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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盐间页岩油储层特征研究

———以潜 ３４－１０ 韵律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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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江汉盆地始新统潜江组盐间页岩油是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和难点。 为了明确盐间页岩储层岩相及其储集物性，综合运用岩

心观测、岩石薄片鉴定、Ｘ 衍射、高压压汞和页岩孔渗等资料，对潜江凹陷潜江组盐间页岩油储层岩相发育特征及其对储集物性

的影响进行了研究。 该区盐间页岩油储层主要包括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富碳纹层状云 ／ 灰质泥岩相和钙芒硝充填富碳纹

层状云质泥岩相 ３ 种不同类型的岩相类型，前 ２ 种岩相的孔隙度明显高于后者。 不同岩相孔径分布差异明显，富碳纹层状泥质

白云岩相以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 的孔隙为主，中值孔喉半径为 ２１９ ｎｍ；而富碳纹层状云 ／ 灰质泥岩相和钙芒硝充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

质相则以孔径小于 ４１ ｎｍ 的孔隙为主，中值孔喉半径为 ２１ ｎｍ。 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岩性均一，具有良好的储集空间和较大

的孔喉结构，页岩储层中的含油性较高，为盐间页岩油储层中的优势岩相，是研究区最有利的页岩油勘探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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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随着国内外非常规油气资源理论水平

逐步提升、技术日趋完善，页岩油成为油气勘探开

发的前沿和热点研究领域［１－２］。 中国是世界能源

需求大国，２０１８年数据显示，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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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７０％［３］，因此，亟需建立和发展适用于中国复

杂地质条件的非常规油气资源理论，加大页岩油气

的勘探开发力度，为国家能源安全提供保障［４－５］。
我国页岩油资源总体较丰富，但较国外资源条件具

有特殊性。 北美主要为海相盆地页岩油，我国主要

为陆相盆地页岩油［６－７］。 在中国陆相盆地中，江汉

盆地属于典型的陆相盐湖盆地，在古近系潜江组盐

间页岩中油气显示丰富，录井均为油浸页岩，１２０
多口井见槽面显示，５０ 多口井获工业油流，展现出

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目前，学者们针对江汉盆地潜江凹陷盐间页岩

油储层的生烃条件和含油性等陆续开展了大量研

究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８－１１］，探讨了页岩油储层矿

物组成、脆性特征、含油性、资源潜力和页岩油富集

机理等方面的关键问题。 然而，由于盐间储层盐韵

律十分发育，岩性复杂多样，碳酸盐和硫酸盐等矿

物对储层储集空间影响较大，导致盐间储层岩相特

征与储集物性关系的研究相对薄弱［１２］。 为此，本
文以潜江凹陷页岩油显示较好的 ４ 口探井 ／兼探井

潜三段第四油组的第十韵律层（潜 ３４ －１０）取心段

为剖析对象，在岩心系统观察描述基础上，选取典

型样品开展岩石薄片鉴定、Ｘ 衍射、高压压汞和孔

渗等分析，评价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矿物组成和

岩相特征，分析岩相类型与储集特征，落实盐间页

岩油勘探有利岩相，以期为江汉盆地盐间页岩油勘

探开发和有利层段的优选提供依据。

１　 区域地质背景

江汉盆地是我国东部古近纪陆相含油盐湖盆

地，属燕山运动发展起来的白垩纪—古近纪断陷盆

地，经历了 ２ 个断—拗旋回，主要发育了新沟嘴组

和潜江组 ２ 套生储油层系［１３］。 江汉盆地由枝江、
江陵、陈沱口、潜江、小板、云梦、沔阳 ７ 个次级凹陷

组成［１３－１４］（图１），其中又以潜江凹陷为沉积沉降中

图 １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构造位置与剖析井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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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９，１５］，面积约 ２ ５３０ ｋｍ２。 潜江凹陷潜江组由砂泥

岩层和盐韵律层频繁交互而成，其中盐韵律层由盐

岩层 与 盐 间 页 岩 层 组 成，共 有 １９３ 个 盐 韵 律

层［１６－１７］。 纵向上，潜二段沉积早期、潜三段沉积中

期、潜四下段沉积晚期沉积的盐间页岩，既是高效优

质烃源岩［１８－２０］，又是储集岩。 由于上下盐岩分隔、
纵向运移条件差，形成了封闭的盐间页岩油系统。

２　 矿物组成及岩相特征

２．１　 矿物组成与岩相类型

根据潜江凹陷 ４ 口页岩油专探井 ／兼探井

（ＢＹＹ２ 井、ＢＹＹ１ 井、Ｗ９９ 井和 ＢＸ７ 井）潜江组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层系取心段岩心系统观察结

