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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综合 20口井岩心和 496口井测井、录井及分析化验资料, 对松辽盆地他拉哈 -齐家地区姚一段葡萄花油层进行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研究, 提出葡萄花油层北、西部为同沉积构造抬升控制的底部缺失的层序地层新格架。研究区最有

利相带砂体为窄而细的末梢河道砂、薄层河口坝及席状砂体, 而研究区北半部大量宽泛的厚层优质河道砂却不含油,

为大面积含水区。研究总结发现, 砂体发育与岩性油气藏分布均受控于一挠曲坡折带, 坡折带以内为低水位体系域沉

积质量中心, 砂岩厚薄相间, 可形成地层超覆圈闭; 坡折带之下为 3个层序低水位和水进体系域三角洲前缘砂体叠合

区, 发育的砂岩较薄且连通性差, 是多层位岩性圈闭和上倾尖灭型圈闭发育区; 坡折带之上以水进体系域平原相及前

缘相的大量厚层河道砂体为主 , 但因连通性好, 油气易散失, 不易形成岩性圈闭, 而成为大范围的含水区。坡折带 控

层 控相 控砂 控藏 的理论在本研究区又一次得到极好的应用与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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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using the high-reso lut ion sequence strat igraphy theory, through depositional dynam ic analysis,

the cores of 20 w ells and 496 w e ll logg ing data, Putaohua reservoir of theTa laha-Q ijia area in Song liao Basin is

div ided as 1 long- term base level cyc les, 3 medium-term base level cyc les, 8 shor-t term base leve l cyc les,

proposed a new framewo rk w ith the sed imentary structure lifting contro l the north and w est o fPu taohua reservo ir.

F ine study o f sed 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reveals that themost favo rable facies sandbody is narrow submarine riv-

er sandbody, th in channe-lmouth bar and sheet sanbody. In the northern half of the study area a large number

of broad th ick favorab le submarine river sandbody is not o ily butw ater-bearing zone. It is realized that sandbody

deve lopment and d istribut ion of litho log ic reservo irs are controlled by a slope break. A reaw ith in slope break is

the LST for the center of mass deposition, w hich is thick or thin layer of sandstone, and can fo rm the strat-i

graph ic overlapped traps. A rea under the slope break is the delta front facies sandstone superimposed zone of

LST and TST o f 3 sequences w ith the deve lopm ent o f th in sandstone and poor connect iv ity, and is amult-i layer

litho log ic trap deve lopm ent zone. A rea above the slope break has a large number of plain and front facies th ick

channel sand body o fTST. Its connect iv ity is good, so o il and gas are easily lost and difficult to fo rm a litho log ic



trap. This area had becom e a large-sca lew ater-bearing zone. A ll show s that the slope break contro ls the dis-

tribution o f stratum, facies, sands, traps and o il reservo irs theory has once again been an excellent

app lication and verification in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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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ng liao Basin

0 引 言

前人对松辽盆地的沉积与成藏特征已做了大

量的研究工作
[ 1- 9 ]

, 取得了很多成果, 但尚存在

一些不足: ( 1)对于泉头组至姚家组的浅水湖泊 -

三角洲沉积特征研究较多, 而对于姚一段低水位

体系域三角洲沉积特征研究较少; ( 2)对于大庆长

垣地区沉积特征研究较精细, 而长垣以西的向斜

区研究较薄弱; ( 3)对长垣以西地区的认识目前只

停留在零散区块的地质研究或单井资料, 没有宏

观认识作指导及进一步的精细研究为依据。因此,

油田的扩边、空白区布井及剩余油挖潜十分困难。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以高分辨率层序地层

学及沉积学等理论为指导, 通过 20口井岩心精细

观察与描述, 综合利用 496口井的测井、录井及

分析资料, 并结合区域构造演化和其他辅助资料,

对松辽盆地他拉哈 -齐家地区姚一段葡萄花油层

进行地层精细划分与对比, 将葡萄花油层划分为 1

图 1 松辽盆地北部构造单元划分及研究区位置图

F ig 1 Struc tura l un it d iv is ion o f no rthern Song liao Basin and lo ca tion o f the study area

