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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河油田西南部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开发及认识

陈暋震,周暋全,曾清勇
(中国石化 西北油田分公司 塔河采油三厂,新疆 轮台暋841604)

摘要:塔河油田西南部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成藏主要受构造、断裂、岩溶作用等控制。通过对塔河油田西南部良里塔格组建产井

特征分析,认为西南部部分区域在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具有较为丰富的油气资源。随着勘探开发历程不断推进,良里塔格组将

成为这些区域一套重要的油气储层。研究表明,T705井区、T739-T740井区、S106井区和 TP7井区具有一定开发潜力,其中

T739-T740井区和 TP7井区潜力较大,为下步开发评价的首选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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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itationandunderstandingofLianglitag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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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ccumulationsintheUpperOrdovicianLianglitageFormationinthesouthwestofTaheOil
Fieldaremainlycontrolledbytectonics,fracturesandkarsteffects.Basedonthecharacteristicanalyses
ofproducingwells,hydrocarbonresourceshavebeenprovedrelativelyrichinsomeregionsinthesouth灢
westofTaheOilField.TheLianglitageFormationhasbecomethekeyreservoirintheregionasexplo灢
rationsexpand.ThewellregionsofT705,T739-T740,S106andTP7havebigpotential,especially
theT739-T740andTP7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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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塔河油田位于塔里木盆地北部地区沙雅隆起阿

克库勒凸起的西南部,其奥陶系油气藏是我国目前

发现的储量规模最大的海相碳酸盐岩油气藏,主产

层为中下奥陶统灰岩,储层类型为岩溶缝洞型[1]。
随着勘探开发不断推进,塔河油田在上奥陶统良里

塔格组也实现了油气突破。本文从良里塔格组岩

性、沉积相特征、成岩作用、油气成藏期次等研究出

发,结合塔河油田西南部良里塔格组建产井开发实

践,研究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开发的有利区域。

1暋地质背景

研究区位于塔河油田主体区块西南部,区内下

古生界表现为由南向北抬升的形态,受海西早期构

造运动的影响,志留系、中—上奥陶统从南向北依

次被剥蚀殆尽,北部下奥陶统也遭受不同程度的

剥蚀。
塔河油田西南部上奥陶统自上而下分为桑塔

木组、良里塔格组、恰尔巴克组。良里塔格组与上

覆桑塔木组为平行不整合关系,与下伏恰尔巴克组

为整合关系。在桑塔木组覆盖区内,良里塔格组未

受到海西早期构造运动的剥蚀,地层保存较为

完整。
据袁玉玲等对良里塔格组岩性、沉积相、岩溶

作用及油气成藏期次的研究[2-3],表明良里塔格组

具备油气成藏条件,该组地层为塔河油田开发潜

力层。

2暋良里塔格组建产井开发实践

工区内共有5口油井在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

建产,其中 TK849CH,TK719CH 分布于塔河八区

西北部 T705单元,S116-2,S106井分布于塔河

十一区,TP205X 井分布于 托 甫 台 区 TP7 单 元

附近。
通过对良里塔格组建产井构造位置、岩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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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属性、含油气性等方面分析,发现良里塔格组成

藏具备以下几点特征:
第一,区域构造位置相对优越,处于局部残丘

或缓坡带。前期勘探研究表明,该区域处于南侧烃

源区油气向阿克库勒凸起高部位运移的路径上,是
油气长期运移聚集的有利区域。

第二,储盖组合较好。上奥陶统上部泥岩、泥
灰岩与良里塔格组灰岩缝洞储集体组合。据统计,
桑塔木组岩性主要以泥岩、泥灰岩、灰质泥岩和泥

质灰岩为主;良里塔格组岩性主要为泥晶灰岩、砂
屑泥(微)晶灰岩、生物屑泥晶灰岩,且为较纯灰岩。

第三,多数油井均钻遇断层。5口油井中除

TK719CH 井邻近断层未直接钻遇外,其余4口油

井均在良里塔格组钻遇断层,部分油井有放空漏失

现象。断裂可使大气水向下渗滤而发生断裂岩溶

作用,因此断裂发育的区域,岩溶作用较强,裂缝—
孔洞型储层也较发育。尤其在上奥陶统覆盖区,加
里东中期岩溶多分布于早期断裂带附近,断裂带是

裂缝与岩溶发育的密集带[4]。另外,断裂也为油气

纵向运移提供了通道。
第四,地震预测本井区储层较发育。从地震剖

面图看,建产井具有“串珠状暠或强反射特征(图

1);从振幅变化率、相干值提取处理成果统计分析,
表现为弱相干、强振幅变化率的特点。塔河油田勘

探实钻结果证实这些反射特征与缝洞发育有较好

的对应关系。
第五,录井显示较好,含油级别达到油迹—油

斑;取心资料显示有构造缝发育,或有未充填、半充

填、孔洞存在;测井解释有栻类储层或大段栿类储

层存在。

图1暋S116-2井米字型地震时间偏移剖面

Fig.1暋SeismictimemigrationprofileofWellS116-2

表1暋塔河油田西南部良里塔格组有利区域评价

Table1暋EvaluationoffavorablerangeinLianglitage
Formation,southwestofTaheOilField

潜力井区 O3l建产井
O3l累计
产油/
104t

区内潜力井
(参考测、录井)

