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7 卷第 4 期
1 9 9 5 年 1 2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E X P E R IM E N T A L P E T R O L E U M G E O L口口Y

V o l
.

1 7
.

N o
.

4

I又 e
. 。

1 9 9 5

冀东地区中生界与油气勘探

张 申

(冀东石油勘探开发公司
,

河北唐海县 。6 3 2 0 0)

本文主要 对冀东地 区中生界进行研究
。

探讨了中生代地层的划分方粱
、

对 比关 系和时代归科等
,

进而 建立

了地层 层序
,

同时对其油气的形成和获集条件以及油气截的分布规律进行研究
,

并提出油气劫探意见
。

关挂润 中生界 地层划分及层 序 油气生储条件 典东地区

作考简介 张 申 男 37 岁 工程师 石油地质

渤海湾盆地是中国东部一个大型的中
、

新生代沉积盆地
,

已在其中的第三系发现丰富的

石油资源
。

近年来随着石油勘探的不断深入和勘探领域的不断扩大
,

中生代地层不断被揭露

并显示了 良好的石油前景
。

本文拟对冀东地区的中生界进行研究
,

讨论其沉积特征
、

地层对

比及油气勘探前景
。

本文所指的冀东地 区包括天津以东
、

唐山以南
、

秦皇岛以西的渤海近海平原地 区
,

地质

构造上属于渤海湾盆地黄弊拗陷北部 (图 1 )
.

图 l 冀东地区中生 界构造区划图

1 中生代构造背景与地层层序

晚古生代的华力西运动在二叠世末期结束了华北地台的碳酸盐岩和煤层沉积
。

三叠纪
,

位于华北地台东南部的石家庄 一天津一唐山一带的大部分地区未接受沉积
。

侏罗纪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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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山运动揭开了渤海湾盆地大规模断陷
一

拗 陷

的发育历史
,

盆地内接受了一定厚度的侏 罗 一

白奎系和巨厚的新生代沉积
.

冀东地区已在涧

河凹陷
、

柏各庄 凸起
、

南堡凹陷
、

乐亭凹陷和石

臼沱凹陷钻遇中生界
,

分别不整合于石炭一二

叠系
、

寒武系和前寒武系花岗片麻岩之上
.

下面

以典型井的资源为例
,

介绍本区中生界发育情

况 (图 2)
。

白翌系上统唐海组 分布于涧河凹陷
、

柏各

庄 凸起
、

乐亭 凹 陷和石 臼佗 凹 陷
.

厚 200 一

50 o m
。

厚层
、

中厚层紫红
、

棕红色泥岩夹薄层灰

白
、

浅灰色细砂岩和泥质粉砂岩
.

泥岩普遍具灰

绿色花斑
,

质纯
、

性脆
.

富含方解石脉
;
砂岩泥质

胶结
,

含钙质重
; 泥质粉砂岩含泥质不均 匀

.

多

为泥质条带和泥质薄膜
,

局部含钙并 含少量暗

色矿物
。

自然电位平直
,

视电阻率曲线呈小锯齿

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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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被下

第三系或上第三系呈不整合接触
。

白至系下统石臼佗组 主要分布于乐亭凹

陷东部和石臼佗凹陷
.

厚 。~ 30 Om
。

黑灰
、

深灰
、

灰绿 色泥岩
、

钙质泥岩和泥质粉砂岩夹浅灰色

凝灰质含砾砂岩
、

凝灰质砂岩和灰绿色玄武岩
.

自然电位基本平直
.

视电阻率曲线指状高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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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 图 2 冀东地区中生界综合柱状图

子类花粉含量 (42 % ~ 88 % )大于蔗类抱子含量 (12 %一58 % )
。

裸子类 花粉组中 合巾 cl a.f
-

s
oP

o ll is 占绝对优势 (z %一 2 8% )
,

其次为 Ce d r iPites
,

P O d OC a
rP id t’t es

,

Pi , : u s
和 G i, : g k g o ·

伪ca d oP l’te
, ,

旅类抱子以 Cic at rt’c os t’sP or t’l es 和 co
,

t’oP
ter iS 为主要成分

,

其次 为 Le l’(,l ri 御。
·

G ra 。 “

lat ,’sP
o
r,’t es 和 co

n
ve ,

u

cos l’sPo ri tes
.