个长期基准面旋回、 3个中期基准面旋回、 8个短

期基准面旋回, 以中期基准面旋回为编图单位编

制精细的沉积相平面图, 以较高的精度揭示该区

沉积体系的时空展布规律, 这对砂体成因和展布、

储层物性和非均质性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也是

油田进行扩边、调整、挖潜、动态分析及剩余油

研究的重要地质条件, 并为下一步在向斜区寻找

岩性圈闭油气藏提供可靠的地质资料。

1 地质概况

研究区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杜尔伯特蒙古族

自治县境内, 面积约 3 000 km
2
; 构造上位于松辽

盆地中央坳陷区西北部, 东邻大庆长垣, 西接泰

康隆起带, 包括龙虎泡阶地和齐家 -古龙凹陷的

北半部 (图 1)。受基底断裂控制, 整体为一东倾

单向斜坡紧邻大型凹陷的构造格局, 钻井揭示该

区地层主要由中、新生界组成, 自下而上为上侏

罗统、白垩系、古近系、新近系和第四系, 其中

302 现 代 地 质 2010年



下白垩统为主要的沉积岩系, 也是主要产油层,

自下而上进一步细分为登娄库组、泉头组、青山

口组、姚家组和嫩江组。姚家组一段 (姚一段 )为

该区重要的储层及含油层位。葡萄花油层属于松

辽盆地北部沉积体系, 是由北部讷河 -依安物源、

西部英台物源及西北部齐齐哈尔物源等延伸形成

的三角洲复合体, 以三角洲内、外前缘相沉积为

主。他拉哈 - 齐家地区葡萄花油层属于大型凹陷

边缘斜坡带成藏, 油藏类型主要是复杂的岩性、

岩性 -断层油藏, 为松辽盆地北部重要的岩性油

藏分布区。

2 层序地层特征

2 1 层序界面识别

层序界面识别是实现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与对比的基础和关键, 而界面的识别一般有两种

情况: ( 1)区域不整合面及其对应的整合面; ( 2)

规模较大的湖泛面。研究区葡萄花油层顶底皆发

育大套前三角洲沉积的湖相泥岩, 深湖相泥岩展

布稳定, 标志明显, 易于追踪对比; 葡萄花油层

本身也多为湖平面以下的三角洲前缘沉积, 砂岩

相对泥岩变化较大, 空间上容易产生尖灭, 因而

本次研究主要选取湖泛面作为层序界面。

长期基准面即三级层序界面在本区可通过地

震相、测井相及岩心、岩性相等标志进行识别。

图 2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柱状图 (塔 113井 )

F ig 2 H igh reso lution sequence stra tigraphy d iv ision of the Putaohua Reservo ir of the study area( w ellTa113 )

