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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甸油田构造东翼
、

萨尔图油田

构造东北翼水顶下的油层分布

许运新 谭保祥 杨明忠

(大庆石油管理局勘探开发研究院 1 6 3 7 1 2)

本文根据 8 口取心 井的岩心资料重新对油 田水顶 (油水过 渡段 )进行划分
,

得 出用岩 心资料划分的油水过渡段 的厚

度
,

比用 电测和试油 资料确 定的油水过渡段的厚度增加 3 6
.

6 ~ 68
.

6 m
,

含油饱 和度为 30 ~ 40 %
,

从而为油 田增加了 新的

储量
.

并据此提 出影响油水过 渡段 增厚的原 因
,

指出电测和试油资料确定油水过 渡段 的不 足和影响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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喇嘛甸油田是 1 9 6。年 3 月发现的
。

位于大庆长垣北端
,

是我国的一个典型的块状构造

气顶油 田
, 1 9 7 3 年投入全面开发

。

其石油储量占大庆油田的 1 8
.

9 %
,

油水过渡带面积占喇嘛

甸油 田含油面积的 36
.

5 %
,

其 中东部油水过渡带面积占 26
.

4 %
,

西部过渡带占 1 0
.

1 %
,

油

水过渡带储量占喇嘛甸油田储量的 7
.

62 %
。

萨尔图油田油水过渡带面积占该油田总面积的

3 5
.

1 %
,

原油储量占油田储量的 1 5
.

9 %
。

因此
,

认真开发好油水过渡段是十分重要的
。

油 田开发初期
,

根据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的油水过渡段厚度为 20 ~ 30 m
,

油水界面海拨

高程为 一 1 0 5Om 左右
。

现在
,

根据详探阶段在东部油水过渡带钻的部分取心井岩心含油产

状及岩心油水饱和度分析资料
,

认 为喇嘛 甸油 田构造东翼油水界面海拨高程为 一 1 1 1 5一

一 1 1 2 9m
,

比用试油和 电测资料确定的油水过渡段新增厚度 48
.

0一68
.

6 m
。

萨尔图油 田构造东北翼岩心划分油水界面海拨高程为 一 1 1 0 5一 一 1 1 1 4 m
,

比用试油和

电测资料确定的油水过渡段新增厚度 36
.

6 ~ 63
.

o m
。

同时在少数井原确定的水顶 以下 (水

层 )经试油获工业油流
,

取心见不同含油产状的岩性
。

1 以往确定油水过渡段的方法

1
.

1 主要根据试油和电测资料

喇嘛甸油田和萨尔图油田是一个具有统一压 力系统
、

统一油水界面的含油构造
。

以往在

确定油水界面时
,

除在油水过渡带布少量取心井外
,

主要是依据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油水界

面深度
。

大庆长垣北部的喇
、

萨
、

杏油 田
,

从宏观上看具有统一的压力系统
,

统一的油水界面

(海拨高程为一 1 0 5 0 m 士
,

压力为 12 MP a )
。

如喇嘛甸油田的油水界面是通过 18 口井试油

(水 )资料和 13 口井的电测资料定性或定量确定的
。

其油水界面变化与大庆长垣 自南往北变

低的总趋势是一致的
。

但是
,

由于油层沉积的非均质性
、

构造部位的不同
、

油气运移方向和水动力条件等因素

影响
,

往往在同一个构造范围内油水界面不一致
。

通过在油水过 渡带的取心井对岩心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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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
,

证实了这一点
。

1
.

2 确定油水过渡段的方法

依据试油和 电测资料确定油水过渡段的厚度
.

具体方法是
:

根据含油构造宏观控制的油

层深度和油水界面深度
、

范围
,

结合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 出油底和水顶
,

其二者之间即为油

水过渡段
。

1
.

2
.

1 油底的确定

油底是指含油层段的最下部一个油层的底界深度
。

用常规电测资料确定的油底主要依据微电极存在幅度差
,

自然电位为负幅度
,

视电阻率

随 电极增大而增大等电测资料进行综 合判断
。

1
.

2
.

