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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可以划分为：①泥岩压实水离心流；②大气水下渗向心流；③（层间）

越流、越流蒸发泄水和④滞流４种局部水动力单元类型。通常盆地边缘大气水不对称下渗，发育向心流，中央凹陷

区以泥岩为主的砂泥岩地层压实，发育离心流，大气水下渗向心流与地层压实离心流汇合，发育越流泄水。沉积盆

地地下水动力场演化和地下水成因控制了地下水化学场的分布规律。在离心流和向心流流动过程中，地下水浓

缩、盐化，在越流泄水区形成高浓缩、高盐化地下水。泥岩压实离心流是沉积盆地油气运移的主要动力之一，在地

层压实排水离心流过程中，由于岩性、地层、断层等圈闭使得部分油气在运移过程中聚集；在地下水越流泄水过程

中有利于油气大量聚集—富集；在向心流推进过程中，早期聚集的油气可能部分被破坏，此外也可能在特定的地质

条件下形成水动力和部分岩性、地层、断层油气藏。

关键词：油田地下水化学；油田地下水动力；油气成藏动力学；油气保存条件

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学是涉及水文地质

学和石油地质学的交叉学科。从水文地质角度分析，

沉积体系中的烃源岩和油气总是与地下水伴生，地下

水是油气生成、运移、聚集的动力和载体，油气成藏是

地下水在地史进程中循环活动的产物（汪蕴璞等，

１９９５）。Ｍｕｎｎ于１９０９年最先提出了“油气聚集的水

力学说”（Ｍｕｎｎ，１９０９）。Ｒｉｃｈ（１９２１）认为，在泄水区，

背斜或其他的构造可以成为来自各个方向地层流体

（包括油气）汇集的中心，因而成为油气聚集的位置

（Ｒｉｃｈ，１９２１）。Ｈｕｂｂｅｒｔ在１９４０年第一次出版了关于

地下水运动理论的经典著作，并用精确的数学术语论

述了开阔盆地中地下水的流动（Ｈｕｂｂｅｒｔ，１９４０）。目

前的研究表明，沉积盆地流体的驱动力主要为压实驱

动、重力驱动和密度（热对流）驱动３种机制，其中以

前两者为主。重力驱动流动亦称地形驱动流动，是以

海拔以上，并以地下潜水面为基准面，由流体静压头

驱动的大气水进入沉积盆地的流动。重力是大气水

流动的主要动力。Ｔóｔｈ（１９６３，１９７８，１９８０，１９９９）在重

力作用下的地下水流动模式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压实驱动流动是在压实作用和剩余压力的作用

下发生的流体流动，流动的实质是压实和成岩过程中

自由水或结合水的排出，也是地下水流动的主要动力

之 一 （Ｃｈｉａｒｅｌｌｉ，１９７８；Ｍａｇａｒａ，１９７８；Ｈｕｎｔ，１９９０；

Ｂｒｅｄｅｈｏｅｆ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Ｌｅｅｅｔａｌ．，１９９４；Ｓｏｒｅｎｓｏｎ，

２００５）。杨绪充（１９８９）则初步总结了陆相含油气沉积

盆地地下水动力场的基本特征。楼章华等（１９９８）从

盆地流体历史的角度分析了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

动力、水化学之间的成因联系。地下水动力场的演化

决定了油气的运移、聚集、保存或破坏，是石油地质与

工程重要的研究内容（Ｂａｃｈｕ，１９９５；楼章华等，１９９７，

２００１，２００３，２００５，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６ｂ；金爱民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２００６；朱蓉等，２００３，２００６；Ｌｏ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４）。但是，油

田水文地质学一直是石油地质学领域十分薄弱的环

节，有关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学及其与油气田

形成、分布方面的研究也有待进一步深入。本文总结

了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水化学场的基本特

征，以及与油气成藏保存的基本关系。

１　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基本特征

１．１　理想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模式与局部水动

力单元类型

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的理想模式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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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为两种，即对称型和不对称型（图１）。松辽盆地

