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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营凹陷断块油气藏发育广泛，沙河街组是勘探开发的重点 对东营凹陷沙河街组断块油气藏基本地质特征进行

研究，分析断块油气藏成藏主控因素，从而指导油气勘探 东营凹陷沙河街组断块油气藏主要分布在中央背斜带、北部陡坡

带和南部缓坡带，层位上分布在沙一段、沙二段和沙三上亚段。研究认为，东营凹陷沙河街组断块油气藏的聚集和分布受烃

源岩、断层、异常压力和储层物性等因素的控制。沙四上亚段和沙三下亚段的优质烃源岩为油气成藏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

础；异常压力为油气运移提供动力；断层不仅作为油气运移的通道，还控制着圈闭的形成；储层物性控制着油气藏的分布，

孔隙度大于15%，渗透率大于 10×10-3  μm2  的储层有利于油气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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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I？aul  t—n（）rk reservoirs are extensivelv di  s，trilJutetl in l）tlIlgyi  ng DPprfⅥ.；si  on，and Shahejje Formation is thf highlight  ‘，f

    expIoration an'l exploi  tation.Accor（1j  ng to the slati  stical analysis of the geologi（.al fealurPs of faulf  —hlock reservoir in Shahejie

    Formation or I）ongying Depression，maln contr01ling faclors of fauII—hlock rescrvoirs are stu'1ie（1 for oil—gas exploration.The fault—

    block reservoirs of Shahejie Formatlon in Dongying Depression are mainly（1i  strihute（I in the central anticlinal belt，the northern

    steep slope l）elt and the southPrn gentle slope I）elL The reseIvoi  rs are（1islril）utP（I in lhP firsl member，se【！flntl member and the upper

    part of third member of Shaheji  e Formation.According to this study.the distribution antI accumuIation of fault—nock reservoirs i  s

    mainly controlled by the source ro（.ks，faults，abnormal pressure and physical property of reservoir i n Shahejie Formation of Dongying

    Depression.The excellent sourcc rocks from upper E84 and lower Esl reservoi  rs provide the I，ase  （’fl hy（1rocarhon accumulation and

    the abnormal pressure provi  des the driving lorce Ilor hydrocarbon migration.The fauI  ts not only control lhe hvdrocarhon migration，

    but also control theformation of Irap.The reservoir distribution is controlled by the physiftal property  （）f rPservoir.’rhe rPservoirs，

    with porosity being higher than l5%  and permeability heing higher than 10×10—3  ̈.m2，are favorable for hytIrocarbon arcumuIation.

    Key words：fault  —bl  ock hydrocarhon reservoir，distribution features，main controlling fa‘.tors，ShahejiP Flormalion，1）ongying

    Depression.

    断块 油气 藏在我国东部断陷盆地 中广泛分布 ，其    陷是济阳坳陷中油气最富集的地区，经过 40多年的勘

数量和储量在东部各大油气 田中均 占有较大比例 。例    探 ，已探明石油储量达 20×10s t.占胜利油区总探明储

如，济阳坳陷 已经发现和投 入开发的 63  个油 田巾有    量的一半 2i。东营凹陷在 20世纪 60年代和 70—90年

41  个是断块油 田，储量 占整个坳陷的 40D%。.J。东营 凹    代进行 的 2次勘探阶段都以构造油气藏为主“  3。，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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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mation of Dong∥ing Sag[J].Fault—BIock oil  &  Gas Field，2010，17（4）：389—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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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沙河街组断块油气藏与烃源岩、断层平面分布

l  断 块 油 气 藏 分 布 特 征     从研究I×：l J？】断块油，c城 .j排烃 .f.心住 fⅢ.  一卜和I垂

1.1  纵向上     ⋯ 卜I'IjJ铲li离资料HJ‘   以行⋯：平而 I：，东营M陷大 部分断

    刈。尔。？℃川陷沙河街绀 l l 6  个断块汕‘i减进行统 计    块汕7 i藏分 m 1乍距排烃 -I  ，  心 5～25 km，尤其 是 5～20

分 ffi，州I 7 i臧 分 11j j  ：  l 390～3 41  0 n1埋 深 范 f  司  内 ，Ji二I 1.    km IJ、J， ，J、J：  5 kIll！戈行 人 r 25 km njJ范 ”韦I f～州i 7 i喊 分

