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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ang8 Reservoir in Yanchang Formation of Wuqi Area was an important stratum for exploration 
in Ordos Basin.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icker sand body, good lateral connection, fine granulari-
ty of sandstone, high content of packing material, strong cementation and poor physical property. 
The analysis of oil source, reservoir and caprock indicates that there exists rich oil source condi-
tion. Under the low permeability condition, a good reservoir with relatively high permeability and 
porosity is developed, by which position is provided for oil accumulation with good source, reser-
voir and caprock relation; it provides oil geological cond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of large-scale 
lithological reservo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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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吴起地区三叠系长8油层组是鄂尔多斯盆地勘探的重要层位，该油层组具有砂体厚度较大，横向连片性

好，但砂岩粒度细、填隙物含量较高、胶结作用强、储层物性差的地质特征。通过对生、储、盖特征的

研究表明，区内长7油层组烃源岩较为发育，具有丰富的油源条件；在低渗透背景下局部发育相对高孔、

高渗的优质储层，能够为石油聚集提供场所；生、储、盖组合配置关系良好，具备发育大规模岩性油藏

的石油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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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鄂尔多斯盆地吴起地区已探明的油藏主要集中于三叠系延长组上部长 6 油层组及侏罗系，下部层系

勘探程度相对较低。近几年，该区长 8 油层组的勘探已取得了重大的发现和进展，展现出较大资源潜力。

在系统分析长 8 油层组储层特征的基础上，开展成藏地质条件分析，总结成藏模式，为勘探部署提供地

质依据。 

2. 地质背景 

2.1. 层序地层划分 

吴起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地质构造单元，整体构造简单，主要发育平缓的西倾单斜构造，

地层平缓(倾角不足 1˚) [1] [2]。按照层序地层学方法，延长组可划分为 1 个二级层序和 5 个三级层序(图
1)，长 8 油层组整体处于二级层序首次洪泛面(长 91油层顶部)和最大洪泛面(长 73油层下部)之间，为水进

体系域。跨越 2 个三级层序(SQ2、SQ3)，长 82油层位于三级层序 SQ2 的顶部，为水退体系域；长 81油

层位于 SQ3 的底部，为水进体系域，长 81油层和长 82油层之间存在体系域转换面(SB3)。 

2.2. 物源及沉积环境 

通过物源分析，结合周缘老山对比认为，吴起地区重矿以石榴子石和榍石为主，轻矿以基性斜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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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The sequence stratigraphy of Yanchang forma-
tion in Wuqi Area 
图 1. 吴起地区延长组层序地层划分 

 
为主，属于盆地东北沉积体系，沉积物主要来源于盆地北部阴山以结晶片岩和岩浆岩为主的母岩区，为

远源沉积。 
根据岩心观察，单井相、联井相分析，结合物源分区、沉积体系展布特征，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为

曲流河三角洲沉积体系，长 81油层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和三角洲平原亚相，砂体类型主要为水下分流河

道和分流河道砂体，厚度较大，一般 12~25 m，局部砂厚达 30 m，且横向连续性较好，分布稳定；长 82油

层砂体厚度薄，一般 8~16 m，以河口坝砂体为主。受沉积微相的影响，长 81油层砂体规模大于长 82油层。 

3. 成藏地质条件 

油气聚集成藏的过程，就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油气从生烃层系到储集层集中的过程，主要取决

于是否具有良好的生、储、盖配置，是否具有良好的运移通道和圈闭保存条件[3]。分析认为，吴起地区

长 8 油层组具备规模成藏的石油地质条件。 

3.1. 油源条件 

鄂尔多斯盆地吴起地区发育长 9 油层组和长 7 油层组 2 套深湖泥岩[4] [5]，其中长 73油层泥岩厚度

较大，整体介于 16~30 m，平均 25 m 左右；长 9 油层组泥岩厚度相对较薄，主要分布在 6~12 m 之间，

平均厚度约 9 m (图 2)。前人对该区延长组下组合(长 8~长 10 油层组)原油与长 7、长 9 油层组烃源岩生物

标志化合物特征进行对比分析[6] [7]表明：长 8 油层组原油具有高 C30藿烷、低重排藿烷和重排甾烷的特

征，与长 7 油层组烃源岩相似；而长 9 油层组烃源岩则表现为高重排藿烷和重排甾烷、低 C30 藿烷的特

征。长 7 油层组烃源岩是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油藏的主力油源岩，其生烃能力强，体积膨胀率远大于烃

源岩的孔隙度(烃源岩实测孔隙度 0.5%~0.8%，体积可以膨胀至 108.0%~118.7%)，生烃膨胀产生的超压大，

过剩压力可达 20 MPa 以上，是石油运移和充注的主要动力[8]。吴起地区具有良好的油源条件，能够为

长 8 油层组提供丰富的油源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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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The source rock thickness of Chang7, Chang9 in Ordos basin 
图 2. 鄂尔多斯盆地长 7、长 9 油层组烃源岩厚度等值线图 

3.2. 储层特征及储集性能 

根据铸体薄片和扫描电镜观察、统计、分析，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碎屑成分中长石含量较高，

