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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储屡沉积旋回和沉积韵律特征，将三问房组油藏进一步细分为 24个小层。结果表 

明：油层动用程度好的屡段主要为每一砂岩蛆底部的第 3，4小层 ；明显的沉积旋回和韵律性加 

剧了注水开发中的屡问、层 内矛盾，使注入水单屡突进严重，含水上升较快，开发效果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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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奠 
三间房组是部善油田中侏罗统的主力含油层系，地层厚约 250 m～320 m，平均厚 284 5 m。其储层 

岩性主要是一套河湖相沉积的中细一中粗粒为主的含砾砂岩、砾状砂岩和细砂岩。油藏单砂层厚度 2 m 

～ l4 m，平均厚度 8．4 m，最厚可达 3O．3 m。含油层平均有效厚度 31．7 m左右，平均孔隙度 13 6 ，平 

均渗透率 7×10-”tan ，属低孔、低渗油层 。 

1 油层沉积旋回及沉积韵律特征 

三问房组油藏地层的沉积主要受河流水动力条件控制。由于扇三角洲和辫状河三角洲的水上或水 

下分流河道不断地迁移改道及水动力强度的变化，导致三问房组地层沉积具有明显的旋回特征。经野外 

对鄯善连木沁剖面实测 ，结合岩心和沉积相分析，以及沉积旋回特征 ，三问房组可分为 5个砂岩组(S 一 

S；)。砂岩组中除s 为正一反复合旋回外，其他均为正旋回，在每一砂岩组中叉可分出3～4个次一级正 

旋回砂层和多个具明显沉积韵律的单砂层。为了对在注水开发过程中控制油水渗流的基本单元——单 

砂层(小层)进行精细对比划分，作者对三间房组的沉积韵律做了详细分类。 

1．1 单一正韵律型 

此类型是三间房组的主要沉积韵律类型，由一个正韵律组成，下部岩性较粗，向上粒度变细 依据其 

特征可分为完全正韵律和不完全正韵律两种类型。 

1．1 1 完奎正韵律 自下而上岩性由粗逐渐变细，粒度变化没有突变现象，底部具有明显的冲刷面。下 

部为碎屑岩段，自下而上粒度由粗逐渐变细，一般由粗砂岩、中砂岩、细砂岩变为粉砂岩，且物性由好逐 

渐变差}上部为泥岩段，自下而上由粉砂质泥岩变为泥岩。此类型在三间房组地层中普遍分布。 

1-1-2 不完奎正韵律 自下而上岩性由粗变细，粒度变化常出现突变现象，底部具有明显的冲刷面。下 

部为碎屑岩段 ，自下而上碎屑岩粒度 的变化不连续 ，由中细砂岩、细砂岩、粉细砂岩或细砂岩夹粗砂岩组 

成，缺乏粉砂岩段；上部为泥岩段。此类型在三间房组地层中普遍分布。 

1．2 迭加正韵律型 

此类型是三问房组的主要沉积韵律类型，一般由 2个或 3个单一正韵律迭加而成，每个单一正韵律 

底部具有冲刷面。单一正韵律之间呈冲刷接触，砂层之间缺失泥岩类层，或者具有很薄的泥岩夹层
。 依 

据砂层的迭加韵律特征，可将砂层进一步划分为 2个或 3个单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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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复合韵律型 
此类型主要由砂岩和泥岩互层迭置形成，仅在局部地区的局部层段见到，不是三间房组的主要沉积 

韵律类型。 

2 三间房组油层精细划分对比 

2．1 油层粗细划分对比原则 

(1)利用三间房组沉积的旋回性，以沉积韵律为划分标准，依据砂层的展布特征，将多个单一正韵律 

或者迭加正韵律组成的砂层进一步划分为若干个基本的砂层单元。如主要含油砂层s{层由 3个正韵律 

组合形成，电性、岩性相对稳定、直观，依据其特征将 s；砂层 自上而下进一步划分为 s；～，si 和s 3 

个基本小层。 

(2)在对比划分中，以油藏二次测井解释结果和岩心分析为基础资料 ，将静态和动态资料相结合判 

别分析砂层在横向上的连通状况，并利用生产动态资料检验和校正砂层对比划分结果。目的是通过对单 

砂层的精细划分，搞清开发层系中每一含油砂体在纵、横方向上的变化、分布及连通特征，为进一步研究 

油藏注水开发中的油水运动规律奠定基础。 

2．2 油层精细划分对比结果 

依据划分对比原则，在原有砂层组划分方案基础上，将都善油田三间房组的 18个砂层按沉积韵律 

和岩电关系，进一步精细划分为 24个小层(表 1) 

