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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松辽盆地大情字井地区油气勘探重点已由构造油藏转为隐蔽性岩性油藏，非主力油层青

二段成为今后主要勘探目标。对区域地质资料、岩心资料、重矿物、地震以及测井曲线等资料

进行综合分析，确定大情字井地区青二段油层主要为三角洲前缘—前三角洲沉积体系，并对主

要沉积微相类型进行了识别，分析了主力小层沉积微相与砂体展布规律。砂体类型以水下分

流河道和河口坝为主，其中，水下分流河道呈条带状 SW—NE向展布，向东逐渐减薄，受河道

侧向摆动影响，砂体呈叠置或切割分布，形成复合条带状砂体和断续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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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大情字井地区构造上位于松辽盆地南部中央

坳陷区南部，长岭凹陷中部，总体为轴向北北东、东

缓西陡的不对称向斜构造，主力储层为青山口组高

台子油层，历经 10 a勘探开发，已累计建产能 168

×l04t[l—2]o

    青山口组为大情字井地区主要生油层、储集层

和盖层‘1]。随着大情字井地区开发的进行，对青

一段、青三段的认识已基本明确，动用程度也较高，

非主力含油层段青二段油层潜力对大情字井地区

的产能建设 日显重要。近年勘探表明，青二段油层

平面上具有连片分布趋势‘卜2】，但由于缺少对青二

段的整体认识，导致一直未能大规模动用。为此，

综合利用岩心、录井和测井资料，对青二段沉积微

相和砂体展布特征进行研究，为储层非均质性研究

及油田扩边、调整、挖潜、动态分析和剩余油研究等

提供参考。

1沉积背景

1.1  区域沉积背景

    松辽盆地早白垩系泉头组沉积中晚期一嫩江

组沉积期，经历了2次大规模湖水“扩张一兴盛一

衰退”的演变过程。青二段主要发育水退背景下

的三角洲沉积，湖泊逐渐萎缩，水体动荡性沉积形

成次级湖平面升降，以西南通榆一保康沉积体系为

主，在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古地势背景下形成三

角洲沉积。

1.2 沉积物源分析

    松辽盆地南部发育有3大沉积物源，分别为来

自西南保康沉积体系，南部怀德一长春沉积体系和

西北英台沉积体系‘卜副。通过对大情字井地区青二

段重矿物ZTR指数（即锆石、电气石、金红石在透明

矿物中所占的比例）分析，表明由研究区西南部和西

部向研究区内，ZTR指数逐渐升高，反映青二段沉期

存在2个方向的物源注入，2支物源重矿物组合相

似，推测来自同一沉积体系。结合现有认识[卜5 3分

析认为，2支物源为通榆—保康三角洲体系的2个

分支，分别由西部和西南部注入研究区（图1）。

2 沉积微相特征

2.1 沉积微相类型及特征

    青二段沉积基本上继承了青一段的三角洲前



缘沉积格局‘6。8’，综合岩心沉积特征等标志认为，

青二段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亚相和前三角洲亚相：

前三角洲亚相以厚层泥岩沉积为主；三角洲前缘亚

相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坝、分支间湾等

微相。含油砂体主要为水下分流河道和河口坝。

    (1)水下分流河道。水下分流河道为陆上分

流河道的水下延伸部分。沉积岩性以灰黑色中细

砂岩、粉砂岩为主、含少量泥质粉砂岩，颗粒分选中

等，纵向上呈多个正韵律叠加或单一旋回正韵律，

发育交错层理及冲刷构造，平面上通常呈带状分

布。自然电位测井曲线为中幅微齿的钟形，底部为

突变或渐变。

    (2)河口坝。河口坝是在分流河道人海口附近

形成的砂质浅滩。沉积岩陛灰黑色粉细砂岩、粉砂岩

组成，颗粒分选较好，纵向上为中、厚层反韵律组合，

发育交错层理，平面上多为透镜状，自然电位和自然

伽马曲线为中高幅漏斗形，顶部突变，底部渐变。

    (3)远砂坝。远砂坝位于河口砂坝向海一侧

的坝前地带。沉积岩性为浅灰绿色泥质粉砂岩或

粉砂质泥岩，颗粒分选中等，纵向上为反韵律组合，