2 水项的确定

水顶是指最顶部的含水段的一个 明显水层的顶界深度
。

在此深度以下
,

不存在产油层
。

其 电性特征是
:

与邻井油层及与本井油层对 比
,

其微电极幅度绝对值和幅度差下降明显
,

自

然 电位负幅度 比在同井中厚度相同
、

渗透率接近的油层有 明显增大 (负幅度 )
,

视电阻率随 电

极距的增大而显著减小
。

此段试油产纯水
。

1
.

2
.

3 油水过渡段

油底与水顶之间厚度为油水过渡段
。

油水过渡段一般规律是
:

自上而下含油减少至含水

增高
,

即大致可分为微含水油层段
、

含水油层段 (以含油为主
,

大于 50 % )
、

含油水层段 (以含

水为主
,

大于 50 % )
。

根据上述确定的油水过渡段厚度一般为 20 ~ 30 m
。

1
.

3 画油水界面垂高变化图

根据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的油底
、

水顶深度
,

画出油水界面在横 向上的分布
。

图的横坐

标为井号
,

纵坐标为用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的油底
、

水顶海拨高程
。

将各井油底与油底连线
,

水顶与水顶连线
,

即可看 出某一地区油田的不同部位的油水过渡段的分布规律
。

依据此指导

油 田开发方案设计
。

1
.

4 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油水界面的不足之处

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油水界面
,

这是各油田一般常用的基本方法
。

但是
,

应该看到
,

对油

水过渡段进行试油
,

当油水同层或地层以含水为主时
,

一般试油均出水
,

因为水的粘度 比油

小 15 倍
,

往往试不出油来
,

因而往往误定为水层
,

或仅认为产极少量油
;而 电测时

,

在油水同

层经常为减阻反映
,

亦有可能将油水同层判断为水层
,

这样也漏掉了有开采价值的油层
。

如

通过对油水过渡段岩心资料的观察
、

分析和个别井在试油和 电测资料确定的水顶以下有油

层分布
,

并具有一定产能
。

这就表明
,

单纯用试油和电测资料确定油水界面深度是不够准确

的
。

必须依据岩心资料进行定性和定量确定
。

2 喇嘛甸油 田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 田构造东北翼水顶以下的油层

分布

2
.

1 岩心是确定油水过渡段的重要依据

岩心是最直观逼真的第一性资料
,

通过对岩心的观察
、

描述
,

可以定性判断岩心含油
、

水

产状
;
通过实验室分析含油饱和度

,

可以定量确定含油饱和度
。

在喇嘛甸油田曾用岩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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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甸油田构造东翼
、

萨尔图油田构造东北翼水顶下的油层分布
·

4 5

准确地确定了油气界面
,

同样用岩心也可准确确定油水过渡段的厚度
。

岩心为了解地下油
、

水分布及其特征提供了第一性资料和科学依据
。

在喇嘛甸油田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田

构造东北翼
,

对油水过渡带的取心井的岩

心观察和实验室分析资料证明
,

油水过渡

段厚度 比以前用 电测和试油资料确定的厚

度增加一倍以上
。

用岩心资料划分油水过

渡段厚度
,

可以挽 回仅用试油和 电测资料

漏掉的油水过渡段厚度
。

下面以喇嘛甸油

田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 田构造东北翼为

例
,

说明这种情况的存在
。

2
.

2 喇嘛 甸油田 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 田

构造东北翼水顶以下油层分布特征

通过在喇嘛甸油 田构造东翼油水过渡

带的 4 口取心井和与喇嘛甸油 田构造东翼

接壤的 (图 l) 萨尔图油田构造东北翼油水

过渡带的 4 口取心井的岩心观察和实验室

进行 的含油饱和度分析证实
,

岩心划分油

水过渡段 的厚度 比电测划分的厚度增加一

倍以上 (表 1 )
。

2
.

2
.

1 若心 资料确定的水顶比电测试油

资料确定的水顶下 移 3 4
.

6 ~ 6 5
.

6 m (表 l)

通过油水过渡带 8 口井用岩心划分的

油水过渡段厚度与用 电测和试油资料划分

的对 比结果看出
,

用岩心资料划分的油水

过渡段厚度为 72
.

0一 93
.

Om
,

比用 电测和

试油资料划分的油水过渡段厚度增厚 36
.

6

~ 6 8
.