随 深 J受fI：J增 川I， 断 块 汕 7 i戚 的 数 }  l}fH储 f  }1  人 敛 ‘  .！II  i念    仙较 少 ：}n向 I！，尔 。营I  I JI  陷 njJ断 块 油 气 藏 i  i嘤 分 nj n 趴

分布  从分 nj J，：  fii I  ：来 行，断块 汕 7 i械 {i嵫分 布在 沙 ：    排 怖 Il  ，  心 500～2 00（）⋯./j、j：500⋯ .戏 行 人 J  二  2  （）00⋯

段 和 沙 i litI旷段 ，分 别 Il  I总 数 的 32r石，f̈ 35 r石r：沙  ·段    的池 ⋯内 发f，很 少  那些 1乍矿而 l  i和 咂向 I 1 1  ̈jl：烃 tf  ，

断块汕7 i减 也较 为发 fr，fI I.储 ：  11仅 I'i总储 }Ï 0 1  0rX，：    心趴 离较远的断块汕7 i藏 ，J七成喊还受剑断以njJ控 制 ，

断J火汕7  （戚 1乍沙 川 -  、I旷段一沙川段分仿较少，仪II，i断    断J㈡ ‘澈 或间接地将油气⋯烃源 村或储集层-I  ，  运移 争

块油7i械总数的1  0r×.    浅止：，经过J.0邓小断层的后期洲螫，阿聚集成缄
1.2  平面上    2.2  断层

    东t"⋯；fj的断块油7i减1乍/fiI词构造 部f讧的分布 Ii    东f℃叫陷内共有断层 1 500多条，根据断J。：发生

仃在明艟箍蚌 断块油气戚 =ii婴集一I  -17I；tf  -火背斜带 、北    的早晚 、活动规模 的大小和所起的作川 ，I J-f人将断 裂系

部陡坡带和南部缓坡带 ，洼陷带 内断块汕7  i藏仅 fIi，鬯、    统划分为 4个级次 “̈ ！

数的 2c×r  油气储iI}Ij也仃1乍Mfr的篪蚌.r{，央背斜带    一级断j。；分割【I  rI  陷和j̈l起 ，控 制荇沉私！发ff、早期

.Ii总储遗的 40r×，，依次 为rIE邴陡坡带 、南 部缓坡带和    断生构造带及断 裂阶状构造带 的形成，其特点是延伸

洼陷带    长 、断距人 、活动时间 K、J肜成州。IIfJ'f-、女【I东营 凹陷的陈

    从沉移渊I，带 Ii来看，东一？引1  '  l Kfl{J断块油气减 F要    南断J。；，j  ∽盯段 N}：F：走向 ，延伸 38.4 kln，最大落  差 大

发育1乍 i厢洲州  i们洲沉移{十}  I rl  t储集 了沙河街组断    r 1  0 k⋯.水、{i.断趴 l  t J？达 23 km，多期发 育，不仅分割 丫

块汕7i藏近 80r×r的储 艟，”￡次 为浊私！痢 相 、湖泊棚 和    尔ffI  ̈】  陷和陈家庄 l̈1起，还控制东营凹陷的构造和沉

河流 卡̈ ，冲私{鹚fll粥  i角洲-I  -发育断块油  气藏较少  f5{演化

2油气成藏主控冈素    伸K、甜笑塞豢篙裂馨慧豢，：票；嚣篇赫丧篆
2.1  烃源岩     ）。：   .尔IJ Lf向延伸 35 km，水平断距i叮达 l km，沙 JI  ，   、脏

    尔仆川陷的烃源彳÷主要为沙川 I.、肛段和沙 i F、I旷    段活动强烈 ，此后活动逐渐减 弱、

段的深灰色泥7÷和褐灰色油 贞7÷，彳i机质 fi度人，仃机    二级断层是划分断块 Ix的断层 ，延伸  一般 小于 10

质类型 li富 ，H烃源崭分布J I l、厚 度火 ，为油7 C成减提    kÏ，断距 200～500 n1，主 要分 布在构造带 I  ：  ，埘 卜I第 j

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从东，？i川陷沙河街组断块汕‘i    系沉积有一定的控制作J}j  ，并产生一些断 裂伴生构造

