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2 5卷第 5期
2 0 0 3 年 10 月

石 油 实 脸 话 质
P E T R O L E t JM G E O L O G Y & E X P E R IM E N T

V o l
.

2 5
,

N o
.

5

( )
e t

. ,

2 0 0 3

文章编号 : 10 0 1一 6 11 2 ( 20 0 3 ) 0 5一 0 4 5 2一 0 6

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

博兴地区油气藏形成与分布特征

蒋有录
` ,

荣启宏
2 ,

宋建勇
2 ,

苏永进
` ,

谭丽娟
`

(1
.

石油大学 地球资源与信息学院
,

山东 东营 257 0 61
; 2

.

胜利油 田 纯梁采油厂
,

山东 博兴 2 5 6 5 0 4 )

摘要 : 该文讨论了东营凹陷西南部博兴地区 的油气成藏条件
、

油气藏特征及油气富集 规律
。

受特殊地质背景的影响
,

该 区成藏条件

较为优越
,

储集体
一

}
一

分 发育
,

但油源条件相对不足
。

油气藏类型丰富多样
,

以地层及复合 油气藏发育为特色
,

油气藏的类型在纵向上

和平 面土都有一定的展布规律
。

油气主要富集于受断裂和古隆起控制的正 向构造带中
,

油气富集层位具有东北部深且相对富油
、

西

南部浅且相对富气的特点
,

油气富集层系具有明显的分 区性
,

构造背 景及油气源条件对油气的富集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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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研究区在构造上处于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的西

南部
,

南抵鲁西隆起
,

东部和北部分别为东营凹 陷的

牛庄和利津洼陷
,

西与惠民凹陷相接
,

包括博兴洼陷

及其周围地 区
,

简称博兴地 区
。

目前该 区 已发现 9

个油田和 1 个气田
,

是济阳坳陷的重要油气探 区 (图

l )
。

博兴地区 的主体部分是博兴洼陷
,

其形成演化

同东营凹陷具有不可分割性
。

研究区主要发育了高

青
、

石村
、

博兴 3条主要断层
,

它们对于该区 的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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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博兴地 区构造地理位置及油气田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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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
、

地层发育及油气聚集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 图

l )
。

高青大断层是博兴地区西部一条长期继承性活

动 的基底大断层
,

为一级铲式边界正断层
。

它不但

控制着青城凸起和博兴洼陷的形成和演化
,

而且控

制着下降盘生油洼陷的展布
、

同生构 造的形成以及

上升盘潜山及披覆构 造的发育
,

同时还是重要的油

源通道
,

对油气聚集起着重要作用
。

研究 区处在油气十分丰富的东营凹陷西南部
,

成藏条件及油气富集 的控制因素较为复杂
,

具有许

多不同于凹陷中北部地区的特征
。

与东营凹陷中北

部地区相 比
,

该区勘探程度相对较低
。

因此
,

认识该

区的油气藏形成及分布规律
,

可为进 一步勘探提供

理论依据
,

并对研究 区及其它类似地区 的油气勘探

起借鉴作用
。

2 油气藏形成的基本条件

O令-.△口*.

博兴地区发育两套烃源岩和多套储集层
,

发育

多套盖层及生储盖组合
,

圈闭类型 多样
,

具有较为优

越 的油气藏形成条件
。

2
.

1 油气源条件

博兴地 区处在渤海湾盆地油气最富集的生油凹

陷东营凹陷的西南部
,

其油气来源涉及利津
、

牛庄和

博兴 3 个洼陷
,

其中利津和牛庄洼陷属于生油条件

最好的一级洼陷
,

博兴洼陷属于二级洼陷〔’ 习
,

油源条

件较为优越
。

研究区所涉及的 3 个洼陷均发育沙四上亚段和

沙三段两套有效烃源岩层
。

沙四上亚段烃源岩厚度

中心位于洼陷中北部
,

厚为 1 00 ~ 2 50 m
,

较相邻的利

津洼陷
、

牛庄洼陷薄 5。一 1 00 m
。

沙四上亚段烃源岩

以灰质泥岩
、

深灰色泥岩 为主
,

夹薄层油页岩
、

白云

岩
、

鲡状灰岩等
,

富含生物化石
,

层间层理发育
,

是静

水浅湖半咸水型沉积环境的产物
。

烃源岩有机质含

量丰富
,

有机碳含量一般为 3%左右
,

氯仿沥青
“
A

”

含量一般大于 0
.