属典型的不对称型，具有北部大气水下渗补给形成向

心流，盆地中央凹陷区泥岩压实水形成离心流和南部

越流蒸发泄水的总体特征（楼章华等，２００１）。

图１　理想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模式

（据楼章华等，２００１）

Ｆｉｇ．１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ｆｏｒ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ｂａｓｉｎｓ（ｆｒｏｍＬ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１）

含油气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可以划分为：①泥

岩压实水离心流；②大气水下渗向心流（Ｔóｔｈ，１９７８；

杨绪充，１９８９）；③（层间）越流、越流蒸发泄水（Ｔóｔｈ，

１９７８）和④滞流（杨绪充，１９８９）４种局部水动力单元类

型。离心流区以泥岩发育和砂泥比低为特征。离心

流区的地层压力以高压为主，在离心流方向上，压力

系数呈不规则环状降低。地下水被泥岩压实排出水

交替。由于地形差，或地下地层内部能量降低，从盆

地边缘和隆起剥蚀区，在重力势能作用下大气水下

渗，发育大气水下渗向心流。越流泄水总体上由盆地

深部流向浅部和地表，泄水方式包括越流泄水和蒸发

泄水。随着埋深的增加，蒸发泄水作用减弱。越流泄

水是埋藏较深层段的主要泄水方式。在地下水动力

场的演化过程中，由于地层的埋深增加，泥岩压实排

水枯竭，大气水下渗受阻，又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可能

会出现暂时性的滞流现象。

１．２　沉积盆地地下水水动力体系

水动力体系是指具有完整独立的流体供、排系

统在成因上有紧密联系的几个局部水动力单元的最

小组合（楼章华等，２００５）。水动力体系以盆地的凹

陷为中心，以盆地边缘或相邻的隆起脊线为边界，从

水动力体系的边缘往凹陷中心方向，依次发育大气

水下渗向心流和（或）越流、离心流，并且两个凹陷之

间的越流泄水区在水动力体系的划分中往往具有重

叠性（楼章华等，２００５）。如图２所示，发育了１、２两

个水动力体系，凹陷之间的隆起区为两个水动力体

系的叠合越流泄水区。并且，沉积盆地的水动力场

往往由一个或多个水动力体系所组成。

图２　沉积盆地局部水动力单元与水动力体系

关系示意图 （据楼章华等，２００５）

Ｆｉｇ．２　Ｓｋｅｔｃｈｍａｐｏｆ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ｌｏｃａｌ

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ｕｎｉｔｓ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ｙｓｔｅｍ

（ｆｒｏｍＬｏｕＺｈａｎｇｈｕａｅｔａｌ．，２００５）

水动力体系与油气藏的形成、油气水组合是密

切相关的，它们是在同一系统中存在的两个方面，前

者是烃类运移、聚集、形成油气藏的重要因素，而后

者是水动力体系在地质历史过程中不断活动的结

果，两者互为条件、依存。因此，划分水动力体系是

十分必要的，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能否客观地揭示

地下水动力史及其与油气藏形成、变迁以及两者之

间规律性联系的问题（楼章华等，２００５）。

２　沉积盆地水文地质旋回与幕式油气

运移

　　沉积盆地的构造沉积史控制了古水文地质的

旋回性（程汝楠，１９９１；楼章华等，２００１）。一个水文

地质旋回分为两个阶段，即沉积水文地质阶段，为泥

岩压实水离心流发育阶段；渗入水文地质阶段，为大

气水下渗向心流发育阶段。前者包括从区域沉降和

９８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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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侵开始，并发生沉积作用和埋藏沉积水的整个时

