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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人类对油气资源需求不断增长 ,中浅层油气藏已基本探明和投入开发 ,深层系成为油气增储上产的一个

新领域。国内外深层油气勘探实践证明 ,在深层系取得突破的关键是加强油气分布规律及控制因素认识。安棚油田

位于泌阳凹陷东南部 ,其深层古近系核桃园组三段下亚段 (Ⅴ～Ⅷ砂组 )目前是河南石油勘探局的重点勘探层位。在

安棚油田深层系近年的勘探成果及取得的地质认识的基础上 ,剖析该区油气成藏过程 ,并研究油气分布规律及主要控

制因素。研究发现 ,安棚深层系油气藏主要为砂岩上倾尖灭油气藏 ,油气分布极不均匀 ,纵向上 ,核三 Ⅴ砂组油气最为

富集 , Ⅵ砂组次之 , Ⅶ、Ⅷ砂组最少 ;油气在平面上主要集中分布于鼻状构造轴部的泌 185—泌 252井一带。油气分布

主要受沉积相、成岩作用及构造控制。平面上处于鼻状构造高部位 ,又处于晚成岩 B期的远源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

是最有利于油气富集的部位 ;纵向上 ,晚成岩 B期的砂体有利于油气聚集 ,而晚成岩 A3 亚期的砂体不利于油气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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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油气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 ,勘探难度也越来

越大。经过多年的勘探 ,陆上沉积盆地中浅层的油气

大都已经找到 ,为了寻找新的油气储量 ,开拓深层油

气资源是当今世界上许多国家扩大油气产量、储量的

重要途径之一。目前 ,国内外对深层油气藏还没有明

确的概念 ,深层油气藏有两种含意 ,其一是深度意义

上的概念。国外的深层油气藏通常指埋深 4 000 m

以下的油气资源 [ 1～4 ]
,而我国东部地区一般将埋深

3 500 m以下的油气藏统称为深层油气藏 [ 5、6 ] ;其二

是层系概念 ,指盆地中目前一般产油气层下面新层系

中的油气藏 [ 4 ]
,就泌阳凹陷而言 ,深层系主要是指古

近系核桃园组三段下亚段 (以下简称核三下段 )。

据不完全统计 ,世界上已有 70多个国家进行了

深度大于 4 000 m的油气钻探。在 80多个盆地和油

区 4 000 m以下深层系中发现了 2 300多个油气藏 ,

共发现深层大油气田 30多个。如滨里海盆地的田吉

兹巨型油田、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白垩系 —第三系

深层油气藏、美国西内盆地阿纳达科凹陷米尔斯兰奇

气田、美国墨西哥湾密西西比三角洲的列克 —华盛顿

湖油田等。我国大港、中原油田也在 3 500 m以下的

深层也发现了油气 ,初步展示了深层油气勘探良好前

景。国内外深层系油气勘探成果表明 [ 1～8 ]
,在该领域

取得突破的关键是要加强对深层系油气富集规律及

主控因素的认识。本文以河南泌阳凹陷安棚油田深

层系的地质资料、近年的勘探成果及所取得的地质认

识为基础 ,剖析了其油气分布规律及主要控制因素 ,

这对该区及其它油区深层系的油气勘探具有重要的

借鉴意义。

1 地质概况

泌阳凹陷位于河南省唐河县与泌阳县之间 ,是南

襄盆地的一个次级凹陷 ,面积约 1 000 km
2。它是在

东秦岭褶皱带上发育起来的一个中新生代断陷盆地 ,

其形成演化受控于北西西向的唐河 —栗园断裂和北

北东向的栗园 —泌阳断裂 ,平面上为扇形 ,纵向上为

南深北浅的箕状形态。根据凹陷的古构造地貌特征

和现今构造可将其划分为 3个带 :南部陡坡带、中部

深凹带和北部斜坡带 [ 9 ]。泌阳凹陷是以古近系核桃

园组为主要勘探目的层系 ,目前已发现双河、下二门、

安棚等 9个油气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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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泌阳凹陷安油田位置图

