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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

长 ７ 致密油有效储层识别与甜点优选
何崇康１，成良丙２，３，陈旭峰４，孙钿翔５，李　 超６，赵国玺２，３

（１．中国石油 长庆油田分公司 油田开发处，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２．中国石油 长庆油田分公司 勘探开发研究院，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３．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４．中国石油 长庆油田分公司 第二采油厂，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５．中国石油 长庆油田分公司 第十二采油厂，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６．中国石油 长庆油田分公司 第六采油厂，西安　 ７１００１８）

摘要：以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长 ７ 油藏试油、生产数据为基础，界定在当前技术条件下能够开发的储层为有效储层，从岩心

观察、录井显示、储层实验分析、测井响应等 ４ 个方面建立有效储层的识别标准。 认为现阶段鄂尔多斯盆地能够开发的致密油储

层为孔隙度大于 ５．５％、渗透率大于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的油斑细砂岩。 有效储层恒速压汞显示喉道半径大于 ０．２５ μｍ，可动流体饱和

度大于 ３０％，测井响应声波时差大于 ２１５ μｓ ／ ｍ。 “甜点”区含油性较好，全烃气测录井气测值为基线的 ３ 倍以上，电阻率达到

３０ Ω·ｍ以上。 从钻井允许误差和单井控制储量规模分析，最大单油层厚度应大于 ４ ｍ，压裂后可动用油层厚度达到 ６ ｍ 以上。
有利区筛选过程中按照先从沉积相带进行有利区带优选，然后用储层物性、油层厚度下限标准进行“甜点”筛选，在油藏内部产能

建设实施过程中按照含油性、邻井实施效果排序，扣除风险区，避免低产低效区。 形成的技术指标和技术方法，在新安边地区提

交探明储量 １．０×１０８ ｔ，建成了致密油规模开发区块。
关键词：致密油下限标准；有效储层；甜点优选；长 ７ 致密油；新安边油田；鄂尔多斯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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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鄂尔多斯盆地石油资源丰富，将储层地面空气

渗透率小于 ０．３ ×１０－３ μｍ２，紧邻优质烃源岩，未经

过长距离运移的长 ７ 砂岩油藏称为致密油。 盆地

东北部陕北地区为三角洲前缘沉积，主要有利储层

是水下分流河道砂体；盆地中部陇东地区为深湖—
半深湖环境下的砂质碎屑流沉积，浊积水道砂是有

利储集体。 目前长 ７ 已经开发水平井 ３９３ 口，部分

井试验效果较差，主要表现为低液量或高含水，扣
除固井质量较差、压裂改造不彻底等因素的影响，
平面上高产井、部分低产井连片出现。 为避免出现

低产井，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有效储层的下限，建
立相应的识别标准，优选致密油储层筛选的几个关

