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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igh quality seismic data indicated that Youyi Area in Qikou Depression was controlled by 
strike-slip regulation, thus a large folded fault-nose structure was formed. It matched well with 
the sand belt controlled by the provenance of Chengning Uplift on the south side and developed a 
compou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zone. It is especially important for a deepening regulation 
of fault sand on the control of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for the purposes of improving the suc-
cess rate of oil exploration and achieving the new development of old oilfie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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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结合高品质地震资料，提出了歧口凹陷友谊地区受友谊走滑调节带控制，形成了大型褶曲断鼻构造，与

南侧埕宁隆起物源控制的砂体带匹配良好，构成复式油气聚集带。深化调节带断裂砂体对油气成藏控制

作用分析尤为重要，可提高勘探成功率，实现老油区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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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友谊地区位于歧口凹陷南部，该区已经发现了明化镇组、馆陶组、东营组、沙河街组一段(Es1)和三

段(Es3) 5 套主要含油层系。其中，友谊油田主体区 Zh42 井断鼻以 Es1、Es3 为主要层系，上报探明地质储

量 443.9 × 104 t；构造外围区仅 Zh68 井断块上报探明地质储量 42.07 × 104 t，勘探鲜有突破。近年来，该

区开展了“宽方位、高密度”三维地震资料采集，新资料对构造、砂体的分析作用较大。为此，笔者对

友谊走滑调节带成因、特征及其对油气成藏的控制作用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2. 调节带 

2.1. 调节带成因演化分析 

埕北断坡区张北断层–友谊断层–埕西断层一线发育隐伏性质走滑调节带，海域部分呈断阶构造样

式，主要断裂呈东西走向，调节带西侧为斜坡构造样式，主要断裂呈北东走向，分割海域与陆地构造样

式，因此称为沿岸走滑调节带。据参考文献[1]：受右旋剪切应力场的影响，北东向基底隐伏走滑带发生

右旋走滑活动，与北西南东向伸展应力共同作用，形成沿岸走滑调节带，调节带东西两侧构造走向、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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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方向均发生转换。调节带浅部以挠曲褶皱、伸展裂陷小地堑或正断层组合为主，深部转为高角度的张

扭性断裂[2]。友谊地区位于埕北断坡沿岸走滑带中部地区，为友谊走滑调节带控制的古褶曲背景上形成

的大型断背斜，具备有利的成藏背景。 

2.2. 调节带断裂展布特征 

断裂既是油气运移的通道，又控制着局部构造圈闭，对油气成藏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3]。该区通过

精细构造解释，明确古近系主要断裂有 110 余条，走向主要分为北东向和东西向。友谊走滑断裂为近南

北走向，基底深部具有直立走滑特征，浅部消失于东营组盖层段，与中浅层褶曲背景伴生(图 1)。走滑断

裂切穿浅部地层，产生一系列派生断裂，与其形成“梳状”平面组合[4]。大量派生断层近东西走向，该

类断层对断鼻整体起分割作用，形成局部断鼻、断块圈闭，东西向断层按断裂性质可分为反向断层和顺

向断层，其中反向断层控制着大多数构造圈闭，油气分布与其平面展布耦合性好，表明断裂在油气成藏

中起着控制作用主要表现为断裂走向与砂体流向空间交切耦合控藏。 
 

 
Figure 1. The morphological diagram of fault profile in Youyi depression 
图 1. 友谊走滑断裂剖面形态图 

3. 调节带与沉积体系相匹配 

3.1. 沉积体系 

友谊地区紧邻南部埕宁隆起，该区受南部物源控制，发育辫状河三角洲前缘沉积体系[5]。以 Es1 中

砂组为例，友谊走滑断层以东到羊二庄断层根部，中砂岩体积分数高达 40%，向友谊走滑断裂以西及北

端逐步减薄。砂体带呈北西向展布，与近南北向友谊走滑断裂斜交。 

3.2. 调节带控制断裂砂体组合 

调节带通过控制古地貌来控制砂体的展布，宏观上友谊走滑调节带控制的近南北向水下低隆分割东

西两大古沟槽，为砂体发育提供可容纳空间[6]。如 Es1 中砂组，物源位于东南侧，东部沟槽带为近源厚

层砂体堆积发育区，靠近羊二庄断层根部的砂地比达 40%以上。古褶曲上同时也发育多个微沟槽，为北

西向砂体提供了输送、卸载空间[7]。 
友谊地区发育 2 类断裂砂体组合样式，东侧近物源堆积的厚层砂体–断层组合模式，该类断砂组合

普遍物性较差；西侧为“越岭型”砂体–断层组合模式。其中，西侧古褶曲微沟槽砂体卸载区，厚度大，

具有较强水动力条件，物性远好于东部近源堆积区，与局部断块圈闭匹配，易形成高产、高效油藏；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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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远离古褶曲区，位于沉积体系的前端，砂体逐渐减薄，纵向储盖组合条件变好，为砂泥互层，砂体横

向变化较快。 

4. 调节带控制烃源岩分布 

友谊地区北侧、西侧为歧南次凹生油凹陷所围绕，具有双向油源特征，主力烃源岩层系为 Es3、Es1，

有机质含量高(总有机碳质量分数均大于 1.0%)，母质类型好(I-II1 型为主)，具有较好的生油潜力[8]。歧南

次凹 Es3、Es1 有效生烃边界位于 Zh42 井断鼻–赵北断层附近，与主力生烃层 Es3 古地貌图匹配。调节带

西侧 Es3 厚度大，有效烃源岩面积分布广，调节带西部具备自生自储能力，同时该区还发育 3 种主要的

油气疏导面(断面、地层不整合面、砂体连通面)；而东侧 Es3 沉积厚度小，烃源岩分布范围小，生烃条件

较西侧差，油气运移主要依靠大断裂侧向运移为主。 

5. 调节带控制油藏分布 

受调节带控制的 2 类断裂–砂体组合模式对应发育 2 类油气成藏区。第 1 类主要位于辫状河三角洲

前缘主水道区，该区砂体发育，砂组厚度大，物性较好，横向变化小，因此油气成藏对断裂的侧向封堵

条件要求高[9]。友谊走滑调节断层具备较好的封堵条件，其上升盘整体被东西向断层分割为复杂化的断

鼻断块，该断鼻断块群具备整体含油潜力。第 2 类位于辫状河三角洲前缘地区，砂体厚度小、横向变化

大，油气成藏受构造圈闭、岩性变化等因素控制，广泛发育于友谊断鼻的围斜及凹槽区，呈北西向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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