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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塔河油田四区奥陶系以缝洞型油藏为主，裂缝是该区主要的油气疏导体系和储集空间。通过对２０余口

井的岩心、薄片观察，结合成像测井等各种分析化验资料，研究了裂缝的倾角、走向、长度、充填等特征参数，

在此基础上，将裂缝划分为４个期次；采用岩心与露 头 相 对 比 的 方 法 研 究 了 裂 缝 特 征 对 岩 溶 的 影 响 作 用 以 及 裂

缝对储集性能的影响。

关键词：塔河；奥陶系储层；裂缝特征

中图分类号：ＴＥ１２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６２４８（２０１３）０１－０１８６－０９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Ｔａｈｅ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ＧＡＯ　Ｙｕ－ｆｅｉ　１，ＺＨＯＮＧ　Ｊｉａｎ－ｈｕａ２，３

（１．ＣＮＯＯ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２７；２．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Ｄｏｎｇｙｉｎｇ２５７０６１，Ｃｈｉｎａ；

３．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Ｇｅ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５１０６４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ｄ－ｖｕｇｇ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ｓ　ｔｈ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Ｂｌｏｃｋ　４ｏｆ　Ｔａｈｅ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Ｔｈｅ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ｊｏｒ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ｍｉｇａｒ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ｎｇ
ｓｐａ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ｏｒｅ　ｔｈａｎ　２０ｗｅｌｌｓ，ｃｏｍｂｉｎｅｄ　ｗｉｔｈ
ｉｍａｇｅ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ｔｅｓｔ　ｄａｔａ，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ｓｏｍ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ｓｕｃｈ　ａｓ　ｄｉｐ　ａｎｇｌｅ　ｔｒｅｎｄ，ｌｅｎｇｔｈ，ａｎｄ　ｂａｃｋｆｉｌｌ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ｔ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ｓ　ｄｉｖｉｄｅ　ｉｎｔｏ　ｆｏｕｒ　ｐｅｒｉｏｄｓ．Ｔｈ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ｏｆ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ｏｕｔｃｒｏｕｐ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ｉｓ
ａｄｏｐｔｅｄ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ｕ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ｔｏ　ｋａｒｓ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ｔｏ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ａｈｅ；Ｏｒｄｏｖｉｃｉ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

　　塔河油田是塔里木盆地最大的油田，位于塔里

木盆地 北 部 轮 台 县 城 南 偏 西 约５０ｋｍ处 （图１），
属沙雅隆起中段，在阿克库勒凸起的西南端，西临

哈拉哈塘凹陷，东靠草湖凹陷，南接满加尔凹陷及

顺托果勒隆起，于加里东中—晚期形成凸 起 雏 形，
华力西早期受区域性挤压抬升，形成向西南倾伏的

北东向展布的大型鼻凸，在长期的抬升、暴露、风

化剥蚀过程中，下奥陶统碳酸盐岩地层也遭受了不

同程度的剥蚀。经过勘探开发，塔河油田是一种缝

洞型碳酸盐岩油气藏，多期构造运动的叠加使得该

区裂缝异常发育，它们与溶洞一起构成了塔河油田

复杂的缝洞 型 油 藏 （张 抗，１９９９；陈 清 华，２００２；
鲁新便，２００３）。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研 究 主 要

集中在对裂缝的预测方面，对裂缝的石油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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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新疆塔里木盆地塔河油田奥陶系油藏构造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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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１．库车凹陷；Ⅰ１１．乌什坳陷；Ⅰ２１．拜城凹陷；Ⅰ３１．阳霞凹陷；Ⅰ２．沙雅隆起；Ⅰ１２．沙西凸起；