果，对典型岩性样品进行了系统采集与分析测试。
表 １ 为样品全岩 Ｘ 衍射分析的统计结果，很显然

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层系纵横向矿物组成变化

大，矿物成分复杂，主要矿物包括白云石、黏土矿

物、钙芒硝、方解石、石英等。 其中，ＢＸ７ 井白云石、
黏土矿物、钙芒硝、方解石、石英含量平均分别为

３１．８％，２０．７％，２．２％，２２．６％，８．２％；ＢＹＹ１ 井白云

石、黏土矿物、钙芒硝、方解石、石英含量平均分别

为２８．７％，１２．２％，１８．５％，１０．９％，７．３％；ＢＹＹ２ 井白

云石、黏土矿物、钙芒硝、方解石、石英含量平均分

别为 ３０．９％，１２．４％，２３．４％，９．８％，６．７％；Ｗ９９ 井白

云石、黏土矿物、钙芒硝、方解石、石英含量平均分

别为 ２３．６％，２６．７％，２２．３％，９．７％，１０．８％。 总的来

说，该韵律层主要矿物的平均含量白云石为

２９．３％，黏土矿物为 １６．０％，钙芒硝为 １７．６％，方解

石为１２．６％，石英为 ７．８％。
传统的页岩岩相分类主要采用脆性矿物、黏土

矿物和碳酸盐矿物作为 ３ 个单元，再结合有机碳含

量、纹层发育程度等特征划分岩相。考虑到研究区

图 ２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 ３４－１０ 韵律
盐间页岩层主要矿物组成和岩相划分方案

Ｆｉｇ．２　 Ｍａｊｏｒ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Ｅｑ４

３ ⁃１０ ｒｈｙｔｈｍ，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的盐湖背景和较高的盐类矿物含量，本文以碎屑类

矿物（石英＋黏土＋长石）、碳酸盐类矿物（方解石＋
白云石）和盐类矿物（钙芒硝＋石盐）３ 大类矿物组

成为基础（图 ２），按照矿物成分—层理构造—有机

质丰度作为岩相定名主要依据，识别出研究区盐间

页岩主要的岩相类型，分别为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

岩相、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泥岩相和钙芒硝充填富

碳纹层状云质泥岩相（图 ３）。
２．２　 岩相特征

研究表明，潜江凹陷潜江组盐间页岩层系厚度

一般为 ５～１０ ｍ，部分层系在局部地区可达 ２０ ｍ 以

上。 ４ 口探井揭示潜 ３４ －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层系厚

度较小（取心显示在 １０ ｍ 左右），但由于盐间沉积

具有成盐多期性和长期性，导致不同岩相特征具有

显著差异［２１］。
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主要发育在潜３４－１０

表 １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层矿物成分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Ｍｉｎｅｒ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Ｅｑ４
３ ⁃１０ ｒｈｙｔｈｍ，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