与上贾唐海组呈不整合接触
.

侏罗系上统 分布于乐亭凹陷和石臼佗凹陷
.

厚约 200 m
。

灰色
、

灰褐 色泥岩与灰绿色玄

武岩互层
,

偶夹棕红 色泥岩
。

自然电位波状起伏
,

视电组率曲线呈刺刀状高阻
。

未见化石
。

与

上覆石臼佗组呈整 合接触
。

侏罗系中统涧河组 分布于涧河凹陷
、

柏各庄凸起和南保凹陷
,

厚 80 一 1 50 m
。

灰 色
、

灰白

色泥岩
,

粉砂岩
.

细砂岩
.

含砾不等粒砂岩与灰色
、

灰 白色
、

褐灰色泥岩不等厚互层
.

夹灰 白

色
、

灰色
、

浅灰绿色铝土岩
。

自然电位平直
,

视电阻率指状高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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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合中裸

子植物花粉含量 (38
.

1 % ~ 76
.

9 % )
,

高于戴类植物饱子含量 (33
.

2 % ~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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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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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含量约为 l梦石一

5 %
。

与上覆侏罗系上统呈不整合接触
.

侏罗系下统南堡组 分布于涧河凹陷
、

柏各庄凸起和南保凹陷
,

厚 。一 15 0 m
。

灰色
、

灰绿

色泥岩与灰白色砂岩和杂 色砾岩互层
,

夹煤层或深灰色硅质泥岩
。

自然电位波状起伏
,

视 电

阻率曲线块状高阻
.

与上覆涧河组呈整合接触
.

2 中生界划分依据与地层对 比

2
.

1 划分依据

本区中生界划分与对比主要依据其岩性
、

电性特征和古生物组合 (图 3 )
。

2
.

2 时代归属与地层对比

2
.

2
.

1 唐海组

唐海组含较丰富的介形虫
、

轮藻生物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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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总的组合特 征是白奎纪类型与新生代类型混生
,

以 白至纪 分子为

主
。

唐海组介形虫
、

轮藻化石组合均为新
、

老分子混生
,

以老分子为主
,

这是晚 白要 世生物群

的特征
。

因此
,

唐海组的时代应为晚白奎世
。

在邻区出露的上白至统有天津西部的无极组
、

冀北土井子组
、

临清地区马头组和 IIJ东王

氏群上段
。

无 极 组 为 暗棕 红
、

紫 红 色泥 岩夹棕 褐 色砂 岩及 灰 白垄砂 砾 岩
; 含 〔b沪ri 决

a 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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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粉组合
.

土井子组 为砖红
、

黄褐
、

浅红 色砾岩
、

砂砾 岩和粉砂质泥岩
,

含介形虫
、

双壳类和恐龙蛋

化石
。

马头组为棕红至砖红色砂岩夹泥岩
.

见 伪户ri d。 等化石
.

王 氏群 上 段 为杂 色砾岩与紫 色泥岩 互 层
,

含 (孙
r t’d ea

,

与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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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 m o id e I’P ite s t r ic o sr‘, r :‘、

饱

粉组 合.
。

根据岩性特征和化石组合
,

唐海组与上述地层相当
。

乐 5 井唐海组 2 81 3 m 井段紫红 色

泥岩的绝对年龄值为 93 ~ 94 M a ,

属于晚白奎世
,

这为唐海组的时代归属提供了一个佐证
。

2
.

2
.

2 石 臼 J它组

石臼佗组介形虫 由伪户ri d ea Zi
之 ,’P h仪沙P

r l’s 与
c
oP ter o。沪 ri : 和 Ti m iri as ev t’a 组成 ; 袍粉

以 c la s s
oP ol li , 和 C ica tri co st’sP or it 。 繁盛为特征

.

在邻区含这一介形虫
、

抱粉组合的地层有

河北 中部丘城组
、

天津西部港西组
、

山东青山组
、

河南商水组
、

永 丰组
、

辽西沙海组
、

九佛堂

组
。

石臼佗组与上述层段可以对比
。

伪户ri 山
。 一

Zi
二iP h优yPrl’s

一

切
‘
oP 扮

r o。沪ris 是典型的早白奎世介形虫组合
.