整个葡萄花油层构成三级层序 (全盆地三级层序

框架 )的基准面上升半旋回, 其底界 (命名为 SB

1界面 )为明显的侵蚀间断面, 顶界 (命名为 SB 2

界面 )为一明显的沉积转换面。SB 1界面是基准

面初始上升时的最低点、水体最浅 (或处于陆上暴

露状态, 可见根土岩 )时的沉积界面, 在三角洲沉

积体系中, 基准面位于最低点时, 可容空间最小,

沉积物供应最多, A /S比值达到最小, 湖盆整体

处于饱和沉积状态, 沉积速率较快, 水体较浅,

多为砂质沉积。随着基准面不断上升, 可容空间

逐渐增大、沉积物供应减小, 至 SB 2界面达到

最大湖泛期, 此时沉积水体最深, 沉积暗色泥质

沉积。

中期基准面旋回由一系列短期基准面旋回叠

加而成。中期旋回的类型受短期旋回的结构类型

和构造样式控制, 在测井剖面中表现为同一沉积

体系中相似或相邻相序的退积 -进积组合的测井

相转换面或突变面, 即该界面之下地层的叠加样

式一般为退积式, 而该界面之上则应为进积式或

加积式地层样式。本区葡萄花油层表现为越过该

界面湖水由总体上的向上变深跳跃为另一期的向

上变深, 该界面为一阶段性的相对最大湖泛面。

葡萄花油层在葡 3与葡 6小层顶部沉积时期发

育两次较大的水进面, 在古龙凹陷及周边沉积一

层稳定的泥岩, 据此把葡萄花油层划分为 3个中

303第 2期 杨玉芳等: 松辽盆地北部他拉哈 -齐家地区姚一段沉积与成藏特征再认识



期旋回 (图 2 ) , 如塔 113井 1 325 80 m 处及

1 337 50m处泥岩即为中期旋回的界面, 整体表

现为 3期快速水进的中期基准面上升半旋回沉积。

短期基准面旋回是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建

立和分析的基础地层单元, 其识别主要可通过岩

心、测井、露头等综合资料判定。短期旋回的层

序结构主要依靠相或相序的变化来确定, 它可以

是记录有基准面上升期和下降期沉积的、具二分

时间单元分界线的完整旋回, 或代表仅发育上升

期, 抑或下降期沉积的不完整旋回。如塔 285井

1 560 m处水平层理泥岩即为短期基准面旋回层序

界面, 他拉哈 -齐家地区葡萄花油层可以识别出 8

个短期旋回。其中, 第 4、第 7与第 8个短期旋回

均由完整的基准面上升与下降半旋回组合构成。

2 2 地层精细对比方法

地层 (短期基准面旋回 )精细划分与对比, 是

平面沉积微相研究的基础, 直接影响到储层研究

的精准度。以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理论为指导,

应用陆相油层对比方法, 建立研究区统一而精细

的单砂体级等时地层格架。对比遵循的原则如下:

( 1)利用葡萄花油层顶底发育的标准层确定长期基

准面旋回, 葡萄花油层顶部广泛发育低电阻、高

伽马层, 向上突变为高电阻、低伽马钙质标准层,

葡萄花油层中部明显有 2个高伽马、低电阻的泥

质夹层, 为中部标准层, 据此将葡萄花组地层分

为 3个明显的正旋回。葡萄花油层下部大套暗色

泥岩中广泛发育 3套中低电阻、高伽马的标准层,

顶底标准层对葡萄花油层准确对比起到至关重要

的控制作用 (图 3)。 ( 2)依据地层叠加样式和标准

层系列组合标志对比中期基准面旋回, 中期基准

面旋回发育稳定的地层叠加样式。 ( 3)结合河道上

平下凹的沉积模式、三维相组合验证方法、同生

断层模式、平衡厚度对比法、砂体成因移界法等

图 3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标准层控制对比

F ig 3 Com par ision of m arker bed o f Pu taohua Rese rvo ir

确定短期基准面旋回界面, 最后以封闭骨架剖面

检验并确定短期、超短期旋回对比。

2 3 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划分

层序界面的准确识别和地层的精细划分是地

层对比的前提条件。C ross的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

理论表明, 基准面旋回的变化控制不同级别的地

层旋回, 也必然形成不同级别的层序界面。根据

各级次层序界面和湖泛面的层序地层学意义, 以

及不同级次基准面升降运动所导致的地层旋回过

程和沉积学响应特征, 结合钻井岩心、测井、沉

积特征、地震资料及陆相盆地基准面旋回级别划

分方案, 将研究区葡萄花油层划分为 1个长期旋

回、3个中期旋回和 8个短期旋回 (图 2)。其中长

期、中期和短期旋回层序分别与前人提出的油层、

砂岩组和小层砂体划分方案相当。

2 4 层序地层格架建立

优选平行和垂直物源方向的 11条连井剖面

(南北方向 3条、东西方向 8条, 图 1)进行地层划

分与对比, 分析地层旋回性和层序特征在纵向和

横向的变化, 建立研究区葡萄花油层高分辨率层

序地层对比格架。

2 4 1 南北向层序剖面

南北向层序剖面平行物源方向, 旋回的构造

样式明显受物源的远近和所处的构造位置影响。

研究区北部靠近物源区, 沉积物供给充足, 可容

纳空间相对较小, 河道微相发育, 多发生冲刷剥

蚀。向湖盆方向远离物源区, 沉积物供给较少,

可容纳空间逐渐增加, 河口坝和席状砂微相发育,

多发生垂向加积作用。

南北方向上, 剖面 A - A (图 4, 剖面位置见

图 1)显示, 葡萄花油层地层厚度变化较大。塔

181- 1井最厚, 达 40 m; 杜 321井最薄, 仅为 15

m。地层厚度差最大为 25 m, 最大减薄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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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南北向层序剖面 (A - A )

F ig 4 North to south sequence sec tion o f Putaohua Rese rvo ir(A - A )

62 5%。剖面中南部地层厚度较大, 最北齐家地

区和最西英 21井区地层厚度较薄。

层序剖面表明: ( 1)葡萄花油层底部 (葡 6-

8小层 )向北、向西方向缺失。 ( 2)葡萄花油层上

部和中部小层沉积稳定, 向北略微减薄, 没有尖

灭。 ( 3)葡萄花油层底部 (葡高界面 )为一不整合

沉积间断面, 对应于地震反射界面 T1- 1, 为三级

层序分界面。 ( 4)南北方向上, 葡萄花油层地层厚

度变化较大, 且变化幅度不均一, 在哈 201与塔 1

井之间出现一个沉积槽谷 (此带发育有利的储层 ) ,

笔者认为其原因与高台子时期发育的大量同沉积

断层的继承性活动密切相关。

2 4 2 东西向层序剖面

东西向层序剖面近垂直物源方向, 旋回的样

式变化主要受构造差异、同生断层、水系位置、

沉积微相等因素控制。受构造位置、沉积物供给

量、可容纳空间变化等因素影响, 沉积物堆积样

式变化较快, 砂体厚度向两侧迅速尖灭。

东西方向上, 剖面 3- 3 、剖面 5- 5 (图 5,

剖面位置见图 1)显示, 龙西地区、龙虎泡南部及

古龙凹陷带内地层发育较全。古 573井区地层最

厚, 为 70 5 m, 龙西地区地层较薄, 最薄为塔 1

井 18 5m。最大厚度差 52m, 减薄率为 73 8%。

层序剖面表明: ( 1)葡萄花油层底部 (葡 6-

8小层 )向西逐级缺失, 地层自西北向东南增厚。

( 2)凹陷构造带内葡组地层发育较全, 阶地范围内

局部地区缺失葡 6- 8小层。 ( 3)自东向西, 整

体地层呈上超的趋势, 上超面即为不整合面。 ( 4)

葡萄花油层中、下部沉积时期为水进早期, 湖面

最浅, 河道微相最为发育, 冲刷作用最强。

2 5 层序剖面分析结论及证据

长垣以西地区葡萄花油层为大型凹陷盆地缓

坡带河控浅水三角洲沉积体系, 自底部 中部

上部整体为一水进序列沉积, 底部为初始水进期,

顶部为最大水进期, 由下部的高台子湖泊收缩体

系域转换为湖泊扩张体系域, 整体为低水位体系

域 水进体系域 高位体系域构成, 反映由基准

面下降转换为基准面上升的过程。转换面位于葡

萄花油层底部, 即此时西部地区 (齐家以西、英台

西部 )构造抬升相对最高、可容空间相对最小、湖

盆萎缩最小、水体最浅、三角洲进积最大、冲刷

作用最强。葡萄花油层下部地层在西南及西北部

地区缺失, 缺失范围向西北逐渐减小, 地层超覆

方向为自东南向西北方向。

缺失的依据如下: ( 1)葡萄花油层下部地层自

东向西逐渐尖灭, 与古龙凹陷南部葡 8小层底存

在的不整合面一致; 在葡萄花油层底部沉积时期,

在松辽盆地发育一个较大规模的不整合面, 这个

不整合面在古龙南地区及大庆长垣上都有发育。

( 2)英 141- 1- 1密闭取心井垂向层序揭示葡萄花

305第 2期 杨玉芳等: 松辽盆地北部他拉哈 -齐家地区姚一段沉积与成藏特征再认识



图 5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东西向层序剖面 ( 3- 3 、 5- 5 )

