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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埕北低凸起东斜坡地区东营组储层的储集砂体主要为石英砂岩 、长石砂岩和长石质石英(杂)砂岩。孔隙是储

集层的主要储集空间 ,主要有粒间孔 、溶蚀孔 、微孔隙三种类型。在综合分析储层的物性和孔隙的结构特征的基础

上 , 对该地区储层进行了综合分类评价 , 将砂岩储层划分为四个类型。储层的发育受沉积作用和后期成岩作用控

制。沉积环境从宏观上控制了储层的发育 , 而压实 、胶结和溶蚀作用在微观上影响了孔隙的演化与储层物性的变

化。对于埋藏较深的储层 ,成岩作用对储层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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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位于渤海湾盆地南部的浅海

和极浅海海域 ,构造上属于埕宁隆起带埕北低凸起

的东南部 ,其北为沙南凹陷 、渤中凹陷 ,东为桩东凹

陷 ,西为埕北凹陷(图 1),是北西走向的埕北构造体

系 、近南北走向的孤东 -长堤构造体系及北东走向的

渤南构造体系的交汇处。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地区古近系与下伏地层角度

不整合接触 ,主要发育沙河街组一段和东营组 。在

斜坡较深处保留有厚约 30 ～ 170m的沙三中下段及

厚约 50 ～ 210m的沙四段地层 ,普遍缺失沙三上 、沙

二段地层。沙一段为一套半深湖-滨浅湖相沉积 ,东

营组为一套湖相 -河流相沉积 。东营组下部为半深

湖 -滨浅湖相沉积 ,暗色泥岩发育 ,具有一定的生油

能力。东营组中部为大型扇三角洲沉积 ,砂岩发育 。

东营组上部为河流相沉积 ,砂岩和泥岩呈不等厚互

层 ,顶部遭受不同程度的剥蚀。新近系与古近系呈

微角度不整合。古近系沉积在斜坡带表现为东营组

下部地层沿斜坡向埕岛潜山主体层超覆 ,东营组上

部地层完全披覆 ,东营组末期和馆陶组早期 ,因长期

的风化剥蚀 ,地层大面积缺失(图 2)。

东营组为该区的主要含油层系 ,高喜龙 、杨鹏飞

图 1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区域位置和构造井位图

1.等高线;2.断层;3.井位

Fig.1　Regionallocation, structuresandwellsitesinthe

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lowuplift

1=contourline;2=fault;3=well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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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地层柱状图

Fig.2　Stratigraphiccolumnthroughtheeasternslopezone

oftheChengbeilowuplift

等(2002, 2003)对该区的地层层序 、沉积特征及油

藏类型进行了研究
[ 1, 2]
。操应长等(2002)通过分析

埕岛东斜坡地区东三段砂岩成岩作用特征 ,总结出

东三段砂岩体的成岩成藏模式
[ 3]
。埕北低凸起东

斜坡东营组储层物性差别较大 ,目前对该地区东营

组储层特征与控制因素的研究程度仍然很低 。加强

这方面的研究 ,明确影响储层储集性能的主要因素 ,

对进一步落实优质储层平面分布 ,提高油气勘探开

发效益具有重要意义。

1　储层的岩石学特征

1.1　储集空间类型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地区东营组的储集砂体主要

为石英砂岩 、长石砂岩和长石质石英(杂)砂岩 。石

英砂岩主要出现于该地区三角洲的河口坝和水下分

流河道 ,杂砂岩主要出现于三角洲边缘的滑塌浊积

岩和重力流水道充填沉积。

孔隙是储集层的主要储集空间 ,埕岛东斜坡地

区东营组下段砂岩储层的储集空间主要有粒间孔 、

溶蚀孔和微孔隙三种类型(图 3)。

图 3　东营组砂岩储层的储集空间

a.粒间孔(CB32井 , 3141.58m, 100μm×200)b.粒间孔(CBG4井 , 2958.90m, 1mm×50);c.微孔隙(SH10井 , 3421.15m, 10μm×1500);d.溶

蚀孔(SH801井 , 3081.84m, 100μm×400)

Fig.3　Reservoirspacesof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lowuplift

a.Intergranularpores(3141.58m, CB32 well, 100μm ×200);b.Intergranularpores(2958.90 m, CBG4well, 1 mm ×50);

c.Micropores(3421.15 m, SH10well, 10μm×1500);d.Solutionopenings(3081.84 m, SH801 well, 100μm ×400)

