.10～0.98/0.46
少量的奥利烷

OL/C30藿烷：0.08～0.41 /

有机质生源
陆源有机质为主；菌藻类生源总量/陆
源生源总量为0.54～1.45，平均 0.76

海陆混源，陆源有机质居多；菌藻

类生源总量/陆源生源总量为

0.62～1.03，平均 0.79

海陆混源，海源有机质居多；菌藻

类生源总量/陆源生源总量为

1.16～1.41，平均1.29

推测海源有机

质为主

生源构成比例

高等植物占比为49.6%～55.3%，

平均 52.02%；低等生物占比为

36.4%～43.1%，平均 39.8%

高等植物占比为44.9%～55.7%，

平均 51.7%；低等生物占比为

34.7%～46.3%，平均40.1%

高等植物占比为36.9%～43.5%，

平均39.7%；低等生物占比为

39.2%～43.1%，平均 50%
/

 

（1）海相陆源型  该类型烃源岩主要发育在

海岸平原、三角洲平原和滨海相，有机质丰度为

0.14%～1.34%，平均值为 0.53%。干酪根类型主要

以Ⅲ型为主。碳同位素平均值为−26.8‰，富含陆源

输入的奥利烷，奥利烷指数（OL/C30 藿烷）为 0.49～

1.48，高等植物占比 52%，以河流输入及原地陆源有

机质为主。该有机相在盆地边缘环带状分布，大套

泥岩不发育，有机质保存条件较差，烃源岩埋藏浅，

成熟度不高，为非−差烃源岩。

（2）海相混源Ⅰ型  该类烃源岩主要发育在

内浅海，有机质丰度为0.22%～2.09%，平均值为0.59%。

干酪根以Ⅲ型为主，少量Ⅱ2 型，碳同位素平均值为

−25.8‰，一定丰度的奥利烷，奥利烷指数为 0.10～

0.98，高等植物占比 51%，有机质生源为海陆混源，

陆源高等植物贡献比例较大。该有机相分布在盆

地边缘，保存条件较差，为差−中等烃源岩。

 

滨海 内浅海 外浅海

水生生物为主陆源有机质为主

陆源输入

海相陆源型

海相内源型

海相混源Ⅰ型

海相混源Ⅱ型

图例 水生生物 陆生植物 泥质沉积物

半深海—深海

图 5    莺歌海盆地海相烃源岩发育模式

Fig.5    Model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arine source rock in the Yinggehai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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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海相混源Ⅱ型  主要发育在外浅海和半

深海环境，有机质丰度为 0.29%～3.17%，平均值为

0.97%。干酪根类型以Ⅱ2 型为主，少量Ⅲ型，碳同

位素平均值为−25.1‰，少量的奥利烷，奥利烷指数

为 0.08～0.41，高等植物占比 40%，为盆地内钻井揭

示的最好烃源岩类型。有机质生源为海陆混源，低

等水生生物贡献比例居多。该有机相分布在盆地

中央，分布范围广，厚度大，保存条件较好，是莺歌

海盆地主力烃源岩。

（4）海相内源型  目前未有钻井揭示，推测该

类烃源岩主要发育在外浅海、半深海和深海环境，

母质来源以海源低等水生生物有机质为主，干酪根

以Ⅱ1 和Ⅱ2 型为主。

沉积相是沉积环境的物质表现，沉积环境对沉

积相和烃源岩发育的控制作用相似，不同类型烃源

岩与沉积相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27-28]。沉积相带

横向上的分布控制了烃源岩的平面展布，从盆地边

缘到凹陷中心，有机相带逐渐从海相陆源型向海相

内源型过渡，有机相带变好，生烃能力增强。其中，

海相混源Ⅱ型分布在盆地中央外浅海、半深海沉积

相带，分布范围广，泥岩厚度大，最大厚度达 5 km，

砂泥比＜30%，保存条件较好，资源潜力大，是莺歌

海盆地主力烃源岩。

 5    结论

（1）莺歌海盆地中新统烃源岩按照陆源有机质

比例由高到底，可分为 3 类 4 种成因类型，即海相

陆源型、海相混合Ⅰ型和海相混合Ⅱ型、海相内源

型。海相陆源型主要发育在海岸平原、三角洲平原

和滨海相；海相混源Ⅰ型烃源岩主要发育在内浅海；

海相混源Ⅱ型主要发育在外浅海和半深海环境；海

相内源型，目前未有钻井揭示，推测主要发育在外

浅海、半深海和深海环境。

（2）沉积相带横向上的分布控制了烃源岩的平

面展布，从盆地边缘到凹陷中心，有机相带逐渐从

海相陆源型向海相内源型过渡，有机相带变好，生

烃能力增强。其中，海相混源Ⅱ型分布在盆地中央

外浅海、半深海沉积相带，分布范围广，泥岩厚度大，

保存条件较好，资源潜力大，是莺歌海盆地主力烃

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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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c facies characteristics of Miocene marine source rocks in Yinggehai Basin

LIU Haiyu, GUO Xiaoxiao, TUO Lei, WU Yangyu, LI Shanshan, XIA Lei
（Hainan Branch of CNOOC（China） Ltd., Haikou 570100, China）

Abstract:  To evaluate the Miocene marine source rock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based on the geochemical data of
source  rocks,  the  organic  facies  of  the  Miocene  source  rocks  were  classifie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c facies and sedimentary facies was clarified, and the planar distribution of the source rocks was
predict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ocene marine source rocks could be divided into four types according to the
source of  organic  matter  and  sedimentary  environments:  marine  terrestrial  type,  marine  mixed  source  type  Ⅰ,
marine mixed source type Ⅱ, and marine endogenous type.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fferent or-
ganic facies and sedimentation is good, among which fan delta and coastal areas correspond to marine terrigenous
types, inner shallow sea corresponds to marine mixed source type Ⅰ, outer shallow sea and half deep sea corres-
ponds to marine mixed source type Ⅱ, and outer shallow sea, semi deep sea and deep sea corresponds to marine
endogenous types. Type Ⅱ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are widely distributed with large thickness and rich organic
matters. The organic matter is mainly type Ⅱ2, and a small amount of type Ⅲ, and have good preservation condi-
tions. They are the main gas source rock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This study provided an important basis for pre-
dicting the planar distribution of high-quality marine source rocks in the Yinggehai Basin and accurately evaluat-
ing their resource potential.
Key words:  Yinggehai Basin; Miocene; marine source rock; biological source composition; sedimentary facies;
distribution of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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