期；后者是当区域隆起、水退、含水岩石遭受剥蚀并

发生大气水的渗入形成渗入水的整个时期。离心流

是沉积盆地油气运移的主要动力之一，沉积埋藏离

心流阶段是沉积盆地油气运移的主要阶段。通常含

油气沉积盆地历经多个水文地质旋回，决定了油气

的运移和聚集具有明显的阶段性和多期性（杨万里

等，１９８５；王志武等，１９９３）。这种运移模式导致在一

个独立的水动力体系中阶梯式—环带状的油气分布

规律（楼章华等，２００５）。阶梯式分布指在剖面上或

倾向基本一致的斜坡地区油气呈阶梯式的分布规

律；环带状分布指在一个独立的水动力体系中，油气

在平面上的环带状分布规律。

对于陆相沉积盆地而言，如果盆地沉积盖层中

砂体和断层的连通性较好，对天然气的封闭能力则

较弱，加上天然气渗透能力强，使得天然气侧向运移

距离大，通常在越流泄水区漏失，局部聚集成藏。从

而导致油主要分布在离心流区、越流泄水区，气分布

在越流泄水区，向心流区为水区的油环在内气环在

外的“油心、气环、水盆边”的油气水总体分布规律。

可以这样认为，油气的阶梯式—环带状分布应该以

沉积凹陷控制的包括部分相邻三级构造单元的具有

相对独立的水动力体系为基本单元。对于具有多个

沉积凹陷的盆地，油气的分布是由多个环带复合而

成，油气阶段式运移和环带状分布无论是在指导新

区突破还是在老区挖潜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３　不同水动力单元地下水化学特征

３．１　泥岩压实水离心流区水化学特征

压实离心流区以泥岩发育和砂泥比低为特征，

压实离心流呈放射状由凹陷中心的高势区指向凹陷

边缘的低势区。地下水被泥岩压实排出水交替，矿

化度、Ｎａ＋、Ｃｌ－浓度相对较低，盐化系数较小，形成

了矿化度、Ｎａ＋、Ｃｌ－浓度和盐化系数盆心低值区；

ＣＯ２－３ ＋ＨＣＯ
－
３ 、ＳＯ

２－
４ 浓度和变质系数、脱硫系数

大，形成了ＣＯ２－３ ＋ＨＣＯ
－
３ 、ＳＯ

２－
４ 浓度和变质系数、

脱硫系数盆心高值区。在离心流方向上，地下水的

矿化度、Ｎａ＋、Ｃｌ－ 浓度和盐化系数升高；ＣＯ２－３ ＋

ＨＣＯ－３ 、ＳＯ
２－
４ 浓度和变质系数、脱硫系数降低。

３．２　大气水下渗向心流区水化学特征

盆地边缘或盆内隆起剥蚀区，由于地形差，或地

下地层内部能量降低，如松辽盆地十屋断陷的天然

气漏失作用，促使大气水在重力作用下，从盆地边缘

或隆起剥蚀区下渗，发育大气水下渗向心流（楼章华

等，２００１）。大气水下渗补给包括大气降水补给和河

水渗漏补给。大气水的继承性下渗使得地下水的矿

化度、Ｎａ＋、Ｃｌ－浓度低，脱硫作用彻底。在流动过

程中渗滤浓缩，矿化度、Ｎａ＋、Ｃｌ－浓度和盐化系数

增加。大气水的下渗作用也降低了向心流区的地层

温度和地温梯度。伴随古水文地质旋回可能发育越

流泄水和大气水局部下渗交替的局部水动力环境，

在古水文地质旋回的沉积埋藏离心流阶段，处于越

流蒸发泄水的局部水动力环境，地下水浓缩；在古

水文地质旋回的抬升剥蚀大气水下渗阶段，由于局

部和间断性的大气水下渗作用，地下水被淡化，保留

了相对低矿化度的化学特征。

３．３　越流泄水区水化学特征

大气水下渗和泥岩压实排水都给渗透层提供了

地下水，只有通过泄水才能保持物质平衡。地下水

在越流过程中压滤—蒸发浓缩。与侧向流动相比

较，在越流过程中，地层流体压力下降速度较快，地

下水产生压滤浓缩作用。所谓压滤浓缩作用可以利

用反渗透原理进行解释，即在越流过程中，由于地层

流体压力的快速下降，盐类富集在压力高的层段，而

经过压滤渗出的水，盐类的浓度降低。因此，在越流

过程中，地下水发生了较强烈的浓缩作用，矿化度、

Ｎａ＋、Ｃｌ－浓度和盐化系数相对较高。

４　地下水动力场、水化学场及压力场

关系

　　压实离心流区以泥岩发育和砂泥比低为特征，

沉积盆地的沉积中心泥岩厚度大，孔隙水含量高，随

着埋藏、压实作用，发育局部异常高压。因此，压实

离心流区的地层压力以高压为主，在离心流方向上，

压力系统呈不规则环状降低。压实离心流呈放射状

由凹陷中心的高势区指向凹陷边缘的低势区。盆地

边缘重力诱导形成大气水下渗向心流区（Ｔóｔｈ，

１９７８），连通性好，孔隙水供排基本平衡，除大气水下

渗区有低压现象外，以正常地层压力为主。越流泄

水区，地层压力系数以正常压力为主，介于向心流区

和离心流区之间（表１）。

沉积盆地的水动力场具有明显的分割性———即

存在局部水动力单元。不同的局部水动力单元具有

不同的孔隙水来源和不同的孔隙水化学性质。另

外，不同的局部水动力单元具有不同的孔隙流体供

排系统，孔隙流体的供排系统决定了地层压力场的

分布规律（Ｂｒｅｄｅｈｏｅｆ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地层压力场、水化学场是水动力场演化的结果，

０９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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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水动力场、水化学场、压力场与油气成藏保存关系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狉犲犾犪狋犻狅狀狊犺犻狆犫犲狋狑犲犲狀犺狔犱狉狅犱狔狀犪犿犻犮狊犪狀犱狆狉犲狊狊狌狉犲狊，狑犪狋犲狉犮犺犲犿犻狊狋狉狔，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狆狉犲狊犲狉狏犪狋犻狅狀

