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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北部沙 15 井

上第三系油层的发现及意义

刘 俊 民

(华北石油地质局第五普查勘探大队
,

新疆库车 8 4 2 。。0)

塔里木盆地 北部沙 15 井在上第三系中新统苏维依组中首次揭露了 13 m 厚的含油层
,

获取 了岩心资料
,

这

是雅克拉构造上继古生界和中生界油气藏被证实之后的又一新发现
.

本文介绍了该油层的发现过程及慈义
,

并

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建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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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 15 井位于塔里木盆地沙雅隆起雅克拉构造顶部
,

沙参 2 井 1 25
“

方向 5 0 0m 处 (图

1 )
,

山地矿部第五普查勘探大队 9 0 01 井队负责施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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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雅克拉构造 T会地震反射层 (前中生界侵蚀面)等深度图

自 1 9 8 4 年 9 月沙参 2 并在雅克拉构造下古生界奥陶系侵蚀面钻喷高产工业油气流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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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该构造上又相继布了沙 4 井
、

沙 7 井
、

沙 6 井和沙 5 井
,

并先后在下古生界
、

中生界侏罗

系
、

白翌系分别试喷了工业油气流
,

证实了雅克拉油气藏是一个 由 T g风化面之下的古潜山

断块型油气藏和 T g之上的中生界层状披盖油气藏构成的复合型油气藏
。

但由于对雅克拉油

气藏的复杂性认识不足等原因
,

未能取全储量计算所必需的参数
。

沙 15 井钻探的主要地质

任务就是落实下古生界及中生界含油气层位
;
取全取准储量计算所必需的各项参数

,

并为了

解油气藏类型
、

评价油气 田规模
、

产能及经济价值积 累资料
。

1 油层发现经过

沙 15 井于 1 9 8 9 年 9 月 12 日开钻
, 1 9 9 0 年 4 月 18 日凌晨 4 时零 8 分钻到上第三系中

新统苏维依组底块砂岩
,

钻时突然变快
,

井深为 4 3 3 6
.

05 m
。

在钻入苏维依组地层之前
,

曾对

雅克拉构造已钻几 口井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对 比分析
,

认为苏维依组中部 80 多米厚的含膏

泥质岩段是新生界第一套良好的盖层
,

其下砂岩段是油气聚集最有利的层位
。

因此
,

在钻入

苏维依组底块砂岩 1
.

6 8 m (井深 4 3 3 7
.

7 3 m )时
,

决定停钻冲孔进行验证
。

6 时 2 3 ~ 4 5 分综合

录井仪气测面板出现异常峰值
,

全烃最高含量为 0
.

29 %
,

组分分析
: C

,

为 。
.

0 93 %
、

C
:

为

。
.

0 8 %
、

C
:

为 0
.

0 55 % (背景值均为零 )
。

泥浆槽面仅见少量气泡
,

入 口 泥浆比重 1
.

30
,

粘度

45 秒
,

出口泥浆比重 1
.

28
,

粘度呈滴流状态
。

由于岩性疏松
,

在砂样中未找到含油岩屑
,

于

是
,

根据上述异常显示
,

决定立即提钻取芯
, 4 月 19 日 15 时岩芯出筒

,

取芯井深 43 37
.

73 ~

4 3 4 3
.

77 m
,

进尺 6
.

04 m
,

取芯率 100 %
.

岩芯为均一的含油砂岩
。

这样
,

上第三系中新统苏维

依组油层就被发现了
。

2 油层特征描述

油层岩性为红棕色中
一

细砂岩
,

其成分以石英为主 (“ ~ 75 % )
,

长石次之 (21 ~ 32 % )
,

少

量岩屑及暗色矿物 (l ~ 5 % )
。

颗粒呈次棱角
一

次圆状
,

分选中等
。

胶结物为泥质
、

水云母和少

量铁质 (共 4 ~ 7 % )
,

呈孔隙
一

接触式胶结
,

疏松
。

粒间孔的面孔率占 5 ~ 10 %
,

孔隙中含油 (薄

片资料 )
.

纵向上岩性均一
,

含油均匀
。

岩芯出筒时伴有浓烈的芳香气味
。

将岩芯浸入水中
,

有少量气泡冒出
,

气泡爆裂后有油花漂在水面
。

岩芯荧光照射呈均匀的金黄色
,

氯仿浸泡后

在自然光下为淡黄色
,

荧光下呈浓乳白色
,

荧光级别达 12 级以上
。

用滤纸浸入含油岩屑浸泡

过的氯仿溶液中
,

滤纸上无重质烃残留痕迹
。

在高倍双 目显微镜下
,

可清晰地看见新鲜岩芯

断面上的孔隙中含有原油
。

滴水试验后新鲜岩芯面上水滴呈半球状
,

岩芯稍干后水滴呈珠

状
。

电测井初步解释
,

油层深度为 4 3 3 6 ~ 4 3 4 9 m
,

视厚度 13 m
,

油层视电阻率仅 1
.

