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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西新场气田蓬莱镇组有利储集
砂体展布研究

李学明 吕正祥 黎从军
(西南石 油地质局第二地质大队 )( 西南石 油地质局研究院 )

【内容提要」 川西新场气田蓬莱镇组次生气藏为岩性气裁
,

在蓬莱镇组砂
、

泥岩中
,

砂岩为最主

要储层
.

通过对该气燕进行沉积相
、

储层及气层地展响应等特征的详细研究后
,

认为控制储层储

集性好坏的主要因素是沉积微相
。

气藏内有利储集砂岩多属三角洲前缘河口砂坝
、

三角洲平原

分流河道砂坝及河流相河道砂坝微相
。

有利储集砂体展布即与这三种微相展布一致
.

关镇词 川西 蓬莱镇组 沉积微相 储集性

川西新场气田蓬莱镇组 (J
3

)P 气藏为大型次生气藏
,

气藏具有纵向上气层多
,

各气层在横

向上分布特征各异等特点
。

气田内整个蓬莱镇组为陆相砂
、

泥岩沉积
,

断层
、

裂缝不发育
,

其主

要储层为砂岩
.

要寻找气层
,

首先必须弄清砂岩的分布规律
,

然后结合储集性与沉积微相〔`〕 ,

以

及具特殊地震响应特征的含气砂体分布与沉积环境的关系2j[
,

获取有利储集砂体的展布规律
。

1 沉积相

砂岩展布方向受沉积时环境控制
,

气田内蓬莱镇组属河流相一三角洲相一湖相沉积物
。

鉴于纵向上气层多
,

为更准确地认识各气层的展布规律
,

我们首先据大的相序把蓬莱镇组分

为 5 个含气砂组
,

然后对主要的 13 个含气砂体 (表 l) 分别进行沉积微相分析
。

表 1 新场气田 J 3 p 含气砂组
、

砂体划分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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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向上 E 砂组为河流相
,

到 D 砂组时水进为湖
,

在其沉积早期局部存在河流环境
。

进入

C
、

B 砂组后
,

沉积环境变为三角洲
,

其中 C
; 、

B
,

以三角洲前缘亚相为主
,

其它主要为三角洲

. 本文 1 9 9 7 年 1 月 3 日收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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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原亚相
.

B砂组沉积后
,

全区水退
,

沉积了河流相的A 砂组
。

认识了各砂组的环境特征后
,

工作 中主要通过对区内 1 00 多 口钻井进行详细的相序对

比
,

结合砂体测井相
、

岩心沉积特征观察等
,

基本认识清楚了 A
;

一E
。

共 13 个砂体沉积时的

环境分布特征
.

E。
一D :

砂体沉积时为河流环境
,

砂岩主要分布在河道及决 口扇中
。

C :
时为三

角洲环境
,

砂体主要分布在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中
。

从 C
;

一 B
, ,

整个气田环境属三角洲
,

其中

C : 、

B
:

砂体主要为三角洲前缘环境中的沉积物
,

从东北到西南
,

环境从平原亚相逐渐过渡到

前缘亚相
,

到气田西南角为前三角洲泥岩
,

砂体不发育
。

这种变化趋势在测井相上反映也十

分清晰
,

如图 1
,

从东北角 lL :
井一西南部Xs

:

井
,

C :
砂体由钟形河道砂岩变为漏斗形河 口砂坝

砂岩
; 至 Q .

井时
,

砂岩粒度偏细
,

为远砂坝沉积
;
到 C , ,

井时
,

相变为前三角洲粉砂质泥岩和

泥岩互层
,

在测井曲线上表现为锯齿状
.

B 砂组中的 B Z 、

B
: 、

B
。

沉积时的储集砂岩则以三角洲

平原分流河道沉积为主
,

仅在气田东南部为前缘亚相
.

进入 A 砂组后
,

环境水退为河流相
,

其中A
,

砂体发育在东部河道中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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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 C :

砂体沉积时沉积环境变化图 (测井相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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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含气砂体的地震响应

由于区内已知井多
,

我们对一些典型井进行了合成地震记录标定和V S P 标定
。

从标定

结果与已知井含气状况对比可知
,

含气层位具低频强振幅模式
,

岩性为砂岩
。

这种低频强振

幅实际上是由于砂岩中含气
,

导致速度降底
,

密度变小的反映
。

据该模式追踪圈定出的含气

层位为河道砂坝和河 口砂坝
。

当相变为泥岩或砂泥岩互层时
,

地震剖面特征也发生明显变化

如图 2
,

浅 19 井C :
砂体属分流河道微相

,

含气性好
,

其特征为低频强振幅
;
到川 21 5 井

,

地震

响应特征为弱振幅
,

原因是河道砂岩相变为天然堤砂
、

泥岩互层
,

含气性变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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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J s P含气砂体地震响应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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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砂岩储集性

