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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旬邑职田地区延长组长8、长6油层组油气成藏条件分析,认为长7油层组烃源岩具有较

强的生烃能力;长8、长6油层组有效砂体储集条件较好;以长7油层组和长4+5油层组泥岩为盖层,

可以形成源下和源上2套近源的生储盖组合。该区 “上生下储”油气成藏模式是最有利的成藏模式;成

藏有利区位于该区中北部,长81 油层是最有利的勘探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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旬邑职田地区构造上位于鄂尔多斯盆地南部。该区三叠系延长组遭受抬升剥蚀严重,地层保存不

全,西南部长1~长3油层组普遍存在缺失。
近年来,该区油气勘探不断取得新的进展,部署实施了大量的探井。截止2014年底,职田地区已

完钻各类探井、资源井达110多口,试油有23口获得了工业油流,而油气显示和试获工业油流的井主

要位于长8、长6油层组,表明有较大的油气勘探潜力。

1 油气成藏条件

1.1 烃源岩条件

钻探证实和烃源岩评价认为职田地区长7油层组 “张家滩”油页岩为区内油气成藏的优质烃源岩。
长7油层组沉积时期,在湖侵、缺氧和有机质丰富的沉积背景下形成暗色泥岩、页岩、油页岩。纵向

上,油页岩有3套,底部一套分布最为稳定,厚度为0~30m;中间一套相对稳定,但在局部地区纯度变

差,厚度为0~25m;顶部一套最不稳定,厚度为0~13m,北部没有发育。平面上,长7油层组 “张家滩”
油页岩分布稳定,且具有 “北厚南薄”的特点,一般厚度在30~50m之间,最厚可达70m以上。

职田地区长7油层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高,在6口井约20个烃源岩样品中,总有机碳、氯仿沥青

“A”均有超过80%的样品达到好烃源岩标准,总烃含量、产烃潜量也有近70%的样品达到好烃源岩标

准 (图1)。长7油层组烃源岩显微组分以腐泥组和壳质组为主,腐泥组分体积分数为13%~58% (平
均31%),壳质组分体积分数为40%~81% (平均59%),镜质组分体积分数分布在1%~29% (平均

8.5%),具Ⅱ型有机质特征;探35井10个样品的镜质体反射率分布在0.67%~0.89% (平均

0.77%),达到成熟阶段。综合认为,该区长7油层组烃源岩具有较强生烃能力。

1.2 砂岩储层条件

职田地区延长组各油层组的砂体发育特征受沉积相控制,三角洲水下分流河道砂体是区内主要的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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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长7烃源岩有机质丰度分布直方图

  图2 职田地区延长组长8、长6油层组砂岩

孔隙度 渗透率关系图

体类型。长8和长6油层组主要砂体类型为三

角洲前缘亚相的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沉积砂

体。各油层组砂层较薄、延伸短、横向变化快,
常见砂体尖灭现象。

砂体储集条件受砂岩物性影响。从长8和

长6油层组的砂岩孔隙度 渗透率散点图上看

(图2),其孔隙度集中分布于5%~15%,渗透

率集中分布于0.10~10mD。各油层组砂岩孔

隙度与渗透率呈指数相关,砂岩总体为低孔、
特低孔 超低渗储层,但层内存在部分储集物性

较好的砂体。

1.3 生储盖组合类型

职田地区延长组具有2套较好的区域盖层。
长7油层组不仅是优质的烃源岩层,也是良好

的区域盖层;长4+5油层组沉积时期,沉积了

一套分布广泛稳定的碳质泥岩、泥岩、粉砂岩

等细粒沉积,平均厚度在40m以上,是另一套

良好的区域盖层。延长组砂体紧邻长7油层组

优质烃源岩,具有优先捕获油气的优势,形成了有利生储盖组合。

2 油气成藏模式

职田地区油气成藏主控因素为优质烃源岩、有效储层和成藏动力。油气运移成藏具有近源成藏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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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图3)。油藏类型以岩性油藏为主,以长7油层组烃源岩为源岩,长8和长6油层组砂岩为储层,
存在2种油气成藏模式:

1)“上生下储”型成藏模式 长7油层组烃源岩生成的油气通过纵向上的运移,向下在长8油层组

砂岩聚集成藏。成藏动力主要是长7油层组与长8油层组过剩压力差。长8油层组砂体规模相对较大,
储层物性较好,有利于油气长距离运移,长8油层组中的烃类较为丰富,该成藏模式的成藏条件最为优

越,是区内最有利的成藏模式。

2)“下生上储”型成藏模式 长7油层组烃源岩生成的油气通过纵向上的运移,向上在长6油层组

砂岩聚集成藏。成藏动力主要是长7油层组与长6油层组过剩压力差。上覆长6油层组砂体规模相对较

小,油气显示比较多,但获得工业油流的相对较少,该成藏模式是区内的次要成藏模式。

图3 职田地区探90-探125井油气成藏模式图

3 有利区带

根据旬邑探区职田地区延长组油气成藏条件的分析,结合区内主要勘探目的层长8、长6等油层组

的钻探情况及勘探成果,认为长81 油层是最有利的勘探层系。
长81 油层最有利区位于职田地区的中北部 (图4),该区烃源条件相对有利,距离油源较近,成藏

动力最强,分流河道砂体发育,其中沿着北东向的主河道砂体最为发育,以在探27井 探65井 探67
井 探10井区和探58井 探106井区最为有利,具有良好的勘探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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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职田地区长81 油层有利区预测图

4 结论

1)通过成藏条件分析认为长7油层组烃源岩有机质丰度高、母质类型好、演化程度较高,具有较

强的生烃能力;长8、长6油层组砂岩为有效的储集砂体;以长7和长4+5油层组泥岩为盖层。

2)职田地区具有近源成藏的特点,存在 “上生下储”和 “下生上储”2种油气成藏模式,而上生

下储油气成藏模式是该区最有利的成藏模式。

3)职田地区成藏有利区带位于中北部,该区烃源条件有利,分流河道砂体发育,长81 油层砂体距

优质烃源较近,是最有利的勘探层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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