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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油气田开发志：胜利油气田区油气田卷（套装共3册）》内容涵盖油气田地质、开发部署
与方案实施、钻采工程、地面生产系统等油气田开发的各个方面；遵照横排竖写原则，分类项纵述其
发展、演变过程。
力求突出重点，突出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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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孤岛油田为稠油疏松砂岩构造油气藏。
开发初期主要工作是取全取准各项地质基础资料，掌握储层的岩性、物性、含油性、电性四者之间的
关系，寻找标准层和标志层，开展地层（储层）对比，划分小层，从平面及纵向上了解油层的变化规
律，确定主力油层、次要油层，查明断层及油水系统，确定含油面积，为储量计算、编制油田总体开
发方案提供地质依据。
油田正式投入开发后，主要是以油砂体为研究对象，继续开展小层细分对比，搞清主力油层、次要油
层的分布变化规律，断层变化特点，修改构造图，确定储量参数，研究油水分布和原油性质变化，编
制小层平面图、井组间储层连通剖面图和小层数据表，进行油层评价。
随着油田开发的深入及研究手段的进步，地质研究也由单一的静态研究向动静结合、精细研究上迈进
。
“十五”过大力推广精细油藏描述技术，以细分沉积时间单元为主要研究对象，油田地质研究已进入
单一成因砂体的储层建筑结构更高层次的研究阶段。
　　第一节地层　　1968-1970年，完钻各类探井36口，由于地质资料录取不全，未能找出油层细分对
比标志及岩电关系，给开发决策带来很大困难。
1970年12月16日，根据燃料化学工业部有关孤岛油田开发“六分四清”指示精神，加强钻井取心、岩
屑录井及测井等方面的资料录取工作。
1971年，在生产试验区与探井井位部署中予以落实，安排取心井5口，其中大直径取心井2口、普通取
心井3口。
　　通过钻探，认识到孤岛油田自下而上钻遇的地层有前震旦系；古生界的寒武、奥陶、石炭二叠系
；中生界的侏罗一白垩系；新生界古近系的沙河街组、东营组；新近系的馆陶组、明化镇组；第四系
的平原组。
开发目的层是古近系的沙河街组、东营组和新近系的馆陶组油层，馆陶组油层由上至下面积逐渐减小
，呈“倒锥”形。
通过录井及测井分析，取得了有关孤岛油田新近系地层沉积旋回与对比标志层的资料。
　　地层沉积旋回。
下馆陶组为厚层块状砂砾岩、含砾砂岩夹灰质岩，厚200～300m；馆上段为砂泥岩互层，厚230～250m
；明化镇组下部以泥岩为主，向上砂岩逐渐增多，顶部为砂泥岩互层，厚700m左右。
新近系地层自下而上表现为“粗一细一粗”的完整沉积旋回，上、下馆陶组地层岩性组合有显著差别
，便于地层对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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