2%
,

是富含藻类的腐泥型有机质
。

从有机质的组成及各项地化指标来看
,

东营凹 陷南

斜坡地区沙四上亚段具备生成大量低成熟油及成熟

油气 的能力 2j[
。

在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的生物标 志化合物中
,

具

有较强的植烷 优势
,

具有丰富的伽马蜡烷
,

T m / T s

值较大
。

如研究区纯化油 田纯 n 井沙 四上亚段烃

源岩 P r / P h 值小于 。
.

5
,

伽马蜡烷 / C
3。

霍烷值大于

。
.

5
,

T m / T s
值为 4

.

13
。

因此
,

植烷 优势及较强 的

伽马蜡烷含量是沙四段烃源岩特有的生物标志化合

物特征
。

沙三段烃源岩是包括博兴地区在 内的东营凹陷

最重要 的烃源岩
,

主要集中于沙三中
、

下段
。

沙三下

亚段烃源岩以灰褐 色油页岩夹深灰色泥岩为主
,

烃

源岩围绕利津
、

民丰
、

牛庄和博兴 4 个沉积中心广泛

分布
,

厚 2 00 一 3 0 0 n l ,

形成于潮湿
、

微咸水深水环境
。

沙三中亚段烃源岩主要为灰色
、

深灰色块状 泥岩夹

油页岩
,

形成于三角洲快速堆积 的前 三角洲亚相
。

该套烃源岩厚度大
,

分布广泛
,

有机质含量丰富
,

有

机质类型以腐泥型为主
,

其次为腐殖一腐泥型
,

有机

质演化程度较高
,

大多数地 区的埋深超过生油门限

深度 2 2 00 m
,

可提供大量成熟油气
。

根据研究区沙三段烃源岩的地化分析
,

异戊 间

二烯型化合物中具有姥绞 烷优势
,

P r/ P h 值一般大

于 1
、

最小不低于 0
.

5
,

具有微弱的伽马蜡烷含量
,

y

一蜡烷 / C
3。

霍烷恒小于 。
.

2
,

T m / T
、

值较小
,

成熟度

较高
。

因此
,

姥豉烷优势及微弱的伽马蜡烷含量是

沙三段烃源岩特有的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
。

根据烃源岩与原油地球化学特征
,

可将博兴地

区已发现 的石油大致归为两大类
,

即
“

沙三型
”

和
“

沙

四型
” 。

东北部的梁家楼
、

乔庄
、

小营
、

大芦湖等油田

的原油具有姥绞烷优势及微弱的伽马蜡烷含量
,

表

现出与沙三段烃源岩有着 密切的亲缘关系
; 西部高

青油田和东部博兴油 田的原油具有高植烷
、

中高伽

马蜡烷的特点
,

同沙四段烃源岩层相一致 ;而中南部

地区 的正理庄
、

金家油田以及东部的纯化油田
,

不同

层系的原油来源可能不同
,

沙三
、

沙四段含油层系中

的原油主要来 自本层系 (图 2 )
。

因此
,

博兴地 区的

原油可能来 自于沙三段或沙四上亚段烃源岩
。

很多

沙四 型原
沙三 型原: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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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博兴地 区原油
、

烃源岩的 P r / P h 值与

伽马蜡烷 / C
3。

蕾烷值关系图

梁家楼
、

小营
、

乔庄油田 ; 2
.

正理庄油田 ; 3
.

纯化油 田 . 4
.

博兴油田
;

5
.

金家油 田
; 6

.

大芦湖油田 ; 7
.

沙四段烃源岩 ; 8
.

沙三段烃源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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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可能是 二者的混合
,

即多数油 田的油气具有沙

三和沙四两种来源
,

为沙四上亚段和沙三段的混合

型油
。

2
.