6m
。

其中除喇 1 7 7 井增加近 l 倍外
,

图 1 大庆长 垣东北翼取心井分布图

其余 7 口井用岩心划分的油水过渡段厚度 比用电测和试油资料划分的油水过渡段厚度增加

2 倍以上
。

也就是说原来用电测和试油资料划分的油水界面
,

再用岩心划分后
,

油水界面下

移 34
.

6~ 65
.

6 m
。

用岩心划分的油底深度与用电测和试油资料划分的油底深度基本上一致
。

2
.

2
.

2 新增加的 油水过渡段含油饱和度为 30 一 40 %

表 2 的含油饱和度分析资料是采用三种形式取得的
。

一是在现场岩心出筒后立即将含

油砂岩进行蜡封
,

然后送到实验室进行饱和度分析 (喇 5 5
、

1 78 井 ) ; 二是利用大直径 (岩心直

径 1 60 m m )取心 (喇 1 77 井 )
,

分析岩心中未受泥浆侵入部分的岩心油水饱和度
;三是用密闭

取心井
,

岩心用密闭液保护
,

不受泥浆浸染
,

现场分析含油饱和度
。

上述分析方法所产生的误差问题的处理方法是
:

根据大庆勘探开发研究院流体力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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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期 许运新等
:

喇嘛甸油田构造东翼
、

萨尔图油田构造东北翼水顶下的油层分布
.

4 7
,

究室高级工程师刘桂芳做的起钻过程中降压脱气对油水饱和度影响的实验研究 .
。

经实验

证明
:

在模拟实际起钻过程中井深 1 2 0 0 m
,

岩心从井底提升到地面约需 2h
,

压力从 12
.

oM P a

降至常压
,

温度从 40 ℃降到 25 ℃
。

经降压脱气实验
,

损失的总油水饱和度为 10 一25 %
,

其中

油饱和度损失 6 %以下
,

水饱和度损失 6 ~ 20 %
。

这和现场统计的总饱和度损失 10 一 30 %是

一致的
。

从喇 55
、

1 77
、

1 78
、

北 4
一

检 6
一

丙 68 井等 4 口井做的油水饱和度资料看 (表 2 )
,

虽然数字

不够精确
,

但至少可以说明以下四个问题
。

(l) 由于取心条件 (水基泥浆取心)限制
,

所分析的数据明显偏低
,

即实际上地下油层含

油饱和度是高于分析数据的
。

若按油损失 6写计算
,

所分析的 4 口井 (喇 5 5
、

1 77
、

1 78
、

北 4 一

检

6
一

丙 68 井 )
,

在油水过渡段内的含油饱和度为 30 ~ 40 写 (表 2 )
。

大庆油田纯油区残余油饱和

度一般为 25 %左右
,

从实际分析数据看
,

新增加的油水过渡段具有开采价值
。

(2) 喇嘛甸油 田最近一次 (1 98 5 年 )储量计算
,

在构造东翼纯油层所用的含油饱和度数

值是
:

萨尔图油层为 “
.

3 %
,

葡萄花油层为 67
.

8 %
,

高台子油层为 63
.

0 % (井深均在 1 1 50 ~

1 1 8 o m )
。

而喇 5 5 井在井深 1 1 7 7
.

4 8一 1 1 7 9
.

8 0 m
,

所做的 2 1 块纯浊层油砂含油饱和度平均

为 4 4
.

6写(萨二组 ) ; 喇 1 7 7 井在井深 1 1 6 7
.

9 6 一 1 17 7
.

o 4 m
,

所做的 2 0 块纯 ha 层油砂含油饱

和度平均为 52
.

7 % (表 2 )
。

从上述不同时间和条件
,

用相同方法 (蒸馏法 )所得 出的含油饱和度相差 10 %以上
。

说

明喇 55
、

1 77
、

1 78
、

北 4
一

检 6
一

丙 68 井在纯油区所分析的含油饱和度偏低 10 写以上
。

(3) 从喇 5 5
、

1 7 7
、

1 78
、

北 4
一

检 6
一

丙 68 井在油水过渡段所分析的含油饱和度数据看
,

油
、

水饱和度合计均低于 100 %
,

油
、

水饱和度合计最高为 80 %
。

说明从起钻开始直至分析结束
,

油水饱和度损失大于 20 %
。

(4) 含油饱和度不完全受深度控制
。

在油水过渡段内
,

对块状构造的砂岩油藏
,

一般规律

是向下含油饱和度降低
。

但是
,

从表 2 中可看出
,

向下含油饱和度有增加趋势 (喇 55 井 )
。

产

生这种情况原因是与受岩性控制有关
。

2
.

