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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波辐射加热对页岩有机质生烃和化学结构的影响机制
———与常规加热的对比

王　民１，２　张宇辰１，２　邓仔晓３　潘宝昕１，２　李　明１，２　吴　艳１，２
（１．深层油气全国重点实验室（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５８０；　２．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　山东青岛　２６６５８０；

３．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　黑龙江大庆　１６３７１２）

摘要：原位加热技术被认为是解决中—低成熟页岩油开发最有效的手段，其中，微波辐射加热相比于常规加热由于具有加热效率
高、原油品质好等优点而备受关注。为了进一步明确微波辐射加热对页岩有机质生烃和化学结构的影响，以及微波辐射加热与常
规加热的差异，基于自主研发的ＭＰＳ１型页岩微波热解仪，结合岩石热解、总有机碳、Ｘ射线衍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实验和生烃
动力学等实验和技术手段，通过对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青一段）富有机质泥页岩开展微波辐射加热，同时结合常规加热进行对
比，揭示泥页岩在２种加热条件下的生烃产率、产物特征以及化学结构的演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微波辐射加热能够有效降低反
应的活化能，促进干酪根热解生烃过程中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如甲基侧链和Ｃ—Ｃ桥键断裂、硫醇基裂解等，使页岩有机质可以更早
地裂解生成长链烷烃和小分子烃类化合物。相比于常规加热，页岩样品在经相同温度的微波辐射加热后能够生成更多的油气，加
热的效率更高，页岩有机质的裂解生烃更加彻底，生烃转化率更高，干酪根的脂肪族含量更少，芳构化程度更大。微波辐射加热促
进了干酪根脂肪链的断键分解、羧酸结构脱除、长链烷烃分解等反应，促使干酪根在裂解阶段生成了更多的长链烷烃，重质组分在
裂解阶段生成了更多的小分子烷烃，尤其是甲烷。此外，微波辐射加热能够促进链烷烃的脱氢以及硫醇基分解反应，促使页岩气体
组分中产生更多的烯烃类气体和Ｈ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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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ｎｇ［Ｊ］．ＡｃｔａＰｅｔｒｏｌｅｉ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２４，４５（１０）：１４９２１５０６．

　　中国页岩油的资源量丰富，２０２１年先后在松辽盆
地、鄂尔多斯盆地、渤海湾盆地等陆上主要盆地发现了
接近３０×１０８ｔ的页岩油储量。然而，与北美海相页岩
不同，中国陆相页岩的地层时代较新，成熟度整体偏
低［１４］。因此，相较海相页岩，中国陆相页岩的生烃转化
程度较低，且生成的页岩油具有黏度高、气油比低和流
动性差，以及储层具有能量低、采出驱动力有限和黏土
矿物含量高等特点［５］，导致页岩油的整体开采效果不
佳，采用水力压裂技术后的采收率仅为１％～３％［６８］。

原位转化技术被认为是开发中—低成熟页岩油的
有效手段［３］。该技术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在北美地
区已开始实践［９］，经过几十年的探索，约在２００８年实
现了工业化应用［１０１４］。目前的原位加热开采技术包括
蒸汽加热、电磁波辐射加热和电加热等多种加热方
式［１５］。其中，电磁辐射加热是指在交变电磁场作用下，
极性分子根据电磁场的极性变更而发生摆动，从而相互
之间通过摩擦产生热量［１６］。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电磁
波辐射加热具有加热速度快、可选择性加热、能量损失低
等特点［１７１９］，可有效提高原油采收率［２０２１］，且生产的原油
品质较好、含硫率低［２２２３］，因而受到业内广泛关注。

近年来，电磁波辐射加热技术在页岩油生成方面
得到了广泛应用。研究表明，微波辐射可以更高效地
加热页岩，可在短时间（１０ｍｉｎ）内将样品温度从室温
升至几百摄氏度［２４］。相比于常规加热，微波的加热效
率大大提高，如ＥｌＨａｒｆｉ等［２５］经过研究发现常规加热
达到油页岩有机质裂解生烃温度的时间为６０ｍｉｎ，而
微波辐射加热所需的时间可降低到４０ｍｉｎ（加热功率
为３００Ｗ）。此外，微波辐射加热不仅能够促进页岩有
机质裂解生烃、增加产物产率，还可以降低产物的含硫
量、提升产物品质［２６３０］。Ｈｅ等［３１］通过实验分析对比
了摩洛哥Ｔａｒｆａｙａ地区油页岩在分别进行常规加热和
微波辐射加热后的产物元素组成，发现微波辐射可以
促进Ｃ—Ｓ键、Ｃ—Ｎ键断裂以及硫／氮／氧（Ｓ／Ｎ／Ｏ）元
素聚合，促进干酪根中Ｓ／Ｎ／Ｏ化合物的转化，形成焦

炭或气体，使得产物中含硫化合物降低７６１３％，提高
了页岩油品质。更有意义的是，与常规加热相比，微波
辐射加热降低了油页岩有机质发生裂解生烃所需的温
度，如Ｎｅｔｏ等［３２］在利用微波干馏油页岩时发现，油页
岩中有机质开始裂解生烃的温度比常规加热时所需温
度降低了８０℃（从３８０℃降到３００℃），这表明电磁波
辐射加热不仅具有热效应，还具有非热效应。非热效
应是一种不同于热效应的微波效应，由电磁场与反应
介质的特定分子耦合引起，可以将电磁场的能量直接
转化为分子的内能。在非热效应作用下，分子的化学
键能被弱化，直接影响化学结构的稳定性，容易引起化
学键断裂［３３３４］。Ｗａｎｇ等［２４］研究发现，微波辐射可降
低有机物热解过程中碳氢化合物生成的活化能，从而
更有利于页岩有机质裂解生烃。页岩有机质裂解生烃
温度的降低对于实现地下原位转化、降低风险和成本
投入具有重要意义。

