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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凹陷魏岗油田储层沉积特征与油气分布规律

李黎明1，李小霞1，陈雪菲1，张本书1，伍学军2，王金旗1

(1．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南郑州450046；2．中国石化河南油田分公司采油一厂)

摘要：魏岗油田位于南阳凹陷东部，整体为鼻状构造，包含魏岗、官庄、杨坡区块，油气分布集中在魏岗鼻状构造

轴线及杨坡地区。该区岩性油藏储层以细砂岩为主，物性较好。通过构造、沉积及成藏规律三个方面对该区含油气

系统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区油气聚集分布受构造和沉积共同控制：焦店三角洲控制西南部杨坡地区，金华一

张店三角洲控制鼻状构造东部大部分地区，油气自生油中心向高部位运移至鼻状构造轴线附近圈闭内聚集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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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东部地区勘探程度的不断深入，主要

含油气盆地中较易发现的构造油藏日益减少，油气

勘探的重点也由构造油藏转为岩性油藏。魏岗油田

位于南阳凹陷东部构造带，整体为鼻状构造背景，

处于多物源交汇处，水动力条件复杂，河道频繁摆

动，具备形成岩性油藏的基础。在古近系核桃园组

目的层沉积时期，南阳凹陷主要物源来自西北部的

师岗凸起和东北部的社旗凸起，形成金华一张店和

沙堰一焦店两个三角洲体系⋯。本次研究旨在结合储

层沉积、构造、成藏作用，综合分析油气成藏主控因

素，寻找下步岩性类圈闭的潜力目标区。

1 地质概况

南阳凹陷为南襄盆地中的一个沉积凹陷，以唐

河低凸起与泌阳凹陷相隔，面积约3 600 km2，是新

野断层和其诱导出的断层控制下形成的南陡北缓的

扇形楔状断陷盆地。

魏岗油田东南部与牛三门次凹相邻，西南部邻

近东庄次凹，南面接北马庄油田，以新野断裂为界，

处于魏岗一北马庄含油气鼻状构造带的主体上。该

地区古近系自下而上划分为玉皇顶组、大仓房组、

核桃园组和廖庄组，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沉积旋回，

旋回中部的核桃园组(核二段、核三段)是凹陷的主

要含油层段口1。

2储层特征分析

魏岗油田储层岩性以浅灰色中、细砂岩为主，

含砾砂岩、粉砂、泥质粉砂岩次之。岩石成分、结构

成熟度中等偏高，成分以石英为主、长石次之，分选

性及磨圆度均较好；砂岩碎屑平均含量：石英为67％，

长石10％，岩屑23％，以粉砂岩为主，平均粒度中

值0．112mm。

储层孔隙度17．79％～27．20％，平均24．9％，渗

透率0．102～0．050斗m2，平均0．497斗m2，物性较

好；西南部的杨坡区物性变差，平均孔隙度18％、

平均渗透率0．191斗Ill2(表1 o

表1 魏岗油田油层物性统计

魏岗油田储层孔隙类型有原生粒间孔、扩大粒

间孔、粒内溶孔等。原生粒间孔约占55％、扩大粒

间孔约占28％，反映出魏岗油田成岩作用程度低，

次生改造较弱。原生粒间孔形态多呈三角形、四边

形、椭圆形，以三角形和椭圆形为主，表面较平整。

次生孔隙形态一般不规则，表面粗糙。孔喉半径中

等，粗歪度，最大流动孔喉半径25．86斗m，平均孔

喉中值半径6．60斗m，均值7．78斗m，歪度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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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有效流动孔喉半径下限为3．5斗m，最大为