Ⅰ２２．雅克拉断凸；Ⅰ３２．哈拉哈塘凹陷；Ⅰ４２．阿克库勒凸起；Ⅰ５２．草湖凹陷；Ⅰ６２．库尔勒鼻凸；

Ⅰ３．阿瓦提断陷；Ⅰ４．顺托果勒隆起；Ⅰ５．满加尔凹陷；Ⅰ６．孔雀河斜坡；Ⅱ．中央隆起区

的研究尤其是对于裂缝与岩溶关系的研究较少，对

缝洞系统的综合研究不足，因而严重影响了塔河油

田的勘探开发。本次研究从裂缝的基本特征入手，
采用岩心与露头相对比的方法重点探讨裂缝特征对

其石油地质意义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本次讨论

的是构造成因的裂缝。

１　裂缝的发育特征

通过对１７口井岩心的观察描述，以及 对 井 下

测井成像资料的直接观测，认为研究区奥陶系裂缝

及微裂缝密集发育，多组系交错切割。常用来描述

裂缝发育状况的参数包括裂缝倾角、走向、长度、
体积密度、充填特征和裂缝期次等。这些裂缝特征

参数是定量描述裂缝特征和裂缝发育状况的指标。
在岩心观察、成像测井识别裂缝的过程中，可对这

些参数进行详细描述。

１．１　裂缝的倾角

通过对岩 心 观 察，将 裂 缝 倾 角 划 分 为３个 区

间，０～３０°为低角度裂缝；３０°～７０°为中角度裂缝；

７０°～９０°为高角度裂缝。塔河油田裂缝主要以高角

度裂缝为主 （图２）。

图２　各井裂缝倾角变化频率柱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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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　裂缝的走向

裂缝的走向在确定裂缝的发育机制及发育期次

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目前，在没有定向取心

井的情况下，成像测井成为确定裂缝走向的一个主

要手段。
成像测井资料显示，本区裂缝走向主要发育有

４组：北东东向、北东向、北西向、近南北向。图３中

ＴＫ４２６、ＴＫ４５８井以北东东向为主，ＴＫ４５８井次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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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不同井裂缝走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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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南北向；ＴＫ４２９井以北西向为主，次发育北东、
北东东向；ＴＫ４５７井以北东向为主 （图３）。

１．３　裂缝的长度

裂缝的纵向延伸长度也是表征裂缝的一个重要

参数，对油气的纵向运移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在

岩心观察过程中所观测到的裂缝长度具有一定的局

限性，但是由于本次观察的裂缝大都以高角度裂缝

甚至直立缝为主，所以裂缝的长度也具有比较高的

可靠性。根据岩心的观察结果，依据裂缝的纵向延

伸长度将裂缝划分为５类 （表１）。

表１　裂缝长度分级表

Ｔａｂ．１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ａｃｋ　ｌｅｎｇｔｈ

裂缝级别 长度范围 （ｃｍ） 裂 缝 特 征 石 油 意 义

小垂缝 Ｌ＜１ 往往平行出现，直立，间距０．８ｃｍ左右，完全闭合 不具备疏导及储油能力

小裂缝 １＜Ｌ≤８
含量较少，各井中一般不超过２０％，只有ＴＫ４０４井，含

量多一些
开启者具有一定的疏导能力

中裂缝 ８＜Ｌ＜１３
所占比例 稍 大，大 部 分 井 此 类 裂 缝 的 含 量 一 般 在２０％
～４０％

开启者具有较强的疏导能力

大裂缝 １３≤Ｌ≤３０
所占比例最大，６０％左 右，它 们 常 将 缝 合 线 等 水 平 构 造

连接起来，构成一种网状疏导体系

开启 者 多，具 非 常 强 的 疏 导 及 储 集

能力

超大裂缝 Ｌ＞３０
含 量 较 少，不 足１０％，只 有 Ｔ４１５井 含 量 占 主 要 地 位。
此区间较广，从３０ｃｍ开始，最长可达１６５ｃｍ

多充 填。开 启 者 具 极 强 疏 导 及 储 集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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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４　裂缝的充填情况

