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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刘庄地区沙一段是该区主要的舍油气层段之一，通过砷工区内储层和构造特征的精细研究，解剖了沙一段的

油气成藏条件及富集成藏的基本特征I探讨了工区油气聚集成藏的四种控制因素：构造发育史及构造格局控制着

油气富榘区的分布，lI级和m级断层控制油气的运移、构造位1决定了油气富集程度、储层发育程度影响油气富

集；总结了沙一段主要油气聚集成藏类型和成藏模式，即构造油气藏和构违一岩性油气藏，正向地垒构造样式运移

成藏模式和断节构造样武运移成藏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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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庄地区区域构造位于东濮凹陷北部中央隆起

带的中部，是文留构造向南倾没端，北起刘2～刘10

井一线，南至刘36并及桥口构造北部，东临前梨园

洼陷，西为海通集洼陷，勘探面积约120 km2。自

1976年第一口探井——习1井完钻至今，该区已陆

续发现了沙一、沙二下、沙三上等油气富集块[1]。前

人对该区油气成藏条件、规律及成藏模式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不少成果[1咱]，但缺少对单个含油气层段

的油气成藏及富集特征的精细研究。就此，本文在

前人研究基础上，着重研究了工区内主要含油气层

之一沙一段的油气富集及其成藏分布规律，其研究

成果可做为该区油气藏进一步勘探的地质依据。

l沙一段成藏条件分析

1．1烃源岩特征

结合前人对东濮凹陷刘庄地区油源的研究结

果【l’3]，认为刘庄地区存在两个油源，一个是柳屯一

-海通集次凹，该油源成熟度中等，重排甾烷丰度低，

7一蜡烷丰度高，三环菇含量中等；另一个是前梨园

次凹，其原油特点是热成熟度高，表现在重排甾烷含

量高，三环萜丰富。并且东濮凹陷北部生油岩埋深

进入2 544 m后开始成熟，3 402 m进入生油高峰，

3917m进入湿气一凝析油阶段，5 119m进入过成熟

及干气阶段。刘庄地区沙一段在明化镇沉积晚期进

入生烃门限，因此两个生油洼陷的油源都已进入成

熟期，可为刘庄地区提供丰富的油气来源。

1．2储集层条件

刘庄地区沙一段三角洲前缘亚相砂体分布范围

广，横向变化较快，单层厚度一般1～3 m，平面上分

南、北两个砂岩发育区，砂岩发育程度从北向南逐渐

变好。根据其内部沉积特征，分上、中、下三个亚段。

沙一上亚段：地层厚度270～320 m，以灰色泥

岩夹白云质泥岩沉积为主，中间夹薄层粉砂岩，砂岩

单层厚度由北向南增厚，北部地区在沙一上顶部出

现火成岩，厚度10～75 m。横向上，砂体延伸距离

短、相变快，单砂层最大厚度4 m，一般1～2 m。

沙一中亚段：地层厚度一般在105～165 m之

间，以灰色泥岩为主，夹黑色油页岩、灰白色粉砂岩

不等厚互层沉积。但除下部砂岩相对发育之外，其

它砂层组砂岩不发育，为非主要储层亚段。

沙一下亚段：地层厚度110～176 m，为灰白色

白云质泥岩、泥质自云岩，夹黑色油页岩、灰白色粉

砂岩不等厚互层沉积，白云岩分布稳定且电性特征

明显，底部见盐膏和含膏泥岩。其上部砂岩在刘庄地

区大面积分布，但厚度差异较大，其中刘海地区砂岩

较发育，单层厚度一般1～2 m，多个砂体叠置，单井

最大厚度11 m(刘25井)，是刘海构造主要含油层

段，平面上从北向南砂岩厚度增厚，含油性变好；下

部砂岩各砂组分布稳定，区域对比性好，单层厚度一

般3～5 m，是刘庄地区的主要油气富集层段。

1．3生储盖组合特征分析

沙一段主要为一套三角洲前缘一半深水湖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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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砂泥岩，在底部盐膏岩沉积部分发育。按其岩