8．15仙m，有效孔隙体积40％一70％、平均58％，束

缚水孔隙体积达42％，平均视孔喉体积比0．98，平

均退汞效率46％。属粗喉孔型较均匀类储层。

3储层展布特征

在井震结合、层序骨架剖面约束前提下，采用

“建立典型井剖面，旋回对比，多井闭合”嘲的原则，

对研究区关键井主要目的层开展精细小层对比研究。

电阻率(RT)能够准确地反映出各类砂体界面和夹

隔层的信息，自然电位(SP)受井径影响小，能较好

地区分砂泥岩，并较为清楚地反映各级旋回特征，

两者能反映出岩石组合特征，故主要选择电阻率和

自然电位曲线进行小层划分与对比嗍。以此为基础对

该区沉积储层展布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该区

储层主要受控于两大沉积体系：西部的焦店三角洲

及东北的金华一张店三角洲。

焦店三角洲及金华一张店三角洲两大沉积体系

对该区储层的控制呈“此消彼长”态势，金华一张店

三角洲规模大，焦店三角洲仅控制杨坡一带。Eh，2至

Eh。1沉积早期，魏岗地区主要受到张店三角洲的控制；

Eh31晚期开始，焦店三角洲砂体逐渐开始发育。

Eh：3砂组沉积时期至Eh：2砂组沉积时期，来自

东北和西北砂体互为消长的关系明显：整体上东北

砂体规模更大、砂体延伸范围更广，由东北向西南

砂体逐渐变薄直至尖灭；Eh23砂组沉积后期部分时期，

研究区砂体展布受西北焦店三角洲控制，砂体由西

北向东南魏岗主体逐渐变薄直至尖灭。不同时期储

层尖灭带位置有所不同，而处于储层尖灭带附近的

储层，储层变薄，岩性较细，物性变差；而向物源方

向，多为河道及河口坝砂体，物性变好(图1)。

魏岗油田位于金华一张店复合三角洲和焦店三

角洲的交汇处，沉积砂体主要为两大三角洲前缘砂

体。核二段沉积时期是南阳凹陷的主要沉降期，湖

盆范围最为广泛，水体最深陋1，沉积环境为半深湖、

浅湖水进型三角洲前缘沉积，沉积了一套以水下分

支河道、河口坝及辫状沟道为主的厚度较大的具有

较好储集性能的砂质沉积物网。该时期水域最广，生

油层和储集层发育好，因此核二段是魏岗油田油层

和储量分布最集中的层段。

图1 魏岗油田E盱砂组砂岩厚度等值线分布

4．1测井相分析

在沉积微相的研究中，通过对自然电位(sP)、

自然伽马(GR)测井曲线的幅度、形态、顶底接触

关系、曲线光滑度及曲线形态组合特征与取心井沉

积微相的研究，建立区内测井相标志。不同沉积微

相具有不同的测井相特征，水下分支水道微相自然

电位呈钟形、箱形，曲线光滑或呈微齿状，上部渐

变，下部突变。河口坝为中等幅度的漏斗形，远砂坝

为中低幅度的指状形，支流间湾呈低平曲线(图2)。

4．2沉积微相典型特征

魏岗油田总体处于湖相沉积背景，受东西两大

沉积体系的共同控制，湖水的周期性进退形成部分

河道砂体和河口坝砂体相互叠置，水下分流河道改

道频繁‘1。本次研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两个小层，即

受控于西部沉积体系的Eh2324小层和受控于东部沉

积体系的Ehz330小层。

(1)Eh2324小层。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河

口坝、席状砂、远砂坝沉积微相，储层受焦店三角洲

控制，主要分布在研究区西部地区。分支间湾出现

在南85、魏21、杨2井邻近位置，河口坝微相覆盖

范围较大，钻遇井较多，偏北的魏41等井处在远砂

坝沉积微相中。

(2)Ehz330小层。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河

口坝及席状砂等沉积微相，该支砂体控制了研究区

东北部大范围内储层。河口坝微相分布广，分支河

道发育。间湾出现在东北部魏30井、魏44井附近。

5油气分布规律

魏岗鼻状构造位于东庄生油次凹以东，紧邻牛

-(-j生油次凹，东部牛三1'-1凹陷半地堑形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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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 测井曲 形态 沉积 模式 测井曲 形态 沉积

