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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长垣主断层( 长垣断层) 是东濮凹陷西部斜坡带的二级同沉积断层，断层封闭性对油气运聚具有重要作用。
利用断层生长指数、断面正压力、断层泥比率和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分析了长垣断层的封闭性，结果表明: 长垣

断层由南向北活动时期逐渐变晚，活动强度南强北弱，断层的断距和垂向封闭性差异是油气差异性富集的主控因

素; 沙二段上亚段厚层泥岩的涂抹作用使长垣断层侧向封闭性增强; 长垣断层下降盘沙二段上亚段与上升盘对置

地层的南北向差异导致上升盘油气富集层位的差异; 长垣断层上升盘的伴生断层为构造断层，活动时期较早，垂向

封闭性强，油气侧向运移至长垣断层后，其聚集受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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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层封闭性变化对油气运聚成藏具有重要控制

作用［1 － 2］，同一条断层在不同时期、不同部位对油气

运聚的影响也不尽相同［3］。中外学者针对断层封

闭性开展了大量实验分析和理论研究，根据单因素

或多因素建立了多种断层封闭性的判别方法［4 － 13］。
断层封闭性受多种因素控制，对油气运移和聚集的

影响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分析过程中必须结合具

体情况综合考虑才能得出比较准确的评价结果。
东濮凹陷西部胡状集和庆祖集油田的油气来源

于东侧的海通集洼陷，东营组沉积时期沙三段烃源

岩生成的大量油气经长垣断层运移至上升盘［14 － 15］。
然而，油气在上升盘的富集层位和平面分布存在明

显差异，说明长垣断层封闭性存在着差异，这种差异

可能是影响该区油气富集差异的主要因素。为此，

笔者利用断层生长指数、断面正压力、断层泥比率、
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分析了东濮凹陷西部斜坡带

长垣断层不同时期、不同部位的封闭性，探讨了断层

封闭性对西部斜坡带油气差异性富集的影响。

1 区域地质概况

东濮凹陷位于渤海湾盆地西南缘，属于临清坳

陷的一部分，新生代经历了古近纪断陷、新近纪和第

四纪拗陷等演化阶段，断裂活动对凹陷的形成演化

起主导作用，断层在不同尺度上控制着凹陷的沉积

和构造，也控制了油气的聚集与分布。长垣断层为

东濮凹陷西部斜坡带的同沉积断层，是长垣东洼陷、
南何家洼陷以及海通集洼陷的西边界断层。平面

上，断层呈北北东走向，延伸长度近 100 km，南端延

伸至盆地边界，北端消失在柳屯洼陷中，在庆 1 井附

近与石家集断层合并。断层倾向为南东东向，两端

断面较陡( 倾角约为 50° ～ 70°) ，中间部分相对较缓

( 倾角约为 30° ～ 50°) ，垂直断距一般在 1 000 m 以

上，最大断距达 3 600 m。断层南端活动时间相对较

早，可能在凹陷发育之初就开始形成，向北活动时期

逐渐变晚，断层北端垂向上可延伸至新近系明化镇

组。长垣断层北段是研究的重点，其下降盘为海通

集洼陷，上升盘为胡状集和庆祖集油田的主体位置，

古近系沙三段是其油气富集层系，2 个油田的探明

储量占西部斜坡带总探明储量的 50% 以上，胡状集

油田的油气富集层位为沙三段中亚段和上亚段，庆

祖集油田的油气富集层位为沙三段下亚段和中亚

段，整体表现为向南油气富集层位变老。长垣断裂

带是由长垣主断层及其伴生的次级断层所构成( 图

1) ，长垣断层上升盘发育 2 条比较大的分支正断

层，且低序级断层非常发育，构造复杂，在沙三段—
沙二段已发现多个小断块油藏; 下降盘也发育多条

分支正断层，平面上呈单边羽状排列，形成一系列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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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断块圈闭，油气在构造高部位聚集，油藏规模较

小，含油层位为沙三段上亚段—沙二段。

图 1 东濮凹陷西部斜坡带构造纲要

2 断层封闭性

2． 1 垂向封闭性

2． 1． 1 断层生长指数
断层在活动时期是开启的，只有停止活动后方

可形成垂向封闭［16］，断面正压力、断层产状和断裂

带填充物是影响垂向封闭性的主要因素［4，9］。长垣

断层是水平拉张主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同沉积断

层，长期幕式或间歇式构造活动使其成为油气运移

通道。长垣断层在胡状集—庆祖集地区有多条分支

断层，不同级别断层的活动规律不同，对油气运聚的

影响也存在差异。
为认识断层的活动规律，由北向南选取 15 条地

震剖面( 图 1) ，计算了长垣主断层( 长垣 1 号断层)

