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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科技重大专项“大港油区效益增储稳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２０１８Ｅ－１１）资助。
第一作者及通信作者：赵贤正，男，１９６２年１０月生，１９８６年获华东石油学院学士学位，２００５年获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石油大港油

田公司总经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 四 光 地 质 科 学 奖 及 孙 越 崎 能 源 大 奖 获 得 者，主 要 从 事 油 气 勘 探 与 开 发 研 究 和 管 理 工 作。Ｅｍａｉｌ：
ｘｚｚｈａｏ＠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

文章编号：０２５３－２６９７（２０１９）０９－１０１３－１７　ＤＯＩ：１０．７６２３／ｓｙｘｂ２０１９０９００１

断陷湖盆湖相页岩油形成有利条件及富集特征
———以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

赵贤正　周立宏　蒲秀刚　金凤鸣　时战楠　肖敦清　韩文中　姜文亚　张　伟　汪　虎

（中国石油大港油田公司　天津　３００２８０）

摘要：有别于北美海相页岩油气，中国湖相页岩油地质特征十分复杂，湖相页岩油是 否 具 备 形 成 的 条 件、如 何 寻 找 富 集 层 段 等 问 题

亟待解决。为了探究湖相页岩油形成的有利条件与富集特征，以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综合利用Ｇ１０８－８
井、ＧＤ１２井和ＧＤ１４井３口取心井的６３５．８　ｍ取心资料、１２　０００余块次分析化验资料及２０口井的试油、试采资料，从页岩油形成的

烃源岩、沉积组构及热演化等方面，对湖相页岩油成藏机理等进行了系统分 析。研 究 结 果 发 现：广 泛 分 布 多 类 型 高 丰 度 有 机 质、高

脆性矿物组成、高密度纹层结构及中等热演化阶段是页岩油形成富集的主要条件；湖相页岩层系可划分为纹层状长英质页岩、纹层

状混积质页岩、薄层状含灰白云质页岩及厚层状含灰白云质页岩４类组构相，处于中等热演化成熟阶段的纹层状长英质页岩、纹层

状混积质页岩组构相为最优组构相类型；Ｓ１＊／ＴＯＣ值（以单位有机碳的含油量表示）平均大于１３５　ｍｇ／ｇ、滞留烃含量大于阈值１００
ｍｇ／ｇ的超越效应明显，揭示了“优势组构相－滞留烃超越效应”的 页 岩 油 富 集 特 征。采 用 这 一 新 认 识 有 效 指 导 了 页 岩 油 勘 探，研 究

区ＧＤ１７０２Ｈ井最高产油量达６１　ｍ３／ｄ，自喷生产已超４１６ｄ，产量基本稳定在１７　ｍ３／ｄ，ＧＤ１７０１Ｈ井、ＧＤ１７０２Ｈ井 两 口 水 平 井 累 积

产油量超１．４×１０４ｔ，证实了中国东部湖相页岩油具备工业性开发的良好潜力。
关键词：湖相；页岩油；组构相；超越效应；富集特征；孔店组二段；沧东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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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１世纪初 美 国 借 助 页 岩 油 气 革 命 实 现 了 能 源 独

立，改变了全球能源格局，并取得了源内找油的重大突

破，其 中Ｂａｋｋｅｎ、ＥａｇｌｅＦｏｒｄ、Ｐｅｒｍｉａｎ及 Ｎｉｏｂｒａｒａ等

地区的海相 页 岩 油 产 量 已 占 美 国 总 产 油 量 的 一 半 以

上，证实了页岩油是常规油气勘探的重要接替领域之

一。但北美海相页岩油与中国湖相页岩油地质特征存

在诸多差异，海相页岩油构造稳定、分布面积大、埋藏

浅、岩性变化小；湖相页岩油地质构造复杂、面积小、埋
藏深、非均质性强，勘探难度大，无法照搬国外成功的

经验和模式。近年来中国湖相页岩油的研究取得了许

多进展［１－１９］，但目 前 尚 未 见 到 系 统 总 结 湖 相 页 岩 油 形

成有利条件和富集特征的相关报道。
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孔二

段）页岩层系是中国湖相页岩油的典型代表，钻探的水

平井实现了中国湖相页岩油高产、稳产的重大突破，也
标志着湖相页岩油革命取得了标志性成果。一些学者

对 其 基 本 地 质 特 征、形 成 条 件 等 进 行 了 探 索 和 研

究［２０－３０］，但仍存在许多尚未解决的问题，如孔二段页岩

油的形成与富集受哪些内在要素控制，页岩油富集特

征如何，页岩油的甜点如何评价等。
笔者重点以沧东凹陷Ｇ１０８－８井、ＧＤ１２井和ＧＤ１４

井３口取心井的６３５．８　ｍ系统取心资料及１２　０００余块

次分析化验资 料 为 基 础［２４］，结 合 已 钻 探 直 井、水 平 井

的试油、试采、地球化学等资料，对沧东凹陷孔二段页

岩油形成、富集的有利条件、优势组构相特征、页岩油

富集特征及 甜 点 优 选 方 法 等 进 行 了 系 统 的 分 析 和 总

结，以期为国内外具有相似地质背景的湖相页岩油的

研究和勘探提供借鉴。

１　页岩油发育地质特征

沧东凹陷为渤海湾盆地黄骅坳陷的一个次级构造

单元，位于沧县隆起、徐黑凸起及孔店凸起之间，面积

约为１　７６０ｋｍ２，是 在 早 期 碟 状 坳 陷 型 湖 盆 的 基 础 上，
经区域性拉张作用转化为坳－断转换型湖盆，叠合了坳

陷与断陷的综合构造特征，形成了现今南皮斜坡、孔东

斜坡、孔西斜坡、孔店构造带及舍女寺断鼻５个构造单

元有序分布的构造格局［３１－３３］（图１）。

　　孔二段 沉 积 期 古 气 候 以 湿 润 气 候 为 主、半 干 旱

气 候 为 辅［２４］，总 体 上 经 历 了 由 半 干 旱 到 温 暖 湿 润

再 到 干 旱 炎 热 的 演 化 过 程，为 淡 水—半 咸 水、偏 还

原 的 内 陆 封 闭 湖 盆。孔 二 段 沉 积 期 多 物 源 联 合 供

给 形 成 了 平 面 上 具 有 环 带 状、空 间 上 具 有３层 包 壳

结 构 的 沉 积 体。其 中 的 内 环［图１（ｂ）和 图１（ｃ）中

的Ｃ区］细 粒 沉 积 区 厚 度 达４００～６００　ｍ，自 下 而 上

可划 分 为４个 四 级 层 序（ＳＱＥｋ２４、ＳＱＥｋ２３、ＳＱＥｋ２２、

ＳＱＥｋ２１ 层序）及１０个五级层序（Ｅｋ２４ＳＱ①—Ｅｋ２１ＳＱ⑩
层序）［２０，２４］［图２（ｂ）］。

　　孔二段页岩油属于典型的湖相环境页岩油，岩心

目测观察、岩石薄片镜下鉴定、ＡｍｉｃＳｃａｎ矿 物 成 像 分

析均可见不同尺度的纹层或隐形纹层密集发育［２７］，矿

物组成以石英、长石、白云石、方解石、黏土为主，同时

含有方沸石、黄铁矿、菱铁矿等，局部方沸石层状或团

块状 富 集（最 高 可 达３０％以 上）。按 照 Ｘ 射 线 衍

射（ＸＲＤ）矿物组 分 三 端 元 与 结 构 构 造 相 结 合 的 岩 性

分类方案，可 将 孔 二 段 划 分 为 长 英 质 页 岩、混 合 质 页

岩、含灰白云 质 页 岩 三 大 岩 类［２１－２２，２７］。孔 二段烃源岩

有机质丰富、类型多样、演化中等，总有机碳（ＴＯＣ）主要

为１．２％～８．４％、最高可达１２．９％，以Ⅰ型和Ⅱ１ 型有

机质为主，同时发育Ⅱ２ 型及Ⅲ型有机质，热演化程度

中等（Ｒｏ 为０．６％～１．２％）。储集空间以纳米—微米

级有机质孔、粒间孔、晶间孔、溶蚀孔等基质孔隙及层

间缝、构造缝、异常压力缝、成岩收缩缝等（微）裂缝为

主，孔隙 度 多 为０．２８％～１３．２２％、平 均 为３．８０％，渗

透率主要为０．０３～１６．２０　ｍＤ。滞留的游离烃含量（Ｓ１）
相对较高，Ｓ１ 平均为３．２０　ｍｇ／ｇ（轻烃恢复系数按照经

验值１．３５计算，以下Ｓ１ 均为轻烃恢复后数值），其中长

英质页岩Ｓ１ 平均为３．４５　ｍｇ／ｇ，混合质页岩Ｓ１ 平均为

３．３１　ｍｇ／ｇ，含灰白云质页岩Ｓ１ 平均为２．４７　ｍｇ／ｇ。脆

性矿物组分含量（石英＋碳酸盐矿物）计算的含灰白云

质页岩脆性指数平均可达８０％，混合质页岩脆性指数

平均为６２．９％，长英质页岩平均 为５５．７％，且 黏 土 平

均含量均低于２０％，具有较好的压裂可改造性。页岩

层 系 底 界 埋 深 为３　０００～４　５００　ｍ，压 力 系 数 主 要 为

０．９６～１．２７，无明显异常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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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沧东凹陷孔二段沉积体系与现今构造格局（据文献［２７］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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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页岩油形成有利条件