Fig. 1　The location of Anpeng oil field in B iyang Sag

　　安棚油田位于泌阳凹陷东南部 ,其南部紧邻北西

西向的唐河 —栗园边界断裂 ,东部紧邻深凹区 ,为一

北西向东南倾伏的继承性鼻状构造 ,构造较为简单 ,

断层不发育 (图 1)。安棚油田于 1990年开始勘探 ,

1991年 10月泌 185井在古近系核桃园组核三段测

试获工业油气流 ,从而发现了深层 (核三下亚段 )含

油气层系。自 1999年以来相继部署并钻泌 252、泌

253等一批探井 , 2001年对泌 252井第二试油层 (井

段 3327. 19～3245. 5 m,厚度 12. 1 m /3层 )经压裂改

造获日产油 99. 4 m
3

,天然气 1. 57 ×10
4
m

3的高产工

业油气流 ,展示了深层系良好的勘探前景。

安棚地区所钻遇的地层 ,自上而下依次为第四系

平原组 (Q )、新近系上寺组 (N s)及古近系廖庄组

( E l)、核桃园组 ( Eh )、大仓房组 ( Ed )和玉皇顶组

( Ey) ,除新近系上寺组与古近系廖庄组之间为不整

合接触外 ,其余各组段之间均为整合接触 [ 9 ]。核桃

园组三段是本区主要含油气层系 ,并分上、下两部分。

自上而下 ,核三上分为 Ⅰ～Ⅳ砂组 ,核三下又分为 Ⅴ

～Ⅷ砂组。其中核三下是本次研究的目的层段。核

三下厚 700～800 m ,由深灰色、灰黑色泥页岩与砾

岩、砂岩互层组成。

安棚油田具备较好的生、储、盖及圈闭条件 ,并且

生、储、盖及圈闭条件具有良好的时空配置。

烃源岩为泌阳凹陷核三段湖相泥岩 ,其分布广 ,

厚度大 ,有机质类型好 (干酪根以 Ⅱa型为主 , Ⅰ型和

Ⅱb型次之 , Ⅲ型者极少 ) ,丰度高 ,成烃门限浅 ,生烃

潜力大。这些优越的生烃条件 ,为油田形成提供了丰

富的物质基础。

储集层为核三段扇三角洲前缘砂体 ,向湖盆方向

减薄、尖灭。下部砂体分布广 ,上部砂体分布范围小。

由于紧邻南部边界 ,距物源近 ,储层分选较差 ,加之埋

藏深度大 ,成岩作用强烈。故深层系储集层物性差 ,

孔隙度平均为 6. 17% ,渗透率平均为 1. 88 ×10
- 3

μm
2

,碳酸盐岩含量平均为 11. 9%。因此 ,安棚油田

深层系属于低孔、低渗储层。

本区核三段沉积时期 ,位于南部陡坡带上的平氏

扇三角洲和栗园扇三角洲砂体 ,大部分都插入深凹生

油区内 ,纵向上砂泥岩互层 ,平面上完全处于生油岩

的包围之中。安棚鼻状构造形成时间早 ,为一继承性

发育的古隆起 ,其形成时间早于凹陷油气运移时间 ,

为该区核三下段砂岩上倾尖灭圈闭形成提供了十分

有利构造背景 ,而鼻状构造除具优先捕获油气外 ,还

可形成多高角度裂缝 ,有效地改善储层物性。

虽然安棚油田深层系储层物性较差 ,但扇三角洲

前缘的有利储集相带、成岩后期的溶蚀作用、构造裂

缝的发育以及烃类流体较早进入储层等能够有效地

改善储层物性。同时 ,油气性质好 ,使安棚深层系低

孔低渗油气藏成为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工业油气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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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油气藏类型及成藏过程

