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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同分子量的正构烷烃和异构烷烃存在着物理化学性质差异，在运移过程中受围岩的物理化学性质及其它外

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产生分异效应，从而使二者在空间分布上具有一定的特征和规律，异构比指标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这种特征和规律性。用异构比!!"#
$!%"#

和!!"&
$!%"&

指标可以判断有机质的成熟度，研究轻烃运移的途

径、方向、生成环境及轻烃的生物降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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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地球化学勘查技术是以一定的方法和手段

分析某种赋存状态的介质，以便捕捉下伏地层的含

油气性的信息，进而对油气藏勘探起到一定的指导

作用。轻烃是油气藏的最主要组分，因此，油气地球

化勘查技术应建立以提取轻烃物质的地球化学信息

为主，以提取轻烃演化物及伴生物的地球化学信息

为辅的方法系列。目前，国内外已有轻烃地球化学

勘查的方法和手段，大多不很成熟，其主要原因是一

些基础理论问题没有解决。油气地球化勘查技术在

现阶段有两大技术难题：一是无法搞清与油气藏相

关的物质如何向上运移及其运移过程中与围岩如何

作用，又导致烃类的赋存状态及组分特征如何变化；

二是无法对所提取的物质来源的进行区分，即无法

去除非油气藏源的干扰，这就是制约天然气地球化

勘查技术的瓶颈，导致目前只能用不太成熟的方法

和手段提取未能充分认识其物理化学性质及其运移

过程的介质去预测与评价地层的含油气性。笔者从

同分子量的正构烷烃和异构烷烃存在着物理化学性

质差异的角度出发，探讨其在运移过程中产生的分

异效应及在空间上分布特征和规律，并用异构比指

标来反映这种特征和规律，判断有机质的成熟度，研

究轻烃运移的途径、方向、生成环境及其生物降解。

. 正构烷烃与异构烷烃的性质差异

!"! 分子体积的差异

异构烷烃的分子体积要比同碳数的正构烷烃

大，因此，正构烷烃易于透过岩石中的超细毛细管，

异构烷烃则由于分子体积较大而受到阻碍。

! 3# 沸点、饱和蒸气压、熔点与密度的差异

非极性分子之间的吸引力为色散力，而色散力

只有在近距离才能有效地作用，它随着距离的增加

很快地减弱。异构烷烃由于支链的阻碍作用，不能

紧密地靠在一起，因此，异构烷烃分子间的色散力比

同碳数正构烷烃小，它的沸点也相应低一些。沸点

低，则饱和蒸气压高；沸点高，饱和蒸气压就低。异

构烷烃支链对分子在晶格中的紧密排列有阻碍作

用，分子间的吸引力小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故熔点

也相应低一些。但有些支链烷烃的结构具有高度的

对称性，它们的熔点比同碳数的正构烷烃高。例如，

新戊烷的分子结构具有高度的对称性，它的熔点就

比正戊烷高约 ..( 4［.］。异构烷烃支链的阻碍作用

使其密度也低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部分轻烃的沸

点、熔点与密度的数据参见表 .。

! 3$ 溶解度的差异

异构烷烃和正构烷烃的分子是非极性的，通常，

异构烷烃分子的极性比正构烷烃分子的大，异构烷

烃与水的相互排斥力要小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因

此，异构烷烃在水中的溶解度稍大于同碳数的正构

烷烃（表 .）。但当异构烷烃分子的结构对称性较高

时，其极性要小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如异丁烷和新

戊烷），其水中的溶解度反而小于同碳数的正构烷

烃。异构烷烃与石油中溶剂的相互引力要小于同碳

数的正构烷烃，因此，异构烷烃比同碳数的正构烷烃

更易摆脱有液态油溶剂的吸引力而挥发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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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正构烷烃与异构烷烃的物理化学性质

化合物 熔点 ! " 沸点 ! " 密度 !（#·$%& ’） 溶解度 !（#·( & )） 燃烧热 !（*+·%,- & )） 生成热 !（*+·%,- & )）
正丁烷 & )’. & )/012 1 0322.!（/1"） 4) 05（/3"水中） /.2.01 & )/3044
异丁烷 & )36 & 1031 1 0332/!（/1"） 5. 06（/3"水中） /.4604 & )’50)6
正戊烷 & )’1 ’4 0125 1 04/4/5（/1"） ’. 03（/3"水中） ’3’60) & )54022
异戊烷 & )41 /2 0.3/ 1 04)642（/1"） 52 0.（/3"水中） ’3’)0) & )3’04.
新戊烷 & )2 6031’ 1 036)1!（/1"） & )42063

