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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东斜坡带南一段油富集的主控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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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对海拉尔盆地乌东斜坡带南屯组一段 油 富 集 规 律 的 分 析，揭 示 了 该 区 南 一 段 油 富 集 的 主 控 因 素。研

究表明，乌东斜坡带南一段发育的优质烃源岩，为南一段油的富集提供了重要来源；南一段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

体系，其中有利的沉积相带和砂体分布区控制着油的丰富程度；研究区从洼槽到断裂坡折带到缓坡带，总体表现为

水—油—水的关系，控圈断裂的侧向封闭能力决定着圈闭的有效范围和油水边界。下一步南一段油的勘探和开发

应以断圈封闭的油水界限内有利沉积相带和渗透性砂体区域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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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断陷盆地勘探证实，构造坡折带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场所［１－３］。乌东斜坡带是海拉尔盆地乌尔逊凹陷南部

凹陷中心（乌南次凹）东部的斜坡带，构造上由西向东总体表现为从洼槽到断裂坡折带到缓坡带逐渐抬升的

单斜。截止到２００８年，乌南次凹共有探井３５口，评价井１９口，其中南屯组一段（南一段）工业油流井９口，
南屯组二段（南二段）工业油流井５口，工业气流井１口。发现的油藏类型多是岩性、断层－岩性和断块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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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埋藏浅，物性好［４］，展示出南一段良好的勘探前景［５－６］。至２０１１年，陆续部署７批开发方案，南一段工业

油流井增至１２口。但是由于乌东斜坡带南一段表现出的复杂油水关系，对于油气富集规律以及主控因素认

识不清的问题一直制约着油田的有效开发。深入剖析南一段油富集的规律，分析油富集的控制因素，搞清油

水分布界限，为下一步油田的高效勘探开发部署及扩边提供重要的参考。

１　研究区地质概况

海拉尔盆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盟境内，为中、新生代多旋回、叠合式、断陷－拗陷型盆地。盆地

演化主要经历了地壳隆起、断陷、拗陷、萎缩等４个阶段［７］。乌尔逊凹陷南部地区是海拉尔盆地的主要勘探

地区之一，勘探面积约１　３００ｋｍ２，东临巴彦山隆起，西接嵯岗隆起，北与乌尔逊凹陷北洼相通，南部通过巴彦

塔拉潜山披覆构造与贝尔凹陷相连。本次研究的乌东斜坡带是指以乌尔逊凹陷乌南次凹中心以东，向西至

乌尔逊凹陷东部的边界部位（图１），钻遇的地层从上到下依次为第四系（Ｑ）、第三系（Ｒ）、白垩系青元岗组

（Ｋ２ｑ）、伊敏组（Ｋ１ｙ）、大磨拐河组（Ｋ１ｄ）、南屯组（Ｋ１ｎ）、铜钵庙组（Ｋ１ｔ）、基底（Ｊ３ｂ）。该区的南屯组地层是

重要的产油层之一，分为南屯组一段和二段，发育于湖盆断陷期辫状河三角洲前缘相的南一段地层是该区的

主力油层组［８］，依据地层沉积旋回、岩性特征并参考地层厚度，本文研究的南一段油层组主要是南一段的上

油层组，其自下而上可以划分为１４个小层（ＮＩ１—ＮＩ１４）。

２　油气富集规律

乌东斜坡带纵向上主要发育了５套储盖组合：铜钵庙组（Ｋ１ｔ）底部、南一段（Ｋ１ｎ１）下部、南一段（Ｋ１ｎ１）

上部、南二段（Ｋ１ｎ２）—大磨拐河组一段（Ｋ１ｄ１）、大磨拐河组二段（Ｋ１ｄ２），尽管纵向上油气显示活跃，但是不

同层系却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乌东斜坡带的油分布在南一段储盖组合中的居多（表１）。
从宏观上看（图２），乌东斜坡带南一段的油主要富集在乌２７—乌３１—乌１５４－８２—乌１３０－１００—乌３３一

