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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油田构造沉积特征与油气关系

陈清华 王绍兰

(石油大学资源系
,

山东东营 )

【内容提耍〕 永安镇油田位于济阳坳陷东营凹陷东北部近盆缘部位
,

属中一高开发区复杂断块

油田
.

受断裂带内三条大断层的切割
,

该油田呈现由盆缘向盆内依次下掉的四个台阶带
.

这一主

体构造形式控制了永安镇油田的油气的差异运聚与油气分布规律
。

区内储层为沙河街组沙二段

一沙三上段的河流
一

三角洲相砂体
。

该区三角洲的发育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
,

三角洲相相带的发

育迁移控制着该油田油气分布的层位
,

沉积微相的类型决定着油气藏的静态特征与动态变化规

律
。

关镇词 油田 构造特征 沉积微相 油气藏特征

1 研究区概况

永安镇油田属胜利油区
,

位于济阳坳陷东营凹陷东北部近盆缘部位 (图 1 )
。

该油田已有

近 30 年的开发历史
,

属中一高开发 区复杂断块油田
,

东西长 1 1k m
,

南北宽k4 m
,

可以划分八

个断块区 (图 2 )
.

东营凹陷近北缘的佗庄一胜利村一永安镇断裂带从该油田通过
,

并控制着

该油田的基本构造格局
。

受

断裂带内三 条大断层 的切

割
,

该油 田呈现为由盆缘向

盆内依次 下掉 的 四个 台阶

带 (图 3 )
,

整体上 属 于 东营

凹陷北坡 (陡坡 ) 断阶段东

段
.

构造的切割与演化特征

决定 了该油 田油气纵 向差

异运聚规律
。

区 内钻遇地层为第四

系平原组 ( Q )P
、

上第三系明

化 镇 组 ( N m ) 与 馆 陶 组

( N g )
、

下 第 三 系 东 营 组

( E d ) 与沙河 街组 ( E : ) 以及

盆地基底岩系
.

其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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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永安镇油田构造位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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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永安镇油田构造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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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组分为四段
,

盆内烃源岩主要发育于沙三下段 (E 孔一及沙一段 (E
s : )

,

主要储油气层位集

中于沙二段 ( sE
: )一沙三上段 ( sE

: 上
)

.

沙二段一沙三上段 以发育三角洲沉积为突出特点
,

可

以划分为九个砂层组
,

其中的第三
、

五
、

七砂层组厚度大
,

分布面积广
,

是区内的主力砂层组
.

砂体的发育与展布规律决定了该油田油气的平面分布与富集规律
。

受篇幅所限
,

结合构造对油气分布控制规律的探讨
,

本文重点讨论该油田沙二段一沙三

上段沉积特征及其对油田分布的主要控制规律
。

2 沉积特征

2
.

1 沉积环境

已有许多人做过东营凹陷早第三纪沉积环境方面的研究工作
,

基本结论是东营凹陷在

早第三纪为近海断陷湖盆 1[]
。

沙二段一沙三上段沉积期东营凹陷最突出的特征是三角洲广

泛发育
,

这个时期盆地周围山地上升
,

湖盆收缩
,

湖水变浅
,

由于气候湿润
,

雨量充足
,

河流横

溢
,

而且隆起区物源充足
,

河流携带大量碎屑入湖
,

形成三角洲沉积 Z[] (图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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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镇油田三角洲沉积主要受陈家庄 凸

起与青沱子凸起两大物源区影响 (图 4 )
。

陈家

庄凸起主要由太古界花岗片麻岩组成
,

青佗

子凸起主要 由下古生界碳酸盐岩组成
,

物源

区母岩类型决定了该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

储层为钙质胶结的纯 净砂岩沉积
,

储层孔渗

性好〔3〕 。

岩心及其分析化验资料是确定覆盖区沉

积环境的重要依据
。

研究中分别作了沉积构

造岩心观察描述
,

岩性韵律性与旋回性组合

特征分析
,

重矿物组合分析
,

利用化石分异度

信息函数与均衡度判别沉积环境以及运用结

构参数判别沉积环境
。

上述诸项研究的结果

均表明该 油 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属河流
一

三

角洲沉积环境 3j[
。

遭遭遭
图 4 东营凹陷三角洲汇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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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特征及演化

与典型的东营三角洲地震反射特征相似闭
,

永安镇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呈现出明显

的前积反射 (图 5 )
。

在与前积反射垂直的相应地震剖面上出现丘状反射
。

它们所共同反映的

三角洲推进方向是由北东向南西
。

测井响应特征可以较好地反映单井沉积相序组合特点 (图

6 )
。

图 6 表示了该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三角洲沉积 (三角洲平原
、

三角洲前缘与前三角洲

亚相 )的测井响应特征
.

与典型的研究实例相比
,

具有很好的可比性 s3[
。

图5 永安镇地区三角洲地展反射特征
F 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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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相分析可以有效地了解宏观沉积特征及展布特点
。

岩心及其分析化验资料可以有

效地判别沉积微相类型与单井沉积微相特点
.

但是
,

中一高开发区沉积微相研究必须充分运

用大量的测井资料
。

有效地应用好大量测井资料的基本前提是采用先进的方法
,

加强中一高

开发区精细层序地层学研究
。

通过多年的科研实践
,

我们总结出了适应于中一高开发区复杂

断块油田精细层序地层学研究的基本方法与工作程序 6j[
。

目前
,

对该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

沉积微相的诸多新认识均是以精细层序地层学研究为基础的
。

综合地质
、

地震
、

测井资料研究
,

永安镇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沉积微相剖面展布特征

如图 7所示
。

由图 7 可知
,

永安镇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三角洲的发育可划分为三期
:
第九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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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砂层组沉积期
、

第五至

第四砂层组 沉积期及第三

至第一砂层组沉积期
。

各期

三角洲的发育以及每期三

角洲 内各砂层 的发育 呈现

出由北东向南西依次推进

的进积特点
.