!数据在饱和压力（三相点）下测得

! 0" 扩散系数的差异

扩散作用是指某一物质在浓度差的作用下，自

高浓度区向低浓度区转移而趋于浓度平衡的一种过

程。同样，当体系内部存在压力差、温差及化学势差

时，也可能存在压力扩散、热扩散等。分子扩散在

气、液、固相中均能发生，常用扩散系数来定量描述

物质的扩散能力。影响扩散系数的因素主要有扩散

组分性质、扩散介质性质、温度、压力、岩石孔隙度及

孔隙空间结构等。据郝石生、黄志龙（)6.6）的研究，

在 ’. "时轻烃通过盐水饱和的泥质岩（孔隙度为

. 0227）的扩散系数见表 /［/］。异构烷烃由于沸点

低，饱和蒸气压高，分子间作用力较小，因而其扩散

系数要大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

表 # 正构烷烃与异构烷烃的扩散系数

轻烃种类 扩散系数 !（$%/·8& )）
正丁烷 ) 0/5 9 )1 & 2

异丁烷 ) 0/4 9 )1 & 2

正戊烷 3 0/1 9 )1 & .

异戊烷 2 011 9 )1 & 2

! 0$ 吸附能力的差异

轻烃被岩石吸附的能力除作为介质的性质是主

要因素外，还与轻烃本身的性质有关。轻烃与岩石

发生吸附作用分为 / 类：一类是物理吸附，即轻烃以

分子状态被吸附，吸附作用力为范德华引力，吸附过

程与解吸过程都几乎不需要活化能；另一类是化学

吸附，即轻烃以原子状态被吸附，轻烃与介质之间有

化学键的生成，吸附过程与解吸过程都需要较高的

活化能（一般都大于 5/ *+·%,- & )）［’］。异构烷烃与

同碳数的正构烷烃相比，因沸点低，饱和蒸气压高，

挥发性强，故更不易与介质发生物理吸附作用（见表

’）。异构体的生成热数值越小，化合物越稳定，支链

烷烃比含同数碳原子的直链烷烃更稳定［)］。轻烃与

围岩发生化学吸附应该只有 / 种方式：一是 : & :
键发生断裂而进行化学吸附，异构烷烃所需的活化

能较高，因而较同碳数正构烷烃更不易发生化学吸

附；二是 : & ; 键发生断裂而进行化学吸附，因叔氢

的活性要大于仲氢，而仲氢的活性又大于伯氢，异构

烷烃所需的活化能较小，因而较同碳数正构烷烃更

易发生化学吸附（见表 ’）。笔者更倾向于轻烃以 :
& ; 键发生断裂的方式而进行化学吸附。

表 ’ <= 井 54/. > 54’5 % 段粉砂质泥岩对轻烃的吸附量

轻烃种类 物理吸附 !（!?·?& )） 化学吸附 !（!?·*#& )）
正丁烷 2202 ’/ 03
异丁烷 )40. ’/ 02
正戊烷 )). 206
异戊烷 ’40’ /5 0/

! 0% 发生生物降解的能力差异

异烷构烃比同碳数的正构烷烃生成热数值大，

不易被破坏。因此，正构烷烃较易受细菌作用而发

生生物降解，使链长减小，自身的稳定性增加。

!&’ 不同环境下轻烃的生成成分差异

在适当的条件下，化合物共价键有均裂和异裂

/ 种方式。均裂时，共价键上 ) 对电子分属于 / 个

基团，这种带单电子的基团呈中性，称为自由基。异

裂的结果是共价键上的 ) 对电子全部归属于某 ) 基

团，形成阴离子；另 ) 是缺电子基团，称为阳离子。

其方式示意如下：均裂为 @·! · "@ / @·；异裂为 = !