它在我国下白

圣统分布非常广泛
; 抱粉组合中其主要分子 cl as s

oP of lis 从 晚三叠世零星 出现
,

但在晚侏罗

世一早白至世空前繁盛
.

晚白奎世衰落
;
Ci ca , ri c

o is Po
rit es 含量高是早白奎世独有的现象

。

南 6 井石臼佗组 1 6 12 ~ 1 6 2 4 m 并段暗红色玄武岩的纯绝对年龄为 1 20 一 1 23 M a .

综上述
,

石臼佗组的时代为早 白奎 世
.

2
.

2
.

3 止 味岁统

上侏 罗统在冀东东部的石臼佗凹陷和乐亭凹 陷比较发育
,

在涧河凹陷
、

柏各庄凸起和南

堡凹陷缺失
。

为灰色泥岩与灰绿色玄武岩互层
。

目前未获化石
。

晚侏罗世是中国东部岩浆活动最为强烈的时期
。

冀东上侏罗统白旗组和张家 口组主要

为中
、

酸性火 山岩
;渤海海域的渤 中 6 井

、

渤中 7 井
、

渤 中 13 井和渤中 5 井钻遇的上侏罗统

也是火山岩系
,

主要为玄武岩与凝灰岩
,

夹砂泥岩
。

这套地层伏于下 白奎统石臼佗组之下
。

根据区域对比和地层关系划归上侏罗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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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洞河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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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ent
ia e f

.

夕a n g sh :‘lia , : g e , : 5 15

Pa n g ;
轮藻 A c lis ro c h o r a bra n s o n e Pe ek

,

材户, *
·

几a ra s p
.

,

汤阳
n o n a s p

. ,

万口汀。ic h a rtt s p
·

; 植

物 N ,’ls
5 0 , :iop r e ri s e f

.

v irla t a (B r o n g ) N a tho r s t
,

P o d o z a m t’t e s s p
.

;
抱粉 q

a t hid ir尸s 一

Cl
a s -

s
oP oll ,’s

一

D 功ol’d oP
o
rit es 组 合

。

肠
, , o , n ela e f

.

: u加动ic u la t a Pa n g 和 S re , : s r

roe m ia e f
.

夕a , :g sh u lin 群
, : 5 15 p a n g 均 见于冀

北后城组
; A e zis zo e h a r a b r a , : 5 0 , : 1 Pe ek 分布于中侏罗统至下白至统

;N ils s o n iop te r is e f
.

v irt a ra

(B ro n g ) N a t ho r s t 见于中侏罗统
;泡粉组 合与辽西中侏罗统兰旗组和河北九龙山组组合特

征近似
,

主要成分相同
,

为同期抱粉组合
。

. 田落的
.

华北地区中生代地层划分与对 比
,

华北石油地质局地质研究大队
,

1 9 8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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涧河组抱粉组 合的主要分子都在中侏罗世常见
.

q
o th idl’te : 和 D 尸zto id oP or ite

、

经常作

为中侏罗世的指示分子
;组合中不含早白奎世繁盛的 ci ca tr ic os isP or ites

、

S ch iza eo isP ,)r it。 和

早侏罗世组合中常见的三叠纪不遗分子
.

因此
.

组合的时代为中侏 罗世
。

根据上述分析
,

涧河组划归中侏罗统
,

可与冀北九龙山组至后城组
、

安徽圆筒山组
、

河南

马凹组和阜新盆地兰旗组对比
。

2
.

2
.

5 南堡组

南堡组岩性特征明显
,

为暗色砂泥岩含煤地层
.

在涧河凹陷
、

南堡凹陷和柏各庄 凸起上

均有分布
.

厚 1 50 m 左右
。

在渤海海域 5 并相当层位 (2 1 92
.

5~ 2 7 6 0 m 井段 )中
,

发现了丰富

的抱粉化石
,

菌类含量 (53
.

4 % ~ 75
.

5 % )高于裸子类含量 (24
.

5 %一 46
.

