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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盆地江陵凹陷白垩系勘探前景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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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江陵凹陷油气勘探的领域之一, 白垩系在许多关键问题上还存在分歧和争议,白垩系的成藏主控因素是

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笔者在回顾江陵凹陷的勘探历程和总结归纳前人成果认识基础上, 根据SK8-16最新的钻探

成果发现,白垩系成藏主控因素①烃源-断层双控是基础;②储层的发育程度影响油气的富集;③后期保存条件是关

键;④优越的成藏模式和成藏配置关系是油气突破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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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陵凹陷位于江汉盆地西部,东邻丫角 -新沟低

凸起;北以纪山寺断层与河溶凹陷 、远安凹陷 、荆门

地堑相隔;南部东段超覆在华容隆起之上,西段与湖

南洞庭盆地相通;西部北段以问安寺断层为界与枝

江凹陷相邻,南段超复在中古生界宜都 -鹤峰背斜带

和桑植-石门复向斜之上, 是江汉盆地最大的白垩 -

古近系沉积凹陷,面积达 6500km
2
(图 1) 。凹陷内白

垩系渔洋组厚达 1000多米, 渔洋组自上而下分为渔

一 、渔二 、渔三段,表现为 3个正旋回沉积特征,渔洋

组以红色 /紫红色碎屑岩为主,主要为河湖相沉积,

其中渔一 、渔二段为主要勘探目的层。

1　勘探历程回顾

江陵凹陷的油气勘探始于 1958年,前期的投入

完成了重 、磁 、电 、地震 、化探 、大地电磁测深等大量

地球物理及地球化学勘探工作, 主要勘探层系为自

源的古近系新沟咀组和它源的白垩系,白垩系的勘

探主要在万城断裂带上升盘, 剩余石油地质资源量

为87.7%。经过三次石油资源评价, 凹陷内白垩

系—古近系资源量为 10364×10
4
t, 资源探明率仅为

12.3%,资源探明程度低,表明江陵凹陷还有较大的

图 1　江陵凹陷构造位置

Fig.1　TectonicsettingoftheJianglingdepression

勘 探潜力 。通过对凹陷西南缘地质条件的综合分

析发现,西南缘地区位于梅槐桥生烃洼陷 (图 2) ,油

源丰富,但储层不发育,制约了油气的大规模成藏,

要勘探大规模油气藏首先要发现储层有利发育区,

古近纪地层在该区基本没有好的储层发育,前人大

量的钻井资料所证实古近系新沟咀组在万城断层西

侧的上升盘基本被剥蚀,有利储层主要发育在万城

断层的上升盘的白垩系,经过多方论证,确定万城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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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江陵凹陷构造位单元略图