主要岩石类型为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砂岩。岩石粒径以细粒为主，含少量的中砂，细砂及以下占到了 94%
以上，粒度较细，且长 82 油层较长 81 油层岩石粒度偏细。吴起地区长 81 油层储层填隙物以铁方解石、

水云母、绿泥石及硅质为主(表 1)，主要为胶结物及自身黏土矿物，体积分数一般介于 5%~27%之间，平

均 13.7%；长 82油层铁方解石体积分数较高(6.3%)，平均填隙物体积分数 15.9%。 
根据砂岩铸体薄片及扫描电镜等资料，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的孔隙类型主要以粒间孔和长石蚀

孔为主，局部发育少量的晶间孔和微裂隙。面孔率较低，长 81油层平均面孔率 2.68%，长 82油层平均面

孔率仅为 1.86% (表 2)。 
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本身粒度细、填隙物中铁方解石含量较高，在成岩阶段遭受了严重的机械

压实、碳酸盐胶结和黏土矿物胶结等破坏性成岩作用，储层物性进一步变差。统计表明：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孔隙度集中分布于 6%~12%，渗透率集中分布于 0.1~0.3 mD。长 81油层平均孔隙度为 10.5%，

平均渗透率为 0.29 mD；长 82油层平均孔隙度为 10.3%，平均渗透率为 0.24 mD，整体物性较差，属典型

的低孔、低渗储层。 
研究区长 8 油层组储层致密，但在沉积和差异成岩作用控制下，局部发育相对高孔、高渗储层。高

压压汞资料表明，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排驱压力较高，平均达 1.55 MPa，但排驱压力小于 1.0 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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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The filling mineral composition of Chang8 in Wuqi Area 
表 1. 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填隙物成分统计表 

层位 
填隙物体积分数/% 

样品数/个 
高岭石 水云母 绿泥石 铁方解石 浊沸石 硅质 其它 合计 

长 81油层 0.1 3.6 2.7 3.6 0.5 1.5 1.7 13.7 131 

长 82油层 0.7 2.4 4.3 6.3 0.2 1.4 0.8 15.9 84 

 
Table 2. The pore structure of Chang8 in Wuqi Area 
表 2. 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孔隙结构统计表 

层位 
孔隙所占体积分数/% 

面孔率/% 样品数/个 
粒间孔 长石溶孔 岩屑溶孔 晶间孔 微裂隙 

长 81油层 1.40 1.02 0.11 0.07 0.08 2.68 107 

长 82油层 0.66 1.01 0.08 0.02 0.05 1.86 78 

 
的样品占到了 42%以上，也进一步说明了在低渗透背景上，局部发育的相对高孔、高渗优质储层，能够

为石油聚集提供场所。 

3.3. 遮挡及保存条件 

区内长 8 油层组构造平缓，储层致密，构造对油气聚集控制作用不明显，为典型的岩性油藏。顺物

源方向，随着远离物源区沉积物粒度变细，泥质含量增加，砂体尖灭形成区域性遮挡带；河道主砂带两

侧的分流间洼地、分流间湾泥质沉积，形成侧向遮挡；而纵向上，上部的长 7 油层组泥岩构成了良好的

盖层，最终形成了良好的圈闭条件。 

3.4. 油藏分布规律 

依据储层基本特征、物性特征、油源条件及生储配置关系等的分析，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具有大规

模成藏的地质条件。结合勘探实践，其油藏富集具有以下主要特征：长 8 油层组油藏受构造作用不明显，

为无边底水的岩性油藏；油藏分布范围受烃源岩控制，主要分布在周家湾-五里湾-志丹以南区域；油气富

集程度主要受储层物性影响，长 81油层油藏在水下分流河道砂体中大面积连片发育，长 82油层油藏分布

较为分散，连片性较差(图 3)。 

4. 成藏模式 

总结研究区生、储、盖特征及配置条件，认为鄂尔多斯盆地在早白垩世晚期油气大量成熟，油气在

生烃膨胀产生的巨大超压作用下，通过长 7 油层组底部、长 8 油层组的天然裂缝和渗透性砂岩等运移通

道，在平面上以多点式向下大规模的运移[9] [10]，在长 8 油层组相对高孔、高渗优质储层中充注、聚集，

形成大规模的岩性油藏(图 4)。 

5. 结语 

鄂尔多斯盆地吴起地区长 8 油层组储层粒度细、填隙物含量高、胶结作用强、储层物性差，是典型

的低渗透储层，但该区具备丰富的油源条件，低渗透背景下局部发育相对高孔、高渗的优质储层，具有

良好的生、储、盖配置，具备发育大规模岩性油藏的石油地质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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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The oil area and permeability of Chang81 (a), Chang82 (b) in Wuqi Area 
图 3. 吴起地区长 81 (a)、长 82 (b)油层含油面积与渗透率叠合图 

 

 
Figure 4. Accumulation model of Chang8 - 9 in Wuqi Area 
图 4. 吴起地区长 8~长 9 油层组油藏成藏模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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