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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骥坳陷二氧化碳气与油气藏分布关系

高 锡 兴

(石油工业部大港油田 )

六十年代初
,

黄弊坳陷在石油普查过程中
,

首先在北大港潜山构造带发现C O
:

气
。

七十年代初
,

又分别在翟庄子鼻状构造及友爱村断块再次发现高含量 C O :
气

,

以后又相继

在不同的断块探井中也见到了 C o :

气流
。

勘探实践表明
,

港西地区井涌
、

井喷现象与富含

C o :
气密切有关

,

一些岩性尖灭油气藏也与C O Z

气含量有密切关系
。

研究区内C O :

气 与 油

气藏分布关系
,

不仅有利于 C O :

的开发利用
,

而且有助于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及综合评价
。

一
,

二氧化碳气藏的地质特征

黄葬坳陷C O
:

气分布较广
,

在潜山构造带
、

断块和某些背斜或鼻状构造中都钻迁有

C O :

气
。

已发现赋存有 C o :

气的层组有明化镇组
、

馆陶组
、

东营组
、

沙一下段和奥陶系

等
,

其中以奥陶系灰岩和沙一下段生物灰岩含C O :

气较高
,

并常与烃类气和液态烃相伴

存
。

不同构造部位和不同层组的气体组成参见表 1和图1
。

现将区内儿个主要的C O :
气 藏

地质特征分述如下
:

构造线

油气流井
·

低产井

出水井

显示井

不同半径表示

气
·

水产量大小

图1 北大港潜山构造带C o :
气藏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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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翟庄子鼻状构造C o Z

气藏地质特征

翟庄子鼻状构造位于港西潜山西南斜坡
,

东邻周清庄油 田
,

西与齐家务构造以断层

相联
,

南以凹陷与孔店潜山构造带相隔
,

为一被港西主断层所复杂化的鼻状构造
。

北东

向港西主断层具有基底同生断层性质
,

控制了中新生界沉积
,

四条北北西向断层形成较

晚
,

将鼻状构造切割成阶梯式的不同断块
。

二氧化碳气藏与油气水分布严格受到断层的

控制
,

翟庄子鼻状构造较高部位的北断块
,

主要为二氧化碳气分布区
,

而较低的南断块

为油
、

气富集带
,

更低部位即为含油水层和油水过渡带 (图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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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毅庄子鼻状构造岐 96 一港 1 51 横剖面图

主要目的层为沙河街组一下段的第一
、

二岩性段
,

在砂泥质碎屑岩中发育有较稳定

的生物灰岩和白云质灰岩
,

厚度 7一10 米不等
。

生物灰岩裂隙较发育
,

有效孔隙率1 7
.

4一

21 %
,

渗透率 1 84 一 3 18 千分达西
,

而白云质灰岩较致密
,

次生裂隙常被方解石充填
,

储

集物性较差
。

2
。

港西潜山友爱村断块 C O :

气藏

港西潜山为古生代灰岩所组成
,

在北东向主断层控制下
,

复被北西向断层切割为不

同的断块
,

奥陶系灰岩埋深 2 0 0 0一2 5 0 0米不等
。

位于高部位的友爱村断块
,

曾 集 中 钻

探
、

重点解剖
,

打了六 口探井 ( 港87
、

黄5
、

港 23
、

港 1
、

港 2
、

太 1 2 )
,

证实 C O :
和 油

气水分带现象 极 为 明

显
,

即高部位为纯 C O Z

气和一定量的H : S ,

向

较低部位即过渡为水溶

性C O ;
气

,

更低部 位为

含 c o :

烃类气和 液 态

烃
。

原油比重为。
.

8 51 5 ,

粘度为9
.

05 厘泊
,

证实

原油性质并不因含C 0 2

而遭受氧化或演化 ( 图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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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港西潜山港4一太 8剖面图



犷 2 3 0
一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7 卷

3
.

大中旺背斜构造C O :
气藏

背斜构造位于沈清庄潜山南部
,

面积 9
.

5平方公里
,

闭合高度为20 一 5 50 米
,

轴部被

北西向大中旺断层切割
,

位于高部位的旺21 井和旺古 1井都钻迁高含量的 C O :
气

,

旺 21 井

储气层为沙河街组一下段的白云质灰岩及粉细砂岩
,

而旺古 1井的储层为奥陶系灰岩
。

在

断层下降盘的构造低部位则为含油及油水过渡带
。

4
.

齐家务潜山C 0 2
气藏

潜山由奥陶系灰岩组成
,

埋深 3。。0一 3 4 0 0米
,

潜山构造面积 1 0
.

5平方公里
,

呈南北

向分布
,

近轴部被一南北向断层切割
,

齐古 1井位于高点东翼
,

在钻迁奥陶系灰岩时
,

于

3 3 5。一 3 5 5 6米曾多次井漏
,

井涌和井喷
,

为含烃类气的C O Z
气

, C O :
含量达6 了

.

3 5沁
,

属

水溶性C O :

气
.

5
.

港西油田上第三系碎屑岩中与烃类气共存的C 0 2

气

上第三系明化镇组下段和馆陶组泥质粉砂岩的原油伴生气中
,

常含有较多的 C O
:

气

最高含量可高达 1 9
.

28 一 2 3
.

4 5 %
,

平均含量为 7
.

59 一 8
.

