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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东营凹陷沙二段是认识程度较低的层系，具有较大勘探潜力。通过对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成藏条件

进行统计分析和典型油藏解剖，明确了沙二段构造油藏成藏规律：沙二段构造油藏来自沙三下亚段和沙

四上亚段烃源岩，具有单一油源或多源混合成藏得特点，既有沙三下亚段、沙四上亚段烃源岩产生油气

的混合，也有不同洼陷来源的油气混合；输导体系由油源断层和骨架砂体组成，具有三种油气输导方式，

即油源断层垂向输导，断层砂体侧向输导，断层砂体阶梯性输导，以油源断层垂向输导为主；断层和三

角洲平原–前缘和滩坝砂体匹配控制了构造圈闭的形成。该成果对济阳坳陷沙二段构造油藏勘探有一定

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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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econ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Dongying Depression is a low level of understanding 
and has great exploration potential.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reservoir formation condi-
tions and typical reservoir anatomy of structure reservoirs, the reservoir formation law of the 
secon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s determined: The structure reservoirs of the secon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from the source rocks of the lower part of the thi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and the upper part of the fourth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have features 
of single oil source or multi-source mixing from Es3L source rock and Es4u source rock or different 
sags; The transport system is composed of oil source fault and skeleton sand body. It has many 
kinds of oil and gas transport modes that are oil source fault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fault-sand 
body lateral transportation, fault-sand body ladder transportation, mainly oil source fault vertical 
transportation; Fault and delta plain-front and beach bar sand body matching control the forma-
tion of structure traps. The results have certain reference for structure reservoir exploration in 
Jiyang dep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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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断陷盆地油气成藏规律研究，一直是石油地质学界研究的热点[1] [2] [3]。沙二段是东营凹陷高钻遇

低认识的重要层系。东营凹陷 1972 年第一次上报沙二段探明石油储量，截至 2020 年底，共上报探明石

油地质储量 8.4 亿吨，涵盖了胜坨、东辛等 21 个油田。其中，1986 年和 1994 年上报的储量过亿，分别

5.5 亿和 1.5 亿，占总上报探明储量的 65%和 18%，展现了较大勘探潜力。传统认为沙二段发育大规模的

三角洲沉积和河道砂体，储层特别发育且埋深相对较浅，储层物性相对较好，一旦发现油气藏产能较高，

一般不需要措施，是相对高效的勘探层系。在当前以效益为中心的勘探阶段，沙二段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目前，东营凹陷沙二段文献较少，主要集中在层序界面识别、沉积相研究、储层精细描述、油气富集规

律、油气运移模式等方面[4]-[9]。因此，东营凹陷沙二段研究程度较低，制约了沙二段油气的勘探。本文

通过对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各储量块成藏条件进行统计分析和过沙二段油气显示井、油流井典型油

藏剖面进行解剖，总结沙二段构造油藏成藏规律，以期对相同类型盆地、相同层系油藏勘探提供借鉴。 

2. 区域地质背景 

东营凹陷位于济阳坳陷南部，是一个北断南超、北陡南缓的开阔箕状凹陷，北部受陈南断层控制，

埋藏深，而南部地区第三系逐渐向鲁西隆起超覆，地层较薄(图 1)。北以陈家庄凸起为界，南为鲁西隆起，

东为青坨子凸起，西为滨县、青城凸起，总面积约 5700 Km2。在凹陷内发育利津、牛庄、博兴和民丰 4
个次级洼陷[10] [11] [12]。东营凹陷主要二级断层包括：胜北断裂带、滨南–利津断裂带、高青–平南断

裂带、中央断裂带、八面河断裂带、陈官庄–王家岗断裂带、石村断裂、博兴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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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Fault system of Es2 in Dongying depression 
图 1. 东营凹陷沙二段断裂体系 

3. 油藏特征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是位于压力封存箱之外远离烃源岩的常压油藏，主要发育断块油藏和背斜

油藏。从目前发现的储量来看，北部陡坡带占 60%，中央背斜带占 33%，南部缓坡带占 7%。从油藏的

分布层位来看，东营沙二下、沙二上均有分布，其中以沙二下亚段构造油藏分布最多。 

4. 成藏规律 

4.1. 单一油源或多源混合成藏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来自沙三下亚段烃源岩、沙四上亚段烃源岩或者沙三下亚段烃源岩和沙

四上亚段烃源岩混合的油气[13] [14] [15]。沙二段混合型油藏具有多油源混合成藏的特点，即有同一洼

陷来自沙三下亚段和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的油气混合，也有来自不同洼陷的油气混合。东营凹陷北部胜

