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泌阳凹陷王集地区底辟构造特征

及其形成机制

魏新善 郑求根 张志业

河南油田职工 大学 河南南阳   

王集油田 是一个已投入开发 的油田 作者通过对工 岌地 区的地堑断 裂系
、

弃状 构造
、

沉 积相特征
、

地展剖

面反射侍征等的研 究
,

提出王集油田的主体构造实际上是一 泥底辟构造的新认识 这一 认识将对研究 王集油

田的油 层分布规律 和进一步勘探开发有粉现实愈义

关镇词 泥底辟构造特征 形成机制 油气富集 规津 王集地 区

旅一作者简介 魄新 善 男 岁 工程师 岩石矿物

泌阳凹陷是在东秦岭变质褶皱带 基底发

育起来的一个新生代箕状断陷 凹 陷残留面

积约
’ ,

沉积厚度达 余
。

至目

前为止
,

该凹陷发现了双河
、

下二门等若干

油田
·

油气资源丰富
。

泌阳凹 陷可划分为 个构造带
。

即东南

部 陡坡断阶带
、

中部深凹陷和西北 部缓坡

带
。

本文论述的王集底辟构造就位于西北部

缓坡带 ‘图
。

王 集油田岩性 变化大
,

断层发育 构造

形 态复 杂 油层分 布状况还不太清楚 使油

田开发难度较大 本文提出的王集底辟构造

特征及形成机制
,

旨在总体上把握王集油田

油层分布规律
,

对寻找新的含油 区块有着现

实意义
。

图 泌阳凹 陷钩造纲 要图

据陈 之学一

王集底辟构造特征

顶部地堑断裂系

底辟构造的模拟 实验
,

已经证明 张家

弊
,

地堑断裂系的存在是底辟构造所

共有的标志性特征
。

王集底辟构造发育了典

型的顶部地堑断裂系 从图 可以看出
,

油

图 王 集油田构造略 图

据 张在志  改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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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的断裂构造以北东向为主
,

且以王 井为界
·

东部的断层向西北倾 西部断层向东南倾
,

形成

了典型的地堑构造
。

连井 构造剖面图 图

更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地堑构造的剖面特征

又据张在志等人 研究 地堑断裂 系

中的断层落差一般具有上大下小的特点 上部

落差多数为 一 下部落差一般 只有

甚至更小
。

断层倾角一般表现为上陡下

缓的特征 上部断层倾角可达 而下部 只有

左右
。

这种地堑断裂系中断层上部落差大
、

下部落差小以及上陡下缓是几乎所有底辟构造

断裂发育的特征 这已被模拟实验所证实
。

综上所述
,

地堑断裂系的发育特征完全 与

底辟构造顶部的断裂发育特征相似 从而预示

了底辟构造的存在

异状构造

王集鼻状构造被断裂复杂化
。

从宏观特征

看
,

鼻状构造轴向北 东
,

倾向西南
,

东南翼倾

角为 一
,

西北翼倾角为
。

一
,

为一宽缓

的鼻状构造
。

在连井 线地震反射剖面上
,

鼻

状构造轴部地震波组反射杂乱 图 反映了底

赓庄组沉积前

可一一一
弓

身

一
一

一—
一一

一蒙奎等锭若

大仓房 十 王皇顶沉积前

一 八 、

、 『飞 一
一
一一

一一一

—
’‘

图 王集油田 连井 构造发育 史剖面

二

图 王集油 田连井 线地震反射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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辟核部的地震波组反射特征 在核部两侧地展波组倾角较陡 而在核的 卜部地震波组倾角平