F ig 5 East to w est sequence sec tion o f Putaohua Rese rvo ir( sect ions 3- 3 , 5- 5 )

油层底部 (葡 8)时间单元为最大水退期、葡高界

面处可见陆上暴露痕迹。岩心垂向变化为: 根土

岩 ( 1 820 m, 高台子油层高零砂岩组顶部, 三角

洲平原亚相 ) 浅灰、灰白色块状、平行层理含油

粉砂岩 ( 1 820~ 1 815 8 m, 葡 8-葡 7, 分流河道、

三角洲平原亚相 ) 紫红色、杂灰绿色泥质沉积 ( 1

812m和 1 808 m, 葡 7-葡 6, 泛滥平原、三角洲

平原亚相 ) 浅灰、灰白色波状层理含油粉砂岩 ( 1

808~ 1 805m, 葡 5, 水下分流河道、三角洲前缘亚

相 ) 浅灰色平行、微波状层理粉砂岩 ( 1 804m, 葡

5-葡 4, 河口坝, 三角洲前缘亚相 ) 绿、深绿色

泥岩、粉砂质泥岩 ( 1 801m和 1 797m, 葡 4、葡

3, 水下分流间湾、三角洲前缘亚相 ) 灰白色钙质

粉砂岩, 显微波状层理, 夹大量薄层泥质条带 ( 1

786~ 1 780m, 葡 2, 席状砂、三角洲前缘亚相 )

深绿色块状泥岩、含粉砂泥岩 ( 1 775~ 1 773m, 葡

1, 水下分流间湾、三角洲前缘亚相 ) 灰黑、深灰

色水平层理泥岩 ( 1 771 5m, 萨葡夹层, 前三角洲

泥岩、前三角洲亚相 )。 ( 3)南北向、东西向层序

剖面均表明葡萄花油层 (葡 8小层 )底部为初始

水进、湖面最小期。 ( 4)东西向密集井网层序剖面

精细对比准确可信。

3 储层沉积特征

基准面旋回的变化控制储层类型, 短期旋回

相对于长期旋回的位置控制着储层沉积特征。葡

萄花油层中下部短期旋回砂体相对发育, 含油性

好, 构造有利, 是今后剩余油主要挖潜层位。

在短期基准面旋回精细划分的基础上, 绘制

长垣以西地区葡萄花油层 400余口密集探井、评

价井及开发井 3个沉积时间单元的沉积微相, 并

将主力河道进行叠合。在这些沉积微相平面上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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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优势相为主原则, 很好地揭示主力储集砂体的

空间展布。沉积微相揭示葡萄花油层垂向演化规

律为: 三角洲外前缘席状砂为主 (葡萄花油层下 )