6% )
。

蔗类 以 D el
-

t o iJOP
o r ires

,

Cy
a rhij ir , ,

和 Gl
e ic h尸 , : isPor ir尸: 为主 ; 裸子类则以 G in g k g o 和 汤

c a d oP ir尸s

含量

高二

南堡组整合伏于中侏罗统涧河组之下
,

含侏罗纪饱粉组合
。

因此
.

南堡组的时代为早侏

罗世
,

可与冀北
、

冀中下花园组
、

山东坊子组和河南济源杨树庄组对比 (表 1 )
。

表 l 班东地区 中生界与邻区对比表

. 王丽芝
,

瀚海中生界及其油气勘探前录
,

渤海石油公司研 究院
.

1 9 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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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生界生储条件与石油勘探

石油勘探 中
,

除构造因素外
,

决定的因素是生油层和储层
。

本文拟从 中生界沉积特点入

手
,

讨论其生储条件
。

3
.

1 中生界生油条件

3
.

1
.

1 中生界沉积特点

本 区中生界的沉积特点是薄
、

缺
、

红
。

薄是指中生界厚度小
。

钻 井资料从 3 3 n : (南 17

井 )至 69 7 m (唐 1 丫 1 井 )
,

地震剖面解释最厚达 Z0 0 0 m (乐亭 凹陷东侧 )
,

与渤海湾盆地厚达
4 0 0。一 8 0 0 0 m 的第三 系相 比

,

显然太薄
; 缺失三叠 系

.

部分地区缺失上侏 罗统 一 下白湮统
。

三叠系是陕甘宁盆地主要生烃岩系
,

下白奎统是松辽盆地主要生烃岩系
,

无疑这两套岩系的

缺失对本 区中生界生油极为不利
;上白奎统占中生界厚度一半左右

,

以棕红
、

暗红色泥岩等

干旱
、

氧化环境条件下的沉积为特征
; 上侏 罗统主要为火 山岩系

。

3
.

1
.

2 中生界生油层 来

本区中生界有 2 套可能的生油层系
:

中
、

下侏罗统涧河组
、

南堡组含煤地层
,

下白至统石

臼沱组灰 色
、

灰黑 色泥岩
.

根据渤海湾盆地陆相生油岩有机质丰度评价标准
,

有机 碳 0
.

4 %

~ 0
.

6 乡石
,

生烃潜量 (S
,
+ 5

2
)小于 Zk g / t

,

为差生油层 ;
有机碳 0

.

6一 1
.

0 %
,

氯仿沥青
“
A

” 5 0 0

x 1 0 ’ ‘

~ 100 0 又 1 0 一 ‘ ,

s
,

十 s
: 2 ~ 6k g 八 为中等生油层

; 有机碳大于 1
.

0 %
,

氯仿沥青
“
A

”

>

1 0 0 0 义 1。’ ‘ ,

生烃潜量大于 6 k g 八 为好生油层
。

石臼沱组 乐 5 井暗色泥岩有机碳 0
.

5 7 % ~ 1
.

77 %
,

平均 1
.

07 %
,

氯仿沥青
“
A ”12 丫

1 0 一 ‘

一 z 6 0 0 x lo ‘ ,

平均 7 9 5 又 一。一‘ ,

生烃潜量 (S
,
+ S

:
) 0

.

4 7 ~ ss
.

6 4 k g 八
,

平均 7
.

1 8 k g 八
,

干

酪根类型主要为 I 型
.

少数 I 型
,

为好生油岩
; 乐 2 井深灰色泥岩有机碳 。

.

53 %
.

氯仿沥青
“
A

” 2 3 5 x 10 ‘ ,

具一定生烃能力
。

涧河组
、

南堡组 南 16 井灰黑色泥岩有机碳 0
.

73 % ~ 1
.

75 %
,

平均 1
.

24 %
,

氯仿沥青
“
A ”3 7 火 10

‘ ,

生烃潜量 。
.

4 0 ~ 2
.

3 2k g 八
,

平均 1
.

36 kg 八
,

干酪根类型为 班型 ;
唐 2 又 1 井涧

河组泥岩有机碳 0
.

10 % ~ 0
.

81 %
,

平均 0
.

3 3 %
,

氯仿沥青
“
A

”

51 火 10 一 6

一 4 61 又 10
一

‘ .