２．１　广泛分布的多类型高丰度有机质是页岩油富集

的基础

２．１．１　广泛分布的暗色页岩

孔二段沉积期，气候潮湿、降水丰富。沧东凹陷为

淡水—半咸水坳陷型内陆封闭湖盆，两侧徐黑凸起和

沧县隆起向湖盆输入大量碎屑物质、有机质及富营养

物质，沉降速率相对较高、保存条件良好。湖盆中部半

深湖—深湖沉积区沉积厚层湖相深灰色、灰黑色长英

质页岩、混合质页岩夹少量含灰白云质页岩及粉砂岩

等细粒沉积物，主 力 生 烃 层 系 面 积 达１　１８７　ｋｍ２，最 大

厚度达３６０　ｍ，其 中 厚 度 大 于５０　ｍ 的 面 积 为１　０７１
ｋｍ２，厚度在２００　ｍ以上的面积达２７０　ｋｍ２ 以上，烃源

岩最 大 厚 度 区 主 要 分 布 于 湖 盆 中 部 Ｚ４５—ＫＮ９—

Ｇ１２８井区及ＧＤ１３—ＧＤ１４—ＧＤ１５井区，平均厚度在

２５０　ｍ以上，面积 达１４０　ｋｍ２，为 页 岩 油 的 形 成 与 富 集

提供了充足的生烃物质［图２（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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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沧东凹陷孔二段优质生烃物质空间分布特征

Ｆｉｇ．２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孔二段为一个完整的三级层序，层序的不同发育阶

段均存在烃源岩，但非均值性较强，其中以Ｅｋ２３ＳＱ④、

Ｅｋ２３ＳＱ⑤（稳定湖泛期）及Ｅｋ２１ＳＱ⑨（高 水 位 体 系 域

早期）层 序 优 质 烃 源 岩 最 为 发 育［图２（ｂ）］，以 灰 黑

色—深灰色纹层状长英质页岩、混合质页岩夹持薄层

含灰白云质页岩为主；其次是Ｅｋ２３ＳＱ③、Ｅｋ２２ＳＱ⑥及

Ｅｋ２２ＳＱ⑦层序（湖扩体系域早期及中—晚期），以灰黑

色—深灰色纹层状长英质页岩、混合质页岩与含灰白

云质页岩不 同 程 度 的 互 层 为 主；下 部Ｅｋ２４ＳＱ②层 序

与顶部Ｅｋ２１ＳＱ⑩层 序 为 浅 灰 色 低 有 机 质 丰 度 泥 岩，
其具有良好的遮挡封堵作用，为孔二段页岩油良好的

顶、底封隔层；Ｅｋ２２ＳＱ⑧层 序（湖 扩 体 系 域 晚 期）为 一

套稳定存在的重力流沉积（称为上砂岩段），Ｅｋ２４ＳＱ①
层序（低水位体系域）以三角洲前缘砂体沉积为主（称

为下砂岩段）。

２．１．２　多类型的干酪根

通过对研究区１　２００余块次岩石热解峰温和氢指

数关系的综合分析发现［图３（ａ）］，孔二段页岩层系以

Ⅰ型及Ⅱ１ 型干酪根为主，同时存在一定量Ⅱ２ 型及Ⅲ

型干酪根，其中长英质页岩、混合质页岩主要为Ⅰ型干

酪根，发育少量Ⅱ型及Ⅲ型干酪根，含灰白云质页岩中

Ⅰ型—Ⅲ型干 酪 根 均 发 育［２７］。通 过 对 不 同 类 型 干 酪

根在不同热演化阶段的生烃能力研究证实，Ⅰ型干酪

根的Ｒｏ 在０．６％～１．０％时，单位有机碳 生 成 的 滞 留

烃量比其他类型干酪根高１倍以上［图３（ｂ）］。此外，
研究区还存在一定量来源于陆源高等植物的Ⅲ型干酪

根，其以生气为主，适量的气体可以提高页岩油中的气

油比，有助于稀释页岩油、降低黏度和密度，改善流动

性能，提高烃类在井筒中的举升能力。

２．１．３　高丰度的有机质

针对 Ｇ１０８－８井、ＧＤ１２井 及 ＧＤ１４井３口 取 心 井

１　２００余块次有机碳含量测试结果统计 表 明：官 东 地 区

ＧＤ１２井、ＧＤ１４井样品的ＴＯＣ主要为１．００％～４．００％、
平均为２．４６％，ＴＯＣ＞２％（很好烃源岩）的样品分布可达

６１．５％，ＴＯＣ＜０．３％（非 烃 源 岩）的 样 品 分 布 低 于

７．４％；官 西 地 区 Ｇ１０８－８井 的 ＴＯＣ平 均 为３．４５％，

ＴＯＣ＞２％的样品分布 占６０．７％，ＴＯＣ＞４％（富 烃 源

岩）的样品分布占３６．４％，ＴＯＣ＜０．３％的样品平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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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沧东凹陷孔二段有机质类型及其对滞留烃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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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１％。初步分析认为，官东地区的ＴＯＣ偏低并非 自

身有机质丰度低，而 是 由 于 生 烃 转 化 率 高、残 余 有 机

碳少造 成 的，因 此 可 能 具 备 更 好 的 勘 探 潜 力。不 同

岩类ＴＯＣ统 计 发 现，长 英 质 页 岩 的 ＴＯＣ平 均 可 达

５．４１％，其次是混合质页岩，其ＴＯＣ平均为３．４９％，
含灰白云质页岩的ＴＯＣ平 均 也 可 达１．８９％，证实了

孔二段页岩层系整体属于好烃源岩，具备工业性页岩

油开采的有机质条件。
通过对沧东 凹 陷３口 关 键 取 心 井 Ｇ１０８－８井［２７］、

ＧＤ１２井、ＧＤ１４井烃源岩热解游离烃含量Ｓ１ 与ＴＯＣ
之间的关系研究发 现（图４），二 者 之 间 存 在 明 显 的 相

关性，即Ｓ１ 随着ＴＯＣ的增大，表现为具有稳定低值、

快速上升和 稳 定 高 值 的“三 段 性”［２７］。①稳 定 低 值 阶

段：ＴＯＣ多在０．５％以下，Ｓ１ 一般低于０．８　ｍｇ／ｇ，生成

的烃类相对较少，且多以吸附状态赋存于干酪根网络

中，属于难以有效利用的资源类型。②快速上升阶段：

ＴＯＣ为０．５％～２．２％，有 机 质 丰 度 的 提 高 造 成 生 成

的烃类增多，在满足干酪根吸附及无机矿物吸附之后

开始大量充注储集空间，属于具备一定勘探潜力的资

源类型，但还要结合其他地质、工程参数进一步综合评

价。③稳 定 高 值 阶 段：ＴＯＣ一 般 高 于２．２％，该 阶 段

Ｓ１ 可以达到９．６　ｍｇ／ｇ以上，且随着ＴＯＣ的 上 升，Ｓ１
基本趋于稳定，代表了烃类基本满足了页岩层系自身

的滞留需求（包括有机质吸附、无机矿物吸附及储集空

间充盈），富余的烃类以不同方式向外排出、运移，该阶

段烃源岩属于具备较高勘探潜力的资源类型，是当前

页岩油勘探的首选。松辽盆地、南襄盆地等地区的Ｓ１
与ＴＯＣ之间也均存在这种“三段性”特征［８，１２－１４，３４］。

图４　沧东凹陷孔二段Ｓ１ 随ＴＯＣ的变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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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４　高有机质丰度改善储集性能