井号 黏土矿物 硬石膏 石英 钾长石 斜长石 方解石 白云石 菱铁矿 黄铁矿 石盐 钙芒硝

ＢＸ７
０．６～３９．１
２０．７ ／ （７２）

０．３～１７．１
１．３ ／ （７２）

３．８～１５．６
８．２ ／ （７２）

０．５～４．４
１．１ ／ （７２）

１．６～７．１
４．３ ／ （７２）

２．７～５０．８
２２．６ ／ （７２）

１２．１～７３．８
３１．８ ／ （７２）

０．１～１３．１
０．６ ／ （７２）

１．９～１２．６（７２）
７．１ ／ （７２）

０．１～０．３
０．２ ／ （７２）

０．４～５．８
２．２ ／ （７２）

ＢＹＹ１
０．１～３３．３

１２．２ ／ （１１７）
０．４～４１．２
３．４ ／ （１１７）

０．１～１５
７．３ ／ （１１７）

０．２～１０．６
０．７ ／ （１１７）

１．９～２０
６．７ ／ （１１７）

０．３～６５．１
１０．９ ／ （１１７）

２．０～７０．３
２８．７ ／ （１１７）

０．０
（１１７）

１．０～２８．２
４．３（１１７）

０．６～９２．
３．７（１１７）

１．４～９１．３
１８．５（１１７）

ＢＹＹ２
１．５～４２．３

１２．４ ／ （１２８）
０．１～０．６

０．２ ／ （１２８）
１．９～１６．４
６．７ ／ （１２８）

０．２～９
０．５ ／ （１２８）

２．７～１５．５
７．１ ／ （１２８）

１．０～４５．０
９．８ ／ （１２８）

３．７～７４．３
３０．９ ／ （１２８）

０．０
（１２８）

１．１～３２．８
５．４（１２８）

０．６～６３．２
３．０（１２８）

３．０～８４．１
２３．４（１２７）

Ｗ９９
５．７～５４．７
２６．７ ／ （５４）

０．０
（５７）

２．６～１７．６
１０．８ ／ （５７）

０．１～２．２
０．３ ／ （５７）

０．２～５．６
１．８ ／ （５７）

１．５～３９．８
９．７ ／ （５７）

２．８～７６．９
２３．６ ／ （５７）

０．０
（５７）

１．５～９．３
３．２（５７）

０．８～６．３
１．５（５７）

３．６～８２．５
２２．３（５７）

平均 １６．０ １．４ ７．８ ０．７ ５．７ １２．６ ２９．３ ０．１ ５．１ ２．５ １７．６

　 　 　 注：表中数据意义为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样品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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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 Ｗ９９ 井潜江组潜 ３４－１０ 盐间页岩岩相划分

Ｆｉｇ．３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Ｅｑ４
３⁃１０ ｒｈｙｔｈｍ，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ｗｅｌｌ Ｗ９９，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韵律中上部，岩石多呈深灰、黄褐色。 该岩相矿物学

特征表现为白云石含量最高，平均为 ４４．１％，黏土矿

物含量平均为 ２０．３％，方解石含量平均为 １６．８％，石
英和长石含量平均为 １４．７％，其余还有少量钙石

盐、黄铁矿及石膏等（图 ３，图 ４）。 富碳纹层状泥

质白云岩相基质具泥晶结构，泥质、云质相互混杂，
陆屑颗粒少量，部分岩石表面被石盐覆盖；晶间孔

隙较不发育，部分岩石具纹层构造（图 ５），具有较

高的有机碳含量（图 ３）。

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泥岩相主要发育在潜 ３４－１０
韵律中部，岩心呈灰色。 该岩相矿物特征表现为黏

土矿物含量较高（平均为 ３２．３％），石英、长石含量

平均为 １７．４％。 其中，云质泥岩中白云石含量平均

为 ２３．５％，方解石含量平均为 １８．３％；灰质泥岩中

白云石含量平均为 ７． ３％，方解石含量平均为

３５．８％（图 ３，图 ４）。 此外，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泥

岩相含少量其他矿物，如钙芒硝、黄铁矿等。 富碳

纹层状云 ／ 灰质泥岩相纹层发育，富碳质暗色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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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盐间页岩岩心扫描照片

图版上部为白光照片，下部为荧光照片。 ａ．纹层状泥晶白云岩（２ ８１３．７～２ ８１６．２ ｍ），纹层状灰质 ／ 云质泥岩（２ ８１６．２～２ ８１９．３ ｍ）；
ｂ．纹层状灰质 ／ 云质泥岩（２ ８１９．３～２ ８２０．４３ ｍ），含钙芒硝条带纹层状云质泥岩（２ ８２０．４３～２ ８２３．７８ ｍ）

Ｆｉｇ．４　 Ｗｈｉｔｅ ｌｉｇｈｔ ａｎｄ ｆｌｕｏｒｅｓｃｅｎｃｅ ｓｃａｎｎｉｎｇ ｐｈｏｔｏ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ｍ，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图 ５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
盐间页岩主要矿物组构、结构特征

ａ．纹层状泥晶白云岩（ＢＹＹ２ 井，潜 ３４ －１０，２ ８１８．０ ｍ）；
ｂ．纹层状白云质泥岩（Ｗ９９ 井，潜 ３４－１０，１ ６７９．０ ｍ）；ｃ．纹
层状泥晶白云岩（Ｗ９９ 井，潜 ３４ －１０，１ ６７８．１ ｍ）；ｄ．钙芒
硝充填纹层状白云质泥岩（Ｗ９９ 井，潜 ３４－１０，１ ６８８．２ ｍ）