核三段沉积时期 ,安棚深层系具有来自栗园和平

氏方向的砂体 ,砂层尖灭线与安棚鼻状构造相配置可

以形成砂岩上倾尖灭或侧缘上倾尖灭圈闭。另外 ,在

陡坡带扇三角洲前缘存在有深水滑塌浊积岩 ,其分布

于半深湖 —深湖中 ,可形成砂岩透镜体油气藏。这类

油气藏占总储量比重不大。因此 ,该区油气藏类型主

要为砂岩 (及侧缘 )上倾尖灭油藏。对于这些砂岩上

倾尖灭油藏 ,构造上倾轴线 (构造等高线法线 )与砂

体朵叶体主轴线 (砂岩尖灭线法线 )之间夹角控制着

圈闭有效性 ,夹角越小 ,圈闭越有利 ,当夹角大于 90°

时 ,圈闭无效。栗园砂体与安棚鼻状构造轴线夹色接

近 0°,因而上倾尖灭发育 ,圈闭闭合幅度大 ,大部分

有效 ;而平氏砂体与安棚鼻状构造夹角多大于 90°,

形成的砂岩上倾尖灭圈闭幅度小 ,有效性差。

安棚地区烃源岩厚度大 ,成熟度较高并且紧邻深

凹区 ,具有“近水楼台先得月 ”的油气聚集条件。研

究表明 ,该区原油的成熟度与源岩的成熟度相当①,

说明油气大部分是自生自储或短距离侧向运移而成

的。安棚油田断层不发育 (见少量的小断层 ) ,且不

存在不整合面 ,因而油气运移通道主要为伸入烃源岩

的砂体。另外 ,安棚深层系裂缝的发育 ,裂缝在改善

储集空间的同时 ,也是油气运移的有利通道。油气充

注主要以砂泥岩交互层原地充注为特点 ,油气运移以

短距离侧向运移为主 ,垂向运移范围很小。

综合各种资料深层系砂岩上倾尖灭油藏的成藏

过程如下 (图 2) :核三段沉积后 ,该区经历了核二段

沉积期的埋藏和构造作用 ,安棚 NW 方向缓慢翘倾 ,

向 NW方向尖灭的砂体被抬高 ,从而形成了砂岩上倾

尖灭圈闭 ;同时 ,从核三段末便已开始出现的鼻状构

造不断发育。储集体主要是来自栗园、平氏两个物源

的砂体 ,在鼻状构造轴部 ,由于受到构造及地应力作

用 ,微裂缝十分发育 ,深层系储集层物性得到明显的

改善。安棚油田有 3次油气充注期 [ 10 ]
,早期大体相

当于廖庄期 ,中期大体相当中新世 ,晚期大体相当中

新世 —上新世 (可能延续至今 )。其中 ,中、晚期为主

要成藏期。核一段末至廖庄期末 ,核三段的烃源岩相

继开始进入生油高峰 ,同时原油也开始就近进入砂体

并部分聚集于圈闭。受喜山运动的影响 ,廖庄期末 ,

泌阳凹陷发生了差异构造抬升运动 ,由于差异抬升作

用使圈闭区与深凹源岩区的势能差增加 (凹陷边部

比中心抬升幅度大 ) ,从而导致深凹区源岩生成的油

气大规模地向安棚鼻状构造充注并聚集成藏 ,形成了

现今的油气田。

图 2　安棚油田成藏事件图

Fig. 2　The elements and functions of oil2gas charging

and accumulation in Anpeng oilfield

3　安棚油田深层系油气分布规律

安棚油田深层系油气分布具有以下规律 :纵向

上 ,本区核三下段共解释油气层 38层 ,其中经测试证

实为油气层的有 15层。这些油气层在纵向上的分布

跨度大 ,从 2 900 m到 3 520 m ,含油气井段厚达 620

m。但油气在纵向上分布是不均匀的 ,其中 Ⅴ砂组 13

层 ,占总数 34% ; Ⅵ砂组 13层 ,占总数 34% ; Ⅶ砂组 8

层 ,占总数 21% ; Ⅷ砂组 4层 ,占总数 11%。总的趋

势是油气层向下减少 (表 1)。从各砂组解释、证实的

油气层数、不同级别的油气层数看 , Ⅴ砂组油气最为

富集 , Ⅵ砂组次之 , Ⅶ、Ⅷ砂组最少。

表 1　安棚油田深层系各砂组油气分布

Table 1　O il2ga s d istr ibution in var ious sand groups

of deep bur ia l stra ta in Anpeng o ilf ield

砂组
解释油气层 证实油气层数

层数 比例 ( % ) 层数 Ⅰ类 Ⅱ类 Ⅲ类

Ⅴ 13 34 9 3 4 2

Ⅵ 13 34 3 1 1 1

Ⅶ 8 21 1 1

Ⅷ 4 11 2 2

