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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 某构 造 凉 高山 层 储油 岩 石 的 薄 片研 究

成都石油科学研究所 表营本

前 言

凉高 山层的储油性质
,

不少同志先后进行

过研究
。

有从电性
_

L去探讨
;
有从裂籍上下结

箫 ; 有从油层物理参数上去研究
;
也有从试采

资料
_
L去探索

。

各家均有不同的看法
,

有不同

的解释
。

构造上的许多钻井
,

没有取心
,

或取不上

心
,

因此
,

道观的岩性研究法就有一定的困难
。

或者
,

有取心的油井
,

其储油参数与实际情况

是两 回事
。

因此
,

笔者试图从泥浆返上的岩屑

(经过选择和剖面校对的岩屠)制成薄片
,

利用

岩石偏光显微镜作道观研究
。

在淡及岩性对储

油的优劣时
,

是从岩性出发接合试采责料的
。

经过几个月的时间
,

通过十九 口井的三百

多个薄片观察
,

把工作心得写出来
,

重要的是

希望得到指正和批评
。

的且充满水的孔隙
,

由于流体运动
,

沙粒间的

水分的性质会发生变化
,

新的或次生的矿物质

可以进入井沉积在原生孔隙中
。

再经过成岩作

用
,

一颗一粒的砂就被胶结起来而形成岩石
。

地下的流体一
一油

、

气
、

水
,

一定要有其
“

住所
”

才有其存在
。

但
,

假若其
“

房间
”

全被胶

结物所 占据
,

则流体就无
“

居住
”

处 (除裂德和

卡斯特外 ) 当然也就无法存在
。

石油
、

天然气
、

地下水
,

除裂链和古卡斯

特(以下所渝述
,

均系指粒间孔隙 )外
,

均要依

靠颗粒与颗粒之间的孔隙
,

因此
,

研究粒间孔

隙与胶结物的关系
,

便 成了研究地下流体储集

形式和性质的大前提
。

岩 性 筒 述

工 作 方 法

主要是作岩心岩屠制片
,

从岩石结构成分

出发
,

结合电性资料试采贵料
,

在作薄片鉴定

时把对储油好的石英
、

熔石分出来
,

把不利原

油渗流的碎屑分为长石类
,

各种岩块及片状矿

物
。

对胶结物的本身结构成分也作了较细的鉴

定
,

以寻找影响储油的因素
。

为此
,

设妇
一

了一

个统妇
一

表
,

统升纵 向曲线
,

平面等值线等图件

的数据
。

本想结合储油参数
,

;

但高产井
、

低产

井
、

干井的渗透率都是 < 0
.

1 M
.

D
.

,

有些疏松

的含油岩屠太小又无法作
,

故未用渗透率及孔

隙率资料
。

凉高山层 (J乙6) 从电性上或岩性
一

上分为三

个小层 A
、

B
、

C
,

彼此之间
,

岩性无谕是在
“

量
”

上或
“

质
”

上都有其可捉摸的规律性和渐变过

程
。

在碎屑
_

匕 由新至老
,

成分逐渐变为单纯
,

结构逐渐变为简单
。

重矿物是向
一

F数量减少
,

上面不稳定矿物大量出现
,

向下惭渐减少
,

而

成为稳定矿物组合 (见表 1 )
。

岩 性 与 韶 油

胶 桔 的 概 念

当岩石碎块或矿物颗粒经搬运沉积以后
,

形成疏散的
“

沙
”

的堆积
。

这时它具有极为良好

J互6A 层
:

粒度上由上向下增粗
,

形成较粗的 (粒径

在 0
.

2 ~ o
.

2 5 m m )细粒或中粒
。

颗粒的磨圆度

不太高
,

半棱角状
,

部分为棱角状
,

分选性稍

差
。

含油普瘟 的砂岩如 落井 A Z , 。、 。,

大部分都

见到原油的残迹
,

大多数为孔隙式胶结
,

以面

积估妇
一

,

孔隙面积高达 15 多
。

胶结物成分多为

方解石
,

含量很少
,

一般 5形 左右
。

云母
—

粘土质的占其中 10 ~ 15 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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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是最常见最主要的 表 1

层 位

⋯
砂 , “ 类 型

⋯
袒 矿 物

卜
“ 碎 块

⋯
” 矿 物

}
自

毓
物

⋯嵌
描 ,

1
“ 机 、

补李
J盖6A

、
J寻6B

、

J孟6C 在小区域内又捆分为 J寺6A
, , 2 , 3 , ; , 5 , J孟6 B I, 2 , 3 , J孟6C

I , 2 , J互6c
:

又捆分为 J互6‘孟
, , , , 。

再以产油并 乙井为例
,

J轰6人
, 5
为细一中粒

硬砂质长石砂岩
,

孔隙式胶结
,

方 解 石含量

< 2形
,

粘土质 < 15 多
。

高产 区 。 井 J鑫6A :
胶

结物更少
,

孔隙估计在 7多左右
。

因此
,

含油好的井或高产井油层
,

岩性好
,

粒度较粗
,

胶结物不多
,

一般是长石砂岩或硬砂

质长石砂岩
,

孔隙或胶结
,

方解石呈零星分布状
。

来见油迹也无油流的井如 K 井
,

J鑫6A
,

岩

性为较细的 (粒径 0
.