键参数。 目前关于储层物性下限的研究比较

多［１－６］，而且方法多样、精度不断提高，油田生产更

需要简单有效、容易实现的方法。 本文试图建立岩

心观察、岩心物性分析、测井、录井资料的致密油有

效储层识别方法，确定各参数的下限，指导致密油

甜点筛选。

１　 有效储层是决定产能的关键因素

由于致密油储层致密，不经过大规模改造，一
般无自然能量。 在目前技术条件下，有效储层识别

标准更符合当前技术条件。 因此影响水平井产能

的因素，可以分为地质因素、工艺因素 ２ 大类。 在

同一区块，通常水平井改造工艺相近，影响产能的

地质因素包括储层孔隙空间大小、连通性、含油性

等，水平井产能研究可借用定向井的研究方式，因
此可以将水平井储层筛选问题简化为常规的定向

井储层筛选。
新安边油田位于陕北新安边地区，是中国第一

个亿吨级大型致密油田，北到安边，南到铁边城，东
到学庄，西到王洼子，包含 Ａｎ８３、Ｈ２３０、Ｗ４６４ 等开

发区块（图 １）。 新安边油田长 ７ 油层组属于陕北

三角洲体系三角洲前缘亚相，主要发育有水下分流

河道、河口坝、分流间湾、前缘席状砂等 ４ 种微相类

型。 长 ７ 油藏储层以灰色、灰褐色极细—细粒、细
粒岩屑质长石砂岩为主，储层岩石具低成分成熟

度、中等结构成熟度特征，为一套低孔、特低孔致密

储层；岩心分析孔隙度５％ ～ １１％，平均８．９％，渗透

图 １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长 ７ 砂层厚度

Ｆｉｇ．１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７
ｉｎ Ｘｉｎ’ａｎ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率（０．０１～０．２）×１０－３ μｍ２，平均 ０．１２ ×１０－３ μｍ２。 新

安边油田 Ａｎ８３ 区长 ７２储层原生粒间孔、次生粒间

孔及次生溶孔都比较发育，次生溶蚀孔主要发育长

石溶孔。 粒间孔与溶孔含量相当，其中粒间孔占总

孔隙的 ４８．２％，溶孔占总孔隙的 ５０％，总面孔率较

低，为 ２．７４％。 ２０１０ 年开始进行定向井开发，生产

前 ３ 个月平均单井日产量 １．４ ｔ；２０１２ 年以后开始

水平井开发，平均初期单井日产油达到 １０ ｔ，目前

以水平井开发为主。
１．１　 水平井与定向井产能对比

新安边地区 ２２ 口水平井有对应的邻井进行了

试采。 水平井水平段长度 ７００～８００ ｍ，平均 ７９０ ｍ，
排量 ６．０ ｍ３ ／ ｍｉｎ；相邻定向井排量 ４．０～８．０ ｍ３ ／ ｍｉｎ，
平均 ６．９ ｍ３ ／ ｍｉｎ，二者排量相近，都采用了体积压裂

工艺。 对比水平井和相邻定向井的初期产能（图 ２）
可以看出，当定向井初期产量小于 ３ ｔ ／ ｄ 时，两者

有一定相关性。当定向井单井产量大于１．３ ｔ ／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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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
定向井与相邻水平井初期产量关系

Ｆｉｇ．２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ａｎｄ ａｄｊａｃｅｎｔ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Ｘｉｎ’ａｎ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水平井产量大于 ８．０ ｔ ／ ｄ 时，达到水平井单井产能

