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沔阳凹陷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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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沔阳凹陷油气成藏条件和油气分布规律的研究，分析沔阳凹陷油气成藏主控因素，认为白庙生

烃中心控制油气藏分布总体格局，储集层质量影响油气藏的形成，油源断层沟通烃源岩有利于油气运移聚

集成藏，中始新世一中新世喜山活动控制构造圈闭的形成和发展及其油气充注，圈闭发育带的分布决定油

气藏的具体分布。研究认为，烃源岩、储层质量、油源断层及其构造带分布是沔阳凹陷油气成藏主控因素，

杨林尾一汊河口油气成藏组合体系断阶带西南部周家湾断鼻群和彭场一白庙油气成藏体系组合开先台地

区是勘探最有利地区。

关键词：沔阳凹陷；油气成藏；主控因素；油源断层；勘探目标

中图分类号：TElll．3 文献标识码：A

1研究区基本情况 2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分析

沔阳凹陷位于江汉盆地东部，是在侏罗纪末

期燕山变形褶皱基底上发育的、以坳陷型沉降为

主的白垩纪一新近纪负向构造单元，包含杨林

尾一汉河口断裂斜坡带、白庙一彭场断裂带、戴家

场断鼻带、白庙向斜带、郭河一张沟断裂斜坡带等

5个次级构造带(图1)，勘探面积3 300 km2[1~3]。

发育了一套厚1 000～4 000 m的陆相碎屑沉积，

地层自下而上为白垩系(K)、古近系沙市组(Es)、

新沟嘴组(Ex)、荆沙组(Ej)、潜江组(Eq)和荆河

镇组(Ejh)，新近系广华寺组(Ng)。目前勘探程

度较低，以新沟嘴组下段(简称新下段Ex-F)和白

垩系为主要勘探层系，发现洪湖油田和开先台、杜

家越、汉河口、颜家湾等4个含油区块，探明储量

340×104 t，这些油田和含油构造主要分布在杨林

尾一汉河口断裂斜坡带、白庙一彭场断裂带，纵向

上油气显示分布在新下段Ⅱ、Ⅲ油组和白垩系。

其地质条件十分复杂，北东向、北北东向、东西向

等多组断裂发育，后期构造运动改造作用强烈，许

多地质问题如有效烃源岩的展布、油气充注期次
等都没有明确的认识，给油气成藏研究带来很大

的困难。因此，全面系统地研究油气成藏与分布

的控制作用，从中确定其油气成藏的主控因素，对

油气成藏机制与分布研究和预测有利勘探区均具
有重要意义。

2．1 生烃凹陷控制油气总体分布格局

上三叠一下侏罗统(T3一J。)煤系地层和新下

图l沔阳凹陷油气勘探评价综合图

I一杨林尾一汉河口断裂斜坡带；I一自庙向斜带；

I一郭河一张沟断裂斜坡带；lV一白庙一彭场断裂

带；V一戴家场断鼻带

段主力烃源岩的分布与成熟度决定了沔阳凹陷内

油气的分布格局。新下段成熟的烃源岩体主要分

布于白庙次洼，厚度一般为80,---100 m(图1)，R。

为0．5％～1．4％，处于成熟一高成熟阶段，次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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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及其周缘洪湖油田、张沟地区油气显示丰富，油