48



2009年(3) 渤海湾埕北低凸起东斜坡东营组储层特征及其控制因素

　　粒间孔:根据铸体薄片鉴定及扫描电镜分析 ,储

集空间以粒间孔为主 ,孔隙 -接触式胶结 ,粒间孔发

育 ,孔隙内常有大量杂基充填 ,使孔隙变小 。

溶蚀孔:由碎屑颗粒或胶结物的可溶组分被溶

解后而形成 ,这类孔隙数量较少 ,偶尔见到长石颗粒

被溶解后形成的筛状 、栅状孔隙 。

微孔隙:主要是指杂基内微细孔及粘土矿物晶

间微孔 ,一般小于 0.5μm,这类孔隙数量较多 ,但个

体小 ,连通性差 ,对储层流体的渗流基本不起作用。

1.原生孔隙

主要为原生粒间孔。东斜坡储层的原生粒间孔

的含量较高 ,这同该地区特殊的成岩成藏历史有关 。

油气于成岩 A期晚期开始生成 ,并于晚成岩 B期大

量进入储集层砂岩中 ,充填了还未被压实和胶结物

充填的原生粒间孔 ,抑制了后期的成岩作用 ,从而使

原生孔隙得以较好保存 ,因而东斜坡地区含油砂体

常具有较好的孔渗性 。

2.次生孔隙

次生孔隙为在成岩过程中所形成的溶解孔隙 ,

主要形成于晚成岩 A期作用阶段。溶解孔隙的类

型主要为粒间溶解孔 、粒内溶解孔等。粒间溶解孔

多为粒间充填物如早期碳酸盐胶结物发生溶解 ,主

要出现于早期未被油气充填而被早期胶结物充填的

砂岩中 ,因此分布较为局限 。粒内溶解孔主要为长

石等不稳定颗粒遭受溶解所致 ,显微镜下长石发生

溶解作用后显现残骸状 、网格状等 ,此种溶解作用常

沿颗粒的解理缝 、双晶缝发生。

1.2　孔隙结构特征

综合应用现有的压汞 、铸体薄片 、扫描电镜 、储

层物性等资料 ,对储层的孔隙结构特征进行研究。

根据 SH10、CB8、CB803、SH8、CBG4、CB32等井

所取的东营组 74块砂岩样品资料统计(表 1),最大

连通 孔 喉 半径 为 1.457 ～ 93.227μm, 平均 为

13.841μm;孔喉半径平均值主要分布于 0.785 ～

20.986μm之间 ,平均孔喉半径均值为 4.328μm;孔

喉半径中值R50在 0.136 ～ 21.753μm之间 ,平均为

2.285μm。孔喉粗细不均 ,分选性较差 ,孔喉变异系

数为 0.647 ～ 1.080, 平均 0.847;均质系数 0.14 ～

0.44,平均为0.319。孔喉偏细 、变化范围大 ,非均质

性强 。

岩心压汞曲线按形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图 4):Ⅰ型岩芯压汞曲线中间的平缓段偏上 ,偏斜

度较大 ,曲线平缓段不明显。最大连通孔喉半径平

均为 7.456μm,孔喉平均半径为 2.296μm,孔喉半径

中值R50平均为 0.806μm。孔喉偏细 、喉道大小分布

不集中 ,分选差 。 Ⅱ型岩芯压汞曲线中间的平缓段

靠下 ,偏斜度较小 ,平缓段较为明显 ,说明孔喉大小

分布较集中 , 分选型较好 。最大连通孔喉半径为

19.890μm,孔喉半径平均值为 6.254μm,孔喉半径

中值R50平均为 3.647μm,表明喉道较粗 ,其对应的

孔隙度较大 ,渗透率值较高。

同一储层孔隙结构各项参数近似 ,反映在相同

的构造 、沉积背景条件下 ,其孔隙结构特征是相似

的。但不同层位的储层 ,其各项参数变化较大 ,孔隙

结构在纵向上有一定的非均质性。总体上 ,若孔隙

较大 ,喉道较宽 ,则储集性较好 。

2　油气储层的评价分类

在综合分析储层的物性和孔隙结构特征的基础

上 ,对该地区储层进行了综合分类评价 ,总体上可以

划分为四类
[ 4]
:

Ⅰ类储层:孔隙度一般大于 20%,渗透率一般

大于 10
-3
μm

2
,以原生孔隙为主 。孔隙半径较大 ,孔

隙连通性较好 ,多为中孔中渗 、高孔高渗储层 。此类

储层主要见于三角洲沉积的河口坝 、分流河道以及

湖侵沟道沉积 ,是该地区主要的储层类型。

表 1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东营组砂岩储层孔隙结构特征
Table1　Porestructuresof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

lowuplift

项 目

类 别
孔隙度 /% 渗透率 /μm2

排驱压力

/Mpa

最大连通

孔半径 /μm
P50 /Mpa

孔喉半径

中值 /μm
Smax/%

平均孔径

/μm
均质系数 变异系数

最小 11.5 0.00054 0.0079 1.457 0.0338 0.136 46.46 0.785 0.140 0.647

最大〗26.8 6.64 0.5048 93.227 5.8731 21.753 96.20 20.986 0.440 1.080

平均 20.6 0.295 0.094 13.841 0.917 2.285 78.500 4.328 0.319 0.847

平均 19.4 0.057 0.140 7.456 1.551 0.806 72.373 2.296 0.311 0.853

平均 21.7 0.519 0.049 19.890 0.333 3.647 84.305 6.254 0.325 0.841

　　(据胜利油田地质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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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岩心压汞曲线

Fig.4　Mercury-injectioncurvesforthecoresamplesfrom

theCB32 well(upper)andCB4 well(lower)

　　Ⅱ类储层:孔隙度一般大于 10%,渗透率一般大

于 11×10
-3
μm

2
。孔喉半径中等 ,孔隙连通性中等 ,

多为低孔低渗储层 。孔隙类型以次生孔隙为主 ,同

时也发育残余原生孔隙。此类储层多见于三角洲沉

积的远砂坝 、浊积扇砂体以及滑塌浊积岩砂体 。岩

石中杂基含量较高 ,成熟度低 ,常经后期成岩作用改

造 。

Ⅲ类储层:孔隙度一般大于 7%,渗透率一般大

于 0.1×10
-3
μm

2
,孔喉半径较小 ,孔隙连通性较差 ,

多为较低孔特低渗和低孔特低渗储层 ,含油性相对

较差 ,主要受后期成岩作用改造所致 。

Ⅳ类储层:孔隙度一般小于 0.7%,渗透率低于

0.1×10
-3
μm

2
,基本是一种致密储层 。

总体上 ,该地区砂岩体基本为 I类和 II类储层 ,

且以Ⅰ类储层为主 ,储层质量较好。 Ⅲ类和Ⅳ类储层

均由于后期成岩作用改造所致 ,但该地区分布较少 ,

仅在局部层段 ,其基本上为不含油的致密砂体 。

3　储层物性的控制因素

图 5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东营组二段沉积体系图

Fig.5　Depositionalsystemsinthesecondmemberofthe

DongyingFormation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

beilowuplift

3.1　矿物颗粒的大小和分选性

矿物颗粒的大小决定储层孔喉的大小 ,从而也

决定了储层的储集物性及渗透性
[ 5]
。颗粒的分选

性越好 ,孔隙和喉道的发育越均匀 ,孔隙度与渗透率

越大 。在分选性一定的条件下 ,矿物颗粒越大 ,孔喉

半径越粗 ,储集物性越好 。随粒度中值增大 ,孔喉半

径增大 ,其孔隙度和渗透率也随之增大 。

3.2　泥质含量及粘土矿物

储层中泥质含量越高 ,则孔隙度发育越差 。泥

质作为杂基 ,充填于孔隙 、喉道内 ,使孔隙 、喉道变

小 ,从而使储集 、渗透性变差 。随泥质含量的增加 ,

孔隙度 、渗透率降低 。

泥质中不同的粘土矿物成分对孔隙发育的影响

程度不同 。东斜坡东营组储层中粘土矿物以高岭石

为主 ,含量高达 69.5%。高岭石遇水后易被迁移 ,在

细喉道处产生聚集 ,从而堵塞喉道 ,充填孔隙 。此

外 ,伊蒙混层含量占粘土含量的 14.3%。由于蒙脱

石遇水后体积膨胀 ,容易阻塞孔隙 、喉道 ,因此 ,虽然

蒙脱石含量较少 ,但对储层的危害性也较大 。

3.3　沉积微相

沉积微相控制了储集砂体的岩石学特征和结构

类型 ,其与储层的原生孔隙有直接联系。研究区砂

岩体的沉积微相类型较多 ,主要有三角洲沉积中的

河口坝 、水下分流河道 、远砂坝以及沟道-扇沉积体

系中的水道 、水道侧缘等沉积微相 ,以及三角洲前缘

浊积岩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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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些微相中 ,三角洲沉积的河口坝和分流河