页岩油具有典型的“二元一体化结构”，即地层本身

既是烃类生成的 来 源（烃 类 供 体），也 是 烃 类 聚 集 的 场

所（储集载体），且页岩油储集空间具有“双孔结构”，即

干酪根的有机质孔系统和矿物基质的无机质孔系统同

时存在。通过对ＴＯＣ与孔隙度之间的相关关系分析发

现，无论官东地区还是官西地区，孔隙度随着ＴＯＣ的增

大，均呈现先迅速降低，再缓慢变大的趋势（图５）。其中，

ＧＤ１２井在ＴＯＣ为０．２５％时，孔隙度最高达７．２％，随着

ＴＯＣ增大至２．３％～２．５％，孔隙度迅速降低为０．６％～
１．８％，之后孔隙度随着ＴＯＣ增大逐渐上升；Ｇ１０８－８井在

ＴＯＣ较低时孔隙度最大可达１０．８４％，随着ＴＯＣ增大至

２．８％～３．２％，孔隙度迅速降低至０．３５％～２．２０％，之后

孔隙度 随 着 ＴＯＣ增 大 呈 缓 慢 增 大 的 趋 势。分 析 认

为，有机质丰度较低时，以矿物基质的无机质孔系统为

主，岩性以含灰白云质页岩为主（主要发育晶间孔）；当
有机质丰度超过一定的临界范围（不同区域临界范围

可能存在一 定 差 异），有 机 质 孔 系 统 逐 渐 占 据 主 导 地

位，岩性主要为高有机质 丰度的长英质页岩和混合质

页岩。前人研究也证实，有机质含量为７％的烃源岩消

耗了３５％的有机碳，可增加４．９％的有机质孔［３５］。通过

大视域高分辨率扫描电镜分析发现，页 岩 层 系 中 集 群

式发育微米—纳米级晶间孔、有机质孔、微裂缝，且非

均质性较强，多受纹层的横向约束，其中高丰度中—高

成熟度页岩顺纹层分布的有机质孔十分发育，局部面

孔率达３０％以上［图６（ａ）、图６（ｂ）］，低丰度页岩无机

质孔较为发育，局部面孔率可达１５％以上［图６（ｂ）—
图６（ｄ）］。这表明页岩层系的有机质丰度不仅决定生

烃量的大小，同时对储集空间的发育有着重要影响，并
进一步决定了页岩层系滞留烃量的大小。

图５　沧东凹陷孔二段ＴＯＣ与孔隙度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ＯＣ　ａｎｄ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２．２　适中的热演化程度是页岩油富集的核心

２．２．１　热演化程度决定游离烃量大小

根据不同类型干酪根热模拟实验证实［图３（ｂ）］，
无论是Ⅰ型、Ⅱ１ 型、Ⅱ２ 型，还 是Ⅲ型 干 酪 根，其 单 位

有机碳含油率均随着Ｒｏ 的增大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

趋势。其中Ⅰ型 干 酪 根 在Ｒｏ 约 为０．８２％时，单 位 有

机碳含 油 率 达 到 最 大 值；其 他 类 型 干 酪 根 在Ｒｏ 约 为

１．０５％时，达 到 最 大 单 位 有 机 碳 含 油 率。笔 者 通 过

Ｇ７７井样 品（岩 性 为 长 英 质 页 岩，ＴＯＣ为５．２４％）常

规热压模拟实验及 干 酪 根 溶 胀 实 验（图７），定 量 刻 画

了不同热演化阶段吸附油、滞留油及排出油演化曲线。
分析发现（表１），烃源岩中滞留烃在Ｒｏ 为０．８２％时达

到最 大，占 总 生 烃 量 的６０％；Ｒｏ 为０．７７％～０．９２％
时，滞留烃量均 能 达 到 总 生 烃 量 的５０％以 上，是 页 岩

油最有利的演化 范 围。孔 二 段 烃 源 岩 的 热 演 化 成 熟

度主要为０．６％～１．２％，处于主要生油阶段，烃 源 岩

滞留烃量约占总烃 量 的１５％～６０％。通过对Ｇ１０８－８

井与ＧＤ１４井同一层段、不同岩 类 的 热 演 化 程 度 和 地

球化学热解资料分析发现，Ｇ１０８－８井Ｅｋ２１ＳＱ⑨层 序

处于较低成熟度演化 阶 段（Ｒｏ 为０．６８％），有 机 质 孔

发育程度较 低，三 大 岩 类 中 含 灰 白 云 质 页 岩 赋 存 的

游离烃Ｓ１ 最多（含量为１．１　ｍｇ／ｇ）；ＧＤ１４井Ｅｋ２１ＳＱ⑨
层序处于较高热演化 阶 段（Ｒｏ 为０．９６％），有 机 质 孔

更加发育，滞留烃量 明 显 增 加，长 英 质 页 岩 和 混 合 质

页岩中的游离烃Ｓ１ 高 于 含 灰 白 云 质 页 岩（平 均 可达

３．５　ｍｇ／ｇ）［２６］。这进一步揭示了热演化程度对有机质

孔的发育程度［３６－３８］及游离烃的富集程度具有明显的控

制作用。

２．２．２　热演化程度影响页岩油产量

通过对２０余口直井孔二段试油产量与埋藏深度

的分析发现（图８），埋 深 在２　７００　ｍ 以 深 有 页 岩 油 产

出，试油深度段主要集中于２　７００～４　３００　ｍ，且随着深

度的增大产量有增加的趋势。试油产量高于１０ｔ／ｄ的

井段，其深度基本 都 在３　３００　ｍ以 深。直 井 试 油 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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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沧东凹陷孔二段储集空间特征（大视域高分辨率扫描电镜）

Ｆｉｇ．６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图７　沧东凹陷孔二段热演化程度与游离烃的关系（Ｇ７７井）

Ｆｉｇ．７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ｆｒｅ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Ｗｅｌｌ　Ｇ７７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表１　沧东凹陷孔二段热演化程度与滞留游离烃定量关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ｆｒｅ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Ｒｏ／％
源内滞留烃

比例／％
干酪根吸附油

比例／％
排出油

比例／％

０．５　 １．９　 ８３．２　 １４．９
０．６　 １７．７　 ５８．７　 ２３．６
０．７　 ３９．２　 ４０．２　 ２０．６
０．８　 ５８．２　 １８．９　 ２２．９
０．９　 ５１．４　 １６．６　 ３２．０
１．０　 ３１．９　 １８．６　 ４９．５
１．１　 １５．３　 １９．８　 ６４．９
１．２　 ８．３　 １３．１　 ７８．６
１．３　 ２．０　 ９．０　 ８９．０

最高的井为Ｇ１６０８井，试油段深度为４　１００　ｍ，产油量

为４７．１ｔ／ｄ；水 平 井 试 油 产 量 最 高 的 井 为 ＧＤ１７０１Ｈ
井，试油段深度平均为３　８５１．５３　ｍ（垂深），最高产油量

为６６．８ｔ／ｄ，气油比为８２．２７，这是由于随着热演化程度

提高，干酪根热降解生成的烃类的分子量不断减小，气油

比不断增大，原油密度和黏度不断变小，更利于地层中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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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的流动。平面上，页岩层系７０余口见到油气显示的过

路井基 本 都 分 布 于Ｒｏ＞０．５％的 成 熟 区 域（图９）。可

见热演化程度不仅影响页岩层系中滞留烃量，同时对

图８　沧东凹陷孔二段直井试油产量与埋藏深度关系

Ｆｉｇ．８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ｉｌ　ｔ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ｂｕｒｉａｌ　ｄｅｐｔｈ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图９　沧东凹陷孔二段热演化程度

Ｆｉｇ．９　Ｔｈｅｒｍａｌ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滞留烃的相态具有控制作用，适中区间内较高的热演

化程度可提高烃类气油比、降低干酪根吸附油量、增强

烃类流动性，从而利于提高单井页岩油产量。

２．３　高脆性矿物组成与高密度纹层结构是页岩油富

集的关键

２．３．１　长英质含量与有机质丰度和工程脆性正相关

通过 对 研 究 区１　０００余 块 次 ＴＯＣ与 长 英 质 含

量（石英与长石）相 关 关 系 数 据 的 分 析 发 现，官 东 地 区

ＧＤ１２井及ＧＤ１４井样品的ＴＯＣ平均为２．４６％，长英质

含量平均为５３．１％；官西地区Ｇ１０８－８井样品的ＴＯＣ平

均为３．４５％，长英质含量平均为３４．２％。官东地区的有

机质丰度略低但长英质含量较高，这是由两个地区物源

供应方向、物源供应强度、供应物质组成、热演化程度等

多种因素综合影响造成的；两个地区的有机质丰度与长

英质含量之间均存在较为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图１０（ａ）］。
通过对Ｇ１０８－８井岩心开展大视域高分辨率扫描电镜