1.构造区分线;2.断层;3.剥蚀

Fig.2　TectonicunitsintheJianglingdepression

1=tectonicboundary;2=fault;3=erosiona

层西侧白垩系具有油气成藏的条件,于 2000年在江

陵凹陷西南部的复断块, 部署了 1口以白垩系为勘

探目的层的勘探井es8井, 2000年 12月 8日, 中石化

新星中南油气分公司在江陵凹陷西南缘的谢凤桥构

造es8井于白垩纪地层, 取得重大油气突破, 初期放

喷50m
3
/d,日稳产原油 32.4t, 随后es8-1井, es10井

在白垩纪地层中均获得高产油流, 显示出白垩系良

好的勘探潜力 。自 2007年 4月江陵凹陷西南缘区块

移交江汉油田,通过精细构造解释及地质综合研究,

落实了局部构造复 Ⅰ断块, 并于 2008年在复 Ⅰ断块

构造上部署了SK8-16井, 主探渔三段,兼探古潜山 。

2　前人成果的新认识

由于所处的特殊的构造位置和井下发现的油气

显示多处于白垩系的渔一 、二段,在过去的一段时间

里,一直认为白垩系的勘探主要在渔一 、二段, 已成

为目前勘探的主流, 为多数人所接受的观点。白垩

系渔三段储层发育, 渗透性砂岩达 800多米, 所钻探

的井只见水,不见油,油流究竟在哪儿的问题一直困

扰着科研人员 。在上述思想和认识的主导下, 尤其

是在es6-3井钻至渔三段厚砂层顶部, es6-3井钻探

的构造位置为该区块渔三段较低的部位, 钻遇渗透

性砂岩 42.4m, 在井段 3765 ～ 3767m见 2m/1层荧光

显示,测井解释为油水同层, 酸化试油见少量水的启

示下,勘探理念和行为也经历从主探白垩系中上部

到下部的转变 。从地层划分与对比,对断裂进行整

体解剖,系统开展了地质构造 、沉积储层 、烃源条件

和油气富集规律研究,重点加强了基础地质研究 、构

造精细解释 、储层分布规律和正钻井跟踪分析,搞好

区带评价,加强白垩系次生油藏的成藏主控因素研

究,认为复Ⅰ断块白垩系渔三段具有良好的圈闭和

储层条件,油气成藏配置关系优良,导致了SK8-16井

的诞生 。

3　SK8-16井的突破与启示

SK8-16井是部署在江陵凹陷西南缘复 Ⅰ断块

构造中部位的评价井, 设计井深 3800m, 5月 11日开

钻, 7月27日完钻,完钻井深 3839.0m,完钻层位为白

垩系渔三段 。该井录井不仅在渔一段 、渔二段开发

层系见良好油气显示, 更可喜的是在新层系渔三段

新发现油斑细砂岩 26.38m/3层, 取心获得 3.38m油

斑细砂岩。测井解释油层 26.8m/3层, 其中油层单

层厚达 24.6m, 平均孔隙度达 15.1%, 该井单层油层

厚度之大,油层物性之好,是江陵凹陷近几年勘探开

发中较少见的。该井的成功钻探, 首次在白垩系发

现了底水油藏,提升了白垩系渔三段的勘探潜力。

4　白垩系成藏主控因素

江汉盆地江陵凹陷西南缘白垩系油气成藏与如

下条件密切相关:下降盘梅槐桥洼陷系新沟咀组下

段的烃源岩层系与上升盘白垩系的储集层系对接关

系良好,有利于油气运移成藏。江陵凹陷古近系新

沟咀组下段油气排烃期古近系潜江组 -荆河镇组沉

积时期,复Ⅰ断块圈闭的形成期为古近系荆沙组沉

积时期,圈闭的形成期早于油气排烃期,有利于油气

成藏。依据万城断层的形成演化研究结果和过油藏

的地震剖面图分析 (图 3) , 万城断层在该处活动时

期主要为白垩系 -古近系潜江组沉积时期,在油气运

移之后没有活动,因此,主控断层在油气排烃时可作

为主要的输导体系, 油气排烃中后期可作为较好的

封闭体系保存油气藏 。通过SK8-16井发现,对万城

断裂带白垩系成藏地质条件及油藏和典型失利井的

解剖分析,认为成藏主控因素为:

1.烃源 -断层双控是基础

该带烃源是以万城断裂下降盘的古近系新沟嘴

组下段烃源作为主要烃源条件, 因此,古近系新沟嘴

组下段的烃源分布范围及万城断裂的沟通程度决定

了油气的分布。又由于该带整体上为西倾东抬的构

造特征,油气通过万城断裂向西供烃,油气运移不会

太远,从目前的勘探实践也初步表明远离万城断裂

油气无显示 。因此, 在古近系新沟嘴组下段有效供

烃范围内紧邻万城断裂的区域是成藏有利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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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过复Ⅰ断块地震剖面

Fig.3　SeismicprofilethroughtheF1 faultblock

2.储层的发育程度影响油气的富集

储层综合评价表明, 万城断裂带白垩系储层整

体上发育,平面上北部好于南部,纵向上下部好于上

部。储层在该区白垩系成藏中所起的作用相对小一

些, 但是储层的好坏影响油藏的丰度和油气富集程

度。

3.后期保存条件是关键

万城断裂是长期活动的大断裂,尤其在北部和

南端,喜马拉雅末期即新近纪早期的弱积压构造运

动使万城断裂南发生反转, 万城断裂通过 T1反射

层, 对油气的保存不利。因此当圈闭的主控断层为

晚期还继续活动的万城断裂时, 则不利于油气的保

存。

4.成藏模式和成藏配置关系是油气突破的重点

从已知成藏的油气藏分析, 白垩系与古近系新

沟嘴组下段具有 “洼 -坡 -断 -隆 ”的结构关系有利于

油气成藏,是油气成藏最有利成藏配置,生油洼陷沿

构造脊运移到白垩系圈闭中成藏。因此, 万城断裂

带的南 、中 、北的不同断裂和演化特征控制着上升盘

白垩系的油气成藏 。

5　勘探前景

在江汉盆地类似江陵凹陷西南缘地质结构的还

有许多,因此,江汉盆地江陵凹陷西南缘白垩系油气

藏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油气成藏事件, 整个万城断

层贯穿南北,一系列北东向断层与万城断层呈羽状

斜交,形成多个断块 、断鼻构造, 白垩系与古近系特

别是烃源岩地层侧向对接或位于烃源岩层之上, 构

成良好的新生古储式油气成藏组合, 在过去相当长

的一段时间内,无论研究还是勘探上都是把白垩系

中上部放在重要的地位,并从区域构造演化 、地层沉

积对比 、沉积展布 、油气地质条件进行了类比和推

断 。目前新生古储类油藏最有潜力的勘探区域是江

陵凹陷万城断裂带,其有利的成藏条件是:白垩纪地

层提供了良好的储层条件;梅槐桥洼陷具有很好的

烃源岩条件;白垩系储层与古近系生油层形成很好

的对接关系;万城断层提供油气运移的通道,但SK8-

16井的钻探成果使我们对白垩系中下部不得不进行

重新认识。 SK8-16井渔三段钻遇厚近 250m的砂岩,

表明烃储对接关系;同时证明渔三段具有的油气潜

力 。因此,将研究重点和勘探主要目的层转向白垩

系全层系应是今后勘探的重点, 相信在构造落实和

对接关系良好的前提下终将会有收获 。另外前白垩

系古潜山勘探领域评价,目前万城潜山带还没有针

对古潜山勘探的钻井, 钻遇古潜山的钻井均是主探

白垩系和古近系新沟嘴组下段兼探古潜山 。万城潜

山带钻遇古潜山的钻井有北部的w1井和南部研究

工区的es19井 。这两口钻井在前白垩系古潜山地层

中均有良好的油气显示,展现了一定的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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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controllingfactorsforthehydrocarbonaccumulationintheCretaceousstrataintheJiangling

depressionhavelongbeenoneofthecontroversialproblems.ThenewresultsofexplorationobtainedfromtheSK8-

16 wellhasdisclosedthatthemaincontrollingfactorsforthehydrocarbonaccumulationintheCretaceousstratain

theJianglingdepressioninclude:( 1 ) doublecontrolsofhydrocarbonsourcesandfaults;( 2) developmentof

reservoirrocks;( 3) paulopostconditionsofpreservation, and( 4) favourablemodelsandplays.

Keywords:JianghanBasin;Jianglingdepression;maincontrollingfactorsforthehydrocarbonaccumulation;

hydrocarbonpo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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