"AB =C C AB& 。在低温或酸性条件下，轻烃的生

成以异裂方式为主，因叔碳阳离子的稳定性大于仲

碳阳离子，而仲碳阳离子又比伯碳阳离子稳定，催化

剂（如 ;C ）的存在可使伯碳阳离子发生重排生成仲

碳阳离子和叔碳阳离子，因此，产物主要为异构烷

烃。在高温条件下，轻烃的生成以均裂方式为主，叔

碳自由基的稳定性比仲碳自由基大，仲碳自由基的

稳定性又比伯碳自由基大，伯碳自由基活性最大，伯

碳自由基间容易生成正构烷烃而使异裂反应化学平

衡向右移动，因此，其主要产物为正构烷烃。

/ 正构、异构烷烃在运移过程中的分异效应

# 0! 通道过滤分异效应

通道过滤分异效应是由于通道半径较小而正构

烷烃与异构烷烃的分子体积又不同所引起的。当通

道半径较大时，正构烷烃和异构烷烃都很容易通过，

就不存在通道过滤分异效应。而当通道半径较小

时，异构烷烃的分子体积要大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

运移所受的阻力较大，支链的阻碍作用使其较同碳

数正构烷烃更不易透过岩石的超微毛细管，从而产

生通道过滤分异效应。

# 0# 扩散分异效应

扩散分异效应是由正构烷烃与异构烷烃的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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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不同引起的。同时，介质的孔隙结构也能引起