观察及矿物能谱扫描鉴定发现［图１０（ｂ）—图１０（ｄ）］，
有机质纹层与长英质纹层呈互层分布，顺层分布的有

机质条带中常混杂石英、长石等矿物（暗色为顺层分布

的有机质条带），这进一步佐证了有机质与长英质矿物

之间良好 的 伴 生 关 系。“高 长 英 质 含 量、高 有 机 质 丰

度”良好的耦合关系是沧东凹陷孔二段页岩层系的典

型特征，反映了盆外陆源碎屑在输入的同时，携带了大

量的营养物 质，造 成 了 盆 内 细 菌、藻 类 等 低 等 生 物 繁

茂，也进一步揭示富含石英、长石矿物的长英质页岩是

最为有利的生烃物质。此外，高长英质含量可有效提

高压 裂 改 造 程 度，Ｇ１０８－８井 利 用 石 英＋碳 酸 盐 矿 物

（狭义脆性指数）以及长英质矿物＋碳酸盐矿物＋方沸

石（广义脆性指数）计算的脆性指数分别为５１．４％和

８２．０％；ＧＤ１２井 及 ＧＤ１４井 利 用 石 英＋碳 酸 盐 矿 物

以及长英质矿物＋碳酸盐矿物＋方沸石计算的脆性指

数分别为４９．６％和９１．４％［２２］。

２．３．２　纹层结构影响页岩油的储集、流动与保存

基于页岩层系的地质特征，定义岩心尺度上单层厚

度小于１ｃｍ为纹层，１～１０ｃｍ为薄层，大于１０ｃｍ为厚

层。为明确纹层发育程度与页岩油富集程度之间的关

系，以１０ｃｍ长度为基本统计单元，对Ｇ１０８－８井３３８．５　ｍ
页岩层系岩心的纹层发育情况进行了精细统计（图１１、
图１２）。结果显示，平均单层厚度小于１ｃｍ的纹层占

比达７０％以上，纹 地 比（累 积 纹 层 厚 度／岩 心 长 度）整

体可达７２％；纹层密度（纹层数／岩心长度）主要为１０～
５８条／ｄｍ，最高可达１９６条／ｄｍ，平均为３３条／ｄｍ。其

中，长英质页岩的纹层密度最大，平均可达４９条／ｄｍ；
其次 是 混 合 质 页 岩，纹 层 密 度 平 均 为３８条／ｄｍ；含

灰白 云 质 页 岩 的 纹 层 密 度 平 均 为１３条／ｄｍ。研 究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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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Ｑｔｚ—石英；Ａｂ—钠长石；Ｄｏｌ—白云石；ＩＩＩ—伊利石。（ａ）ＴＯＣ与长英质含量呈良好的正相关性；（ｂ）、（ｃ）、

（ｄ）显示了有机质与长英质矿物伴生关系，Ｇ１０８－８井大视域高分辨率扫描电镜。

图１０　沧东凹陷孔二段重点取心井有机质与长英质相关关系

Ｆｉｇ．１０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ｍａｔｔｅｒ　ａｎｄ　ｆｅｌｓｉｃ　ｏｆ　ｋｅｙ　ｃｏｒｅｄ　ｗｅｌｌ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现，纹 层 密 度 与 长 英 质 含 量 及 ＴＯＣ均 呈 明 显 的 正 相

关性，纹层发育程度越高（纹地比及纹层密度越大），长
英质含量及ＴＯＣ均越大。

　　为精细刻画微观尺度的纹层发育特征，对Ｇ１０８－８
井深度为３　１１５．９０～３　１１５．９７　ｍ的岩心进行了二维Ｘ
射线荧光光谱（ＸＲＦ）元素扫描和连续岩石薄片的磨制

与拼 接（图１３）。该 段 岩 心 长７ｃｍ，岩 性 为 长 英 质 页

岩，长英质含量平均为５８．４％，ＴＯＣ平均为７．４％，二
维ＸＲＦ元素扫描可清晰地反 映 出Ｃａ、Ｋ等 元 素 的 含

量在纹层中的微观差异变化［图１３（ｂ）］。通过磨制的

７张岩石薄片，拼接成１００个视域，将７ｃｍ长度岩心完

整的镜下特征展现出 来，镜 下 统计出共７８０余条纹层，
纹层密度达１　１１０条／ｄｍ［图１３（ｃ）］。荧光岩石薄片的镜

下观察发现，油质沥青顺层分布特征清晰，常发蓝白色

中—亮光［图１３（ｄ）］。对比Ｇ１０８－８井３　３３８．０２　ｍ处矿

物组成相似、但呈块 状 构 造 的 泥 岩，其 长 英 质 含 量 平

均为６０．２％，ＴＯＣ含 量 平 均 仅 为０．５４％，整 体 发 微

弱深褐色荧光甚至 无 荧 光［图１３（ｅ）］，由 此 可 见 纹 层

的发育特征对页岩油的富集具有重要的影响。

图１１　沧东凹陷孔二段Ｇ１０８－８井岩心纹层统计

Ｆｉｇ．１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ｒｅ　ｌａｍｉｎａ　ｉｎ　Ｗｅｌｌ　Ｇ１０８－８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

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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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２　沧东凹陷孔二段Ｇ１０８－８井地层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１２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ｌｕｍｎ　ｏｆ　Ｗｅｌｌ　Ｇ１０８－８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纹层的发育程度对页岩油富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两个方面：①影响有机质的赋存方式。纹层比较发育的

地层，有机质顺层富集，有机质孔顺层集中，同时生烃过

程中形成的酸性流体对上、下紧邻长英质或碳酸盐纹层

的溶蚀改造规模大，易于形成顺层密集的溶蚀孔隙，更

有利于油气聚集和运移。②顺层有机质与岩层之间的

结合力相对薄弱，生烃增压过程中易于形成大量层理

缝，与顺层发育的大量有机质孔及无机质孔等构成优势

缝－孔系统，有利于页岩油的储集、渗流及保存。这种优

势缝－孔的耦合控制了页岩油的富集与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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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沧东凹陷孔二段Ｇ１０８－８井岩心及岩石薄片纹层发育特征

Ｆｉｇ．１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ｌａｍｉｎａ　ｆｏｒ　ｃｏｒｅ　ａｎｄ　ｒｏｃｋ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Ｗｅｌｌ　Ｇ１０８－８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３　湖相页岩油富集特征

通过对沧东凹陷孔二段页岩油的形成与富集条件

开展综合分析，目前初步发现“三高一中”，即“高丰度

多类型有机质、高长英质含量（低黏土矿物含量）、高密

度纹层、中等热演化程度”是湖相页岩油富集的有利条

件，但随着研究工作的不断深入，新的认识还将出现。
矿物成分、有机质及其空间的组合排列形式（即纹

层发育特征）是页岩层系从根本上控制页岩油形成的

基础静态要素，可用组构相来表征；热演化程度与吸附

烃量是决定页岩油游离烃量多少的关键动态要素，可

用超越效应来表征。

３．１　页岩油组构相类型及特征

基于矿物组分、纹层发育 程 度、不 同 岩 性 纵 向 叠

置关系及电 测 井 曲 线 的 特 征，孔 二 段 页 岩 层 系 可 定

量划分出４种 不 同 类 型 的 组 构 相：纹 层 状 长 英 质 页

岩组构相（Ｆ１）、纹层状混积质页岩组构相（Ｆ２）、薄 层

状含灰白云质页岩组构相（Ｆ３）及 厚 层 状 含 灰 白 云 质

页岩组构相（Ｆ４）（图１４）。通 过 对Ｇ１０８－８井 页 岩 层

系组构相划分与地质参数统 计 分 析（图１４、表２），纹

层 状 长 英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１）的 长 英 质 含 量 最 高、纹

层 发 育 程 度 最 大、ＴＯＣ平 均 值 最 高；储 集 空 间 以 有

机 质 孔、粒 间 孔、层 理 缝 及 微 裂 缝 为 主；ＦＭＩ成 像 测

井 可 见 纹 层 密 集 发 育，电 测 井 曲 线 成 刺 刀 状 频 繁 变

化，具 有 高 电 阻 率、中—高 声 波 时 差、低 密 度 测 井 值

的 特 征，处于 中 等 热 演 化 程 度 时，页 岩 油 最 为 富 集。
次有 利 的 组 构 相 类 型 为 纹 层 状 混 积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２），具有相对较高的长英 质 含 量、纹 层 发 育 程 度

及有机 质 丰 度，页 岩 油 富 集。薄 层 状 含 灰 白 云 质 页

岩组构相（Ｆ３）具 有 中 等 长 英 质 含 量、纹 层 发 育 程 度

及有机质丰度，但储 集 物 性 及 脆 性 矿 物 含 量 较 高，页

岩油较为富集。厚层状含灰 白 云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４）
长英质含量、纹层发 育 程 度 及 有 机 质 丰 度 均 较 低，页

岩油富集程度一般（表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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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４　沧东凹陷孔二段组构相模式

Ｆｉｇ．１４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表２　沧东凹陷孔二段湖相页岩油组构相地质参数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２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组构相 岩 性
长英质