１．４．１　充填裂缝
塔河油田奥陶系碳酸盐岩中充填裂缝较发育，

根据对２０余口井岩心的实际观察，这种裂缝的出

现频率约占 大 裂 缝 的３０％左 右。根 据 充 填 物 的 性

质，又可以将充填裂缝分为２种：一种是由碎屑充

填的物理充填裂缝；另一种是由化学物质充填的化

学充填裂缝。
物理充填裂缝占整个充填裂缝的１／５左右，主

要是由灰色钙质、泥质粉沙充填的裂缝，有的混有

“围岩”碳酸盐岩的碎片 （图４－ａ）。物理充填裂缝

的宽度一般较大，介于１ｍｍ～１ｃｍ，同一条裂缝

的宽度大多不一，所以裂缝面多凹突不平。以Ｓ４７
井、Ｓ８０井和Ｔ４１５井最为典型。这种裂缝 中 充 填

的粉砂岩脉并非完全是从上向下靠重力进入裂缝中

的，而是 从 多 个 方 向 进 入 裂 缝 中 的，是 液 化 后 的

“粉沙流体”靠自身的压力挤入裂缝中，其中有的

甚至把 “围岩”碳酸盐岩撕裂而使其成为了 “捕虏

体”保存在粉沙岩脉中。从 “围岩”碳酸盐岩未变

形及裂缝面的形态看，裂缝是在碳酸盐岩固结较好

的条件下形成的。
化学充填裂缝是一种常见的裂缝，占整个充填

裂缝的４／５左右，裂逢充填物宽小于１ｍｍ或２～３
ｃｍ。裂缝 一 般 比 较 平 直，偶 有 分 叉 （图４－ｂ）。充

填物主要为方解石，方解石的粒度从小于１ｍｍ的

细晶到２～３ｃｍ的巨晶均有。化学充填裂缝一般不

含油，如果后 期 再 度 受 力 打 开 “活 化”则 有 可 能

含油。

１．４．２　半充填裂缝
半充 填 裂 缝 占 裂 缝 总 数 的３０％左 右，也 可 以

分为２种：一种是原生半充填裂缝；另一种是次生

半充填裂缝。这种裂缝虽然被充填而损失了一定的

储集 空 间，但 还 是 具 有 一 定 的 储 油 能 力 或 导 油

能力。
所谓原生半充填裂缝指的是裂缝的充填物在其

形成过程中就未完全 “长满”整个裂缝，而是留下

了许多空隙 （图４－ｃ）。原生半充填裂缝主要以物理

充填为主，充填物多是绿色泥质粉砂，可能是因为

地下物理化学环境的突然变化而失去了裂缝充填物

形成的条件，而使裂缝充填物的生长 “夭折”。
所谓次生半充填裂缝指的是裂缝的充填物原先

是充满裂缝的，但后来由于构造运动的影响，充填

裂缝再度受力作用而被重新剪裂或张裂打开，地下

流体沿新裂缝运移使得裂缝充填物部分被溶解而形

图４　裂缝充填状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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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次生半充填裂缝。这种裂缝的特点是裂缝充填