综上可知，以往对于微波辐射加热在泥页岩有机
质生烃影响的研究侧重于加热效率、产物品质和非热
效应，对于有机质生烃产率、油气组分以及化学结构演
化的报道较少，尤其与常规加热的对比更为薄弱。基
于此，笔者基于课题组自主研发的ＭＰＳ１型页岩微波
热解仪，通过对松辽盆地青山口组一段（青一段）富有
机质泥页岩开展微波辐射，同时与常规加热条件对比，
揭示泥页岩在２种加热条件下的生烃产率、产物特征
以及化学结构的演化特征，以期为电磁波辐射加热技
术在页岩油原位转化中的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１　样品与实验
１１　实验样品

样品取自松辽盆地中央坳陷朝阳沟阶地朝８５
井（图１），取样层位为白垩系青一段，取样深度为
１１１５９ｍ，岩性为黑色泥页岩，样品类型为全直径块
状泥页岩，直径约为１０ｃｍ，长度约为８ｃｍ。青一段沉
积期，浮游藻类勃发，沉积环境以厌氧—缺氧为主，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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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泊生产力高，有机质以层状藻类体为主［８，３５］。为了
研究泥页岩有机质在不同实验条件下的生烃特征，首
先使用ＳＫ５６２５Ａ型金刚砂数控线切割机床对样品进行
切割处理，将全直径块状泥页岩切割成多个长×宽×高
为１０ｍｍ×１０ｍｍ×１０ｍｍ的块状岩石，然后将切割
之后残余的岩石样品通过粉碎，开展岩石热解（Ｒｏｃｋ
Ｅｖａｌ）分析，测定总有机碳（ＴＯＣ）含量和镜质体反射
率（犚ｏ），分析所取样品的有机地球化学特征（表１）。
根据实验结果，泥页岩样品的ＴＯＣ含量为３８７％，裂
解烃（犛２）含量为２９９３ｍｇ／ｇ，犚ｏ为０５５％，表明样品
的有机质丰度高，生烃潜力较大且成熟度较低。此外，
Ｘ射线衍射（ＸＲＤ）实验结果表明，所取泥页岩样品中
含有较多的黏土矿物（含量为４８４０％），其次是石英（含
量为３０９０％），斜长石和白云石的含量均小于１０％，分
别为８７０％和５８０％，黄铁矿的含量最低，为５２０％。
１２　实验方法

ＴＯＣ、岩石热解和ＸＲＤ均为常规分析项目，相关
实验方法见文献［３６３７］。在此仅对其他实验方法进
行介绍。
１２１　微波辐射和常规加热实验

（１）实验装置及实验条件
微波辐射加热仪为自主研发设备（图２），采用双向

微波源，微波频率为２４５０ＭＨｚ，最大功率为１６００Ｗ。
仪器采用定制测温探头，能够伸入反应腔体中直接接

图１　研究区构造分区及取样位置
犉犻犵．１　犜犲犮狋狅狀犻犮犱犻狏犻狊犻狅狀犪狀犱狊犪犿狆犾犻狀犵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狊犻狀狋犺犲狊狋狌犱狔犪狉犲犪

表１　泥页岩样品的有机地球化学和矿物组成
犜犪犫犾犲１　犗狉犵犪狀犻犮犵犲狅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犪狀犱犿犻狀犲狉犪犾犮狅犿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狊犺犪犾犲狊犪犿狆犾犲

ＴＯＣ含量／
％

犛１／
（ｍｇ／ｇ）

犛２／
（ｍｇ／ｇ）

犜ｍａｘ／
℃

犚ｏ／
％

黏土矿物含量／
％

石英含量／
％

斜长石含量／
％

白云石含量／
％

黄铁矿含量／
％

３８７ ０９７２９９３ ４４３０５５ ４８４０ ３０９０ ８７０ ５８０ ５２０
　　　　　　　注：犛１—游离烃；犛２—裂解烃；犜ｍａｘ—最高热解峰温；犚ｏ—镜质体反射率。

触样品，可最大限度地保证温度测量的准确性；探头可
接入微波仪器微电脑的控制面板，实时记录温度并自
动存储。产出的油气通过仪器下方的收集系统收集。
在加热功率为８００Ｗ、恒温时间为４ｈ的条件下，笔者
开展了不同加热终温的微波辐射加热实验（表２）。为
了进行对比，同时开展了与微波辐射加热实验条件相
同的常规加热实验。
　　（２）实验方法

微波辐射加热实验的步骤如下：①实验开始前将
质量约为１００ｇ的泥页岩样品置于反应腔中，吹扫氦
气５ｍｉｎ，排出反应腔内的空气，保证反应过程的无氧
环境；②通过设备仪表盘设定反应温度、微波功率和加
热时间等参数；③参数设定完成后，打开微波热解仪开
关，对泥页岩样品进行微波辐射加热，加热过程中测温
探头持续记录温度和时间，升温过程中的温度波动小

