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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岩石物理相的砂砾岩储层分类评价
———以准噶尔盆地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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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勘探实践表明，准噶尔盆地玛北斜坡主力油层段百二段砂砾岩储层非均质性强，孔隙结构差异大，需要综合

影响储层的各种地质因素对其进行分类评价。 利用岩芯、薄片、钻测井、物性、工业 ＣＴ 等资料，对准噶尔盆地玛北斜

坡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砂砾岩储层沉积相、成岩相、裂缝相特征进行了研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百二段储层岩石物理

相，并基于岩石物理相对储层进行分类评价，预测有利储层发育区。 通过沉积微相、成岩相的叠加聚类，对研究区百二

段砂砾岩储层岩石物理相进行分类，划分出水下分流河道—不稳定组分溶蚀等岩石物理相；按照沉积相、成岩相对储

层孔隙结构的建设与破坏作用归纳出 ３ 大类岩石物理相。 依据三类岩石物理相将储层划分为 ３ 类，并结合压汞、薄
片、ＣＴ、产能等资料进行表征与评价，其中一类和二类岩石物理相储集性能较好，三类岩石物理相为致密遮挡层。 最

后以亚段为单位，对百二段岩石物理相进行平面成图，预测有利储层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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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岩石物理相的概念从提出到发展已经历了近 ３０
年的时间，早在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徐建山将岩相称为

岩石物理相，并且指出了从单纯的沉积环境分析向沉

积相与岩石物理相结合分析是未来储层研究的趋势；
国外学者 Ｓｐａｉｎ［１］，Ａｍａｅｆｕｌｅ 等［２］ 将岩相与孔隙结构

相称为岩石物理相，熊琦华等［３⁃４］、姚光庆等［５］ 认为

岩石物理相是具有一定岩石物理性质的储集层成因

单元，是沉积作用、成岩作用及构造作用对储层的综合

效应。 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岩石物理相”这一储层

研究方法理论体系应用到了油气勘探与开发的各个环

节，在鄂尔多斯盆地延长组［６］、四川盆地须家河组［７］储

层孔隙结构分类，储层渗透率解释等方面具有较好的

应用效果。 从影响储层孔隙结构的沉积、成岩、构造 ３
大地质因素出发，通过岩石物理相研究，可以探讨储层

孔隙的成因及演化，可以有效的对储层进行分类评价，
为预测优质储层发育带提供地质依据。

１　 地质背景

玛 １３１ 井区块位于玛湖凹陷北斜坡区，乌夏断裂

带下盘，面积约 １４３ ｋｍ２。 研究区地层平缓、构造简

单，表现为一个向东南倾的平缓单斜。 玛北地区百口

泉组发育粗粒级的扇三角洲沉积体系，根据内部岩性

旋回自下而上又可分为三段［８］， 百口泉组一段

（Ｔ１ｂ１）、百口泉组二段（Ｔ１ｂ２）、百口泉组三段（Ｔ１ｂ３）；
主力油层段百二段自上而下又可细分为一砂组

（Ｔ１ｂ１
２）和二砂组（Ｔ１ｂ２

２）。 从百一段到百三段，沉积特

征表现为湖侵，三角洲退积发育的过程，百三段为湖

盆发育的鼎盛期［８⁃９］。 研究目的层段百二段在玛北斜

坡带主体为扇三角洲前缘沉积，前缘相带分布广（图
１），水下分流河道发育，垂向上发育多套厚层的砂砾

岩体，为大规模优质储层的形成创造了有利条件，也
为玛湖凹陷百口泉组大规模岩性油气藏的形成奠定

基础［９］，截至目前，玛 １３１ 井区块提交控制石油地质

储层 ９ ６５５ 万吨。 研究区百二段砂砾岩储层物性差，
Ｔ１ｂ１

２孔隙度均值为 ８．５８％，渗透率均值为 １．２８×１０－３

μｍ２；Ｔ１ｂ２
２孔隙度均值为 ７．２７％，渗透率均值为 １．５０×

１０－３ μｍ２，属于特低孔特低渗储层。 前期研究认识到

百二段砂砾岩厚度大，但有效储层厚度薄；储层孔隙

类型多样（原生孔、溶蚀孔、微孔、界面孔），孔喉结构

复杂，储层非均质性强［１０］ ，寻找中高效储层是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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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研究区构造位置图

