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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

富集评价体系与勘探方向
周荔青，江东辉，周兴海，李　 昆，庄建建，刘　 闯

中国石化　 上海海洋油气分公司，上海　 ２００１２０

摘要：近年来，东海陆架盆地西湖凹陷西斜坡随着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勘探思路逐步由构造油气藏转向构造—岩性复合油气

藏。 通过系统地开展煤系烃源岩生烃潜力评价，明确煤层及暗色泥岩是斜坡带主力烃源岩。 通过“源—渠—汇”系统的沉积体系

精细研究，明确了西斜坡共发育 ８ 种构造—岩性复合圈闭类型；通过油气成藏条件及油气分布规律研究，弄清了始新统平湖组

中—上段圈闭有效性是油气成藏主控因素，平湖组下段供烃能力及储层物性为主控因素，并建立了西斜坡油气藏综合评价体系。
研究认为，西湖凹陷西斜坡北段迎翠轩地区始新统—古新统三角洲和平南、初阳—宝石地区始新统潮坪—三角洲及平湖斜坡内

带为构造—岩性规模储量发育区，是下步有利的勘探方向。
关键词：复合圈闭；控砂模式；主控因素；评价体系；西斜坡；西湖凹陷；东海陆架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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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区域地质概况

西湖凹陷位于东海陆架盆地东部坳陷带中段，
东侧紧邻钓鱼岛隆褶带，西侧通过西斜坡与渔山凸

起、钱塘凹陷、海礁凸起、长江凹陷及虎皮礁凸起相

接，南北两侧分别与钓北凹陷和福江凹陷相连［１－２］

（图 １）。 晚中生代以来，受控于太平洋板块和随后

新生的菲律宾板块的直接影响，以及印度—欧亚板

块碰撞的远程效应，东海陆架盆地所处的区域应力

场发生了多次改变，最终形成了“东西分带，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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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东海西湖凹陷构造区划及地层发育特征

据文献［１］修改。

Ｆｉｇ．１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分块”的盆地构造格局，西湖凹陷内部由西向东划分

为西部斜坡带、三潭深凹、中央背斜带、白堤深凹和

天屏断阶带 ５ 个次级构造单元［３－４］。 根据主要断裂

发育特征，西部斜坡带在南北方向上可进一步划分

为 ３ 个次级构造带，由南向北依次为初阳—宝石构

造带、平湖构造带、木广迎构造带［５－６］；在东西方向

上自西向东可进一步划分为斜坡高带、斜坡中带及

斜坡内带。 西部斜坡带主要沉积期为古近纪，地层

从老至新依次发育古新统、中—下始新统宝石组、
中—上始新统平湖组、渐新统花港组及中新统龙井

组［７－９］；勘探主要目的层系为始新统，发育潮坪—
三角洲共生沉积体系，沉积展布受坡折带控制，呈
现东西分带、南北分区的特征［１０］。

２　 石油地质条件

２．１　 烃源岩条件

钻井证实，西湖凹陷主力烃源岩层系是始新统

宝石组、平湖组的煤和暗色泥岩，西部斜坡带具有

本地烃源和三潭深凹烃源双源供烃的有利条件。
对于斜坡带烃源岩而言，煤层数量多、分布广，单井

累积厚度最大 ８５ ｍ；暗色泥岩也具有厚度大、分布

广的特点，单井累积厚度最大 ４５０ ｍ，从斜坡高带

到低带，泥岩厚度逐渐增大。 斜坡带还发育多个次

洼，次洼内烃源岩发育，厚度较大，如北部过溪次洼

的宝石组、平湖组暗色泥岩厚度分别可达 ６００ ｍ 和

４００ ｍ，煤层累计厚度可达３０ ～ ５０ ｍ。对于紧靠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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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带的三潭深凹而言，宝石组、平湖组烃源岩厚度