含量／％
纹层比／
％

纹层密度／
（条·ｄｍ－１）

ＴＯＣ／
％

储集空间
类型

孔隙度／
％

广义脆性
指数／％

ＦＭＩ
成像测井

电阻率／
（Ω·ｍ）

声波时差
（μｓ·ｍ－１）

ＤＥＮ／
（ｇ·ｃｍ－３）

纹层状长英质
页岩组构相
（Ｆ１）

长英质页岩及混合质
页岩为主，夹少量薄
层含灰白云质页岩

４２　 ９１　 ４１　 ４．７
以有机质孔、
粒间孔及层

理缝为主
３．５　 ７８

纹层密集
发育 ３２　 ３０８　 ２．３５

纹层状混积质
页岩组构相
（Ｆ２）

长英质页岩、混合质
页岩与含灰白云质页

岩频繁互层
３４　 ７６　 ３４　 ４．０

有机质孔、晶
间孔、溶蚀孔

及层理缝为主
４．５　 ８２

纹层
较为密集 ２６　 ２９０　 ２．４０

薄层状含灰白
云质页岩组构

相（Ｆ３）

以薄层状含灰白云质
页岩为主，夹长英质

页岩、混合质页岩
２５　 ６２　 ２４　 ３．４

以晶间孔、溶
蚀孔及微裂缝

为主
６．０　 ８６

纹层、薄层
状地层互层

式发育
２２　 ２８２　 ２．４３

厚层状含灰白
云质页岩组构

相（Ｆ４）

以厚层状含灰白云质
页岩为主，夹少量纹
层状长英质页岩及

混合质页岩

１６　 ４８　 １８　 ２．６
以晶间孔、溶

蚀孔及微裂缝
为主

７．０　 ８５
层状地层为
主、夹少量

纹层状地层
１７　 ２７０　 ２．４７

３．２　超越效应与游离烃量分析

过去多以Ｓ１ 或 氯 仿 沥 青“Ａ”的 大 小 来 定 量 表 征

地层残留烃的总量，但这种方法忽略了页岩层系具有

高有机质易于吸附烃类物质的特性，影响了内部可动

烃量的准确评价。页岩油中滞留烃主要包括游离和吸

附两种赋存状态，其中游离烃主要分布于基质孔隙、有

机质孔及各类裂缝中，是当前技术条件下可开采利用的

部分；吸附烃主要存在于干酪根表面或内部，少量吸附

于矿物颗粒表面（仅为干酪根吸附量的１／２０～１／１０，本
文中忽略不计），属于当前技术条件下无法有效利用的

资源，因此评价页岩层系甜点层段及有效资源的关键

是明确游离烃量。国内外大量研究及勘探实践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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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非裂缝 性、致 密 的 低 孔 渗 泥 页 岩 来 说，Ｓ１＊／ＴＯＣ
是表征泥页 岩 层 系 是 否 具 有 较 高 游 离 烃 量 的 关 键 参

数［３９－４０］，该地球化学比率将地层总含油量（可动烃＋吸

附烃，以Ｓ１＊ 表示）与ＴＯＣ归一化，降低了热演化程度

及有机质吸附效应等，可有效表征页岩层系流动烃类

量的大小，并指示潜在可采油量。
由于干酪根与烃类的某些组分，尤其是大分子化

合物的极性相近，因相似相容原理，会呈现互溶的溶剂

化现象，同时干酪根中的有机质孔也会滞留吸附生成

的烃类，但这种溶剂化和吸附过程不易区分，所以本文

中统称为吸 附［３９］。当 干 酪 根 满 足 自 身 吸 附 以 后 才 能

进行排烃，因此认为干酪根最大吸附量小于排烃门限

时的含油量。以排烃门限对应的含烃量来确定干酪根

最大吸附量是合理的。
研究证实，沧东凹陷孔二段排烃门限深度为２９００　ｍ，

热演化成熟度为０．５％［图１５（ａ）］。由Ｓ１＊／ＴＯＣ与

深度的变化 关 系 可 以 看 出［图１５（ｂ）］，处 于２　９００　ｍ

以浅，在排烃门限之 前，除 局 部 区 域 存 在 早 生 早 排 现

象以外（火山烘 烤 所 致），Ｓ１＊／ＴＯＣ曲 线 整 体 变 化 平

缓；进入排烃门限以 后，呈 快 速 上 升 的 趋 势，此 时，排

烃门限对应的Ｓ１＊／ＴＯＣ值处于 拐 点 位 置，其 值 约 为

７０　ｍｇ／ｇ，按照 平 均 轻 烃 恢 复 系 数 为１．３５～１．５０，门

限深度对应的Ｓ１＊／ＴＯＣ约 为１００　ｍｇ／ｇ（即 每１　ｇ有

机质吸附约０．１　ｇ烃 类，下 同），以１００　ｍｇ／ｇ为 吸 附

临界值（阈值），在超过 吸 附 临 界 值 之 前，原 油 流 动 会

遇到阻力，因此将这种超过有机质自身吸附量（超越阈

值）的 烃 类 才 具 备 流 动 的 特 性 称 为 超 越 效 应，Ｓ１＊／

ＴＯＣ值越大，可流动的 烃 类 含 量 越 高，为 更 加 清 晰 地

表示这种超越效应，一般将Ｓ１＊ 与ＴＯＣ同数值范围刻

度（与单位无关），如果Ｓ１＊ 数值大于ＴＯＣ数值，则表

示出现超越效应。北美地区Ｅａｇｌｅ　Ｆｏｒｄ、Ｍａｒｃｅｌｌｕｓ等

地区页岩油 资 料 显 示，高Ｓ１＊／ＴＯＣ是 具 有 产 能 的 页

岩油资 源 的 重 要 特 征，当Ｓ１＊／ＴＯＣ＞１００　ｍｇ／ｇ时 地

层具有良好的产油能力［３９］。

图１５　沧东凹陷孔二段页岩吸附烃量的确定

Ｆｉｇ．１５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ｄ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３．３　湖相页岩油“优势组构相－滞留烃超越效应”富集

模式

通过对１０余口处于大量生油阶段（Ｒｏ 为０．６８％～
１．０２％）的单井组构相划分与Ｓ１＊／ＴＯＣ的统计分析，
建立了湖相页岩油“优势组构 相－滞 留 烃 超 越 效 应”富

集模式（图１６、表３），其 中 纹 层 状 长 英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１）的长英质含量平均超过４０％，岩心尺度纹层比达

到９０％以上，纹层密度平均为４０条／ｄｍ以上，Ｓ１＊／ＴＯＣ
平均可达１８０　ｍｇ／ｇ以上，游离烃含量最高、超越效应

最为明显，是当前页岩油勘探的首选目标层系；其次是

纹层状 混 积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２），长 英 质 含 量 平 均 在

３０％～４０％，岩 心 尺 度 纹 层 比 主 要 为７５％～９０％，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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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密 度 集 中 于３０～４０条／ｄｍ，Ｓ１＊／ＴＯＣ平 均 可 达

１３５　ｍｇ／ｇ以上，游离烃含量高、超越效应显著，是页岩

油勘探的重要层系；薄层状含灰白云质页岩组构相（Ｆ３）
的长英质含量平均在２０％～３０％，岩心尺度纹层比多为

６０％～７５％，纹层密度主要为２０～３０条／ｄｍ，Ｓ１＊／ＴＯＣ

平均在１０５　ｍｇ／ｇ以上，具备一定的游离烃含量，超越效应

较好，是页岩油勘探的潜力层段；厚层状含灰白云质页岩

组构相（Ｆ４）的长英质含量多为１０％～２０％，岩心尺度纹层

比为４５％～６０％，纹层密度多为１０～２０条／ｄｍ，Ｓ１＊／ＴＯＣ
平均在７５　ｍｇ／ｇ以上，超越效应相对一般。

图１６　沧东凹陷孔二段湖相页岩油“优势组构相－滞留烃超越效应”富集模式

Ｆｉｇ．１６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ｒ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表３　沧东凹陷孔二段湖相页岩油“优势组构相－滞留烃超越效应”富集模式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ｆｏｒ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组构相 长英质含量／％ 纹层比／％ 纹层密度／（条·ｄｍ－１）Ｓ１＊／ＴＯＣ／（ｍｇ·ｇ－１） 超越效应特征