于±０５℃，恒温过程的温度波动小于±０２℃；④在
实验过程中，随着温度增加，有机质不断裂解生烃，产
物通过反应体系底部的管线进入收集装置，其中，原
油产物通过冷凝管冷却后收集到集液瓶中，而气体
产物则收集到真空气袋中；⑤达到预设的反应时间
后，关闭微波热解仪开关，待温度降至常温后使用二
氯甲烷（ＤＣＭ）冲洗反应体系的内腔和冷凝管线，收集
残余的原油。

常规加热采用高压釜生烃模拟实验装置，模拟实
验装置由热解装置和产物收集装置２部分组成。其加
热步骤为：①每次实验前将质量约为１００ｇ的泥页岩
样品置于热解装置内，通过注入惰性气体排出反应体
系内的空气；②常规加热的温度及恒温时间与微波辐
射加热实验相同；③在实验过程中打开收集产物的阀
门，原油和气体产物沿着管线从高压釜流出，进入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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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保温层；２—微波源；３—冷凝管；４—导管；５—冷水
机；６—冷水箱；７—集液瓶；８—集气口；９—操作面板；１０—
页岩样品；１１—热电偶；１２—石英反应腔体；１３—进料口；
１４—进气口。

图２　犕犘犛１型微波热解仪示意
犉犻犵．２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犕犘犛１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狆狔狉狅犾狔狊犻狊犻狀狊狋狉狌犿犲狀狋

表２　微波辐射加热以及常规加热的实验条件
犜犪犫犾犲２　犈狓狆犲狉犻犿犲狀狋犪犾犮狅狀犱犻狋犻狅狀狊犳狅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

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加热类型 实验条件 参数设置

微波加热不同加热终温（加热功率为
８００Ｗ、恒温时间为４ｈ）

加热终温分别为３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４５０℃

常规加热 不同加热终温
（恒温时间为４ｈ）

加热至终温分别为３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４５０℃

装置；④原油收集在液氮冷冻的集液瓶中，气体产物则
收集在真空状态的集气瓶中；⑤待反应结束后，用
ＤＣＭ冲洗热解装置内部和管线，收集残余的原油。
　　实验收集的气体产物通过外标法进行定量，仪器
采用Ａｇｉｌｅｎｔ７８９０Ｎ型气相色谱仪。该仪器配备了３
个检测器：第１个为用于检测烃类气体（如ＣＨ４、Ｃ２Ｈ６
等）的氢火焰离子化检测器（ＦＩＤ）；第２个为用于检测
Ｈ２气体的热导检测器（ＴＣＤ）；第３个为用于检测其

他无机气体（如ＣＯ２等）的检测器。首先，将一定体积
的已知摩尔分数的标准气体样品注入抽真空的气瓶
中。标准气体的组分为：ＣＨ４摩尔分数５％、ＣＯ２摩尔
分数５％、Ｃ２Ｈ６摩尔分数２％、Ｃ３Ｈ８摩尔分数１％、Ｎ２
摩尔分数８７％。然后，通过色谱（ＧＣ）分析测定标准
气体的仪器响应，再根据气体产物和标准气体之间的
ＧＣ响应来定量计算气体产物的产率。

原油产物采用内标法进行定量。实验结束后将原
油产物倒入装有ＤＣＭ的烧杯中，通过滤膜过滤，去除
溶液中的固体残渣。首先，将溶解在ＤＣＭ中的原油
转移到容积为４０ｍＬ的玻璃瓶中，测量溶液的质量；然
后，取其中适量溶液置于容积为２ｍＬ的玻璃瓶中，将
１ｍＬ的ＤＣＭ和５０μＬ的已知浓度的标准样品（Ｔｅｔ
ｒａｃｏｓａｎｅＤ５０）加入到玻璃瓶中，通过ＧＣ分析测量原
油和标准样品之间的响应。根据原油的峰面积与标
准样品的峰面积之间的比值关系，计算原油产物的
质量。
１２２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实验

实验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深层油气全国重点实
验室完成。使用溴化钾（ＫＢｒ）对样品进行稀释，样品
对ＫＢｒ的稀释比例为１∶１００。分析仪器采用Ｂｒｕｋｅｒ
Ｖｅｒｔｅｘ７０型红外光谱仪，在５００～４０００ｃｍ－１波数范围
内收集红外光谱，分辨率为４ｃｍ－１。在实验之前先扫
描背景（空白），去除背景吸收的红外光影响。红外光
谱图像采用ＯＭＮＩＣ软件处理，图谱中的横坐标为红
外光的波数区间，纵坐标为吸光度，仅代表化学键或官
能团吸收红外光强度的相对值。
１２３　生烃动力学模型参数标定

泥页岩生成油气的过程实际为在较低地层温度和
较长地质时期下的油页岩热解化学反应过程。这一过
程可以借鉴化学动力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采用
一阶反应模型进行近似描述。笔者采用ＲｏｃｋＥｖａｌ６
型热解仪在开放体系下对实验样品进行了不同升温速
率的实验，设置温度从３００℃升温至７００℃，升温速率
分别为５℃／ｍｉｎ、１０℃／ｍｉｎ和５０℃／ｍｉｎ，获得生烃转
化率数据，将数据导入ＴＭＭＩ生烃动力学评价软件，
获得活化能分布情况、标定动力学参数。生烃动力学
模型及标定方法见文献［３８３９］。

２　实验结果
２１　生烃产率和产物类型
２１１　生烃产率

表３为不同实验温度条件下微波加热和常规加热
的产物定量结果。其中，微波加热的产油量为２４０００～
６８３００ｍｇ、平均为４８０７５ｍｇ，产气量为０５０～２７０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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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的产物定量结果
犜犪犫犾犲３　犙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狉犲狊狌犾狋狊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犳狉狅犿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