2 ~ 1
.

5豆
·

m
,

其下水层视电阻率为 。
.

2见
·

m
。

3 几点认识

3
.

1 上第三系油层的发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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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克拉古生界油气藏
、

中生界油气藏已被近几年的勘探所证实
,

上第三系仅沙参 2 并
、

沙 7 井
、

沙 6 井在中新统吉迪克组发现油气显示
,

经沙 6 井测试为高压低渗致密层 (无产

能)
。

除此之外
,

迄今在上第三系层位中尚无进展
。

因此
,

沙 15 井上第三系中新统苏维依组油

层的揭露
,

是雅克拉构造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

对该构造的重新认识
、

评价及油气储量都具有

重大意义
。

该油层的发现
,

为塔北地 区增加了一个新的勘探层位
,

亦为今后寻找中
、

浅层油气

藏提供了依据
.

3
.

2 新生界找油的重点应放在苏维依组

于于犷犷 储储 岩 性性 幸干干 视视 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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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新生界储盖组合划分图

雅克拉构造上 已钻 6 口井的资料表明
,

雅

克拉地区新生界沉积稳定
,

各组段岩性组合和

厚度变化不大
。

图 2 是根据沙 1 5 井录井剖面画

出的
“

新生界储盖组合划分图
” ,

图中储集层和

盖层的匹配关系
,

纵向上大致可分为三个储盖

组合 (康村组 以上地层埋藏浅
、

成岩差
,

不讨

论 )
。

现 自下而上分述如下
:

I
·

4 3 3 6 ~ 4 8 5 9 m
,

视厚度 5 2 sm
,

包括库姆

格列木群和苏维依组底块砂岩
。

其中库姆格列

木群虽为砂泥岩互层
,

但因其泥质岩数量少
,

且

单层厚度薄
,

所以总体作为一个储层段对待
。

该

段砂岩单层厚度大
、

物性好
,

是一套良好的储集

层
。

尤其是苏维依组底块砂岩处于该储层段的

顶部
,

厚度达 36 m
,

中
一

细砂结构
,

平均孔隙度

2 1
.

9 8 %
,

平均渗透率为 6 8 7
.

2 8 x lo 一 3 拜m
Z

(样

品数 3 个 ) ;
所对应的自然电位曲线为大幅度负

异常 (一 70 一 一 75 毫伏 )
,

自然伽玛值低且变化

幅度平稳 (5 0 ~ 6 0A P I)
,

电阻率为低值 (0
.

2一

1
.

5见
.

m )
,

表现出良好的储集性能
。

其上苏维

依组中部 87 m 厚的红棕色含膏泥质岩段是良

好的盖层
,

二者组成第 I 个储盖组合
,

是本井所

证实的含油组合
。

1
.

4 2 2 0 ~ 4 2 4 9 m
,

视厚度 2 9 m
,

为苏维依

组顶部的块状砂岩段
,

以不等粒砂结构为主
,

少

量粉砂结构
。

电性特征与苏维依组底块砂岩相

同
,

储集性能较好
。

与上覆吉迪克组 中下部的含

膏泥质岩段 (3 8 9 2一 4 2 2 o m )构成第 I 个储盖组

艺S

口 o

皿
.

吉迪克组上部 (3 6 0 0 ~ 3 8 9 2 m )为泥岩
、

含膏泥岩与粉砂岩互层
,

储层与盖层条件均具

备
,

可自成一套储盖组合
,

但因砂岩单层厚度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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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3
.

(2 一 4 m )
,

胶结物中灰泥质含量高
,

胶结致密
,

储集能力较差
。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

苏维依组底块砂岩和顶块砂岩不仅厚度大
,

物性好
,

且紧邻良好盖

层之下
,

横向上分布也较稳定
,

对储集油气十分有利
,

较其上的吉迪克组和其下的下第三系

库姆格列木群条件均要优越并被该井钻探所证实
。

因此
,

新生界寻找油气藏的重点应放在上

第三系中新统苏维依组
.

3
.

