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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根据岩心观察，并结合岩性粒度分析、显微薄片、测井资料数字处理结果等资料，从岩性、结构、沉积

  构造等方面入手，对孤岛油田西区北部5口取心井进行了重点剖析，对其馆陶组上段 3-6砂层组沉积微

  相进行了研究。认为本区研究层段属曲流河沉积，将河流相划分为河床亚相、堤岸亚相、河漫滩亚相和废

  弃河道亚相，细分为河床滞留沉积、边滩、天然堤、决口扇和泛滥平原五种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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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孤岛油田区域构造位于济阳坳陷沾化凹陷东  相分析结果基本上反映了孤岛油田西区北的沉积

部的孤岛潜山披覆背斜构造上，是一个以新近系  相类型。

馆陶组疏松砂岩为储层的大型披覆背斜构造整装  1.1  岩石学特征

稠油油藏，含油面积共约 150 kmz。构造轴向近    据岩心观察，研究区馆上段 3—6砂层组除6

北东一南西向，长 15 km，宽 6 km，闭合面积 80  砂层组下部局部含少量砾石外，主要为细砂岩、粉

kmz，闭合高度为 120 m，构造简单，主体部分完  砂岩、粉砂质泥岩及泥岩等。砂岩碎屑成分中石

整平缓，顶部倾角 30，～1030，，翼部倾角20  ～30。  英含量为40.O%  ～42.1%，长石含量为35.9%～

油藏埋深1 120 mr。1 350 m，为砂泥岩互层剖面，  37.9%，岩屑含量为20.5%～22.6%，属岩屑质

砂岩以粉、细砂为主，新近系馆陶组上段（以下简  长石砂岩（表 1）。填隙物以粘土杂基为主，碳酸

称馆上段）从上到下划分为6个砂层组，其中馆上  盐岩含量低。泥质含量为 2%～18%，岩石成分

段3—6砂层组为主要开发层系，高孔、高渗、疏松  成熟度中等偏低，泥岩颜色为灰绿色和棕红色。

胶结是其主要特征。    表1  孤岛油田储层岩石成分含量  %
    目前，孤岛油田已进入特高含水产量递减采    井号 —  ——石英—  — 长石    岩屑  泥质含量

油阶段，由于长期的储采不平衡，油田稳产主要依    中10一墓413  盆； 薹：；    竺：    1妻：
赖于老油田内部挖潜。沉积相带控制了水洗过程    中13一更10  41.6    37.9    20.5
中物性的变化，使孔隙度和渗透率显著增加，控制    中24一检533 40.0    37.4    22.6    3.5

了驱油效率的大小，微相的展布影响着剩余油的

分布。因此，开展沉积微相的研究可以为该区储  1-2  沉积特征

层非均质性研究、油田开发方案调整和动态分析  1.2.1  岩石结构

提供可靠的地质依据。     馆上段3—6砂层组表现为明显的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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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4 mm，电测曲线幅度值小；馆上段5—6砂  的细砂岩，粉砂岩。厚度在 6～15 m之间，并夹