2 储集层特征

博兴地 区处在凹陷的边缘
,

粗粒沉积较为发育
,

各类砂岩储集层非常发育
。

纵向上层组多
,

横 向上

分布范围广
,

物性中等
。

从层位上来说
,

发育有中生

界
、

下第三系孔店组
、

沙四段
、

沙三段
、

沙二段
、

沙一

段
、

东营组以及上第三系馆 陶组等多套储层
。

在博

兴中西部地 区
,

沙河街组发育高青砂体
、

樊家砂体
、

正理庄砂体
、

金家砂体等多个砂岩体
,

为该区 的油气

聚集提供了充裕的空间
。

另外
,

在西部地区还发育

火成岩储层
。

孔店组储集层主要分布于高青大断层下盘青城

凸起 以北的超剥带
。

储集层 以厚层块状粉
、

细砂岩

为主
,

埋深一般浅于 1 30 o m
,

埋深浅
、

压实作用弱
,

孔隙度
、

渗透率都较高
。

沙四段储集层是纯化
、

小营
、

博兴等油田的主力

储层
,

分为砂岩和碳酸盐岩两种类型
。

砂岩储集层

主要 为粗粉砂岩和细砂岩
,

属中低孔隙度
、

低到中等

渗透率储层
。

碳酸盐岩储层主要分布在纯化油 田
,

岩性为石灰岩
、

白云岩
、

泥灰岩等类型
,

为中等孔隙

度
、

低渗透率储层
。

沙三段储集层作为主力储集层主要分布于大芦

湖
、

梁家楼和乔庄等油田
,

主要储集层是沙三 中的浊

积砂体
,

如梁家楼油田沙三中储层为深水浊积砂体
,

岩性主要为砾岩
、

不等粒砂岩和砾岩
,

储集空间以粒

间孔为主
,

属中低渗透率储层
。

沙二段和沙一段是博兴地区南部缓坡带的主要

储集层
,

前者主要为三 角洲砂 体
,

后者 为浅 湖相 沉

积
,

岩性为细砂岩
、

粉细砂岩 以及砾岩等
,

储层埋藏

较浅
、

物性好
,

属 中高孔
、

高渗储层
。

东营组是高青油 田三大主力储集层之一
,

主要

为三角洲前缘河 口 坝沉积
,

储层岩性主要为岩屑粗

粉砂岩
,

储层孔隙度较高
,

平均为 35
.

2 %
,

渗透率 中

等
,

属高孔
、

中渗型储层
。

火成岩储集层主要分布于博兴西部地区
。

在高

青地 区
,

火成岩储集层岩性主要为玄武岩
,

有效储集

空间的纵横向分布规律与构造位置密切相关
。

处于

不整合面上遭受风化剥蚀的火成岩有一定数量的缝

洞
,

且有大缝大洞存在
; 而位于不整合面附近同时又

处于断裂带上的火成岩
,

其缝洞发育程度最好
。

另

一类火成岩储层为灰绿岩
,

以裂缝为储集空间
。

2
.