分别可达 １ ４００ ｍ 和 １ ２００ ｍ。 从烃源岩类型看，
煤和暗色泥岩主要为Ⅱ２—Ⅲ型［１］，有机质丰度以

中等或好烃源岩为主。 平湖组上段和中段有效烃

源岩有机碳含量（ ＴＯＣ） 平均值分别为 ５． ０６％和

３．９２％，属于较高丰度；平湖组下段有效烃源岩

ＴＯＣ 平均值为 ２．８６％，属于中等丰度；宝石组上段

和下段揭示有效烃源岩 ＴＯＣ 平均分别为 ３．３５％和

０．６５％，属于中等丰度。 整体来看，西湖凹陷斜坡

带平湖组烃源岩多数已进入排烃门限，各层段镜质

体反射率（Ｒｏ）分布在 ０．５％ ～ １．３％之间，整体处于

成熟—高成熟阶段。 三潭深凹平湖组、宝石组烃源

岩也均达到成熟—高成熟阶段，其中 Ｒｏ大于 ０．７％
的有效烃源岩分布面积大约 ２ ８６３ ｋｍ２，具有满坡

分布的特征。 总体而言，斜坡带紧邻三潭深凹富生

烃洼陷，且自北向南发育一系列的生烃次洼，具有

双源供烃的特点，烃源条件非常好。
２．２　 沉积体系

西湖凹陷西斜坡整体上表现为继承性西高东

低的古地貌特征，物源来自于斜坡带西部的海礁凸

起和渔山凸起，自南向北依次发育 ４ 个主物源区

（图 ２）。 现有研究表明，斜坡带始新世是有河流注

入的半封闭海湾沉积环境，发育了潮坪—三角洲共

生的沉积体系［４］。
始新世西斜坡经历了海进—海退的海平面变

化旋回，其中宝石组—平下段为海进期沉积，海平

面震荡升高，潮汐作用较强，为潮控三角洲—局限

海湾沉积；平湖组中—上段为海退期沉积，潮汐作

用减弱，河流作用增强，主要发育潮坪—受潮汐影

响的三角洲沉积。
平面上看，沉积体系呈现明显的东西分带、南

北分区的特征。 东西向受坡折控制及潮汐对沉积

体系影响程度的不同，发育不同的沉积亚相。 其中

高带位于平均高位坡折及平均高潮线之上，受潮汐

影响较弱，发育潮上带及三角洲平原亚相，砂体类

型主要为平原分支河道砂；中带位于高位坡折与低

位坡折之间（平均高潮线与平均低潮线之间），三
角洲受一定程度的潮汐影响，主要发育潮间带及三

角洲前缘水下分支河道亚相，砂体类型有前缘分支

河道砂、河口坝砂和潮坪砂；低带位于低位坡折及

平均低潮线之下，潮汐作用较强，砂体被改造强烈，
主要类型为潮汐水道砂和潮汐砂坝。 南北方向，斜
坡带沉积体系具有明显差异性。 南部受潮汐作用

影响较大，北部影响较小，整体呈现南海北陆的特

点。南部砂体类型主要表现为受潮汐作用控制的

GH④

GH③

GH②

GH①

N0 10 20 km

!"# $%&' ()* +,

-., /, 012 3456
78

9:
;/:

<'56
78=>

<'56
78?@

AB

2

C

D

#

EFD#

图 ２　 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
始新统平湖组中—上段沉积相

Ｆｉｇ．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Ｅｏｃｅｎｅ Ｐｉｎｇｈ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潮汐砂坝、潮坪砂；中部主要表现为潮汐砂体和三

角洲砂体共生，类型多样；北部主要表现为三角洲

前缘分支河道砂体，分布较广，连续性较好。
斜坡带中浅层（３ ５００ ｍ 以上）以中孔、中—低

渗储层为主，孔隙度多介于 １３％ ～ ２２％，渗透率一

般在 １０×１０－３ μｍ２以上；深层（３ ５００ ｍ 以下）主要

发育低孔、低渗—特低孔、特低渗储层，孔隙度多小

于 １２％，渗透率多小于 ５×１０－３ μｍ２，但局部仍出现

“甜点”储层。 目的层平湖组以砂泥岩互层为主，
砂地比为 ３０％左右，具备形成岩性圈闭的有利条

件。 平湖组下段中部最大海泛面附近发育一套区

域性泥岩盖层，对下伏油气具有较好的保存作用；
平湖组中—上段发育多套局部泥岩盖层，也有利于

形成多套砂—泥储盖组合。
２．３　 控砂机制及圈闭模式

西湖凹陷西斜坡平湖组沉积早中期断陷活动

强烈，地貌呈现明显的隆洼相间的特征，砂体主要

受北东向断裂坡折及北西向挠曲坡折共同控

制［１１－１２］。 断坡控砂表现为断裂坡折带下降盘地貌

低洼区富砂，在断裂坡折带附近，由于断裂拖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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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上盘地层形成上翘，砂体向断层方向尖灭。 例

