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1001-6112(2011)S1-0078-04

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油藏特征浅析

马海虎,杨雪琴,柳春云,何云峰
(中国石化 西北油田分公司 雅克拉采气厂,新疆 库车暋842017)

摘要:巴什托油田位于塔里木盆地巴楚县境内,属于巴什托断裂北盘的巴什托构造。随着塔河油田外围勘探程度的深入,在巴什

托构造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获得了重大油气突破,巴什托构造立体勘探有了进一步发展。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油藏属于

埋深大、异常高压、特低孔特低渗的低品位油藏。自2009年以来,陆续部署了4口开发井,但新井见产率低,储层改造效果较差,

油水界面不统一,油气开发遇到较大困难,因此对该油藏特征进行分析有助于油藏的高效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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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rvoircharacteristicsofDevonianKerziertagFormation,Bashituo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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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BashituoOilFieldlocatesinBachuCountyoftheTarim Basin.ItisontheBashituo
StructureinthenorthoftheBashituoFault.AsexplorationsincreasearoundtheTaheOilField,great
achievementshavebeenmadeinDevonianKerziertagFormationoftheBashituoStructure.3Dexplora灢
tionshavemadeprogressintheBashituoStructure;however,thereservoirinDevonianKerziertagFor灢
mationisadeep灢buriedlow灢gradereservoirwithabnormalhighpressureandextra-lowporosityand
permeability.Since2009,4developmentwellshavebeengraduallydeployed,buthaveencountered
greatdifficultiesinpetroleumexploration,suchaslowproductivity,pooreffectofreservoirreformation
andinconsistentoil灢and灢watercontact.Studiesofthereservoirfeaturesmighthelpefficientdevelopment
oftheoilfields.
Keywords:extra-lowporosity;extra-lowpermeability;reservoircharacteristics;Devonian;BashituoOilField

1暋克孜尔塔格组油藏生产情况

巴什托油田位于塔里木盆地西南坳陷区麦盖堤

斜坡西北部巴什托—先巴扎构造带的巴什托构造上

(图1),巴什托构造位于巴什托断裂的上升盘[1]。
西北石油局2009年在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

格组(D1-2k)获得了油气突破,其后部署了4口开

发井,分别为BK2,BK8,BK7和BK9井。经过测

试,只有BK8井能够自喷生产,BK2,BK9井测试

为干层,BK7井测试为水层。
从4口井的情况来看,新井见产率较低,开发

效果不理想,因此结合油藏的地质特征进行分析有

助于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

2暋地层划分

巴什托区块钻井揭示的地层自上而下有:新生

图1暋巴什托构造位置

Fig.1暋LocationofBashituostructure

界第四系、新近系,古生界二叠系、石炭系、泥盆系、
志留系、奥陶系。

巴什托泥盆系地层厚约300m 左右,分东河

塘组与克孜尔塔格组。克孜尔塔格组整体上以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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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棕色石英砂岩为主,夹灰色、棕色泥岩。
克孜尔塔格组顶部约150m 具油气显示,据