性、电性特征分为两种剖面类型：一种是无盐型剖

面，主要分布在刘庄中南部地区；另一种是半盐型剖

面，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北部，其特点是底部为一套白

色盐岩、膏盐、灰色含膏泥岩呈不等厚互层。因此该

区位于沙一段底部的盐岩由南向北呈无一少一多的

分布规律。沙一段暗色泥岩为生油岩，发育在沙一

下亚段的上下的两组浅色粉砂岩作为储集层，其上

大套泥岩为良好的盖层。因此刘庄地区的沙一段本

身组成一套完整的自生、自储、自盖的组合(图1)。

圈l 刘庄地区生储盖组合特征

研究区内沙一段油藏，生油层与储集层直接接

触，生油层中的油气可以通过砂岩输导层侧向或沿

断层运移到储集层中，在有构造圈闭的条件下，这种

生储盖组合有利于油气大规模聚集，形成富集程度

较高的油气藏。

1．4油气运移条件分析

1．4．1油气运聚时期与断层活动期的配置关系

通过研究发现，该区的油气运移主要有两期：①

沙二段时期：沙三中一沙三上生油岩在沙二段后期

既已全面成熟并生油，这一时期整个东濮地区基底

回返，构造活动剧烈，特别是文西断裂系活动幅度加

大，极有利于油气的运移，运移的方向主要是西部斜

坡带和中央隆起带；②东营组时期：东营组后期，沙

三段生油岩已高度成熟，华北运动Ⅱ幕造成东营组

的大量剥蚀，在区域构造应力的作用下，断层活动剧

烈，地层倾斜，构造幅度加大，油气运移动力源充分，

是油气运移的最重要时期，运移的方向仍然是两部

斜坡带和中央隆起带。刘庄地区沙一段油藏就是在

1．o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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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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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油气运移过程中形成的[6。1”。

1．4．2油气运移通道

该区除了沙三段可以生油，形成自生自储油气

藏以外，刘庄地区沙一段也进入生烃门限而形成另

一套自生自储油藏。同时，由于西侧临近海通集生

油洼陷，东侧为前梨园生油洼陷，因此油气大部分来

自于这两个生油洼陷。从图2中可以看出，东西两

侧断裂带与两侧生油洼陷之间存在断层，这样在油

气发生大规模的运移期就可以作为油气运移的通

道，而且刘庄地区沙一段地层大多为砂泥岩互层，同

样可以作为油气运移的通道。

2油气富集控制因素

2．1 构造发育史及构造格局控制油气分布

东濮凹陷是古近系形成的沉积盆地，新近系至

今构造活动微弱，基本上保留了古近系形成的构造

格局，北部地区自沙三中构造格局成形以来，一直没

有大的改变，这种继承性构造格局的发展对油气分

图2东濮凹陷油藏剖面

q／翦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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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富集有着决定性的控制作用。文西2、3号断层