平均为

21 0 丫 10
一 ‘ ,

生烃潜量 0
.

11 一 。
.

9 9k g八
,

平均 。
.

32 4k g /t
,

干酪根类型为 班型
,

综 合评价为非

生油岩一 差生油岩
。

结果表明
:

中生界两套生油层系中
,

下 白至统石 臼佗组达到好生油岩标准
,

但它厚度薄
,

分布局限
,

限制了总的生烃量
; 中下侏罗统为非生油层和差生油层

。

3
.

1
.

3 中生界 油藏的油 源

南 16 井和 唐 2 又 2 井 中生 界原油物性 分析表 明
,

它的低密度 (0
.

8 6 6 6)
、

低 含硫 (0
.

。1 3 % )
、

高凝固点 (37 ℃ )和含蜡较高 (n
.

2 ;石)的特点与南堡凹陷下第三系自生油藏相似
.

而

与唐海
一

杜林潜山带馆陶组
、

府君山组次生油藏高密度
、

高含硫
、

高粘度
、

低凝固点
、

低含蜡的

特点有明显区别
。

用生物标记化合物山烷和碳同位素进行油源对比表明
,

中生界原油和南堡

凹陷下第三系原油及岩样均含有较高的四甲基街烷
,

而中生界生油岩中此类生物标记化合

物含量很少
。

中生界原油的碳同位素 了
’
C 值为一 2 7

.

60 编
,

与南堡凹陷下第三系原油的碳同

位素值一致 (一 27 编 )
,

而与中生界生油岩的碳同位素值 (一 21
.

61 编 ~ 一 22
.

68 编 )明显不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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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中生界岩样不是中生界原油的油源岩
。

中生界原油性质
、

四甲基街烷含量和碳同位素

与南堡凹陷下第三系原油的一致性
,

证实本区中生界油藏的油源来 自南堡凹陷下第三系
。

3
.

2 中生界储集条件

本区中生界有 3 套储集层系
:

中下侏 罗统粗碎屑岩储集层
、

下 白垄统石臼沱组凝灰岩和

上侏罗统火山岩储集层
。

中下侏罗统储集层岩性为细砂岩
、

含砾细砂岩和不等粒岩屑砂岩
。

砂岩占地层厚度的

5 0 %一 6。%
。

单层厚度为 0
.

63 ~ 9
.

s m
,

一般为 3 ~ 4 m
。

岩石组份以岩屑为主
,

主要为中酸性

火成岩
、

凝灰岩
、

石英岩
,

少量混 合岩
、

片岩
、

千枚 岩等
,

含量 6 7 %一 85 %
。

石英次之
,

含量

1。% ~ 3。%
。

长石含量 1 % ~ 16 %
.

砂岩分选较差一较好
,

平均中等
。

磨圆度为次棱一次圆
,

以次棱为主
。

胶结类型以孔隙式为主
,

其次为薄膜式
,

少量接触式
、

凝块式及基底式
。

颗粒以

线接触为主
,

少量凹凸接触
。

胶结物成分主要为泥质 (高岭石
、

水云母等 )
,

其次为菱铁矿
、

铁

白云石
,

少量黄铁矿和有机质
。

储层岩石固结程度较高
,

一般较致密
。

孔隙类型为次生孔发

育
,

见粒间溶孔
,

颗粒溶孔
、

缝
,

晶内溶孔和高岭石晶间微孔
。

孔 隙连通性较差
。

孔 隙度 6
.

9 %

~ 3 2
.

3 %
,

一般为 1 8 %
,

渗透率 3 义 1 0
一 ’

~ 9 义 1 0 一 3 拼m
, ,

含 油饱和度 6
.

5 %一 4 6
.

7 %
,

平均

2 7
.

5 %
。

唐 2 X 2 并涧河组试油获 日产油 9
.

sm
, ; 南 8 井涧河组试油获 日产 2

.

51 吨
。

物性分析和

试油资料说明中下侏 罗统具备储集条件
.

储层物性属中等孔隙
、

特低渗透性储集层
。

下白奎统石 臼佗组储层岩性为凝灰岩
、

凝灰质砂岩和玄武岩
.