Ｆｉｇ．１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ａｒｅａ

勘探开发过程中的核心工作。 因此，加强对影响储层

孔隙结构的地质因素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储层进行

分类评价，有助于预测优质储层发育区。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利用研究区钻测井及

储层样品分析化验资料，对百二段的沉积相、成岩相、
裂缝相进行研究，通过三者的叠加实现储层岩石物理

相的划分。 在此基础上对储层进行分类评价，并预测

了有利储层发育区。

２　 百二段岩石物理相分类

从地质相控角度，岩石物理相主要受沉积相、成
岩相、裂缝相的控制［１１］，其分类也应该采用三者叠加

的方式，具体做法是，对研究区百二段沉积相特征、成
岩相特征以及裂缝相特征分别进行研究，通过三者叠

加实现对百二段储层岩石物理相的分类。
２．１　 百二段沉积相特征

　 　 玛北地区百口泉组沉积物主要为粗碎屑的砂砾

岩，发育扇三角洲沉积体系，玛 １３１ 井区块主要处于

扇三角洲前缘环境，发育水下分流河道、碎屑流水道

以及河道间微相，河口坝不发育［８，１２］。
水下分流河道微相形成于水动力条件相对较强

的高能环境，砂砾岩经受淘洗，分选相对较好，粒间泥

质杂基较少，原始孔隙保存较好，同时也利于后期有

机酸渗入，形成次生溶孔，因而总体储集性能较优。
其岩性主要为灰色的砂砾岩、含砾粗砂岩，自然伽马

（ＧＲ）测井曲线表现为中厚层中幅平滑箱形、钟形

叠加。
碎屑流水道是水上泥石流的水下延伸部分，是在

洪水期，泥砂砾混杂物呈片流状快速进积到水体中形

成的。 其砂体未经淘洗，典型特征是泥质杂基含量

高；岩性主要为灰褐色的砂砾岩、砾岩，储集性能差。
自然伽马（ＧＲ）测井曲线表现为中厚层中高幅锯齿箱

形，密度曲线呈现明显的高值。
河道间微相形成于水动力较弱的湖湾地区，岩性

主要为灰色泥岩及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储集性

能差，为致密的非储层。 其常以夹层形式出现在水下

分流河道间，自然伽马（ＧＲ）测井曲线表现为高幅

齿状。
２．２　 百二段成岩相特征

成岩相是成岩环境及在该环境下形成的沉积物

特征的总和，成岩相与储层性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

系［１３］。 划分成岩相时一般要考虑沉积物所经历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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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作用类型、成岩环境、成岩演化特征标志、成岩演化