3 封盖条件

盖层是形成油气聚集的必要条件之一
。

区域性

盖层对一个盆地或凹陷的油气纵向富集层位有重要

的控制作用
。

博兴地区 主要发育了沙三段
、

沙一段

和馆陶组 3 套重要区域盖层
。

沙三段泥岩在全区分布广泛
。

博兴洼陷区 的沙

三段泥岩厚度均在 3 50 m 以上 ; 梁家楼
、

乔庄地区 的

沙三段泥岩厚度较薄
,

但也在 1 00 m 以上
,

是该 区最

重要 的一套区域性盖层
。

大芦湖
、

纯化
、

梁家楼
、

小

营
、

乔庄等油田的沙三
、

沙四段油藏均以该套泥岩作

为区域盖层
。

沙一段稳定分布的泥岩可以作为博兴地区沙二

段和沙三段油藏的区 域盖层
。

博兴东部
、

北部地区

沙一段泥岩沉积厚度较大
,

在 100 m 以上 ; 小营油 田

地区沙一段泥岩厚度可达 20 Om 以上 ; 既使在南部

缓坡带的正理庄油田
,

沙一段泥岩 的厚度也在 50 m

以上
。

这套区域性 盖层对博兴东部
、

北部地区油气

的富集起了重要的封盖作用
。

正是 由于这套区域性

盖层的封盖
,

使这些地区 的油气基本被封盖于这套

地层之下
。

馆陶组在博兴地区具有重要的作用
。

晚第三纪

馆陶组沉积时期
,

博兴地区同整个东营凹陷一样
,

开

始发生整体沉降
,

沉积较厚的馆陶组地层
,

馆陶组泥

岩构成了高青断裂带
、

青城凸起和南部缓坡带的区

域盖层
。

高青油 田主要有东营组
、

孔店组和 中生界

3 套含油气层系
,

它们均 以馆陶组作为直接盖层圈
,

馆陶组泥岩直接覆盖于其上
,

形成了孔店举的地层

不整合遮挡油藏
、

中生界的潜山油藏和东 营组的断

块油藏及构造 一 地层 复合油气藏
。

对 于南 部缓坡

带
,

地层厚度逐渐 向鲁西隆起减薄
。

金家油田 的沙

一段油气主要集中在剥蚀线 附近
,

上覆的馆 陶组地

层对油气的聚集起 了重要的封盖作 用
,

形 成沙一段

地层不整合油藏
。

馆陶组在南斜坡的沉积厚度在 120 m 以 上
,

向

北部地区逐渐增大
,

反 映了不断向鲁西隆起超覆 的

过程
。

考虑到盖层 的有效性
,

馆陶组盖层在南斜坡

及西部地区要真正起到封盖作用
,

必须在明化镇组

沉积中期之后
。

事实上
,

南部斜坡 区 的油气成藏 时

间较晚
,

大致在明化镇末期至第四纪
。

2
.

4 生储盖组合关系

根据烃源岩层
、

储集层和盖层形成的时间关系
,

可将博兴地区分为连续的生储盖组合和不连续的生

储盖组合
。

前 者生
、

储
、

盖层 为连续沉积
,

后者生
、

储
、

盖层存在沉积间断
,

如中生界储油
、

而馆 陶组为

直接盖层
。

按照生
、

储
、

盖层在空间上的组合关系
,

可分为 自生 自储 自盖式
、

下伏 式和侧变式等主要类

型
,

以 自生 自储 自盖式组合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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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藏的形成是生
、

储
、

盖
、

圈等静态地质要素

和生
、

运
、

聚
、

散等动态地质过程综合的产物
。

根据

东营凹陷 油气 生成 期 以 及储 层 流体包 裹体的 资

料川
,

博兴地区大多数油气藏 的形成时期 主要发生

在晚第三纪明化镇 中晚期
,

即大规模油气运移聚集

完成的时间距今只有 2一 3 M
a 。

博兴地区油气成藏

的基本要素和成藏过程如图 3 所示
。

2
.

5 圈闭及油气藏类型

博兴地 区处在东营凹陷的西南部
,

包括洼陷
、

斜

坡
、

低凸起等多种构造单元
,

构造及地层接触关系复

杂
,

特殊的地质背景造就 了该 区多种多样 的圈闭及

油气藏类型
。

根据圈闭的成因
、

形态和遮挡条件以

及油气聚集的主要控制因素
,

可将研究区 的油气藏

类型分为构造
、

地层
、

岩性 和复合 4 大类
,

进一步分

为 9 种基本类型
:

背斜
、

断层
、

裂缝性
、

地层不整合覆

盖
、

潜 山
、

砂岩透镜体
、

岩性上倾尖灭
、

构造一岩性和

构造 一地层
。

油气藏 的类型丰富多样
,

断层油气藏 占主导地

位
,

其次是地层油气藏
,

构造一地层复合及断层一岩

性复合油气藏也占有较大比例
。

从储集层的岩性来

说
,

以砂岩油气藏占绝对优势
,

另外还发育碳酸盐岩

油气藏及火成 岩油气藏
。

如在博兴 西部地 区 孔店

组
、

馆陶组发育以玄武岩为主的火成岩储层
,

储集空

间主要为气孔和裂缝
,

因气孔相互连通性差
,

故构造

裂缝成为沟通各类储集空间的良好通道
。

3 油气富集的主要特征

东营 凹陷是渤海湾盆地油气最富集 的生油 凹

陷
,

该凹 陷含油气丰富的主要原 因是油气源充足
、

生

储盖配置优越
、

圈闭及后期保存条件好等
,

其 中油气

源充足是先决条件
。

从整个凹 陷来说
,

正向构造带

控制了油气的富集 区带
,

有利的生储配置和断裂活

动控制了油气的纵向富集层位
,

油气在平面上环绕

生油洼陷中心呈环带状分布 f s
·
6〕 。

博兴地区处在这一油气富集凹陷 的西南端
,

其

油气地质条件与凹 陷中北部地 区存在较 大差异
,

油

气富集及其控制 因素有其独特 的特点
。

从宏 观上

看
,

博兴地区油气集 中分 布于受断层和继承性古隆

起控制的若干个正向构造带中
,

形成 了以 正向构造

带为背景的多个油气聚集带
,

即中部 的金家一正理

庄一樊家鼻状构造带
、

西部的高青一平南断裂带
、

东

部的纯化一小营鼻状构造带以及 乔庄一梁家楼地

区
。

这些地区是油气运聚 的主要指 向区
,

具有充裕

的油气源条件 (图 l )
。

3
.

