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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Xinchang Gas Field was situated in the NEE large uplift belt of the Western Sichuan Depression. 
The 5th member of Xujiahe Formation (T3x5) belonged to a delta front and shallow lake facies de-
posit, where mudstone was developed; it was one of the main hydrocarbon source rocks in the 
study area. In recent years, a great breakthrough has been obtained in the exploration in T3x5, and 
it became a new production zone in Xinchang Gas Field. Because of the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sand in mud”, the natural gas accumulation condition was more complex. The main control fac-
tors for the gas accumulation were analyzed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al characters, reservoir 
prediction, the seismic prediction of fractures, and so on. The result of integrated analysis indi-
cates that the accumulation of T3x5 is controlled by multiple 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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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场气田地处四川盆地川西坳陷中段北东东向大型隆起带上，上三叠统须家河组五段(T3x5)属三角洲前

缘–滨浅湖亚相沉积，泥岩发育，为研究区主要烃源岩之一。近年的勘探中，T3x5取得了重大突破，亦

成为新场气田的新产层。由于T3x5呈现“泥包砂”的地层结构特征，其天然气成藏条件显得较为复杂。

从构造特征、储层预测、裂缝地震预测等方面对气藏的主控因素进行了评价，综合分析认为T3x5成藏受

多种因素共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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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上三叠统须家河组(T3x)是新场气田主要含气层系之一[1]，在前期勘探和开发实践中，须家河组二段

(T3x2)和四段(T3x4)是主要产气层段[2] [3]，而一段(T3x1)、三段(T3x3)、五段(T3x5)则为主要的烃源岩层[4] [5]。
但随着新页 HF-2 井、川孝 96 井以及川罗 562 井在 T3x5 获得产气量的突破，预示着 T3x5 具有勘探自生自

储型天然气的前景。 
川西坳陷 T3x5 厚度大，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滨浅湖亚相沉积的泥页岩夹砂岩[6]，在以往的研究中

常将其作为主力烃源岩来评价[7]。虽在勘探上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由于 T3x5 的产层复杂，泥页岩与砂

岩频繁互层，纵、横向变化快，组合方式多样化，导致其最有利的产层组合尚未确定。新场气田 T3x5的

产气层均大量出水，而复杂的产层组合预示着其评价方法及预测模式的建立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多解

性。笔者力求从构造特征、储层分布、裂缝发育状况等方面探讨 T3x5 天然气成藏主控因素。 

2. 地层特征 

新场气田 T3x5 沉积厚度大(260~750 m，平均 480 m)，总体上表现为泥包砂特征，可划分为上、中、

下 3 个亚段，平均泥地比 69%，主要发育三角洲前缘以及滨浅湖亚相沉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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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x5 砂岩储层主要呈透镜状分布，厚度变化较大，最大可达 25 m，最薄仅为 1 m，平均 5~9 m。前

人将 T3x5 纵向上砂泥岩组合划分为 3 种类型(图 1)：①富含泥型，该层段泥、页岩相对较纯，夹少量厚度

小于 1 m 的薄层砂岩，主要发育于 T3x5 上亚段；②薄互层型，砂岩与泥页岩呈 1~5 m 等厚或不等厚互层，

主要发育于 T3x5 中亚段；③富含砂型，该层段砂岩厚度相对较大，累计厚度普遍大于 15 m，单层最大厚

度大于 5 m，主要发育于 T3x5 下亚段。上述砂泥岩组合类型中，富含砂型为主要的产气层段。 

3. 构造特征 

新场气田 T3x5 构造形态总体呈现为西高东低的特点，西部发育北东东向的鼻翼状构造，高点向西延

伸出研究区。鼻翼状构造南翼倾角较大，构造轴呈现东西向展布，表现为南陡北缓，反映存在近南北向

的应力场。 
区内断裂不发育，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东部。断裂走向主要有 2 个方向，少数小断裂呈近东西向展

布，多数规模较大的断裂为北北东走向[8]，且均为逆断裂。主要断裂的走向与构造等值线近似垂直，易

形成断块圈闭[9]，在东部断裂主要发育区，形成了 2 个规模较大的断块圈闭。 
从 T3x5 下亚段顶面构造图(图 2)来看，产气井主要分布于主体构造上，说明构造对 T3x5 天然气有控