合计 38 100 15 4 8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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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上 ,安棚深层系的油气主要分布在泌 212—

泌 99以北的地区 ,尤其是在本区的泌 185—泌 252井

一带富集 ,此油气富集带北到泌 246—泌 213—泌 216

一线 ,南到泌 212—泌 99井一线 ,宽约 1 km,长约 2

km (图 3)。本区深层系的高产井 (泌 185、泌 252等

井 )均位于此带内。许多油气层向上倾方向变为干

层。从图中可以看出油气层主要沿鼻状构造的轴部

展布 ,其分布规律与砂体的展布形态有关。

图 3　安棚油田深层系油气层厚度 (m)等值线图

Fig. 3　The oil2gas bearing layers thickness isopach (m) in deep burial strata in Anpeng oilfield

4　油气分布控制因素

4. 1　沉积微相对油气分布的控制作用

安棚油田目的层内砂体属于扇三角洲沉积体系 ,

物源主要来自南部栗园和平氏两个方向。沉积环境

主要为扇三角洲前缘 ,缺乏扇三角洲平原亚相。据岩

相及电相特征 ,可将本区扇三角洲前缘进一步划分为

近源水下分流河道、远源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远砂

坝、前缘席状砂及分流间湾六种微相。沉积微相对油

气分布控制作用主要表现为对储集层储集性能的控

制。由于该区处于泌阳凹陷深凹区和陡岸毗邻的地

区 ,古地形坡度大 ,河道顺坡而下 ,直伸深湖中心 ,所

携带的沉积物由于受到安棚水下古鼻状隆起的阻挡

而大量急剧卸载 ,形成了突变的水下河道“舌 ”状体 ,

致使远离河道的地方仅沉积了沉积物中较细的部分 ,

其分布十分局限。这导致了储层物性的横向变化迅

速 ,受沉积相带控制明显 ,远源水下分流河道及河口

坝微相的储层物性最好 ,分流间湾物性最差。这是因

为远源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以厚层块状砂岩、中、细

砂岩发育为特征 ,处于浪基面上 ,水流作用较强 ,属于

持续高能环境。其沉积物在洪水间歇期受到湖浪和

沿岸湖流的改造 ,因此 ,砂岩分选好、粒间孔发育 ,泥

质含量低 ,储集物性好 ;而近源水下分流河道由于距

源区近 ,沉积迅速 ,岩性以块状砂砾岩为主的混杂堆

积 ,而砾石主要是在发洪期由洪水搬运到湖中 ,一旦

沉积下来以后 ,很难再由湖水搬运、冲洗 ,砾石分选、

磨圆差 ,而且砾石之间被充填 ,从而导致砾岩储集物

性变差 ;远砂坝、前缘席状砂粒度变细 ,泥质含量增

加 ,再加上距离物源较远 ,所处环境安静、低能 ,只有

在发洪期或风暴天气 ,水流或湖浪才能对其进行改

造 ,而且由于沉积物颗粒细 ,粒间孔较小 ,再加上层

薄、泥质含量高 ,因此储集性能变差。安棚油田深层

系岩心的储层物性统计结果表明 :远源水下分流河道

及河口坝储集性能最好 , 平均孔隙度为 5. 72%、

6. 52% (泌 185和泌 252井 ) ;远砂坝及前缘席状砂和

近源水下分流河道物性较差 ,其中远砂坝及前缘席状

砂的平均孔隙度为 2. 57%、4. 09% (泌 19522和泌

213井 ) ,近源水下分流河道平均孔隙度为 2. 9% (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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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井 )。说明沉积相的递变规律 ,决定了孔隙度的

