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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口油田长 6油层组沉积相特征与储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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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川口地区长 6油层组的划分与对比，结合特征的岩相组台、骨架砂体的几何形 

态、盆地古地理背景的臻舍分析，以及储层的岩性特征和孔隙结构的研究，认为长 6油层姐的 

环境演化代表 了浅水 台地型三角洲逐渐转变为陆上平原的历史；曲流河道砂体是区内油 气富 

集的有利相带；长 6 段 和长 6。段 是 主力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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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lI I：1油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东部斜坡带上 ，南距延安市约 10 km。其勘探 目的层系主要为上三叠统 

延长组第 6岩性段(简称长 6)。延长组是以河流一湖泊相为特征的陆源碎屑岩系，河道砂体十分发育， 

这为油气的富集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1 长 6油层组的细分与对比 

通过地表及钻井剖面的观察，发现在研究区内有几个 比较稳定且可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对 比的岩性 
一

时间标志层，自下而上将其称为 B，，B ，B。，B ，Bs和 B 。其中分布最广，特征突出，在地表及井下最易 

识别的是长 7油层组的一层湖相页岩，即张家滩页岩 B】。除B，和 B 标志层外，其余标志层均为斑脱岩。 

B 是长 7与长 6的分界标志，在研究区内位于 B，之上约 ,50 Ill处，是区内比较稳定的一层斑脱岩，厚 0． 

1～0．3Ill。B。位于 之上 2O～23Ill处 ，是长 6 与长 6 的分界标志，声速尖峰常成对出现，两尖峰相距 

约 1·5～2．0Ill，组界放在 B 顶部。B 位于 之上 28~30m处，是长 6 与长 6 的分界标志，声速曲线 

呈单峰或双峰状 ，组界放在 顶部。B 位于 巨 之上 30 m左右，是长 6 与长 6 的分界标志，声速尖峰 

不明显 ，一般结合沉积正旋回及稳定的厚度划分，组界放在泥岩顶或上覆砂岩底。 位于 B 之上 35 m 

左右，是长 6 与长 4+5的分界标志，通常是根据岩性上的“细脖子段 的出现划分的。 

2 沉积相特征 

分析长 6油层组的环境演化，必须兼顾其上下层位。因为从背景资料及前人成果分析 ，长 6是在 

长 7中期最大湖进之后形成的，长 6期是三角洲建设的高潮期 ，到长 4+5期则出现了大范围的沼泽平 

原化。这在时间及空同上构成一个完整连续的湖泊一三角洲一河流沉积体系。因而 ，依据沉积序列、骨 

架砂体的几何形态、岩性组合及相变关系，概括研究区长 7、长 6和长 4+5的沉积相类型特征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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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河流相 

河流相主要由块状河遭砂岩与河漫滩的砂、泥岩不等厚互层镶嵌而成，是研究 区长 6的主要沉积类 

型。其中河道砂岩是其最特征的组分，并构成骨架，是本区最重要的储 

集相。本区的河流沉积主要为中一细粒砂岩，粒度相对较细，砂体平面 

形态呈带状或串珠状，在剖面上呈上平下凸的透镜状。基底冲刷面起伏 

明显，晟大起伏可达 4 m。砂体厚一般在 10~30 m左右，横向延伸数百 

米。砂体内部具典型的曲流河河道砂坝序列(图 1)，往往呈完整的单旋 

回或不完整旋回的反复叠置，垂向上造成特征的正粒序 单旋 回的自然 

电位曲线形态呈钟状，复合旋回呈齿状起伏的箱形(图 2)。 

2．2 三角洲相 

三角洲沉积主要发育在长 7及长 6下部，属于平坦 台地型浅水三 

角洲类型。这种类型的三角洲 ，是源远流长的混合载荷的曲流河与悬移 

载荷的低弯度河向湖泊逐渐进积而成的沉积体系。由于内陆淡水湖泊 

的密度总是小于携泥砂河水的密度，所以在洪水期河水注入时，总是呈 

底流沿湖盆底部的水下河道把推移载荷搬运到河 口以外的1胡区。因此， 

其前缘河口砂坝不发育，河道砂体是其最突出的骨架。其中河道砂体的 圈1 混合载荷的曲流河沉积序列 

沉积特征与陆上河道类似，不同的只是侧向上相变为水下沉积。砂岩有 (据姚 94井长6 ) 