制作用。但主体构造上也分布着许多非产气井，则说明 T3x5 天然气藏并不完全属于构造控藏，构造只是

天然气成藏的主控因素之一。 

4. 储层特征 

新场气田 T3x5 砂岩储层以中–细砂岩为主，主要岩石类型包括岩屑砂岩、长石岩屑石英砂岩以及钙

屑砂岩等，物性较差，孔隙度一般小于 10%，渗透率一般小于 1 mD，属典型的低孔、低渗储层。储集空

间以粒间溶孔和微裂缝为主，具少量的粒内溶孔、石英压溶孔和残余粒间孔[10] [11]。 
砂岩储层主要发育在研究区的北部地区(图 3)，砂地比达到 50%，大部分出气井分布于该区域，故砂

岩储层的发育与含气性有一定的关联。但新场气田 T3x5 砂岩主要呈透镜状展布(图 4)，缺乏一定的连续性，

故亦只能作为区内天然气藏主控因素之一。 
 

 
Figure 1. Combined diagram of sandstone and mudstone of T3x5 in Xinchang Gas Field 
图 1. 新场气田 T3x5 砂泥岩组合模式图 



苑坤 等 
 

 
26 

 
Figure 2. Top surface structural map of T3x5 lower sub section of Xinchang Gas Field 
图 2. 新场气田 T3x5 下亚段顶面构造图 

 

 
Figure 3. Plane distribution map of sandstone and formation ratio in Xinchang Gas Field 
图 3. 新场气田砂地比平面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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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T3X5-I、T3X5-II、T3X5-III 分别为 T3X5的 I、II、III 小层 

Figure 4. Section of T3x5 well XC29~well XC203~well X882~well CX565  
图 4. 过新场 29 井~新场 203 井~新场 882 井~川孝 565 井 T3x5 气藏剖面图 

5. 裂缝发育特征 

新场气田 T3x5 裂缝主要发育于 2 个区域：一个位于主体构造南翼，发育高角度构造裂缝；另一个位

于研究区东部鼻状构造的倾没端，发育低角度的层间裂缝(图 5)。裂缝发育区内分布有大量钻井，但大部

分为出水井，仅有新场 29 井和新 3 井为产气井，而在裂缝中等发育的构造主体西区却有新场 32 井、新

场 26 井等大量产气井。分析认为，T3x5 泥岩含量较高，构造成岩过程中，有大量地层水生成，在该背景

下，裂缝发育虽能在一定程度上改造 T3x5 储层，但过于发育，则会导致储层大量含水，造成含气饱和度

不高。因此，对于自生自储的 T3x5 气藏，裂缝的存在能改善储层物性，但若裂缝过于发育，则会降低储

层的含气饱和度，故中等裂缝发育区有利于天然气藏的形成。 

6. 成藏主控因素 

T3x5 为三角洲前缘亚相沉积，以暗色泥、页岩、碳质页岩夹煤层和煤线为主，泥岩有机碳质量分数

为 0.5%~4.82%，有机质类型为Ⅲ型，为研究区主要气源层之一。从油气成藏体系上来看，新场气田 T3x5

具备自生、自储、自盖的成藏条件。综合分析产气井的分布状况表明，区内成藏主控因素较为复杂。 
从构造上看，构造主体高部位分布有大量的产气井(新场 32 井、新场 26 井、新 209 井、新 3 井等)，

亦有部分非产气井(新场 13 井、川孝 94 井、新场 25 井等)，而在构造倾没端虽多为非产气井，但也存在

新场 207 井、新场 23 井等工业产气井，由此说明构造只是 T3x5 气藏有利控制因素之一。 
从储层分布来看，构造主体部位及其北翼砂体相对较为发育，但物性较差，呈透镜状分布，相互间

缺乏连通性。根据已钻井出气情况，砂体的分布与产气井的位置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如新场 23 井、新场

207 井的产气均受砂体展布所控制，反映出砂体分布亦是成藏主控因素之一。 
另外，裂缝发育区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含气有利区的展布。地层的裂缝发育，其储集性能会增大。

新场气田构造主体部位裂缝发育程度中等，对砂岩物性有一定程度的改善，沟通了部分透镜砂体；另一

方面，若裂缝过于发育，则会导致储层大量进水，从而达不到工业产能而成为水井。 
综合来看，新场气田 T3x5 气藏为原生气藏，构造、储集砂体以及裂缝发育程度均对成藏有控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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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acture and gas production area 
图 5. 裂缝发育区与含气性关系图 
 

7. 结论 

1) 新场气田 T3x5 以泥岩沉积为主，其下段夹砂岩，具备自生、自储、自盖的成藏组合条件。 
2) 新场气田 T3x5 砂岩较为致密，物性差，属致密砂岩气藏，受裂缝的改造作用，天然气产能变化较

大。 
3) T3x5 气藏成藏主控因素较为复杂，非单一因素控藏，而是构造、储层和裂缝联合作用控制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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