如，团结亭地区砂体在断裂坡折带之下地貌低洼区

大量卸载堆积，而靠近断裂坡折带处，受断层的拖

拽，砂体侧向尖灭。 另外，受古隆起和基底断层的

影响，形成了一系列近东西向的挠曲坡折带，砂体

向坡折带高部位呈现明显减薄尖灭，其中平下段受

挠曲坡折控制作用明显。 例如，武云亭地区平下段

发育北西—南东走向的挠曲坡折带，在垂直于坡折

带方向上，上覆地层逐级减薄。 平湖组沉积晚期断

陷活动减弱，斜坡带整体呈现为西高东低的宽缓斜

坡，砂体沿斜坡由西向东推进，具斜坡控砂特点。
结合西斜坡的构造样式，断控期（即宝石组和

平下段沉积期）在不同的构造部位可归纳出 ５ 种

控砂模式，即单断坡带型、多断坡带型、断垒坡折

型、弯折带型和转换带型。 坡控期（即平湖组中—
上段沉积期）有 ３ 种控砂模式，即缓坡型、陡坡型

和多级斜坡型。 砂岩尖灭与构造配合形成 ８ 种类

型的构造—岩性复合圈闭（图 ３）：①主断裂上升盘

古冲沟内地层超覆圈闭；②主断裂下降盘砂岩上倾

尖灭—断层侧翼封堵圈闭；③反向断层下降盘断槽

砂岩上倾尖灭—断层侧翼封堵岩性圈闭；④反向断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 #$ %&!'

a.①)*+,-&./01；②%&456%&—$89:01

b.③—④=>%&456/?@6%&—$89:01；
⑤-&?.01；⑥CD—!'$801

c.⑦#$F>GH01；⑧J>%K!$FLMN01

图 ３　 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构造—岩性复合圈闭模式
Ｆｉｇ．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 ｔｒａｐｓ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层上升盘高部位断层封堵—侧翼砂岩尖灭圈闭；
⑤地层上超圈闭；⑥潮汐—砂坝岩性圈闭；⑦基岩

侧向封堵圈闭；⑧顺向断阶砂岩侧翼尖灭圈闭。

３　 油气成藏富集控制因素

３．１　 西斜坡油气分布特征

西湖凹陷西斜坡油气勘探显示，北部的木广迎

区带、中部的平湖区带及南部的初阳—宝石区带均

为油气发育区。 其中平湖区带钻井较多，勘探程度

较高，已发现了孔雀亭、武云亭、宝云亭及团结亭等

油气田。 整体而言，斜坡带高、中、低三带均能成藏，
平面上，由斜坡高带到斜坡低带勘探目的层系逐渐

变浅，高带主要含油气层系为平下段及宝石组，中带

为平湖组中—上段，低带为平湖组上段及花港组下

段，并且由高带到低带油气富集程度逐渐增加。 高

带以油为主，低带以气为主，中带油和气均有发现。
纵向上，油气主要富集在平湖组，其次为宝石组和

花港组，且油气藏呈现上油下气的特点。
３．２　 成藏主控因素

西斜坡钻井揭示，油气主要集中在始新统平湖

组，平湖组中—上段主要发育断层相关的断鼻、断
块圈闭以及受断层和河道砂共同控制形成的断

层—岩性复合圈闭。 圈闭有效性是成藏主控因素，
主要包括断层封堵性和岩性尖灭封堵 ２ 个方面。
对于砂岩上倾尖灭—断层侧翼封堵型复合圈闭，砂
体在高部位受古地貌和坡折控制形成上倾尖灭，其
岩性尖灭可靠程度决定了圈闭有效性；对于上倾断