扩散分异效应。在疏松岩层中，岩石孔隙度大，孔径

也较大，轻烃组分易透过孔隙进行运移，运移方式以

渗流方式（包括渗透运移和水动力方式）为主。轻烃

如果以溶液状态（溶于石油或水中）渗流运移，则正

构烷烃与异构烷轻在运移过程中基本不发生扩散分

异效应；如果轻烃以气态方式进行渗流运移，由于异

构烷烃的扩散系数大于同碳数正构烷烃，因此，异构

烷烃的运移速度要稍大于同碳数的正构烷烃，从而

导致了对应层位中!!"#
$!%"#

和!!"&
$!%"&

值变大。在

致密岩层中，岩石孔隙度较小，孔径也很小，异构烷

烃的分子体积大于同碳数正构烷烃，运移所受阻力

较大，支链的阻碍作用使其较同碳数正构烷烃更不

易透过岩石的超微毛细管。可见，在致密岩层中，轻

烃的运移方式主要以扩散运移为主，异构烷烃的运

移速度稍小于同碳数正构烷烃，从而导致!!"#
$!%"#

和!!"&
$!%"&

值变小。当然，如果致密岩层中存在裂

隙较大的通道，则情况与疏松岩层中相同。

! ’" 吸附色层分异效应

异构烷烃与同碳数正构烷烃相比，前者沸点低，

分子间引力小，饱和蒸气压高，更不易被岩石所物理

吸附；同时，前者化学吸附活化能小于后者，因而前

者易被围岩所化学吸附。这就导致了对应层位中物

理吸附态轻烃的!!"#
$!%"#

和!!"&
$!%"&

值变小，而化

学吸附态轻烃的 ! !"# $ !%"#和 ! !"& $ !%"&值变大。

! ’# 溶解分异效应

通常，异构烷烃在水中溶解度大于同碳数正构

烷烃，因而异构烷烃随地下水运移的能力稍强于同

碳数正构烷烃。但异丁烷的溶解度小于正丁烷，从

而使水溶轻烃!!"#
$!%"#

值减小、!!"&
$!%"&

值增大，而

游离态轻烃!!"#
$!%"#

增大、!!"&
$!%"&

值减小。同时，

因异构烷烃沸点低，饱和蒸气压高，较同碳数正构烷

烃更易摆脱石油中溶剂的引力向环境中运移，而导

致了对应层位轻烃!!"#
$!%"#

和!!"&
$!%"&

值增大。

! ’$ 生物降解分异效应

在微生物活动强烈的层位上，由于异构烷烃较

同碳数正构烷烃更加稳定，故此当轻烃运移至该层

位时，正构烷烃比同碳数异构烷烃更易遭到降解，从

而使对应层位上的轻烃!!"#
$!%"#

和!!"&
$!%"&

值增大。

( !!"# $!%"#
和!!"& $!%"&

指标的石油地质意义

" ’% 反映有机质成熟度

在有机质未成熟的生物化学阶段，微生物优先

消耗正构烷烃，而异构烷烃有较强的抵抗力，导致了

!!"#
$!%"#

和!!"&
$!%"&

值较高。而在有机质成熟过程

中，直链正构烷烃主要通过自由基断裂反应来完成，

带支链的异构烷烃则主要是通过碳阳离子反应形成

的，并且低温下以碳阳离子为主，高温下以自由基断
裂为主。所以，随着有机质成熟度的增加，!!"#

$!%"#
和!!"&

$!%"&
值逐渐降低，因此可以用它来判断生油

岩的有机质成熟度（图 )）［#］。同时，储层油气是来
源于生油岩，也可以用!!"#

$!%"#
和!!"&

$!%"&
值来判

断油气储层的性质（表 #）［&］。

图 % 陆参 " 井有机质成熟度与深度关系

表 # 三口井油气储层!&’#
(!)’#

和!&’$
(!)’$

值

井号 层位 $ * 样品数
个

!（!"#）

!（%"#）
!（!"&）

!（%"&）
储层类型

+, # -.- / # --& )# 0’&- ) ’0# 轻质油
# 120 / # 12# & 0’&0 0 ’-0 凝析油

+3 # #0( / # #)2 . 0’&# 0 ’-. 中质油
# 4#2 / # 4&& & 0’20 0 ’-# 中质油

3" ) -.0 / ) -.& ( 0’#- 气

" ’! 反映轻烃运移方向和途径

油气藏上覆盖层孔隙直径小，封闭性好，异构烷

烃运移受到一定阻碍，而正构烷烃的垂向运移能力

大于同碳数异构烷烃，因此，沿着轻烃运移方向上

!!"#
$!%"#

和!!"&
$!%"&

值总趋势是逐渐减小（图 4）［2］。

在致密岩层内，如!!"#
$!%"#

和!!"&
$!%"&

值自下而上

逐渐减小，则说明致密岩层封盖性很好，轻烃运移以

扩散方式为主（见图 4）；如!!"#
$!%"#

和!!"&
$!%"&

值

自下而上逐渐增大，则说明可能有较大裂隙存在。

在疏松岩层内，如!!"#
$!%"#

和!!"&
$!%"&

值自下而上

逐渐增大，则说明轻烃运移以渗透方式为主，且水动

力方式很弱；如吸附态轻烃!!"#
$!%"#

值自下而上逐

渐增大，而!!"&
$!%"&

值逐渐减小，则说明轻烃运移以

渗流方式为主，且水动力运移方式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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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井酸解烃轻烃指标垂直剖面

$ !$ 反映轻烃生成环境

轻烃在酸性介质条件下的形成机理，通常是以

碳阳离子断裂（异裂）为主，其主要产物为异构烷烃。

成煤环境常具有酸性—弱酸性特征，因此该环境中

!"#$
%!&#$

和!"#’
%!&#’

值往往极高（表 ’）。林壬子在

崖城剖面发现，即使是井深 $ ()) * 处，煤岩 !) 值

亦高达 ( ! (+ , (! -+，烃源岩进入高成熟阶段，但

是!"#$
%!&#$

和!"#’
%!&#’

值 依 然 趋 于 (，甚 至 大 于

(［$］。而在成油气环境中，一般不具有酸性条件，且

在高温条件下，有机质成熟过程中，轻烃的生成是以

均裂方式（自由基）断裂为主，一般!"#$
%!&#$

和!"#’
%

!&#’
值小于 ( 或趋于 (（见表 $）。

表 ’ 中国东部几种煤的!%&$
’!(&$

值特征

煤牌号 !"#$
%!&#$

贫 煤 $!.’
气肥煤 (!((
无烟煤 )!/0

$ !) 反映轻烃生物降解程度

因为微生物破坏正构烷烃的能力比破坏同碳数

异构烷烃的能力强，故此在微生物活动强烈的层位，

较大量的正构烷烃优先遭到降解，从而使得对应层

位中的!"#$
%!&#$

和!"#’
%!&#’

值增大。微生物活动强

烈的层位主要是在近地表，而该部位的孔隙度大，孔

隙直径大，导致了!"#$
%!&#$

和!"#’
%!&#’

值增大。因

此，在近地表层位中，如!"#$
%!&#$

和!"#’
%!&#’

值自下

而上逐渐增大，则说明可能微生物活动很强烈；如

!"#$
%!&#$

和!"#’
%!&#’

值自下而上逐渐减小或保持不

变，则说明可能近地表微生物活动较弱。

$ 结论

( ! 同碳数的正构烷烃与异构烷烃，由于分子结

构不同，二者的物理、化学性质也有所不同。烃类自

油气藏向上运移的过程中受环境因素影响，必然产

生一些分异效应，各种分异效应的综合结果导致了

正构烷烃与异构烷烃在空间区域上发生分异。

. ! 对应地层的!"#$
%!&#$

和!"#’
%!&#’

值主要由

该位置 "#$、&#$、"#’ 及 &#’ 浓度所决定，同时又受到

某些分异效应的影响，从而使!"#$
%!&#$

和!"#’
%!&#’

值发生变化。总结发生变化的趋势和规律，就可对

轻烃的生成环境、有机质成熟度、轻烃运移方向、途

径及地层中微生物的活动情况加以判断和了解。

- ! 影响异构比值的因素较多，分析异构比指标

的石油地质意义必须同时考虑环境条件及介质性

质，才能得出异构比指标科学且合理的石油地质意

义。应用异构比指标的同时应结合其它轻烃指标及

方法，防止以偏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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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值得进行试验研究和专题讨论。