层组砂岩的粒度相对较粗，粒度中值多为0.10～  有灰绿色水平层理粉砂质泥岩和灰黄色泥质粉

0.16 mm；岩石分选中等，呈次棱角状，颗粒之间  砂。部分夹有棕红色泥岩薄层，粒度下粗上细，具

呈点接触。馆上段3—4砂层组具明显的总体向  有正韵律特征。微电极曲线为钟形和漏斗形，齿

上变细变薄层序，底为冲刷面，冲刷面之上偶见泥  化，但往往由于具有小的灰绿和棕红色泥质的夹

砾沉积，向上由中、细粒砂岩渐变为细、粉砂岩至  层和隔层，而使曲线出现较高的峰值。这也成为

纯泥岩，表现为明显的二元结构。下部单元为河  寻找夹层和隔层的一个依据。在馆上3～5层段，

床亚相以侧向加积为主，上部单元为堤岸和河漫  微电级值在2.8～3.8 Q.  m之间，均值3.4 0.  m

滩亚相，以垂向加积为主。馆上段6砂层组以河  左右；馆上6层段，值在1.9～2.8 Q.  m之间，均

床亚相的边滩沉积为主，砂体厚且粒度较粗，以二  值2.4 Q.  m左右。：与之对应的感应曲线具有齿

元结构的下部沉积为主，馆上段5砂层组以河漫  化箱形特征，在馆上 3～5层段，均值 50～150

滩亚相的泥质为主，多为二元结构的上部沉积。  m.Q∥m；馆上 6层段，均值 160  ～340 m、Q。/m左

1.2.2  沉积构造     右。而对于自然电位曲线，曲线平滑成箱形，均值
    研究区馆上段3—6砂层组沉积构造自下而  在20～25 mV

上依次发育有平行层理、槽状交错层理、斜层理、    （3）天然堤：灰色粉砂岩与黄绿色粉砂质泥岩

粤苎波篓呈堡、波苎层警.廿 平冀 望，芋中，小型交  互层，厚度在o.8～1.8 m之间。含油差异性大，

雾鬻黧器戮，一为主。此：赢躲巍裟黧黝
  利用测井曲线进行地下沉积微相研究是小层  于河道和天然堤沉积之间，厚度一般不大。可见
沉积微相研究的重要手段之一，通过研究可以确  到细砂岩，细粉砂岩，小型交错层理，波状层理。

定未取心井不同层位的沉积微相类型，而且可以  岩性粒度较天然堤粒度粗。

反映出沉积微相在垂向上的演化规律。该地区主    （5）洪泛平原：该微相形成研究区重要的隔层

要采用自然电位曲线和微电极曲线的组合进行沉  和夹层，对地下油水运动有重要影响。研究区灰
积微相的划分。     绿色块状泥岩与棕红色块状泥岩极其发育，这代

    通过对 5口井岩心观察和测井曲线的识别，  表了两种不同的沉积时期，前者为洪泛期，后者为

以及粒度分析和薄片分析等手段[.一a]  ，认为研究  平水期。两种泥岩自下而上有规律的间隔分布，
区馆上段3—6砂层组沉积相为曲流河沉积，沉积  在测井曲线上也有明显的区分特征。并夹杂少量

亚相包括：河道亚相、堤岸亚相、河漫亚相和废弃  的砂。灰绿色泥岩微电极曲线呈明显锯齿形，棕

河道亚相；沉积微相包括底部滞留沉积、边滩、天  红色泥岩则呈微锯齿状，均值在0.9～1.4 Q.  m

然堤、决口扇及泛滥平原。    之间；灰绿色泥岩电感应曲线只具有一个峰值，棕

    （1）河床滞留沉积：以灰黑色含泥砾中细砂为  红色泥岩为齿化箱形，值在 550～600 m.Q，/m之

主，含少量砂及粉砂，砾石成分复杂，一般成透镜  间；灰绿色泥岩自然电位曲线平滑，与感应的起伏
状断续分布于河床最底部，向上过渡为边滩。自  方向正好相反，均值在2.6～5.0 mV之间，棕红

然电位为小型钟形、箱形，微电极幅度差不大。    色泥岩曲线平滑呈箱形，均值在 3.25～6.75 mV

    （2）边滩：以砂岩为主，多为饱含油和富含油  之间。



2沉积微相平面展布特征 霎鬈凳嚣纛罄_熹蒙雾雾器誉言暴翟
  在单井相分析 的基础上 ，在研究 区建立 了横  组沉积时期主要为北西 一南东向，至 4—3砂层组

跨南北的 19条连井剖面 ，充分利用测井曲线资料  沉积时期时演变为近东西 向了。总结各砂层组沉

进行连井相分析，进行沉积微相对 比，编制 了 3一  积微相展布特征 ，认为研究 区物源来 自研究 区的

6砂层组 的沉积微相平面图（图 1）。结果表明：在  西北部 ，通常有两条河流注入研究区，河流的规模

馆陶组上段 6—3砂层组沉积时期 ，随着水动力条  和流动方向不断的变化 ，造 成研究 区内砂体 的厚

件的减弱 ，河道 的分叉现象逐渐消失 ，从河道 的规  度平面分布不均匀 ，从而影响到储层的非均质性 。

    圈1  孤岛油田西区北3—6砂层组沉积微相平面展布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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