Ｆ１ ＞４０ ＞９０ ＞４０ ＞１８０ 非常显著

Ｆ２　 ３０～４０　 ７５～９０　 ３０～４０ ＞１３５ 显著

Ｆ３　 ２０～３０　 ６０～７５　 ２０～３０ ＞１０５ 较好

Ｆ４　 １０～２０　 ４５～６０　 １０～２０ ＞７５ 一般

　　受基准面 旋 回 变 化 影 响，４类 优 势 组 构 相 纵 向 呈

规律性变化。湖扩体系域中、晚期—高水位体系域早、

中期，陆源碎屑供应能力强，湖盆水域面积较大，水体

分层现象明显，易于形成富含长英质矿物的高密度纹

层，主要发育 纹 层 状 长 英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１），其 次 为

纹层状 混 积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２），页 岩 油 超 越 效 应 最

好。湖扩体系域早、中期—高水位体系域中、晚 期，陆

源碎屑供应能力相对偏弱，湖盆水域面积偏小，水体相

对清澈，易于形成碳酸盐纹层，以薄层状含灰白云质页

岩组构相（Ｆ３）及 厚 层 状 含 灰 白 云 质 页 岩 组 构 相（Ｆ４）

为主，页岩油 超 越 效 应 一 般（图１７）。由 此 可 见，湖 扩

体系域中、晚期—高水位体系域早、中期的沉积体系是

寻找湖相页岩油甜点的重要位置。

４　勘探实施效果

采用湖相 页 岩 油 富 集 特 征 及 模 式 指 导 水 平 井 勘

探，使研究区获得了高产、稳产重大突破。

ＧＤ１７０１Ｈ井水平压裂段以纹层状长英质页 岩 组

构相（Ｆ１）及纹层状混积质页岩组构相（Ｆ２）为主，总长度

为９４１．３　ｍ，Ｓ１＊／ＴＯＣ值平均为１７５．０　ｍｇ／ｇ，共１６段／５４
簇点，总液量为３４　２８８　ｍ３，总砂量为１　３８８　ｍ３。初期采用

１２　ｍｍ油嘴放喷，最高产油量达７５．９　ｍ３／ｄ，同时产气量达

５　２００　ｍ３。截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放喷２００ｄ，下泵１９７ｄ，

产出残液量为３．２　ｍ３／ｄ，产油量基本稳定在１３．３４　ｍ３／ｄ，

产气量为９５０　ｍ３／ｄ，累积产出残液量为１４　８５５．７　ｍ３，

累积产油量为６　７３６．７３　ｍ３，返排率为４３．３％。



　第９期 赵贤正等：断陷湖盆湖相页岩油形成有利条件及富集特征———以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 １０２７　

图１７　沧东凹陷孔二段湖相页岩油优势组构相在层序格架中的分布模式

Ｆｉｇ．１７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ｆｏｒ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ｆａｂｒ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ｉ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ＧＤ１７０２Ｈ井水平压裂段主要为纹层状长英质页岩

组构相（Ｆ１）及纹层状混积质页岩组构相（Ｆ２），含部分厚

层状含灰白云质页岩组构相（Ｆ４），总长度为１　２８３．４　ｍ，

Ｓ１＊／ＴＯＣ值平均为１５２．０　ｍｇ／ｇ，共２１段／６６簇，总液量

为４１　０９９　ｍ３，总砂量为１　３４３　ｍ３。初期采用１２　ｍｍ油嘴

放喷，最高产油量为６１　ｍ３／ｄ，产气量为５　９４７　ｍ３／ｄ。截

至２０１９年７月２４日系统放喷４１６ｄ，目前采用６　ｍｍ
油嘴放喷进地罐，产油量基本稳定在１７　ｍ３／ｄ，产气量

为２２８　ｍ３／ｄ，累积产 出 残 液 量 为１６　１８６　ｍ３，累 积 产 油

量为８　３８５．０８　ｍ３，返排率为３９．４％（图１８）。
直井勘探部署也获得了良好的效果，共２０口直井

进行了压裂改 造，有１７口 井 产 油 量 超 过５ｔ／ｄ，其 中

Ｇ１６０８井、ＧＤ２４井、ＧＤ６Ｘ１井 等８口 井 产 油 量 均 在

１０ｔ／ｄ以上（图８），且获得高产的井段均以纹层状长英

质页岩组构相、纹层状混积质页岩组构相或二者兼有

为主。

图１８　ＧＤ１７０２Ｈ井试采曲线

Ｆｉｇ．１８　Ｔｅ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ｏｆ　Ｗｅｌｌ　ＧＤ１７０２Ｈ

５　结　论

（１）沧东凹陷孔二段页岩油的形成与富集主要受多

类型高丰度有机质、高密度的纹层结构及中等热演化条件

３大因素控制，页岩油富集段具有“高长英质（低黏土）、高

ＴＯＣ、高密度纹层、中等热演化”的典型“三高一中”特征。
（２）沧东凹陷孔二段湖相页岩层系可划分为纹层

状长英质（Ｆ１）、纹 层 状 混 积 质（Ｆ２）、薄 层 状 含 灰 白 云

质（Ｆ３）及厚 层 状 含 灰 白 云 质（Ｆ４）４种 页 岩 组 构 相 类

型。处于 适 中 热 演 化 阶 段（Ｒｏ 为０．６％～１．２％）、富

长英 质 组 分 及 高 频 纹 层 结 构 的 纹 层 状 长 英 质 页

岩（Ｆ１）与纹层状混积质页岩组构相（Ｆ２）滞留烃超越效

应最为明显、页岩油最为富集。组构相能够综合表征页

岩油的富集程度、富集特征及勘探潜力，这是对原来只

拘泥于地质参数单因素分析的进一步提炼与完善。
（３）“优势组构相－滞留烃超越效应”湖相页岩油富

集特征将页岩层系组构相与游离烃含量有机结合，在指

导水平井体积压裂改造方面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



１０２８　 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９年　第４０卷　

参 考 文 献

［１］　邹才能，陶士振，侯连华，等．非常规油气地质［Ｍ］．２版．北京：地

质出版社，２０１３：１－３７２．
ＺＯＵ　Ｃａｉｎｅｎｇ，ＴＡＯ　Ｓｈｉｚｈｅｎ，ＨＯＵ　Ｌｉａｎｈｕａ，ｅｔ　ａｌ．Ｕｎｃｏｎｖｅｎ－
ｔｉｏｎａｌ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Ｍ］．２ｎｄ　ｅ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
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３：１－３７２．

［２］　陈祥，王敏，严永新，等．陆相页岩油勘探［Ｍ］．北京：石 油 工 业 出

版社，２０１５：１－２３８．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Ｍｉｎ，Ｙ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５：１－２３８．
［３］　张林晔，李 钜 源，李 政，等．陆 相 盆 地 页 岩 油 气 地 质 研 究 与 实 践

［Ｍ］．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７：１－３２７．
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ｙｅ，ＬＩ　Ｊｕｙｕａｎ，ＬＩ　Ｚｈｅ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Ｂａｓｉｎ［Ｍ］．Ｂｅｉ－
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１－３２７．

［４］　刘成林，李冰，吴林强，等．松辽盆地上白垩统页岩油地质条件评

价［Ｍ］．北京：地质出版社，２０１６：１－２０３．
ＬＩＵ　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ＬＩ　Ｂｉｎｇ，ＷＵ　Ｌｉｎｑｉａｎｇ，ｅｔ　ａｌ．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Ｃｒｅｔａ－
ｃｅｏｕ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ｏｉｌ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Ｓｏ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２０１６：１－２０３．

［５］　陈祥，王敏，严永新，等．泌阳凹陷陆相页岩油气成藏条件［Ｊ］．石

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１，３２（４）：５６８－５７６．
ＣＨＥＮ　Ｘｉａｎｇ，ＷＡＮＧ　Ｍｉｎ，ＹＡＮ　Ｙｏｎｇｘｉｎ，ｅｔ　ａｌ．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Ｂ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
ｓｉｏｎ［Ｊ］．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２（４）：５６８－５７６．

［６］　梁世君，黄志龙，柳波，等．马朗凹陷芦草沟组页岩油形成机理与

富集条件［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２，３３（４）：５８８－５９４．
ＬＩＡＮＧ　Ｓｈｉｊｕｎ，ＨＵＡＮＧ　Ｚｈｉｌｏｎｇ，ＬＩＵ　Ｂｏ，ｅｔ　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Ｌｕｃａｏｇ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ｆｒｏｍ　Ｍａｌａｎｇ　ｓａｇ，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４）：５８８－５９４．

［７］　柳波，吕延防，赵荣，等．三塘湖盆地马朗凹陷芦草沟组泥页岩系统

地层超压与页岩油富 集 机 理［Ｊ］．石 油 勘 探 与 开 发，２０１２，３９（６）：

６９９－７０５．
ＬＩＵ　Ｂｏ，Ｌ Ｙａｎｆａｎｇ，ＺＨＡＯ　Ｒｏｎｇ，ｅｔ　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ｖｅｒｐｒｅｓ－
ｓ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Ｌｕｃａｏｇ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Ｍａｌａｎｇ　ｓａｇ，Ｓａｎｔａｎｇｈｕ　Ｂａｓｉｎ，ＮＷ　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９（６）：６９９－７０５．

［８］　卢双舫，黄 文 彪，陈 方 文，等．页 岩 油 气 资 源 分 级 评 价 标 准 探 讨

［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２，３９（２）：２４９－２５６．
ＬＵ　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ｂｉａｏ，ＣＨＥＮ　Ｆａｎｇｗｅｎ，ｅｔ　ａｌ．Ｃｌａｓ－
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２，３９（２）：２４９－２５６．