52 %
,

不 同构造或断块的含量相

差较大
,

在同一构造或断块的不同部位也有差异
。

一般近断层部位 C O :
含量较高

,

其气

源显示出受断裂的控制
。

二
、

二氧化碳气与石油烃类气的分布关系

根据钻探资料和部分分析资料
,

黄哗坳陷产出的C O Z
气 与石油烃类气有密切关系

。

1. 二氧化碳气可作为岩性尖灭油气藏的标志
,

高浓度C O :
气藏

,

主要分布于断块构

造较高部位
, ‘

而且仅见于沙河街组一下段的生物灰岩中
。

含烃类C o :
气分布于较 低 部

位
,

更低部位则为低含 C o Z

烃类气和液态烃
,

呈明显的环带构造
。

钻探实践表明
,

在砂

泥质碎屑岩系的生物灰岩中
,

常有浓度较高的C o :

气出现
,

随着生物灰岩厚度减薄或尖

灭
, C o :

气的含量亦随之减少而逐渐过渡为含C o :

烃类气或液态烃
。

据根C O :

气含量 变

化
,

’

可有效地指导普查勘探岩性尖灭油气藏
。

2
.

水溶性C 0 2

气是油田水重要标志
,

黄骤坳陷奥陶系基岩潜山曾遭受长期淋漓侵蚀
,

孔
、

洞
、

缝发育
,

地下水活跃
,

油气显示明显
。

在钻井过程中常见有井漏
、

井涌
、

井喷现

象
,

根据录井和分析资料推断
,

出现这些现象是含有大量的水溶性 C 0
2

所引 起
。

一般

C o Z

含量为 30 一75 %
,

甲烷和重烃含量为8一 20 % ( 见表1 )
。

由于 C O :
气溶解于水 的溶

解度远大于烃类气
,

而 C o Z

气的压缩系数又远小于甲烷气
,

因此二者的气浸 及在钻井过

程的溢流有显著的不同
,

通常甲烷气引起的溢流或井喷
,

常有先兆的预警时I’ai
,

而 C O :

气具有较大溶解度和较低的压力
,

常在井筒的较上部发生脱气膨胀
,

其引起的溢流或井

喷常没有先兆而为突发性
,

据根井 口气测压力变化情况
,

可分辨是否为水溶性C O :
所引

起
。

一般在油田水中都含有水溶性Co :
气

,

有的深井则为含C o :
烃类气或液态烃

,

有时

则为含C o Z

的油
、

气
、

水同时产出
。

从其伴生共存关系分析
, C 0 2

气不是油气氧化 的衍

生物
,

出现有C o :

气并不说明油气藏曾遭受氧化水洗
,

相反C O :
可作为油气普查标志之

3
,

黄弊坳陷二氧化碳气是多源成因的
,

可归纳为三种成因类型
: ( 1 ) 有机质 热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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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

有机质热降解成烃过程
,

伴有少量 C o : ,

主要分布于油 田水和液态烃 中 ; ( 2 )深

源热裂解成因
,

碳酸盐岩热裂解所放出的C o :

气
,

溶于地层水或油田水而形成 水 溶 性

C O :
气 ; ( 3 ) 混合成因气

,

上述两种成因相互棍合
,

多在油气藏顶部或作为边水 的 水

榕气出现
。

此外水中溶解的C o :

气的来源
,

还应包括岩浆或地馒脱气作用所产生的有关

气体
。

c o Z
气多分布在断裂破碎带附近

,

地温梯度介于 3
.

6 16 一 3
.

8 42 ℃ / lo om
,

高于 远

离断层不产C O :
地区的地温梯度

。

二氧化碳的碳同位素比值介于 一 5 %
,

可见深部 来 源

的 C O :
气是不容忽视的

。

总之黄弊坳陷二氧化碳气具有多源成 因类型
,

它能与烃类气和液态烃共生伴存
,

也

能以多源水溶性C o :
气型式与油气水异生伴存

,

同时也常能以高浓度气顶型式出现于构

造较高部位
,

呈明显的环带构造
。

二氧化碳气是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气种之一
,

据根其

产出地质特征和含量变化
,

能有效地指导烃气和液态烃的普基勘探工作
。

( 收稿日期
: 1 9 8 5年1月1 4 日 )

T H E D IST R IB U T IO N A L R E L A T IO N SH IP B E T W E FN 一

CO Z G A S A N D O IL一G A S PO O L S IN

H U A N G H U A D E PR E SSIO N

G a o X 全sin g

( D a g a n g 0 11 F ie ld
,

M in is t r y o f P e t r o le u 皿 In d u s t r了 )

A bs t ra c t

D e Pen d in g o n th e s u m m a r y o f th e g e o lo g ie a l e h a r a e te r is tie s o f C o Z g a s

Pro d u e e d fr o m H u a n g h u a D e Pr e s sio n , th e Pa Pe r sta t es th a t th e C O : g a s 15

a ty Pe o f m u ltiPle so u rc e s 。

It e an b e e ith e r in ter g r o w th ed a n J a e e o m Pa n ie d

w ith h y d r o e a rb o n g a s a n d liq u id li y d r o e a r b o n o r h e te r o , g r o w th e d a n d a e e o m
-

Pa n ied w ith 0 11/ g a s w a te r in th e p a tte r n o f wa
t e r 一 so lu b le C o : g a , o f

m u ltiPle so u r ee s ,
m e a n w h ile

, it c a n b e a c c u m u la ted t o b e h ig h ly e o n e e n t r a tio n

C O : g a s a n d d is tr ib u ted o n th e h ig h lo c a tio n s o f p e tr o lif e r o u s str u c tu r e s .

T h e v a r ia tio n s o f C O
Z g a s c o n te n t a n d th e g e o lo g ic a l e h a r a c te r s o f C O :

g a s Pr o d u e in g c a n b e u sed a s a d ir e c t o r fo r r e e o n n a is sa n e e a n d e x Plo r a tio n

o f th e hy d r o c a rb o n g a s a n d liq u id h y d r o c a rb o 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