序列、以及所处的成岩阶段等［１４⁃１５］。
通过大量的薄片、Ｘ 衍射、扫描电镜资料分析，百

二段经历的成岩作用主要有压实作用、胶结作用和溶

蚀作用。 研究区百二段埋藏深度较大，多在 ３ ０００ ｍ
以下，镜下观察到碎屑颗粒之间基本以线接触为主

（图 ２ａ），表明压实作用对储层的破坏较强。 胶结作

用有方解石胶结、黏土矿物胶结（图 ２ｂ）、硅质胶结，
局部有少量的方沸石胶结物，部分薄片中还能见到环

边绿泥石膜（图 ２ｃ）。 绿泥石膜多形成于成岩早期，
能抑制硅质胶结的成核，并抵消一部分机械压实作

用，因而对储层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１６⁃１７］。 溶蚀作

用在研究区储层中较为常见，溶蚀物质主要为长石颗

粒以及岩屑中的长石组分，次生粒内溶孔较发育（图
２ｄ，ｅ）。

根据岩石颗粒接触关系、自生矿物成分、形态、产
状、生成顺序和组合特征以及有机质成熟度确定研究

区百二段成岩阶段主要为中成岩 Ａ⁃Ｂ 期。 主要的划

分依据有：碎屑岩普遍经受了较强的压实作用改造，
碎屑颗粒多以线接触为主，物性普遍较差，其中砂砾

岩储层原生孔隙已大量丧失，次生孔隙大量出现；黏
土矿 物 中 蒙 脱 石 已 经 消 失， 以 伊 蒙 混 层 为 主

（５２．７％），其次为高岭石（１７．３％），绿泥石（１５．７％）和
伊利石（１４．３％）。 典型的成岩演化序列为机械压实

→绿泥石膜→早期碳酸盐岩胶结→石英次生加大→
长石颗粒溶蚀→自生高岭石沉淀→晚期方解石胶结。

在对百二段储层成岩作用研究认识基础之上，根
据成岩作用强度、成岩矿物对储集层孔隙结构的影

响，将研究区百二段成岩相划分为以下 ４ 类：弱压

实—弱溶蚀成岩相（图 ２ｆ），其主要为分选相对较好

的砂质砾岩、含砾粗砂岩，由于其粒间泥质杂基含量

少，抗压实能力较强，加之局部发育绿泥石膜，抵消了

部分压实作用，压实作用相对较弱；不稳定组分溶蚀

成岩相（图 ２ｇ），其主要表现为长石颗粒及岩屑中长

石组分的大量溶蚀；压实致密成岩相（图 ２ｈ），主要为

分选较差砂砾岩，其粒间泥质杂基含量高，泥质杂基

的润滑作用导致压实作用对储层破坏性强，镜下通常

观察不到显孔；方解石胶结成岩相（图 ２ｉ），表现为显

微镜下可见连片的方解石胶结物。
在薄片成岩相划分基础之上，通过薄片精细归

位，归纳不同成岩相的测井响应特征，确定成岩相测

井识别标准，通过测井资料实现单井成岩相的连续划

分［１８］。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况，本次研究主要利用

对成岩相比较敏感的密度、电阻率、补偿中子、声波时

差曲线对单井成岩相进行划分。 密度、声波时差、中
子孔隙度能很好的反映储层物性差异，电阻率曲线能

间接反映储层孔隙结构［１９］。 通过以上常规测井资

料，借助薄片标定，能指示不同成岩相的地质信息，划
分储层成岩相类型。 研究结果表明弱压实—弱溶蚀

成岩相主要表现为低密度、中等中子、高声波的特征；
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主要表现为低密度、中等声

波、中等中子的特征；压实致密成岩相主要表现为低

电阻、高中子、中—高密度的特征；方解石胶结成岩相

主要表现为高密度、高电阻、低中子、低声波的特征

（表 １）。
２．３　 百二段裂缝相特征

构造运动从宏观上控制着沉积环境和成岩过程，
从而间接影响储层物性，从微观上则主要表现为构造

应力使岩石破裂形成裂缝改善储层渗流性能。 一般

评价储层裂缝主要通过裂缝角度、裂缝密度、裂缝开

度等参数，根据裂缝发育级别可以将裂缝分为水平

缝、斜交缝（高角度裂缝、低角度裂缝）、网状缝［２０］。
对研究区 １４ 口取芯井 ４００ 余米岩芯进行了观察，均
未发现岩芯中有裂缝发育段，通过对 ７ 口井的井壁成

像（ＦＭＩ）测井资料研究发现，只在局部井段发育近水

平的裂缝，并且裂缝线密度低于 １ 条 ／ ｍ（图 ３）；其主

要原因是研究区处于平缓的斜坡区，百二段沉积时

期，无较大规模的构造运动。 根据研究区的实际情

况，本文在划分岩石物理相的时候不考虑裂缝相对储

层的影响。

表 １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储集层成岩相测井响应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１　 Ｗｅｌ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成岩相 密度 ／ （ｇ ／ ｃｍ３） 补偿中子孔隙度 ／ ％ 声波时差 ／ （μｓ ／ ｍ） 电阻率 ／ （Ω·ｍ） 特征

弱压实—弱溶蚀相 ２．３９～２．５１ ７４～７８ ６８～７８ ３５～７０ 低密度、中等中子、高声波

不稳定组分溶蚀相 ２．４５～２．５５ ６２～６８ ６５～７１ ３５～９２ 低密度、中等声波、中等中子

压实致密成岩相 ２．４９～２．６１ ６１～７４ ６３～６９ ＜３０ 低电阻、中—高密度、高中子

方解石胶结成岩相 ＞２．５４ ６７～６９ ＜６８ ＞５０ 高密度、高电阻、低中子、低声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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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镜下成岩作用及成岩相特征

ａ．玛 １５ 井，３ ０９１．４９ ｍ，Ｔ１ｂ２，颗粒紧密接触，铸体薄片，单偏光；ｂ．玛 １３２ 井，３ ２７３．９ ｍ，Ｔ１ｂ２，长石颗粒溶蚀，ＳＥＭ；ｃ．玛 １５４ 井，３ ０２７．

８５ ｍ，Ｔ１ｂ２，粒表绿泥石膜；ｄ．玛 １３２ 井，３ ２６２．０９ ｍ，Ｔ１ｂ２，长石颗粒溶蚀，铸体薄片，单偏光；ｅ．玛 １６，３ ２１４．１ ｍ，Ｔ１ ｂ２，砂岩粒间高岭

石与绿泥石，ＳＥＭ；ｆ．玛 １３ 井，３ １０７．６４ ｍ，Ｔ１ｂ２，弱压实、弱溶蚀成岩相；ｇ．玛 １３２，３ ２５９．６７ ｍ，Ｔ１ｂ２，不稳定溶蚀成岩相；ｈ．玛 １３１ 井，