层封堵—侧翼砂岩尖灭型复合圈闭，其上倾部位断

层的封堵性决定了油气能否成藏。
西斜坡武云亭地区油气较为富集，Ｗ３ 井钻揭

平湖组上、中、下段砂岩发育，为多期北西—南东向

展布的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支河道砂，河道西南侧翼

受坡折带控制形成上倾尖灭，在西北侧高部位受断

层封挡。 平面上同一时期发育多条水下分支河道，
每条河道独立形成圈闭，构成纵向叠置、横向连片

的断层—岩性复合圈闭群（图 ４）。 因此，圈闭是否

有效取决于上倾方向断层的封堵性与侧翼砂岩尖

灭封堵的可靠性。 同时，断层的封堵能力决定了封

堵的油气柱高度。 Ｗ３ 井上倾方向断层由于在平

湖组中—上段断距较小，一般在 ２０～３０ ｍ 左右，断
层的侧向封堵能力有限，因此该井虽然纵向揭示多

套砂体成藏，但油气烃柱高度有限。 基于对 Ｗ３ 井

控圈断层断距、直接盖层厚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当
直接盖层厚度＞断距＞储层厚度时，井上的含油气

情况最好，此时圈闭的保存条件最佳。

·０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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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武云亭地区平湖组中—上段、平下段成藏模式
Ｆｉｇ．４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ｌｏｗｅｒ， ｍｉｄｄｌｅ ａｎｄ ｕｐｐｅｒ ｍｅｍｂｅｒｓ

ｏｆ Ｐｉｎｇｈ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Ｗｕｙｕｎ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对于平下段而言，烃源充注能力及储层物性是

油气成藏的关键。 图 ４ 中从高部位的 Ｗ１ 井到中

部的 Ｗ３ 井再到低部位的 Ｗ２ 井，距离三潭深凹生

烃中心越近，烃源的供烃能力越强，油气充满度及

饱和度越高，油气越富集。 另外，平下段埋深普遍

大于 ４ ０００ ｍ，在强烈的压实作用下，储层物性急剧

变差，在有利沉积相带及酸性溶蚀作用发育区，储层

物性相对较好，形成“甜点”油气藏。 因此，烃源充

注能力以及储层物性共同决定了平下段油气成藏。
西斜坡团结亭地区油气也较为富集，以 Ｔ１ 井

为例，西北向物源在宝团断裂下降盘形成了三角洲

前缘水下分支河道（图 ５ａ）。 受断层及河道体系控

制，Ｔ１ 井为上倾方向断层封堵—侧翼砂岩尖灭型

的构造—岩性复合油气藏，圈闭的有效性由断层和

砂岩两方面因素控制。
对于平湖组中—上段，砂体厚度大，断距整体

较小，断层两盘砂—砂对置较多，断层封堵性较差，
因此水层较多。 对于平下段，一方面砂体厚度较

薄，断距较大，砂体大多被断层完全错开，形成砂—
泥对置，因此断层封堵性较好；另一方面，平下段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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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５　 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团结亭地区沉积相模式（ａ）和油气藏剖面图（ｂ）
Ｆｉｇ．５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ａ）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 ｏｆ Ｔｕａｎｊｉｅｔ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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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发育超压（压力系数 １．５３～１．５６），地层处于高压