物上有一系列的断断续续的孔洞，孔洞多呈次圆形

或端点圆化的狭缝状，打开裂缝后可以看到方解石

有明显的溶蚀现象，呈圆滑的半球形或团簇状 （图

４－ｄ）。由于这种裂缝是在流体的改造下形成的，其

联通性较好，往往是石油的良好运移通道和有利储

集空间，所以这种裂缝中经常有大量石油。

１．４．３　非充填裂缝
这是一种最常见的裂缝，如果再把那些细小的

微裂缝算起来，这种裂缝要占总裂缝的４０％还多。
非充填 裂 缝 也 可 以 分 为２种：紧 闭 裂 缝、开 放 裂

缝。此种裂缝部分含油。

１．５　裂缝的发育期次

研究区的裂缝均表现出多期成因、多期改造和

多期充填的特点，前人研究认为本区主要经历了４
期构造 运 动：加 里 东 期、华 力 西 早 期、华 力 西 晚

期、印支—燕山期，而油气充注的主要成藏期在华

力 西 晚 期 和 喜 山 期 （康 玉 柱，２００３；张 希 明，

２００１；郭了萍，２００６）。因 此，华 力 西 期 形 成 裂 缝

是主要 含 油 裂 缝，其 次 是 印 支—燕 山 期 形 成 的 裂

缝。在对普通薄片、铸体薄片和岩心观察基础上，
根据裂缝的产状、裂缝充填物、不同矿物充填的裂

缝之间的切割关系、充填成分、充填序次，并结合

测井资料、区域构造应力场以及该区经历的４期主

要构造运动，将该区的裂缝划分为具有不同特征的

４个期次（表２）。
第Ι期裂缝是被方解 石 完 全 充 填 的 微 小 裂 缝，

弯曲不规则延伸，走向和倾向也无规律可循，有时

表２　塔河四区各期次裂缝特征表

Ｔａｂ．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ｆｏｒｔｈ　ｂｌｏｃｋ　ｏｆ　Ｔａｈｅ

特征参数 Ι期裂缝 ΙΙ期裂缝 ΙΙΙ期裂缝 ΙＶ期裂缝

充填物 方解石 方解石 方解石或泥质 无

充填或开启程度 全充填 全充填 全、半或无充填 无

裂缝延伸长度 小于５ｃｍ 大于１０ｃｍ 大多为１３～２０ｃｍ 小于１０ｃｍ
裂缝形态 不规则、细小 平直，规模较大 弯曲、平直皆有，规模大 以平直为主规模一般

裂缝产状 不确定 变化多 北东为主，兼有北西西 似网状或单一

力学性质 收缩缝 剪裂缝 张剪缝 剪裂缝

形成时期 前加里东期 加里东期 华力西期 印支期—燕山期

有效性 无 无 有 有

直立有时水平，裂缝延伸长度不一，约８０％小于５
ｃｍ，最长的可达１０ｃｍ。充填的方解石呈乳白色，

普遍见后 期 裂 缝 穿 插 切 割 现 象 （图６），可 能 是 在

前加里东时期的成岩收缩缝。

第ΙΙ期裂 缝 是 被 方 解 石 充 填 的 构 造 裂 缝，包

括垂直缝、高角度缝和水平缝。其中，以高角度缝

为主，具张 剪 性 特 征。充 填 的 方 解 石 呈 透 明－半 透

明状，颗粒粗大，有时可见Ｘ型相交 （图５），裂

缝延伸长度一 般 大 于１０ｃｍ，有 的 甚 至 可 达１ｍ，

有后期持续改造的特征。充填方解石中偶有后期改

造的弯曲溶蚀缝，主要是加里东期受构造压力形成

的早期平面共轭剪节理受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宽度

持续增大，充填后又有溶蚀改造的现象。

第ΙΙΙ期裂缝是被方解石半充填 （图５）、绿色

泥质充填或半充填 （图４－ｃ）、无充填的构造裂缝，

以高角度裂缝为主，具张剪性，延伸长度长，大部

分是大裂缝或者超大裂缝。兼有化学充填和物理充

填的特征。物理充填主要以绿色泥质为主，后期改

造现象明显，时有半充填缝出现，无充填裂缝以剪

裂缝为主，大多裂开，含油性及疏导性能好。该期

裂缝错断了第ΙΙ期裂缝 （图５），由于华力西早期

与华力西 晚 期 同 属 华 力 西 期 构 造 继 承 性 发 育。因

此，将该期裂缝确定为华力西期裂缝，是加里东运

动后，在海西期构造应力持续作用下，隆起前期形

成的平面共轭剪节理和隆起形成过程中形成的张节

理。这个时期桑塔木组的绿色泥岩在应力作用下挤

入裂缝形成物理充填的泥质缝。该期裂缝总体上数

量大，有 效 缝 多，基 本 都 赋 存 原 油，或 被 原 油 浸

染，是本区最重要的一期裂缝。

第ΙＶ期裂缝为未被固体矿物充填的构造微裂

缝。该期裂缝数量不多，规模小，延伸短，具剪性

特征，剪切或错断了被方解石充填的前２期裂缝，

推测为印支—燕山期构造作用的结果。该期裂缝部

分赋存原油，或被原油浸染 （图５）。

０９１ 西　北　地　质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ＲＮ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３年　