3 雅克拉构造新生界是一个继承性低幅度隆起
。

雅克拉构造是在古生界基岩断块剥蚀残丘上披盖着的中生界平缓背斜
,

其上的新生界

是在区域性南高北低的单斜背景下
,

具继承性的低幅度隆起 (表 1 )
。

表 1 钻井地层数据表

地地 层层 钻 井 深 度 ( m )))

沙沙沙 5 井井 沙 6 井井 沙参 2 井井 沙 15 井井 沙 7 井井 沙 4 井井

吉吉迪克组组 4 2 3 5
。

555 4 3 2 0
.

555 4 2 2 6
.

555 4 2 2 000 4 2 8555 4 3 3 7
.

555

苏苏维依组组 4 4 1 333 4 4 8 000 4 3 7 666 4 3 7 222 44 5 4
.

555 4 4 9 2
.

555

库库姆格列木群群 4 8 9 8
.

555 4 9 5 111 4 8 6 111 4 8 5 999 4 8 7 7
.

555 4 9 4 1
。

555

以吉迪克组底界为例
,

沙 15 井比构造西端的沙 5 井
、

东端的沙 4 井
、

北翼的沙 6 井分别

高出 33
.

sm
、

1 17
.

sm 和 1 00
.

sm
,

甚至比构造顶部的沙参 2 井还高出 6
.

sm
。

构造南翼尚无实

钻资料
,

但从沙 15 井在苏维依组发现 13 m 厚汕层这一事实来看
,

存在封闭条件是不容置疑

的
。

虽然苏维依组底块砂岩厚度有 36 m
,

油柱高度却较低 (仅 13 m )
,

其下为明显水层
,

这可能

与构造南翼的闭合度较小有关
。

3
.

4 对沙 15 井苏维依组油层的初步评价

表 2 是在苏维依组油层取芯以后
,

综合录井仪所测的天然气组分和气样送实验室的分

析结果
。

其中显示 甲烷含量偏低而乙烷
、

丙烷含量高
。

表 2 天然气组成特征表

样样 别别 组 分 (% )))

甲甲甲烷烷 乙烷烷 丙烷烷 异丁烷烷 正丁烷烷 异戊烷烷 正戊烷烷

现现场仪器分析析 0
。

1 555 0
。

3 555 0
。

444 0
.

0 7 222 0
.

1 1111111

实实验室分析析 1
.

5 555 1
.

5 555 1
.

8 999 0
.

3 444 0
.

6000 0
.

1 777 0
.

1 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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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属
”

找
U 3 一「 粉 4 门 we , s j

留油
”

范围
。

分析其原因
,

可能是由于新生界地层的区域背景为单斜
,

构造南翼闭合高度小
,

构造高部位地下水长期活跃
,

而 甲烷气体又极易溶解于水而造成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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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轻烷烃比率表

指 标

烃类湿度(W ‘)

烃类平衡度(B ‘)

现场仪器分析结果

8 6
.

1 4

0
.

8 6

实验 室分析结果

75
.

2 8

0
.

98

4 存在问题及建议

1
.

苏维依组底块砂岩在雅克拉构造上沉积稳定
,

可以连片
。

沙参 2 井此层砂层顶部
,

即

4 3 4 3 ~ 4 3 4 7 m 井段的电阻率为 3
.

8豆
.

m
,

明显高于其下砂岩的电阻率 (0
.

8见m )
,

且该层电

阻率均比沙 15 井高
。

因此
,

沙参 2 井 4 3 4 3一 4 3 4 7 m 井段可能是油层
,

并与沙 15 井苏维依组

油层相连通
。

该构造其余 4 口井因所处部位较低
,

均处于本油层的油水界面之下
。

应当指出

的是
,

沙 4 井
、

沙 5 井本层砂岩表现出明显的高电阻率
,

究竟是受何因素影响
,

仍值得进一步

研究探讨
。

2
.

沙 15 井完钻后
,

应对苏维依组油层 (4 3 3 6一 4 3 4 9m 井段 )进行测试
,

以搞清其产能和

油气性质
。

3
.

建议进一步加强上第三系的地震资料解释工作
,

尤其是微构造识别的研究
,

为寻找上

第三系油气藏提供可靠的圈闭
。

4
,

建议在雅克拉构造南翼布 1一 2 口井
,

以便查明上第三系苏维依组形成油藏的圈闭条

件 (包括闭合高度和面积 )及油层参数
,

为计算油气储量提供必要的依据
。

本文编写过程中得到赵有洲
、

康永贵同志的热情帮助
,

成文后又承蒙塔北队副队长何海

泉同志审核
,

在此一并致谢
.

(收稿日期
:

1 9 9 0 年 6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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