Ｆｉｇ．５　 Ｐｅｔｒ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与富灰质亮色纹层间互层，层间缝较为发育，可见

局部夹有黄褐色纹层状泥晶白云岩；泥晶灰岩纹层

厚度小于 １ ｍｍ，荧光下纹层内部可见波状有机质

条带，具有较高的有机碳含量（图 ３，图 ５）。
钙芒硝充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岩相主要发育

在潜 ３４－１０ 韵律底部。 岩心呈浅灰色，矿物成分以

黏土矿物为主，平均为 ３４．７％，白云石含量平均为

２７．２％，钙芒硝含量平均为 ２５．５％，黄铁矿含量平

均为 ５．８％，石盐含量平均为 ３．２％，其余矿物成分

还包括方解石、石膏及硬石膏等（图 ３，图 ４）。 钙

芒硝呈板块状分布，存在钙芒硝充填，其粒径为

０．０２～０．２０ ｍｍ；晶间孔及微裂缝发育程度低，具有

较高有机碳含量（图 ３，图 ５）。

３　 岩相类型与页岩储集物性

根据潜江凹陷典型样品储集物性分析结果

（表 ２），潜江组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储层孔隙度

较高，为 １．９％ ～ ３１．３％，平均总孔隙度为 ６．０％ ～
２２．％；但渗透率相对较低，为 （ ０． ０６ ～ ５． １） × １０－３

μｍ２，平均为（０．５５ ～ ２．１８） ×１０－３μｍ２（表 ２）。 总的

来说，研究区潜 ３４－１０ 韵律页岩储层为中孔—特低

渗页岩储层。 进一步的分析表明，研究区不同岩相

的储集物性具有较大的差异，即同一韵律层储集物

性受岩相控制明显。 由图 ６ 可见，３ 种岩相中富碳

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云质 ／灰质泥岩相储集空间

发育程度较好，其孔隙度分别为 ２３．８３％和２９．３８％；
而钙芒硝充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岩相储集空间发

育程度较差，其孔隙度约为 １４．９７％。
另一方面，基于高压压汞测试分析显示，富碳

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孔喉半径主要为 ６～４１０ ｎｍ，中
值孔喉半径为 ２１９ ｎｍ，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 的孔隙占总

数的 ８１％，压汞孔隙度为 １９．０７％，综合表明该岩相

储集物性相对较好（图 ７）。 富碳纹层状灰质泥岩相

储层孔喉半径集中分布在 ６～６４ ｎｍ，中值孔喉半径

为２１ ｎｍ，孔径大于４１ ｎｍ的孔隙占总数的１８％，

表 ２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
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储集物性数据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Ｅｑ４３⁃１０
ｒｈｙｔｈｍ，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井号 孔隙度 ／ ％ 渗透率 ／ １０－３ μｍ２

ＢＸ７ １．９～９．１ ／ ６．０（１８） ０．０６～１．６ ／ ０．５５（１８）
ＢＹＹ１ＨＦ ４．１～１０．２ ／ ８．５（６５） ０．１３～３．６ ／ １．５（４０）
ＢＹＹ２ ５．１～１８ ／ １１．９（７８） ０．２３～５．１ ／ ２．１８（４７）
Ｗ９９ １４．２～３１．３ ／ ２２．（４） ０．７～１．３ ／ １．０（２）

　 　 注：表中数据意义为：最小值～最大值 ／ 平均值（样品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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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王 ９９ 井
潜江组潜 ３４－１０ 韵律盐间页岩岩相与孔隙度关系

Ｆｉｇ．６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ｓａｌｔ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Ｅｑ４

３ ⁃１０ ｒｈｙｔｈｍ，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ｅｌｌ Ｗ９９，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压汞孔隙度为 ２５．１７％（图 ７）。 钙芒硝充填纹层状

灰质泥岩相储层孔喉半径主要分布在 ６ ～ ６４ ｎｍ 左

右，中值孔喉半径为 ２１ ｎｍ，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 的孔

隙占总数的 ２７％，压汞孔隙度为 １３．４０％，综合表

明，该岩相储集物性相对较差（图 ７）。

４　 有利岩相

页岩储层中烃类富集层段是页岩油勘探开发

的首选目标。 目前，页岩油开发普遍采用压裂增产

措施，即页岩含油气层段能否高产，在一定程度上

由烃类含量以及烃类物质在压裂改造过程中的可

流动性共同决定。 因此，页岩油富集层段孔渗特

征和游离烃含量是评价页岩油经济开发的重要

参数［１２，２２－２３］ 。
目前，国内外学者普遍采用热解参数 Ｓ１来代替

游离烃含量以进行页岩含油潜力分析。前人［２４］ 研

图 ７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不同岩相储层孔径表征

Ｆｉｇ．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ｅ ｓｉｚ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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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表明，潜江凹陷潜江组潜 ３４－１０ 韵律层的 Ｓ１介于