研究区三角洲沉 积 划

分为三角洲平原亚相 (河道

间沼泽
、

分流河道
、

点坝 )
、

三 角洲前缘亚相 (河 口坝
、

远 砂坝
、

席状砂 ) 与前三 角

洲亚相
。

图 8 示永安镇油田

沙二 段一沙三 上 段第 一
、

三
、

五
、

七 砂层 组的沉积微

相平面展布
。

由图8 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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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水安镇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沉积微相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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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

该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三角洲的特点是由北东向南西的明显迁移规律
,

这与剖面上所

揭示的沉积演化规律是一致的
。

相应地
,

湖岸线依次向南西迁移
,

湖盆沉积范围逐渐缩小
。

第

七砂层组三角洲前缘河口坝微相主要发育在永 l
、

永 63 与永“ 断块区
,

第五砂层组的河口坝

微相沉积主要发育在永3 断块区
,

而在第三砂层组沉积时则主要发育在永 12 断块区
。

这一分

布特点决定了该油田沉积对油气分布的基本控制规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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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永安镇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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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积与油气分布关系

三角洲沉积最主要的储层是河 口坝砂体
,

该油 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第三
、

五
、

七砂层组

河 口坝砂体累积最大厚度分别是 1 54
.

sm
,

72
.

3m 与 1 2 6
.

4m
。

结合油 (气 )层在相应区块的发

育特征 (表 1 )
,

可以清楚地看出河 口坝砂体对油 (气 )分布的控制
.

表 1 永安镇油田主力砂层组与油气分布关系表

h b l e 1 n
e d l` t r i b . t io n o f m . i n s朋d 加 ds a n d o孟l朋 d g留 I皿 t h e

OY
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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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断块区区 区块油 (气 )层泉积积 主 力 砂 层 组组

最最最大厚度 ( m ))))))))))))))))))))))))))))))))))))))))))))))))))))))))))))))))) 砂砂砂砂层组编号号 单井砂层累积积 单井油 (气 )层票积积 油 (气 ) 层占区块总总

最最最最最大厚度 ( m ))) 最大厚度 ( m ))) 厚度的百分数 (% )))

永永 1 222 1 0 5
.

999 333 1 5 4
.

555 8 7
.

999 83
.

000

永永 333 7 8
.

666 555 7 2
.

333 5 5
。

888 70
。

ggg

永永 6 666 9 3
。

999 777 1 2 6
.

444 6 8
.

444 7 2
。

888

显然
,

由于三角洲砂体发育向盆内的逐期迁移
,

造成了该油田主力油层在不同断块区内

不同砂层组的河口坝砂体构成
。

对这一规律性认识可以有效地应用于指导民丰凹陷北东侧 (永安镇油田以西地 区 )的油

气勘探
,

根据这一规律
,

该区勘探的主力层系应当是沙二段一沙三上段第一
、

二砂层组的河

口坝微相砂体
.

根据永安镇油田第三砂层组的发育特点
,

还可以进一步预测第一
、

二砂层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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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 口坝砂体的发育位置
、

厚度规模与深度区间
.

这一预测的正确性 已被该区勘探实践所证

实 0
.

永安镇油田沙二段一沙三上段三角洲沉积另一重要砂体类型是第九砂层组三角洲前缘

席状砂沉积
,

该微相砂体储层物性好
、

分布面积广
、

埋深大
、

地层压力高
、

层薄
、

侧向封阻条件

易于满足
,

因而具有含油条件好
、

产能高的特点
.

在以往的勘探开发工作中
,

在该油田的北东

部永 l
、

永 63 断块区 (高台阶部位 )发现并一直动用着这类油层
。

但由于其分布位置深
,

在低

台阶的断块区是否也有此类油层的稳定分布
,

以往 由于缺乏对此类油层的沉积成因方面的

了解而对其认识不足
。

沉积微相类型与展布规律掌握以后
,

认识到此类油层在低台阶的深部

位同样是稳定存在的
.

这一认识为该油田勘探实践所证实
,

并有效地服务于该油田的增储

上 .
。

4 构造对油气分布的控制

断层的相对升降运动会造成油气的差异运移和聚集
,

这一规律在永安镇油田表现得尤

为突出
。

主要受永 1 7
、

永41 和永 4 2
一

3 三条大断层的切割
,

永安镇油田表现为由低到高的四大

台阶带 (图 3 )
。

不同台阶带
,

油气富集层位不同
,

油气性质差别很大
。

由南向北
,

由低台阶向

高台阶
,

依次出现低饱和油藏
、

饱和油藏
、

油气藏
、

气藏这样一个油气藏分布序列
。

永 3 断块

区为低饱和油藏
,

永 12 断块区为油气藏
,

永 35 断块区为饱和油藏
、

油气藏
,

永 “ 断块区出现

油气藏
、

高饱和油藏
,

而最高台阶的永 55 1断块区出现纯气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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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杰
.

冲积扇的地展反射特征及沉积棋式
.

石油地球物理勘探
,

1 9 8 4 ( 3 )

陈立官
.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

地质出版社
,

1 9 8 3 年

陈清华
、

刘振
.

开发区复杂断块油田精细层序地层学研究方法探讨
.

地质论评
,
1 9 9 4

. 姜祥
.

民丰凹陷勘探效早分析
.

胜利石油管理 局地质技术座谈会 (资料 )
,
1 9 , 5年

.

. 刘振
、

李雪
.

永安镇油田勘探 目标评价
.

胜利石油管理局地质技术座谈会 (资料 )
,

1 9 9 7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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