结合上述沉积相和地震分析
,

我们已经基本掌握了气田内蓬莱镇组砂体的分布情况
,

但

这些砂岩储集性如何? 影响它们的储集性好坏的主要因素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寻找优质储

层前必须解决的问题
。

孔隙度
、

渗透率值是反映储层储集性好坏的主要因素
。

通过对气田内蓬莱镇组已钻井岩

心物性值统计 (表 2)
,

可以看出孔隙度
、

渗透率值在气田内不同砂体
、

同一砂体不 同钻井中变

化较大
,

其非均质性较强
。

这种非均质性严重制约 了钻获工业气层的成功率
,

可见认识其变

化规律的重要性
。

通过储层特征研究
,

可知蓬莱镇组

砂岩储层主要储集空间以残余粒间原

生孔为主
,

少量粒内溶孔
,

粒间溶孔较

为少见
。

我们知道
,

残余粒间原生孔主

要是受沉积环境控制的
,

如在河流环境

中沉积的河道砂坝
、

三角洲前缘沉积的

表 Z J ,
p 储层物性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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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口砂坝
,

由于环境水动力条件较强
,

颗粒
分选性较好

,

杂基和不稳定矿物少
,

中一大

型层理发育
,

初始孔隙度高
,

渗透性相对较

好
。

而在决口扇
、

远砂坝及湖相砂岩中
,

由于

沉积时水动力条件较弱
,

细粒物质增多
,

杂

基偏高
,

层理中仅发育水平层理和小型沙纹

层理
,

故物性较差
。

从本气田各微相砂岩物

性特征表 (表 3) 上也可明显看出河道和河口

坝砂岩物性优于其它微相砂岩
,

其中尤以滨

湖砂岩储集性最差
,

即使在同处河道环境的

河道边部砂岩中
,

也常由于其含泥增加
,

而

使物性变差
。

此外
,

通过区内取心井段储层

表3 3J p 各徽相砂体物性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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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孔隙度与渗透率相关性分析 (图 3 )
,

两者相关系数高达。
.

9 3 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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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孔为主
,

它反映出影响区内蓬莱镇组储层砂岩物性的主要因素是砂岩沉积时的古环境
。

由于气田内取心并偏少
,

且取心层段分布不均
,

为了了解储层物性的横向展布特征
,

我

们采用了神经网络技术对储层参数 (孔隙度
、

渗透率
、

有效厚度等 )作了精细解释
。

通过解释

结果与取心井储层参数值对比
,

得出两者间相关系数达。
.

” 以上
。

通过一些取心井物性值

与神经网络处理值比较
,

也可看出两者间吻合程度较高 (图 4 )
。

可见在本区蓬莱镇组中建立

的神经网络模型是适用的
。

根据神经网络求取得出每个砂体的储层参数值后
,

便可得出这些

参数的平面展布情况
.

从平面展布图上
,

可以清晰看出储层有效厚度与河道砂岩
、

河 口坝砂

岩厚度等值线分布规律一致
,

且在河道砂坝砂岩和河 口砂坝砂岩中物性值最好
,

远砂坝
、

决

口扇砂岩次之
,

席状砂最差
。

这同样反映出气田中储层物性与沉积微相有极为密切的关系
,

最有利的储集砂岩为河道砂坝和河口砂坝砂岩
.

此外
,

据地震响应圈定的含气砂体范围也位

于河道砂岩和河口坝砂岩中
。

渗透率

J̀对气℃u,

,召L竹

:

肠20

ùónta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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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ig
,

4

图4 15 9 井学习效果图
a t i

o n o f t h e r e s e r v o i r P a r a m e t e r s f o r
w e l l 1 5 9

综上分析可知
,

在川西新场气田蓬莱镇组气藏中
,

影响储层砂岩储集性优劣的主要因素

是沉积相
。

在蓬莱镇组河流相一三角洲相砂泥岩沉积序列中
,

以河流环境中沉积的河道砂坝

砂岩
、

三角洲平原中沉积的分流河道砂坝砂岩以及三角洲前缘沉积的河 口砂坝砂岩储集性

最好
,

90 %以上的气层分布在以上三种微相砂岩中
。

通过沉积相分析 (结合地震异常圈定的

含气砂体范围 )得出的河道砂坝
、

河 口砂坝和分流河道砂坝的位置即为新场气田蓬莱镇组有

利储集砂体的展布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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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l u v i a l e h a n n e l b a r m i e r o f a e i e s
.

T h e d i s t r ib u t i o n o f t h e f a v o u r a b l e r e s e r v o ir s a n d s t o n e b o d
-

ie s t e n d s t o e o n e u r w i t h t h a t o f t h e t h r e e
.

s e d im e n t a r y m i e r o f a e ie s e i t e d a b o v e
.

v o i r

K e y w o r d s :
w e s t e r n S i e h u a n ,

P e n g l a i z h e n F o r m a t i o n , s e d im e n t a r y m i e r o f a e ie s , r e s e r -

q u a l i t 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