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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镇泾地区

中生界油气成藏规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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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石化华北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06；2．成都理工大学)

摘要：鄂尔多斯盆地南部镇泾地区中生界烃源岩发育，有机质丰度高、成熟度高。区块延长组以三角洲一湖泊沉积

体系为主，三角洲前缘砂体为油气聚集提供了良好的储集空间，储盖配置良好，形成多套有利的储盖组合。该区储

层为低孔低渗特低渗为主，主要目的层含油普遍，油层厚度大，但油层产量悬殊，单井产量明显受孔渗条件直接影

响。区内构造简单，主要以岩性圈闭及岩性+低幅度构造复合圈闭为主，西倾单斜构造对油气聚集成藏有一定的

控制作用。泥岩欠压实形成的过剩压力是油气初次运移的动力，裂缝、微裂缝及连片发育的砂体为油气纵横向运

移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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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泾区块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天环向斜的南端，

面积约2 511 km2，其主要勘探目的层为中生界三叠

系延长组长6、长8段和侏罗系延安组延9段。根

据三次资源评价成果，区块的勘探潜力巨大。区内

地层平缓西倾，构造比较简单，只在局部发育小型低

幅度鼻状隆起，因此工区以岩性油藏及岩性+低幅

度构造油藏为主，分布隐蔽，勘探难度较大，总结其

成藏的主要控制因素是寻找发现油藏，预测有利目

标区的基础。综合研究认为镇泾地区油气成藏的主

要控制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烃源岩厚度大，丰度高

300 iTl。其长2、3段湖相暗色泥、页岩、油页岩组

合，是本区最主要的烃源岩系。且分析结果表明盆

地西南长6．～长8静水还原环境中形成的暗色泥岩

烃源岩类型好，其中长7、长6以腐泥型为主，见少

量腐植腐泥型，长8以腐泥腐植型和腐植腐泥型为

主，腐植型次之，是次要烃源岩。

有机质丰度高、成熟度高‘1。。有机质丰度是评

价烃源岩优劣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结果表明，镇

泾地区长6～长8段暗色泥岩有机质丰度普遍较

高，生油岩属差一好生油岩(表1)，氯仿沥青“A”、总

烃含量等指标普遍达到生油岩的标准。在长6～长

8段暗色泥岩中，长7段有机质丰度最高，长8段次

镇泾区块长期处于延长期湖盆的沉积中心附 之，长6段相对较差。主要生油层长7段有机质丰

近，延长组烃源岩遍布全区，烃源岩厚度可达150～ 度有由湖盆中心向边缘地区降低的趋势。盆地西南

表1 镇泾地区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及评价表

地区长6～长8暗色泥岩奇偶优势指数(OEP)和碳

优势指数(CPI)分别为0．92～1．22和0．90～1．26，

说明成熟度总体上较高。而且镜煤反射率R。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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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95％，也表明烃源岩的演化全部进入了成

熟阶段，局部向高成熟过渡。

2沉积微相控制砂体及储层的分布

沉积作用是形成储层的基础，它直接或间接影

响着储集砂体的垂向分布和平面展布。镇泾区块延

长组以三角洲一湖泊沉积体系为主。三角洲平原相

对不发育，而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2]。延长组三角

洲砂体为油气聚集提供了主要场所，区内主要发育

砂体类型有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坝、浅湖砂、

决口扇，而到目前为止，已有的具备储集能力的砂体

主要有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和河口坝砂体。

水下分流河道在长8、长7、长6均有分布，但延

长组长8地层较长7、长6发育，为目前鄂南地区的

主力产层之一。河道砂体的孔隙度分布围主要在

12％～20％之间，以II类和III类储层为主，为本区

最优质的储层。

河口坝砂体在长6地层中较为常见，特别是在

泾川及川口一带，均见不同程度的油气显示。河口

坝砂体的孔隙度分布范围主要在8％～18％之问，

以III类储层居多，部分为II类储层，为本区较有利

储集砂体。

延安组早期为古河道的支流沉积区，发育一套

河流一沼泽相发育的沉积，河道砂岩为油气储集的

有利场所。

3 孔渗条件

储层物性的好坏是影响油气富集程度和单井产

能的重要因素，直接影响着油气聚集成藏和后期开

发。研究结果中延9砂岩含油产状无显示的岩性主

要是细粒级以下及泥质含量较高的砂岩，油迹一油

斑在细砂岩、中砂岩和粗砂岩均有分布，油浸主要分

布在细砂岩、中砂岩中(图1)，岩石物性随着岩性由

细向粗的变化而逐渐变好。长6中含油产状为斑状

以上的油层，岩性一般为细砂岩或中砂岩，其斑状级

别以上的含油厚度占其统计岩石总厚度的80％以

上；粉砂岩的含油产状一般在油斑级别以下，以不含

油和油迹级别为主，斑状含洫厚度只占其统计岩石

厚度的6．6％。研究表明，该区延长组长6～长8含

油普遍、油层厚度大，但油层产量悬殊较大，明显受

控于渗透性好坏。可见岩性和物性严格控制着油气

分布及其产状，砂体主体部位岩性粗、物性好、厚度

大，含油性也好；砂体边侧部位，岩性减薄变细，物性

变差，含油随之变差直至不含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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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延砂岩含油性与岩性关系