２．７３～２８．４７ ｍｇ ／ ｇ 之间，平均值为 １４．１４ ｍｇ ／ ｇ，明显

高于美国的巴肯页岩（Ｓ１平均值为 ２．９３ ｍｇ ／ ｇ）和国

内鄂尔多斯盆地长７ 段页岩（Ｓ１平均值为５．２４ ｍｇ ／ ｇ），
表明研究区页岩含油率较高。 研究区潜 ３４－１０ 韵律

页岩层系上部的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岩性均

一，ＴＯＣ 含量较高（图 ３），Ｓ１值约为 １８．４７ ｍｇ ／ ｇ（图
８），表明页岩储层中的含油性较好。 同时，其孔隙

度较高，约为 ２３．８３％，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 的孔隙占总

数的 ８１％，孔喉半径中值高达 ２１９ ｎｍ（图 ７），有利

于页岩油的储集和产出。 因此，富碳纹层状泥质白

云岩相为盐间页岩油储层中的优势岩相，可作为研

究区页岩油勘探中的“甜点”。 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

泥岩相 ＴＯＣ 含量与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相当

（图 ３），Ｓ１值也保持在 １０ ｍｇ ／ ｇ 左右（图 ８），孔隙度

高达 ２９．３８％（图 ６），有利于页岩油的储集。 但富碳

纹层状云 ／灰质泥岩相页岩孔喉较小，孔喉半径集中

在 ６～６４ ｎｍ（中值为 ２１ ｎｍ），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 的孔

隙仅占总数的 １８％（图 ７），不利于页岩油的产出。
因此，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泥岩相开发潜能中

等［１２，２３］。 钙芒硝充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岩相 ＴＯＣ
含量较低（图 ３），Ｓ１值低于 ５ ｍｇ ／ ｇ（图 ８），表明页岩

含油稳定性较差［８，１０］。 该岩相孔隙度较低，孔喉半

径为 ６ ～ ６４ ｎｍ，中值孔喉半径为 ２１ ｎｍ，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的孔隙占总数的 ２７％（图 ７），其较差的孔隙空

间和致密的孔喉结构不利于页岩油的富集和产

出［２３－２４］。 此外，由于该种类型岩相页岩盐类含量较

高，在开发过程中易造成储层结盐、堵塞，导致开发

效果较差［１２］，因此，其开发潜力相对最低。

图 ８　 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不同岩相游离烃含量分布

Ｆｉｇ．８　 Ｆｒｅ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Ｑｉａｎｊｉａｎｇ Ｓａｇ， Ｊｉａｎｇｈａｎ Ｂａｓｉｎ

５　 结论

（１）江汉盆地潜江凹陷潜江组盐间页岩主要

可以划分为 ３ 种岩相类型，分别为富碳纹层状泥质

白云岩相、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泥岩相和钙芒硝充

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岩相。
（２）研究区不同岩相的储集物性具有较大差

异，其中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和富碳纹层状

云 ／灰质泥岩相孔隙度相对较高，分别为 ２３．８３％和

２９．３８％，而钙芒硝充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质相孔

隙度较低，为 １３．４％。 不同岩相孔径分布差异明

显，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孔喉半径分布范围

广，以孔径大于 ４１ ｎｍ 的孔隙为主，中值孔喉半径

为 ２１９ ｎｍ；而富碳纹层状云 ／灰质泥岩相和钙芒硝

充填富碳纹层状云质泥质相孔喉半径分布范围小，
以孔径小于 ４１ ｎｍ 的孔隙为主，中值孔喉半径为

２１ ｎｍ。
（３）富碳纹层状泥质白云岩相岩性均一，页岩

储层中的含油性较好，良好的储集空间和较大的孔

喉结构为页岩油的储集和产出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是盐间页岩油储层中的优势岩相，可作为研究区页

岩油勘探中的“甜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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