1 油气在纵向上和平面上的富集特点

油气 富集层位及埋深呈现 由北 向南
、

由东往西

依次抬高的趋势
。

北部乔庄
、

梁家楼
、

大芦湖等油田

的油藏埋藏较深
,

均以沙三段为富集层系
; 小营油田

以沙四段为主力含油层系
,

主力油层埋深可达
`

3 0 00

多米 ; 向南至 中部正理庄油气 田
,

主力油层变为沙

二
、

沙一段
,

油藏埋深也变浅 ; 至南端 的金家地区油

藏埋藏更浅
,

沙一段为主力层系
。

由东 向西变化规

律更明显
:

东部纯化
、

梁家楼油田
,

以沙四段
、

沙三段

为主力油层 ; 中部以沙三
、

沙二
、

沙一段为主力油藏 ;

至西部高青断裂带则 以馆陶组泥岩覆盖下 的东营

组
、

孔店组为主力油层
; 花沟气 田更以馆陶组为主要

富气层位
。

油藏埋藏深度由东 向西明显变浅
。

另外

6660 50 40 3 0 2臼 10 000 成藏事件件
}}} 1 1 1 1 11111

新新 生 代代代

早早 第 三 纪 ( E ))) 晚 第 三 纪 ( 卜 )))

日日日
比比比

压压口口
。

` 上 )

!
。 JI

一一
刃刃同同

队,,

叼叼 间断断 呛呛 恃nnn QQQQQ

比比比粉渭渭渭
烃 源岩岩

匡匡匡匡匡 匡匡匡 「「「「 团团厂厂口口厂厂口口口 厂厂厂
储集层层

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盖 层层

甘甘甘

一
一一

- -
一

-

一
~ -

一一
上覆余层层卜卜卜- - - - -

一
~

一
-
一 一

- 一一刊刊刊

卜卜卜- - 一 -一 -

一一
-

-

一
-

一
.

一 一一一卜卜卜- - -
-

一
.

- -

一 - 一 -一
-

- - -----

麒麒麒{蒸鬓鬓黝黝
圈闭 形成成

娜娜瓣粼撇龚襄蒙蒸燕纂戴攀攀攀
油 气生运聚聚

;;;;;夕弃葬珍娜狱毋靴娜扮欢找汾晚找找找 持续时 i司司

]]]]]]] }
保存时问问

」」」

口口
关健时引引

图 3 东营凹陷西南部地 区油气成藏事件图

F i g
.

3 E
v e n t s o

f
0 11

a n
d g a s a e e u m u

l
a t i

o n in t h e s o u t h w e s t e r n a r e a o
f t h

e D o n g y i n g D e p r e s s i o n



4 5 6 石 油 实 脸 地 质 第 25 卷

一种现象是
:

东部富油西部富气
,

西部游离气富集并

形成了气 田 ; 北部富油
、

南部 富气
,

这主要是 由于油

藏埋藏深度差异以及天然气更易于向浅部高部位运

移聚集所致
。

不 同油 田及不 同含油层系的石油富集程度悬

殊
,

富集层系具有分区性
。

博兴地 区业已发现的 10

个油气 田赋存于 8 套含油气层系中
,

即馆陶组
、

东营

组
、

沙一段
、

沙二段
、

沙三段
、

沙四段
、

孔店组和中生

界
。

不同含油气层 系的石油富集程度悬殊
,

在平面

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 图 4 )
。

博兴地 区最重要的含油气层 系有 3 套
,

即沙 四

段
、

沙三段和沙一段
,

其石油地质储量分别占全区探

明石油地质储量的 34
.

8%
、

30
.

7% 和 17
.

8 % ;
其次

为沙二段
,

占 9
.

1% ; 东营组
、

孔店组和 中生界的石

油地质储量合占 7
.

5%
。

这显示 了油气在纵向分布

层系上的不均匀性
。

不同油 田的石油富集程度差异

很大
,

纯化油 田的石油地质储量最大
,

其次是梁家楼

油田和金家油田 (图 4)
。

多数油 田具有多套含油气层系
,

且主力层系突

出
。

如纯化油 田发育沙四段和沙二段含油气层系
,

主力层系沙四段 占 98
.

