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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庆葡萄花油田开发技术实践与认识》精选了大庆葡萄花油田“十一五”期间的主要科研成果
和经验总结。
内容包括油藏工程、采油工程、地面工程、计算机应用等方面的优秀论文共54篇。
　　《大庆葡萄花油田开发技术实践与认识》适合油田开发工程技术人员参阅，也可供石油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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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3.2油水分布特征 扶余油层水层和油水层不发育，油藏分布不单受构造控制，岩性
是主要的控制因素；油层厚度由南向北变薄，由西向东变薄。
其储集性能也表现为由南向北、由西向东变差的特征。
纵向上油水分布遵循上油下水的重力分异规律，主要以全段纯油层为主，个别井为上油下水。
油在平面上主要分布在该区南部和东南部，垂向上，主要分布在扶一组和扶二组。
油气在全区广泛分布，在构造高部位及低部位均富集油气，构造对油气聚集有一定控制作用，岩性、
物性是控制油气运聚成藏的主要因素。
 4扶余油层增储潜力评价 4.1有利区油气成藏主要因素 4.1.1区域构造高部位及局部构造的高垒、高块更
有利油气聚集 扶余油层顶面构造具有北高南低、东西两侧低中间高的鼻状构造形态，构造格局分为：
西斜坡、中央隆起、东鞍部。
主要发育背斜、断鼻、断块三类构造圈闭。
断块多而碎，断鼻少又小，为油气聚集创造了条件。
 扶余油层断层的主要发育特点是数量多、规模小、断裂系统复杂，在剖面上构成“堑垒”相间的构造
格局，不同期次不同走向的断层在空间上组成了复杂的断裂系统，形成了众多的局部构造。
扶余油层的钻井资料说明，这些构造对油气的聚集起到一定作用。
从构造与油气藏的关系看，高垒、高块及区域构造高位置更有利油气聚集。
如扶一组产量较高的敖406—76井位于构造较高部位，压后抽吸13产油8.202t。
敖430—65井位于构造较高部位，压后抽吸日产油4.062t。
南278—238井位于构造较高部位，压后抽吸日产油2.788t。
 4.1.2 产能较高油藏与河道砂岩有关 该区泉头组沉积时期是松辽盆地坳陷阶段的早期，主要受西南方
向沉积体系的控制，其中以西南保康一扶余影响最大，以角州平原亚相沉积为主。
发育分流河道砂、决口沉积、河漫滩和分流河道问薄层砂等沉积微相。
 从各层砂岩预测图看，油井均分布在扶余油层具有一定厚度的单砂体上，而多为分流河道沉积。
在构造、岩性的控制下，形成构造岩性油藏。
油藏的分布与沉积砂体的分布有密切关系，产能较高油藏的主力贡献层均与河道砂岩有关。
如产量较高的敖406—76井扶Ⅰ+Ⅱ组有效砂岩厚度3层12.2m，压后抽吸日产油8.202t；敖430—65井扶
Ⅰ+Ⅱ组有效砂岩厚度3层6m，压后抽吸日产油4.062t；南278—238井扶Ⅰ+Ⅱ组有效砂岩厚度2层20m，
压后抽吸日产油2.788t。
 4.1.3反向正断层有利于油气成藏 在西南部物源控制下，研究区扶余油层河道走向以北东向为主，并与
众多的近南北向断层斜交，在有利的油源条件下可形成断层岩性油气藏。
这些断层当中，反向正断层最为有利，因为反向正断层的上升盘形成的局部高部位有利于油气的聚集
。
反向正断层对油气具有一定的封堵作用，有利于油气成藏。
 4.1.4 古构造与现今构造均有利油气成藏 古构造研究表明，研究区古构造发育主要有4种类型： （1）
继承性的古构造。
局部构造具有一定的继续性，但圈闭面积和幅度都有一定的变化，这类圈闭对油气的聚集非常有利。
 （2）嫩末及四方台末期形成的古构造。
嫩江组沉积末期及四方台组沉积末期对应于松辽盆地的两大排烃期，这些古构造，再配有渗透性砂体
，是油气集聚的有利场所。
 （3）后期改造的古构造。
受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对古构造有一定的改造作用，使古构造的个数、形态、面积、幅度、高点等
改变较大。
这类圈闭对油气的聚集较为有利。
 （4）古构造存在，后期被破坏。
此种情况在研究区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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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油气大量形成并开始运移的嫩江组沉积末期，根据油气由高势能向低势能运移的原理，在构造指向
的高点部位聚集成藏，虽经历后期构造运动的改造破坏，但在现今的构造高部位如有渗透性好的砂体
，也能成为储存油气的场所，成为现今受断层控制岩性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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