1~ 0
.

15 m m ) 细粒长石砂

岩和粘土质粉砂岩
。

胶结物含量特别高
,

有些

已形成过渡型岩石
。

分选磨圆略差
,

基底式胶

结
。

同时在粒度上有突变现象
,

在 J互6A 6
有细

粒和粉砂截然分开的产状
。

J聂6 B 层
:

纵向上变化大
,

如 g 井不到 lm 方解石 由

2拓 变为 40 拓
,

粘土质由 20 拓变为 6拓
。

含油

砂岩仍为胶结物少的孔隙式胶结
。

如 二 井发育

的孔隙壁面上有油的残迹
。

产油差的井或显示弱的井
,

除大量胶结物

为影响因素外
,

片状矿物也不利
,

多量聚集
,

平行排列
,

造成隔板
。

级次的频繁也很不利
,

形成细粉砂与粘土

质的交迭互换的所谓节奏岩(见图 1 )对垂直渗

透是有害的
。

也有人认为具有平行渗透意义
,

形成微裂

艇通路
,

同时这些
“

带子
”

不会延长很长郎行尖

灭
,

也有垂直渗透意义
。

对这个问题目前尚不

能断然下结希
,

有待以后进行仪器测定
,

进行

微裂键研究
,

再作箫断
。

J鑫6C 层
:

C 层是产油并较多的油

层
,

沉积稳定
,

佬油性的好

坏更是直接 反映 在胶结 物

数量的多少上
,

如 e井
、

l井
、

b 井 C墓为细粒
、

中粒
、

或粗

粉砂纯石英砂岩成分极为单

一
,

分选磨圆又好
,

形成接

触一孔隙式胶结
,

胶结物总

量不 足 5书
,

中 等 的 不 足

功多
。

而且片状矿物
、

岩石

‘‘

奋亡二王上云{{{声声石~ 一一‘‘‘一一~ ~
...

鑫鑫爵爵
攫攫壑娶夔夔
烹烹夔薰薰
娅娅鲤鬓鬓
纤纤寡吮奥隽泛二卜lll

图 1

节秦岩之粗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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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量很高的单矿
、

多矿胶结
。

石 油 地 厦 实 胜
·

” 一

以分选中等的为最多
。

只有分选好
,

胶结

以 C 层为例
,

胶结物以 b 井和
e ,

h 井形成

东西两个低值区
,

其间的 d 井则形 成高 值 封

闭
;
前者是高产区

,

后者则不具油流
,

整个看

来是构造北部含量高于南部
。

方解石含量更显示出南部高
。

云母
-

—粘

土质是西南和东南低
,
< 5拓

,

向北增加很多
,

以致达 20 拓以上
。

3
.

颗粒排列

颗粒排列愈远离愈坏
,

因为它不会悬挂空

间
,

必须有胶结物
。

这样的排列
,

一般都是基

底式
,

颗粒浸沉于大量的方解石或 粘 土 质 的
“

海洋
”

中
。

颗粒紧密接触在一起
,

形成攘嵌状胶结
,

虽然胶结物极少
,

但没有孔隙
,

所以也不利骼

油
。

颗粒时疏时密排列也不好
,

因为最容易造

成斑点状或凝块状
、

混合式胶结
。

在较粗的粒

间
,

又常煲充了细粉砂
。

这些不均匀的排列也

往往是有害储油的
。

所以
,

最理想的颗粒排列是彼此造成孔隙
,

或者 3 ~ 4 颗紧密排列
,

十分均匀
,

可视其为一

大颗粒
,

这一
“

群
”

与另一
“

群
”

之间构成孔隙
,

(见图 2 )
。

物少才最好
。

曾见到滚圆的颗粒
,

但含大量的

石灰质胶结物
,

所以井没有油的显示
。

3
.

