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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烃源岩和油气藏的空间组合关系是油气成藏规律研究的关键
,

理清这种关系及其主要控制因素对于剩余

油气藏勘探和预测具有重要意义
。

以中国东部具有 39 年开发历史 的老油 田
-

一胜沱油 田为例
,

以精细油源对比为基

础
,

通过对其成烃与成藏组合关系的研究
,

提出了高勘探程度地区寻找隐蔽油气藏 的一种新思路
。

油源对比表明
,

Es
3

下

和 E s ;

上优质烃源 岩是胜蛇油 田的主力烃源岩
,

其中蛇二 一沱三区 主要源 自Es
;

上亚段
,

蛇一 区主要源 自Es
。

下亚段
。

油藏水化学和断裂发育特征分析表明
,

胜北大断层沟通了储集层和主力油源层
,

是油气运移的主要垂 向输 导体系
。

从油

气的运聚过程
、

成烃与成藏组合关系以及资源潜力分析
,

区 内已 经发现的油藏 以它源型为主
,

据此推断在古近系较深部

位应存在 自源型油藏
,

而在陡坡带包括潜山中应存在它源型油藏
,

并且具有相 当的规模

关键词 东营凹陷 优质源岩 油源断层 自源型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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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
,

济阳坳 陷乃至中国东部大多数含油气盆地

勘探程度都已较高
,

油气勘探的对象已逐步 由构造油

气藏转向隐蔽油气藏
。

盆地还有多大的资源潜力 ? 进

一步的勘探方向将如何选择 ? 这些都是勘探程度高级

阶段中国东部油田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

以往指导油气

勘探的理论
,

如背斜理论
、

复式油气聚集理论等在隐蔽

油气藏的勘探中都遇到了新的挑战
。

因此
,

探索在勘探

程度高的地区继续寻找隐蔽油气藏的技术方法
,

是中

国东部油气勘探面临的主要问题
。

笔者认为
,

无论油气藏勘探处于什么阶段
,

油气藏

类型有如何复杂
,

烃源岩和油气藏的时空组合关系是

油气成藏规律研究的关键
,

理清烃源岩和油气藏的关

系并研究其与哪些地质因素相关
,

对于准确地预测剩

余油气藏的分布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

本文以济阳坳

陷最大的老油 田—
胜佗油田为例

,

把有效烃源岩和

油气藏的时空组合关系作为研究的技术关键
,

通过油

源对比等分析
,

寻找成烃与成藏过程之间的成因联系
,

并预测剩余油气资源的勘探方向
。

2 区域地质背景

胜沱油田位于山东省东营市垦利县
,

构造位置处

收稿 日期
: 2 0 0 3一 1 0 一 2 0

于东营凹 陷北部
,

沱庄一胜利村一永安镇断裂构造带

西段 (图 1 )
。

油 田北隔胜佗二台阶与陈家庄凸起相邻
,

南与中央隆起带的东辛油田相连
,

东邻民丰洼陷
,

西南

与利津洼陷相连
。

胜蛇油田以胜北断层下降盘发育的

胜利村和蛇庄两个背斜为背景而形成
,

两背斜以鞍部

相连
,

整体含油
。

其中佗庄背斜的形成与胜北断层下降

盘的逆牵引和塑性层 的流动有关
,

而胜利村背斜 的形

成除与上述两种因素有关外
,

还与其下部存在基岩隆

起以及后期的沉积差异压实作用
〔,

,

2〕 。

习惯上把胜利村

背斜又分为沱二区和佗三 区
,

而佗庄背斜又称为沱一

区
。

, 二二万一〕
!

人 一少么仪

民 1三犷封钓、

l坛城
, ’l起

图 1 胜蛇油 田地质概况

F i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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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佗油 田是胜利探区迄今发现的最 大油 田
。

从

1 9 6 4 年在沱庄构造的蛇 1 井和胜利村构造 的佗 7 井

获得高产油流发现胜沱油田以来
,

到 目前为止
,

已探明

石油地质储量 4
.

9 火 1护 t 。

由于紧临多个生油洼陷
,

油

源充足
。

到 目前为止
,

从 E s 、
一 N m 的所有 7 个层位

(N m
、

N g
、

E 己
、

E s : 、

E s Z 、

E s : 、

E s 4
)都已证实含油

。

主力含

油层系 Es
3

上一Es
:

下
,

为一套河流三角洲沉积
,

由于

物源由东 向西推进
,

形成具有三角洲平原
、

三角洲前

缘
、

前三角洲亚相的一套完整系列
。

胜沱油 田原油物理性质变化较大
,

如地面原油密

度 为 0
.