３ １８４．７５ ｍ，Ｔ１ｂ２，压实致密成岩相；ｉ．玛 １５ 井，３ ０６６．２８ ｍ，Ｔ１ｂ２，方解石胶结成岩相。

Ｆｉｇ．２　 Ｍｉｃｒｏｓｃｏｐｉｃ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图 ３　 玛 １３１ 井区块部分井百二段 ＦＭＩ 裂缝特征

（红色方框为裂缝位置）
Ｆｉｇ．３　 ＦＭＩ ｍａｐ ｏｆ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２．４　 百二段岩石物理相分类命名

根据以上研究，百二段储层沉积微相类型主要有

水下分流河道、碎屑流水道、河道间 ３ 种；成岩相类型

有弱压实—弱溶蚀相、不稳定组分溶蚀相、压实致密

相和方解石胶结相 ４ 种；基本不发育裂缝。 根据沉积

微相和成岩相的叠加，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岩石物理

相可以划分为 １２ 种（３×４），但其中存在不合理的 ５
种组合，如河道间—不稳定组分溶蚀相，这是因为河

道间一般发育细粒的泥质沉积物，压实致密，酸性流

体很难进入储层，加之缺少长石等可溶碎屑，因此不发

育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同时也不会出现弱压实—
弱溶蚀成岩相。 除去不合理的组合，百二段岩石物理

相可划分为 ７ 种：水下分流河道—弱压实弱溶蚀相、水
下分流河道—不稳定组分溶蚀相、水下分流河道—压

实致密相、水下分流河道—方解石胶结相、河道间—压

实致密相、碎屑流水道—压实致密相、碎屑流水道—方

解石胶结相。
以玛 １３ 井为例，根据测井、录井、取芯等资料，对

百二段沉积微相进行单井划分；在成岩相测井识别标

准基础上，利用测井曲线组合，对单井成岩相进行划

分，通过 ２ 者叠加实现岩石物理相的分类命名。 划分

结果表明，玛 １３ 井百二段发育水下分流河道—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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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组分溶蚀相，水下分流河道—弱压实弱溶蚀相，水
下分流河道水道—方解石胶结相，水下分流河道压实

致密相，碎屑流水道—压实致密相，河道间—压实致

密相（见图 ４）。

３　 基于岩石物理相分类的储层分类评价

３．１　 储层岩石物理相类型

根据沉积相、成岩相对储层孔隙的建设和破坏作

用，对百二段储层岩石物理相进行聚类，可以归纳出

ＰＦ１—ＰＦ３ 三类岩石物理相（图 ４）。

３．１．１　 ＰＦ１ 类

该类岩石物理相发育于有利沉积相（水下分流

河道）和最有利成岩相（弱压实—弱溶蚀）叠加发育

段，其沉积物形成于有利的沉积环境，后期受压实作

用破坏较小，加之受溶蚀作用的改造，孔隙结构较好，
多为中孔中喉，是最有利孔渗发育带。
３．１．２　 ＰＦ２ 类

该类岩石物理相发育于有利沉积相（水下分流

河道）和较有利成岩相（不稳定组分溶蚀）叠加发育

段，其孔隙结构多为小孔细喉，是较有利孔渗发育带。

图 ４　 玛 １３ 井百二段储层岩石物理相划分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Ｗｅｌｌ Ｍａ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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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３　 ＰＦ３ 类