线。两侧主要为产水区。含油带西侧乌２０—乌１６－１—乌１６井一线南一段测井解释主要为水层、干层，此含

油带东侧乌２８—乌１８４－８４—乌１７４－８４—乌２５井测井解释也均为水层，所以乌２７—乌３１—乌１３０－１００东侧

继承性发育的断层是控制油水分布的主控断层。平面上的含油区受断裂、岩性双重控制，自北而南含油性呈

现“好—差—好”的规律分布，同一块体内部油水关系总体表现为上倾方向逐渐变好［９］。
纵向规律是上部油层下部水层或上部油层下部干层，同时也有油水夹层存在，下部层位多表现为油水同

层的特点（表２）。油在各区块１４个小层分布的层位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总体上表现为由北往南含油层位逐

渐变深的特点［９］。

３　油气富集的主控因素

３．１　烃源岩

海拉尔盆地乌尔逊凹陷主要生油岩系为南屯组，次为大磨拐河组及铜钵庙组。南屯组是盆地内最好的

烃源岩［１０］，优质烃源岩［１１］最为发育，其中南一段优质烃源岩质量最好，主要表现在：①烃源岩层薄，累计厚度

较大。单层厚度多在１～７ｍ，累计最大厚度在凹陷北部苏３５井附近，约为６０～７０ｍ，但分布面积相对较小；
南部优质烃源岩最大厚度位于乌１７井附近，约为５０～６０ｍ。总有机碳 （ｔｏｔ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ａｒｂｏｎ，ＴＯＣ）含量较

高（ＴＯＣ＞５．００％），类型好（以Ⅰ型 为 主，少 量 为Ⅱ１型），生 烃 潜 力 大 （优 质 烃 源 岩 的 生 烃 潜 力Ｓ１＋Ｓ２＞
２０ｍｇ／ｇ）。③有机质多处于成熟演化阶段（镜质体反射率Ｒｏ＞０．７％）［１１］。

类异戊二烯烷烃参数姥鲛烷与Ｃ１７的比（Ｐｒ／ｎＣ１７）和植烷与Ｃ１８的比（Ｐｈ／ｎＣ１８）是判别源岩有机质沉积环境

和进行油源对比的常用指标。相似环境的类异戊二烯烷烃组成与分布特征相近［１２］。南一段原油的Ｐｒ／ｎＣ１７和

Ｐｈ／ｎＣ１８与南一段暗色泥岩的Ｐｒ／ｎＣ１７和Ｐｈ／ｎＣ１８最接近（图３），可以认为它们具有亲缘关系。原油的奇偶优势

比（ｏｄｄ　ｅｖｅｎ　ｐｒｅｄｏｍｉｎａｎｃｅ，ＯＥＰ）值可以反映原油和源岩的成熟度［１２］，南一段原油的ＯＥＰ值与南一段暗色泥岩

的ＯＥＰ值也最接近（表３），说明乌东斜坡带南一段发育的优质烃源岩，为油的富集提供了有利来源。前人研究

也表明南一段的暗色泥岩是乌东斜坡带南一段目前发现的油气资源的主要贡献者［１３－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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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研究区的构造位置图（据大庆勘探开发研究院，２０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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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研究区南一段油水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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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沉积环境

研究区内９口井地层倾角测井解释结果表明，各层组古水流方向以ＮＷ—ＳＥ向为主，其方向与断裂走

向轨迹基本一致，因此该区砂体延伸方向应以ＮＷ—ＳＥ为主。进一步研究认为本区主要发育有两大主要物

源，一是ＮＥ方向延长轴的沉积体，水下分流河道自乌２１井、乌２７井向南延伸至乌３１井、乌２９井附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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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区油气分布的层位及其产能表