流体封存箱内（图 ５ｂ） ［１３－１５］，高压对储层物性有一

定的保护作用。 在高压封存箱内，部分砂体受后期

次生溶蚀作用改造后物性较好，则易富集油气，例
如 Ｐ１２ａ３—Ｐ１２ｂ 砂体，埋深达 ４ ４００ ｍ，其孔隙度

仍可达 １５％，渗透率达 １１×１０－３ μｍ２，测试也具备

一定产能。
３．３　 油气富集控制因素

３．３．１　 优势输导体系控制油气平面分布

西斜坡广泛发育的大型顺向断层（迎翠轩、孔
雀亭、宝云亭、团结亭、平南） 及反向断层 （武云

亭），与不同时期具有一定连续性的砂体耦合形成

“网毯式”的立体输导体系。 对于平湖组中—上

段，砂体广泛发育，砂地比高、有效通道空间系数

高［１６］（图 ６ａ），且砂体与断层接触面积大，油气输

导效率高，优势输导体系发育，因此，平湖组中—上

段具有 “满坡运移”的特点（图 ６ｂ）。 在有效的圈

闭条件下，油气藏普遍发育，目前从平湖组中—上

段勘探的结果也证实，有效的圈闭基本都发育油气

藏。 而平下段砂体主要为潮坪—潮控三角洲沉积

体系，表现为潮汐水道和潮汐砂坝。 平面上具有一

定分布范围且物性相对较好的砂体与断层组合形

成了高效输导体系，位于高效输导体系上的有利圈

闭油气富集程度相对较高。
３．３．２　 高效储盖组合控制油气富集层位

斜坡带主要目的层始新统平湖组发育多套储

盖组合，其中，平下段中部、平上段发育区域性稳定

泥岩盖层，与下伏砂岩形成有利储盖组合。 勘探实

践证实，稳定的厚层泥岩盖层与物性较好砂岩易形

成高效储盖组合，控制了油气的纵向富集层位。
对于平上段，砂体厚度普遍较大，且埋深浅，物

性较好，但泥岩整体不太发育，泥地比一般小于

６５％，因此储盖组合配置相对较差，油气富集程度

不高。 对于平湖组中—下段，上覆泥岩盖层发育，
泥地比大于 ６５％，且砂体厚度适中，在优势沉积相

带上发育“甜点”储层，因此储盖组合配置有利，油
气富集程度较高。

４　 油气富集评价体系

为了明确西斜坡油气有利发育区，本文结合砂

体展布规律和成藏特征研究，对不同区带岩性油气

藏的形成条件和分布规律进行了总结，认为斜坡带

“紧邻富生烃洼陷，发育多期叠置的规模储集体及

多类型构造—岩性复合圈闭，具有良好的垂向封盖

条件以及发育网毯式高效输导体系”等多种有利

要素叠合区为大中型油气田发育区。 在此认识基

础上，进一步深化研究西斜坡油气富集规律，提出

了具体的油气富集评价体系和方法（图 ７）。
该评价体系主要概括为充注、输导、圈闭及保

存条件“四元”耦合综合评价方法。 对于油气充注

能力的评价，聚焦其生烃物质基础（烃源岩生烃能

力）、距生烃灶距离（有效烃源岩范围）及烃源动态

演化过程（排烃期 ／量及排烃强度）。 对于输导能

力评价，主要从砂体侧向输导及断层垂向输导能力

２ 个维度衡量。 其中砂体输导能力可通过砂地比、
有效通道空间系数、物性等参数判断；断层输导能

力分析需在明确导油断层的基础上，结合具体井区

纵向上油气藏特征参数的变化，判断是否存在油气

垂向运移。 对于圈闭条件，重点在于明确其岩性尖

灭边界。 主要从坡折带识别入手，结合精细砂体描

述手段刻画出砂体展布范围，再根据 Ｐ 波速度和 Ｓ
波速度比值（Ｖｐ ／ Ｖｓ）、地震相、波形变化特征等多

方法共同识别岩性边界。 对于保存条件，关键在于

分析断层的侧向封堵性及泥岩盖层的顶封性能。
其中断层封闭性除了传统的断—砂对置、断层活动

性分析（定性）及ＳＧＲ泥岩涂抹方法（半定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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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东海西湖凹陷西部斜坡带平湖组中—上段砂体有效通道空间系数（ａ）和油气输导模式（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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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油气富集评价体系

Ｆｉｇ．７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ｆ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ｌｏｐｅ ｏｆ Ｘｉｈｕ Ｓａｇ， Ｅａｓｔ Ｃｈｉｎａ Ｓｅａ