玄武岩中有气孔和裂缝发

育
,

但多被方解石充填
。

在本区以南海域的石臼蛇凸起上录井见油斑和含油显示
,

电测解释

为差油层
。

石 臼佗组凝灰岩和玄武岩储层尚研究不足
.

在二连盆地阿尔善构造上
,

哈南油田 储集层

为兴安岭群凝灰岩
.

它靠晶洞
、

孔洞储油形式高产油藏0
,

今后应对这类储层给予足够重视
。

上侏罗统火山岩发育
,

储层岩性 为粗面岩
、

角砾状凝灰岩和玄武岩
。

火山岩中各种原生
、

次生孔隙和构造裂缝发育
,

主要储集空间为溶蚀孔洞和复合型孔洞
.

有效孔隙度 4
.

6 % ~

22
.

8 %
,

平均 10
.

17 %
,

渗透率低
,

平均 2
.

13 又 1。
“ ’拜m

, 。

储层非均质强
,

含油不均匀
.

储集条

件不稳定
。

在构造
、

储层匹配的区域
.

可获高产油气流
.

如渤中 6 井上侏罗统获日产油 3 44
.

4 吨
,

气 1 3 3 z o m
, .

3
.

3 中生界油藏分析

本区中生界 已在南 8 井和唐 2 又 2 井获工业油流
。

唐 2 x 2 井油藏为断鼻构造油藏
.

披覆

在寒武系潜山上的中生界被两条北东向相向断层切割
,

形成向南西倾没的断鼻构造 (图 4 )
。

油气 由其西南方向的南堡凹陷沿岩层和不整合面上倾方向运移
.

进入侏 罗系圈闭形成油藏
。

唐 2 X 2 井的成藏条件
:
(l) 中生界储层与南堡凹陷油源层对接

,

中生界与下伏寒武系之间存

在不整合面
.

油气沿岩层和不整合面向圈闭运移
、

聚集
; (2) 中生界构造距下第三系生油凹陷

近 ; (3) 有合适的储层和盖层
。

本井中生界厚 50 8
.

sm
,

砂岩较发育的中侏罗统涧河组作储层
,

其上的上 白奎统唐海组厚层泥岩作盖层
.

中生界油藏一般具下列特点
:
(l) 油层少

.

单层厚度薄
。

唐 2 又 2 井油层单层厚度 。
.

4 ~

. 房 敬彤等
,

冀东油田外 围凹陷中新生界资漂预侧及勘探方 向
.

石油勘探 开发科学研 究院
.

1 9 9 0



·

3 3 2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 7 卷

4 m
,

平均 1
.

6 m ; (2 )产量低
.

南 8 井试油日产 2
.

5 1 吨
.

唐 2 丫 2 井试油 日产 9
.

sm
, .

3
.

4 中生界勘探建议

根据 中生 界沉积特点
、

生储条件和油藏分析
,

作

者认为本区中生界具一定厚度
,

具储 集能力
.

在潜山

带埋 深较浅
,

因此在寻找新生界和古潜 山油气藏时
,

应把中生界作为兼探 对象
,

不漏掉 油气资源
; 加强对

中生界火 山岩储层的研究
,

争取在上侏罗统火山岩中

发现油藏
;
针对 中生界勘探难度较大的特点

,

在勘探

中使用一整套先进技术和方法
。

在地震勘探中
.

采用

以中生界为主要 目的层的采集和处理方法
,

提高分辨

率
;
搞清

、

弄清中生界层速度
。

在此基础上进行储层预

测和 油藏早期评价
;
进行扎实的地质研究

,

考虑油源

远近
、

有无运移通道和发育的储层
;
布署井位时

.

坚持

综合评价
、

井位优选
,

一井多圈闭和多 目的层
;
针对中

】()O()

E Z门0 (1

3(、()( -

上 l第 三 } 系

图 4 唐 2 x 2 井油藏剖面图

生界储层物性特点
,

采用合适的压裂液和支撑剂进行油层改造
。

这样就会减少风险
.

提高成

功率和经济效益
.

本文有关化验资料 由大港油田地质研究院和北京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提 供
,

附图

由高清华等清绘
.

作者在此致谢
.

(收稿日期
:
1 9 9 3 年 1 1 月 一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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