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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王一刚发现开江-梁平陆棚后，作者对其东南延伸部位进行了追踪。通过地表露头剖面及钻井、地震资料等

研究后认为，长兴期开江-梁平陆棚自宣汉达县、梁平及开江地区向东南延伸至建南地区，称之为建南陆棚，该陆棚可

能与东部的鄂西陆棚相连。建南陆棚与开江-梁平陆棚既有相似性也有重大差别。相似性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沉积

物岩性相似，都为泥晶灰岩; 二是陆棚边缘都发育生物礁，生物礁顶部发育生屑滩白云岩储层。差别主要体现在四

个方面: 一是水体深度，建南陆棚水浅，开江-梁平陆棚水深，深水与浅水的交汇处在涪陵地区中石化二维地震剖面线

TB16 与 TB17 之间; 二是斜坡坡度，开江-梁平陆棚边缘斜坡坡度陡，建南陆棚斜坡坡度缓; 三是生物礁规模，开江-梁

平陆棚边缘生物礁、白云岩储层厚度大，建南陆棚边缘生物礁、白云岩储层厚度小; 四是陆棚发育时间，建南陆棚仅

发育于长兴早中期，晚期因填平补齐而消失，开江-梁平陆棚发育于整个长兴期。建南陆棚与周边构成碳酸盐缓坡沉

积模式，生物礁规模较小，生物礁是优质储发育的主要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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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97 年王一刚发现开江-梁平海槽后［1 － 3］，

中石油、中石化等相关部门陆续在陆棚边缘发现长

兴组台地边缘生物礁，在普光、龙岗及元坝地区台

地边缘生物礁取得了重大天然气突破［4 － 5］。经中石

化勘探南方分公司、成都地质矿产研究所及中石油

等相关部门多年的勘探、研究发现［6 － 10］，开江-梁平

陆棚自宣汉、达县向北西延伸至广元、旺苍等地，东

部台地边缘生物礁分布于通江铁厂河-黑池梁-毛
坝-普光-渡口河等地区，西部台地边缘生物礁分布

于元坝-龙岗-涪陵等地区。虽然有关开江-梁平陆

棚西北延伸情况研究比较深入［11］，其向东南延伸情

况很少有人提及。最近，随着中石化江汉油田分公

司在建南地区油气勘探的深入，建南及周边地区逐

渐发现了两排呈北西南东展布的生物礁，每排生物

礁可以与开江-梁平陆棚两侧生物礁对接，地震剖面

也显示生物礁之间洼地的存在。由此表明，开江-梁
平陆棚向东南延伸到了建南地区，称之为建南陆

棚，其可能与东部的鄂西陆棚连通，并将东部的碳

酸盐台地分割成一个孤立的台地。
尽管开江-梁平陆棚延伸到了建南地区，然而建

南陆棚与开江-梁平陆棚无论在宽度、水体深度及台

地边缘生物礁特征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区别。开

江-梁平陆棚平面分布范围较宽，水体深，台地边缘

斜坡较陡，台缘生物礁规模较大，陆棚存在于整个

长兴期; 建南陆棚分布范围狭窄，呈北西-南东向狭

长带状展布，水体很浅，台地边缘斜坡坡度很缓，台

缘生物礁规模较小，陆棚仅发育于长兴早中期，晚

期因填平补齐作用而消失。
迄今为止，在建南陆棚两侧尤其南侧广泛发现

了生物礁，包括兴隆 1 井、兴隆 101 井、宝 1 井、建 7
井、建 16 井及箭竹 1 井等，已经在兴隆 1 井、兴隆

101 井取得了很好的天然气突破，在建 7 井、建 16
井及箭竹 1 井取得了一定的油气突破，今后有望在

该地区取得更大的油气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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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鄂西渝东地区长兴组沉积相展布

以露头剖面沉积相资料为基础，结合覆盖区钻

井、地震资料，编制长兴早中期、晚期沉积相平面分

布图，开展了长兴组沉积相研究。
1． 1 长兴早中期沉积相展布

长兴早中期，鄂西渝东地区发育一个北西-南东

走向的狭长陆棚，从西北部的开江、梁平地区向南

东延伸至建南地区，与东部鄂西陆棚相连( 图 1) 。

图 1 鄂西渝东地区长兴中期沉积相展布

Fig． 1 Sedimentary facies distribution in the western Hubei-
eastern Chongqing zone during the middle Changxingian

碳酸盐台地被该陆棚分割为两块，南部台地分

布于梁平-建 38 井-黄泥塘-花椒坪-黄金洞-梅坪一

线西南，北部台地分布于云 1 井-龙 8 井-中槽-齐 2
井一线以北地区。沉积物岩性为浅灰、灰色薄中层

状泥晶灰岩、含生屑泥晶灰岩。
陆棚区内部可以划分为 3 个部分，西北部称开

江-梁平陆棚，为水体较深的深水陆棚，沉积物称长

兴组，厚 100m 左右，以沉积深灰色泥晶灰岩为主;