Ｔａｂ．１　Ｓｔｒａｔａ　ａｎｄ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井号 层位 部分层段／ｍ 产能／（ｔ·ｄ－１）

乌３２ Ｋ１ｄ２ １　４０２．０～１　４１５．５　 ２８．８８３

乌２０ Ｋ１ｄ２ １　３０２．８～１　３０５．２　 １５．１５６

乌１６ Ｋ１ｄ２ １　４７０．６～１　４７６．４　 １０．５８５

乌２７ Ｋ１ｎ１ １　９９７．４～１　９０１．８　 ５０．４６６

乌１７４－７３ Ｋ１ｎ１ ２　１２７．６～２　１３０．０　 ７．４８０

乌３１ Ｋ１ｎ１ ２　２８５．５～２　４００．８　 ８．８１０

乌１５４－８２ Ｋ１ｎ１ ２　２０９．４～２　２１１．６　 ７．８７０

乌１３４－９２ Ｋ１ｎ１ ２　４６３．５～２　５０２．０　 ６．１３０

乌１３０－１００ Ｋ１ｎ１ ２　１０６．２～２　１４４．４　 ３７．７８３

乌３３ Ｋ１ｎ１ ２　３６３．０～２　３７８．５　 １３．６００

乌１２０－１０８ Ｋ１ｎ１ ２　１４２．６～２　１４８．０　 ３．２００

乌１０８－１１２ Ｋ１ｎ１ ２　２０８．０～２　２３４．０　 ７．５１０

乌８４－１０６ Ｋ１ｎ１ ２　４７８．３～２　５４２．５　 ３．１０８

乌２９ Ｋ１ｎ１ ２　４０７．０～２　５７２．０　 ３．０８４

乌３９ Ｋ１ｎ１ ２　７７２．４～２　８２７．０　 ３．８６０

乌２０８－５４ Ｋ１ｎ２ １　９４５．０～１　９５３．５　 ５６　８９６＊

乌３０ Ｋ１ｎ２ １　６７１．０～１　６７５．０　 ２４．１６０

乌５１ Ｋ１ｎ２ １　４７１．０～１　４７４．０　 １．４００

乌３８ Ｋ１ｎ２ １　９４５．０～１　９４８．０　 ４．７４０

乌８４－１０６ Ｋ１ｎ２ ２　１６７．０～２　２２０．７　 ３．１５０

乌５５ Ｋ１ｎ２ １　５２６．６～１　５２９．０　 ３．１０２

乌５６－Ｘ１２０ Ｋ１ｎ２ １　７７３．５～１　７８５．５　 １９．２０５

乌１３４－９２ Ｋ１ｔ　 ２　６１２．０～２　６１８．０　 ３．６３６

乌１１２－８８ Ｋ１ｔ　 ２　９１７．０～２　９２３．２ 　　１７．７１／１　１３６＊

　　＊产气量（ｍ３·ｄ－１）

表２　研究区南一段纵向上油水分布特点表

Ｔａｂ．２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ｗａｔｅｒ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ａｎｔｕｎ　ｇｒｏｕｐ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井号 射孔井段／ｍ 方式 试油结论