油气成藏保存基本特征

局部水动力单元类型

压实水离心流 大气水下渗向心流

越流泄水区

离心流叠合

越流泄水

向心流与离心流

汇合越流泄水区

水动力

方向
由盆地沉降中心较深部

位流向边缘或浅部

由盆地边缘向盆地中心

方向局部渗入
垂直层面向上，偶见向下

对油气运移的作用
动力，促进油气运移，富

有活力

阻力，阻止油气运移，减

缓油气漏失

动力，促进油气运移，富

有活力

阻力，阻止油气运移，减

缓油气漏失

水来源 沉积水、成岩水 大气水 沉积水、成岩水 沉积水、成岩水、大气水

地层流

体压力

压力类型 （异常）高压、正常压力 正常压力弱低压 正常压力

主控因素 泥岩压实作用
连通性好，地形差可能导

致弱低压
流体供排基本平衡

地 下

水 化

学 指

示 意

义

矿化度、Ｃｌ－ 浓

度

泥岩压实排水、粘土矿物

脱水淡化，形成相对低值

区，离心流方向上浓度增

大

大气水下渗作用淡化，形

成相对低值区，向心流方

向上浓度增大

越流过程中浓缩，形成高

值区，流动方向上浓度增

大

越流过程中浓缩，形成相

对高值区，流动方向上浓

度增大

盐化系数
相对低值区，离心流方向

上增大

相对低值区，向心流方向

上增大
高值区，流动方向上增大

相对高值区，流动方向上

增大

变质系数

脱硫系数
相对高值区 相对高值区 低值区 相对低值区

成藏

条件

主要油气藏类型
岩性油藏

断层油藏

水动力圈闭油气藏

岩性油气藏

背斜油气藏

断层油气藏

地层油气藏

岩性油气藏

油气富集程度 规模中等—小 规模小，油气漏失严重
规模大，有利于油气大量

富集

规模中等，油气藏部分遭

受破坏

保存

条件

破坏因素
异常高压，导致断层封闭

性减弱

缺乏侧向封堵

大气水下渗冲刷
无直接破坏因素

间断性大气水下渗

破坏作用

分级评价 中－较好 差－极差 好－很好 较好

油气

运聚

运移动力 弹性势能、浮力 浮力 弹性势能、浮力

油气聚集机理

离心流过程中由于岩性、

地层等圈闭使部分油气

聚集成藏

向心流过程中可能导致

油气藏部分破坏，可能形

成水动力圈闭

越流泄水过程中有利于油气大量聚集、成藏

水动力场的形成、演化是控制水化学场、地层压力场

形成、演化的关键因素，从而使得局部水动力单元的

分区界线与水化学场、地层压力场的分区界线一致

（Ｂｒｅｄｅｈｏｅｆ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４）。

５　地下水动力场、水化学场与油气成

藏保存关系

　　从水文地质角度分析，沉积体系中的烃源岩和

油气总是与地下水伴生，地下水是油气生成、运移、

聚集的动力和载体，油气成藏是地下水在地史进程

中循环活动的产物（汪蕴璞等，１９９５）。地下水动力

场、水化学场分布与油气成藏、保存关系密切。

５．１　地下水动力场与油气成藏保存关系

区域大地构造背景决定了沉积盆地的发展与演

化。含油气沉积盆地水动力场的形成、演化是沉积

盆地演化在孔隙流体中的综合反映，它直接受盆地

地貌、水文网、沉积环境、构造性质及它们演化史的

控制（楼章华等，１９９８）。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的

形成与演化也控制了油气的运移、聚集规律。在油

气运移过程中，所受的力包括水动力、浮力和毛细管

力（吴保祥等，２００８）。其中毛细管力是一种阻力，不

会促使油气运移。只有在克服了毛细管力和（成为

阻力时的）浮力或水动力后，油气才能运移，否则就

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李明诚，１９９４）。

从流体动力学的角度分析，油气可以在不同的

局部水动力环境中聚集（Ｔóｔｈ，１９７８）。油气的运

移、聚集与地下流体动力场的分布规律有密切联系。

油气的运移、聚集与离心流及其末端越流泄水区紧

密相关。离心流的强度、泄水区的位置、圈闭位置以

及岩性、岩相和构造在空间上的组合关系决定了油

气在离心流—越流泄水过程中的聚集位置。泥岩压

实排水离心流是沉积盆地油气运移的主要动力之

一。在泥岩压实排水离心流过程中，油气在弹性势

能、浮力的共同作用下，由于岩性、地层等圈闭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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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油气聚集成藏，油气聚集规模相对较小。在越流