中部称建南陆棚，为水体很浅的浅水陆棚，沉积物

称长兴组，厚 200m 左右，以沉积泥晶灰岩、含生屑

泥晶灰岩为主; 东部称鄂西陆棚，为水体很深的深

水陆棚，沉积物称大隆组，厚普遍小于 50m，以沉积

灰黑色硅质岩、页岩夹泥晶灰岩为主。
以上 3 个陆棚对比，鄂西陆棚水体最深，开江-

梁平陆棚次深，建南陆棚水体最浅。迄今为止，建

南陆棚与东部鄂西陆棚之间的过渡关系还不得而

知，地震剖面与钻井资料揭示，开江-梁平深水陆棚

与建南浅水陆棚的分界线位于涪陵地区二维地震

剖面 TB16 线与 TB17 之间( 图 2 ) 。TB16 线地震剖

面显示，开江-梁平陆棚区地形与生物礁高差大，斜

坡坡度陡，生物礁规模大，显示陆棚水体深。TB17
线地震剖面显示，建南陆棚区地形与生物礁高差

小，斜坡坡度缓，生物礁规模小，显示陆棚水体浅。
台地边缘生物礁规模与陆棚水深和台缘斜坡坡度

成正比关系，即水体越深、斜坡坡度越陡，生物礁规

模越大，反之亦然。以上也得到钻井证实，兴隆 1 井

及兴隆 101 井位于开江-梁平陆棚南部边缘，生物礁

规模大，储层厚度大，物性很好，表明陆棚水体深，

斜坡陡; 福石 1 井及兴隆 3 井( 侧井) 位于建南陆棚

边缘，生物礁规模小，储层厚度小，物性较差，表明

陆棚水体浅，斜坡缓。

图 2 涪陵 TB16 线与 TB17 线地震剖面长兴组生物礁特征对比( 剖面位置见 1)

Fig． 2 Correlation of the Changxingian organic bioherms in the TB16 and TB17 seismic profiles in Fuling，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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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鄂西渝东地区长兴晚期沉积相展布

Fig． 3 Sedimentary facies distribution in the western Hubei-
eastern Chongqing zone during the late Changxingian

台缘礁滩相带分布于台地与陆棚过渡区，由断

续分布的生物礁及生屑滩构成，相带宽一般数千

米。生物礁岩性主要为海绵礁灰岩及海绵礁白云

岩，生屑滩岩性为浅灰、灰白色厚块状亮晶生屑灰

岩及残余生屑结晶白云岩。开江-梁平陆棚两侧生

物礁主要分布于东部普光、云安 12 井及西部龙岗、
涪陵等地区，生物礁厚度 70 ～ 100m，中石化勘探南

方分公司已经在普光地区取得重大天然气突破，中

石油已经在龙岗地区取得较好天然气突破，中石化

江汉油田分公司已经在兴隆 1 井、兴隆 101 井获得

高产气田。建南陆棚西南侧生物礁发现较多，分布

于福石 1 井、宝 1 井、建 7 井、箭竹 1 井及天上坪等

地区，但西北侧生物礁还没有发现。鄂西陆棚西侧

生物礁出露广泛，分布于宣汉盘龙洞［12 － 14］、利川见

天坝、咸丰花椒坪等地区，呈南北向狭长带状展布。
1． 2 长兴晚期沉积相展布

长兴晚期鄂西渝东地区古地理格局与长兴早

中期发生了较大变化，建南浅水陆棚因填平补齐而

消失，早期的南、北两个碳酸盐台地连成一体，开阔

台地范围增大，西北部开江-梁平陆棚与东部鄂西陆

棚仍然存在( 图 3) 。

图 4 建南三维区块长兴早中期沉积相展布

Fig． 4 Sedimentary profile distribution in the Jiannan 3D block
during the early-middle Changxingian

图 5 建南三维区块 XL950 线地震相特征( 剖面位置见图 4)

Fig． 5 Seismic facies along the XL 950 line in the Jiannan 3D block

2 建南陆棚沉积特征

2． 1 建南地区长兴早中期沉积相展布

通过地震剖面结合钻井及露头资料，编制了建

南三维区块及邻区长兴早中期沉积相平面图 ( 图

4) 。长兴早中期建南地区为东西两边高、中部低的

地貌格局，东西两边为碳酸盐台地，中部地区为建

南陆棚。建南陆棚为北西-南东展布的浅水陆棚，陆

棚中部范围狭窄，水体很浅，向北西、南东方向逐渐

加宽，水体逐渐变深，地震剖面上陆棚沉积物具中

振幅、平行、连续地震反射特征( 图 5) 。陆棚北东、
南西两侧为开阔台地，地震剖面上台地沉积物具强

振幅、连续、平行地震反射特征。陆棚两侧发育台

地边缘礁滩相带，地震剖面上生物礁具丘状体、杂

乱反射特征。南侧礁滩分布区钻井多，地震资料品

质较好，礁滩分布范围翔实可靠，边部为生物礁，生

3



沉 积 与 特 提 斯 地 质 ( 2)