设计的要求。 从水平井和定向井产量相关性可以

看出，利用定向井试采资料对水平井部署区筛选指

导性较好。
对比长庆油田已开发各区块丛式井与水平井

开发平均值初期产量，各区块定向井单井产量越

高，水平井初期产量越高，其中 Ａｎ８３ 区定向井初

期产量为 １．６ ｔ ／ ｄ，水平井初期产量为 １０．４ ｔ ／ ｄ，水
平段较短，开发效果较好。

通过新安边油田水平井和定向井初期产量关

系对比，以及目前鄂尔多斯盆地长 ７ 致密油主要区

块水平井和定向井对比可以看出，在水平井长度

８００ ｍ 左右，水平井产量达到 ８ ｔ ／ ｄ，需要筛选定向

井试采效果较好，产量达到 １．３ ｔ ／ ｄ 以上的区块。
当水平井最低产量目标确定为 ６ ｔ ／ ｄ 时，对应定向

井初期产量为 １．０ ｔ。
１．２　 影响水平井产能的主要地质因素

１．２．１　 砂层钻遇率

新安边油田属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水下分流

河道微相沉积规模较大，沉积砂体稳定，但在分流

河道两侧河道摆动，砂层多次叠加。 纵向上发育多

个含油小层，平面上总体分布稳定，但局部单油层

分布不稳定，给井位部署和水平井轨迹设计增加难

度。 横向上砂层变化大，砂层尖灭，水平井无法钻

遇有效储层，从而影响水平井单井产量；纵向多油

层发育，夹层较多，当水平井轨迹穿在两套砂体之

间时，可能钻遇泥岩，导致油层钻遇率低，从而影响

水平井产量。
１．２．２　 含油性

新安边油田长 ７ 层为三角洲前缘沉积，位于生

烃中心边部，砂体连片发育，含油性变化较复杂，平
面上整体含油性较好，局部出现高含水区，油井投

产后高含水、低含油，“甜点”优选受到限制，影响了

水平井产能。 该区 １３ 口高含水井与正常区块水平

井相比，砂层厚度相近，孔隙度相差不大，平均声波

时差 ２１５．５ μｓ ／ ｍ，电阻率 ２６．５ Ω·ｍ，比正常区块

低，开发过程中显示为高含水，平均含水 ７９．６％。
１．２．３　 油层厚度

油层厚度大小直接决定单井控制储量，影响油

井的稳产效果。 目前开发的水平井油层厚度都在

６ ｍ 以上，扣除低阻高含水井影响，油层厚度越大，
３ 年累产油越高。 从钻井方面考虑，钻井过程中水

平井轨迹有上下 ２ ｍ 的允许误差，目的层单层厚度

需大于 ４ ｍ，才能保证水平井顺利钻井，因此有效

厚度下限为 ６ ｍ。

２　 有效储层界定

２．１　 岩心观察特征

长 ７ 致密油储层以长石细砂岩为主，从岩心上

看，有效储层为灰褐色块状油斑细砂岩；无效储层

为细纹交错层理、脉状层理的薄层砂岩连通差，为浅

灰色细砂岩。 新安边油田取心井岩心显示，长 ７ 纵

向上含油性变化大，含油性达到要求的岩心 ａ 和 ｄ
对应电阻率为 ９４ Ω·ｍ 和 ６３ Ω·ｍ，含油性较差的

岩心 ｂ 和 ｃ 对应电阻率在 ３０ Ω·ｍ 以下（图 ３），可
以根据岩心观察的层理结构、颜色确定有效储层。
２．２　 储层物性分布特征

致密油储层岩性致密，新安边油田 ２９ 口取心

井岩心分析孔隙度主要分布在 ５％ ～ １０％之间，渗
透率小于 ０．３×１０－３ μｍ２，其中 ５８．５％的样品分布在

（０．０３～０．１５） ×１０－３ μｍ２之间。 根据开发区及周围

取心井岩心录井显示结果，７９ 块样品无油迹显示，
７５％的样品点渗透率小于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油斑显

示的样品渗透率峰值在（０．０３ ～ ０．０５） ×１０－３ μｍ２之

间，油迹显示的岩心渗透率分布范围较广，主要分

布在（０．０３～０．１５）×１０－３ μｍ２。 根据录井显示结果，
长 ７ 致密油的渗透率下限为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录井

显示为油斑（图 ４）。 根据长 ７ 段 ３５ 口井 ３５ 个单

层测试资料，分析渗透率与单位厚度产油量的关

系，当储层渗透率下限值取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时，储层

仍有一定的产油能力。 根据岩心含油产状统计，储
层渗透率大于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孔隙度大于 ５．５％
时，含油级别一般在油斑级以上，试油可获油流，由
此确定渗透率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孔隙度 ５．５％为新安

边地区延长组长 ７２储层物性下限。
２．３　 孔喉结构特征

２．３．１　 恒速压汞

恒速压汞是以很低的恒定速度将汞注入岩石，
以准静态进汞，通过检测注入汞过程中的压力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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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 ＸＸ 井长 ７ 层测井解释成果

Ｆｉｇ．３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７ ｉｎ ｗｅｌｌ ＸＸ， Ｘｉｎ’ａｎ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图 ４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岩心含油性与储层物性关系

Ｆｉｇ．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ｉｌ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ｆｒｏｍ Ｘｉｎ’ａｎ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降，区分岩石孔隙和喉道大小［７－１０］。 喉道半径大小