乌１０８－１１２　 ２　１８３．０～２　１８７．０ ＭＦＥ（ＩＩ）＋抽汲 工业油层

２　２０８．０～２　２３４．０ 压后泵排 工业油层

２　３３８．８～２　３６３．４ 压后抽汲 干层

乌１０８－９６　 ２　６２９．６～２　６５１．４ 压后抽汲 低产油层

２　７６６．６～２　７６９．２ 压后抽汲 低产油层

２　７６６．６～２　７６９．２ ＭＦＥ（Ⅱ）＋抽汲 干层

乌２９　 ２　４０７．０～２　４５３．０ 压后抽汲 低产油层

２　４０７．０～２　５７２．０ 压后水力泵 含水工业油层

２　４９３．０～２　５７２．０ 压后抽汲 低产油层

２　５５７．４～２　５６０．０ ＭＦＥ－Ⅱ 低产油层

乌１４８－７０　 ２　５４１．０～２　５６６．４ 压后抽汲 低产油水层

２　５９０．６～２　６０４．０ 压后抽汲 水层

２　６３０．６～２　６３５．０ 压后水力泵排液 水层

２　７０２．０～２　７２４．０ ＭＦＥ（Ⅱ）＋抽汲 水层

乌３１　 ２　２８５．５～２　３０５．２
压后 ＭＦＥ－Ⅱ＋

抽汲
含水工业油层

２　３３１．８～２　３３４．４ 压后抽汲 低产油层

２　３９４．０～２　４００．８ ＭＦＥ－Ⅱ 干层

２　４３９．８～２　４４１．６ ＭＦＥ－Ⅱ 干层

乌２７　 １　９２８．８～１　９２２．６ ＭＦＥ（Ⅱ）＋抽汲 工业油层

１　９５５．４～１　９５０．２ ＭＦＥ（Ⅱ）＋抽汲 工业油层

１　９９１．０～１　９９７．４ ＭＦＥ－Ⅱ抽汲 含水工业油层

１　９９７．４～１　９０１．８ ＭＦＥ－Ⅰ＋抽汲 工业油层

２　００７．６～２　００３．４ ＭＦＥ（Ⅱ）＋抽汲 含水工业油层

表３　研究区原油和泥岩ＯＥＰ值的统计结果表

Ｔａｂ．３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ＯＥＰ　ｖａｌｕ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ｕｄｓｔｏｎ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样品 Ｋ１ｎ１ 油样 Ｋ１ｎ１ 油砂 Ｋ１ｄ２ 泥岩 Ｋ１ｄ１ 泥岩 Ｋ１ｎ２ 泥岩 Ｋ１ｎ１ 泥岩

ＯＥＰ
０．９８８（５） １．０４５（２３） １．４１２（２０） １．１６２（７） １．１３７（３９） １．０９８（４７）

０．９３～１．０５　 ０．９５～１．１０　 ０．７４～２．９７　 １．０２～１．３５　 １．０２～１．２７　 １．０１～１．６４

是来自东南方向的物源，沉积了辫状河三角洲砂体，自东南方向乌１４井向西北方向沉积，延伸至乌３５井附

近。南一段总体为辫状河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以分流河道沉积砂体为特征，相应地，在河道两侧发育河道

间沉积微相，在河道尽头发育河口坝和席状砂微相（图４），砂体的发育情况受控于沉积相带展布。区内１１０
多口完钻井资料表明，南一段单井平均钻遇砂岩厚度９０．３ｍ，单砂岩厚度在０．１～２５．２ｍ之间，主要集中在

０．１～５ｍ之间，占总厚度的６６．３％，占总层数的９０．２％，小于２．０ｍ单砂岩占总厚度的２７．７％，总层数的

５９．９％，可见本区砂岩发育以中、薄层为主，厚层较少（图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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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研究区源岩和油的关系图
Ｆｉｇ．３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ｒｕｄｅ　ｏｉｌ　ｉｎ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图４　乌尔逊凹陷南部南一段Ｉ砂组沉积相平面图（据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２００８）
Ｆｉｇ．４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ｏ．１ｓａｎｄ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Ｎａｎｔｕｎ－１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Ｗｕｅｒｘｕｎ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ｓ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Ｄａｑｉｎｇ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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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研究区南一段砂岩等值线图

Ｆｉｇ．５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ｏｕｒ　ｍａｐ　ｏｆ　ｓａｎｄ　ｂｏｄｙ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Ｎａｎｔｕｎ－１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沉 积 相 带 和 砂 体 分 布 控 制 了 油 的 丰 富 程