分类 线形态 名称 微相 分类 线形态 名称 微相

∑ 钟形 水下分 7 上下都为波状 水下分流

(底部突变) 流河道 漏斗形 河道叠置

堕 歹
漏斗形 ≥

上部波状钟型
河道和河

下部为波状漏

(顶部突变)
河口坝

叠 口坝叠置
斗型

—— 置

季 上部为漏斗 河口坝和
模 模

下部为钟型 河道叠置
式

歹
波状漏斗形 式

上部为漏斗
河口坝和

下部为波状
席状砂叠置

远砂坝

＼ 无明显韵律

(顶部突变)

季
齿状

无明显韵律 了 上下均为 河口坝和

远砂坝叠置

席状砂

罗

(顶部突变)
漏：J．形

图2三角洲测井相模式

烃源岩厚度大，南27井附近最大厚度可达250 m，

其暗色泥岩平均厚度明显大于西部降，。该区油源条件

较好，是油气运移的有利指向区。该构造为一向东

南方向倾没的鼻状构造，被一系列北东向北掉断层

切割成多个有利的断鼻断块圈闭例。油气聚集于断鼻、

断块高部位，油藏类型主要为断鼻、断块及断层一

岩性油藏，多种油藏共生。油气聚集受构造和储层

双重因素的控制。

5．1 油气聚集与构造的关系

魏岗鼻状构造之上断层以北东、北东东向为主，

形成一系列断鼻、断块，剖面上断层以反向阶梯状

组合为主”叫。断层作为油气运移通道，具有时效性、

地段性和相对性o”，决定了断层通道作用的复杂性。

魏岗油田断层发育，油气沿储层由低部位向高部位

运移，遇到活动期断层时发生侧向或者垂向调整。

油气主要聚集在鼻状构造轴线及其邻近地区，除了

魏岗鼻状构造主轴线以外，在杨坡鼻状构造也有油

气聚集，沿魏岗鼻状构造主轴线由南向北含油高度

逐渐降低，在魏北官庄地区尤为明显。南部油藏类

型丰富，断鼻块及断层一岩性油藏发育；北部距离

油源较远油藏类型主要为断鼻断块油藏，含油高度

较小，层序垂向上以“牙刷式”油藏为特征(图3)。

5．2油气聚集与沉积相带关系

据统计魏岗鼻状构造主轴线附近从Ehzl至Eh32

均有油层分布，纵向上含油层位多、井段长。

(1)Eh：324及Eh：330等小层为主要含油层段；

(2)杨坡地区储层展布主要受焦店三角洲的控

制，其物源供应相对不充足，影响范围基本局限在

研究区西部地区杨坡一带；

(3)魏岗鼻状构造主体储层展布受金华一张店

三角洲的控制，在平面上储层分布广，覆盖范围大。

不论是东北还是西北砂体，由物源向湖方向，物性

整体逐渐变差，储层逐渐变薄直至尖灭。在适宜条

件下，油气运移到鼻状构造东西两翼，高部位靠岩

性封堵，侧缘靠断裂遮挡，可形成断层一岩性油藏；

若为单独砂坝，可能形成砂岩透镜体油藏；

(4)含油区块主要分布在河口坝微相中，少部

分在水下分流河道微相中(图4)。

6结论和认识

(1)南阳凹陷魏岗油田储层受焦店三角洲和金

华一张店三角洲的共同控制，焦店三角洲主要控制

研究区西南部杨坡地区；金华一张店三角洲控制魏

岗鼻状构造东部大部分地区。

(2)油气主要聚集在位于河口坝沉积微相的鼻

状构造高部位，含油区块内钻井目的层均见良好油

气显示，与含油面积相邻的油气显示区域是下一步

扩边增储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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