道等砂体常具较高原生孔隙度 ,如CBG4主力产油砂

体 ,主要为河口坝和分流河道砂体 ,基本上是中孔中

渗储层 。而三角洲前缘滑塌浊积岩 ,由于其成分 、结

构成熟度均较低 ,杂基含量高 ,原生孔隙含量较低 ,

具较低的孔渗性 。如CB323下部含油砂体为三角洲

滑塌所形成的浊积岩砂体 ,其储层物性较差 ,多为低

孔低渗储层 。

3.4　成岩作用

研究区目前的砂体埋藏深度为 2900 ～ 3450m,

基本上处于晚成岩 A期至 B期。次生孔隙发育 ,正

好对应于第一个次生孔隙发育带
[ 5, 6]
。

通过对埕北古 4井和胜海 8井东营组和沙一段

地层的镜下观察 、粘土矿物 X射线衍射分析和扫描

电镜分析 ,可以看出本区主要发育有压实作用 、压溶

作用 、交代作用 、胶结作用 、溶蚀作用及成岩收缩作

用等成岩作用。根据对储层物性的主要影响 ,将其

划分为对储层物性有害的成岩作用和对储层物性有

利的成岩作用。

1.破坏储层物性的成岩作用

(1)压实作用和压溶作用

压实作用和压溶作用是导致砂岩储层的孔隙

度 、渗透率衰减的主要因素之一。

根据镜下观察 ,东营组地层中压实作用和压溶

作用均较强烈 。由于压实作用 ,石英 、长石颗粒常发

生较强烈的机械破碎 ,颗粒与颗粒间多表现为线接

触和凸凹接触等接触关系。云母等塑性颗粒发生了

强烈的压弯作用。压实 、压溶作用都会导致岩石更

加致密 ,颗粒间的孔隙严重衰减 ,孔喉形状由管状变

为片状和缝状 ,产生对储层物性有害的影响(图 6)。

(2)胶结作用

胶结物充填了孔隙 ,同时还可能堵塞喉道 ,从而

会导致储层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均快速降低 ,所以胶

结作用也是破坏储层的主要因素之一 。如CBG4井

岩心中常见局部含油性差 ,岩性致密等现象 ,其主要

由于碳酸盐矿物的胶结作用所致 。同时本区砂岩中

自生粘土矿物含量也较高 ,多以充填或堵塞喉道的

形式产出 ,故对储层破坏也较强烈 。

图 6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东营组砂岩储层的压实作用

a.颗粒接触处因压实作用破碎(CB32井 , 2770.93m, 1mm×50);b.颗粒定向排列(CB32井 , 3484.89m, 1mm×50);c.颗粒定向排列(SH10井 ,

2880.34m, 1mm×50);d.颗粒挤压变形(CBG4井 , 2980.96m, 1mm×60)

Fig.6　Compactionof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lowuplift

a.Crushingofgrainsbycompaction(2770.93m, CB32 well, 1mm×50);b.Orientedarrangementofgrains(3484.89 m,

CB32 well, 1mm ×50);c.Orientedarrangementofgrains(2880.34 m, SH10well, 1 mm ×50);d.Deformationofgrainsby

compression(2980.96m, CBG4well, 1 mm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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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胶结物类型主要有泥质 、硅质 、方解石 、