2
.

3 新增加油水过渡段的含油 产状

从表 2 对油水过渡段含油产状描述可以看出
,

原来划分的水顶以下
,

即新增加的油水过

渡段含油产状均为棕黄色
、

浅棕褐 色
、

棕褐 色
、

褐黑色
、

黑褐色含水细粒或粉粒油砂
,

即从岩

心 上 观察其 含油产状是以含油为主
。

如 喇 55 井从井深 1 2 1 4
.

3( 原划 水顶以下深度 )一

1 2 5 1
.

sm 取出的含水油砂
,

岩心刚出筒时
,

含水油砂向外冒油
、

污手
。

说明新增加的油水过渡

段的油不完全是残余油
,

有一定量的流动油
,

可供开采
。

2
.

3 喇 35 井井壁取心见油砂

该井井深 1 2 6 1
.

4 一 1 2 7 1
.

6 m
,

厚 10
.

Zm 的砂层 内
,

井壁取心 6 颗
,

其 中井深 1 2 6 6
.

0 ~

1 2 6 1
.

4 m
,

取 出 4 颗油砂
,

下面两颗为含水油砂
。

在井深 1 2 4 9
.

o m ~ 1 2 5 2
.

4 m 取出 3 颗油砂
。

2
.

4 试油具工业油流

(1 )喇 1 1
一

检 2 1 12 井
,

喇嘛甸油 田构造东翼的一 口密闭取心井
,

于 1 9 9 0 年 n 月完钻
。

电

测划分水顶深度为 1 2 0 0
.

Z m
,

1 9 9 1年 4 月2 0 日射开水顶 以下井段 1 2 2 2
.

6 ~ 1 2 2 5
.

4 m (葡 I

. 刘桂芳
,

起钻过 程中降压脱气对油水饱和度影响的实验研究
,

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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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岩心划分新增油水过渡段含油产状与含油饱和度分析数据表

井井井

⋯
,,

⋯
辈辈

厚厚 含油产状状 孔孔 渗渗 含油饱和度 (% ))) 含含 备注注

号号号

}
’“““ 度度度 隙隙 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透 水水水

(((((((((m ))))) 度度 率率 分析析 最最 最最 平平 饱饱饱
(((((((((((((% ))) (拼m l ))) 块数数 大大 ,J、、 均均 和和和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写)))))

喇喇喇 纯纯 1 1 7 7
.

4 8 ~ 1 1 7 9
.

8 00000 棕色粉粒油砂砂砂砂 2 1111111 4 4
.

666 1 3
.

99999

555 555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
井井井 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

油油油油 1 2 1 4
.

3 0 ~ 1 2 1 7
.

8 000 3
。

555 浅棕 褐色 含水 粉粉粉粉 666 3 0
.

555 2 222 2 4
.

999 1 5
.

777 油砂溢溢

水水水水水水 一细校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油污手手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渡渡渡渡 1 2 2 2
.

2 0 ~ 1 2 3 3
.

0 00000 浅 棕 褐 色 含水 粉粉粉粉 2 222 3 7
.

666 1 7
.

666 2 5
.

111 1 7
.

666 油砂溢溢

段段段段段段 一细粒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油污手手

1111111 2 4 6
.

8 0 ~ 1 2 5 1
。

5 000 4
。

777 上部 为浅棕褐 色色 1 8 ~ 2 666 0
。

16 7 ~~~ 1 000 4 3
.

999 2 3
.

888 3 7
.

666 2
.

222 油砂溢溢

含含含含含含 油粉 砂岩
,

中
、、、 0

.

3 7 8888888888888 油 污手手
下下下下下下 部 为 黑 褐 色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粉
一一一一一一 细粒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111111 2 6 2
.

5 0 ~ 1 2 6 6
.

5 000 4
。

000 浅棕 褐色含水细细 2 5
.

444 0
。

1 2 111 777 4 3
.

111 3 1
.

333 3 7
.

333 4
。

44444

粒粒粒粒粒粒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111111 2 7 0
.