时受波浪改造 ，可见顶部发育浪成沙纹，并夹断续暗色粉砂质条带。野 Fig．1 Sediri~ellmy Sequence of rhe 

外考察时仅在延河剖面张家滩页岩之上见到保存较好的河口砂坝沉积 ~'．'Ieanderin River of Mixed Load 

(图 3)。以粉砂质泥岩及粉砂岩与下伏湖相 

页岩呈渐变过渡，砂体呈下平上凸的透镜状 ， 

自然电位曲线为漏斗状。三角洲平原亚相即 

三角洲沉积 的水上部分，主要发育在长 7中 

上部和长 6‘～6。，以分流河道砂和河道间砂 

泥互层为特征，分流河道通常为富泥的低弯 

度河或混台载荷的曲流河。 

2．3 湖泊相 

湖泊相沉积按其沉积物特征可以分为滨 

湖亚相、浅湖亚相和深湖亚相 3种类型。川口 

地区上三叠统主要发育滨浅湖亚相。其沉积 

物常以浅湖相黑色页岩与滨i匐f相细一粉砂 

岩、粉砂质泥岩互层的方式产出。砂泥岩多呈 

图 2 混合载荷的曲流河河道砂坝岩电特征圈 

(据姚 1 32井长 6‘) 

Fig．2 Rock—electric Characteristic ot the 

M eandering Load ot M [xed River 

渐变关系。固此，很难将滨湖亚相与浅湖亚相明确区分开来。细一粉砂岩呈薄一中层状，具浪成渡痕 流 

水波痕及各种沙纹交错层理、变形层理，发育直立虫孔。细砂岩多为下平上凸的透镜状，平面上呈席状 ， 

延伸不太远，通常在 100 rn之内即可尖灭。在电性上表现为 自然电位曲线低平 ，偶有小的负突起 ．高声 

速时差，高伽玛 ，中低电阻。粉砂质泥岩及黑色页岩含动植物化石及直立虫孔．常见化石有方鳞鱼片、介 

形虫、瓣鳃类、叶肢介及植物茎干。 

2．4 沉积环境的演变 

早中三叠世时，鄂尔多斯地区属华北陆相沉积盆地的一部分，地形呈北高南低、西陡东缓的趋势 ，以 

河流沉积为主．湖泊沉积分布局限。到了晚三叠世 ，华北盆地 向西收缩 ．逐渐形成了鄂尔多斯盆地。上三 

叠统延长组第一段(T )沉积之后．盆地地形出现明显分异，以志丹 甘泉 宜川一线为枢纽 ，南部以 

明显的斜坡 向盆内部倾没，北部为一地势平坦的台地。研究区位于该平坦古地区。这种平缓而稳定的基 

底地形 ，无疑对上三叠统延长组的发育与演化起到了重要的控制作用。 

纵观川口地区长 6沉积环境的演f{二．实际上就是一段河流从年轻走向成熟的历史，也是浅水古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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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洲逐渐淤平为陆上平原的历史。长 6期的大规模河流沉积，继承了长 

7晚期三角洲平原分流河道沉积 的类型特征。早期以富泥的低弯度河 

沉积为主。随着河流的不断注入，原来就很小的地形差异迅速被沉积物 

的充填抵消，水流失去了坡度引起的势能 ，平面上能量分布 的差异缩 

小，使河流下蚀作用趋于平和。流速相对变缓 ，河曲增大，逐渐向混合载 

荷的曲流河发展。长 6早期 由于地形坡度及北东方向物源的影响，河流 

流向以南南西或南西向为主，随着三角洲平原的充填作用及新物源(吕 

粱古陆)的加入，使长 6晚期呈现网状交错的河流景观 ．砂体平面形态 

可以呈伸长或弯曲带状，也可以呈串珠状、孤岛状，并联合构成向南西 

方向伸展的三角洲 叶体 。 

2．5 河道砂体是最主要的储集相 

川口地区砂体按成困的不同可归纳为曲流河河道砂坝、三角洲前 

缘水下分流河道、河口砂坝、滨湖砂坝等，其中曲流河河道砂坝是最主 

要的储集相 。这类砂体在平面图上往往组成较宽阔的复杂串珠状条带， 

单个砂体可以彼此叠置成巨厚层，或为单独的透镜体，四周为岸外的细 Fig．3 

粒沉积物包围。砂岩一般为中一细粒状，分选较好．次生孔隙较为发育。 

从 目前的情况看，川El油田大都分布在曲流河河道砂坝相带上。 

3 储集条件 

3．1 储层的岩性及孔隙结构特征 

川口地区长 6油层组的砂层大多在 20层以下。层厚一般为 l～3 

m，极少数大于 4 m，最厚达 2O m。明显比北部的子长一清涧地区砂层 

层数多，但单层厚度小。砂泥 比值大 多数在 0．5～2、0之间。岩石类型 

多为细粒长石砂岩和粉砂岩，胶结致密 。 

本区的孔隙主要有原生粒间孔隙、溶蚀粒问孔隙、溶蚀粒内孔隙、 

填隙物内孔隙和徽裂缝。这几种孔隙可互相配置．形成不同的组合。从 

图 3 河 口砂坝沉积序列 

(据延河剖面长 7) 

