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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l卷第5期 王艳忠，等：济阳坳陷中生界碎屑岩储层特征厦其控制作用 ·11·

顺利进行并形成有效的储集空间必须具备两个前提

条件：(1)具有连通良好的原始储集空间，地层水介

质能够循环流动；(2)具有良好的运移通道，能够为

溶解作用的发生提供充足的酸性介质。研究发现，

各成岩作用阶段所对应的次生孔隙发育带均与不整

合或断层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在最大埋深等于现今

埋深的地区，中生界顶面埋深多为3000 m左右．对

应晚成岩A，亚期2950—3 300 m处最大的次生孔

隙发育带，处于晚成岩A：亚期的次生孔隙带多与中

生界内部不整合面相对应，由于间断时间短、剥蚀量

小以及压实作用加强，其孔隙度相对降低；最大埋深

大于现今埋深的地区多为凸起区，压实作用较弱，剥

蚀强烈，不整合面之下有利相带砂体更容易受大气

淡水的风化淋滤以及后期有机酸溶解作用的改造．

从而加大了储层的孔隙度。因此，成岩作用在本质

上受沉积作用和构造作用的控制。

综合考虑沉积、构造、成岩作用对储层物性的控

制，将济阳坳陷中生界碎屑岩储层划分为4类，其中

Ⅱ，Ⅲ类储层又可进一步划分为3个亚类(图3)。

根据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碎屑岩储层分类评价标

准⋯，对各类储层进行了物性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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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岩作用

图3济阳坳陷中生界碎屑岩储层3因素综台评价图

(1)I类储层：为三角洲或河流相、靠近不整合

或断层、处于早成岩B期或晚成岩A．期的砂体，孔

隙度为20％一30％，渗透率一般大于100×10。

仙m2。属于高孔中渗型储层。

(2)II．亚类储层：为三角洲或河流相、靠近不

整合或断层、处于晚成岩A：期或晚成岩B期的砂

体，孔隙度为15％一25％，渗透率为(10—200)×

10。I．Lm2，属于中孔低渗型储层。

(3)1／：亚类储层：为三角洲或河流相、远离不

整合或断层、处于早成岩B期或晚成岩A。期的砂

体，孔隙度为9％一24％，渗透率为(1—100)×10。

“m2，属于中孔低渗型储层。

(4)Ⅱ，亚类储层：为滨浅湖或扇三角洲或冲积

扇相、靠近不整合或断层、处于早成岩B期或晚成

岩A，期的砂体，孔隙度为6％一15％，渗透率为

(0．5。50)×10一¨m2，属于低孔低渗型储层。

(5)Ⅲ．亚类储层：为三角洲或河流相、远离不

整合或断层、处于晚成岩A：期或晚成岩B期的砂

体．孔隙度为5％一12％，渗透率为(0．5—20)x

10～“m2，属于特低孔特低渗型储层。

(6)11：亚类储层：为滨浅湖或扇三角洲或冲积

扇相、靠近不整合或断层、处于晚成岩A2期或晚成

岩B期的砂体，孔隙度为4％一10％，渗透率为(0．1

—20)×10～斗m2，属于特低孔特低渗型储层。

(7)m，亚类储层：为滨浅湖或扇三角洲或冲积

扇相．远离不整合或断层、处于早成岩B期或晚成

岩A。期的砂体，孔隙度为2％一to％，渗透率为

(o．05一lO)×10一”^属于特低孔特低渗型储

层。

(8)1V类储层：滨浅湖或扇三角洲或冲积扇相、

远离不整合或断层、处于晚成岩A：期或晚成岩B

期的砂体，孔隙度小于5％。渗透率小于0．5×10。

斗m2，属于特低孔特低渗型储层。

4结论

(1)济阳坳陷中生界主要发育冲积扇、扇三角

洲、河流、三角洲、滨浅湖等储集砂体，碎屑岩储层主

要经历了压实压溶、胶结、交代、溶解等成岩作用，储

集空间主要为溶解孔隙及裂缝。

(2)济阳坳陷中生界碎屑岩储层主要受沉积、

成岩、构造作用的控制。沉积作用是最重要的控制

因素，其中三角洲砂体物性最好，河流砂体次之，冲

积扇、扇三角洲及滨浅湖砂体物性较差。构造作用

对储集物性的改造主要表现为断层活动和不整合，

断层活动使储层形成大量裂缝，不整合面之下约

100 m内储层物性明显变好。溶解作用受沉积和构

造作用的控制，其对储层的改造程度与沉积相带和

距不整合面的距离有密切关系。

(3)综合考虑沉积、构造、成岩作用对储层的控

制，将济阳坳陷中生界碎屑岩储层划分为4类，其

中，I类储层为高孔中渗型，Ⅱ。，Ⅱ：亚类储层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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