［９］　张善文，王永诗，张林晔，等．济阳坳陷渤南洼陷页岩油气形成条

件研究［Ｊ］．中国工程科学，２０１２，１４（６）：４９－５５．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ａｎｗｅｎ，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ｓｈｉ，ＺＨＡＮＧ　Ｌｉｎｙｅ，ｅｔ　ａｌ．Ｆｏｒ－
ｍ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ｉｎ　Ｂｏｎａｎ　ｓｕｂ－ｓａｇ，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２，１４（６）：４９－５５．

［１０］　邹才能，朱如凯，吴松涛，等．常规与非常规油气聚集类型、特征、
机理及 展 望———以 中 国 致 密 油 和 致 密 气 为 例［Ｊ］．石 油 学 报，

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７３－１８７．
ＺＯＵ　Ｃａｉｎｅｎｇ，ＺＨＵ　Ｒｕｋａｉ，ＷＵ　Ｓｏｎｇｔａｏ，ｅｔ　ａｌ．Ｔｙｐｅ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ｓｔｉｃｓ，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ａｎｄ　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ｋｉｎｇ　ｔｉｇｈｔ　ｏｉｌ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ｇａｓ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ａｓ　ａｎ　ｉｎｓｔａｎｃｅ［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２，３３（２）：１７３－１８７．

［１１］　邹才能，杨智，崔 景 伟，等．页 岩 油 形 成 机 制、地 质 特 征 及 发 展 对

策［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３，４０（１）：１４－２６．
ＺＯＵ　Ｃａｉｎｅｎｇ，ＹＡＮＧ　Ｚｈｉ，ＣＵＩ　Ｊｉｎｇｗｅｉ，ｅｔ　ａｌ．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
ｎｉｓ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ｏｆ　ｎｏｎ－

ｍａ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４０（１）：１４－２６．

［１２］　李吉君，史颖琳，章 新 文，等．页 岩 油 富 集 可 采 主 控 因 素 分 析：以

泌阳凹陷为例［Ｊ］．地 球 科 学－中 国 地 质 大 学 学 报，２０１４，３９（７）：

８４８－８５７．
ＬＩ　Ｊｉｊｕｎ，ＳＨＩ　Ｙｉｎｇｌｉｎ，ＺＨＡＮＧ　Ｘｉｎｗｅｎ，ｅｔ　ａｌ．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ｅｎｒｉｃｈ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Ｂ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１４，３９（７）：８４８－８５７．

［１３］　姜在兴，张文昭，梁超，等．页岩油储层基本特征及评价要素［Ｊ］．
石油学报，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８４－１９６．
ＪＩＡＮＧ　Ｚａｉｘｉｎｇ，ＺＨＡＮＧ　Ｗｅｎｚｈａｏ，ＬＩＡＮＧ　Ｃｈａｏ，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
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ｅｌ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４，３５（１）：１８４－１９６．

［１４］　黄文彪，邓守伟，卢双舫，等．泥页岩有机非均质性评价及其在页

岩油资源评价中的应用———以松辽盆地南部青山 口 组 为 例［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４，３５（５）：７０４－７１１．
ＨＵＡＮＧ　Ｗｅｎｂｉａｏ，ＤＥＮＧ　Ｓｈｏｕｗｅｉ，ＬＵ　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Ｓｈａｌ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３５（５）：７０４－７１１．
［１５］　卢双舫，陈国辉，王民，等．辽河坳陷大民屯凹陷沙河街组四段页岩

油富集资源潜力评价［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６，３７（１）：８－１４．
ＬＵ　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ＣＨＥＮ　Ｇｕｏｈｕｉ，ＷＡＮＧ　Ｍｉｎ，ｅｔ　ａｌ．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ｒｉｃｈｅｄ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４　ｏｆ　ｔｈｅ　Ｓｈａ－
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ａｍｉｎｔｕｎ　ｓａｇ，Ｌｉａｏｈｅ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７（１）：８－１４．

［１６］　李志明，刘 鹏，钱 门 辉，等．湖 相 泥 页 岩 不 同 赋 存 状 态 油 定 量 对

比———以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页岩油探井取心段 为 例［Ｊ］．中 国

矿业大学学报，２０１８，４７（６）：１２５２－１２６３．
ＬＩ　Ｚｈｉｍｉｎｇ，ＬＩＵ　Ｐｅｎｇ，ＱＩＡＮ　Ｍｅｎｈｕｉ，ｅｔ　ａｌ．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ｏｍ－
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ｏｉｌ　ｆｏｒ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ｓｈａｌｅ：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ｒｅｄ　ｉｎｔｅｒｖ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ｉｎ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４７（６）：１２５２－１２６３．

［１７］　宁方兴，王学军，郝雪峰，等．济阳坳陷不同岩相页岩油赋存机理

［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２）：１８５－１９５．
ＮＩＮＧ　Ｆａｎｇｘｉｎｇ，ＷＡＮＧ　Ｘｕｅｊｕｎ，ＨＡＯ　Ｘｕｅｆｅｎｇ，ｅｔ　ａｌ．Ｏｃｃｕｒ－
ｒｅｎｃ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ｉｎ　Ｊｉｙａｎ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２）：１８５－１９５．

［１８］　王勇，刘惠民，宋国奇，等．湖相泥页岩中碳酸盐成因及页岩油气

地质意义———以东营凹陷沙河街组四段上亚段—沙河街 组 三 段

下亚段烃源岩为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１３９０－１４００．
ＷＡＮＧ　Ｙｏｎｇ，ＬＩＵ　Ｈｕｉｍｉｎ，ＳＯＮＧ　Ｇｕｏｑｉ，ｅｔ　ａｌ．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ｉｎ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ｍｕｄ　ｓｈａｌｅ：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ｓｏｕｒｃｅ　ｒｏ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４　ａｎｄ　ｌｏｗｅｒ　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３　ｏｆ　Ｓｈａｈｅｊｉ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７，３８（１２）：１３９０－１４００．
［１９］　张顺，刘惠民，王敏，等．东营凹陷页岩油储层孔隙演化［Ｊ］．石 油

学报，２０１８，３９（７）：７５４－７６６．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ｎ，ＬＩＵ　Ｈｕｉｍｉｎ，ＷＡＮＧ　Ｍｉｎ，ｅｔ　ａｌ．Ｐｏｒ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Ｄｏｎｇｙｉｎｇ　ｓａｇ［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８，３９（７）：７５４－７６６．
［２０］　蒲秀刚，韩文中，周立宏，等．黄骅坳陷沧东凹陷孔二段高位体系域

细粒相区岩性特征及地质意义［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１５，２０（５）：

３０－４０．
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ＨＡＮ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ｃｈａｒ－
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Ｅｋ２　ｈｉｇｈ　ｓｔ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ｃｔ　ｏｆ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Ｊ］．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０（５）：３０－４０．



　第９期 赵贤正等：断陷湖盆湖相页岩油形成有利条件及富集特征———以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 １０２９　

［２１］　鄢继华，蒲秀刚，周立宏，等．基于Ｘ射线衍射数据的细粒沉积岩

岩石定名方法与应用［Ｊ］．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１５，２０（１）：４８－５４．
ＹＡＮ　Ｊｉｈｕａ，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Ｎａｍ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ｏｎ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Ｘ－ｒａｙ　ｄｉｆｆｒａ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Ｊ］．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５，２０（１）：４８－５４．

［２２］　周立宏，蒲秀刚，邓远，等．细粒沉积岩研究中几个值得关注的问

题［Ｊ］．岩性油气藏，２０１６，２８（１）：６－１５．
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ＤＥＮＧ　Ｙｕａｎ，ｅｔ　ａｌ．Ｓｅｖｅｒａｌ　ｉｓｓｕｅｓ　ｉ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ｎ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Ｊ］．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ｓ，２０１６，２８（１）：６－１５．

［２３］　蒲秀刚，周 立 宏，韩 文 中，等．细 粒 相 沉 积 地 质 特 征 与 致 密 油 勘

探———以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Ｊ］．石 油 勘 探 与

开发，２０１６，４３（１）：２４－３３．
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ＨＡＮ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ｉｇｈｔ　ｏｉｌ　ｅｘｐｌｏ－
ｒ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
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６，４３（１）：２４－３３．

［２４］　赵贤正，蒲秀刚，韩文中，等．细粒沉积岩性识别新方法与储集层

甜点分析———以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 为 例［Ｊ］．石 油

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７，４４（４）：４９２－５０２．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ＨＡＮ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ｎｅ　ｇｒａｉｎｅｄ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ｗｅｅｔ　ｓｐｏ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ｏｎｇ　２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２０１７，４４（４）：４９２－５０２．

［２５］　鄢继华，邓远，蒲秀刚，等．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孔二段细粒混合沉

积岩特征及控制因素［Ｊ］．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７，３８（１）：９８－１０９．
ＹＡＮ　Ｊｉｈｕａ，ＤＥＮＧ　Ｙｕａｎ，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ｍｉｘ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ｒｏｃｋｓ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２ｎｄ　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７，３８（１）：９８－１０９．
［２６］　赵贤正，周立宏，蒲秀刚，等．陆相湖盆页岩层系基本地质特征与