预测可
采储量/
104t

T705井区 TK849CH,
TK719CH 1.69 16.1

T739-
T740井区

TK1024,TK1058,
TK1063X,TH10303,
TH10306,TH10316,

TH10417X

66.67

S106井区 S106,
S106-2 5.28 TK1116CX,

TK1117 70.4

TP7井区 TP205X 1.9
TP7,TP7-1X,
TP7-4,TP15X,
TP218X,TP223X

88.67

合计 5 8.87 15 241.84

3暋有利区域评价

良里塔格组作为塔河油田的主要产层之一[5],
研究其岩性、沉积相特征、岩溶作用、油气成藏期次

及建产井特征认识对有利区域的预测有重要意义。
根据塔河油田西南部20口潜力井统计分析(构造位

置、地震属性、断裂发育程度、录井显示等),对该地

区良里塔格组开发有利区域分布进行了综合评价。
通过对塔河油田西南部良里塔格组部分建产

井和潜力井分析,认为 T705井区、T739-T740井

区、S106井区和 TP7井区具有一定开发潜力,其
中 T739-T740井区和 TP7井区潜力较大,为有

利的区域(表1)。
T739-T740井区构造位置优越,井区内油井

多处于F1 断裂周围,周边断裂发育,岩溶作用较

强,储集体相对发育。如 TH10306,TH10316等

油井在良里塔格组录井显示好,含油级别为油斑,
槽面见气泡5%~10%,油流20%。该井区一间房

组储层油气富集,T739,T740主建产缝洞带内高

产能油井聚集,多数油井具有较长的无水采油期和

较高的无水采油量,是塔河油田十区油气最为富集

的区域。另外,本区良里塔格组储层尚未动用,因
此,T739-T740井区良里塔格组开发潜力较大。

TP7井区处于 TP20-TP7-TP16-1构造

单元中部鼻凸构造位置,受F2 断裂带控制,周边断

裂发育,井区内除 TP205X 井在良里塔格组建产

外,TP218X,TP223X井钻井过程中在良里塔格组

均有放空漏失现象,且井口有原油返出,表明该区

域岩溶作用强,储集体发育。TP205X井累计产油

近2暳104t,这充分证明了该区良里塔格组具有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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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在现场施工过程中,排量均保持在7m3/min
以上,平均为9m3/min。排量的提高,使酸液进入

地层的距离增加,有助于形成更长的有效裂缝,提
高导流能力。

3.4暋顶替液用量

通过对不同顶替液量对动态裂缝形态、酸蚀裂

缝长度及导流能力影响分析(图5),可知动态缝

长、缝高及缝口导流能力随着顶替液量的增加变化

不大,而有效酸蚀裂缝长度却随顶替液的增加有明

显增长趋势。但当顶替液达到400m3 以后,增加

效果不再明显[7]。TK1078井在顶替液达到320
m3 以后井底压力便不再降低。这和酸岩反应时间

有着直接联系。不同酸液在酸岩反应30min后便

失去活性,所以优选酸岩反应速度慢、滤失量小的

图5暋不同顶替液规模对裂缝形态的影响

Fig.5暋Differentfractureformrelated
tothedisplacementfluidvolume

酸液对于提高有效酸蚀缝长具有较大的意义。因

此,在实际施工过程中,顶替液量平均为449m3,
达到了最低实验模拟结果的要求。

4暋结论

1)油井所处井区油气富集程度相对较高。

2)振幅变化率具有强反射特性,且地震剖面具

有串珠状反射特征。

3)生产特征表现为“累产低,能量不足,注水

困难暠。

4)施工规模应高于2500m3。

5)施工条件允许,排量应保持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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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 富 的 油 气 资 源。同 时 结 合 TP218X 井 和

TP205X井生产上动态响应特征,揭示了良里塔格

组缝洞型储集体有一定规模。因此,TP7井区是

良里塔格组勘探开发最有利的区域。

4暋结论与建议

1)良里塔格组成藏主要受构造、断裂、岩溶作

用等控制。

2)塔河油田西南部上奥陶统良里塔格组建产

井具有构造位置优越、断裂发育、地震反射异常、油
气较富集等特征,这些特征证实了该组具有较为丰

富的油气资源。

3)T705井区、T739-T740井区、S106井区和

TP7井区具有一定开发潜力,其中T739-T740井区

和TP7井区潜力较大,为下步开发评价的首选区域。

暋暋4)应加大良里塔格组地质特征、成藏机制的研

究力度,深入评价有利区域潜力。

5)提高良里塔格组开发特征认识,制定出高效

的开发技术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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