泄水过程中，由于是主要的地下水泄水区域和流体

汇合区域，加上泥岩盖层的稳定水润湿性，有利于油

气的大量聚集，是大油气田形成的重要场所。在大

气水下渗向心流区，可能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形成

水动力圈闭和部分岩性、地层、断层等圈闭，但是，由

于大气水的下渗作用，可能导致油气藏破坏，油气保

存条件较差。因此，大气水下渗区通常油气藏规模

较小（表１）。

水动力是控制油气自源岩排出及在储层中发生

二次（乃至三次）运移和聚集成藏的关键因素之一

（王震亮等，２００２）。因此，古水动力场演化的旋回性

导致了油气运移、聚集的阶段性以及油气的阶梯

式—环带状分布规律。

５．２　地下水化学场与油气成藏保存条件的关系

在油气生成、运移、聚集、保存和散失过程中，地

下水与周围介质（包括围岩和油气）之间存在物质与

能量的交换过程，油田水化学成分反映了沉积、成岩

或成藏过程中流体—围岩作用的结果，并且蕴含了

许多与油气藏形成和保存相关的信息。地下水水文

地质地球化学性质与油气的运移、聚集和油气藏的

破坏、保存存在密切关系。根据水文地质与地球化

学性质评价油气保存条件（陈安定等，２００３；徐国盛

等，２００５），在研究和生产领域已经得到广泛的应用。

５．２．１　地下水化学场平面分区性与油气成藏保存

关系

　　水动力场和局部水动力单元类型基本控制了地

下水的成因和水化学场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楼章

华等，２００２，２００６ａ）。在盆地的凹陷内部，通常由于

泥岩压实排水淡化作用，降低了地下水的矿化度和

Ｋ＋＋Ｎａ＋、Ｃｌ－浓度，盐化系数小，变质系数和脱硫

系数大，部分油气聚集，形成岩性、地层油气藏，聚集

规模中等—小。在盆地边缘和盆地内的局部隆起

区，由于大气水下渗淡化作用，降低了地下水的矿化

度、Ｋ＋＋Ｎａ＋、Ｃｌ－浓度，盐化系数小，变质系数和脱

硫系数大，油气保存条件较差，漏失严重，通常被大

气水下渗淋滤氧化，部分破坏，油气藏规模较小。在

离心流和向心流的流动过程中地层水发生压滤—蒸

发浓缩作用，在越流泄水区形成地下水矿化度、Ｋ＋

＋Ｎａ＋、Ｃｌ－浓度和盐化系数相对高值区，地下水浓

缩、盐化、变质，在地下水越流—浓缩过程中，有利于

油气的大量聚集和大油气田的形成（楼章华等，

２００２，２００６ａ，２００８）（表１）。

５．２．２　地下水化学场垂直分带性与油气成藏保存

关系

　　在沉积盆地的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埋藏其中的

地下水发生了一系列的物理化学变化，影响水化学

性质的因素较多，并且随着埋深的增加，多数因素对

地下水化学性质的影响作用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导致地下水化学的垂直分带性（楼章华等，２００６ｂ）。

这种分带性与地下水动力、油气运移、聚集、保存存

在成因上的联系（楼章华等，２００６ｂ；马永生等，

２００６；朱蓉等，２００８）（表１）。可以充分利用油田地

下水化学的特点，包括油田地下水化学的垂直分带

