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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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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平均孔隙度为3.9Yo，最高达14.6%；其次是白云化灰岩。在同一个礁体中，礁核的白云化强于礁
翼，例如，建南生物礁的礁核有7-8层白云岩，总厚24-28m；而礁翼中的白云岩只有7-lOm厚［[11]
由此分析认为白云化作用发育的范围和程度受控于沉积相。

2.3成烃期、孔隙演化与圈闭形成期配套是天然气运移聚集的关键
    生物礁的原生孔隙度一般高达5000^60%，经海底胶结物形成、大气淡水溶蚀以及混合水白云石
胶结作用使孔隙度降低到25％左右〔12]，进人埋藏成岩阶段孔隙度进一步降低。晚三叠世和侏罗纪时期，
生物礁孔隙度已降低到2％以下，由于油气发生二次运移，与这次有机事件密切有关的深埋藏有机溶蚀
作用使礁白云岩具有平均4％的孔隙度。晚侏罗世到早白奎世期间发生的燕山运动导致局部圈闭的形
成，使二次运移的气态烃聚集在该背斜圈闭中，形成工业性气藏。由此可见，气态烃的运聚、有机溶蚀

作用和圈闭的形成基本上是同步的，这是长兴组礁白云岩成为主要产层的主要原因。

2.4天然气富集在生物礁滩体内的全封闭“罐装”状态，保存条件具明显优势
    礁滩气藏形成后处于全封闭的“罐装”状态，后期的构造变动，除断层破坏外，不会因构造变动发
生气态烃重新运聚，在保存条件上具有极好的优势。礁滩气藏可位于构造各个部位，无统一的气水界面
和压力场。礁滩气藏范围与构造形态、所处区域构造位置无关。如，天东礁气藏不对称地“悬挂”在背
斜构造的东翼[13一‘5]；产气的云安厂礁位于向斜轴部，较产水的黄泥堂礁储集层海拔低。

3勘探领域及前景预测

    通过对区内已发现礁滩气藏的解剖分析，可将礁滩气藏的形成分为两种模式，即构造一岩性型和岩
性型。其中，构造一岩性型气藏，印支晚期一燕山早期构造圈闭尚未形成，形成被周围致密岩层封闭的很

好的岩性油藏，燕山中期随着埋深的增大和地层温度的升高，液态烃类逐渐发生裂解，烃类呈向构造高
部位运移的趋势，喜马拉雅期构造圈闭最终定型，气藏由原来的岩性气藏变成由构造和岩性共同控制的

复合型气藏，如建南等。岩性型气藏，其储层孔隙发育和演化过程就是圈闭的发育过程，该过程可分为

原生孔隙为主的沉积一岩性圈闭、白云石晶间孔为主的白云岩化一岩性圈闭、前期埋藏溶蚀孔一岩性圈闭

和后期埋藏溶蚀孔一岩性圈闭4个阶段，如三星伴月等。
    综合分析控制气藏形成的因素，结合地震储层预测成果，分析认为鄂西渝东区石柱复向斜中部内存
在的地腹长兴组生物礁滩是有利勘探区域与目标（图1)。主要依据如下：①属于台地及边缘生物礁滩
相，是生物礁滩储集层发育最有利的相带， 目前共发现生物礁滩圈闭6个，圈闭总面积为371km2 ;
②是白云岩化作用的有利区带，区内白云岩储层最厚可达28m，储层孔隙度最高可达14.6%;③位于
生烃中心，烃源断层发育，处于生气强度大于25 X 108 m3 / km2的范围，具备了形成大中型气田的烃源
条件，尤其是建南地区烃源条件更佳；④石柱复向斜中部存在连片分布的侏罗系、嘉陵江组膏岩以及下

三叠统底部泥页岩盖层，地层水处于交替停滞带内，属于沉积封存区，保存条件优越。

    除该地区之外，鄂西渝东区北部、利川复向斜侏罗系覆盖区等广大地区仍有大量生物礁滩储集层分
布。据最新资源评价结果，N西渝东区长兴组天然气总地质资源量为1464 X 108 m3，已发现资源量为80
X 108 m3，资源发现率仅为5.5%，待发现资源量达1384 X 108 m3，待发现资源量大。可见，长兴组生
物礁滩天然气勘探潜力仍然很大。

4 结   语

    白云岩储集层分布与构造圈闭发育是长兴组生物礁滩天然气富集的主控因素。受储集层储集性能的
影响，生物礁滩气藏的形成有两种模式：生物礁滩天然气藏的形成主要经历了早期受岩性控制、晚期受

岩性和构造圈闭共同控制的形成过程；储集性能好的气藏主要受岩性控制。生物礁滩储集层是鄂西渝东

区天然气勘探新的接替领域，具有广阔的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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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三星伴月生物滩；2一瓦窑坪生物滩；3一青岭湾地表生物礁；4一建南南高点生物
滩；5-建南北高点生物礁;6-ii竹溪生物礁；7一龙驹坝生物礁；8一石宝寨生物
滩；9一利川黄泥塘地表生物礁10-利川见天坝地表生物礁：11一黄莲峡生物礁异
常带；12一万县生物礁

圈1哪西渝东区生物礁滩天然气有利勘探区域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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