0 0 ~ 1 2 7 9
。

0 000 9
.

000 深 棕 褐 色含水 细细 2 555 1
.

3 ~~~~~~~~~~~~~~~

粒粒粒粒粒粒油砂砂砂 2
。

lllllllllllllll

喇喇喇 纯纯 1 1 6 7
.

9 6 ~ 1 1 7 7
.

0 44444 棕色粉粒油砂砂砂砂 2 000 6 0
.

555 4 3
.

222 5 2
.

777 3 00000

111 7777 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含
井井井 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

油油油油 1 1 8 9
.

0 0 ~ 1 1 9 1
.

5 000 2
.

555 棕 褐
、

棕黄色 含水水水水 444 4 9
.

000 4 2
.

555 4 6
.

000 4 2
.

33333

水水水水水水 含油
、

含水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渡渡渡渡 1 2 2 0
.

7 0 ~ 1 2 2 2
.

0 000 1
.

333 浅棕 色
、

褐 黑 色
、、、、 666 4 8

.

555 3 8
.

222 4 4
.

222 3 4
.

000 为 详垅垅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黑 褐色 含水 油 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111111 2 2 2
.

0 0 ~ 1 2 2 5
.

5 000 3
.

555 与含水含油砂岩
.......

2 444 42
.

333 2 3
.

999 3 4
.

444 4 2
.

77777

1111111 2 2 5
.

5 0 ~ 1 2 2 9
.

0 000 3
.

555555555 2 444 45
.

444 24
.

111 3 2
.

000 4 5
.

000 厚 1 5mmm

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的 含水水
1111111 2 2 9

.

0 0 ~ 1 2 3 2
。

5 000 3
.

555555555 2 444 4 5
.

888 2 8
.

333 3 7
.

000 4 2
.

888 油砂砂

1111111 2 3 2
.

5 0 ~ 1 2 3 6
.

1 000 3
.

666666666 2 444 3 7
.

000 2 3
.

333 2 9
.

999 5 2
.

99999

喇喇喇 油油 1 2 0 6
.

2 0 ~ 1 2 0 8
.

2 000 2
.

000 棕
、

棕褐色 含水 含含含含 666 5 3
.

000 4 7
.

444 5 0
.

999 2 4
.

33333

111 7 888 水水水水 油与含水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井井井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渡渡渡渡 1 2 0 9
.

5 0 ~ 1 2 1 9 0 000 9
.

555 棕
、

棕黄色 粉 一 细细细细 3 111 5 3
.

444 2 6
.

888 3 5
.

555 5 9
.

88888

段段段段段段 粒 含水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111111 2 2 2
.

0 0 ~ 1 2 3 0
.

5 000 8
.

555 棕黄
、

浅 棕褐色粉粉粉粉 6 444 5 1
.

333 2 1
.

888 3 4
.

222 4 4
.

00000

一一一一一一 细拉 含水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111111 23 9
.

1 6 ~ 1 2 4 2
.

8 333 2
。

555 棕褐 色 细 一 粉 杖杖杖杖 444 4 3
.

555 2 2
.

555 3 4
。

000 5 1
.

777 真电阻库库

含含含含含含水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 9n 一

mmm

喇喇喇 油油 12 2 1
。

0 0 ~ 1 2 3 6
。

1 000 1 5
.

111 棕色
、

棕褐 色含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111 7 888 水水水水 细拉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井井井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渡渡渡渡 1 23 9

.

0 0 ~ 1 2 4 5
.

0 000 6
.

000 棕色
、

棕褐 色 含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水

段段段段段段 细拉油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11111112 6 0
.

00 ~ 12 6 7
.

0 000 7
.

000 棕色 含水 细 拉 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油

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砂

北北 4 ---

油油 1 2 0 6
.

0 ~ 1 2 25
.

000 1 7
.

000 徐色含水 含油 砂砂 2 6
.

555 0
.

4 7 111 6 555
C , ,, 1 勺 111 3 8

.

666 4 7
.

66666

检检 ‘
---

水水水水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丙丙 6 888 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过

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渡段段段段 1 2 3 0
.

0 ~ 1 2 3 8
.

000 8
.

000 棕色 含水 含 油 砂砂 2 7
.

111 0
.

5 0 999 3 555 5 1
.