白云石等。泥质胶结物主要为泥质杂基 ,在成岩过

程中重结晶 ,显微镜下可见泥质薄壳状分布于颗粒

周围并交代碎屑颗粒 。碳酸盐矿物的胶结对储层的

物性影响较大 ,其常使岩石成致密储层 ,孔渗变差 。

如埕北古 4井岩芯中局部砂岩岩性致密 ,呈灰白色 ,

不含油 ,其主要是由于早期方解石胶结所致。

石英次生加大现象在埕岛东斜坡东营组下段水

下扇储集体砂岩中较为常见 ,加大边较窄 ,可能与本

区特殊的成岩历史有关。油气在早期进入砂岩充填

了孔隙 ,从而抑制了硅质胶结作用的进行(图 7)。

总体上 ,东斜坡东营组储层砂岩中胶结物含量

较低 ,一般仅含 2% ～ 4%。胶结作用以孔隙式胶结

为主 ,局部见接触式和基底式胶结 ,因而储集砂岩一

般较松散。

(3)自生矿物的形成与充填作用

溶蚀作用发生后 ,随孔隙水饱和度达到极限和

孔隙内介质性质的变化 ,在早期形成的部分孔隙和

喉道内开始形成自生矿物。薄片中常见的自生矿物

有粘土矿物 、铁白云石 、铁方解石 、自生石英等 。这

些自生矿物的形成和充填 ,使孔隙和喉道缩小 ,从而

使储层储集性能变差(图 8)。

2.对储层物性有利的成岩作用

(1)溶解作用

本区砂岩中溶解作用强烈 ,形成了大量次生溶

孔 ,大大改善了储层的物性。次生溶孔的发育对储

层的意义很大 ,也是较深或深部储层的主要储集空

间。溶解作用发生于机械压实 、胶结和交代作用之

后 ,是在有机质成熟期脱羧产生的有机酸和二氧化

碳对碎屑组分进行的溶蚀作用 ,属于晚成岩现象 。

图 7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砂岩储层的胶结作用

a.充填高岭石及石英的次生加大(CBG4井 , 2958.54m, 100μm×450);b.孔隙中充填的自形书页状高岭石集合体(CB32井 , 3484.89m,

100μm×800);c.石英次生加大及充填差片状高岭石(SH10井 , 2873.51m, 100μm×750);d.石英次生加大及高岭石的充填(CB32井 ,

3488.24m, 100μm×500)

Fig.7　Cementationof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lowuplift

a.Kaolinitefillingsandquartzovergrowth(2958.54 m, CBG4 well, 100μm× 450);b.Euhedralbook-shapedkaolinite

aggregations(3484.89m, CB32 well, 100μm× 800);c.Quartzovergrowthandsheet-shapedkaolinite(2873.51 m, SH10

well, 100μm ×750);d.Quartzovergrowthandkaolinitefillings(3488.24m, CB32 well, 100μm× 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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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砂岩储层自生矿物的形成与充填作用

a.非晶质蛋白石向石英转化及自生石英(CBG4井 , 2960.06m, 100μm×550);b.差片状高岭石充填及自生石英(CBG4井 , 2958.90m,

100μm×750);c.石英次生加大及自生石英(CBG4井 , 2983.14m, 100μm×450);d.石英加大及高岭石充填(SH801井 , 2918.80m, 100μm×

400)

Fig.8　Formationandfillingofauthigenicmineralsin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

Chengbeilowuplift

a.Amorphousopaltransformedintoquartzandauthigenicquartz(2960.06 m, CBG4 well, 100μm ×550);b.Sheetkaolinite

fillingandauthigenicquartz(2958.90 m, CBG4well, 100μm× 750);c.Quartzovergrowthandauthigenicquartz(2983.14 m,

CBG4 well, 100μm ×450);d.Quartzovergrowthandkaolinitefilling(2918.80 m, SH801well, 100μm×400)