三角洲近岸分流平原为主 (葡 8、 7小层 ) 三

角洲内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为主 (葡 7小层 ) 三

角洲内前缘席状砂为主 (葡 6小层 ) 三角洲外

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为主 (葡 5小层 ) 三角洲外

前缘河口坝、席状砂为主 (葡 4、 3小层 ) 三角

洲外前缘席状砂为主 (葡 2小层 ) 三角洲外前

缘水下分流间湾泥为主 (葡 1小层 ) 前三角洲

暗色泥岩 (葡萄花油层上 )。

3 1 测井相模式建立

根据区域沉积资料及塔 31井、古 39井、古

461井、龙 10- 08井、龙 124井、古 463井、古

83井、英 141- 1- 1等 20口井岩心观察与大量测

井资料的分析, 认为葡萄花油层发育的微相类型

有分流河道、泛滥平原、决口扇、水下分流河道、

天然堤、河口坝、席状砂、水下决口扇、水下分

流间湾等。通过对岩性、电性、物性、含油性等

分析, 确定分流河道砂体是研究区主要骨架砂体,

河口坝与席状砂体为辅助型砂体, 且区内沉积物

粒度整体稍微偏细, 最粗为中砂 (少量 ) , 整体粒

度变化不大, 水体在大范围内比较稳定, 但是微

图 6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测井微相模式

F ig 6 Logg ing m icro facies mode l o f Putaohua Reservo ir

弱的水体动荡非常频繁, 造成同一套单成因砂体

往往是由多个不同期次的薄砂体叠置而成, 因此,

在平面上看似大面积连片的砂体往往是由多套独

立砂体叠置而成, 其储层垂向非均质性较强, 内

部的油水系统可能非常复杂。

在取心井段单井岩心沉积微相精细分析基础

上, 用该井层段所对应的测井曲线总结测井相要

素特征, 通过分析多井同一微相的测井相要素特

征, 总结研究区该微相所共有的测井相要素特征,

建立测井微相模式。通过以上方法建立葡萄花油

层测井微相模式 (图 6)。

3 2 重点沉积时间单元沉积微相

在地层精细划分与对比的基础上, 时间单元

平面沉积微相是认识葡萄花油层储层成因、单砂

体展布、油层平面非均质性、开发区扩边及空白

区预测的最重要基础。本次研究选取葡 下、葡

中、葡 上 3个时间单元沉积微相进行重点研

究, 通过对沉积微相、断层、构造、动态产能等

资料的综合分析, 认清葡萄花油层的油藏类型、

聚油规律、控油模式, 这是研究油层精细和驱替

规律的基础与关键。

沉积微相揭示长垣以西地区葡萄花油层三角

洲前缘亚相发育且以大量密集、或窄或宽的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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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各砂岩组主力河道叠合及沉积微相平面图

F ig 7 The m ain river channel and sed imentarym icro facies p lan o f Putaohua Rese rvo 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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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流河道沉积为主 (图 7), 砂体连续且延伸较远,

直至消失变成薄的席状砂。总体上河口坝、远砂

坝并不十分发育。分流河道、内前缘相带明显北

移, 由于在葡 下组时期发生剥蚀作用, 葡 中

组时期就成为分流河道相带的优质储层范围最大

时期, 此时期由北部物源控制的分支河道最为宽

泛, 相互交叉成网状, 分布面积最大。

然而, 根据以往的研究成果, 研究区主力含

油区主要集中于研究区东南部, 即龙虎泡背斜南

半部与英台地区东南一带, 由沉积微相平面图仔

细研究分析可知, 已探明含油区主要为水下分流

河道尾端砂体、河口坝砂体及席状砂体, 而研究

区北半部大面积宽泛的厚层优质河道砂却不含油,

而为大面积含水区 (图 8) , 可见研究区的最有利

相带砂体为窄而细的末梢河道砂、薄层河口坝及

席状砂体。这对重新认识该区油藏类型、油水分

布规律、布高产能井、水淹方向及剩余油挖潜产

生重大影响。

4 成藏规律研究

综合钻井与地震资料研究发现, 葡萄花油层

图 8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南北向剖面沉积相与油层对比图 (剖面 C - C )

F ig 8 North to south sed imentary fac ies pro file and o il laye r compar ison sec tion o f Pu taohua Reservo ir( section C - C )

沉积时期研究区内斜坡部位发育一挠曲坡折带,

经查证, 此坡折带属于泰康 - 大安二级坡折

带
[ 10- 11]