北断裂带沙二段油藏，位于胜利村背斜的沙二段原油来自利津洼陷沙四段烃源岩，具有高 γ-蜡烷、低

C27 重排甾烷、低 4-甲基甾烷的特征。位于坨庄背斜的沙二段原油来自利津洼陷沙三下亚段烃源岩，

具有低 γ-蜡烷、高 C27 重排甾烷、高 4-甲基甾烷的特征。而位于坨庄和胜利村两个背斜的沙二段鞍部

的原油特征介于上述两类原油之间，具有混源特征。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带沙二段油藏既有利津洼陷沙

三下亚段和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的油气，又有牛庄洼陷三下亚段和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的油气。南部乐安

油田沙二段油藏既有牛庄洼陷三下亚段和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的油气，也有博兴洼陷三下亚段和沙四上

亚段烃源岩的油气。 

4.2. 多种油气输导方式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的输导体系由油源断层和骨架砂体组成。油源断层沟通了烃源岩，在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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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时，将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垂向运移至沙二段地层。如陡坡滨南—胜北断裂带、缓坡王家岗—陈官庄

断裂带、凹陷中部的中央断裂带以及高青断层等。这些断层是直接与烃源岩连接的主力通道。沙河街组

三段至二段沉积时期，东营凹陷发育了的多期三角洲沉积，这些三角洲砂体也是东营凹陷油气大规模横

向运移的主要输导层。多期砂体叠置与断层配合形成了东营凹陷立体的输导格架。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输导体系包括三种输导油气方式：油源断层垂向输导，断层砂体侧向输导，

断层砂体阶梯性输导，以油源断层垂向输导为主(图 2)。在洼陷带以油源断层垂向输导油气为主，断层砂

体侧向运移为辅。如胜北断裂带的坨 94 断层和南北向断层分别沟通了沙三段和沙四段烃源岩，为沙二段

的油源断层，对沙二段油气的垂向运移具有重要作用。在斜坡带和中央隆起带，输导体系主要由断层和

砂体构成，二者呈“阶梯状”运移油气，构成“阶梯状”输导体系。 
 

 
Figure 2. South-north reservoir profile of well Cao25-well Chen15 in Dongying depression 
图 2. 东营凹陷草 25-陈 15 井南北向油藏剖面图 

4.3. 断层、有利相带匹配控制了圈闭形成 

断层、三角洲平原–前缘和滩坝砂体匹配控制了构造圈闭的形成。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大都分布在二、三级油源断层附近。东营凹陷断裂系统发育，二、三级油

源断层沟通了油源和沙二段构造圈闭，将沙三下、沙四上亚段烃源岩生成的油气运移到沙二段圈闭中形

成构造油藏。 
沉积相是沉积环境及在该环境下形成的沉积物或沉积岩特征的综合[16]。沉积相带控制了砂体分布，

进而控制了油藏分布。通过大量的岩心观察以及测井、地震等相标志的详细研究，综合考虑东营凹陷构

造背景、物源供给、气候等多种地质背景，根据地震相、岩心观察和测井相分析，确定东营凹陷沙二段

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浅水辫状河三角洲、扇三角洲、滨浅湖 4 种沉积相类型(图 3、图 4)。东营凹陷

沙二上亚段发育三角洲及辫状河三角洲，其中南坡东段发育浅水三角洲；沙二下亚段多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青城凸起、青坨子凸起、滨县凸起均发育扇三角洲。 
根据油气显示和储量分布情况，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主要分布于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砂

体、辫状河三角洲平原-前缘分流河道砂体、浅水三角洲平原-前缘分流河道砂体和滩坝砂体。受控于三角

洲展布面积，沙二下亚段油层及含油层分布情况明显优于沙二上亚段。 
对构造圈闭来说，断层的封堵能力是成藏的首要因素，断层的断距与地层中的砂地比的合理匹配是

决定断层封堵性的条件。通过油层与断层断距的变化关系发现，油层厚度与断层断距具有正相关性。砂

地比 30%~50%的区域有利于储存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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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3. Sedimentary system of Es2U in Dongying depression 
图 3. 东营凹陷沙二上亚段沉积体系图 

 

 
Figure 4. Sedimentary system of Es2L in Dongying depression 
图 4. 东营凹陷沙二下亚段沉积体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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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与前人研究相比，通过对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成藏条件进行统计和典型油藏解剖，明确了东营

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的分布和成藏规律。主要结论如下： 
1)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主要分布在北部陡坡带和中央背斜带。 
2) 东营凹陷沙二段构造油藏成藏规律： 
① 单一或多源混合成藏。 
② 三种输导油气方式：油源断层垂向输导，断层砂体侧向输导，断层砂体阶梯性输导。 
③ 断层、有利相带匹配控制了圈闭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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