性分析油气的成藏保存条件。对加深油气地质的

研究和指导油气勘探都具有重要意义。

大气水下渗淡化带：在重力作用下大气水下渗，

长期冲刷、氧化，交替作用强，成为活跃并开启的氧

化环境，油气封盖条件差，缺乏侧向封堵，油气漏失

严重。受大气水淋滤破坏，生物降解，不利于油气保

存。局部形成水动力和岩性油气藏。

泥岩压实排水淡化带：水动力处于离心流范围，

是油气运移的途径区域。一般发育高压，导致断层

封闭性减弱。油气保存条件中等，易形成岩性油藏、

断层油气藏，通常油气藏规模中等—小，分布在凹陷

内部或近凹带。

越流过程中压滤—蒸发浓缩带：在离心流往浅

部地层的穿越过程中发育越流泄水作用，地层压力

快速降低，地下水发生压滤—蒸发浓缩作用。在地

下水的越流过程中，油气不断聚集，有利于油气的大

量富集，一般无直接破坏因素，油气保存条件好，易

形成储量规模大的背斜油气藏、断层油气藏等。

深部渗滤浓缩带：在深埋作用下，地层压实作用

较为强烈，储层致密，离心流水动力较弱，甚至处于

滞流的水动力环境。油气富集度相对较低；断层封

闭性较差，油气可能继续运移。保存条件中等，通常

有利于规模中等—小的岩性油气藏和断层油气藏的

形成与保存。

６　结论

（１）水动力场和局部水动力单元类型基本控制

了地下水的成因和水化学场在空间上的分布规律，

以盆地边缘和盆地内隆起顶部为主的大气水下渗淡

化作用，凹陷中心的泥岩压实排水淡化作用。在离

心流和向心流的流动过程中，地下水浓缩、盐化，在

越流泄水区形成地下水矿化度的相对高值区。

（２）沉积盆地地下水动力场的形成与演化也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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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了油气的运移、聚集规律。泥岩压实排水离心流

是沉积盆地油气运移的主要动力之一。在泥岩压实

排水离心流过程中，由于岩性、地层等圈闭使部分油

气聚集成藏，油气聚集规模一般中等—小。在越流

泄水过程中，由于是主要的地下水泄水区域和流体

汇合区域，有利于油气的大量聚集，是大油气田形成

的重要场所。在向心流过程中，可能导致油气藏部

分破坏，另外也可能在特定的地质条件下形成水动

力圈闭和部分岩性、地层、断层等圈闭，但是，由于油

气保存条件较差，油气藏规模较小，通常被大气水下

渗淋滤，部分破坏。

（３）地下水化学的垂直分带性与地下水动力、油

气运移、聚集、保存存在成因上的紧密联系。大气水

下渗淡化带，通常封盖条件较差，不利于油气保存，

局部可能形成水动力和岩性油气藏；泥岩压实排水

淡化带，是油气运移的途径区域，油气藏规模通常为

中等—小，有利于形成岩性和断层油藏；越流过程中

压滤—蒸发浓缩带，有利于油气大量富集，形成背

斜、断层等大—中型油气藏；深部渗滤浓缩带，储层

相对致密，油气富集程度低，通常形成规模中等—小

的岩性油气藏和断层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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