气显示层段主要集中于古近系新下段Ⅱ、Ⅲ油组

和白垩系；南部汉河口地区有机质成熟度较低，厚

度一般为80---100 m，R。为O．5％---0．9％，为低

成熟阶段，油气显示层段主要集中于白垩系，4口

井获得油流；T3一Jt煤系地层主要分布在东北侧

夏4一沔34一带，演化程度高，为开先台地区白

垩系油气藏的形成提供充足油气[4]，1口井获得

工业性油流；而远离这2个生烃中心的戴家场断

阶带和郭河断阶带等几乎没有显示。

2．2储集层质量影响油气藏的形成

砂体成因类型和质量影响油气藏类型和规

模[5’6]，形成构造或岩性油气藏的砂体主要有白

垩系辫状河主河道和扇三角洲前缘、新下段三角

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和远砂坝、滩坝。由于砂体

延展性与沉积环境及沉积方式密切相关，因而不

同成因类型砂体的延展性差别也很大。白垩系油

气显示主要集中于河道亚相和扇三角洲前缘砂体

中，渗透性砂岩分布相对比较局限，厚度为300"一
100 m，主要集中于帮1井一沔48井和帮1一洪3

井方向上(图1)，其中沔31井区河道填积微相砂

体砂体孔隙度可达18％～20％，渗透率(200～

300)×10一扯m2，属中孑L中渗好储层；洪3井区储

层孔隙度一般为10％"--14％，储集性能良好；其

它地区储集性能差，没见到油气显示。而新下段

的油气显示井、工业油流井和低产油流井主要分

布于三角洲前缘亚相，其中工业油流井主要分布

于三角洲前缘远端，而且油层主要分布于储集性

能相对较好的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中。这些砂体由

北东向西南沔36井区、沔48井区、沔30井区方

向呈指状延伸人生烃中心，砂岩厚度为20～45

m，渗透性砂岩厚度为5～20 in，其中Ⅲ油组储集

性能最好，渗透性砂岩厚度一般为5～15 m，孔隙

度平均为13．7 oA，渗透率平均为61．5 X 10q

vm2，油气显示最丰富。因此只要为厚度大、物性

好的砂体的主体部位区，与构造条件具有良好的

配置关系，能形成一定规模的油气聚集，为油气勘

探有利区L7J。

2．3油源断层有助于油气聚集成藏

由于凹陷为盐湖相沉积环境，形成了古近系

巨厚的特强封闭性的膏一盐一泥岩区域盖层，垂

向上流体封闭性较好，水下分流河道砂体等，油源

断裂也发育，控制着油气的运聚，与多类型叠置砂

体共同控制油气分布嘲。凹陷内部分油气藏都与

油源断裂的发育有关，充分说明油源断层是油气

运移的主要通道。而且油源断层在荆河镇组沉积

时期活动强烈，形成“洼一坡一断一隆”的构造格

局，有利于油气近距离运移聚集成藏。

目前区内存在两类油源断层(图2)：一类是

直接延伸到T3一J，烃源岩的基底卷入式油源断

层，如白庙断层、张沟断层、开先台断层等，沟通下

伏煤系烃源层与上升盘储集层，油气可以沿断层

垂向运移上升盘圈闭聚集成藏，如沔31井获得工

业性油流；一类是发育在古近纪和新近纪的滑脱

型断层，为油气侧向运移起桥梁作用，如杨林尾、

彭场断层与新沟下段砂体侧向对接，对油气藏

(田)的形成起有利油气运移和聚集作用；或对油

气藏进行重新调整、改造，如沔30井因赵家沟断

层破坏作用轻组分散失，重组分保存，只获得少量

油流，原油密度高达0．9465 g／cm3，粘度达669．

98 mPa·s[2’3]，戴家场断鼻带无油气显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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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油源断层对油气运移的作用示意图

2．4中始新世(Ei)一中新世(Ng)既是构造圈闭形

成和发展的主要时期。也是油气充注的重要时期

新生代在侏罗纪末期燕山Ⅲ幕的拉张奠定了

凹陷的基本轮廓后经历了中始新世(Es)的构造

宁静期、中晚始新世(Ej)的构造形成期和渐新世

(Ejh)的构造定型期[3]。侏罗纪末期燕山Ⅲ幕东

北向拉张作用下产生一系列北北东向正断层和白

庙、峰口、张沟等次洼组成的白庙向斜带；在构造

宁静期沉积了一套北东向辫状河一三角洲沉积砂

体，延伸至向斜带内，形成岩性圈闭或断鼻圈闭；

中晚始新世由于在南东向挤压应力强烈作用下形

成了戴家场、杨林尾、范家垸、彭场鼻状隆起带等，

北东向、东西向断裂也发育，形成了大量断块、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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鼻等构造圈闭，是沔阳凹陷圈闭的主要形成期；渐

新世荆河镇组沉积期，产生犁式或帚状断裂系统

和断背斜，使局部构造更加破碎和复杂，构造格局

和局部圈闭定型。因此圈闭形成主要形成于荆沙

组沉积时期，定型于荆河镇组一广华寺组沉积期。

同时含油储层流体包裹体均一化温度资料研

究表明，该区油气藏发生过两期油气充注：早期是

在古近纪末(Ejh)前后，盐水包裹体温度为50～

60℃，与油气初次运移的温度(50℃左右)一致；

晚期是在晚古近纪中、晚期时期，构造矿脉中富含

大量液态烃有机包裹体和气液两相有机包裹体，

有机流体包裹体温度为85～116℃，与同期盐水

包裹体温度相对应，为主要油气充注期；新近纪晚

期含有较少量含气态烃包裹体和气液两相(或三

相)包裹体，为石油运移的衰竭期。这与圈闭形成

和发展时期相对应，所以区内油气藏的形成和分

布也受控于喜山构造早期活动的作用。

2．5圈闭带的分布决定油气藏的具体分布

油气成藏主要受油源、储层、构造等因素控

制，大型的背斜构造和断裂鼻状构造背景是油气

聚集的主要场所，控制了油气的分布[8]。由油气

成藏与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油气主要分布在4个

油气成藏体系组合内：①杨林尾一汉河口油气成

藏体系组合(K～新下段Ⅲ油组)，如洪5井等在

白垩系获得少量油流，洪湖油田的发现；②彭场一

白庙油气成藏体系组合(K一新下段Ⅱ油组)；③

戴家场油气成藏体系组合(新下段Ⅲ一Ⅱ油组)；

④张沟一郭河油气成藏体系组合(新下段Ⅲ一Ⅱ

油组)。油气显示或油气藏(田)基本与圈闭带相

一致，受控于构造发育带，而且呈北东向带状分

布。
-5’龟

3勘探区带评价

在沔阳凹陷油气成藏控制因素和油气分布规

律研究基础上研究表明，杨林尾一汉河口油气成

藏体系组合西南部周家湾断鼻群新下段油气最丰

富，彭场一白庙油气成藏体系组合开先台地区白

垩系成藏条件最好，均是勘探最有利地区，评价为

I类区；其次是彭场一白庙油气成藏体系组合南

部、杨林尾一汉河口南部，油气显示丰富并获工业

油流，是勘探较有利地区，评价为Ⅱ类区；杨林

尾一汉河口油气成藏体系组合北部和张沟～郭河

油气成藏体系组合东南部油气显示较差，不利于

勘探，评价为Ⅲ类区；张沟一郭河油气成藏体系组

合西北部和戴家场油气成藏体系组合油气成藏条

件差，评价为Ⅳ类区。

4结论

(1)沔阳凹陷白庙向斜生烃次洼控制油气藏

分布总体格局，储集层质量影响油气藏的形成，油

源断层沟通烃源岩有利于油气运移聚集成藏，中

始新世(E1)一渐新世喜山活动控制构造圈闭的形

成和发展及其油气充注，圈闭发育带的分布决定

油气藏的具体分布。

(2)杨林尾一汉河口油气成藏组合体系断阶

带西南部周家湾断鼻群和彭场一白庙油气成藏体

系组合开先台地区是勘探最有利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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