页岩油勘探突破———以渤海湾盆地沧东凹陷古近系孔店组二 段

一亚段为例［Ｊ］．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８，４５（３）：３６１－３７２．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ｒｏｃｋ　ｓｙｓｔｅｍ　ａｎｄ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　ｉｎ　ａ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Ｂａｓｉ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ａｌｅｏ－
ｇｅｎｅ　１ｓｔ　ｓｕｂ－ｍｅｍｂｅｒ　ｏｆ　Ｋｏｎｇ　２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８，４５（３）：３６１－３７２．
［２７］　蒲秀刚，时战楠，韩文中，等．陆相湖盆细粒沉积区页岩层系石油

地质特征与油气发现———以黄骅坳陷沧东凹陷孔 二 段 为 例［Ｊ］．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２０１９，２６（１）：４６－５８．
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ＳＨＩ　Ｚｈａｎｎａｎ，ＨＡＮ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ｆｉｎｅ－ｇｒａｉｎｅ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ｃｕｓｔｒｉｎｅ　Ｂａｓｉｎ：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Ｋｏｎｇ　２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Ｐｅ－
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２０１９，２６（１）：４６－５８．

［２８］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
ｒ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ｉｎｇ　ｂｅｌ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ｏｓｅｄ　ｌａｋｅ　ｂａｓｉｎ：ａ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ｌｌ　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ｎｇ２　Ｍｅｍｂｅｒ　ｉｎ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２０１８，６（２）：Ｔ２８３－Ｔ２９８．

［２９］　ＺＨＡＯ　Ｘｉａｎｚｈｅｎｇ，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ｅｔ　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ｓ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Ｃａｎｇｄｏｎｇ　ｓａｇ，

Ｃｈｉｎａ［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１０２：５４４－５５６．
［３０］　蒲秀刚，金凤鸣，韩文中，等．陆相页岩油甜点地质特征与勘探关键

技术———以沧东凹陷孔店组二段为例［Ｊ］．石油学报，２０１９，４０（８）：

９９７－１０１２．

ＰＵ　Ｘｉｕｇａｎｇ，ＪＩＮ　Ｆｅｎｇｍｉｎｇ，ＨＡＮ　Ｗｅｎｚ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Ｓｗｅｅｔｓ　ｐｏｔｓ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ｅｍｂｅｒ　２　ｏｆ　Ｋｏｎｇｄｉ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ａｎｇ－
ｄｏｎｇ　ｓａｇ［Ｊ］．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２０１９，４０（８）：９９７－１０１２．

［３１］　李三忠，索艳慧，周 立 宏，等．华 北 克 拉 通 内 部 的 拉 分 盆 地：渤 海

湾盆地黄骅坳陷结构 构 造 与 演 化［Ｊ］．吉 林 大 学 学 报：地 球 科 学

版，２０１１，４１（５）：１３６２－１３７９．
ＬＩ　Ｓａｎｚｈｏｎｇ，ＳＵＯ　Ｙａｎｈｕｉ，ＺＨＯＵ　Ｌｉｈｏｎｇ，ｅｔ　ａｌ．Ｐｕｌｌ－ａｐａｒｔ　ｂａ－
ｓｉｎｓ　ｗｉｔｈ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ｃｒａｔ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Ｂｏｈａｉ　Ｂａｙ　Ｂａｓｉ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Ｊｉｌ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ｄｉｔｉｏｎ，２０１１，４１（５）：１３６２－１３７９．

［３２］　任建业，廖前进，卢刚臣，等．黄骅坳陷构造变形格局与演化过程

分析［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１０，３４（４）：４６１－４７２．
ＲＥＮ　Ｊｉａｎｙｅ，ＬＩＡＯ　Ｑｉａｎｊｉｎ，ＬＵ　Ｇａｎｇｃｈｅｎ，ｅｔ　ａｌ．Ｄ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Ｂｏｈａｉ
Ｇｕｌｆ［Ｊ］．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　ｅｔ　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２０１０，３４（４）：４６１－４７２．

［３３］　李明刚，杨桥，张健．黄 骅 拗 陷 新 生 代 构 造 样 式 及 其 演 化［Ｊ］．西

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１，３３（１）：７１－７７．
ＬＩ　Ｍｉｎｇｇａｎｇ，ＹＡＮＧ　Ｑｉａｏ，ＺＨＡＮＧ　Ｊｉａｎ．Ｔｈｅ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　ｓｔｙｌ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１，３３（１）：７１－７７．
［３４］　刘招君，孙平昌，柳蓉，等．页岩能源共生矿产成矿（藏）地质条件

研究———以松辽盆地上白垩统青山口组 为［Ｊ］．沉 积 学 报，２０１４，

３２（３）：５９３－６００．
ＬＩＵ　Ｚｈａｏｊｕｎ，ＳＵＮ　Ｐ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ＬＩＵ　Ｒｏｎｇ，ｅｔ　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ｇｅｏ－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ｃｏｅｘｉｓｔｅｎｔ　ｅｎｅｒｇｙ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ｔａｋｅ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Ｕｐｐｅｒ　Ｃｒｅｔａ－
ｃｅｏｕｓ，Ｓｏ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　ｆｏｒ　ｅｘａｍｐｌｅ［Ｊ］．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
ｃａ，２０１４，３２（３）：５９３－６００．

［３５］　ＪＡＲＶＩＥ　Ｄ　Ｍ，ＨＩＬＬ　Ｒ　Ｊ，ＲＵＢＬＥ　Ｔ　Ｅ，ｅｔ　ａｌ．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ｓｙｓｔｅｍｓ：ｔｈｅ　Ｍｉｓｓｉｓｓｉｐｐｉａｎ　Ｂａｒｎｅｔｔ　Ｓｈａｌｅ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ｃｅｎ－
ｔｒａｌ　Ｔｅｘａｓ　ａｓ　ｏ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ｔｈｅｒｍｏｇｅｎｉｃ　ｓｈａｌｅ－ｇａ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Ｊ］．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２００７，９１（４）：４７５－４９９．

［３６］　谌卓恒，黎茂稳，姜春庆，等，页岩油的资源潜力及流动性评价方

法———以西加拿大盆地 上 泥 盆 统 Ｄｕｖｅｒｎａｙ页 岩 为 例［Ｊ］．石 油

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９，４０（３）：４５９－４６８．
ＣＨＥＮ　Ｚｈｕｏｈｅｎｇ，ＬＩ　Ｍａｏｗｅｎ，ＪＩＡＮＧ　Ｃｈｕｎｑｉｎｇ，ｅｔ　ａｌ．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Ｕｐｐｅｒ　Ｄｅｖｏｎｉａｎ　Ｄｕｖｅｒｎａｙ　ｓｈａｌｅ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Ｃａｎａｄ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Ｊ］．Ｏｉｌ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９，４０（３）：４５９－４６８．

［３７］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Ｇ　Ｒ　Ｌ，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Ｌｏｗ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ｇａｓ　ｓｈａｌｅｓ
ｉｎ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ＰａｒｔⅡ：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Ｃａｎａｄｉａｎ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
ｇｙ，２００８，５６（１）：２２－６１．

［３８］　ＲＯＳＳ　Ｄ　Ｊ　Ｋ，ＢＵＳＴＩＮ　Ｒ　Ｍ．Ｔｈ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ｕｐｏｎ　ｇａｓ　ｓｔｏｒａｇ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Ｊ］．Ｍａｒｉｎｅ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６（６）：９１６－９２７．

［３９］　ＪＡＲＶＩＥ　Ｄ　Ｍ．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ｆｏｒ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Ｐａｒｔ　２—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ｓｙｓｔｅｍｓ［Ｍ］∥ＢＲＥＹＥＲ　Ｊ　Ａ．Ｓｈａ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Ｇｉａｎｔ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Ｔｕｌｓａ：ＡＡＰＧ，２０１２：８９－１１９．

［４０］　薛海涛，田善思，卢双舫，等．页岩油资源定量评价中关键参数的

选取与校正———以松辽盆地北部青山口组为例［Ｊ］．矿 物 岩 石 地

球化学通报，２０１５，３４（１）：７０－７８．
ＸＵＥ　Ｈａｉｔａｏ，ＴＩＡＮ　Ｓｈａｎｓｉ，ＬＵ　Ｓｈｕａｎｇｆａｎｇ，ｅｔ　ａｌ．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ｋｅｙ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ｈａｌｅ　ｏｉｌ：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ｔ　ｔｈｅ　Ｑｉｎｇｓｈａｎｋｏｕ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ｅｒｎ
Ｓｏ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Ｊ］．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ｏｆ　Ｍｉｎｅｒａｌｏｇｙ，Ｐｅｔｒ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Ｇｅｏ－
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２０１５，３４（１）：７０－７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３０　改回日期２０１９－０８－１２　编辑　王培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