直接决定了渗透率的大小，影响了水平井单井产

量。 根据试油和生产数据分析，试油产量越高，水
平井单井产量越高。 致密油储层经过远距离筛选，
岩石颗粒大小比较均匀，经过压实成岩之后孔隙度

分布比较集中。 ９ 块恒速压汞样品孔隙半径分布

在 １００～２５０ μｍ 之间，主要集中在 １３０～１９０ μｍ，峰
值 １６５ μｍ，分布比较集中。 选取其中有试油、生产

数据的 ４ 口井进行对比（图 ５），Ａ２４４－１０ 井样品渗

透率 ０．０１１×１０－３ μｍ２，主流喉道半径 ０．２ μｍ，平均

日产油 ０．２１ ｔ，目前技术条件难以开发，为无效储

层。 Ｈ１９０ 井渗透率 ０． ０６３ × １０－３ μｍ２，试油产量

５．２７ ｔ ／ ｄ，初期产量达到 ０．７ ｔ ／ ｄ，相邻水平井产量

１２．８ ｔ ／ ｄ。 渗透率在 ０． １ × １０－３ μｍ２ 以上的安 ９８、
Ｈ１９１井，试油产量分别为１３．１ ｔ ／ ｄ和１４．３ ｔ ／ ｄ，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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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长 ７ 储层恒速压汞喉道半径分布特征及平均喉道半径与初期产量关系

Ｆｉｇ．５　 Ｐ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ａｎｄ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ｐｏｒｅ ｔｈｒｏａｔ ｒａｄｉｕｓ ｕｎｄｅｒ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ｒａｔｅ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ｖｓ． ｅａｒｌ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Ｃｈａｎｇ ７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Ｘｉｎ’ａｎ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采产量均在 ３ ｔ ／ ｄ 以上，为致密油高产井。 因此根

据恒速压汞实验区分出的有效喉道半径大于 ０．２
μｍ，主要分布在 ０．２～０．９ μｍ 之间。 研究区密闭取
心３ 口井，孔隙度大于 ５． ５％时，对应渗透率大于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含油饱和度大于 ６０％，含油饱和度
较高。 通过对鄂尔多斯长 ７ 致密油可动流体与喉

道半径的研究，当渗透率为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时，可动
流体饱和度大于 ３０％，地下流体流动性较好，适合

开发。 综上所述，目前新安边油田长 ７ 致密油储层
开发下限可以达到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
２．３．２　 高压压汞

长 ７ 储层喉道细小，平均孔隙半径 ０．２６ μｍ，
喉道分选差，０．１０ ～ ０．６５ μｍ 的孔隙是储层的主要
储集空间，小孔隙比例高，小于 ０．１ μｍ 的孔隙体积

比例大于 ３０％。 根据孔渗及压汞数据分析，渗透

率和平均喉道半径及喉道分选系数呈正相关，与平
均喉道半径的相关性较高，与喉道分选系数相关性

较低，说明储层孔喉大小及分布特征共同决定了储

层的渗透强弱。 长 ７ 致密油层不同渗透率级别样
品喉道对渗透率的贡献存在明显差异，样品渗透率

越小，喉道对渗透率的贡献分布越集中。 随着渗透

率的逐渐增大，喉道的分布区间变宽，大喉道增多，
小喉道对渗透率的贡献明显减小，大喉道对渗透率

的贡献增大，贡献峰值对应的喉道半径向大喉道一
侧移动。 当渗透率小于 ０．０５×１０－３ μｍ２，对应孔喉半
径峰值小于 ０．２５ μｍ；渗透率在（０．０５ ～ ０．１５） ×１０－３