3 沉积旋回及韵律对油层动用程度和油水运动的影响 

3．1 对油层动用程度的影响 

从油藏产液剖面统计结果可看出(表 2) ①受沉积旋回影响 以 s ．si，s 砂层动用程度最高，由于 

这些砂层均处在每一油层组的中底部第 3，4小层，岩性、物性、含油 性较砂层组上部相对要好，因此砂 

层的动用程度亦较高；②由于受沉积韵律和层内非均质性影响，在部分井段中油层仅在打开小层的下半 

段产油而上半段不产油。如都 6井的s 小层和 8—12井的 s 小层。 

从吸水剖面统计结果可看出(表 3)：层位动用和厚度动用较为一致，以s{， ，s；，s；小层动用最好． 

动用层位也均为油层组中底部的第 3、第 4小层。这是由于正韵律油层中底部岩性粗，渗透率高，注入水 

在重力和渗透率非均质性的双重作用下，首先沿底部高渗段推进 ]，因此在相同注水条件下正韵律油层 

一 的中底部吸水强度大，动用程度明显高于油层顶部。 

从统计分析看，都善油田三间房组油藏受沉积条件影响，动用程度较高的层相对集中．以s 层动用 

最好，其次为s；，s ，si和s：小层。 

3．2 对注水开发效果影响 

由沉积旋回、沉积韵律特征而造成的油层层间和层内物性差异及孔隙结构非均质性的影响，在剖面 

上各小层间和层内吸水强度不同，可引起油水运动和开发效果上的差异。从油层的见水参数和注水层吸 

水剖面强度统计分析看，平面上呈连片分布、厚度稳定、物性均一的层，在剖面上也为主要产液层和吸水 

层 这些受沉积旋回和韵律影响的层 ，主要为砂层组中的第 3，4小层，按研究区储层综合分类标准划分， 

这些层多为油藏中的 I，Ⅱ类储层 这类储层小层分布面积广，横向连通好，物性相对均一，且在注水开 

发中吸水能力强，水线推进快，易形成稳定的水线渗流通道，使这些开发初期产液较高的主力层注水后 

见效快，见水早，含水上升也快【 经统计，目前油藏主要含水层中8O 以上为这些小层 如不同区块中 

的si，s；，s；，S{小层，由于剖面上的吸水差异，造成注水单层突进，导致主要见水层严重干扰见水少层或 

未见水层的产量 当注人水在主要吸水层一旦形成稳定水线渗流通道后，水驱波及面积得不到进一步扩 

大，单层含水不断上升，甚至造成某些产层注水后不但不产油，反而发生倒灌现象(如 10—20井 S{小层 

对 sl小层的影响)，使单井生产能力大幅度降低。这种由沉积旋回和沉积韵律引起的注水开发现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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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间房组油藏中表现较为突出。 

4 结 论 

(1)都善油田三间房组油藏按沉积旋回和沉积韵律特征可划分为 5个砂岩组、18个砂层和 24个小 

层。沉积旋回除 s 为正一反复合旋回外 ，其他均为正旋回。沉积韵律类型主要有单一正韵律、迭加正韵 

律和复合韵律，前两种韵律类型在油藏中普遍存在。 

(2)受沉积旋回影响，油层动用程度好的层段主要为每一砂岩组中、底部的第 3，4小层。如s ，Sl，s： 

和 s：小层。在同一小层由沉积韵律特征造成上段与下段产液、吸水的明显差异 

(3)由于三间房组沉积旋回和沉积韵律性明显 ，使油层层间、层 内矛盾加剧，注入水单层突进严重， 

主要见水层干扰见水少或未见水层的产量，导致注入水仅沿个别层形成主渗流通道，单层含水上升快， 

水驱波及面积不能得到有效的扩大 ，达不到理想的注水开发效果。 

参加本研究工作的还有张正、苛红光、丁放、崔文福、赵晨髟、孙浩和冯莉恒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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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on Waterflooding Result by Sedimentary Cycle and 

Sedimentary Rhythm of Oil Reservoir in Sanjianfang Formation 
Sun Wei Qu Zhihao Liu Linyu Zhu Yushuang 

(Department of Geology．Northwest Univermty，710069，Xi an) 

Abstract The Sanjianfang Formation S oi1 reservoir can be divided into 24 substratums in detai1 on sedi— 

mentary cycle and sedimentary rhythmic character of reservdr．Affected by that，the wel1 exploited sec— 

tions are mainly the 3 ，4 sand SUbstratums that 1ie in the middie and bottom of every sandstone forma- 

tion，the apparent sedimentary cyck and sedimentary rhythm augment the conflicts of interior reservoirs 

and exterior reservoirs．During the process of waterfloodingt the injected water break through seriously in 

single layer，and the content of water increases quickly．The development resuh isn t satisfying
． 

Key words sedimentary eyels；sedimentary rhythm ；conflict of interior reservirs and exterior reservoirs： 

development result of waterflooding；Shanshan 0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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