喊 t  j烃源7÷  平而分布网 L：看 ，油7t藏受烃源7÷控制作    四级断层在【tq陷 内最为发育，主要分布在各局 部

JIjl{归！l壶，大致以爿i汕洼陷为-l  t  心 ’̂环状分nj（  她图 1  ）    构造—I.，具有发育时间较晚 、活动期短 、规模较小 、延伸



较短等特点 ，    的增加 ，有效储层的孑L隙度不断减小，”0临界值 一般为

    断层时油气的运移和聚集典钉}”J娃控制作川 -，一，  6  ，    3 500 tn，超过此深度 .储层孔隙度  一般小 Jj 2r×r，很难

主要体现ni以 F 2个方 面 ：1  ）断层作 为油7i的运移通    储集油气形成油气藏

道控制着油气的运移 东营凹陷的一、二线断”。：多为汕  厂—————— —————————■_ _————— i]

源断Jz：，即 直接 1j烃源岩沟通的断层，是油7t从烃源7i    li——}‘1。⋯ 繁l麓 ≥扔 葛≥黧忑≯气 皂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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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 ，形成断块汕7  i减    l —、：J ——S岁7 1lI【    I

2.3  异常压力     1匮 匠 固 匠   口   囹 l
    据l】IJ人研究 l  7  ，雌 抖范⋯I～发现的 1 80多个发育    井ft  MJ，：火，尺线  衄柑，k L啦雕断Jn洲懈 J  I、JJ系数  l

异常高压的沉积 舷地 一f  .  ，仃 l  60  多个lX禽汕7i东营叫

陷内超压 普遍 发fr，超Jfi主要分打j j：沙 i段JIl一 卜亚    图2  沙三中亚段地层压力系数平面分布

段的大套泥7÷和沙叫段膏盐Zj段tf，，常 j̈一低压系统 —
    ’， ‘，一C ，：/\

发 育 rI L部”。：段 -  s一二-  对+尔ti川陷沙河街纰断块汕 ‘i    J  ：口比

藏的压力特征进行统 计后发现，研究Ⅸl走ff块{l{f 7  i减压    1  ）  东营凹陷沙河 街组【断块油7  i减纵⋯ I：{i-接分布

力 E耍为 l 5～30 MPa，压 /J系数 t要为 （）.9～1  .2，表明 1乍沙河街组 L邴的沙一段 、沙二：段和沙 i÷、Ilj.段 ，、Ii IⅢ

pE，“块 7lII 7 i藏主要 为常乐油7毛藏，分价在爪 /nt仃41{边    构造部位 I lL主要发育在中央背 J+i十，.}，、北部陡坡引}和f村

缘或外部 沙l J LI段的异常 压力带 卜要分布在各洼陷处，    邮缓坡带 ，i角洲相是最j！要的沉积相带。

利津洼陷处  Jfi  ，J系数最 I：’u-叮达  1.8，牛庄洼陷的爪 JJ系    2）中，，i.I，IJ尔-iI÷川陷沙河街组断块油气减成减的⋯素

数L【￡̈J‘以达到 1  .5，压 /J系数日J洼陷周边逐渐降低  沙    为：烃源7÷址iÏ，  i.JJl‘嘁的物质基础 ，油气藏I  研绕生；lll洼

i hI哑段 异常压 /J，}{}1  ”沙 四段 仃所小I同，主要分 布停    陷分以j：p49f J。：  作 为、flIl 7 C的运移通道控 制着}l{l气的运移 ，

牛庄洼陷一利津洼陷 ‘带 ，压 力系数一般大于 1  .3，最 i丕tj地”。：及J、，：I火、磐状构造卡H眦合控制着圈闭的形成；

高 1  .7  沙 叫 -  业段 肄常压 力带f讧ij：  利津洼陷ifii部 ，仪    异常坻 JJ为ffII，i运移提供动/J；储层物性控制着；I1I气

仃一个超Hi tf1心 ，压 ，J系数坡I：15达 1  .6，向周边压，J逐    藏的分布，孔隙度 人 J：1  5—×，、渗透率大丁 1  0×1  0一 l̈11二

渐降低（  见图 2）  断块 油气藏 多分布在压 力系数小 于    的储层仃利i J 7I汕，i.聚集

1  .2的常爪 I×：，只有少bt断块油7 i藏f诊于压 力系数 1  .3～
    ￡ ！I  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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