μｍ２之间，喉道半径为 ０．２５～０．６５ μｍ。 因此高压压

汞表征的储层孔喉半径在 ０．２５ ～ ０．６５ μｍ 之间时，
为致密油有效储层。

３　 有效储层识别与“甜点”优选

３．１　 储层电性特征
含油性评价是致密油储层识别最重要的因素，

致密油储层中钻遇高含水层是水平井低产的一个

重要原因。 根据盆地低渗透—致密油开发经验，致
密油大面积成藏，含油性受物性控制，物性好的出

油，物性较致密的为干层，储层含油性评价主要考
虑物性［１２－１６］。 在大面积成藏理论指导下，Ａｎ８３ 区
采用水平井大面积钻井，在含油区内部集中投产后

发现高含水低产井，和正常区相比储层厚度和物性
相差不大，但是含油性差异大，表现在比正常区电

阻率低，由此认识到致密油在大面积成藏背景下，
可能存在局部高含水带。 水平井电阻率大小受轨

迹位置影响，测量油层纵向信息，定向井垂直井筒，
测量值更能反映储层电性。 含油性是影响单井产
量的主要因素，电阻率越高，初期产量越高，当电阻

率小于 ３０ Ω·ｍ 时，初期产量小于 ５ ｔ ／ ｄ，为低产高
含水井。 据此将电阻率下限从原来的 ２０ Ω·ｍ 提

高到 ３０ Ω·ｍ，从而避免了高含水井的出现。 低阻
带在平面上有一定的排列规律，和主应力方向相

近，为北东 ７０° ～ ７５°，宽度一般不超过 ５００ ｍ，少数

低阻带南北宽度能大于 １ ｋｍ、东西长 ２ ｋｍ，形成连
片低产高含水区。
３．２　 全烃录井特征

长 ７ 致密储层紧邻烃源岩，为近源运聚的岩性

油藏。 储层具有致密、油质轻、非均质性强的特点，
储层含油性主要受物性、砂体连通性控制。 油气显

示直照消光，肉眼不易落实含油性；致密储层油水
分异性差，流体性质判识困难；孔隙流体饱和度高，
但流体产能取决于流体可动性大小。

针对以上特点，钻井过程中主要采用气测录井
技术。 以气测全烃基值为基础，３ 倍于基值定义为

一般异常层；结合岩屑的荧光鉴定资料落实含油
性，当气测全烃 ５ 倍于基值，定义为明显异常层，可
能钻遇油层。 原油中含有溶解气、轻烃、重烃、沥青
质等组分，轻烃组分含量越高，越易于流动，全烃气

测值越高，当比值相等时，全烃含量越高，含油性越

好，越偏向油层；当全烃含量相同时，轻烃组分（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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烷含量）越高，越趋向油层，甲烷含量越低，含油性

越差，可能为油层和油水同层。 在水平井钻井过程

中要特别注意全烃含量以及组分，及时发现问题，
便于调整。
３．３　 油层厚度

致密油目前主要采用水平井开发，油层厚度越

大，单井控制储量越大，单井累积产量越高。 Ａｎ８３
区满 ２ 年水平井 １０２ 口，水平段长度 ６００ ～ ８００ ｍ，
油层厚度和 ２４ 个月累产油存在明显相关性，油层

