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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洼一海外河地区复式油气聚集带成藏模式研究

张泽慧 王 威 苗 振 冯 飞

(辽河石油勘探局勘探开发研究院
,

辽宁盘锦 1 2 4 0 1 0)

以沉积学
、

油 田地质学 等为基础
,

并且结合钻井
、

试油及分析化验资料
,

进行大注 一海外河地 区复式 油气聚集带的石油地 质特

征综合评价
,

分析其成藏模式
。

结合表明
:

丰富的油源条件
、

广泛发育的多套储集体
,

多种类型 圈闭及 油气沿大洼断裂带两侧运移

的主耍指向
,

使本区具备 了油气富集条件
; 在构造和沉积作用控制下

,

使大洼一 海外河地 区各种 油气藏在平面上 广泛分布
,

在空间

上按不同层次
,

具有一定成 因联系的不同类型油气藏有规律地组合在一起
,

形成大洼一海外河地 区复式 油气聚集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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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概况

大洼 一海外河地 区位于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境

内
,

构造 上处于中央凸起南部倾没端大洼断裂带 中

南段
,

西接清水洼陷
,

东临二界沟洼陷
,

南至辽 东湾

海岸线
,

勘探面积为 2 6 o k m
,

(图 1 )
。

本 区经数年勘探发现了太古界
、

中生界
、

房身泡

组
、

沙河街组三段及沙一段
、

东营组及馆陶组等 7 套

含油层系
。

该区 已探明石油地质储量为 5 1 4 6 x l少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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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洼 一海外河地区构造特征示意图

洼 19 井区为 E 3s , 底界构造

天然气地质储量为 7
.

59 X

1 储层特征

1
.

1 沉积相特征

受区域构造背景控制
,

本区主要发育冲积扇
、

扇

三角洲 一湖泊沉积体系及河流 一三角洲沉积体系
。

不 同时期
,

不同类型的碎屑岩沉积体系纵向上相互

叠置
,

横向上叠合连 片
,

形成本 区具有多层系
,

大面

积分布的储集体
。

沙三段时期
,

由于湖盆急剧下降
,

使盆地处于湖

相沉积环境
,

在湖盆边部为断层陡崖或陡坡
,

因而形

成陡坡形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

而在湖盆中形成湖底

扇
。

沙三时期在海 19 一洼 12 井湖盆边部发育陡坡

形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

在古隆起 区鞍部地带发育湖

底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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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一段时期
,

为断陷湖盆稳定扩张期
,

构造活动

相对平静
,

古地形高差相对 比较小
,

广泛发育缓坡型

扇三角洲 沉积体系
。

由于大洼断层的活动
,

在清东陡

坡带局部地区 (如洼 21 扇体 )发育陡坡型扇三角洲

沉积体系
。

沙一时期
,

在海 19 一洼 12 井区及海 45

井区均发育缓坡型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

砂体受古地

形及构造控制
,

在构造相对高部位储层较薄
,

在低部

位沉积较厚
。

东营时期
,

由于大洼断层强烈活动
,

沉积较快
,

盆地处于过 补偿状 态
,

区内以泛滥平原沉积环境为

主
,

发育河流一三角洲沉积体系
。

受大洼断层控制
,

砂体沿大洼断裂带平行 展布
,

且由北 向南有加厚的

趋势
。

砂体平面分布广泛
,

但单砂体横向连通性差
,

往往呈透镜体出现
。

根据沉积构造及岩性
、

电性特征
,

该 区扇三角洲

相可划分为扇三角洲平原亚相
、

扇三 角洲前缘亚相

及前扇三角洲亚相
。

1
.

2 岩性特征

海 19 一洼 12 井区及海 45 井区储层主要以各

种类型的砂岩
、

含砾砂岩及砂砾岩为主
,

其次为太古

界混合花岗岩及房身泡组玄武岩
。

储集空间以各种

孔隙为主
,

局部可见粒间和碎屑 内的微缝
、

层理孔隙

及其它成因的缝 隙
。

下第三系砂岩储层以岩屑质长石砂岩 为主
,

次

为长石砂岩
、

长石质岩屑砂岩及杂砂岩
。

储层物性受沉积相带
、

成岩作用等诸多 因素控

制
。

统计结果表明
,

以东营组河道砂储集物性最好
,

其次为扇三角洲前缘相
,

再次 为湖底扇砂体及扇三

角洲平原相砂体
。

沉积
,

比较纯净的泥岩可作为区域盖层
。

根据生
、

储
、

盖层在时间和空间上 的配置关系
,

本区生储盖组合

可分为两大类型
,

即
:

被不整 合面分隔的不连续组合

及连续沉积的生储盖组合
。

2
.

2 圈闭条件

通过对本区油源条件研究
,

并且结合油气分布

现状
,

认为大洼 一海外河地 区油气以大洼断裂为主

要运移通道
。

此外
,

次一级张性断层
、

地层不整合面

及分布稳定
,

具一定连通性的砂岩储层
,

均可成为油

气运移的良好通道
。

大洼一海外河地区主要发育了北东 向
、

北西向
、

西东向正断层
,

其中以北东向的大洼断层为本区的

主干断层
,

它将该区分为两个构造单元
,

即
:

大洼断

层下降盘一侧为清东陡坡带
,

上升盘一侧为中央凸

起南部倾没带的一部分
。

本区复杂的区域地质背景
,

以及第三纪 以来受构造 一断裂活动影响
,

形成复杂

构造格局及 多套沉积体系
,

因此发育了多种类型的

圈闭
。

按其成 因可分为构造圈闭
、

披覆背斜构造圈

闭
、

断块 (断鼻 )圈闭
、

构造一岩性圈闭
、

岩性圈闭
、

地

层超覆圈闭及古潜山圈闭
。

3 成藏模式

2 生储盖组合及圈闭条件

2
.

