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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K.E.彼得斯等著的这本《生物标志化合物指南(第2版)》分为上下两册。

上册：生物标志化合物和同位素在环境与人类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详尽地阐述了生物标志化合物的起源并介绍了相关研究的基本化学原理，讨论了生物标志化合物的分
析技术及其在解决环境和考古问题方面的应用。

下册：生物标志化合物和同位素在石油勘探与地史研究中的应用。
详细地列举了在石油成因对比、解释石油热成熟度和生物降解程度等方面所使用的参数，并且依据整
个地球历史中的地质年代，记述了绝大多数已知的含油气系统。

《生物标志化合物指南(第2版)》为地质学家、石油地球化学家、生物地球化学家以及环境科学家提供
了非常宝贵的知识资源。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标志化合物指南>>

作者简介

K.E.彼得：现任位于加利福尼亚州Menlo
Park的美国地质调查局的高级研究地质学家，从事阿拉斯加北坡、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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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早期，在Wolfgang
K.Sdifert博士的带领下，雪佛龙的生物标志化合物研究团队作为将生物标志化合物技术用于石油勘探
的开拓者而享有很高声誉。
1993年起，他担任斯坦福大学地质科学和环境科学系的研究教授。
1986年，他曾担任美国化学学会地球化学分部主任。
1978年和1989年，他与合著者曾两度获得地球化学学会有机地球化学分部的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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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尽管甲烷能让人窒息并有爆炸的危险，但它被认为是无毒的。
甲烷意外释放到大气中不会产生明显的环境危害，但它是温室气体，可能对全球变暖负有责任。
天然气以甲烷为主要组分，其释放源可以是天然的（如气体渗漏和沼泽地），也可以是人为的。
人为的天然气来源包括原油、天然气及煤炭开采、运输过程中的泄漏和不完全燃烧释放出的热成因气
、以及畜牧业、污水和垃圾填埋产生的微生物甲烷的释放等。
美国1995年排放的甲烷中垃圾来源占36%、肠道来源（牛和其他反刍动物）占20%、天然气来源占18%
、煤炭来源占11%、肥料来源占9 010、石油来源占1%以及其他来源占5%（美国环保署，1999）。
全球大气中的甲烷浓度比工业时代前增加了2倍，导致直接辐射强度增加了20%（Dlugokencky等，1998
）。
　　天然气中一些非烃组分具有比甲烷更大的环境危害。
低温储层中（100°C）非碎屑岩储层中的热化学硫酸盐还原都可以生成硫化氢。
这两种还原过程均可以生成作为原始无机产物的H2S和CO2以及作为常见有机产物的固体沥青。
气相色谱法和／或稳定碳、硫同位素比值可以用来区分这些过程（Machel等，1995b; Machel，2001）
。
围岩中的碱土金属与CO2结合形成了碳酸盐，特别是方解石和白云石。
H2S与过渡金属或碱金属反应可以形成硫化铁、方铅矿和闪锌矿。
H2S在大气圈或水圈中剧毒，即使浓度不高仍可能致命。
大气中H：S的非致死浓度应低于0. lppt，但H2S能迅速导致嗅觉失灵，以至于浓度增加也难于察觉。
而当大气中H：S的浓度达到0. 1%时，在30min内就足以致人死命。
由于危险性极大，在钻井和气体加工中需要对H2S进行监控。
前苏联的许多地区，如阿斯特拉罕天然气／凝析油气田附近的伏尔加河下游区域，曾遭受过长期
的H2S污染，导致了附近居民的健康问题，也破坏了生态的平衡（ Patin，1999）。
　　微生物氧化、各种有机质和矿物质的反应能在地下生成CO2。
这些生成的CO2通常会注入地下储层以维持压力。
CO2对健康的最大危害是会导致窒息。
由于CO2是导致全球环境变暖的主要温室气体，因此，如何从天然气中去除和截留CO2是目前研究的
一个热点。
汞是天然气中危害健康的微量组分。
水银矿（大多数是含有元素汞的朱砂）通常与沥青和烃类气体伴生，这可能是由于在运移过程中
富CO2的轻质流体聚集进入圈闭的缘故（Peabody，1993）。
水银蒸汽在大气中被氧化为Hg2+并随雨水重回地下。
细菌能够把无机水银转化为甲基汞，后者更具生物活性。
甲基汞靠生物蓄集进入食物链，特别是在水生环境中小鱼以浮游生物为食，但又成为大鱼的腹中之物
。
甲基汞可以破坏大脑和中枢神经系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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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物标志化合物指南（第2版）（套装上下册）》将生物标志物的研究领域拓展到考古学、环
境科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应用到环境地球化学监测和环境修复、考古学的地球化学甄别手段等方面。
　　该书涉猎内容广泛，涵盖学科众多，研究程度深入，见解精辟独到，在相关科学研究领域中达到
了一个新的学术高度，是一部难得的有机地球化学与石油地球化学基础理论专著。
它既是初习者的一部参考教材，又可作为地质一地球化学研究与油气勘探科学工作者实用的手册性工
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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