4%
。

只有少数油 田含油气

层系较单一
,

如博兴油 田都 只有沙四段一套含油气

层系
。

石油富集层系具有明显的分区性
。

东营组含油

气层系主要分布在高青油 田和正理庄油 田
,

其中高

青 油 田 东 营 组 石 油 地 质 储 量 占本 层 系 总 量 的

80
.

8% ;正理庄油田东营组占本层系的 19
.

2%
。

沙一段油气主要分布于南部和西部地 区
,

其中

金家油田 占本层系 的 78
.

5%
。

沙二段含油气层系

在博兴地区分布较广
,

其 中正理庄油 田储量最大
,

占

本层系的 43
.

6%
,

其次是金家油 田
,

占24
.

9%
,

沙三

段油气主要分布于北部和东北部地区
,

大芦湖和梁

家楼两个油 田的石油储量 占本层系的 89 %
。

沙 四

段油气集中在东部的纯化
、

梁家楼
、

博兴和小营等油

田
,

其中纯化油田沙 四段拥有 的储量 占本层系石油

地质储量的 7 6
.

5 %
。

孔店组和中生界含油气层 系

仅分布在博兴地区西部 的高青油田
,

其石油地质储

量所占比例较少
。

可见
,

不同层系的油气在平面上有一定的展布

规律
,

油气相对富集 区与全 区 主力含油气层系的分

布有良好的对应关 系
。

如纯化
、

梁家楼地区 是博兴

地区油气最富集的地区
,

它们拥有全区近一半的石

油储量
,

主要富集于沙四段和沙三段中
,

东部地 区的

沙一段及上覆岩系未发现油气
,

而中西部地区的沙

一
、

东营
、

馆陶组为主要的油气富集层系
,

显示了油

气富集的分区性
。

3
.

2 油气藏类型的空间分布特点

博兴地区油气藏 的类型丰富多样
,

而且油气藏

的类型有一定的空间展布规律
。

其中断层油气藏 占

主导地位
,

其次是断层 一岩性
、

岩性油气藏
,

地层油

气藏
、

构造一地层油气藏也具有重要地位
。

油气藏的类型在纵向上有一定的展布规律
。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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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油气藏分布于各个层系
,

但主要分布于沙四段和

沙二段层系中 ; 岩性
、

断层 一岩性油气藏主要 出现于

沙三段层系
,

其次是馆 陶组
; 地层 油气藏

、

构造一 地

层油气藏主要分布于沙一段
、

沙四段
、

东营组中
。

总

体上来说
,

大多数岩性油气藏埋藏较深
,

地层油气藏

埋藏较浅
。

埋 深在 2 5 00 m 以 下 的多属岩 性油 气

藏
,

且均为不饱和油藏 ;地层油气藏埋深多在 70 0一

1 50 Om
,

发育大量饱和或过饱和油气藏
;
气藏埋 深

更浅
,

一般为 3 0 0
一

o o o m
。

由于博 兴地区不同油 田的主力含油气层系不

同
,

在空间上有一定的展布规律
,

致使油气藏在平面

上也有一定的分 布规律
。

岩性油气藏
、

断层 一岩性

油气藏主要分布于洼陷中心 的大芦湖地 区和东北部

的乔庄
、

梁家楼地尽
; 构造油气藏分布于洼陷中部或

边部的正向构造带
,

如纯化
、

小营
、

正理庄等油田
; 而

地层油气藏主要分布于东营 凹陷南坡 的金家地 区
、

青城凸起北部和高青断裂带
,

它们被馆陶组泥岩不

整合覆盖
,

埋藏较浅
。

气成藏有利条件
。

与东营凹陷中北部地 区相比
,

该

区储层十分发育
,

但油气源条件相对不足
,

这是制约

该区油气勘探的最重要因素
。

该区油气藏类型丰富

多样
,

地层和构造一地层复合油气藏具有重要地位
,

不同类型油气藏在平面上和纵向上有一定的展布规

律
。

油气主要富集于受断层和古隆起控制的正向二

级构造带 中
,

油气富集层位具有东
、

北部深和西
、

南

部浅及东
、

北部相对富 油和 西
、

南部相对富气 的特

点
,

主力含油气层系突出
,

油气富集层系具有明显的

分区性
,

油气的分布主要受构造背景和油气源条件

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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