1 生储盖组合

本区紧临清水生油洼陷
,

具有较好的油源条件
。

本 区下第三系沙河街组发育了沙三段
、

沙一段及东

营组三套不同厚度的暗 色泥岩
,

为本区油气 藏形成

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
。

本区干酪根以腐泥一腐殖型

为主
,

沙三段为本 区主要油源岩
,

沙一段次之
,

东营

组则不是油源岩
。

经油一油对比及油一岩对 比
,

大洼

一海外河地区油源主要来 自清水洼陷
,

大洼和海外

河之间鞍部地带沙三段具有一定生油能力
,

可作 为

局部油源
。

本区中生界及第三系地层发育多套砂泥岩互层

油气平面分布受油源
、

沉积
、

构造控制
,

各区带

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

在清东陡坡带东营组时期受大

洼断裂强烈活动的影响
,

发育断块
、

断鼻圈闭
。

由于

东营组不具备生油岩
,

油源主要来 自清水洼陷
,

经大

洼断裂运移至该 区有利圈闭中
,

形成断快
、

断鼻油气

藏
。

在中央凸起南部倾没带
,

构造形态比较复杂
,

基

底存在海外河太古界潜 山及大洼中生 界潜 山圈闭
,

下第三系地层 自构造低部位向海外河太古界潜山及

大洼中生界潜山层层超覆
,

形成沙一
、

沙三地层超覆

圈闭
。

海外河地 区东营组地层披覆于潜 山之上
,

形成

东营组披覆背斜圈闭
;
大洼地区发育东营组河道砂

岩
、

沙一段及沙三段扇三角洲相砂体及沙三段湖底

扇砂体
,

与有利构造相匹配
,

形成构造背景上的岩性

圈闭及砂岩透镜体圈闭
; 基底形成潜 山油气藏

、

构造

岩性油藏
、

砂岩透镜体油藏及断块油藏
。

在构造沉积作用控制下
,

使大洼一 海外河地区

各种油气藏在平面上 广泛分布
,

在空间上按不同层

次
、

具有一定成因联 系的不同类 型油气藏有规律地

组合在一起
,

形成大洼一海外河地 区复式油气聚集

带
。

根据基底断块体活动状态
、

盖层构造成因联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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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运移及聚集特点
,

将本区分为
:

海外河翘倾断块

直式油气聚集带
、

大洼断阶复式 油气聚集带
、

中央凸

起南部倾没带 (指大洼断层上升盘一侧 )斜坡型复式

油气聚集带等 3 个复式油气聚集带
。

海外河翘倾断块复式油气聚集带
:

基底 为太古

界花岗岩潜 山
,

其上被东营组地层披覆
,

形成披覆型

背斜圈闭
,

位于构造高部位的海 2 井获得工业油流
,

在背斜东西两翼受正 向断裂和反 向断裂切割
,

形成

断块
、

断鼻圈闭 (如海 20 断块
、

海 19 断鼻等 ) ; 在构

造围斜部位形成地层超覆圈闭及上倾方向尖灭的岩

性 圈闭
,

基底形成潜山型圈闭 (图 2 )
。

断阶复式油气聚集带
:

在大洼主干断裂发育过

程中
,

在其下降盘形成次一级与之平行或近于平行

的断层
,

使陡坡的基底呈阶状陷落
,

可形成 阶状断

块
、

滚动背斜及岩性圈闭(图 3 )
。

斜坡型复式 油气聚集带
:

大洼地 区大洼断层上

升盘一侧
,

基底形态整体上呈北高南低的斜坡
,

盖层

表现为明显的底超上剥特征
,

构造形态较为简单
,

圈

闭类型主要为中生界潜 山圈闭
、

地层超覆圈闭
、

断块

圈闭及岩性圈闭 (图 4 )
。

在此基础上
,

总结了大洼一

海外河地 区复式油气聚集带成藏模式 (图 5 )
。

图 2 海外河翘倾断块复式油气聚集带

1
.

古潜 山油藏 ; 2
.

地层超搜油藏 ; 3
.

断块
、

断 鼻油藏
; 4

.

披粗背斜 油气藏
; 5

.

断层岩性油藏
; 6

.

岩性油藏

图 3 大洼地区断阶复式油气聚集带

潜 山型断块 油藏 ; 2
.

滚动背斜油藏
; 3

.

断块油藏
; 4

.

断层 一岩性油藏

尸云沙乡
,
‘

沪产子~

图 4 斜坡型复式油气聚集带
1

.

潜山型油藏
; 2

.

地 层超筱油藏
; 3

.

岩性油藏
; 4

.

断 层一岩性油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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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复式油气聚集带成藏模式
1

.

潜 山型油藏 ; 2
.

滚动背斜 油藏 ; 3
.

地层超粗油藏 ; 4
.

断块油藏
; 5

.

断层一 岩性油藏

4 结论

大洼一海外河地 区的构造形态受基底形态及大

洼主干断裂控制
。

以大洼断层为界
,

下降盘一侧为清

东陡坡带
,

上升盘一侧为中央凸起南部倾没带
。

大洼

断裂为长期继承性发育 的深大断裂
,

且深断至清水

生油洼陷中
,

成为连接生油区和储油区的桥梁和扭

带
.

使来自清水生油洼陷中的油源沿大洼断裂以垂

向运移为主
,

运移至下降盘清东陡坡带有利圈闭中
,

形成以东营组为主力含油层系的油气聚集带
。

在具有充足的油源
,

有利运移条件的前提下
,

欲

在本区寻找优质储量
,

圈闭识别及储层预测评价就

成为勘探部署研究的主要问题
。

(收稿日期
:

1 9 9 7 年 8 月 6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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