变化规律。物性的差异导致其相应聚集油气能力的

差异。据统计该区纵向上 33层 88个单元的油层所

处的微相统计结果为 94%的已探明储量分布在远源

水下分流河道及河口坝微相中 ,远砂坝、前缘席状砂

等其它微相仅占 6% ,油气在远源下分流河道、河口

坝微相部位富集 ,即泌 185—泌 252等高产井分布

带。表明油层的分布受沉积相带的制约明显 (图 4)。

综合分析认为 :远源水下分流河道微相及河口坝微相

为本区的有利微相带。

图 4　安棚油田沉积微相与油气分布关系图 (Ⅵ油组 32小层 )

Fig. 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dimentary m icrofacies with the hydrocarbon distribution

in Anpeng oilfield (V I sand member 32 strata)

4. 2　成岩作用对油气分布的控制作用

成岩作用对油气分布控制主要表现为对储集性

能的控制。属于同一沉积微相的砂体如果经历了不

同的成岩作用阶段 ,则完全可能具有不同的储集性

能 [ 11、12 ]。储集性能在纵向上的变化主要受成岩作用

控制。

安棚地区成岩作用类型主要有机械压实、胶结及

溶蚀作用。由于该区深层系紧邻深凹区 ,储层埋藏

深 ,所以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强烈。胶结作用主要发

生在 2 700～3 100 m之间 ,相当于晚成岩 A3 亚期 ,处

于该带砂体储集性较差。但溶蚀作用改善了本区储

集层的孔渗性。溶蚀作用的发生与有机质和烃类转

化作用密切相关 [ 13、14、17 ]。本区有两个溶蚀高峰 :一个

与生油高峰对应 ,称第一溶蚀带 ;另一个与生气高峰

对应 ,称第二溶蚀带。泌阳凹陷的实测资料表明在埋

深 2 200 ～2 700 m 有机质成熟生油 , 在埋深达

3 100 m左右泌阳凹陷进入高成熟生气阶段 ,有机质

脱羧基作用和烃类裂解作用产生有机酸及少量二氧

化碳 ,使地层水呈酸性。正是这种酸性水使方解石和

白云石胶结物、长石及岩屑颗粒发生溶蚀。从孔隙度

与埋藏深度曲线上可以看出 ,在 2 500 m附近存在孔

隙度升高带 ,该带与第一溶蚀带相对应 ,是第一次生

孔隙发育带 ;在埋深 3 100 m以下有一孔隙升高带 ,

该带与第二溶蚀带相对应 ,是第二次生孔隙发育带

(图 5)。参考已有成岩阶段划分的标准 [ 12 ] ,结合安

棚地区的实际情况 ,泌阳凹陷安棚地区深层系所处的

成岩阶段为晚成岩 A3 亚期和 B期。

在早成岩阶段以及晚成岩 A1 亚期 ,孔隙以原生

为主 ,胶结弱 ,孔隙度和渗透率较高。晚成岩 A2 亚期

为第一溶蚀带 ,由于溶蚀作用使孔隙度增大。晚成岩

A3 亚期为胶结带 ,由于强烈的胶结作用 ,储集性能迅

速下降。晚成岩 B期为第二溶蚀带 ,溶蚀作用使孔

隙度有所回升 (图 5)。

安棚油田深层系处于晚成岩 A3 亚期和 B期 ,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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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泌阳凹陷安棚地区成岩阶段划分及与油气储集性能的关系