888 1 8
.

888 2 9
.

000 4 8
.

55555

岩岩岩岩岩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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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甸油田构造东翼
、

萨尔图油田构造东北翼水顶下的油层分布
·

4 9

1
一

3 层 )
,

射开砂岩厚度 2
.

sm
,

经气举求产
,

气举深度 7 20
.

24 m
,

产 油 5
.

55 t /d
,

产水 2
.

72

m
3

/ d
,

含水 3 2
.

9 %
,

地层压力 1 2
.

4M P a 。

(2 )喇 18 4 井 (资料 井 )在 电测 划分 水顶 以下 井深 1 2 2 0
.

8一 1 2 2 4
.

sm
,

测 液面产 油

1
.

7 t / d
.

产水 0
.

0 3m 丫d
。

2
.

5 油水相对渗透率曲线证实具油水两项流动

通过萨尔图油 田构造 东北翼的北 4
-

�口。�淤常班闪升

检 6
一

丙 6 8 井 (图 1) 油水过渡带密闭取心

井做 的相对渗透率曲线可 以明显看出
,

该

井 电测划分水顶深度 为 1 20 1
.

o m
,

岩心划

分 水 顶为 大 于井深 1 2 45
.

o m (取心 未取

完 )
,

在井深 1 2 37
.

Om 的葡二组 油层 内取

出 2
.

o m 含水含 油砂 岩
,

经做相对渗透率

曲线 (图 2 )
,

其残余油饱和度为 23
.

8 %
,

束

缚水饱和度为 4 9
.

3 %
,

束缚水时油相相对

渗 透率为 1 00 %
,

残余油时水相相对渗透

率为 8
.

0 %
,

岩心为偏亲水非均匀润湿性

砂岩
。

油 水 两 项 跨 度 饱 和 度 为 26
.

9 %

[ ( 10 0 一 4 9
.

3 ) 一 2 3
.

5 ]
。

经试油验证
:

射开

葡 1 2 层井段 1 2 9 7
.

0一 1 2 0 1
.

sm
、

葡 1 3
一

7

层井段 1 2 0 6
.

6 ~ 1 2 1 5
.

o m
、

葡 1 8
一

10 层井

段 1 2 3 4
.

9 一 1 2 4 1
.

Zm
,

以 上 三 层 合 试
,

sm m 油嘴
,

产油量 4
.

sm
,

/ d
,

产 水量 4 9
.

5

m
3

/d
。

该井相对渗透率曲线与试油资料证

实
,

原用电测划分的水顶以下深度有油层
,

具有工业开采价值
。

2勺 4 U 6U 吕( ,

含水饱和度
; ?; )

图 2 北 4
一

检 6 一丙 68 井油水过渡段相对渗透率曲线

( 岩样号 2 8 9
一

1 )

3 油水过渡段增厚原因分析

3
.

1 构造东翼平缓

喇嘛甸油田是大庆长垣北部的一个三级构造
,

是一个两翼不对称的短轴背斜
,

东西向比

较窄
,

只有 6一 7k m
。

构造西翼倾角陡一1 2
’

一 20
。

) ;
构造东翼平缓

,

倾角 4
。

一 6o
,

萨尔图油田构

造东北翼倾角也为 4o 一 6o
。

由于东部过渡带构造平缓
,

倾角小
,

油水分异差
,

加之岩性等因

素
,

是导致油水过渡段加厚的重要因素
。

3
.

2 沉积的非均质性

油水过渡段所穿过的油层组为萨尔图油层
、

葡萄花油层
、

高台子油层
。

这三套油层在宏

观上属三角洲泛滥平原沉积
,

其沉积砂体厚
、

不稳定
,

其有较高的孔隙度 ( 25 ~ 27 % )和较高

的渗透率 (0
.

3一1
.