厚度越大，累产油越多，为提高效益，应该具备一定

油层厚度。 另外，根据钻井工程上的要求，一般允

许实钻轨迹与设计之间上下误差 ２ ｍ，因此单段油

层最大厚度需要达到 ４ ｍ。 根据目前开发实践，油
层厚度需要达到 ６ ｍ，跟踪调整比较容易，油层钻

遇率高。
Ａｎ８３ 区设计参考井 Ａ 目标油层单层厚度 ４．６ ｍ

（图 ６），长 ７１
２ 小层油层厚度 ７．８ ｍ；参考井 Ｂ 差油

层厚度 ２．３ ｍ，单油层厚度接近极限水平。 实际水

平段长度 ８００ ｍ，射孔 ８ 段，入地液 ７ ４６０ ｍ３，初期

产量 １４．５ ｔ ／ ｄ，含水 ２１．６％，生产 ６４０ ｄ，累产 ５ ３４８ ｔ，
开发效果较好。
３．４　 致密油“甜点”优选方法

致密油大规模采用 ８００ ～ １ ５００ ｍ 长水平段水

平井开发之后，减少了骨架井部署，部署区内可参

考的定向井较少，水平井有利区筛选风险增加。 “甜
点”优选难度增加，需要从沉积相、储层特征等方面

筛选有利区，然后用储层物性、油层厚度下限标准

来筛选“甜点”，在油藏内部产能建设实施过程中

参考邻井含油性和开发效果，避免低产低效区。
水平井“甜点”筛选方法：（１）新安边地区有利

储层为水下分流河道砂体，沉积过程比较稳定，河
道规模较大，砂体连续性好，整体都可以作为有利

区带。 （２）优选有利储层，要求岩心分析孔隙度大

于 ５．５％，渗透率大于 ０．０３×１０－３ μｍ２，对应的声波

时差大于 ２１５ μｓ ／ ｍ，在开发井区辅助应用声波时

差资料。 （３）优选“甜点”区：油层最大单层厚度大

于 ４ ｍ、总厚度大于 ６ ｍ，含油性较好，录井显示油

斑，测井反映电阻率大于 ３０ Ω·ｍ，全烃气测达到

基线的 ３ 倍以上，达到以上标准都可以作为产能建

设部署区。 （４）对油层厚度小于 ４ ｍ，或者电阻率

小于 ３０ Ω·ｍ 的区域坚决缓钻，减少低产井，提高

产建效益。
通过对新安边油田长 ７ 致密油开发过程的总

结，形成了以沉积相选区带，以物性、油层厚度选区

块，以邻井含油性确定井位的致密油“甜点”优选

方法。
３．５　 应用效果

２０１２ 年以前，通过在新安边地区沉积相带分

析，筛选出 Ａｎ８３、 Ｈ２３０、 Ｗ４６４ 等区块。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５ 年在新安边地区长 ７ 致密油进行水平井规模

建产，完钻水平井 １９７ 口，探明并开发了石油地质

储量 １．０×１０８ ｔ，预测储量 ２．５６×１０８ ｔ。 特别是 ２０１４
年在确定有效储层下限及“甜点”筛选标准以后，
可建产的致密油“甜点”区范围扩大，有利区边界更

加明确。 按照致密油储层下限标准和“甜点”优选

的方法实施，缓钻油藏边部储层物性差、油层厚度

较薄的 １４ 口水平井，缓钻面积 ９ ｋｍ２，优选 ５０ ｋｍ２

建产区，保障了近几年钻井的需求；实施过程中控

制风险，未出现高含水井、低产井，保证了油田开发

的效果。

４　 结论

（１）油层钻遇率、油层厚度、含油性是影响水

平井单井产能的主要地质因素，油层钻遇率高、油
层厚度大、含油性好的储层单井产量高。

（２）鄂尔多斯盆地长 ７ 致密储层恒速压汞实

验分析有效半径大于 ０．２ μｍ，孔喉半径主要分布

在 ０．２～０．９ μｍ 之间，可动流体饱和度大于 ３０％，
流体的可流动性较好是长 ７ 致密储层开发的内在

因素。
（３）目前能够开发的有效储层岩心孔隙度下

限为５．５％，地面渗透率为０．０３×１０－３μｍ２ ，声波时

图 ６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水平井实钻轨迹

Ｆｉｇ．６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ｏｆ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Ｘｉｎ’ａｎｂｉａｎ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７１８·　 第 ６ 期　 　 　 　 　 　 　 何崇康，等． 鄂尔多斯盆地新安边油田长 ７ 致密油有效储层识别与甜点优选　



差为 ２１５ μｓ ／ ｍ。
（４）致密油在大面积成藏背景下，局部含油性

差异大，“甜点”区录井显示为油斑，单层厚度为

４ ｍ以上，油藏叠加厚度大于 ６ ｍ，气测全烃值在基

值的 ３ 倍以上，电阻率大于 ３０ Ω·ｍ。
（４）针对长 ７ 致密油开发区选择，形成了以沉

积相选区带，以物性、油层厚度选区块，以邻井含油

性确定井位的致密油“甜点”优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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