Fig. 5　D ivision of diagenetic stage of Anpeng oilfield in B iyang Sag

然 ,处于晚成岩 A3 亚期 (埋藏深度大致为 2 900～

3 100 m)的砂体胶结严重 ,储集物性较差 ,不利于油

气聚集 ;而处于晚成岩 B亚期 (埋藏深度大致为 3 100

～3 500 m)的砂体可发育次生溶蚀孔隙带处于此期

砂体储集性能得到改善 ,有利于油气聚集。本区深层

系油层埋藏深度统计发现部分 Ⅰ类、Ⅱ类油层的埋藏

深度在 3 100～3 500 m左右 ,此深度处于晚成岩 B

期 ,溶蚀孔隙较发育。如泌 185、泌 252、泌 246等井

中的油层。可见 ,储集性能的好坏除了与沉积相有关

外 ,还与成岩作用密切相关。

本区勘探结果表明 ,在深层系中的个别油藏 ,其

分布边界既不是砂体尖灭线 ,也不是相变线 ,干层部

分和含油气部分均处于同一相带内 ,这类圈闭可能是

成岩圈闭。由于安棚鼻状构造是一个由北西向南东

方向倾伏的鼻状构造 ,地层向西北方向变浅、向鼻状

构造轴部变浅 ,向东南方向变深 ,因此同一地层有可

能在北部处于晚成岩 A3 亚期 ,而在南部处于晚成岩

B期 ;在鼻状构造轴部处于晚成岩 A3 亚期 ,而在翼部

处于晚成岩 B期 ,处于此期砂体次生孔隙较发育 ,储

集性能较好 ,而处于晚成岩 A3 亚期砂体胶结严重 ,储

集性能差。成岩圈闭形成过程实际上是孔隙再分配

过程 ,孔隙再分配向两个方向发展 :孔隙汇集方向和

溶解物质汇集方向发展 [ 18、19 ]。孔隙汇集 (去胶结 )砂

体形成储层 ,溶解物质汇集 (胶结 )砂体形成遮挡 ,二

者发生于一定的封闭系统中 ,在空间上密切联系 ,从

而形成成岩圈闭。如核三段 Ⅴ砂组第 15、16、17小层

砂体处于构造低部位泌 185井是好油层 (日产油 10

t) ,而处在高部位泌 253、泌 19522井则变为干层 ,从

泌 185到泌 19522砂体是连续的 ,而且沉积相也没有

明显变化。显然这是一个成岩圈闭 ,泌 185井储集性

能较好 ,而泌 253—泌 19522井一带胶结严重形成干

层 ,形成油藏上倾方向上的遮挡。成岩作用差异是造

成这种情况的重要原因。这类圈闭的发现 ,开辟了安

棚地油田找油的新领域。

4. 3　构造对油气分布的控制作用

钻探结果表明 ,本区油气在鼻状构造轴线附近的

高部位富集。如 Ⅴ砂组第 1小层的砂体 ,处于构造高

部位的泌 252井和泌 185井为油层 ,而处于构造低部

位的泌 212井却没有油气。油气在鼻状构造轴部富

集不是偶然的 ,一方面 ,安棚地区是一个继承性的古

隆起 ,其形成时间早于凹陷内油气运移时间 ,这为本

区砂岩上倾尖灭圈闭的形成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圈闭

的形成时间早 ,油气在浮力的作用下总是向高处运

移 ,处于鼻状构造轴部的圈闭更有利于捕获油气 ;另

一方面构造对油气分布控制表现在对储集性能的控

制。构造对储集性能的控制主要表现在形成裂缝上。

不同的构造部位 ,裂缝发育程度不同。鼻状构造轴部

泌 252井 ,泌 185等井区最发育 ,且为高角度裂缝 ;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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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构造北部泌 246井、安 84井区次之 ,以发育水平