8 6 一 0
.

9 7 9 / em
3 ,

地 表 原 油 粘 度 为 1 0 一

6 00 0 m Pa
· S 。

纵向上看
,

从 Es
。

至 N g 原油性质有两

个变化过程
,

即存在从 E 、1

至 Es
,

和 Es
l
一 N g 两个 由

轻到重的体系
。

具体来说
,

Es
。中 以下原油密度较轻

,

粘

度小 (地面密度 0
.

8 7 9 / e m
3

左右
,

粘度 2 0 一 3 0 m P a ·

S )
,

Es
3 上 和 E s :

比重大
、

粘度高且变化较大
,

其 中以中

部的两个砂层组油质最重
,

E s l

原油性质轻于 Es
: ,

到

E d 原油性质又逐渐变差
,

至 N g 变为高 比重
、

高粘度

原油
。

油 田的勘探
,

早期以背斜油气藏 和构造一 断块油

气藏为主
,

埋藏深度也较浅
,

进人 20 世纪 90 年代 以

后
,

逐渐转向深部油藏和隐蔽油气藏勘探
。

3 烃源岩地球化学特征

胜佗油 田紧邻的利津洼陷和民丰洼陷
,

均为一类

生油洼陷
,

油源岩主要有 E s ; 上 、

E s 3 下 和 E s : 中 3 套
。

其中

E 几上 为一套咸水一半咸水湖相沉积
,

岩性以灰褐色钙

质页岩
、

油页岩和灰色至深灰色泥岩为主
,

夹有碳酸盐

岩和含膏泥岩
; E s 3下 为一套淡水至微咸水湖相沉积

,

岩性以深灰色页岩
、

油页岩
、

纹层泥岩夹块状泥岩为

主 ; E s 3 中 为一套淡水湖相沉积
,

主要岩性为巨厚层块

状泥岩和粉砂质泥岩
,

缺乏油页岩沉积
。

3. 1 有机质丰度

Es
4上 和 E孔 下 烃源岩纹层理相对较为发育

,

形成

于滞水强还原环境
,

因而利于有机质的保存
。

其有机质

丰度具有相对较高和非正态分布的特点
〔3〕 。

显微镜下

观察
,

源于浮游藻类的
“

富集有机质
”

大量存在
〔们

,

有机

质类型以 I 型为主
,

总体评价为优质烃源岩
。

E s 3 中 以

块状层理为主
,

形成于弱还原一弱氧化环境
,

有机质保

存条件变差
。

其有机质丰度相对低于前两个层段并为

单峰形分布
。

显微镜下观察
,

以
“

分散有机质
”
为主

〔们
,

源于陆源高等植物的有机质含量明显增加
,

工一 皿 型

均存在
,

为中等烃源岩
。

3. 2 生物标志物特征

根据饱和烃色谱—
质谱分析

,

三套烃源岩的生

物标志化合物特征呈现出一定差异 (图 2 )
。

Es
4上 总体

含有较高的 y
一

蜡烷含量
,

并具有植烷优势
,

这 与其沉

积过程 中湖水较高 的盐度和强还原底水条件是一致

的〔5, ,

可作为区分其它两
一

套烃源岩的重要标志
。

Es 产

重排街烷含量较低
,

这与其较高的碳酸盐岩和强还原

的条件是一致的
〔6〕 。

Es 产 沉积时期
,

湖水从早到晚经历了一个淡化的

过程
,

这在生物标志物特征上也有反映
。

主要表现在以

下两个方面
:

一是从下 向上 7
一

蜡烷逐渐降低
,

下部层

段 y
一

蜡烷很高
,

有时甚至高于 Cs
。

蕾烷
,

而上部仅有 中

等的 y
一

蜡烷含量
; 二是下部 4

一

甲基街烷含量较低
, 4

-

甲基 街烷 / C
Z。

规则街烷一般小于 0
.