溶解作用的结果是形成次生孔隙 ,对油气储层相对

有利。溶蚀作用在岩石分选较好 、石英和长石含量

较高 、并含有一定碳酸盐胶结物的中-细砂岩中较为

发育。而杂基含量较高的粉砂岩中因孔隙中水的流

动不畅 ,溶解作用较弱 。溶解作用使岩石中形成次

生孔隙 ,扩大孔隙喉道 ,改善储层的储集性能 ,为烃

类聚集提供了储集空间(图 9)。

东斜坡东营组中的次生孔隙主要为长石和早期

碳酸盐胶结物等不稳定组分遭受溶解作用而形成 。

薄片中常见颗粒边缘被溶蚀成不规则状。溶解作用

主要与酸性地下水的活动有关 ,埕岛东斜坡东营组

砂岩具有较充足的酸性地下水来源 ,其主要来自于

有机质向油气转化过程中形成的有机酸。东斜坡东

营组 、沙一段生油岩及古近系生油岩 ,随埋深增加不

断进入生油期 ,在生成大量油气的同时 ,也排出大量

的有机酸 ,为溶解作用的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 。当

酸性地层水进入砂岩孔隙后 ,使长石 、碳酸盐矿物等

不稳定组分发生溶解 ,形成大量的次生孔隙。同时

由于地层长期处于酸性条件下 ,也有利于自生高岭

石的形成 ,亦会导致其它粘土矿物(如蒙脱石 、伊利

石)向高岭石转化 ,从而使地层中高岭石粘土矿物

含量较高 ,达60% ～ 90%左右。

(2)成岩收缩作用

在富含泥质 、粉砂质的粒度较细的岩层中 ,由于

成岩过程中的失水收缩而形成微小的次生孔隙和成

岩收缩缝 。这种在成岩早期形成的孔隙或收缩缝多

被后期胶结成份所充填 。

成岩作用对储层质量影响较大 ,可使好储层变

差 ,也可使差的储层变好 。如CBG4井 3008.45m附

近砂岩因早期碳酸盐胶结作用强烈 ,致使该段形成

53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3)

图 9　埕北低凸起东斜坡砂岩储层的溶解作用

a.充填分布的高岭石溶蚀现象(CBG4井 , 2958.54m, 10μm×1000);b.充填分布的片状高岭石及溶蚀现象(CBG4井 , 2960.58m, 1mm×50);

c.长石颗粒溶蚀 ,次生孔隙加大(CBG4井 , 2961.36m, 100μm×350);d.泥岩平行层理及溶蚀现象 (SH10井 , 3432.15m, 10μm×1500)

Fig.9　Dissolutionof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lowuplift

a.Dissolutionofkaolinitefillings(2958.54 m, CBG4 well, 10 μm× 1000);b.Dissolutionofsheetkaolinitefillings

(2960.58 m, CBG4 well, 1mm× 50);c.Dissolutionoffeldspargrainsandenlargementofsecondaryporosity(2961.36 m,

CBG4 well, 100μm ×350);d.Parallelbeddingsanddissolutionofmudstone(3432.15 m, SH10 well, 10 μm ×1500)

了致密储层 ,储层物性差。相反 ,由于溶解作用的存

在 ,又可使沉积时物性较差储层变好 ,如SH8井在

3021 ～ 3052m井段中常见长石的溶解现象 ,改善了

储集砂体的储集物性 。

4　结　论

(1)埕北低凸起东斜坡地区东营组储层的储集

砂体主要为石英砂岩 、长石砂岩和长石质石英(杂)

砂岩 ,孔隙是储集层的主要储集空间 ,主要有粒间

孔 、溶蚀孔 、微孔隙三种类型。

(2)在综合分析储层的物性和孔隙的结构特征

的基础上 ,该地区储层总体上可以划分为Ⅰ ～Ⅳ四个

储层类型。

(3)储层的发育既受沉积作用控制 ,还受到后

期成岩作用控制 。沉积环境在宏观上控制了储层的

发育 ,而压实 、胶结和溶蚀等成岩作用在微观上影响

了孔隙的演化与储层物性的变化。对于埋藏较深的

储层 ,成岩作用常对储层的质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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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qualityandcontrollingfactorsoftheDongying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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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CollegeofGeo-resourcesandInformation, ChinaUniversityofPetroleum, Dongying257061, Shandong,

China;2.OffshorePetroleumDevelopmentCorporation, ShengliOilFieldCompany, Dongying257237, Shandong,

China)

Abstract:TheDongyingFormationsandstonereservoirsintheeasternslopezoneoftheChengbeilowupliftinthe

BohaiBayaremadeupofquartzsandstone, arkosicsandstone, andfeldspathicquartzsandstone(greywacke).The

rockporesconstitutethemainreservoirspaces, andtheporestructuresincludeintergranularpores, solutionopen-

ingsandmicropores.Thedevelopmentofthesandstonereservoirsiscontrolledbydepositionandsubsequent

diagenesis.Macroscopically, thesedimentaryenvironmentshaveexercisedamajorcontrolonthedevelopmentof

thesandstonereservoirs, andmicroscopically, thecompaction, cementationanddissolutionhaveexertedaninflu-

enceontheporosityevolutionandphysicalpropertiesofthesandstonereservoirs.Asforthedeeply-buriedsand-

stonereservoirs, thediagenesismayhaveanimportanteffectonthereservoirquality.

Keywords:Chengbeilowuplift;easternslope;DongyingFormation;reservoirquality;controlling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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