图 6 建 7 井长兴组沉积相柱状图

Fig． 6 Sedimentary facies column of the Changxing Formation through the Jian-7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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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建 7 井长兴组生物礁特征

Fig． 7 Characteristics of the bioherms from the Changxing Formation through the Jian-7 well

物礁后部为浅滩; 北侧礁滩分布区钻井少，地震资

料品质差，礁滩分布范围多为推测。迄今为止，建

南陆棚南侧已经揭示生物礁的钻井有宝 1 井、建 16
井、建 7 井及箭竹 1 井等，露头区的生物礁发现于天

上坪地区，生物礁顶部都发育白云岩储层，但储层

厚度较小，储层物性一般。台缘礁滩与陆棚之间发

育斜坡，地震剖面上斜坡沉积物具中振幅、斜交前

积地震反射特征。
2． 2 建 7 井长兴组生物礁特征

建 7 井为建南陆棚南侧台地边缘生物礁相带上

的一口钻井( 图 6) ，位于建南区块北高点，长兴组可

以划分为三段。长一段为开阔台地相滩间亚相沉

积，岩性为灰色含生屑泥晶灰岩、泥晶灰岩夹泥晶

含泥质灰岩，储层不发育。长二段下部为台地边缘

礁滩相沉积，岩性为浅灰色花斑状障积生物礁灰岩

与针状溶孔生屑白云岩互层，发育 5 个成礁旋回，每

个旋回由礁核生物礁灰岩( 图 7a、b) 和礁盖生屑白

云岩( 图 7c、d) 组成，储层主要由礁盖白云岩组成，

储集性一般; 长二段上部为开阔台地相滩间亚相沉

积，岩性为深灰色泥晶生屑含泥质灰岩和花斑状泥

晶生屑灰岩，储层不发育。长三段为开阔台地相滩

间及生屑滩等亚相沉积，岩性为深灰色泥晶生屑灰

岩、泥晶生物灰岩和含生屑泥晶灰岩，储层不发育。
2． 3 建南陆棚边缘长兴组沉积模式

以北西-南东向地震剖面建立了建南地区长兴

组沉积模式( 图 8) ，如图 8 所示，长兴组为碳酸盐缓

坡沉积模式，自南西向北东东依次发育开阔台地、
台地边缘浅滩、台地边缘生物礁、台地边缘斜坡及

陆棚等沉积相单元。开阔台地位于西南地区，地势

比较平坦，以沉积泥晶生屑灰岩、生屑泥晶灰岩及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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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建南区块长兴组缓坡沉积模式

Fig． 8 Carbonate ramp model for the Changxing Formation in the Jiannan block

晶灰岩为主，具弱振幅、低频、亚平行及较连续影像

特征。开阔台地东侧为台地边缘浅滩，形态为略向

上突起的丘状体，沉积物岩性为亮晶生屑灰岩，具

弱振幅-空白反射特征，显示沉积物岩性单一、储层

物性差的特点。台地边缘发育生物礁，岩性为海绵

障积礁灰岩及亮晶生屑白云岩，具丘状、强振幅及

杂乱反射特征，生物礁规模较小。礁滩东侧为台缘

斜坡，斜坡坡度很小，沉积物岩性为泥晶灰岩、泥质

灰岩夹瘤状灰岩，具强振幅及斜交前积的影像特

征。建南陆棚位于东部地区，岩性为泥晶灰岩与含

生屑泥晶灰岩互层，具弱振幅、低频、连续及平行的

地震反射特征，因陆棚区基底下沉幅度大，水体很

浅，沉积物堆积速度快，长兴晚期全部填平补齐，陆

棚区沉积物厚度大于西南台地区。

图 9 鄂西渝东地区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孔隙度( 左) 及渗透率( 右) 直方图

Fig． 9 Histograms of the porosity ( left) and permeability ( right) of the bioherm dolostone reservoirs in the Changxing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Hubei-eastern Chongqing zone

3 建南陆棚边缘长兴组礁滩储层特征

迄今为止，在建南浅水陆棚边缘的建南三维区

块内发现长兴组台地边缘生物礁的钻井有建 7 井、

建 28 井及箭竹 1 井等，储层岩性以生物礁白云岩、
浅滩相白云岩为主。通过孔、渗、密度等分析测试，

总结了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物性特征。
3． 1 孔隙度及渗透率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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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兴组 礁 滩 白 云 岩 储 层 孔 隙 度 的 最 大 值 为