2
,

而上部源岩 中

4
一

甲基幽烷相对含量较高 (图 2 )
。

较高 羊蜡烷一般指

示着咸化环境
,

而高 4
一

甲基街烷一般指示着淡水湖相

环境 〔7〕,

两者同时以较高的含量存在
,

表明湖水 已不能

维持较高的咸度
,

而是在发生频繁的波动性变化
,

并导

致不同的生物类群交互繁衍
。

这种解释也可从互层中

不同岩性源岩的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差异得到证实
。

以块状泥岩与页岩互层为例
,

页岩中的 y
一

蜡烷含量一

般高于相邻的块状泥岩
。

E.v 产 烃源岩的上述特征必须

在油源对比过程中加以注意
。

总体上看
,

Es
3下 源岩以低 羊蜡烷

、

高 4
一

甲基 街烷

和姥纹烷优势 为特点
,

其中伽 马蜡烷指数一般小于

0
.

巧一 0
.

2 0
,

姥 /植 比多在 0
.

7一 1
.

5 之间
,

而 4
一

甲基

街烷含量迅速提高
,

4
一

甲基菌烷 / C
Z g

规则留烷含量最

高可达 1
.

0 以上
,

另外重排菌烷含量也有所上升
。

但是

E s 3下 不同岩性的烃源岩生标特征存在明显的差异
,

以

4
一

甲基街烷表现 的最为突出
,

表现为 4
一

甲基 街烷指数

以页岩最高
,

纹层岩次之
,

而块状泥岩和粉砂质泥岩 中

最低
。

因此平面上随岩相的变化和岩性组成的差异
,

生

标特征发生有规律的变化
。

在洼陷中心页岩和纹层泥

岩集中区 4
一

甲基 街烷总体含量最高
,

从洼陷中心向两

侧
,

随页岩和纹层泥岩相对含量的减少和块状泥岩的

增加
,

4
一

甲基 街烷含量逐渐降低
,

进人盆地边缘地 区
,

岩性组成以块状泥岩为主
,

与其相对应
,

4
一

甲基菌含量

总体 已变得较低
。

E , 3 中
具有低 羊蜡烷

,

y
一

蜡烷指数一般小于 0
.

15 ~

。
.

2 。,

姥植 比一般介于 0
.

7一 2
.

。之间
,

与 Es
3 中 比较相

似
。

从 4
一

甲基街烷含量来看
,

Es
3

中远低于 Es
。

下的页

岩与纹层泥岩
,

而与 Es
3

一

「
块状泥岩相近

,

另外重排街

烷含量也略有增加
,

依据这些特征二者可以相互区分
。

4 原油地球化学特征及油源

根据烃源岩和原油的生物标志化合物特征
,

可把

胜沱地区的原油划分为三种成因类型(图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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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胜蛇油 田不同烃源岩的生标特征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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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胜沱油 田主力储层 E匀 上一 Es
Z下 原油 m /

z 一 2 17 质量色谱

Fig
.

3 T he m /
z = 2 1 7 m a s s e h r o m a to g r a m o f 0 115 fr o m th e m a in r e s e r v o i: o f E s 3上一 E s Z下

第一类原油具有
“

一高三低
” 的特点

,

即高 7
一

蜡

烷
、

低重排山烷
、

低 4
一

甲基街烷
、

低姥植 比
,

下
一

蜡烷指数

大多数高于 0
.

7
,

C
2 7

重排 街烷 / C
2 7

规则 幽烷 (20 R )<

0
,

2 5
,

4
一

甲基街烷 / C
Z。

规则街烷 (Zo R )一般 < 0
.

2 5
,

P 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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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 0
.

6 0 ,

反映原油来 自咸水一半咸水强还原的沉积

环境
。

而从街烷异构化参数 C
2 9 2 o s / (2 0 5 十20 R )一般

小于 0
.

35 ~ 0
.

4 0
,

成熟度不高
。

以上特征表 明该类原

油主要来 自 Es
4 上 的下部层段

,

为成熟阶段较早期形成

的烃类
。

从原油族组成来看
,

非烃加沥青质的含量较

高
,

而从全油色谱特征来看
,

该类原油饱和烃含量较

低
,

异构烷烃含量较高
,

因而原油的粘度
、

比重较大
。

该

类原油主要分布于胜北断层两侧紧邻断层 的部位
,

储

量较小
。

第二类 原油
,

了
一

蜡烷 指数一般为 。
.

15 ~ 0
.

40 之

间
,

C
2 7

重排 留烷 / C
: 7

规则 街烷 (Z oR )介 于 0
.

1 5一 0
.