该类岩石物理相包括两种类型：①发育于有利沉

积相（水下分流河道）但后期经历了泥质胶结作用和

碳酸盐胶结作用的强烈改造；②发育于不利沉积微相

（河道间、碎屑流水道）和破坏性成岩相（压实致密成

岩相、方解石胶结成岩相）叠加段，孔隙结构多为微

孔微喉，大多难以形成有效储层。
３．２　 储层分类表征

由于不同岩石物理相对应的储层储集性能不同，
因此可以通过 ＰＦ１⁃ＰＦ３ 三类岩石物理相将储层划分

为三类，结合物性、工业 ＣＴ、压汞及试油数据，对储层

进行分类表征。
一类储层对应于 ＰＦ１，储层孔隙类型为原生孔—

溶孔型，泥质含量一般小于 ４％；ＣＴ 扫描结果显示，储
层孔隙发育好，连通性好，连通孔隙体积占总孔隙体

积的 ７０％以上（图 ５）；物性资料显示储层孔隙度一般

大于 １０％，渗透率大于 １×１０－３ μｍ２；压汞实验表明储

层孔隙结构较优，平均喉道半径大于 ２ μｍ，排驱压力

小于 ０．５ ＭＰａ；试油结果显示储层一般具有较高的产

能，米产液量一般大于 １．５ ｍ３ ／ ｄ（表 ２）。

表 ２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各类储层参数特征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ｏｆ ｖａｒｉｅｓ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类型 孔隙度 ／ ％ 渗透率 ／ ×１０－３μｍ２ 平均喉道半径 ／ μｍ 排驱压力 ／ Ｍｐａ 米产液量 ／ （ｍ３ ／ ｄ）
一类储层（ＰＦ１） ＞１０ ＞１ ＞２ ＜０．５ ＞１．５
二类储层（ＰＦ２） ７～１０ ０．１～１ ０．５～２ ０．５～１ ０．２５～１．５
三类储层（ＰＦ３） ＜７ ＜０．１ ＜０．５ ＞１ ＜０．２５

图 ５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三类储层孔隙类型及孔隙结构特征

Ｆｉｇ．５　 Ｐｏｒｅ ｔｙｐｅ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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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类储层对应于 ＰＦ２，储层孔隙类型以次生溶孔

为主，泥质含量一般小于 ６％；ＣＴ 扫描结果显示，储层

孔隙发育较好，连通性较好，连通孔隙体积占总孔隙体

积的 ６０％以上；物性资料显示储层孔隙度一般在 ７％～
１０％，渗透率在 ０．１～１×１０－３ μｍ２；压汞实验表明储层平

均喉道半径在 ０．５ ～ ２ μｍ，排驱压力在 ０．５ ～ １ ＭＰａ；试
油结果显示储层米产液量一般介于 ０．２５～１．５ ｍ３ ／ ｄ。

三类储层对应于 ＰＦ３，储层孔隙类型主要为粒间

微孔，泥质含量一般大于 ６％，；ＣＴ 扫描结果显示，储
层主要发育微孔隙，连通性较差，连通孔隙体积占总

孔隙体积的 ３０％左右；薄片下一般无显孔；物性资料

显示储层孔隙度一般小于 ７％，渗透率小于 ０．１×１０－３

μｍ２；压汞实验表明储层孔隙结构较差，平均喉道半

径小于 ０．５ μｍ，排驱压力大于 １ ＭＰａ；试油结果显示

储层产能较低或不具备产能，米产液量通常小于

０．２５ ｍ３ ／ ｄ。

４　 油气勘探意义及有利储层发育带

从剖面特征来看（剖面位置见图 １ 中 Ａ—Ｂ），一
类和二类岩石物理相多对应于有效储层段，三类岩石

物理相形成上倾方向遮挡和底板遮挡，整体表现为成

岩圈闭特征（图 ６）。
　 　 有利沉积相和有利成岩相的叠加部位为有利岩

石物理相发育部位，即为有利储层发育部位。 在单井

沉积微相和成岩相划分的基础上，利用两者叠加得到

单井岩石物理相，根据优势相成图原则，绘制百二段

各砂组岩石物理相平面展布图（图 ７）。 由图 ７ 可以

看出，出油井与岩石有利岩石物理相关系密切，ＰＦ１
和 ＰＦ２ 多对应于中高效的储层，即储层渗流性质较

优。 需要指出单井产能还受烃源岩、成藏条件、疏导

体系、储层性质等综合因素影响，但通过岩石物理相

研究能预测有利孔渗发育区。

图 ６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岩石物理相剖面展布特征

Ｆｉｇ．６　 Ｔｈｅ ｖｅｒ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图 ７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各小层岩石物理相平面展布图

Ｆｉｇ．７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Ｍａ １３１ ｂｌｏ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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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结论

（１） 玛 １３１ 井区块百二段沉积环境为扇三角洲

前缘，发育水下分流河道、碎屑流水道、河道间沉积微

相，其中水下分流河道微相储层分选相对较好、泥质

杂基含量少，为最有利沉积微相。
（２） 根据成岩作用强度、成岩作用对储层孔隙的

影响将百二段成岩相划分为四类：弱压实—弱溶蚀

相、不稳定组分溶蚀相、压实致密相、方解石胶结相，
其中弱压实—弱溶蚀相、不稳定组分溶蚀相为有利成

岩相。
（３） 根据沉积相、成岩相对储层的建设与破坏作

用，叠加聚类出 ＰＦ１—ＰＦ３ 三类岩石物理相，依据岩

石物理相将储层划分为 ３ 类，其中 ＰＦ１、ＰＦ２ 分别对

应一类和二类储层，储集性能较好，ＰＦ３ 对应三类储

层，其渗流条件差，可以作为遮挡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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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ｎｉｃａ， １９９４， １５（Ｓｕｐｐｌ．Ｉ）： ６８⁃７５．］