和上升盘次级断层( 长垣 2 号断层) 的生长指数。
结果表明: 长垣 1 号断层在沙三段中亚段沉积时期

开始活动，但活动强度不大，可划分成 1021 测线以

北、1021 测线—821 测线、821 测线—706 测线、561
测线以南共 4 段，每段两端生长指数小，中部大，断

层分段活动特征明显; 在沙三段上亚段沉积时期，长

垣 1 号断层整体活动性增强，且南部活动强度明显

大于北部，同样具有分段活动特征( 表 1) 。剖面上，

长垣 1 号断层一直延伸至东营组不整合面，北端可

延伸至明化镇组，说明该断层为东营组沉积时期持

续活动的同沉积断层，对该时期生成的油气起主要

输导作用。长垣 2 号断层生长指数接近于 1，不具

同沉积断层特点，应为长垣 1 号断层伴生的构造断

层。剖面上，长垣 2 号断层多终止于沙三段，为沙河

街组沉积时期的构造断层，在东营组沉积时期垂向

封闭性较强。

表 1 长垣断层生长指数和泥岩涂抹系数

主测线

长 垣 1 号 断 层

生 长 指 数
断距 /m 倾角 / ( ° )

沙三段中亚段 沙三段上亚段

长 垣 2 号 断 层

泥岩涂

抹系数
断距 /m 倾角 / ( ° )

1121 1． 31 1． 45 381 62． 3 0． 77 224 68． 5

1021 1． 01 1． 60 865 58． 8 0． 66 549 68． 7

986 1． 29 2． 53 869 55． 2 365 65． 4

941 1． 97 3． 18 1 001 53． 2 0． 65 508 69． 4

876 1． 25 1． 74 1 320 50． 1 0． 67 657 51． 7

821 1． 03 2． 57 1 621 48． 5 0． 64 670 53． 1

791 2． 35 2． 89 1 502 46． 3 0． 65 497 59． 6

751 1． 67 2． 05 1 043 48 0． 6 848 53． 5

706 0． 99 1． 23 1 120 51 0． 73 515 47． 4

666 1． 08 2． 56 2 820 47． 9

621 0． 99 3． 42 2 867 53

561 1． 05 3． 38 2 881 51． 6

501 1． 54 3． 43 1 928 51 901 54

416 1． 23 3． 61 2 949 50 0． 75

336 1． 33 3． 12 3 231 50 451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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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垣断层下降盘羽状分支断层沙河街组各段的

生长指数计算结果( 图 2 ) 表明: 6 条比较大的分支

断层具有同沉积特点，这些羽状分支断层在沙河街

组沉积时期都持续活动，且越向北活动时期越晚。
平面上，同沉积分支断层多处于长垣 1 号断层生长

指数较小的部位，二者呈互为消长的关系。

图 2 长垣断层下降盘羽状分支断层生长指数
( 沙二段下亚段顶面构造)