5 0

之间
,

4
一

甲基 街烷 / C
2 9

规则 街烷一般介 于 。
.

20 ~ 。
.

5

之间 (图 6)
,

Pr/ Ph 一般略小于 1
.

0
。

而幽烷异构化参

数 C
Z, 2 0 5 / (2 05 + Zo R )一般大于 0

.

4 0
。

从烃源岩的生

标特征来看
,

该类原油主要来 自Es
。上 上部中等 y

一

蜡烷

的成熟烃源岩
。

该类原油在区 内分布广泛
,

储量最大
,

佗三区
、

佗二区 的绝大部分油藏均属于该种类型
,

另外

在沱一 区也有一定量分布
。

第三类原油与第一类原油存在 明显 的差别
,

具有

一低三高的特征
,

即低 羊蜡烷 (图 5 )
、

高 C
2 7

重排 笛烷
、

高 4
一

甲基 街烷
、

高姥植比
。

一般 y
一

蜡烷指数 < 。
.

15
,

C
Z ?

重排 街烷 / C
2 7

规则 婆烷 (20 R )> 。
.

50
,

4
一

甲基 幽烷 / C
Z。

规则 凿烷 > 0
.

5
,

P r/ Ph 一般介 于 。
.

8 一 1
.

2 之间
。

其

C
Z。

幽烷 2 05 / (2 0 5 十 Zo R )> 0
.

4 ,

具有较高 的成熟度
。

表明原油来 自于 E s 3

下成熟烃源岩
。

该类原油族组成

中非烃和沥青质的含量较低
,

正构烷烃特别是低碳数

烃类含量较高
,

异构烷烃含量较低
,

原油 的粘度
、

比重

均较小
。

该类原油主要分布在佗一区 (如 Es
Z下
储层 )以

及近洼陷带的一系列 Es
3 中一 Es

4上 的浊积砂砾岩体 (如

T 7 6
、

T 7 1
、

T 14 4 )中
。

5 油田水化学特征

油气的生
、

排
、

运聚过程都是在有水的环境中进行

的
,

地下水与油气的关系极其密切
。

因此
,

油藏水化学

特征和水动力条件等的研究
,

对于成藏过程和成藏规

律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

区内的油藏水平面展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以主

力含油层系 E
: 3 上一E : 2下 为例

,

西部蛇一区以碳酸氢钠

型为主
,

佗二区氯化镁和氯化钙型水含量有所增加
,

至

蛇三区已主要变为氯化钙型水 (图 4 )
。

油藏水总矿化

度的变化与水型变化是一致 的
,

表现为 自西向东逐渐

升高
,

沱一区的最低
,

一般小于 15 0 00 m g /l
,

佗二区有

一定程度的升高
,

而到佗三区特别是沱 7 块
、

佗 n 块
,

大部分 已经超过 20 0 00 m g /l
。

其它的层段也有具有相

同的特征
。

由于同一储集层水化学性质存在较大差异
,

且与

埋深关系不明显
,

因此
,

笔者认为储层同生水化学特征

的差异
,

以及埋藏过程中的蒸发浓缩作用不是影响油

藏水变化的主要原因
。

从平面上看
,

油藏水的分布与油

源的分布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

具体来说
,

佗一区原油主

要来 自淡水一微咸水环境沉积的 Es
3下 烃源岩

,

而蛇二

区和沱三 区
,

油源 主要 为咸 水一 半咸水环境沉积 的

E 几上 烃源岩
。

油藏水与油源的上述关系
,

在东营凹陷

的梁家楼油田也同样存在
。

这种关系表明
,

深部高矿化

度氯化钙型水的补给和混合作用是造成油藏水差异的

主要原因 〔幻 。

沱二
、

地三区油气来源和储量丰富
,

表明

早乏五 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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袱忿丈

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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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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舫
一

断,l: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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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土芭阴伪沙二项构造比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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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顿阳」为沙
一

构j洲姚 妻奢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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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胜沱地区 Es
3 上一Es

Z 下 油藏水水型平面分布

F 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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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T h e d is t r ib u tio n m a p o f w a te r ty p e s w ith in E s 3

一
E s Z下 r e se r v o ir in S h e n g tu o o ilfield



断层及其它疏导体系相对较为发育
,

而蛇一 区以 E : 3下

为主要油源
,

E s
产 生成的油气 较少到达

,

表明缺 少深

部油气和水向上运移的有效通道
。

6 成烃与成藏组合关系和成藏过程分

析

6
.