, 发育于坳陷期, 受控于松辽盆地北部讷

河 -依安物源与西部英台物源。

利用高分辨率层序对比剖面及井震联合对比

骨架剖面, 我们详细确定研究区内坡折带的分布

范围, 其延伸方向基本与湖岸线大致平行 (图 9)。

研究区内姚一段沉积期坡折带较缓, 其下没

有在经典层序地层学模式中存在的各类粗碎屑集

中发育的与重力流有关的 扇体 , 而是发育鸟足

状、干枝状三角洲体系。在陆源碎屑岩供应不足

的地区发育平原淤积相沉积。坡折带以上主要以

水进体系域平原相分流河道及内前缘水下分流河

道为主; 坡折带以下主要以低水位进积型三角洲

沉积为主, 上覆水进体系域退积型三角洲沉积序

列和高位域滨浅湖或平原淤积相沉积, 因此, 垂

向上每个层序构成下粗上细的沉积组合。结合平

面相图可明显看出, 北部沉积体系以长距离搬运

陆源碎屑物质形成大型鸟足状、干枝状三角洲体

系为特征, 而西部沉积体系以近物源季节性河流

形成的小型三角洲为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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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研究区葡萄花油层坡折带发育区与含油面积叠合图

F ig 9 S lope deve lopm en t areas and o i-l bear ing area o f con-

gruency m ap of Putaohua Reservo ir

基准面的变化导致沉积沉降中心迁移, 而坡

折带直接控制砂体成因类型与空间分布, 使油气

成藏也呈现明显的分带性。

坡折带以内为低水位体系域沉积质量中心,

砂岩厚薄相间, 可形成地层超覆圈闭 (图 8); 坡

折带以下为 3个层序低水位、水进体系域三角洲

前缘砂体叠合区, 发育的砂岩较薄且连通性差,

是多层位岩性圈闭和上倾尖灭型发育区; 坡折带

之上以水进体系域平原及前缘相大量厚层河道砂

体为主, 但连通性好, 油气易散失, 不易形成岩

性圈闭, 而成为大范围的含水区。

研究区主力含油区均位于坡折带以内及坡折

带以下 (图 9)。可见, 挠曲坡折带发育区对高频

层序结构、沉积相带分布、砂岩类型分布均有明显

的控制作用, 并进一步控制隐蔽油气藏的分布, 对

岩性油气藏的勘探具重要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5 结 论

( 1)按照基准面旋回变化的不同级次, 结合地

震、钻井、岩心、测井资料分析, 将长垣以西地

区葡萄花油层划分为 1个长期旋回、 3个中期旋回

和 8个短期旋回。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剖面和岩心

资料揭示研究区葡萄花油层北、西部为同沉积构

造抬升控制的底部缺失的层序地层新格架。

( 2)沉积微相揭示, 已探明含油区主要为水下

分支河道尾端砂体、河口坝砂体及席状砂体, 而

研究区北半部大面积的宽泛的厚层优质河道砂却

不含油, 为大面积含水区, 可见研究区的最有利

相带砂体为窄而细的末梢河道砂、薄层河口坝及

席状砂体。这对重新认识该区油藏类型、油水分

布规律、布高产能井、水淹方向及剩余油挖潜产

生重大影响。

( 3)葡萄花油层沉积时期研究区内斜坡部位发

育一挠曲坡折带, 属泰康 - 大安二级坡折带, 坡

折带以内为低水位体系域沉积质量中心, 砂岩厚

薄相间, 可形成地层超覆圈闭; 坡折带以下为 3

个层序低水位、水进体系域三角洲前缘砂体叠合

区, 发育的砂岩较薄且连通性差, 是多层位岩性

圈闭发育区; 坡折带之上以水进体系域平原及前

缘相大量厚层河道砂体为主, 但连通性好, 油气

易散失, 不易形成岩性圈闭, 而成为大范围的含

水区。挠曲坡折带发育区对研究区隐蔽油气藏分

布有明显控制作用, 其认识对指导长垣以西葡萄

花油层下一步的勘探与开发将有重大意义。

致谢: 大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油藏评价

室吉庆生、王海涛、李瑞琪、谢明举工程师提供大

量基础资料, 大庆油田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岩心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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