度，孤立的透镜状砂体（河口砂坝砂体）是工业

油流井（乌３９井７．３０ｔ／ｄ）；对于位于辫状河三

角洲内前缘分流河道微相末端的井由于储集相

带变差，多是 低 产 油 流 井（乌２９井０．０１６ｔ／ｄ、
乌１３２－８０井０．０５ｔ／ｄ），而 位 于 分 流 河 道 中 间

部位的井多是工业油流井，产量较高，如乌２７、
乌１７４－７３、乌３１、乌１５４－８２、乌３３、乌１３０－１００、
乌１０８－１１２等井，最小日产油量７．４８ｔ／ｄ。

３．３　构造格局

乌东南一段含油带北从乌２７井 起 南 至 乌

８４－１０６井，东由 乌１４４－１０８井 西 至 乌７井 均 见

含油层，乌７井以西位于乌南次凹洼槽带，发育

了南屯组和大磨拐河组的泥岩，是本区的主要

生油 岩 区；乌２７井—乌３１井—乌３３井—乌

１０８－１１２井位于构造坡折 带，东 与 乌２８井—乌

２５井相邻，西 与 生 油 凹 陷 中 心 相 连，受 断 裂 控

制，发育有断块、断鼻等构造，同时北东 方 向 延

伸至生油凹陷中心的砂岩发育条带，与断层有

机地结合，形成岩性－断层圈闭。从洼槽到断裂

坡折带到缓 坡 带，总 体 表 现 为 水—油—水 的 关

系，油藏东部边界为近南北向断层所控制，断层

东侧南一段普遍含水，而自洼槽向断裂坡折带

方向产能明显增大（图２）。

３．４　断层的侧向封闭性

断层的侧向封闭性，即断层 面 在 侧 向 上 阻

止流体穿越断层运移的能力，其本质是断裂带

与围岩之间的差异渗透能力［１５－１７］。在油气供给

充足的前提下，油气进入断圈后能否聚集主要

取决于断层封闭性。断层是一个长度、断 裂 带

宽度与断距呈正相关关系的三维地质体，由于

碎裂、泥岩涂抹及胶结作用，使断裂带比围岩具

有更低的渗透能力，从而起到封闭油气的作用。断裂带渗透性是非均质的，各个位置所能封闭的烃柱高度大

小不一，伴随着油气注入圈闭，浮压越来越大，当浮压与断裂带最小封闭压力相等时，油气沿着该点开始渗

漏，此时的烃柱高度就是断层所能封闭的最大烃柱高度。因此，断裂封闭能力最弱的点决定断圈的油水界

面。决定断层封闭能力关键因素为断裂带中泥质含量。目前有多种计算泥质含量的方法，如泥岩涂抹因子

ＳＳＦ（ｓｈａｌｅ　ｓｍｅａｒ　ｆａｃｔｏｒ）、泥岩涂抹势ＣＳＰ（ｃｌａｙ　ｓｍｅａｒ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和断层泥比率ＳＧＲ（ｓｍｅａｒ　ｇｏｕｇｅ　ｒａｔｉｏ），
野外定量表征这些计算方法的结果与实际测试断裂带中泥质含量误差最小的是ＳＧＲ法，关系式为：

Ｈ＝ １０
（ＳＧＲｄ －ｃ）

（ρｗ－ρｏ）ｇ
（１）

其中：Ｈ—断层面某点支撑的烃柱高度，ｍ；ＳＧＲ—断层面某点断层泥比率，０～１００％；ｄ—需要标定的参数，

０～２００；ｃ—常数，当埋深小于３　０００ｍ时为０．５，当埋深为３　０００～３　５００ｍ时为０．２５，当埋深超过３　５００ｍ时

为０；ρｗ—油藏中水的密度，ｋｇ／ｍ３；ρｏ—油藏中油的密度，ｋｇ／ｍ３；ｇ—重力加速度，ｍ／ｓ２。ｄ为与实际地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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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有关的变量，不同盆地、同一盆地不同区带存在差异，一般而言，ｄ为临界ＳＧＲ 值２倍。假定临界的ＳＧＲ
为一定值，建立断层所能封闭的烃柱高度与ＳＧＲ关系，计算已知油水界面的油藏中断层所能封闭的最大烃