Sedimentary Seguertce of the 

Channel—mOLl|h Bar 

观察结果看，油气显示较好的储层其孔隙组合类型为溶蚀孔一剩余孔 图4 富泥的低弯度河沉积序列 
一

微裂缝配套型a物性分析资料统计表 明，本 区孔隙度 多为 7 ～ (据姚 83井长7) 

12 ，渗透率多为 0．1×10 ～1×10 m。，含油饱和度多在 20 ～ Fi 4 Sedimentary Seguence ofthe 

4O 之间．少部分为 4O ～6O Rich—in．mud L。w Sinu。sity Rivef 

扶毛管压力特征看．长 6油层段多数砂岩的排驱压力大于 1．2 MPa，最高达 11．7 MPa，平均孔喉半 

径一般小于 1 m，最低为 0．02 m．毛管压力曲线图中进汞曲线多数偏向右上侧，孔隙分布细歪度 ，孔 

喉分布略粗歪度。因此，多数砂岩具有排驱压力大、孔喉半径小、孔隙连通性差的特点 

3．2 孔隙结构级别与储层评价 

针对本区储层孔隙发育较差的状况 ，我们在前人对孔隙结构级别分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孔隙组合 

关系及物理参数．制定了一个适合本区储层孔隙结构级别划分的标准(附表)。 

根据附表，将川口地区长 6储层的孔隙结构级别划分如下： 

Ⅱ 级：为本区最好的一种孔隙结构。孔隙度多数为 lO ～l3 ，渗透率 1×lO ～2×1o ,um ，排 

驱压力多数为 0．5～1．0 MPa，平均孔喉半径 0．3～0．5 m，有较多的溶蚀孔隙和原生孔隙，微孔隙发 

育，连通性较差。为中孔低渗型储层。 

Ⅱ 级：为本区分布最普遍的一种孔隙结构。孔隙度多在 S ～1O ，渗透率多数为 0．1×10 m 

左右 ，排驱压力为 1．2～4．0MPa者占多数．平均孔喉半径大部分为 0．05～O．20 m，以微孔隙为主，偶 

见粒闻孔隙，连通性差 。为低孔特低渗型储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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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川口地区长 6孔隙结构级别划分标准 

A Standard of Pore Texture Grade of Chang一6 Bed in Chuankou Area 

II 级 ：为本区最差的一种孔隙结构。孔隙度小于 8 ，渗透率小于 0．1×10 m 。排驱压力极大 ， 
一

般在 4MPa以上，约一半大于 7 MPa．最高达 11．7 Mpa．平均孔喉半径d0．05 m，基本无孔隙存在或 

有少量微孔隙及孤立孔隙，为非渗透型储层。 

综上所述 ，可以看出本区上三叠统长 6油层组的储层整体为低孔低渗型储层。通过统计 ，发现长 6 

段和长 6 段孔隙结构以 Ⅱ ～ i e级为主，而长 6。段和长 6‘段孔隙结构则以 Ⅲ 级为主。也就是说，川 

口地区长 6 段和长 6 段是主力油层，长 6。段和长 6 段为差油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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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dimentary and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hang-6 Oil-bearing Beds in Chuankou Oil Field 

Li Wenhou Liu Yiqun Feng Qiao 

(Department of Geology，Northwest University，710069，Xi‘anl 

Abstract According to synthetical analyses of the division and contract of the Chang--6 oil——bearing 

bed and of the characteristic facies association． geometry of the skeletal sandbodies and the 

paleogeographic pattern，the evolution of the environment during deposition of Chang一6 。i1一bearing 

beds is considered representing the history that the water platform dehe was gradually transformed 

into terrestrial plain．The meander channel sandbodies are the major facies一。i1一bearing in this area． 

The Chang一6 and the Chang-6 members are the major reservoivs in ehuankou area． 

Key words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reservoir terms；the Chang一6 oil—bearing beds；Chuankou oil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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