0 拜m
,
)

。

由于砂体非均质严重
,

导致油水分异差
,

也是造成油水过渡段增

厚的一个重要因素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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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受二级构造油水界面深度影响

大庆长垣北部油水界面总的趋势是
:

南高
、

北低
、

西高
、

东低 (表 3 )
。

由杏树岗油田南部

海拨高程一 IOO0m (西冀 )
、

一 IOZOm (东翼 )
,

至喇嘛甸油田北块构造东
、

西翼为一 IO5 4 m
。

农 3 大庆长垣北部东
、

西班油水界面对比农

油油 田田 电侧
、

试油划分分 岩心划分分

西西西具海拨高程程 东其海拨高程程 东典海拨高程程

(((((m ))) (m ))) (m )))

喇喇喇 北块块 一 10 5 444 一 10 5 444 一 1 1 10 (喇 12 5 井 )))

嘛嘛嘛嘛嘛嘛 一 1 1 16 (喇 4 5 井 )))

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甸油油油 中块块 一 10 5 222 一 10 5 222 一 1 1 23 (喇 14 5 井)))

田田田田田田 一 1 1 29 (喇 5 5 井 )))

南南南块块 一 10 4 777 一 10 4 77777

萨萨萨 萨北北 一 10 5 000 一 10 5 000 一 1 10 5 (喇 17 7 井 )))

尔尔尔尔尔尔 一 1 1 14 (喇 一7 8 井)))

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图
油油油 萨中中 一 10 4 000 一 10 5 00000

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田
萨萨萨南南 一 10 3 000 一 10 4 00000

杏杏杏 杏北北 一 10 2 000 一 1 0 3 00000

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树
岗岗岗 杏南南 一 10 0 000 一 10 2 00000

油油油油油油油
田田田田田田田

杏南 杏北 萨南 萨中 萨北 喇南 喇中 喇北

IU 0 〔)

一 1日2勺

翎姗姗阴一��一

�获�畔布
.

粗趁

比与日�洲

】} 水)

} 1 4 {)

图 3 大庆长垣北部东翼油水界面分布图

¹ 电测
、

试油 划分的油底
, º电测

、

试油划分的水顶
, » 岩心 划分的

水顶 ,
¼ 推测的水顶

. 1
.

油水过渡段
. 1

.

岩心划分的油水过 渡段

从表 3和 图 3 可以看出
,

大庆长垣东
、

西翼油水界面
,

自南向北
,

自西向东由高变

低
,

即油水接触面由南向北
、

由西向东向着油气运移方向倾斜
,

在倾斜的低部位较深
,

阻止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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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喇嘛甸油田构造东冀
、

萨尔图油田构造东北冀水顶下的油层分布
,

5 1
.

气再向东运移
,

造成油水过渡段增厚
。

3
.

4 受油气运移方向控制

在长垣构造发育完整和定型时期
,

位于长垣西侧的主要生油凹陷—古龙 凹陷的青山

口组和嫩一段生油层
,

先后达到了向烃类大量转化的生油门限深度 (1 180 一 1 3 30 m )
。

凹陷之

隆的大庆长垣
,

使烃类向构造高部位运移聚集
。

但是
,

由于喇嘛甸油田构造闭合面 积较小

(2 8 k m
恶
)

,

而且喇嘛甸构造和萨尔图构造又处于长垣东北翼
,

再向北一是无构造存在
,

二是

北部水动力条件限制 (北部砂体发育
,

水动力自北 向南流动
、

活跃 )
。

油气运移至喇嘛甸油田

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田构造东北翼形成滞流区
,

从而导致油水过渡段加厚
。

4 结 论

(1) 岩心是划分油水过渡段的重要的第一性资料
,

既可以定性判断
,

也可以定量确定 (实

验室分析 )油水过渡段厚度和含油饱和度
。

(2) 根据岩心资料确定的喇嘛甸油田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 田构造东北翼油水过渡段厚

度比原来用电测和试油资料确定的油水过渡段厚度增加 36
.

6一 68
.

6m
,

增加了新的储量
。

(3 )大庆油田残余油饱和度一般为 25 %左右
。

而喇嘛甸油 田构造东翼和萨尔图油 田构

造东北翼新增加的油水过渡段所取出的岩心
,

分析含 油饱和度一般为 30 ~ 40 %
。

从取出岩

心观察
,

刚出筒的含水油砂岩心表面冒油
、

污手
,

说明具有可流动油
。

而且少数井在原定水顶

以下经试油证明具工业油流
.

(4 )不能轻易只利用电测资料定性判断含油程度
,

也不能轻易用试油资料定量确定产油

能力
,

因电性资料和试油资料影响因素较多
。

(收稿 日期
:
1 9 9 1 年 9 月 一8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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