还借鉴了断 ／盖比分析、断层倾角与封堵性关系分

析等定量化分析方法；泥岩盖层保存能力的研究，
一方面分析区域盖层配合煤系地层的生烃增压形

成超压封存箱，对油气具有较好保存作用，另一方

面也需考虑到局部泥岩盖层对油气的封盖作用。
基于以上评价体系的指导，近两年在西湖凹陷

斜坡带落实了多个有利油气富集区，包括北部的迎

翠轩区带、中部的平湖区带以及南部的初阳—宝石

区带。 通过综合评价，在平湖区带的武云亭、孔雀

亭南翼优先进行了勘探部署。

５　 近期勘探突破与勘探方向优选

采用集束勘探、整体评价的方法，在武云亭及

孔雀亭地区均获得了构造—岩性复合油气藏勘探

的重大突破。
２０１９—２０２０ 年在武云亭断槽区获构造—岩性

复合油气藏勘探重大突破，探明一个中等规模的构

造—岩性复合油气藏群，证实了斜坡带“煤系烃源

岩—平下段断槽砂岩上倾尖灭＋平上段断层—岩

性复合圈闭—优质储层—优势输导体系”的复合

油气藏发育模式，在储层埋深超 ３ ５００ ｍ 的情况下

依然发育有较好储集物性的油气藏，在 ４ ６００ ｍ 深

度单层测试获自然产能，日产气超 ２０×１０４ ｍ３，刷新

了西湖凹陷相同埋深测试产能记录。
２０２１ 年在孔雀亭古隆起南翼再次获得构造—

岩性复合油气藏勘探突破。 证实了大断裂与挠曲

坡折带控制的砂岩尖灭型构造—岩性复合圈闭发

育模式，首次在斜坡带古隆起翼部探明一个中等规

模的构造—岩性复合油气藏群，具有较大的领域性

带动意义。 同时，该地区在 ４ ３００ ｍ 埋深单层测试

获日产气 ４０×１０４ ｍ３ 高产油气流，证实了深层构

造—岩性复合油气藏勘探的潜力。
在武云亭、孔雀亭构造—岩性复合油气藏勘探

突破的启示下，通过不断深化岩性油气藏成藏地质

认识及完善勘探技术体系，近期在斜坡带又刻画了

一大批集群式勘探目标，主要包括 ２ 个方向：①西

斜坡内带勘探空白区。 该区域临近三潭生烃洼陷，
供烃条件优越；为三角洲前缘有利沉积相带，发育

多类型砂体，且砂地比适中，具备形成岩性圈闭的

条件；发育大型导油断裂，断—砂耦合形成立体输

导体系，总体成藏条件好。 ②西斜坡北段迎翠轩地

区大断裂下降盘及西斜坡南段平南—初阳、宝石地

区。 这 ２ 个地区具备古隆起构造背景，是油气长期

运聚指向区；始新统均为潮坪—三角洲沉积有利相

带，河道砂与断裂耦合易发育构造—岩性复合圈

闭，成藏条件也较为优越。 另外，根据岩性油气藏

勘探思路，初步估算西斜坡资源潜力超过 ２×１０８ ｔ
油当量，勘探前景广阔。

６　 结论

（１）西斜坡具有本地烃源和三潭深凹双源供

烃特征。 始新统煤和暗色泥岩为主要烃源岩，厚度

大，有机质类型主要为Ⅱ２—Ⅲ型；有机质丰度以中

等—好为主，烃源岩已达成熟—高成熟阶段。 西斜

坡宝石组—平下段为潮控三角洲—局限海湾沉积，
平湖组中—上段为潮坪—受潮汐影响的三角洲沉

积，纵向发育多套砂泥储盖组合。 断控期发育 ５ 种

控砂模式，坡控期发育 ３ 种控砂模式，砂岩尖灭与

构造配合形成 ８ 种类型的构造—岩性复合圈闭。
（２）实钻井解剖表明，对于西斜坡平湖组中—

·３５７·　 第 ５ 期　 　 　 　　 　 　 周荔青，等． 东海西湖凹陷西斜坡断层—岩性油气藏富集评价体系与勘探方向　



上段，圈闭有效性是成藏主控因素，而圈闭有效性

取决于上倾方向断层的封堵性与侧翼砂岩尖灭封

堵的可靠性；对于平下段，烃源充注能力及储层物

性是油气成藏的关键。 油气富集因素主要有两点：
①优势输导体系控制油气平面分布，位于断—砂耦
合形成的“网毯式”立体输导路径上的圈闭油气富

集程度较高；②高效储盖组合控制油气富集层位，
即稳定的厚层泥岩盖层与物性较好的砂岩易形成

高效储盖组合，控制油气的纵向富集层位。
（３）提出了“充注、输导、圈闭、保存”四元耦合

油气富集评价体系，并基于该体系的指导在西斜坡

武云亭、孔雀亭南翼进行部署，获得了构造—岩性

油气藏勘探重大突破，同时在西斜坡提出了一批有

利勘探区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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