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加热方式热解温度／

℃
样品质量／
ｇ

产油量／
ｍｇ

产气量／
Ｌ

产油率／
（ｍｇ／ｇ）

产气率／
（ｍＬ／ｇ）

３００ １００００２４００００５０ ２４０ ５００
３５０ １００００３７３０００５７ ３７３ ５７０

微波加热 ４００ １００００６２７００２５０ ６２７２５００
４５０ １００００６８３００２７０ ６８３２７００
平均 １００００４８０７５１５７ ４８１１５６８
３００ ５８８９１１６６００１８ １９８ ３００
３５０ ５６６２１９９３００２６ ３５２ ４６０

常规加热 ４００ ５８９１３４４０３１００ ５８４１７００
４５０ ５９４３４０９４７１３９ ６８９２３４０
平均 　５８４６２６７３５０７１ ４５６１２００

平均为１５７Ｌ，产油率为２４０～６８３ｍｇ／ｇ、平均
为４８１ｍｇ／ｇ，产气率为５００～２７０ｍＬ／ｇ、平均为
１５６８ｍＬ／ｇ；常规加热的产油量为１１６６０～４０９４７ｍｇ、
平均为２６７３５ｍｇ，产气量为０１８～１３９Ｌ、平均为０７１Ｌ，
产油率为１９８～６８９ｍｇ／ｇ、平均为４５６ｍｇ／ｇ，产气
率为３００～２３４ｍＬ／ｇ、平均为１２００ｍＬ／ｇ。
　　从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的产油率和产气率分布
情况（图３）可以看出，随着热解温度增加，页岩有机质的
产油率和产气率均不断增大。在相同温度条件下，通过
微波加热分析获得的页岩产油率和产气率整体略高于常
规加热的分析结果（图３），能够生成更多烃类物质。

图３　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的产油率和产气率
犉犻犵．３　犗犻犾犪狀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狅犳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２１２　油气产物的组分特征
对不同温度下微波加热（加热功率为８００Ｗ、恒温

时间为４ｈ）和常规加热（恒温时间为４ｈ）产生的气体进

行气相色谱分析，得到气体产物组分及其产气率（表４）。
其中，气态烃产物的碳数分布在Ｃ１—Ｃ５，非烃气体主
要为Ｈ２、ＣＯ２、Ｈ２Ｓ和ＣＯ（图４）。

表４　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的气体产物组分及其产气率
犜犪犫犾犲４　犌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犪狀犱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犳狉狅犿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加热方式热解温度／
℃

产气率／（ｍＬ／ｇ）
Ｈ２ ＣＯ２ Ｈ２ＳＣＯＣＨ４Ｃ２Ｈ６Ｃ２Ｈ４Ｃ３Ｈ８Ｃ３Ｈ６ｉＣ４Ｈ１０ｎＣ４Ｈ１０ｉＣ５Ｈ１２ｎＣ５Ｈ１２

３００ ０４０４００４５００６００５００８００５００９００３ ００４ ００６ ００５
微波加热 ３５０ ０１５２４９０１６０４７０４９０１５０９１００８０５５０１３ ００４ ００７ ００１

４００ ０１５９０５２８１３９０４３０４４０３１０３５０４７０１６ ０１５ ００６ ００５
４５０ ０６０１４４０１４１３８９３５００９５２０７１７５２７８ ０１７ ００７ ０
３００ ０１８７００１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１００４０１００３７ ００５ ０３８ ００４

常规加热 ３５０ ００１２７１００１０２１００６００４００３０１００２２０５４ ００９ ０５１ ００５
４００ ０６５６８６２８７０５１０７００７２０２００６８０９８１０３ ０４２ １１４ ０２４
４５０ ０９０５４６５０４０６０１９９１９２０６２１６４１５３１１１ ０８４ １２５ ０５０

　　在微波辐射加热条件下，气态烃产物的产油率随
热解温度的增加而增大。从４００℃加热至４５０℃，产
气率从２４３ｍＬ／ｇ增加至１５１７ｍＬ／ｇ，产气率具有明
显增加的趋势，产油率明显大于相同温度下常规加热
分析的产油率（常规加热分析在４５０℃条件下气态烃
的产油率为１１４０ｍｇ／ｇ）。在微波辐射加热分析的产
物中，ＣＨ４、Ｃ２Ｈ６等偏轻质的烃类较多。此外，微波辐
射加热可生成更多的ＣＯ２，尤其在４００℃条件下，产气

率可以达到１６ｍＬ／ｇ，是常规加热分析的２倍多。在
非烃气体中，Ｈ２Ｓ的产气量仅次于ＣＯ２，主要产生于
黄铁矿与生成的碳氢化合物、Ｈ２或水的反应［４０］。在
实验所用的岩石样品中，黄铁矿的含量较高，占比为
５１２％，有利于热解过程中Ｈ２Ｓ的生成。

微波辐射加热（加热功率为８００Ｗ、恒温时间为４ｈ）
和常规加热（恒温时间为４ｈ）至不同终温（３００℃、３５０℃、
４００℃、４５０℃）所生成原油产物的正构烷烃的相对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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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如图５所示。从图５中可以看出，原油产物组分的
碳数分布范围为Ｃ８—Ｃ３０，其中，微波辐射加热分析生
成原油的主峰碳数主要为Ｃ１９，而常规加热分析生成
原油的主峰碳数随热解温度的增加而变化，整体呈现
主峰碳数先后移再前移的特征，介于Ｃ１３和Ｃ１９之间。
　　在微波辐射加热条件下，热解温度较低时生成了
较多的重质组分原油（Ｃ１４＋）；随着热解温度增加，较轻
原油组分（Ｃ８—Ｃ１４）的产油率开始增加［图５（ａ）］。在
常规加热条件下，热解温度较低时产物中偏轻质组分