14. 60%，最小值为 0． 88%，平均值为 4． 17%。孔隙

度小于 2% 的比例占 42． 86%，大于 2% 的比例占

57． 14%，其中 2～ 5% 的比例占 30． 61%，5～ 10% 的

比例占 14． 29%，大于 10% 的比例为 12． 24% ( 图

9) 。渗透率最大值为 312 × 10-3μm2，最小值为 0． 06
× 10-3μm2，平均值为 36． 52 × 10-3μm2。渗透率小于

0． 02 × 10-3μm2 的比例为 0%，0． 02～ 0． 25 × 10-3μm2

的比例 为 46． 43%，0． 25 ～ 1 × 10-3 μm2 的 比 例 为

14. 29%，大于 1 × 10-3μm2 的比例为 42． 86%。
3． 2 孔渗相关性

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孔渗关系图显示 ( 图

10) ，孔隙度与渗透率之间具有很好的正相关性，即

随着孔隙度的增加渗透率随之增大，储集空间以溶

孔为主。孔渗关系表明，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以

孔隙( 溶孔) 型为主。
3． 3 密度与孔渗相关性

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密度与孔隙度、密度与

渗透率关系图显示( 图 11) ，密度与孔隙度具很好的

负相关性，即随着密度的增加孔隙度随之减少; 密

度与渗透率具较好的负相关性，即随着密度的增加

渗透率随之减少。密度与孔渗相关性表明，长兴组

礁滩白云岩储层以孔隙型为主，裂缝-孔隙复合型

次之。
据以上孔、渗、密度特征及相关性分析认为，建

南三维区块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孔隙度平均值

为 4． 17%，以 ＞ 2%为主，比例为 57． 14% ; 渗透率平

均值为 36． 52 × 10-3μm2，以 0． 25～ 1． 0 × 10-3μm2 及

大于 1 × 10-3μm2 为主，比例分别为 46． 43% 及 42．
86%。孔渗关系及密度与孔渗关系表明，礁滩白云

岩储层类型以孔隙型为主。

图 10 鄂西渝东地区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储层孔-渗关系

Fig. 10 Porosity vs． permeability of the bioherm dolostone
reservoirs in the Changxing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Hubei-
eastern Chongqing zone

图 11 鄂西渝东地区长兴组礁滩白云岩密度与孔隙度( 左) 及密度与渗透率( 右) 关系

Fig． 11 Density vs． porosity ( left ) and density vs． permeability ( right ) of the bioherm dolostone reservoirs in the Changxing
Formation in the western Hubei-eastern Chongqing zone

4 结论

通过以上研究可以得出下列结论:

( 1) 开江-梁平陆棚向东南延伸至建南地区，建

南陆棚是一个水体很浅的浅水陆棚。前者为深水

陆棚，后者为浅水陆棚，两者的分界在涪陵地区地

震剖面 TB16 与 TB17 之间。
( 2) 建南陆棚仅存在于长兴早中期，晚期因填

平补齐作用而消失。
( 3) 建南陆棚两侧台地边缘发育生物礁，南侧

生物礁相带分布于建 7 井、建 16 井、箭竹 1 井及天

上坪等地区，发育有礁滩白云岩优质储层。
( 4) 建南陆棚长兴组为碳酸盐缓坡沉积模式，

陆棚区沉积物厚度大于台地区，台地边缘发育有生

物礁，但规模小。
( 5) 建南陆棚边缘长兴组储层为礁滩白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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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物性好，以孔隙型储层为主，裂缝-孔隙复合型

次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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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scovery of the Jiannan shelf in the southeastern part of the Kaijiang-
Liangping shelf

SHU Zhi-guo
(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Jianghan Oil Field Company，SINOPEC，Wuhan
430223，Hubei，China)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outcrops，cores and seismic data in this study and the previous data，the author in this
study proposes a new shelf，i． e． ，the Jiannan shelf that represents the southeastward extended part of the Kaijiang-
Liangping shelf penetrated from the Xuanhan-Daxian-Liangping- Kaijiang zone southeastwards to the Jiannan area
during the Changxingian，and may be connected with West Hubei shelf in the east． Compared with the Kaijiang-
Liangping shelf，the Jiannan shelf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1) The Jiannan shelf is a shallow-water shelf． ( 2)

The Jiannan shelf was initiated during the early － middle Changxingian and terminated due to the filling up during
the late stages of the Changxingian． ( 3) The Jiannan shelf and its adjacent areas exhibit a carbonate ramp model in
which the Changxingian bioherms occur as excellent dolostone reservoirs with good physical properties．
Key words: Changxingian; Jiannan shallow-water shelf; Kaijiang-Liangping shelf; bioherm; sedimentary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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