1 烃源岩生排烃演化

Es
3下 和 E 凡上 烃源岩分别形成 于不 同的沉 积环

境
,

二者的生烃演化具有明显的差异性
。

根据张林哗等

研究
,

咸水一半咸水沉积的 E s

产
,

既存在低熟阶段生

油高峰
,

也存在成熟阶段生烃高峰
,

而微咸水一淡水沉

积的 E , 3

烃源岩仅存在成熟阶段的生烃高峰
〔3〕。

为考察两者生烃演化的差异性
,

笔者利用氯仿沥

青
“
A

”

和生烃压实曲线对烃源岩的含油饱和度进行了

计算
,

并分别建立了含油饱和度一深度曲线
,

如图 5
。

从图中可以看出
,

E
s 、

上烃源岩在 2 50 0一 2 60 0 m 左

右有一突变点
,

残余油饱和度迅速升高
,

该深度对应着

突变压实阶段的后期
:

而微咸一淡水环境的 E s 3

下残

余油饱和度迅速增加的深度在 3 0 00 一 3 2 00 m
,

对应

着紧密压实阶段
。

残余油饱和到%

运移的临界饱和度在 30 环一 40 写左右
,

这与 U ng
e r e r

和M a ehe n z ie 等的研究是一致的〔‘o
,

“〕。

结合烃源岩
、

原

油街烷 异构 化参 数
、

烃 转化 率
、

R
。

与 深度关 系 (图

6 )“
2〕 ,

确定 E s 3下 的排烃门限为 3 Zo o m
,

E s 4上
低熟油

排烃门限为 2 6 0 o m
,

成熟油排烃门限在2 90 O m
。

次次次
000

.

2 1 0
.

444

缪缪阉阉
令令令

100 0

泛、 2 0 0 0

侧

迷

30() 0

40() 0

稳稳定压实实

夕夕{{{{{{{

一一
_ _ ___

一一

认
二

{{{
(a) 伪)

(a )E s产 亚段 ; (b )E
s 3 下 亚段

图 5 东营凹陷 E s。上
和 E几 下 烃 源岩残余油饱和度深度曲线

F ig
.

5 T h e d e p th e h a n g e p r o file o f r e m a in in g 0 11 sa tu r a tio n

o f E s ; 上 a n d E s 3 下 s o u r e e r o e k s in D o n g yin g d e rp e s s io n

根据近年来 国内外的研究
,

烃源岩排烃主要是以独立

烃相运移 (而非水相 )的观点逐渐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

受〔9 , 。

由于毛细管阻力的存在
,

独立烃相运移必须达到

一定的临界饱和度
,

但是不同专家提出的饱和度差异

很大
。

本文根据含油饱和度纵向上的变化
,

认为突变点

是主要运移过程发生的关键点
,

据此分析区 内烃源岩

深度/ km

图 6 东营凹陷烃源岩的烃转化率
、

R
。

与原油 田烷异构化

参数和深度关系 (据张林哗等
, 1 9 9 9 修改 )

F ig
.

6 T h e r e la t io n s
hip

s o f s te r a n e ls o m
e r lz a t lo n In d e x ,

h yd
r o e a r

b o n

t ra n s fo
r
m a t io n r a t io , R 。 a n d d

e p t h be t w e e n s o u r e e r o e k
s a n d

0 11 in D o n g y in g D e p re s s io n (aft e r Zh a n g I in y e , 。‘ a l
.

, 1 9 9 9 )

6
.