其岩性及电性特征将顶部约150m 层段自下而上

划分为7段:第1段为棕褐色砂泥岩互层;第2、第

3、第5段为灰色细粒石英砂岩与灰色泥岩不等厚

互层;第4段、第6段为灰色细—中粒石英砂岩;第

7段为灰色、棕褐色泥岩,分布较为稳定。
其中第6段为主要储层段及油气显示段。

3暋构造特征

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顶面构造为一长

轴背斜,长轴方向为近北西走向;构造南翼较陡;构
造高点位于BK2,BK8井南西向约400m 附近(图

2)。区内的主要断裂为巴什托断裂,为南东走向、
由北向南推覆的北北东倾逆断层,主要活动期为海

西早期-加里东晚期[2]。

4暋储层特征

4.1暋岩石学特征

根据BK8井取心及岩石薄片统计,巴什托泥

盆系克孜尔塔格组储层岩石类型主要为细粒—中

粒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砂岩分选性中等,颗粒接触

多呈线—凹凸接触,岩石中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比

较强烈,破坏了大部分的原生孔隙。支撑类型为颗

粒支撑,孔隙胶结。储集岩的粒间填隙物由胶结物

杂基构成,杂基主要为泥质,胶结物主要为云质,其
次为硅质。

4.2暋孔隙结构

铸体薄片显示储集岩的孔隙类型以原生粒间

孔为主,粒间充填物主要为泥质、云质等;粒内孔隙

包括岩屑内微孔、粒内溶孔组成。

4.3暋储层物性

BK8井岩心分析表明孔隙度为8.7%,渗透率

为3.41暳10-3毺m2;BK9井孔隙度5.8%,渗透率

0.12暳10-3毺m2。

图2暋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油层顶面构造

Fig.2暋ThetopstructuralmapofD1-2k
oillayerinBashituoarea

表1暋巴什托D1-2k油层储层物性与非均质参数统计

Table1暋Thephysicalpropertyandheterogeneousfactors
ofD1-2kreservoirsinBashituoarea

井号
孔隙度/

%
渗透率/

(10-3毺m2)

非均质参数

级差
突进
系数

变异
系数

BK9 7.2 0.12 59.5 7.43 1.2

BK8 8.7 3.41 6755 17.8 3.06

暋暋岩心分析表明克孜尔塔格组储层属于特低孔

特低渗的储集层。

4.4暋储层非均质性

根据BK8井和 BK9井克孜尔塔格组储层各

项非均质参数(表1)可以看出,该储层突进系数大

于3,变异系数大于0.7,属严重非均质性。
巴什托钻遇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的4口井孔

渗物性差别较大,平面非均质性强,位于西北部的

BK8井和BK7井孔、渗物性相对较好,位于东南部

的BK2井、BK9井孔、渗物性相对较差。

5暋储层沉积相特征

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油层段主要发育

前滨亚相砂坝、水道微相沉积,物源主要来自北部

(图3)。

6暋油藏流体及温压特征

6.1暋流体性质

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油藏原油属于低凝

固点、低粘度、高含蜡、低含硫的轻质原油。地层水

为高矿化度氯氯化钙,pH值为6.6,整体呈弱酸性。

6.2暋温压特征

巴什托泥盆系克孜尔塔格组油藏地层压力系

数1.64,为异常高压油藏;地温梯度2.6曟/hm,属
正常温度梯度。该油藏具有一定的弹性能量和一

定规模的边水,驱动类型以弹性驱+水驱为主。

图3暋克孜尔塔格组油层段沉积相

Fig.3暋ThesedimentaryfaciesofD1-2koil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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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暋生产情况分析

7.1暋生产动态分析

在巴什托克孜尔塔格组油藏只有 BK8井生

产,自投产以来产液量,产油量都较为稳定,油压下

降较为缓慢,说明地层能量较为充足。

7.2暋储层物性影响分析

对巴什托克孜尔塔格组油藏的4口开发井进行

了储层电性、物性及生产情况的统计对比(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 BK8井储层物性相对较

好,生产情况稳定,而其他3口井物性相对较差,未
能建产。BK2井进行了酸化压裂,但效果较差。
该油藏是异常高压油藏,地层能量充足,因此较差

的储层物性不但限制了地层的供液能力,而且也限

制了储层的改造效果。
储层物性的影响因素有沉积因素和成岩作用。

表2暋巴什托克孜尔塔格组生产情况

Table2暋TheproductionsituationofD1-2kreservoirs

井号 射孔层位/m 测井解释 RT/
(毟·m)

AC/
(毺s·ft-1)

SH/
%

孔隙度/
%

渗透率/
(10-3毺m2)

