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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泽凹陷管镇次凹油气成藏基本规律初探

傅学斌，王旭东，刘淑华，尹文庆，王拥军，郑恒科
(中石油冀东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河北唐山063004)

摘要：根据最新的勘探成果，分析了洪泽凹陷管镇次凹油藏的特征，探讨了油气成藏的基本规律，认为本区

油气成藏受构造带、沉积相带控制，与圈闭形成时期有关，油源是关键。指出深凹带及其紧邻的油源条件

有利的陡岸带和断裂构造带的岩性、构造及构造一岩性复合圈闭是有利的勘探目标，当前应该在寻找构造

油气藏的同时注意寻找隐蔽油气藏，以获得较好的勘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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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洪泽凹陷是苏北盆地盐阜坳陷西南端的一个

小型沉积凹陷，呈北东向狭长状分布，长约140

km，宽20～25 km，主要目的层戴南组(T30)分布

面积2 300 km2，基底最大埋深4 500 m。凹陷四

周被凸起或隆起所环绕，东北为淮阴凸起，西南临

张八岭隆起，西北有鲁苏隆起，东南接建湖隆起

(图1)[1]。其形成主要受控于东南边界北东走向

的洪泽断层，构造形态表现为东南断、西北超的箕

状断陷形态。洪泽凹陷上白垩统一新生界地层由

下至上有：上白垩统浦口组、赤山组和泰州组；古

近系阜宁组、戴南组和三垛组；新近系盐城组和第

四系东台组。古近系构成洪泽凹陷沉积的主体，

是主要勘探目的层系。管镇次凹沉积基本特征是

陡岸带发育系列水下扇；缓坡带发育三角洲沉积

体系；深凹带则以浅湖、半深湖沉积为主。

图1洪泽凹陷区域位置图

洪泽凹陷的钻探工作始于1975年，至今已完

成石油探井16口。2001年10月，中国石油冀东

油田在洪泽凹陷进行老井试油，G1井喜获日产

13．4 t的工业油流，突破了洪泽凹陷的工业油流

关[2]。随后在管镇次凹钻探的G3、G4井相继有

所发现，展示了洪泽凹陷良好的勘探前景。

2油藏特征

2．1储盖组合

综合分析认为，洪泽凹陷管镇次凹发育三套

条件较好的盖层：在整个次凹分布广的阜宁组四

段上部的的灰黑色泥岩、灰质泥岩；阜四段下部的

暗色泥岩、棕色泥岩在次凹也有分布；戴一段的棕

色泥岩在整个次凹分布稳定。相应地，本区发育

三套生储盖组合：

(1)戴南组一段组合：戴南组一段的厚层泥

岩，不具备生油能力，却为下部油气的保存，提供

了良好的盖层，发育在底部的砂岩和粉砂岩，正好

接收来自下部阜宁组四段烃源岩形成的油气，形

成“下生上储”式组合；

(2)阜宁组四段中上部组合：阜宁组四段上

部，普遍发育烃源岩，它既是有效的烃源岩，也是

油气的盖层，夹于泥岩中的粉砂岩和细砂岩层段，

接纳来自周围烃源岩中的油气，形成“自生自储”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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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阜宁组四段中部组合：陡岸带发育细砾

岩、细砂岩等，推测在扇中和三角洲前缘相带的断

裂构造带，岩性应该变好。它可以接纳来自上部

烃源岩的油气，形成“上生下储”式组合。

2．2油藏类型预测

不同类型的沉积盆地，油藏类型特征不同，同

一沉积盆地的不同区带，其油藏类型也不尽相同。

结合区域油气地质特征及其变化规律，初步推测

洪泽凹陷发育油气藏类型如下(图2)：

图2洪泽凹陷管镇地区预测油藏模式

(1)岩性油气藏和复合型油气藏。在洪泽凹

陷深凹带发育透镜体砂岩和浊积体砂岩，易于形

成原生性岩性油气藏。陡岸带和深凹带水下扇扇

端亚相，砂泥岩互层，砂地比适中，容易形成自生

自储的砂岩上倾尖灭油气藏、砂岩透镜体油气藏、

断层一岩性复合油气藏，以及下生上储型断层一

岩性复合油气藏等。如(33、G5井。

(2)断块油气藏。主要发育在断裂构造带、陡

岸带和深凹带，断层可以形成圈闭，又是油气运移

的通道，有利于形成油气藏。

(3)断背斜、断鼻油气藏。主要分布在深凹带

和断裂构造带，断层较发育，圈闭沿断裂带有规律

地呈近北东一南西方向展布。往往以反向断层遮

挡，排烃、运聚匹配有利，易于成藏。如G1、G4

井。

(4)地层油气藏。发育在构造、沉积坡折带

处，预测在T。o反射界面以上，戴南组沉积体继低

水位体系域之后，在水侵过程中逐层向西超覆，生

储盖相匹配，可形成地层超覆油气藏；在断裂构造

带，新近系底部不整合面之下，可能形成不整合遮

挡油气藏。

3油气成藏基本规律

3．1油气成藏受构造带控制

洪泽凹陷为一典型箕状凹陷，由南向北可将

管镇次凹构造带划分为：陡岸带、深凹带、断裂构

造带和缓坡带。不同的构造带存在不同的油气藏

类型。在陡岸带，以构造一岩性复合油气藏和岩

性油气藏为主；在深凹带，以泥灰岩、砂岩透镜体

岩性油藏为主；在断裂构造带，以与断层相关的构

造油气藏为主，圈闭受断层控制；在缓坡带，存在

一些类型的圈闭，但由于油源条件的制约，难以成

藏(表1)。

表1管镇地区构造带一沉积相带

与圈闭类型简表(据①，有修改)