2 成藏历史分析

在上述地质研究的基础上
,

本文结合区 内的断裂

发育特点
,

对成藏过程进行了分析
。

图 7 和 图 8 为穿过

区 内两个构造 的南北向和近东西向的 2 条油藏剖面
。

从图 7 可以看出
,

胜蛇油田虽然断裂十分发育
,

但在众

多的断层中只有胜北大断层切穿了烃源岩及其以上的

盖层
,

成为油气运移 的主要垂向疏导体系
,

为油源断

层
,

其它断层在油气运移中仅起到了油源分配的作用
。

由于在佗二区和佗三区
,

胜北断层主要位于 民丰洼 陷

内
,

因此民丰洼陷的烃源岩从下向上供油(图 7)
。

该断

层落差大 于 4 00 m
,

下盘的 Es
3中 块状泥岩与上盘 的

Es
3上 砂层对接

,

使得油气沿断层源源不断的进人上部

储层并聚集成藏
。

蛇一区成藏过程类似于佗二区和沱

三区
,

但原油仅来 自 Es
3 下 烃源岩

。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

因可能与该处断层落差较小
,

断层通透能力较弱
,

E s ‘上

烃源岩生成的原油不能突破盖层或存在其它运移路径

所致
。

以下本文根据烃源岩埋藏史分析
,

在时间框架 内

对源岩的成藏过程进行了分析
。

图 9所示
,

E : 4上
烃源



增刊 张林哗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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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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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T h e bu r ia l h is t o ry o f s o u r ee r o e k s in M in fe n g S a g

岩在 E 几 上
沉积末期埋深 已超过 2 6 00 m

,

低熟生烃过 最终形成沿构造核部多含油层系的油藏分布格局
。

胜

程 已经开始
,

并且具备了排烃所需要 的含油饱和度条 佗油 田纵 向上原油两轻两重的格局
,

是多次成烃和成

件
。

E s Z

时期一期弱断裂活动
,

配合了第一次成藏过程 藏的结果
。

的发生
,

形成少量的低熟油油藏
。

从 区内 目前找到的油藏来看
,

胜北大断层 附近 的

其后
,

Es
工
一 E d 沉积期全 区经历了持续 的构造沉 低熟油藏主要是 Es 产 段低熟烃源岩在 Es

Z

时期成藏

降和沉积物发育
,

到东营末已有较大范 围的 Es
4 上 烃源 的结果

,

沱二和沱三区 Es
: :
一 E d 油层为 Es 产 烃源岩三

岩达到成熟阶段
。

随后东营末期 的构造运动促成了源 次成藏的结果
,

而一 区找到的原油基本上是 Es
。

烃源

自 E.’
; 上 烃源岩的成熟油藏的形成

,

三区 8
一

9 砂层组较 岩在明化镇末期成藏的结果
。

重的原油即为该期成藏的结果
。

由于成藏较早
,

该期形 从 目前胜沱油 田的储量分布来看
,

沱二
、

三区探明

成的油藏遭受了一定程度的降解
,

油质变重
。

其后
,

又 储量 4
.

2 亿 吨
,

其油源主要来 自民丰洼陷 Es 产 烃源

经过厚度 1 0 00 m 左右 N g 一N m 的沉积
,

Es
4上 和 Es

3下 岩
,

而蛇一区的探明储量仅有 0
.

6 亿吨
,

油源主要来 自

烃源岩均达到排烃阶段
,

发生第三期成藏
。

在该期成藏 利津洼陷的 Es
3 下
烃源岩

。

然而
,

大量钻井和测井资料

过程中
,

还发生了前期油藏的改造
,

(如佗二区
、

三 区)
,

表明
,

民丰洼陷和利津洼陷 E 奴上 和 E 匀下 具有相对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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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的沉积特征和相近的生烃演化
。

因此
,

推测区内仍具

有相当规模的剩余资源有待勘探
。

结合油气的运聚过

程和成烃与成藏组合关系
,

笔者认为在第三系较深部

位应存在 自源型油藏
,

在陡坡带包括潜山中应存在它

源型油藏
,

并且均具有相当的规模
。

7 结论

胜佗油田成烃与成藏关系的分析表明
,

具有 39 年

历史的胜沱油田仍然具有相 当规模 的资源可供勘探
。

作为资源基础的主力烃 源岩
,

并不包括 以往认 为的

E s 3 中 块状泥岩
,

而是页理发育的 E , ; 上 和 Es
3下 富页岩

的优质源岩
。

残余油饱和度分析表明
,

两套烃源岩具有

不同的排烃门限
,

其中 E 、上 在 2 60 0 m 左右已进人排

烃门限
,

而 Es
3 下 在 3 2 00 m 左右才进入排烃门限

。

胜

蛇油田虽然断裂发育
,

但仅有胜北断层才是油气运移

的主要垂向通道
,

为油源断层
。

胜沱油 田的形成是多期

构造活动的结果
,

但以 E d
、

N 阴 两期成藏为主
。

目前胜

蛇油田找到的油藏以它源型为主
,

自源型仅有较少部

分
。

根据该区成烃与成藏的组合规律
,

下一步勘探应在

利津洼陷陡坡带第三系储层及相关潜山寻找 自源型和

它源型的油气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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