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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油藏开发模式丛：濮城西沙二气顶油藏》是《中国油藏开发模式丛书》分类模式部分“气
顶砂岩油藏”的典型实例之一，是关于边水气顶砂岩油藏开发模式的专著。
　　作者以中原油田濮城西区沙二上1油气藏为实例，运用油气藏开发16年来所积累的丰富资料，采用
油藏描述技术、室内物理试验、油藏工程分析及油藏数值模拟等手段，从边水气顶砂岩油藏的早期识
别、油气藏主要地质特征、开发过程中油气水运动规律和驱油机理，以及不同开发方式对油气藏开发
效果的影响等方面，较全面地论述了气顶砂岩油藏开发全过程的技术特点和基本规律，建立了适合于
濮城西区沙二上1这类油气藏地质特征的最优开发模式及相应配套的工艺技术系列，为国内此类气顶
砂岩油藏的开发提供了借鉴。
　　《中国油藏开发模式丛：濮城西沙二气顶油藏》可供石油地质、油田开发、数值模拟、矿场生产
岗位的科研、技术人员和石油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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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4）沙一段（ES1） 沙一时期凹陷进入稳定下沉阶段，濮城地区为一套半深一较深
湖沉积，厚度250～400m。
剖面类型可分为全盐型、半盐型和无盐型三种，下部岩性为灰白色盐膏岩夹石膏层、灰色泥岩及油页
岩。
濮城断层上升盘盐层减少，相变为碳酸盐，并发育少量砂岩，到北端盐层顶部相变为砂岩。
上部是一套灰色泥岩夹薄层白云岩、油页岩、粉砂岩，顶部常有生物灰岩。
化石为惠民小豆介、扁平真星介、钝头轮藻、薄球藻和繁棒藻等。
上部自然电位曲线平直，视电阻率值低平。
下部有盐剖面电性是低自然伽马，高视电阻率夹低视电阻率；无盐剖面则为无大的起伏的自然电位曲
线和中一高视电阻率值。
地震上为低频，中弱振幅反射，底部盐层具强振幅连续性的反射特征（图1.11，1.16，1.17）。
 （5）东营组（Ed） 濮城地区残存东营组厚600～800m，是凹陷收缩一消亡阶段的一套浅湖相一河流
相沉积。
岩性为浅灰色、灰白色粉砂岩，细砂岩，含砾砂岩与暗紫红色、棕红、灰绿色泥岩互层。
砂岩发育，多呈厚层状。
化石有广饶小豆介、辛店华星介、扁脊东营介和伸长似轮藻、桥口似轮藻、球果似轮藻、德州哈氏轮
藻、冠轮藻等。
电性特征是自然电位曲线常呈箱状或指状负异常，视电阻率值为中等一较低值起伏。
地震为一组高频，强振幅不连续反射（图1.11，1.18）。
 （6）上第三系（N） 下第三系沉积之后经整体抬升剥蚀然后再坳陷下沉，开始了上第三系馆陶组
（Ng）和明化镇组（Nm）沉积。
馆陶组厚210～260m，岩性是灰黄、棕红色、灰绿、浅灰色粉一粉细砂岩、砾岩与棕红色泥岩呈不等
厚互层，以反韵律的块状砂岩为其特征。
明代镇组厚890———1060m，岩性为一套棕红、灰绿色泥岩，砂质泥岩呈不等厚互层。
 （7）第四系平原组（Q） 厚230～320m，岩性为土黄色、棕红色粘土、砂质粘土及砂层。
 2.生储盖组合 陆相沉积凹陷具多旋回的发育特征，因而形成多套生储盖组合。
东濮凹陷早第三纪经历了浅湖一较深湖一深湖一浅湖一较深湖一浅湖的发展过程，濮城地区也不例外
。
受断裂活动、物源供给及沉积环境影响，在较深湖一深湖时期，沉积了丰富的有机质，形成了巨厚、
优质的生油层。
物源多并供给充足，形成多沉积体系，几套膏盐层、油页岩层及质较纯的泥岩又是良好盖层，这样就
组成了以沙三下，沙三中，沙三上自生自储自盖的储盖组合和以沙三层生、沙二层储、沙一层盖的下
生上储的组合形式。
这些良好生储盖组合条件再配以继承发育的同沉积构造，为形成濮城油田奠定了基础（图1.11）。
 二、储层沉积学特征 储集层是油气生成后聚集的场所，孔隙性和渗透性是储层的基本特性，储层性
能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油气储存的多少和油气藏的开发效果。
不同时期，不同部位形成不同沉积体系，进而控制不同砂体的展布，不同沉积体系上的不同储层性能
各异。
而消气藏的储层沉积体系受区域地质背景的控制。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油藏开发模式丛>>

编辑推荐

《濮城西沙二气顶油藏》可供石油地质、油田开发、效值模拟、矿场生产岗位的科研、技术人员和石
油院校有关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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