产液量/
t

产油量/
t

备注

BK8

BK7

4950.5 4954.5 油气层 6.4~7 73.4~78 8 14 3.41
4956 4960.5 差油气层 10.4~6.8 68.3~72.5 20 10 1
4981.5 4983.5 差油气层 12.2 65.1 20 10 1
4991.5 4999.5 差油气层 13.5~7.4 65.6~68.4 20 8 0.7
4948 4953
4948 4949.2 油气层 10.2 72.3 4.8 9.6 3
4949.2 4965.2 差油气层 14.7~10.4 68.2~69.1 8 6 0.2

13660 9929 暋生产较稳定

50.15
暋pH 为7,密度
为1.02g/cm3,含
油花

BK2
4945 4949(补)

4952 4956(补)
差油气层 7.5~10 69.4~67 7 0.01 439.7 127.8 暋 加 砂 压 裂 效

果差

BK9 4953 4958 油气层 6.1~8.4 74.9~76.910.2~12.3 5.80 0.12 38.69 暋水,含油花

暋暋暋注:表2011年3月制作。

图4暋BK8-BK7地层对比

Fig.4暋ThestratigraphiccorrelationbetweenwellsBK7andBK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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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暋沉积因素

由于沉积环境的差异,BK8井发育有良好的

砂体,其他井接近砂体边缘或砂体不发育,泥质含

量相对较高,因此在BK8井地带易形成高渗带。

7.2.2暋成岩作用

通过岩石薄片鉴定,克孜尔塔格组储层颗粒压

实强烈,而孔隙类型以原生粒间孔为主,因此较强

的压实作用使得储层渗透性变差。
以上2种因素导致了储层特低孔特低渗的物性

特征,而且由于沉积微相的差异,导致储层物性较强

的平面非均质性。在物性较好的井生产稳定,物性较

差的井出现供液不足、储层改造困难等现象。

7.3暋油水关系分析

2009年11月 BK7井在裸眼完井测试期间,
测得出液井段为4978.8~4992.3m。与其他井

的测井曲线对比之后初步将油藏的油水界面定在

海拔-3814m。但是BK7井后期在4948~4953m
井段射孔完井测试为水层。与BK8井的地层对比

(图4),可以看出,相同层位BK7井处于构造高部

位,而处于构造相对低部位的BK8井测试为油层,
出现“高部位出水,低部位出油暠的现象,因此该油

藏油水界面并不统一。

BK7井与BK8井相同的层位的高差只有3m,
坡度较缓,所以物性的差异对油水界面具有更大的

控制作用。BK8井所处位置砂体发育,储层物性

相对较好;BK7井处于砂体边缘,储层物性相对较

差。从图4的测井曲线可以看出,BK7井的含水饱

和度相对BK8井较高,可能的原因是油气在成藏或

者调整过程中向BK8井的相对高渗带中聚集,而

BK7井的相对低渗带中充满水(图5),因此在测试

中出现“低部位出油,高部位出水暠的现象。
由于储层物性的差异造成了储层供液能力及

油水分布的差异,使克孜尔塔格组油藏成为类似于

图5暋BK7井与BK8井油水分布示意

Fig.5暋Thesketchmapshowingdistribution
ofoilandwaterinwellsBK7andBK8

美国的阿巴拉契亚盆地下石炭统“百呎砂岩暠油

藏[3],该油藏在低渗层中发育有相对高渗透带,在
高渗带中油气聚集,而低渗透带中充满水,具有岩

性油气藏的特征。

8暋结论

1)巴什托克孜尔塔格组油藏属于特低孔特低

渗油藏,储层物性对油气开发影响重大。

2)储层物性对油水关系有控制作用,特低孔

特低渗的储层形成了复杂的油水关系。

3)油气在成藏过程中并未完全遵守重力分异

的原则,而是受渗透率的影响。高渗带中油气聚

集,而低渗带中油气充注程度小或充满水,具有构

造—岩性油藏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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