５　 姚光庆，蔡忠贤． 油气储层地质学原理与方法［Ｍ］． 北京：中国地质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１３６⁃１３７．［Ｙａｏ Ｇｕａｎｇｑｉｎｇ， Ｃａｉ Ｚｈｏｎｇｘｉａｎ． Ｐｒｉｎｃｉ⁃
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Ｇｅｏｌｏｇｙ［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５： １３６⁃１３７．］

６　 赖锦，王贵文，罗官幸，等． 基于岩石物理相约束的致密砂岩气储层

渗透率解释建模［ Ｊ］ ．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１４，２９（３）：１１７３⁃１１８２．
［Ｌａｉ Ｊｉ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ｗｅｎ， Ｌｕｏ Ｇｕａｎｘｉｎｇ， ｅｔ ａｌ． Ａ ｆｉｎｅ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
ｔ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ｏｎｆｉｎｅｄ ｂｙ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ｉｇｈｔ ｇａｓ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２９（３）： １１７３⁃
１１８２．］

７　 赖锦，王贵文，陈敏，等． 基于岩石物理相的储集层孔隙结构分类评

价———以鄂尔多斯盆地姬塬地区长 ８ 油层组为例［Ｊ］ ． 石油勘探与

开发，２０１３，４０（５）：５６６⁃５７３．［Ｌａｉ Ｊｉ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ｗｅｎ， Ｃｈｅｎ Ｍｉｎ， ｅｔ

ａｌ．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ｗ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ｃ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ｎｇ ８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３， ４０（５）： ５６６⁃５７３．］

８　 唐勇，徐洋，瞿建华，等． 玛湖凹陷百口泉组扇三角洲群特征及分布

［Ｊ］ ． 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１４，３５（６）：６２８⁃６３４．［ Ｔ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Ｘｕ Ｙａｎｇ，
Ｑ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ｅｔ ａｌ． Ｆａｎ⁃ｄｅｌｔａ ｇｒｏｕｐ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ａｉｋｏｕｑｕａｎ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Ｍａｈｕ ｓａｇ ｏｆ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Ｊ］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３５（６）： ６２８⁃６３４．］

９　 匡立春，唐勇，雷德文，等． 准噶尔盆地玛湖凹陷斜坡区三叠系百口

泉组扇控大面积岩性油藏勘探实践［ Ｊ］ ． 中国石油勘探，２０１４，１９
（６）：１４⁃２３．［Ｋｕａｎｇ Ｌｉｃｈｕｎ， Ｔａｎｇ Ｙｏｎｇ， Ｌｅｉ Ｄｅｗｅｎ， ｅｔ 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
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 ｌａｒｇｅ⁃ａｒｅａ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 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ｏｆ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ａｉｋ⁃
ｏｕｑ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ｌｏｐｅ ｚｏｎｅ ｏｆ Ｍａｈ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Ｊ］ ． Ｃｈｉｎ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４， １９（６）： １４⁃２３．］

１０　 张顺存，蒋欢，张磊，等． 准噶尔盆地玛北地区三叠系百口泉组优

质储层成因分析［ Ｊ］ ． 沉积学报，２０１４，３２（６）：１１７１⁃１１８０．［ Ｚｈａｎｇ
Ｓｈｕｎｃｕｎ， Ｊｉａｎｇ Ｈｕａｎ， Ｚｈａｎｇ Ｌｅｉ，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ｔ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ａｉｋｏｕｑ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４， ３２ （ ６ ）：
１１７１⁃１１８０．］

１１　 吴胜和． 储层表征与建模［Ｍ］．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１０：２１７⁃
２２１．［ Ｗｕ Ｓｈｅｎｇ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 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０： ２１７⁃２２１．］

１２　 于兴河，瞿建华，谭程鹏，等． 玛湖凹陷百口泉组扇三角洲砾岩岩

相及成因模式 ［ Ｊ］ ． 新疆石油地质，２０１４，３５ （ ６）：６１９⁃６２７． ［ Ｙｕ
Ｘｉｎｇｈｅ， Ｑ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 Ｔａｎ Ｃｈｅｎｇｐ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 ｍｏｄｅｌｓ ｏｆ ｆａｎ ｄｅｌｔａｓ ｏｆ Ｂａｉｋｏｕｑ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ａｈｕ ｓａｇ，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Ｊ］ ．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４， ３５（６）： ６１９⁃
６２７．］