缝 ,网状缝为主 ,少量微垂直裂缝 ;鼻状构造南部裂缝

发育较差 [ 15、16 ]。岩心观察表明 ,本区处于鼻状构造

轴部的井 ,如泌 252、泌 185等井 ,各种裂缝最发育 ,

而处于构造翼部的井裂缝较少。裂缝的发育改善了

储层渗流条件 ,为油气提供了储集空间。本区的泌

252井压裂后获得高产工业油气流 (油 99. 4 m
3

,气

1. 57 ×10
4

m
3 )。

5　结论

(1) 安棚深层系油气藏类型主要为砂岩上倾尖

灭油气藏 ,构造翘倾导致上倾尖灭圈闭的形成 ,廖庄

期末差异抬升运动致使砂岩上倾尖灭圈闭闭合幅度

增加 ,安棚油田油气运移方式为以砂岩输导层为运移

通道 ,油气以侧向运移为主。廖庄期末差异抬升使安

棚鼻状构造与深凹区源岩之间的势能差急剧增加 ,导

致油气向安棚鼻状构造充注聚集成藏。

(2) 安棚深层系油气在纵向上分布跨度大 ,从

2 900 m到 3 520 m,含油气井段厚达 620 m。油气在

纵向上分布是不均匀的 ,核三 Ⅴ油气最为富集 , Ⅵ砂

组次之 , Ⅶ、Ⅷ砂组最少 ;在平面上油气主要集中分布

于鼻状构造轴部的泌 185—泌 252井一带。

(3) 安棚深层系油气分布主要受沉积相、成岩作

用及构造控制。平面上处于鼻状构造高部位 ,又处于

晚成岩 B期的远源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是最有利

于油气富集的部位 ,远砂坝和前缘席状砂次之 ;纵向

上 ,晚成岩 B期的砂体有利于油气聚集 ,而晚成岩 A3

亚期的砂体不利于油气聚集。

(4) 在安棚深层系存在成岩圈闭油气藏。如果

同一砂体 ,埋藏较深的部分处于晚成岩 B期 ,埋藏较

浅部分处于晚成岩 A3 亚期时 ,则有可能形成成岩圈

闭。此类圈闭是安棚油田找油新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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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D istr ibution of Hydrocarbon and Controlling Factors of the
Deep Buria l Strata in Anpeng O ilf ield of Biyang Sag

M ING Hai2hui1 　J IN Zhen2kui1 　J IN Zhi2jun2 　YANG M ing2hui1 　CHEN Xiang3

1 ( Un iversity of Petroleum, Be ijing 102249) 2 ( In stitute of Explora tion and D evelopm en t of S INO PEC, Be ijing 100083)

3( Henan O il F ield, S INO PEC, Nanyang Henan　473132)

Abstract　W 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of oil and gas resource, oil and gas exp loration have to expand to the deep

zone. To reinforce the cognition of oil2gas distribution laws and its controlling factors is the key to achieve further in

the deep zon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exp loration achievements and geological cognition over the past years in the

deep zone in B iyang sag, Anpeng oil field, and the laws of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and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re

analyzed in details. It shows that oil and gas distribution is inhomogeneous vertically. It has been found that the deep

layer pool of Anpeng oil field mainly was updip wedge out trap. In Formation Hetaoyuan Ⅲ member Ⅴsand layer is

the most enriched with oil and gas, Ⅵ is less, Ⅶ and Ⅷ is the lest. In the p lane, oil and gas gathers mainly along

the axial lobe of nose structure nearW ell B i1852W ell B i252 region. Sedimentary facies, diagenesis and structure are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to influ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oil and gas in this region. The site that is located on the

em inence of nose structure, and far2source the underwater distributary channel and estuary bar experiencing the late

dagenetic period B is the most p rom ising for accumulation of oil and gas. Vertically, late diagenetic period B sand lay2
er is advantageous for oil and gas gathering, while late diagenetic subperiod A3 sand layer is disadvantageous for oil

and gas gathering.

Key words　Anpeng oilfield, updip wedge2out pool, the p rocess of pool form ing, oil2gas distribution, controlling fac2
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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