矿物成分

单纯的砂质岩而且胶结物又少的都是很理

想的储油层
,

如果含有不是太多的片状矿物及

长石类
、

岩石碎块
,

对储油的坏作用是不大的
,

如含油砂岩中同样有喷发岩块和较多的长石类

及片状矿物
,

井不严重的影响储油
。

几6 A 层
,

普遍有喷发岩块
,

长石类及片状矿物
,

而且长石

类的变化还较强 (绢云母化
,

黝帘石化⋯⋯ )
。

但

只要是孔隙式胶结
,

胶结物又不太多的岩性
,

含油仍是很普瘟的
。

然而
,

在成分十分复杂
,

形成混合岩或硬砂岩或大量矽质胶结时
,

就无

油或只含油而不能形成油流
。

如 g 井的 A 层中

有少许
,

不过这种类型是非常少见的
。

这井不否认有害于储油的碎屑或胶结物的

成分对油流的影响
,

如 A 层向下成分稍变单纯
,

故人
,
A 6 出油井多些

。

但必须接合含量的多少

去评价
。

胶 桔 类 型

魏 髓
吸粒孔隙

“
小拿

”孔隙

图 2

二
、

辅助因案

辅助因素只能在决定因素之内起到作用
,

单依辅助作用是不足以说明问题的
。

1
.

磨圆程度

颗粒的磨圆程度一般半棱角
、

半滚圆就可

以作为储集层
,

只要不是特别磨圆度低的
,

影

响不是很大
,

如见到的油砂岩也不都是磨圆的
。

2
.

分选性

胶结类型主要由颗粒排列所决定
,

其次胶

结物的含量多少有关
。

一
、

主类

1
.

基底式

颗粒互不相接
,

含有特别多的胶结物
,

无

流是方解石
,

云母质或云母
—

粘土质等等
,

均对储油不利
。

2
.

孔隙式

颗粒排列构成孔隙
,

胶结物成分数量均不

一致
,

如有多矿少量充琪的孔隙式
,

单矿少量

的孔隙式
,

中等
、

多量的单矿多矿孔隙式
。

其

中以少量
、

中等单矿多矿孔隙式为最好
。

3
.

接触式

胶结物很少
,

只在接触点处有胶结物
,

单

纯这种胶结类型是很少的
,

只是在 几 6 0 层中

个别见到
。

二
、

亚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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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油砂岩并非自喷井
,

其危害性与油流之间目

前倚无比例系数
,

根据现有资料看来
,

片状矿

物> 5拓
,

各种岩块 > 20 拓 的砂质岩
,

是最不

好的
,

在其范围以下的
,

也有一定的坏影响
,

但不足以影响油流
。

J舀6 B 层在岩性上是界于 」
,
C 层之间的过

渡产物
—

郎 A 层长石砂岩
—

B 层长石石英

砂岩
—

C 层石英砂岩
。

成分上远 较 A 层 简

单
,

岩块有所减少
,

(但沉积岩块较多 )
,

从责

料来看
,

B 层胶结物偏高
,

但储油砂岩都是中

等含量的粘土—
云母质

,

方解石等等
。

方解

石总是呈分散状而不是连成一片的 孔 隙 式 胶

结
。

而其它基底式的方解石或粘土 质均 极 差

(见照片 7 )
。

J互6 C 层为成分简单的石英砂岩
,

有的 为

纯石英砂岩
,

从胶结物的数量上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是含微量灰质的石英砂岩 (见照片 5
,

6 ) ; 一种是含多量灰质的石英砂岩
,

前者是最

理想的储油层
,

后者是最坏的岩性(见照片 8 )
。

O 层中各种岩块
,

片状矿物都少
,

绝大部

分是最稳定的石英
,

所以不少井是 C层产油
,

然而薄片下却末见油迹
,

后来还是从油质上找

到了原因
,

从表 3 可看出油质轻
,

易挥发
。

结

合岩性来分析
,

就更一目了然
—

稳定的石英

颗粒
、

吸附性很弱
。

表 3

层 。

⋯
原 油 比 重

⋯
分 析 个 ”

J , 6A

{
“

·

‘5‘2

1
5

J ; 6。 !
.

“
·

‘5 6”

}
,

J ; 6。 !
。

·

8‘6 8

}
8

C 层岩石是坚硬的
,

这主要是接触一孔隙

式胶结和基底式胶结所造成的
。

岩 性 分 类

赢粼哭
,

⋯
层位

回
-

一
分 桔 构 胶桔物

总% 量

|户
11
门
l

门
I

NM|113
111!

一1
.

冲|翱
,

捆
—

中粒
,

胶桔物少的长石砂岩
、

硬砂盾

长石砂岩
。

捆和中粒占 8 8%
,

粗粉砂占12 %
。

全为韧粒和中粒
。

全为袖粒和中一捆粒
。

< 15

< 2 5 孔 隙 式

曰日川曰一日川日一日阴一日曰囚曰曰
A 4, 5

A 2

A 2, 3

孔 隙 式

竺 A 卜 4

抽
,

捆
—

粗粉砂
,

中胶桔物长石砂岩
、

长石石

英砂岩
。

韧
,

捆

—
粗粉砂7 7%

,

捆
—

中粒 15
.