１３　 赖锦，王贵文，郑懿琼，等． 金秋区块须四段储层成岩相及测井识

别［Ｊ］ ． 西南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１３，３５（５）：４１⁃４９．［Ｌａｉ
Ｊｉｎ， Ｗａｎｇ Ｇｕｉｗｅｎ， Ｚｈｅｎｇ Ｙｉｑｉｏｎｇ， ｅｔ ａｌ．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Ｘｕｊｉａ⁃
ｈ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４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Ｊｉｎｑｉｕ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ｒｅｃｏｇ⁃
ｎｉｔｉｏｎ［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３５（５）： ４１⁃４９．］

１４　 邹才能，陶士振，周慧，等． 成岩相的形成、分类与定量评价方法

［Ｊ］ ．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０８，３５（５）：５２６⁃５４０． ［ Ｚｏｕ Ｃａｉｎｅｎｇ， Ｔａｏ
Ｓｈｉｚｈｅｎ， Ｚｈｏｕ Ｈｕｉ， ｅｔ ａｌ． Ｇｅｎｅｓｉ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ｏｆ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２００８， ３５（５）： ５２６⁃５４０．］

１５　 杜业波，季汉成，吴因业，等． 前陆层序致密储层的单因素成岩相

分析［Ｊ］ ． 石油学报，２００６，２７（２）：４８⁃５２．［Ｄｕ Ｙｅｂｏ， Ｊｉ Ｈａｎｃｈｅｎｇ，
Ｗｕ Ｙｉｎｙｅ， 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ｆａｃｔｏｒ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ｉｇｈｔ ｒｅｓｅｒ⁃
ｖｏｉｒ ｉｎ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 ［ 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０６， ２７（２）： ４８⁃５２．］

１６　 刘金库，彭军，刘建军，等． 绿泥石环边胶结物对致密砂岩孔隙的

保存机制———以川中—川南过渡带包界地区须家河组储层为例

［Ｊ］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９，３０ （ １）：５３⁃５７． ［ Ｌｉｕ Ｊｉｎｋｕ， Ｐｅｎｇ
Ｊｕｎ， Ｌｉｕ Ｊｉａｎ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Ｐｏｒｅ⁃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ｉｔｅ ｒｉｍｓ ｉｎ
ｔ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３ｘ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ｏｊｉｅ ａｒｅａ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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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ｚｏｎ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ｔｏ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Ｊ］ ．
Ｏｉｌ ａｎｄ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９， ３０（１）： ５３⁃５７．］

１７　 黄思静，谢连文，张萌，等． 中国三叠系陆相砂岩中自生绿泥石的

形成机制及其与储层孔隙保存的关系［Ｊ］ ． 成都理工大学学报：自
然科学版， ２００４， ３１ （ ３）： ２７３⁃２８１． ［ Ｈｕａｎｇ Ｓｉｊｉｎｇ， Ｘｉｅ Ｌｉａｎｗｅｎ，
Ｚｈａｎｇ Ｍｅｎｇ， ｅｔ 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ａｕｔｈｉｇｅｎｉｃ ｃｈｌｏｒｉｔｅ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ｉｎ ｎｏｎｍａｒｉｎｅ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Ｂａｓ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Ｅｄｉｔｉｏｎ，
２００４， ３１（３）： ２７３⁃２８１．］

１８　 石玉江，肖亮，毛志强，等． 低渗透砂岩储层成岩相测井识别方法

及其地质意义———以鄂尔多斯盆地姬塬地区长 ８ 油层组储层为

例［Ｊ］ ． 石油学报，２０１１， ３２（５）： ８２０⁃８２７． ［ Ｓｈｉ Ｙｕｊｉａｎｇ， Ｘｉａｏ Ｌｉ⁃
ａｎｇ， Ｍａｏ Ｚｈｉｑｉ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

ｅｓ ｗｉｔｈ ｗｅｌｌ ｌｏｇ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ｉｎ ｌｏｗ⁃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Ｃｈａｎｇ ８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ｉｎ ｔｈｅ Ｊｉｙｕａｎ ｒｅｇｉｏｎ，
Ｏｒｄｏｓ Ｂａｓｉｎ［Ｊ］ ． Ａｃｔａ Ｐｅｔｒｏｌｅｉ Ｓｉｎｉｃａ， ２０１１， ３２（５）： ８２０⁃８２７．］