生长指数图中横坐标中 1 为沙三段中亚段; 2 为沙三段上亚段
2—4 砂组; 3 为沙三段上亚段 1 砂组; 4 为沙二段; 5 为沙一段

2． 1． 2 断面正压力
影响断层垂向封闭性最关键的因素是断面的紧

闭程度，无论是正断层还是逆断层，当断层停止活动

后，断面都会因上覆地层重力作用，紧闭愈合，断面

所受压力越大，垂向封闭性越强，反之断层的垂向封

闭性越弱［16］。断面的紧闭程度可用断层面所受正

压力( 断面正压力) 来衡量，其计算式参照文献［9］。
确定断层垂向封闭所需断面正压力下限值的方

法有 2 种:①通过建立泥岩塑性变形极限与埋深之

间的关系确定断面正压力下限值［10］; ②对某一具体

地区，可解剖已知油藏，确定断面正压力下限值［11］。
胡状集—庆祖集地区长垣断裂带已发现多个油气

藏，能够满足第 2 种确定断面正压力下限值的要求。
计算了长垣断裂带内 9 个断块油藏控藏断层的现今

断面正压力。结果表明: 埋藏最浅的胡 39 － 2 断块

油藏的断面正压力值最小，为 16． 8 MPa。因此，确

定长 垣 断 层 垂 向 封 闭 所 需 断 面 正 压 力 下 限 值 为

16． 8 MPa。

长垣 1 号断层在东营组沉积时期断面正压力计

算结果( 图 3) 表明: 该条断层在东营组沉积时期的

断面正压力多数都大于其下限值，仅在 941 测线以

北和 761 测线附近低于下限值，断层垂向封闭性较

弱。勘探实践也证实，上述 2 个位置也是长垣断裂

带浅层沙二段发现油气藏最多的部位，靠近长垣断

裂带的馆陶组、明化镇组也见到了油气显示。沿断

层走向，向南断面正压力逐渐增大，表明向南长垣断

层的垂向封闭性增强，油气垂向运移的高度降低，这

可能是长垣断层上升盘油气富集层位差异的影响因

素之一。

图 3 长垣 1 号断层东营组沉积时期断面正压力

2． 1． 3 断裂带填充物质
断层停止活动后形成垂向封闭的根本原因是在

断面正压力下断裂带内泥岩发生塑性变形，排替压

力增大。同沉积断层活动时期，湖盆泥质沉积物多

处于半固结状态，很容易进入断裂带内形成泥质充

填［2］。西部斜坡带泥岩比较发育，特别是沙二段上

亚段沉积了咸化湖相紫红色泥岩与浅灰色含膏泥

岩，最大厚度为 550 m，为该区的区域性盖层。因

此，长垣断层在沙二段上亚段容易形成垂向封堵，大

部分油气可能沿长垣 1 号断层和羽状分支断层垂向

运移至沙二段下部，然后侧向运移进入长垣断裂带。
2． 2 侧向封闭性

2． 2． 1 泥岩涂抹作用
断层垂向封闭性分析表明，长垣断层下降盘沙

三段烃源岩生成的油气沿长垣 1 号断层及伴生的羽

状分支断层垂向运移，由于沙二段泥质充填形成垂

向封闭，油气开始侧向运移并进入长垣断裂带及其

上升盘，油气运聚主要受断层侧向封闭性控制。应

用断层泥比率［9］评价了长垣 2 号断层的侧向封闭

性。结果表明，长垣 2 号断层的断层泥比率均大于

0． 5，说明断层的侧向封闭性较好。但勘探实践表

明，长垣断裂带内圈闭含油气高度小，为 20 ～ 3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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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闭充满度不超过 50%，油气富集程度较低，说明

断层带内泥岩涂抹作用可能未形成连续侧向封堵。
2． 2． 2 岩性对置关系

一般情况下，断层两盘地层砂—砂对接时断层

输导，砂—泥对接时断层封闭。西部斜坡带 胡 状

集—庆祖集地区砂泥岩频繁间互，对置关系复杂。
在绘制长垣 2 号断层 Alan 图基础上，计算了上升盘

不同层位的砂地比，并将砂地比数据和已发现油藏

的位置都投到 Alan 图上( 图 4) ，分析岩性对置关系

对断层侧向封闭性的影响。由图 4 可以看出，已发

现油藏的位置所对应的断层上升盘砂地比较小，一

般小于 20%，说明断层两侧地层砂—泥对接的概率

大，断层侧向封闭性好，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对断

裂带油气成藏起着重要作用。长垣 2 号断层两侧地

层的对置关系在走向上是不断变化的，上升盘砂泥

岩发育也在不断变化，使得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

复杂多变。断裂带内与断层上升盘低砂地比对置的

地层可能是下步勘探的有利方向。

图 4 长垣 2 号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

3 断层输导模式

东濮凹陷西部斜坡带的油气为海通集洼陷沙三

段烃源岩在东营组沉积时期生成，长垣断层对西部

斜坡带的油气运聚起着控制作用。长垣 1 号断层及

其羽状分支断层持续活动并沟通洼陷带内烃源岩

层，油气由烃源岩层进入断层后开始垂向运移，断面

正压力与泥岩涂抹作用使长垣断层大致在沙二段形

成垂向封堵，油气垂向运移至此处开始沿砂体侧向

运移，进入长垣断裂带和二台阶。长垣断裂带和二

台阶的油气聚集主要受断层两侧岩性对置关系影

响，目前已发现的断裂带油藏与二台阶对置地层的

砂地比都较低( 小于 20% ) 。长垣 1 号断层断距由

北向南增大，下降盘沙二段埋深增大，断层垂向封闭

的深度也增大，与上升盘对置的地层逐渐变老，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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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二台阶油气富集层位向南变老( 图 5) 。

图 5 长垣断层油气输导模式

4 结论

长垣断层是东濮凹陷西部斜坡带的二级同沉积

断层，对油气运聚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长垣断层

多期分段活动并在下降盘发育多条羽状分支断层，

长垣 1 号断层和下降盘部分羽状分支断层具同沉积

断层特征，从沙三段沉积中晚期开始活动，活动时期

南早北晚，北端可一直持续至东营组沉积时期，成为

海通集洼陷内油气向西部斜坡带运移的垂向通道。
长垣 1 号断层断面正压力在断层走向上存在差

异，向南垂向封闭性增强; 沙二段上亚段厚层泥岩的

涂抹作用，使长垣断层侧向封闭性增强，同沉积时期

的未固结泥质沉积物易于充填至断裂带内，增强了

长垣断层的垂向封闭性，长垣 1 号断层下降盘沙二

段上亚段与上升盘对置地层的南北向差异导致长垣

断层上升盘油气富集层位的差异; 长垣断层上升盘

的伴生断层为构造断层，垂向封闭性强，油气由长垣

主断层进入断裂带后，其聚集受断层两侧岩性对置

关系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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