@ 结论

B ; 组构异常是表示能与地下油气源（藏）轻烃

组份的组成结构相似部分的综合表征（组构）。组构

异常与浓度异常分别代表了油气垂向运移到地表后

在含量和性质两方面的变化特征。因此，组构异常

将能更好地显示油气的性质和存在位置。

H ; 异常评价参数要紧紧依托油气化探基本原

理，参数要有明确地质、地化意义，符合最优化准则。

G ; 总结了 BE 种背景与异常的分离方法和 I 种

油气异常判识方法及 C 种油气属性判别技术，在实

际工作中应用多种方法配套使用，并参考地质、物探

等油气信息，减少片面性和抑制干扰，有效地进行异

常和背景的属性分析，正确区分油气与非油气异常。

参考文献：

［B］ 杨育斌，张金来，吴学明，等 J 油气地球化学勘查［K］J 武汉：

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BCC@;
［H］ 汤玉平，丁相玉，龚维琪 J 油气藏上置化探异常形态类型及其

成因讨论［L］J 石油实验地质，BCCI，HE，（B）;
［G］ 汤玉平，龚维琪，邓树立，等 J 油气化探异常类型及机理研究

［M］J 程同锦，戴联善 ;第四届全国油气化探学术会议论文集

［=］J 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BCCI;
［>］ 汤玉平 J 熵值估计在油气化探异常评价中的应用［L］，物探与

化探，BCCI，（>）;
［@］ 汤玉平，刘运黎 J 马氏距离法在油气化探异常评价中的应用

［L］，物探与化探，BCCI，（G）;

! ./012 34 /56 !778!9.!: 34 39: !;1 <!. <63=56>9=!: !;3>!:96.

NMOP Q":-(+7，AR< 4#(，S( T&0+7:70+7，!<OP U(0+7:."，SV Q"+:1(
（ !"#$%$&$’ () *’$+(,’&- .’(/0’-%/1, 234,(+1$%("，5/16’-7 () *’$+(,’&- 234,(+1$%(" 1"6 8’9’,(4-’"$，:0%"1 *’$+(/0’-%/1, !"6&#$+7 :(+4(+1$%("，;’)’%

HGEEHH，:0%"1）

!"#$%&’$：W0/#’ %+ $&# 2#$&%’ )%* #601"0$(+7 %(1 0+’ 70/ 7#%,&#2(,01 0+%201. 0+’ $&# -*(+,(-1# )%* )%*2"10$(+7 ($/ -0*02#$#*/，$&(/ -0-#*
-%(+$/ %"$ $&0$ $&# )%*2"10$#’ -0*02#$#*/ /&%"1’ +%$ %+1. &06# ’#)(+($# 7#%1%7(,01 0+’ 7#%,&#2(,01 (2-1(,0$(%+/ 3"$ 01/% 0,,%*’ 4($& 0 ,#*$0(+
20$&#20$(,01 -*(+,(-1# 0/ 4#11 0/ $&# %-$(2(90$(%+ ,*($#*(%+;X+ /",& 0 30/(/，$&# -0-#* ’#01/ 4($& $&# 0$$*(3"$#/ %) 0+%201. 0+’ 30,57*%"+’ 0/
4#11 0/ 2#$&%’/ )%* $&#(* ’#$#*2(+0$(%+，’#/,*(3#/ *%"7&1. $&# ,*($#*(0 )%* Y"’7(+7 %(1 0+’ 70/ 0+%201(#/，#2-&0/(9#/ $&# (2-%*$0+,# %) $&# ,%**#:
10$(%+ 3#$4##+ ,%2-%/($# 0+%201(#/ 0+’ 60*(031#/ 0/ 4#11 0/ $&# #8$*0,$(%+ %) 0//%,(0$#’ (+)%*20$(%+;
()* +,%-#：%(1 0+’ 70/ 7#%,&#2(,01 #8-1%*0$(%+；0--*0(/01 %) 0+%201.；-0*02#$#*；%-$(2(90$(%+ ,*($#*(%+；,%2-%/($# 0+%201.

作者简介：汤玉平（BCZB F ），男，高级工程师，安徽省宿松县人。BCCB 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硕士学位。主要从事油气化

探异常类型、成因机理和中国油气化探数据库研究，发表论文多篇。

·CGB·
H 期 李广之等：异构比!(=>

?!+=>
和!(=@

?!+=@
的石油地质意义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