１９　 王贵文，郭荣坤． 测井地质学［Ｍ］．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０：
１⁃９．［Ｗａｎｇ Ｇｕｉｗｅｎ， Ｇｕｏ Ｒｏｎｇｋｕｎ． Ｗｅｌｌ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Ｍ］． Ｂｅｉ⁃
ｊｉｎｇ：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 １⁃９．］

２０　 张惠良，张荣虎，杨海军，等． 超深层裂缝—孔隙型致密砂岩储集

层表征与评价———以库车前陆盆地克拉苏构造带白垩系巴什基

奇克组为例［Ｊ］ ． 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０１４，４１（２）：１５８⁃１６７．［ 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ｌｉａｎｇ， Ｚｈａｎｇ Ｒｏｎｇｈｕ， Ｙａｎｇ Ｈａｉｊｕｎ， ｅｔ 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ｅ⁃
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ｌｔｒａ⁃ｄｅｅｐ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ｐｏｒｅ ｔｉｇｈｔ 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 Ｂａｓｈｉｊｉｑｉｋ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Ｋｅｌａｓｕ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 ｚｏｎｅ ｉｎ
Ｋｕｑａ Ｆｏｒｅｌａｎｄ Ｂａｓｉｎ， Ｔａｒｉｍ， ＮＷ Ｃｈｉｎａ［ Ｊ］ ．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２０１４， ４１（２）： １５８⁃１６７．］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ａｎｄ⁃ｃｏｎ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ｅｔ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１３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ＳＨＡＮ Ｘｉａｎｇ１ 　 ＣＨＥＮ ＮｅｎｇＧｕｉ１ 　 ＧＵＯ ＨｕａＪｕｎ１ 　 ＴＡＮＧ Ｙｏｎｇ２

ＭＥＮＧ ＸｉａｎｇＣｈａｏ１ 　 ＺＯＵ ＺｈｉＷｅｎ１ 　 ＸＵ Ｙａｎｇ１

（１． 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３， Ｃｈｉｎａ；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Ｏｉｌ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Ｋａｒａｍａｙ， Ｘｉｎｊｉａｎｇ ８３４０００，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ｅｘｉｓｔ ｓｅｒｉｏｕ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ｉｎ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Ｍａｂｅｉ ｒｅｇ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ｍａｓｓ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ｔｈａｔ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ｃｏｒ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ｌｏｇｇｉｎｇ ａｎｄ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 ｄａｔａ，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ｄａｔａ， ＣＴ
ｄａｔａ， ｅｔｃ．， ｔｈｅ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ａｉｋｏｕｑ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Ｍｅｍｂｅｒ ２ （Ｂａｉ ２）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 ｔｈｅ Ｍａ １３１ ｒｅｇｉｏｎ ｗｅｒｅ ｓｔｕｄｉｅｄ． Ｏｎ ｔｈｉｓ ｂａｓ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ｉｃ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ｌａｙｅｒｓ
ｗｅｒｅ ｅｘａｍｉｎｅｄ ｔｏ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 ｔｈｅ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ｚｏｎ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ｈｅ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Ａ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ｆ Ｂａｉ ２ ｌａｙｅｒ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ｕｎｄｅｒ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ｄｉｓ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ｕｎｓｔａ⁃
ｂｌｅ 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 ｗｅｒ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ｉｓ ｗａｙ． Ｔｈｒｅｅ ｍａｉｎ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ｕｍｍｅｄ ｕｐ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 ａｎｄ ｐｏｒ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ａｉ ２ ｌａｙｅｒ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Ｂａｉ ２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ｃａｔｅ⁃
ｇｏｒｉ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ｅｒｃｕｒｙ ｉｎｊｅｃｔｉｏｎ ｄａｔａ， 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ｉｎ ｓｅｃｔｉｏｎ， ＣＴ ｄａｔａ ａｎｄ ｏｉｌ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ｏｆ ｅａｃｈ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 ｗａ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ｅｄ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ｅｄ． Ａｔ ｌａｓｔ， 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ｗｅｒｅ ｍａｐｐｅｄ，
ａｎｄ ｉｔ ｃａｎ ｂｅ ｕｓｅｄ ｔｏ ｐｒｅｄｉｃｔ ｔｈｅ ｂｅｎｅｆｉｃｉａｌ ｚｏｎ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ｐｅｔｒ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ａｃｉｅｓ；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ｆａｃｉ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Ｊｕｎｇｇａｒ Ｂａｓｉｎ； Ｔｒｉａｓｓｉｃ
Ｂａｉｋｏｕｑｕａｎ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７５１　 第 １ 期　 　 　 　 　 　 　 　 　 　 　 　 　 　 单　 祥等：基于岩石物理相的砂砾岩储层分类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