缓 实际勘探也已证明 核三段地层厚度在奏状造轴部较厚 表
。

从表 可以明显看出
,

构

造轴部核三段地层最厚为
,

而两耳较薄 只有
,

核部比翼部厚 们
、。

玉电顶组一

大仓房组地层等厚度图 图 表明 王 井附近有一厚度中心 这 又说明 状构造轴部下 皇

顶组一大仓房组地层厚度较大

农 林三段地层厚度对比襄

构构造部位位 西北皿皿 鼻状构遣袖部部 东南称称

井井 号号 王 王 王 王 王

核核三段地 层厚度  未穿

王集油田沉积相研究表 明 主苏民

等
,

核三段 沉积时该区表现 为三

角洲前缘
一

浅
、

半深湖沉积 整个核三段 为

一个水退过程 核三段下部湖水较深 砂

体发育少
,

泥岩发育
。

核三段上部水体变

浅 砂体发育
。

因此 核三段泥岩百分 比

较大的地区
,

反映了核三段泥岩比较发

育 表 就反映了鼻状构造轴部的王
、

王 井核三段剖面中
,

泥岩百分比较大

泥岩厚度也比较大
,

而构造西北翼的王

井 和东南 翼的王 井
,

泥岩百 分 比较

小 厚度也较 小 在 电阻率测井剖面上
,

该 区核三 下段顶部低阻泥岩厚 达

可做为区内对 比标志层 李庆浩
,万万万图 王 集油 田玉皇顶组 一大 仓房组地层 等厚图

。 因此 泥岩在鼻状构造核部最厚 而在两翼最薄
,

这是泥底辟构造的 另 一 标志
。

表 核三段泥岩厚度
、

泥岩百分比对比表

构构造部位位 西北典典 鼻状构造轴部部 东南耳耳

井井 号号 王 王 王 工

核核三段泥岩百分比 叼  

泥泥 岩厚度  气

玉皇顶组一大仓房组在区内绝大部分未钻穿
,

发育有紫红 色泥岩和石膏层
。

排除由泥岩
一

石膏层组成泥岩底辟的可能性

核二段地层厚度与核三段的相反
,

表现为鼻状构造轴部较薄
,

而两翼加厚
。

因此 也不

构造轴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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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王 井 核二段的厚度分别为
,

而两界的王
、

王 片贝, 加厚至 气

和 这种顶薄现象是泥岩底辟构造的 另一特征
。

综 几所述 王集油田的主体构造为一泥底辟构造 由于泥底辟没 有 ! 穿旧岩 其底辟该

顶面形态和围岩保持一致 因此
,

是一隐刺穿构造
。

这和中国东部含油气区中新生代盆地中

主要 发育的是隐刺穿构造具有一致性 费琪等
。

王集底辟构造形成机制

王集底辟构造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是三角洲退贾层序产生的地层密度的倒置以 及泥 六

沿断裂面发生塑流 拱

沉积相研究表明 王苏民等
, ,

王集地区核三下段为前三 角洲泥岩区 而核三 几段
、

核二段
、

核一段 是一北东向展布的三角洲退粗层序 图
,

其结果形成了高密度的砂岩体

一 、 护尸尸

图 王集油田沉积模式图

据王 苏民神

盖 在密度 小的泥岩层之上
,

造成了密度

倒置
。

快速堆积的三角洲退粗层序也有

利于底部泥岩中异常孔隙流体压 力的形

成 三角洲砂体不断前积
,

必然造成前积

方向上的 压力不均衡
,

从而导致泥底辟

挤入 从图 可以看出 密度的颠倒造成

垂向上应 力不均衡 迫使泥岩向上运 动

上砚砂岩层重 力在水平方向上也

是不均衡的
,

它使塑性泥岩向砂岩尖灭

的 下倾方向排驱
,

两者的 合力

即为泥岩底辟的方向 与此同时
,

王集地

图 三角洲前积过程中泥岩底辟的应 分布

据铆雄 井

区基底断裂发育 图
,

在核桃园组沉积时 又具有同生断裂性质 因此 在 乙覆地层压 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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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易沿断裂面塑流上拱 形成了王 集奏状构造及地堑式断裂系
。

从图 可以 看出 这 种塑

流上拱 是廖庄组未形成定位的

王集油田油气富集规律

王集泥底辟构造 在廖庄组未荃本定位 这正好是泌阳凹陷油气大最生成和运 移时期 所

以是一个有利的圈闭构造
。

结合底辟型构造圈闭的油气聚集特点并结合工集油田地质特征

其油气圈闭可能主要有 种类型 即断层
一

岩性油气藏
、

断奔油藏和断层遮挡油藏 值得指出

的是 由于底辟作用断裂构造极为复杂 使整 个构造分割成许 多个小断块 各断块 具有 自己

的油水系统
,

含油面积小
,

给油田开发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从泌阳凹陷生油岩北西向展

布和王集泥底辟构造北东向展布特征分析 泥底辟构造的东南贾更有利
一

油气富集 从断层

的反向产状特征及油气容易集中于断层上盘分析 大致以王 片为界 以西 各断块布探 片应

靠东侧 而以东各断块布探并应靠西侧 并且还应注愈底辟构遣深部的勘探 按照底辟构造

控制油气的分布规律分析
,

王 井以东各断块油层向东南方向尖灭 而下 月以西各断块油

层向西北方向尖灭
。

结论

王集油田的主体构造是泥底辟构造
,

在底辟构造分类中
,

它属于隐刺穿构造

王集泥底辟构造形成的主要控制因素是三角洲退 , 层序产生的地层密度倒置以及

泥岩沿断裂面的塑流上拱

王集泥底辟构造特征决定了王集油田含油断块小
,

油水界面复杂 给开发工作带来

了困难
,

进一步勘探时 应按底辟构造油气分布规律进行

收隋口期 年 月 日

今 考 文 献

张家哗 从棋拟实扮的结 呆行底辟发育的力学机制 地球科学

费成 王趁培 初论中国东部含油气盆地的底辟构造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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