4形
,

捆

粉砂占 8形
。 孔隙~ 基底式

捆
,

捆粒以下的多胶桔长石石英砂 岩
、

长石砂

岩
、

粉砂岩
。

全部为袖粒和韧粒以下的粒极
。

< 2 5 } 基 底 式

A l_ 5 斑 点 状

拘不

硬砂岩
,

矽盾长石砂岩
,

矽质硬砂质长石砂岩
。

各种岩块总和> 2 5% 的任何胶桔物胶粘类型均未

冕油流
。

矽质
—

后生石英
,

次生长石
,

再生加大
,

新生

健石
,

> 5 % 的亦无什么显示
,

由于矽化而形成矽

盾
,

无油显示
。

大量含喷发岩块
,

粘满油
,

但流不出来
。

砂盾

> 5
仅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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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犊上表 )

切片数

KKKKK

nnnnn

hhh
, eee

bbbbb

“““

层位 }类别 分 桔
胶桔物
总%量 胶桔类型

细粒少胶桔物长石石英砂岩
。

片状矿物 < 5%
。

片状矿物3
.

3%
。

< 2 5

2 3
.

7

孔 隙 式

孔隙~ 基底式

B I , 3

B I , 2 . 3

式一之爹缸
.

之岩式隙式
一江

妓研
�J
砂呀底性隙断七渡到孑基过

+一

:5
�卜d介On口

C : 3

C 2 3

韧
,

捆粒以下多片状矿物多胶桔物的长石石英砂

岩
。

片状矿物 5形左右
。

捆粒 占37 %
,

粉砂占63 形
。

片状矿物4
.

5形
。

韧
,

韧

—
粗粉砂钝石英砂岩分选性好

,

磨圆程

度较高
。

盾钝
,

近等粒桔构
。

< 2 5

基 底 式

斑 点 状

捆

—
粗粉砂中胶拮物石英砂岩分选性好

,

磨圆

程度较高
。

碎屑部分单钝
。

< 2 0

l
。

5 5

1 2
。

4

韧
,

捆粒以下
,

多胶桔物石英砂岩
,

粉砂岩
。

半滚圆
,

一半秧角状
。

分选中
。

碎屑部分单钝
。

碎屑部分单钝
。

> 2 5

3 2
.

9

3 O

.

粒极百分比是薄片下估舒的
。

.

已取心的
,

桔果都 < 1
.

m
.

d
,

孔隙率也很低
。

岩屑又不能作
,

故无法填此项数据
。

关干疏松砂岩

岩石疏松的肯定为极良好的储集层
,

但并

不能反而言之
—

凡储集层好的都 必 定 是 疏

松
。

曾见到很疏松的砂岩
,

孔隙面积达 15 拓
,

而且油层部分的岩屑远比已取上心之岩心优越

得多
,

再结合钻速 (仅仅能作为参考条件
,

因

为含灰质极高的
,

钻速也快
,

方解石硬度比起

石英小两倍多
,

但储油性不好) 而且有些已取

上岩心的油层岩心 (甚至是好油井 )却没有油的

显示
,

成分结构也不利储油
,

这说明具正油层

部分未取到
。

总之疏松的含油好是不成问题的
。

可是有些是坚硬的
,

而孔隙却好 (当然不及疏

松的那么好 ) 如 A
、
C 层都有

;

疏松与致密可以这样设想
:

前者为霞义
,

又疏又多孔隙
,

后者在某种情况下为层层铁筛
,

又硬
,

孔隙又多
,

虽然一般说来坚硬孔隙都小
,

但这种概念并不能概括所有的岩石 (如沙尔基

相专家测定的部分岩心就很坚硬
,

但 K 达 3叻

m
.

d
.

,

笔者还从石油部唐克司长那里得到一块

从阿尔及利亚带回来的岩心
。

该油 田为阿撤曼

德油 田
,
日产 1 4 0 0顿原油

,

岩心极为坚硬
,

薄

片下全系火成石英及变质石英粗大颗粒
,

略经

后生加大
。

颗粒构成良好孔隙
,

胶 结 物 不 过

5多
,

所以K = 28 4
.

7 m .d; 。 二 1 1
.

85 男 (
“

连通孔

隙率
”

)
。

因此
,

笔者认为有些硬的
,

但只要胶

结物少
,

而且其排列又能构成孔隙的均可作为

锗集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