3．2油气成藏受沉积相带控制

在对本区沉积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本

区取心井的观察描述及单井相分析，结合地震相

分析成果，主要识别出三种沉积体系，即三角洲沉

积体系、湖泊沉积体系、水下扇沉积体系，且该区

的沉积相带受构造控制，在缓坡带发育三角洲沉

积体系、深凹带发育湖相沉积体系，陡坡带发育水

下扇沉积体系。管镇次凹主要储集层分布在戴南

组和阜宁组，主要储集空间为砂岩孔隙含油、泥岩

裂隙含油。目前发现的有效储集层主要为戴一段

底部和阜四段的中上部，均为碎屑岩储层。储层

分析表明，管镇次凹戴一段和阜四段均为低孔、低

渗储层。因此，储集条件不是很好，寻找储集条件

相对有利的相带就显得非常重要。

勘探成果表明，管镇地区各构造带含油气性

与其沉积相带密切相关。位于三角洲平原或水下

扇扇根的部位的砂砾岩相，是扇体的近源地带，成

分复杂，物性较差，一般情况下可作为侧向封堵

层。而三角洲前缘和水下扇的扇中部位，以砂泥

岩互层为主，发育有物性良好的储油砂体，是油气

聚集的有利部位[3]。例如分析认为G6井失利的

①张金川．洪泽凹陷油气成藏条件及有利区预测．冀东油田

分公司，中国地质大学(北京)，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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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有：该井所处的沉积相带不利，戴南组主要为

扇根亚相，岩性为杂色砂砾岩夹薄层棕色砂质泥

岩，岩性致密，有利储集空间小，不利于油气聚集

成藏。

3．3油气成藏与圈闭形成时期有关

盆地模拟结果表明，洪泽凹陷的油气生成运

聚有资源少、生成早、成熟低、运移短的特点[4]。

洪泽凹陷油气的生排烃发生在三垛组沉积时期，

二次运移则发生在三垛末期。三垛运动是一次划

时代的构造运动，发生在古近纪晚期，该构造运动

持续时间较长，造成古近纪和新近纪间长达13．4

百万年的沉积间断和缺失，结束了具有断陷性质

的湖盆发育阶段，取而代之的是坳陷湖盆发育期，

并形成苏北盆地的古近纪和新近纪间的区域不整

合。盆地内的大多断层的发生和结束均在该运动

期间完成，同时大部分构造圈闭亦定型于三垛运

动的结束期。只有形成于三垛运动之前的圈闭才

是有利的圈闭，三垛运动之后的圈闭不利于油气

聚集。

3．4油气成藏的关键是油源

洪泽凹陷的烃源岩形成于阜宁组的半深湖一

深湖相和部分浅湖一三角洲相的沉积环境，据地

化分析，除深灰色、黑色泥岩是烃源岩外，含膏泥

岩和部分灰色泥岩及泥灰岩均可成为烃源岩。在

管镇次凹，烃源岩主要发育在阜四段，厚度为59

～185 m，有机质丰度0．2％～8．0％，平均2．2％，

氯仿沥青“A”0．01％～0．91％，平均0．19％，属于

较好一好烃源岩，有机质类型好，基本为I型干酪

根，R<0．7％，成熟度为低成熟一成熟。

洪泽凹陷油气藏的形成与油源密切相关。许

多圈闭，虽然具备一些通常的石油地质条件，仍不

能有油气聚集成藏。只有位于深凹带附近，在主

要的生、排烃区附近的圈闭才有可能有油气聚集。

这是因为洪泽凹陷油气资源量少，运移距离短。

例如位于缓坡带的G7xl井，虽然具有与G1井同

类的有利圈闭，自身不具备生烃条件，并且距离油

源较远，未见油气显示。但是G1井却因为距生

油深凹带较近，获得工业油流。

3．5不整合可作为油气运移通道

钻探成果表明，管镇地区主要的含油层位集

中在T3。反射界面戴一段和阜四段。分析认为，

T3。不整合面是油气输导及成藏的有利因素。不

整合面是油气侧向运移的主要通道，是油气聚集

的主要场所。管镇地区戴一段底部的不整合面将

烃源岩、储集层和有效圈闭相互连接在一起，适合

于较长距离的油气运移。在断裂构造带(例如

G1、G4井)，油气是从深凹带经T3。不整合面侧向

运移过来以后，再经断裂垂向分配而形成油气藏

(图3)①。

图3管镇地区断裂构造带油气运聚模式

4结论与建议

洪泽凹陷虽然油气资源量少，但是油气成藏

条件好，油藏类型多样，应该寻找构造油气藏和隐

蔽油气藏同时进行，以提高勘探效益。管镇地区

主要目的层储层物性不好，油气成藏受构造带、沉

积相带控制，与圈闭形成时期有关，油源是关键。

应加强该区陡岸带的沉积相和储层研究，寻

找有利构造带控制下的有利沉积相带(如水下扇

扇中)的展布规律，优选有利目标实施钻探；管镇

地区的断裂构造带，应重视圈闭发育史研究，在离

深凹带油源较近的一侧寻找时空匹配良好的构造

圈闭；对于深凹带，应综合利用地震反演和层序地

层学等手段，发现岩性圈闭，积极寻找隐蔽油气

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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