以及文东、徐楼、黄河等断层的发育，控制了该区的

格局特征，将该区切割为垒堑相问的复式正向构造

单元，由于Ⅲ级区带形成的时间所处的位置不同及

自身的特点，油气分布，富集程度有很大差别。

刘庄地区位于中央隆起带的中南部，是油气运

移的有利指向之一，沙一段由于构造幅度低，次生断

层不发育，有很大一部分油气运移到了各垒块高部

位，使该区油气富集程度相对较低。

2．2 I、Ⅲ级断层控制油气的运移

该区发育的Ⅱ、Ⅲ级断层有黄河断层、梁庄断

层、南湖断层、刘20断层、刘25断层等，这些断层发

育时期阶段不尽相同，对油气富集的作用也不同。

在油气大规模生成期活动的断层，是油气运移的良

好通道；南湖断层、梁庄断层，活动期贯穿油气大规

模生成运移期的Es。一Ed期，在新近系地层沉积过

程中或之后具有封堵能力，而工区内的众多IV级

断层．在油气大规模生成期内，先期发育的部分亦能

封堵油气，富集成藏。但IV级断层由于落差较小，

接触地层的层位差小，不容易引起油气在层位上的

大距离转移，更重要的是它们发育的时间短，所以在

停止活动的长时期内。封闭性转变的可能性小得多，

只能构成含油断块的边界，使各个断块有自己的油

水系统，起着分隔作用。

2．3构造位置决定了油气富集程度

构造研究表明，该区断层基本上在华北运动二

幕结束活动，后期处于封闭状态，满足对油气的封堵

作用；同时由于分块断层断距较大(80～150 m)，侧

向上易形成不同层位、不同岩性的对接。如郎中集

构造为基底隆起背景下的断背斜构造，其油气聚集

成藏类型主要为断块圈闭，从高部位到低部位含油

气高度逐渐降低，油气富集程度逐渐变差；刘海构造

各断块油气富集程度也随构造幅度的降低而变差，

油气以刘32一刘9块一线形成富集区，向低部位

(刘42井区)变差[1]。

2．4储层发育程度影响油气富集

油气富集取决于有效砂层厚度和较好的渗透

性，二者受沉积微相控制[1”“]。由于沙一段三角洲

前缘亚相砂体横向变化较快，所以本区有利圈闭类

型与有效储层配置，可形成构造一岩性油藏。在构

造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储层对油气藏的形成起决定

性的作用。

3油气藏分布规律及富集成藏特征

3．1油气藏分布规律

刘庄地区具有多断块、多套含油层系及不同的

油水系统，其油气藏分布及富集程度明显受构造背

景和储层发育程度控制，即构造位置越高，储层越发

育，油气富集程度越高，纵向上含油气并段越长。

纵向上：沙一段有两套含油层，即沙一上和沙一

下油层。沙一上油层又分两套，主要分布在刘庄地

区，其分布主要受岩性控制。一套位于沙一上上部，

以刘8井、文175井为代表；另一套位于沙一上底部，

代表井刘15、刘17、文9—1、刘20。沙一下油层是沙

一段的主要目的层，主要以刘8、刘15、刘25等井为

代表井，层段较为集中，工业油流井多，单井产量高。

平面上：沙一上油藏分布于郎中集构造的东部

断阶带及刘海构造；沙一下油藏全区普遍存在，并严

格地受构造控制，油气聚集在断块(断鼻)的高部位。

因构造位置的不同，含油高度差别较大。文留地区

多存在于断层下降盘的断块和背斜构造的高部位，

储层由北向南逐渐变好，并向白云岩裂缝储层过渡。

3。2油气藏富集特征

(1)刘庄地区沙一段油藏纵向上具有多套油气

水系统，为纯油藏。属自生自储油气藏。Es。上亚段

储层发育不稳定，砂体横向变化较快，层薄，一般小

于1．5 m，油气藏主要受岩性控制，储层沿上倾方向

尖灭或物性变差均可形成岩性圈闭，砂体呈小土豆

状分布，砂层薄，分布范围小，以岩性油藏为主；

Es，下亚段储层发育稳定。油藏主要受构造控制，在

局部构造的高部位富集成藏，顺断层呈刷子状分布，

为“叠瓦状”油藏，具有多套油水系统，单个油藏含油

气高度小于20 m。

(2)从构造角度分析，刘8、文20断块属断阶式

圈闭类型，圈闭面积小，储层发育变差，形成的油藏

规模小；而刘9、刘17断块区为洼中隆起，地层较

缓，储层相对发育，为沙一段有利的构造圈闲。

(3)储量丰度为42．5～74．5 t／km2；且各油藏

有各自的油水系统。

(4)油气井产能相差较大，Es。下油层物性好，产

能高，刘25井初期日产油66．7 t，Es。上物性稍差，

初期日产油10～20 t。

总体上讲，Es。上段储层发育不稳定，多呈土豆

状分布，物性差，砂层薄，分布范围小；Es-5亚段储

层发育，含油高度小，控制的含油面积小，含油井段

小，储量基数小。沙一段储量丰度为42～74 t／

km2，属低一特低丰度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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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油气藏类型

受构造及物源条件的影响，沙一段主要为自生

白储原生油藏，以墙角断块为主要圈闭类型，刘庄地

区各断块高点普遍含油，主要发育构造型油气藏，以

断块(反向断块、地垒块)为主要类型，代表油藏刘

20断块区，刘9—3断块区，构造型气藏主要分布在

中央隆起构造主体以及黄河与梁庄断层所夹持的地

蕺带背景下的断块型圈闭中。复合型油气藏类型主

要为构造一岩性油气藏，主要分布在梁庄断层上升

盘的“围斜”部位，代表油藏为刘19断块区。

3．4成藏模式

刘庄地区沙一段存在两种成藏模式，正向地垒

构造样式运移成藏模式和断节构造样式运移成藏模

式H]。刘庄地区沙一段油气藏基本上围绕郎中集和

刘海这两个继承性主构造富集，且在平面上油气聚

集具有叠合连片的特点(图3)。该区大多数断层具

有封闭与分割作用，在该区形成众多小规模自生自

储低成熟度原生油藏口]。

固3刘庄地区沙一段成藏模式

4 结论

(1)刘庄地区沙一段为自生自储油藏，其丰富的

油源、自身良好的生储盖组合特征、后期断裂所形成

的油气运移通道及聚集条件等多方面冈素，为油气

成藏提供了良好的成藏条件。

(2)沙一段构造格局稳定，与断裂活动共同控制

着油气富集区的分布。其富集程度明缸受储层物性

及构造特征影响：Es。‘受岩性控制明显，Es，’受构

造控制明显。

(3)沙一段主要发育断块型油气藏，主要分布于

『1I央隆起构造主体处，及黄河与梁庄断层所夹持地

钷带背景下的断块型固闭中。复合型油气藏类型主

耍分布在梁庄断层卜．升盘的“围斜”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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