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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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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盆地姬塬地区长
A

油藏油水分布关系复杂&试油产水率较高%单井油水分布关

系以油水共存型为主%文章从长
A

层地层水性质(油藏压力与流体单元(砂体连通性(残余油饱和

度(油藏保存条件等方面分析了油水分布的控制因素%研究认为该区油藏存在多个流体单元&同

一流体单元内连通砂体上倾方向含油&下倾方向含水&不同流体单元具有相对独立的油水界面&且

长
A

油藏成藏过程中油气充注程度相对较低&这些因素导致油藏油水分布关系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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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岩性油气藏勘探理论和技术的不断发展&

鄂尔多斯盆地石油勘探在延长组下部层系特别是长

A

油层不断取得突破%姬塬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

石油探区的西北部#图
$

$&是长
A

油层勘探程度较

高的地区&以长
A

$

层为主要目的层&埋深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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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塬地区长
A

油藏不同于盆地内已发现的陕北

长
&

(陇东长
"

油藏的连片分布*

$%

+

&它的油藏规模

一般较小&油水分布关系复杂&试油产水率较高%本

文从油水分布特征(流体单元(砂体连通性(残余油

饱和度等方面综合分析&探索该区油水分布的主要

控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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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水分布特征

姬塬地区长
A

$

层试油结果显示&平面上&大部

分探井长
A

$

层试油均不同程度产水&产水量一般为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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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北沉积体系产油(产水率较高"纵

向上&姬塬地区长
A

$

砂体可分为上(下两层&出油井

点主要集中在上部砂体中%

通过对姬塬地区单井油水关系的分析&可分为

三大类!

"

纯油型!无底水&上下遮挡条件好&砂体厚

度较大&试油产量高"

#

油水共存型!通常油层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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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油成果

而水层在下&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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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情况&一种有底水&底水与

油层之间有很好的隔层分隔开&油层与水层之间连

通关系稍差或没有连通关系"另一种底水与油层直

接相连或隔层较薄&试油结果产油量均较低或产水"

$

纯水型!仅发育有水层或含油水层&测试以产水为

主%

统计结果显示&单井油水关系主要以油水共存

型为主&比例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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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体单元特征

姬塬地区延长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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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油水分布关系复杂&

并非简单的构造上倾方向含油&下倾方向含水%导

致油水关系复杂的主要原因是目的层段存在多个相

对封闭的流体单元&这在孔隙水离子组成与含量(成

岩自生矿物(地层压力等方面均有明显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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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水离子组成与流体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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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水分析结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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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存在明显差异&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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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浓度变化显著%塔河油田奥陶系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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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地层水离子与质量浓度不同则处于不同的水文

系统&因此&姬塬地区这种地层水离子组成及浓度差

异初步揭示出该区地下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流

体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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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质量浓度的明显变化表明这几口井并不处于同

一个流体单元&因而各井试油产量也相应的变化明

显%

"#"

!

成岩自生矿物与孔隙流体封闭性

长
A

$

砂体可划分为
%

个区块&东北部的安边地

区(西北部的白儿庄地区(南部的罗庞塬地区%安边

地区砂岩填隙物中自生碳酸盐矿物占填隙物总量的

A>&[

&水云母含量占
$B>'[

"白儿庄地区砂岩填隙

物中自生碳酸盐矿物占填隙物总量的
$!>#[

"罗庞

塬地区砂岩填隙物中自生碳酸盐矿物占填隙物总量

的
!!>A[

&水云母含量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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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隙物组成及含

量特征反映出这
%

个区块长
A

$

砂岩在成岩作用过

程中孔隙流体的性质具有较大差异%孔隙流体性质

的差异是地下存在多个流体单元(孔隙流体相对封

闭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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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层压力与流体单元划分

长
A

$

层收集到的
B

口井实测压力偏离正常静

水压力的幅度差异明显#表
!

$%依据井位平面分

布(地层压力大小结合测压层段高程变化情况&可划

分为
!

个压力单元#图
%

$&反映出姬塬地区长
A

$

层

存在多个压力系统&也是存在多个

流体单元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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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和非均质性变化

长
A

$

砂体为多期河道砂体在纵

向上叠置而成&同期砂体中泥质夹

层和不同期次砂体间的泥质隔层较

为发育&砂体连通性较差&这种由岩

性变化引起的砂体连通性变差或储

层非均质性也是影响和控制油水分

布的重要因素%在油水分布上表现

为连通砂体的油水分布受构造控

制&一般在构造上倾方向含油&下倾

方向含水#图
B

$&而不是构造低部位

普遍含水%

B

!

含油饱和度

姬塬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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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层残余油饱和度集中分布在
$#[

&

!#[

&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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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陕北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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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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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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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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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姬塬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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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残余含油饱和

度较低%统计全盆地长
B^(

层)长
A

层原油的密

度(黏度#表
%

$发现&各层平均原油密度均为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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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测试残余油饱和度时外界影响较小&长

A

油藏成藏过程中油气充注程度相对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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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保存条件

姬塬地区延长组长
A

地层水分析结果表明&该

区地层水为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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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矿化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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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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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长
A

油藏保存条件较好"测定长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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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体样品的初熔温度平均值为
aB(>"i

&接近三元

盐水体系
)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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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低共结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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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与长
A

地层水分析结果一致&佐证了该区长
A

油藏现今保存条件较好%

盆地的构造演化史分析表明&研究区中生界沉

积后构造运动以持续沉降及整体抬升为主&断裂构

造不发育&在临近西缘逆冲带尽管断裂相对发育但

均不断穿白垩系&说明在中生界源岩大量生(排烃时

期#白垩世$

*

(&

+该区构造活动弱&有利于油藏的形成

及保存%油藏形成后&油水分异作用形成了在相对

独立砂带上倾方向含油&下倾方向含水的油水分布

格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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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姬塬地区由于处于盆地构造低部位&砂岩储层

含水几率相对较高%中生界延长组长
A

油藏现今保

存条件较好&存在多个压力系统&各压力系统具有相

对独立的油水界面%在每个压力系统内连通砂体的

油水分布受构造控制&一般在构造上倾方向含油&下

倾方向含水&也存在连通砂体局部由于储层致密导

致孔隙流体相对封闭&使油水关系更趋复杂%

从油藏的油水分布规律分析&在鄂尔多斯盆地

姬塬地区尽管储层含水程度较高&但在相对独立砂

体构造上倾方向仍能形成工业油藏&具有一定的勘

探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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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藏油水分布关系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