柱高度和油水界面，当计算值与实际油水界面吻合时，这个假定的ＳＧＲ值就是临界值。
依据上述原理对研究区控圈断层侧向封闭能力进行定量评价，通过预测的油水界面与已钻井证实的油

水分布进行对比，可以验证预测结果是否真实可靠。如乌３３区块构造主要受ＴＢ８３和ＴＢ８３－２两条断裂控

制形成断圈（图６），计算得到的圈闭油水界面为－１　７５０．１ｍ（表４）。该断圈已钻井为乌３３井及一系列开发

井，从试油数据得到，乌３３井为工业油水层，构造高部位开发井均为产油井，油水界面大概位于－１　７５０ｍ，
与所预测的结果吻合（图７）。乌２７区块构造主要受ＴＢ９４和 ＷＤ６４两条断裂联合控制形成断圈。计算得

到的圈闭油水界面为－１　３９３．７ｍ（表３）。该断圈已钻井为乌２７井及一系列开发井，从开发生产井分析得

到，乌１７６－７２井产水，乌１７６－７４井和乌１７６－７６井产油，说明实际油水界面大概位于－１　３９０ｍ，与所预测的

结果吻合（图５）。

表４　乌３３区块和乌２７区块南一段控圈断裂侧向封闭能力分析结果表

Ｔａｂ．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ｔｅｒａｌ　ｓｅａｌｉｎｇ　ｃａｐａｃ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ｆａｕｌｔ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ｐｓ　ｉｎ　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Ｎａｎｔｕ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ｂｌｏｃｋｓ　Ｗｕ３３ａｎｄ　Ｗｕ２７

圈闭名称
圈闭高点

埋深／ｍ

构造溢出点

埋深／ｍ

圈闭幅度

／ｍ

断层封闭性分析

控制断层 控制高点／ｍ 油水边界／ｍ 烃柱高度／ｍ

预测圈闭烃

柱高度／ｍ

预测圈闭

油水界面／ｍ

乌３３区块 －１　６１０ －１　７５０　 １４０
ＴＢ８３ －１　６２０ －１　８３３．５　 ２１３．５

１３０．１ －１　７５０．１
ＴＢ８３－２ －１　６２０ －１　７５０．１　 １３０．１

乌２７区块 －１　２２５ －１　５００　 ２７５
ＴＢ９４ －１　２２５ －１　３９４．５　 １６９．５

１６８．７ －１　３９３．７
ＷＤ６４ －１　２２５ －１　３９３．７　 １６８．７

图６　乌３３区块断层封闭性分析的油水界面和试油结果分布图

Ｆｉｇ．６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　Ｗｕ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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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乌２７区块断层封闭性分析的油水界面和试油结果分布图

Ｆｉｇ．７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ｏｉｌ　＆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　ｔｈｅ　ｂｌｏｃｋ　Ｗｕ２７

４　结论

１）乌东斜坡带南一段优质烃源岩发育，具有单层薄、累计厚度大、丰度高、类型好、有机质多已成熟的特

点，可以为南一段油的富集提供重要的来源。

２）南一段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体系，河口砂坝砂体和分流河道间砂体多见工业油流井，前缘分流河道

微相末端由于储集相带变差，多是低产油流井。

３）构造上从洼槽到断裂坡折带到缓坡带，总体表现为水—油—水的关系，圈闭的油水边界主要与控圈断

裂的侧向封闭能力和砂体的分布有关。

４）有利沉积相带和渗透性砂体区域以及控圈断裂的侧向封闭能力是南一段油富集的主控因素。在有充

分油气源供给的情况下，控圈断裂侧向封闭能力界限以内的有利沉积相带和渗透性砂体区域应是油气勘探

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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