发育波状一透镜状复合层理，含植物炭屑，平面形

态为鹅卵形，自然电位曲线为中一低幅漏斗形。

    (4)水下分流河道间湾。水下分流河道间湾

为水下分流河道之间的低洼地区。沉积岩性以灰

黑色、黑色泥岩为主，间有泥质粉砂岩，颗粒分选中

等，纵向上呈反韵律或均质韵律，发育平行层理和

透镜状层理，测井曲线齿化严重，自然伽马曲线多

为中一低幅钟形。

2.2 沉积微相平面展布特征

    大情字井油田青二段前三角洲与三角洲前缘

沉积经历湖盆水体“退一进一退”的旋回变化，沉

积水体变化呈现进急退缓特征。根据现有认

识[9-11]，可以由下向上将青二段划分为 24个小

层：第24—18小层沉积过程中，物源供给量逐渐增

加，三角洲沉积体系逐渐向湖盆方向进积，形成三

角洲前缘的水下分流河道及河口坝沉积；第 18~

15小层沉积过程中，沉积水体急剧上升，三角洲沉

积体系向岸退却，河道沉积延伸长度缩短，三角洲

宽度变窄，河口坝沉积不发育；第 15小层广泛发育

前三角洲泥岩，三角洲前缘范围达到最小；第 14~

13小层为湖盆兴盛期，湖平面稳定；第 12小层沉

积期，沉积水体逐渐下降，河流作用增强，河道与河

口坝砂体发育；第9—6小层，湖平面转为相对稳定

并略有上升；第5小层沉积期湖平面开始下降，第

5~1小层时期三角洲前缘沉积范围达到最大，河

道砂体延伸远、沉积厚度大（图2）。

图l  大情字井地区青二段重矿物ZTR指数分析图

图2 大情字井青二段第24、19、9号小层沉积微相及砂体分布



3 砂体分布特征

    沉积微相研究表明：大情字井地区青二段三角

洲前缘水下分支河道频繁摆动使砂体宽度逐渐增

加，并使河道砂体局部相互切割、叠加形成连片复

合河道砂体，该类复合河道砂体与河口坝砂体共同

构成了青二段主要储集体，第24、19和9号小层为

重点层位（图2）。垂向上多层砂体叠置，单砂体厚

度较薄呈透镜状，相互孤立；平面上砂体分布主要

受沉积微相的影响。

    (1)第24号小层发育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

道及河口坝微相，河道砂体在研究区西南部分布，

河口处发育河口坝砂体，河道向湖推进。多河道

形成的河口坝拼合和单河道摆动成坝作用使多期、

多个单体河口坝复合叠加，形成3个大面积连片

分布的复合河口坝砂体，通过密井网垂向解剖，

24号小层为2期河口坝叠合，2期河口坝宽度均

为400～1 200 m，砂体厚度也同样为2—5 m。

    (2)第 19小层为三角洲前缘亚相，水下分流

河道广泛发育，河道分叉明显，但河口坝不发育。

根据垂向沉积特征，可以将该小层沉积过程分为2

期：第1期有6条河道伸人研究区，河流流向以南

西一北东状，近平行展布，河道在向湖方向不断分

叉，形成单支河道，不同单支河道偶有交汇、切叠，

河道砂体厚度一般为 1.8—6.0 m，砂体宽度一般

为300—900 m；第2期有5条河道注入，其流向分

布与一期基本一致，沉积砂体厚度一般为2.5—

4.5 m，砂体宽度一般为300 ~1 300 m。

    (3)第9小层发育三角洲前缘亚相，水下分支

河道微相发育，河口坝不发育。河道砂体在研究区

中至西部广泛分布，河道分叉明显。有6条河道伸

人研究区，多呈西南一东北方向条带状展布，此砂

层河道向湖延伸最远。砂体厚度一般为3—6 m，

河道宽度一般为300 ~1 400 m。

4 结 论

    (1)大情字井地区青二段沉积物主要来自西

南保康水系，重矿物ZTR指数分析显示，青二段沉

积期沉积物源主要来自2个方向，为通榆一保康三

角洲体系的2个分支。

    (2)大情字 井地 区青二 段主要 为三 角洲前

缘一前三角洲亚相沉积，三角洲前缘为主要沉积类

型，其沉积微相包括 水下分 流河道 、河 口坝 、远砂

坝、重力流等类型，储集砂体以水下分支河道砂体、

河 口坝砂体为主。

    (3)通过对青二段各小层 （特别是重点小层）

沉积微相及单砂体分析，明确水下分支河道频繁摆

动使砂体宽度逐步增加 ，形成局部相互切割、叠加

连片的复合河道砂体。该类复合河道砂体与河 口

坝砂体共同构成青二段主要储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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