的产油率较高；随着热解温度增加，偏重质组分的产油
率开始增加，而当温度升高至４００℃时，偏轻质组分的
产油率又超过了重质组分［图５（ｂ）］，这可能与原油的
二次裂解有关。
２２　岩石热解实验结果

在岩石热解参数中，犛２和氢指数（犐Ｈ，即犛２含量
与ＴＯＣ含量之比值）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页岩的生
烃潜力。笔者对比分析了２种加热方式下不同温度样
品的犛２及犐Ｈ的变化情况（图６）。

图４　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下不同类型气体产物的产气率
犉犻犵．４　犢犻犲犾犱狊狅犳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犵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狋狔狆犲狊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图５　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下不同组分原油产物的产油率
犉犻犵．５　犢犻犲犾犱狊狅犳犮狉狌犱犲狅犻犾狑犻狋犺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犮狅犿狆狅狀犲狀狋狊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

图６　有机地球化学参数随热解温度的变化
犉犻犵．６　犞犪狉犻犪狋犻狅狀狅犳狅狉犵犪狀犻犮犵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狑犻狋犺狆狔狉狅犾狔狊犻狊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１４９８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从图６中可以看出，随着热解温度增加，２种加热
方式均能使有机质裂解生烃，有机质的生烃潜力（犛２
和犐Ｈ）不断减小（受样品非均质性影响，常规加热条件
下样品在３００℃后的犛２低于３５０℃后的分析结果，但
这并不影响整体演化趋势［４１４２］）。与常规加热分析相
比，同等温度条件下页岩经微波辐射加热后的有机质
生烃潜力（犛２）更低，表明微波辐射加热可促进有机质裂
解生烃［图６（ａ）］，犐Ｈ也存在相似的演化特征［图６（ｂ）］。
Ｙａｎｇ等［１６］研究发现，与常规加热相比，在微波辐射加
热条件下热解产物中含有更多的饱和烃和芳香烃，这
说明微波的非热效应促进了干酪根的生烃，与微波辐

射加热后样品中的犛２和犐Ｈ较常规加热分析结果低的
情况一致。
２３　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实验结果

图７为页岩样品和富集干酪根的红外光谱。其
中，页岩样品中黏土矿物的吸收峰值较高。当富集干
酪根后，大部分硅酸盐类、碳酸盐矿物及石英被除去，
其振动峰强度大幅下降，有机质的吸收峰显现，尤其是
波数分布在２８５０～２９２０ｃｍ－１的脂肪族亚甲基的吸收
峰［图７（ｂ）］。脂肪族亚甲基作为生烃主体，其含量可
以反映干酪根的生烃能力，而明显的吸收峰特征可以
表征样品具有较好的生烃潜力。

图７　页岩及干酪根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犉犻犵．７　犉狅狌狉犻犲狉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犻狀犳狉犪狉犲犱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狊犺犪犾犲犪狀犱犽犲狉狅犵犲狀

　　图８为经２种加热方式加热后干酪根的傅里叶变
换红外光谱。从图８可以看出，脂肪族的结构变化比
较明显，波数分布在２８００～３０００ｃｍ－１的脂肪族的
Ｃ—Ｈ伸缩振动吸收峰以及波数为１４５０ｃｍ－１的脂肪
族甲基（—ＣＨ３）和亚甲基（—ＣＨ２）不对称变形振动引
起的吸收峰会随加热温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小。当微波
辐射升温至３００℃时，波数分布在２８００～３０００ｃｍ－１
的脂肪族结构的伸缩振动峰响应最快，峰值迅速降
低［图８（ａ）］，说明脂肪族结构的活化能较小，在辐射
升温过程中容易分解产生油气；而该峰值随着温度的
进一步升高不断降低，到４５０℃时几乎消失［图８（ｂ）—
图８（ｄ）］，说明干酪根中的脂肪族化合物至４５０℃时
已裂解完全，生成大量油气［４３４４］。与脂肪族化合物的
演化过程不同，波数为１６２５～１７６５ｃｍ－１的芳香烃的
Ｃ!Ｃ骨架振动峰强度随着温度的升高逐渐增强，并
在４５０℃时达到峰值［图８（ｄ）］，表明在反应过程中芳
香环不断缩合，干酪根的芳构化程度增加。
　　常规加热后，样品的脂肪烃结构含量随着温度的
增加缓慢降低。在４００℃之前，常规加热较微波辐射
加热而言，脂肪烃的裂解反应程度低，且含有较多杂

原子吸收峰［图８（ａ）］；当温度升高至４５０℃后，脂肪
族的吸收峰基本消失，有机质完全裂解，波数分布在
１６２５～１７６５ｃｍ－１的芳香烃的Ｃ!Ｃ骨架振动峰呈增
加趋势［图８（ｄ）］，这说明在常规加热条件下也发生了
芳构化反应，但其芳构化程度远小于微波辐射加热，微
波辐射加热不仅可以促进脂肪族化合物的裂解生烃，
还能促进干酪根的芳构化反应。与微波辐射加热相
比，常规加热在波数为２２５０～２５００ｃｍ－１处的红外光
谱中多了一组吸收峰，研究表明，此波数区域是三键和
累积双键的红外光谱吸收区域，表明在常规加热生烃
过程中有部分三键和累积双键相关化合物形成。