4构造控制作用

4．1西倾单斜控制了油气的运聚方向。对油气聚集

成藏具有一定的控制作用

工区西倾单斜的构造形式主要形成于早白垩

世，主要生油岩进入成熟门限是在早白垩世中期，进

入大量生油门限是在早自垩世末期，因此，西倾斜坡

的形成时间早于油气大规模生成运移时间，有利于

油气向上倾方向运移，形成油气聚集，故推测该区油

气藏主要为原生油气藏，油气勘探的主要方向应该

是区块的东部和南部。区块以东的西33井区及位

于区块南部的泾川地区，其本身的烃源岩厚度较小，

但已试获高产商业油流或油流，这与油气沿斜坡向

上倾方向的运移不无关系。：

4．2构造运动及差异压实作用形成的鼻状及低幅

度隆起为油气聚集提供了场所

前期研究认为延长组构造形态在整体向北西倾

斜的背景上发育两个鼻状隆起带l一引，一个经川口、镇

原地区呈西北向展布，另一个经泾川地区西南向展

布，其构造特征具有一定的继承性。形成期为延长

组、延安组的沉积发育期，中侏罗早期圈闭既已形

成，具有长期继承性发育特点。晚三叠世延长期烃

源岩在经历了中侏罗世晚期的热事件后进人生烃门

限，并开始排烃，于早白垩世达到生油高峰期。圈闭

形成期明显早于油气的生成期，有利于油气的运移

与聚集，对油气聚集成藏具有～定的控制作用。从

目前的勘探情况来看，大部分的出油井都位于这些

鼻隆之上，都属于构造一岩性的复合油藏。

5油气运移的动力及通道

镇泾地区泥岩压实特征分段性不明显，但层位

上仍具一定的规律性，多数井在直罗组一延安组及

长7下一长8反映有微弱的欠压实现象。反映纵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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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沉积速度快，所以，该区存

在形成欠压实的基本条件。一般在欠压实段泥岩声

波时差增大，电阻率减小；生烃岩发育段，电阻率增

大。泥岩的过剩压力大小与烃源岩厚度有关，烃源

岩厚，过剩压力大，生烃潜力也大，油气运移动力足。

长7下一长8泥岩欠压实是油气初次运移的动力。

通过对研究区6口井岩心统计，主要储产层的

裂缝欠发育，共见10条裂缝，主要以垂直裂缝及高

角度斜交裂缝为主，水平缝及低角度缝少见。长6

段裂缝除一口井发育在泥岩中(红河6井)，其余均

发育在细砂岩中，长7段裂缝分布在泥质粉砂岩(或

粉砂质泥岩)及油页岩中，长8段垂直裂缝均分布在

细砂岩中。可见裂缝可以成为油气运移的通道。

另从砂体分布来看，该区砂体基本为南西一北

东向，物源来自于南西方向。沿砂体走向砂体连通

较好，尤其是长6、长8段砂体发育，连通范围大，容

易成为油气运移的通道。

6 良好的生储盖组合

区内长6～长8砂体多呈西南一东北向展布，

且条带状砂体与分流问洼地、分流间湾相问分布，与

湖相泥质岩成舌状穿插，不仅油源充足，且具有较好

的油气藏遮挡条件。

长8油层组大套水下分流河道砂体顶部发育厚

度较大的烃源岩(长7段)，上部的烃源岩既是生油

层，又是良好的盖层，在燕山运动影响下，构造发生

反转，区域地层西倾而形成了上倾尖灭型岩性圈闭

(图2)。

图2镇泾地区长8油层组上生下储型油层对比

长6段的水下分流河道砂体和河口坝砂体作为

储层，长7烃源岩生成的油气经疏导层进入长6地

层，长6地层分支问湾泥岩或长4+5沼泽相泥岩、

分支间湾、湖湾泥岩或致密砂岩为盖层而形成圈闭

(图3)。

图3镇泾地区长6油层组下生上储型油层对比

延9段主要形成下生上储上盖型组合。延安组

的古河道砂，物性好，为良好的的储集层，延长组为

其提供丰富的油源，微裂缝和不整合面成为油气纵

向、横向运移的通道，湖沼相形成的厚层泥岩为其优

越的盖层。

7 结论

镇泾地区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可以概括为充足

的油源、有利的沉积相，广泛分布且相互叠置的砂

体，低渗背景上具有相对高渗地区，构造运动及差异

压实作用形成的低幅度隆起，泥岩欠压实产生的油

气初次运移的动力，裂缝及广泛分布的砂体形成的

油气运移通道，有利的封盖条件配置良好的储层，具

备了形成岩性油藏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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