２　裂缝与溶蚀孔 （洞）的关系

　　塔河油田以缝洞型油藏为主，大量发育的溶洞

为油气提供了巨大的储集空间。结合野外科考和岩

心观察，发现裂缝与溶洞的关系非常密切，裂缝发

育区是溶洞形成的有利区域。溶洞形成需有流体渗

滤的通道，流体与岩石的不断接触造成了溶蚀作用

的产生，最终形成溶洞 （Ｊａｍｅｓ　Ｎ　Ｐ，１９８５；徐微，

１９１　第２期　　　　　　 　　　　　高玉飞等：塔河油田四区奥陶系储层裂缝特征及其意义



２００５）。

２．１　裂缝倾角对岩溶作用的影响

高角度裂缝 具 有 非 常 强 的 纵 向 疏 导 能 力，当

岩石出露地表 时，高 角 度 裂 缝 为 大 气 淡 水、酸 等

流体提供了有效 的 渗 滤 通 道，这 些 溶 解 性 的 流 体

进入岩层，极大的 扩 展 了 溶 蚀 面 积，增 加 了 溶 蚀

厚度，经过长时间 的 积 累 极 有 可 能 形 成 有 利 的 溶

洞，特别是在构造 运 动 力 持 续 改 造 的 条 件 下，裂

缝逐渐增大形成 具 有 一 定 宽 度 的 小 断 裂，溶 蚀 作

用更加强烈，往往 会 形 成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大 溶 洞

（图６－Ｃ）。塔河油 田 四 区 是 高 角 度 裂 缝 极 度 发 育

区，大部分井高角度裂缝 的 含 量 在６０％以 上，华

力西期 的 构 造 运 动 又 使 整 个 研 究 区 抬 升 遭 受 剥

蚀，出露地表的岩 石 在 高 角 度 裂 缝 的 促 生 作 用 下

发 生 了 强 烈 的 溶 蚀 作 用，溶 洞 非 常 发 育。以

Ｔ４０２井为例 （图６－Ａ），从５　３６４．５７ｍ开 始 裂 缝

发育，到５　３７２ｍ处 裂 缝 极 度 发 育，溶 洞 开 始 出

现，一直到５　３７５．６８ｍ，此时 岩 心 缺 失 为 纯 溶 洞

发育段，溶洞深度约２ｍ。
在埋藏期，有效的高角度裂缝与低角度裂缝或

者水平的非 构 造 裂 缝 相 结 合 成 为 地 下 水 流 通 的 通

道，不仅增加了储层的横向宽度，同时也增加了纵

向岩溶的发育，以及不同期次岩溶的沟通，增加了

储层的连通性，减小了油气的开采难度。

２．２　裂缝走向对岩溶作用的影响

裂缝走向是控制岩溶发育方向的主要因素。早

期形成的断裂为地下水流通提供了通道，横向上地

下水沿着裂缝的发育方向前进，并且不断的富集，
溶蚀、改造围岩，形成小规模的溶洞。当地下暗河

进入裂缝发育区时，持续的冲刷作用使得溶洞的规

模不断的扩大，同时将孤立的溶洞连通，形成具有

一定规模的、延伸可达数十千米的大型溶洞。大量

的露头资料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巢湖的紫微洞、
桂林的七星岩溶洞等，其发育方向大多与早期形成

的断裂有关。这种溶洞沿裂缝溶蚀而成，发育方向

与裂缝的走向一致，而构造裂缝受控于构造运动，
与构造形态关系密切 （戴 俊 生，２００２，２００６）。因

此，根据裂缝的走向和与之相关的构造形态的轴向

可以判断溶洞的发育方向，指导油气勘探。
在塔河油田四区，裂缝走向主要集中在３个方

向：北东向、北西向、北东东向。而本区所处的阿

克库勒凸 起 是 一 北 东 向 延 伸 的 构 造。勘 探 实 践 表

明，本区溶洞的发育往往在北东向上形成一定的优

势。以Ｓ４８井区为例，在其北东方向上的ＴＫ４６７、

ＴＫ４２６井均发 育 储 集 性 质 良 好 的 溶 洞，而 北 西 方

向上则只有ＴＫ４１１一口井发育溶洞，北 东 东 方 向

上基本没有溶洞发育。

２．３　裂缝交汇处促生岩溶

裂缝交叉点往往形成２种情况：一是不同期次

的裂缝，后期裂缝切断前期裂缝或者切断沿层裂缝

形成；一是同期裂缝，共轭剪节理交切形成。相对

来说前者更常见，也更易形成溶洞。这是因为相交

裂缝的切断点处由于前期裂缝的破碎本就存在软弱

点 （张 之 一，１９９４；陆 克 政，２００１；张 厚 福，

１９９９；陈 莉 琼，２００９；陶 维 祥，２００５；王 冠 民，

２００１），受到后期裂缝改造后，岩石破碎更加强烈，
形成的空间较大。当来自不同方向的流体汇集此处

时，流体与岩石的接触面积相对较大，小者可以形

成孔，时间长了则会形成洞穴。大量的野外露头资

料显示 （图７），裂缝交汇处溶洞发育。

图７　裂缝交汇处溶洞发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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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裂缝对储集性能的影响分析

　　在对岩心观察中，发现在砂屑斑片灰岩中斑片

的颗粒间的孔隙由于周围泥晶灰岩的包裹常常成为

无效的孔隙，而泥晶基质本身并不具备孔隙空间，半
充填或无充填裂缝联通了孔隙，在泥晶基质中创造

了储集空间（图８）。裂缝的链接作用因为其狭长的

延伸面更为突出，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储集空间，极大

的改造了岩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增加了产能。

图８　含油裂缝图

Ｆｉｇ．８　Ｏｉｌｙ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４　结论

　　 （１）根据裂缝的发育特征结合各种分析化验

资料，得出塔河四区发育４期裂缝：Ｉ期前加里东

期，方解石充填的弯曲收缩缝；ＩＩ期加里东期，亮

晶方解石 充 填 的 构 造 缝；ＩＩＩ期 华 力 西 期，亮 晶 方

解石半充 填、泥 质 充 填 或 者 半 充 填 的 构 造 缝；ＩＶ
期印支期—燕山期，无充填的弯曲短裂缝。

（２）裂缝具有重要的石油地质意义，本身可以

作为储集空间，也可以促进岩溶的发生进而形成溶

洞。裂缝对 岩 溶 的 促 进 极 大 的 改 造 了 储 层 的 孔 隙

度，同时裂缝对岩溶的引导作用也为我们在勘探过

程中寻找溶洞提供了方向———溶洞往往沿着裂缝的

走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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