与常规加热相比，微波加热条件下，干酪根脂肪族
结构的吸收峰在较低温度下率先降低且降低幅度更
大，芳香烃的Ｃ!Ｃ骨架吸收峰明显增加，说明微波
加热可能降低了这些反应的活化能，促进了脂肪族的
裂解生烃及干酪根的芳构化反应，使泥页岩有效生烃。
２４　生烃动力学参数

原始样品的生烃转化率曲线呈“Ｓ”型（图９）。在
相同模拟温度下，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所对应的生
烃转化率明显高于升温速率为５０℃／ｍｉｎ所对应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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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不同温度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下干酪根的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
犉犻犵．８　犉狅狌狉犻犲狉狋狉犪狀狊犳狅狉犿犻狀犳狉犪狉犲犱狊狆犲犮狋狉犪狅犳犽犲狉狅犵犲狀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图９　原始样品的生烃转化率和活化能分布
犉犻犵．９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犪狀犱犪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犲狀犲狉犵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犾狊犺犪犾犲狊犪犿狆犾犲狊

烃转化率。经过同一温度处理后的样品在达到相同生
烃转化率时，升温速率为１０℃／ｍｉｎ所对应的模拟温
度明显低于升温速率为５０℃／ｍｉｎ时样品对应的模拟
温度［图９（ａ）］，说明样品具有良好的时温互补性。活
化能可以代表反应进行的难易程度，其值越高，表明样
品中的分子间作用力越大，启动反应所需的能量越大。
原始样品的活化能分布较为集中［图９（ｂ）］，活化能主

频为２３０００ｋＪ／ｍｏｌ，其占比达８０％以上，平均活化能
为２２９７０ｋＪ／ｍｏｌ。
　　图１０和图１１分别为样品在不同温度（３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和４５０℃）下微波辐射加热（加热功率为
８００Ｗ、恒温时间为４ｈ）和常规加热的生烃转化率。实
验数据使用测试成熟度模型的ＴＭＭＩ软件进行拟合，
可以看出，加热到不同温度后样品的转化率曲线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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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不同温度微波加热后的生烃转化率
犉犻犵．１０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犪犳狋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图１１　不同温度常规加热后的生烃转化率
犉犻犵．１１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犪狋犲狊犪犳狋犲狉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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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相同，均呈“Ｓ”型分布，加热后的样品同样具有良
好的时温互补性。根据曲线分布形态可将升温过程大
致分为３个阶段。第１阶段为３００～４００℃，该阶段的
生烃转化率曲线较平缓，温度较低，还未完全达到有机
质裂解生烃条件，仅有一些键能较低的化学键断裂生
成少量烃类，不同样品的生烃转化率曲线没有明显差
异。第２阶段为４００～５５０℃，该阶段进入生烃高峰
期，有机质开始大量裂解生烃，生烃转化率随温度升高
快速增加；在该阶段结束时，加热温度＜４５０℃的样品
的生烃转化率接近１０，而加热至４５０℃的样品的生烃
转化率约为０８，说明热解温度越高，样品中残留的有
机质越少，低能级的化学键已断裂，产物随油气排出，
反应向高能级演化，样品的生烃潜力也降低，需要更高
的温度才能使残余的有机质继续裂解生烃。第３阶段

为５５０～７００℃，该阶段泥页岩中有机质的生烃反应基
本完成，生烃曲线又恢复平缓。

３　讨　论
３１　微波辐射加热对有机质生烃的影响

对比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在不同温度下油产
物的正构烷烃分布（图１２），当温度为３００℃时，常规加
热与微波辐射加热相比，产生了更多的短链烷烃，却几
乎没有生成Ｃ２３之后的较重组分，而此时微波辐射加
热的样品已开始生成一些长链烷烃；当温度升高至
３５０℃时，此时微波辐射加热产生的轻质组分已达到
高值，常规加热开始生成一些长链烷烃，轻烃组分的占
比逐渐减少；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在微波辐射加热
中，重组分的相对含量开始逐渐增加。

图１２　不同温度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下原油产物的正构烷烃分布
犉犻犵．１２　犇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狀犪犾犽犪狀犲狊犻狀狅犻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对比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在不同温度（３００℃、
３５０℃、４００℃、４５０℃）下的气体产物（图１３）发现，在
温度为３００℃条件下，微波辐射加热已能使页岩中的
甲基侧链和Ｃ—Ｃ桥键发生断裂，在气体产物中检测
到了ＣＨ４、Ｃ２Ｈ６和Ｃ２Ｈ４等小分子化合物，但这些组
分在常规加热中则含量极低，说明微波辐射在较低温度
下即可促进上述化学键的裂解。当温度升高至３５０℃
时，微波辐射加热产生更多的ＣＨ４、Ｃ２Ｈ６和Ｃ２Ｈ４，而
此时在常规加热中气体产物仅检测到少量ＣＨ４和

Ｃ２Ｈ６；与微波辐射加热相比，常规加热产生了较多的
异构烷烃；此外，在３５０℃微波辐射加热中气体产物内
发现了一定量的Ｈ２和Ｈ２Ｓ，说明经微波辐射加热至
３５０℃后的页岩由于发生脱氢反应和硫醇基裂解生成
了Ｈ２和Ｈ２Ｓ，进一步验证了微波辐射加热对化学反
应的促进作用。随着温度进一步升高，在常规加热后
的页岩气体产物中也检测到了一定量的Ｈ２和Ｈ２Ｓ。
在整个升温过程中，２种加热方式均能使得页岩中的
Ｓ—Ｏ键、Ｃ—Ｓ键、Ｃ—Ｃ桥键、羧基键、杂原子化学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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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不同温度微波辐射加热、常规加热的气体产物含量
犉犻犵．１３　犌犪狊狆狉狅犱狌犮狋犮狅狀狋犲狀狋狊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等断裂生成ＣＯ２、ＣＯ等无机气体，微波辐射加热能够
较常规加热产生更多的ＣＨ４、Ｃ２Ｈ６、Ｃ２Ｈ４等小分子化
合物，而常规加热则产生较多的异构烷烃。
　　当加热温度＜４００℃时（第１阶段，热解温度为
３００～４００℃），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的生烃转化
率曲线形态基本一致（图１４）。当温度达到４５０℃时，
常规加热下样品在主要生烃阶段（第２阶段，热解温度
为４００～５５０℃）结束时的生烃转化率约为０８，而在微
波辐射加热下的生烃转化率约为０９（图１４）。这说明
经微波辐射加热后，样品的剩余生烃潜力将更低，微波

辐射加热能够使泥页岩中的有机质裂解更加彻底。
　　不同温度（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和４５０℃）下微波
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样品的活化能分布如图１５所示，
样品的活化能主要为２３０～２４０ｋＪ／ｍｏｌ。开放体系下，
指前因子设为１×１０１６ｍｉｎ－１，通过对结果进行统计计算，
样品在经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和４５０℃微波辐射加热后
的平均活化能分别为２３１２６ｋＪ／ｍｏｌ、２３３５１ｋＪ／ｍｏｌ、
２３１２８ｋＪ／ｍｏｌ、２３７４７ｋＪ／ｍｏｌ，而常规加热后的平均活化
能分别为２３１３３ｋＪ／ｍｏｌ、２３１５９ｋＪ／ｍｏｌ、２３０９０ｋＪ／ｍｏｌ
和２３２３９ｋＪ／ｍｏｌ。

图１４　４５０℃条件下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的生烃转化率
犉犻犵．１４　犎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犮狅狀狏犲狉狊犻狅狀狉犪狋犲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４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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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５　不同温度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后样品的活化能分布
犉犻犵．１５　犃犮狋犻狏犪狋犻狅狀犲狀犲狉犵狔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狊犪犿狆犾犲狊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当微波辐射的加热温度≤４００℃时，样品活化能
的分布较集中，主峰均位于２３０ｋＪ／ｍｏｌ处，当温度升
高至４５０℃时，位于２３０ｋＪ／ｍｏｌ的主峰活化能反应分
数明显降低，活化能分布开始变得分散，有向高位活化
能演化的趋势。这说明随着微波辐射加热温度升高，
泥页岩尤其是干酪根中较低活化能的反应（如干酪根
中甲基侧链断裂、杂原子脱除等）逐渐开始发生，并随
着样品中低活化能反应的完成开始进入生烃的下一阶
段，导致分子键的作用力变大，反应的活化能变高，需
要更高的温度才能使反应继续进行。与微波辐射加热
相同，在常规加热方式下，随着温度升高，样品活化能
主峰的反应分数也降低，活化能分布变得更分散，也有
向高位活化能演化的趋势。相比于微波辐射加热，经
过相同温度和时间的常规加热后，样品的活化能更低，
表明经过微波加热后有机质的生烃反应更加彻底，因
此微波辐射加热后样品的剩余生烃潜力也更低。
３２　微波辐射加热对干酪根化学结构的影响

红外光谱的谱图十分复杂，其峰高、峰面积受多种
因素影响，将单个官能团的峰高或峰面积进行对比容
易造成误差，因此分析前一般需要将数据进行归一化
处理，可以针对不同的研究目的而确定特定的光谱参
数来减小这种误差。研究表明，波数为２９００ｃｍ－１
处—ＣＨ２—非对称振动Ｃ—Ｈ键与波数为３６００ｃｍ－１
处Ｏ—Ｈ对称伸缩键的峰面积比（犃ｆａｃｔｏｒ）可以反映烃
源岩的生烃能力［４３４７］。其表达式为：

犃ｆａｃｔｏｒ＝ 犐２８５７ｃｍ－１＋犐２９２５ｃｍ－１
犐２８５７ｃｍ－１＋犐２９２５ｃｍ－１＋犐（１６００－１６３０）ｃｍ－１ （１）

　　芳香族／脂肪族（犃ａｒ／犃ａｌ）比值是表征干酪根芳构
化程度的参数［４８５０］，其表达式为：

犃ａｒ
犃ａｌ＝

犐（１５００－１６００）ｃｍ－１
犐（２８００－３０００）ｃｍ－１ （２）

　　笔者通过对比不同温度（３００℃、３５０℃、４００℃

和４５０℃）下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的犃ｆａｃｔｏｒ和
犃ａｒ／犃ａｌ（表５），更加精确地分析了微波辐射加热对泥
页岩生烃的影响。
表５　不同温度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下的化学结构参数
犜犪犫犾犲５　犆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狆犪狉犪犿犲狋犲狉狊狌狀犱犲狉犿犻犮狉狅狑犪狏犲

犻狉狉犪犱犻犪狋犻狅狀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狀犱犮狅狀狏犲狀狋犻狅狀犪犾犺犲犪狋犻狀犵犪狋
犱犻犳犳犲狉犲狀狋狋犲犿狆犲狉犪狋狌狉犲狊

加热方式热解温度犃ｆａｃｔｏｒ 犃ａｒ／犃ａｌ
３００ ０９４ ０４３

微波辐射 ３５０ ０４４ ０３３
４００ ０４４ ０５９
４５０ ０１４ １７０
３００ ０９１ ０１２

常规加热 ３５０ ０６７ ０４９
４００ ０４５ ０６７
４５０ ０１５ １５６

　　随着温度升高，在微波辐射加热和常规加热条件
下，干酪根的犃ｆａｃｔｏｒ均存在不同程度下降，生烃能力也
逐渐下降，芳构化程度逐渐增加。在相同温度下，经微
波辐射加热后的泥页岩干酪根的犃ｆａｃｔｏｒ均低于常规加
热条件，说明微波辐射加热能够促进有机质生烃，从而
较常规加热可以生成更多的油气（图１６）。
　　根据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ＦＴＩＲ）实验鉴定的干
酪根官能团类型及相对含量，结合油气产物的气相色
谱、生烃动力学实验推测了干酪根生烃过程的裂解途
径（图１７）。干酪根的裂解生烃过程主要分为２个阶
段。第１阶段主要为干酪根上的长链碳原子、羰基、羧
酸、醇酚类和杂原子上较弱化学键的断裂（如酯类和酮
类的脱羧和脱碳），生成长链烷烃、小分子碳氢化合
物（ＣＨ４和Ｃ２Ｈ６等）、醛基、酯基、羧基、少量ＣＯ２和
ＣＯ；干酪根中的脂肪族结构被破坏，在红外光谱上表
现为脂肪族亚甲基的吸收峰强度降低；另外，由于苯环



１５０４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２４年　第４５卷　

图１６　干酪根化学结构的热解演化特征
犉犻犵．１６　犘狔狉狅犾狔狊犻狊犲狏狅犾狌狋犻狅狀狅犳犮犺犲犿犻犮犪犾狊狋狉狌犮狋狌狉犲狅犳犽犲狉狅犵犲狀

　　　注：图中红色箭头为断键的位置，数字为断键的标号。
图１７　干酪根裂解生烃过程示意

犉犻犵．１７　犛犮犺犲犿犪狋犻犮犱犻犪犵狉犪犿狅犳犺狔犱狉狅犮犪狉犫狅狀犵犲狀犲狉犪狋犻狅狀犫狔犽犲狉狅犵犲狀犮狉犪犮犽犻狀犵

周围的化学键断裂，苯环会脱落生成一些芳香族化合
物。第２阶段主要是脂肪族侧链和生成的长链烷烃进
一步裂解，环烷烃的开环反应及芳香环侧链的进一步
裂解和脱氢，生成小分子化合物（ＣＨ４、Ｃ２Ｈ６和Ｃ２Ｈ４
等）及Ｈ２，羧基加氢反应生成ＣＯ２和ＣＯ，硫醇基裂解
生成Ｈ２Ｓ，干酪根本身逐渐芳构化，芳香性增强。
　　对比常规加热，微波辐射加热可能促进了第１阶
段脂肪链的断键分解，且断键位置距离甲基侧链末端
更远，形成了更多长链烷烃，使其脂肪族结构的吸收峰
率先降低且变化明显，促进了该阶段干酪根中羧酸结
构的脱除，生成了更多的ＣＯ２和ＣＯ。随着温度进一
步升高进入生烃的第２阶段，微波加热促进了长链烷
烃的分解，生成了更多的小分子烷烃，尤其是ＣＨ４。在

微波辐射加热条件下，泥页岩干酪根芳香族的吸收峰更
高，说明辐射加热促进了干酪根的芳构化反应；而页岩
气体组分中产生更多的烯烃类气体，说明微波辐射加热
能够促进链烷烃的脱氢反应。在较低温的微波辐射加
热条件下，分析样品的气体产物中率先检测到Ｈ２Ｓ，说
明微波辐射加热可能降低了硫醇基分解反应的活化能，
使其在从干酪根大分子中脱落后，加氢产生Ｈ２Ｓ。

４　结　论
（１）微波辐射加热能够有效降低反应的活化能，

促进干酪根热解生烃过程中的一系列化学反应，如甲
基侧链和Ｃ—Ｃ桥键断裂、硫醇基裂解等，使页岩有机
质可以更早地裂解生成长链烷烃和ＣＨ４、Ｃ２Ｈ６、Ｃ２Ｈ４



　第１０期 王　民等：微波辐射加热对页岩有机质生烃和化学结构的影响机制———与常规加热的对比 １５０５　

等小分子烃类化合物。
（２）相比于常规加热，相同温度的微波辐射加热

可使页岩样品能够生成更多的油气、反应后样品的剩
余生烃潜力（犛２和犐Ｈ）更低、干酪根的脂肪族含量更
少、芳构化程度更大、生烃转化率更高，这表明微波辐
射加热的效率更高，页岩有机质的裂解生烃更加彻底。

（３）微波辐射加热促进了干酪根脂肪链的断键分
解、羧酸结构脱除、长链烷烃分解等反应，促使干酪根在
裂解阶段生成了更多长链烷烃，重质组分在裂解阶段生
成了更多的小分子烷烃尤其是ＣＨ４。此外，微波辐射加
热能够促进链烷烃的脱氢以及硫醇基分解反应，促使页
岩气体组分中产生了更多的烯烃类气体和Ｈ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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