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1卷 第2期 油 气 地 质 与 采 收 率 Vol.21, No.2
2014年3月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Mar.2014

收稿日期：2013-11-21。
作者简介：王振宇，男，副教授，博士，从事沉积储层研究。联系电话：13909073811，E-mail：wangzhenyu1964@163.com。

基金项目：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塔里木盆地台盆区海相碳酸盐岩油气成藏条件有利区带评价及勘探目标优选研究”（2008ZX05004-004），

四川省重点学科建设项目（SZD0414）。

·油气地质·

库车坳陷大北气田砂岩气层裂缝分布
规律及其对产能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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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库车坳陷山前多期推覆叠瓦构造背景下，大北气田普遍发育裂缝。利用野外露头、岩心、成像测井和试井

等资料，对大北气田巴什基奇克组砂岩气层裂缝特征、分布规律及其对产能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区裂缝类型包

括构造裂缝和非构造裂缝，其中构造裂缝占95%，以高角度单一裂缝和网状裂缝为主，低角度构造裂缝较少；近南

北向裂缝最为发育，其次为近东西向，裂缝主体走向与现今主应力方向基本一致，总体具有密度大、张开度小、充填

程度高等特征。垂向上，巴二段比巴三段裂缝更发育，储层渗透性能更好；平面上，裂缝主要分布于背斜翼部及断

层附近等应力集中区，核部相对不发育。裂缝对单井产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渗透率的改善，裂缝对渗透率的提

升可达2~4个数量级，其中裂缝面缝率和裂缝密度与产能的相关性较好，裂缝张开度为产能的必要非充分条件。

关键词：裂缝特征 裂缝分布规律 构造裂缝 主应力方向 产能 大北气田 库车坳陷

中图分类号：TE1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03（2014）02-0051-06

在碎屑岩中，对裂缝可作为油气储集空间和沟

通孔隙“桥梁”的认识已达成广泛共识［1-4］，尤其在特

低孔特低渗透砂岩储层中，裂缝更是决定产能的关

键因素。在现今对天然气资源的迫切需求下，向特

低孔特低渗透裂缝型砂岩气藏进军已迫在眉睫［5］。

近年在库车坳陷油气勘探中，随着勘探程度的提

高，相继发现大北、克拉、依南、吐孜和迪那等一系

列气田，已成为西气东输的重要气源地。

前人从野外露头、岩心、三维高分辨率地震资

料、常规测井和成像测井等方面入手，运用分形学

和数值模拟等方法对裂缝进行了定性—半定量研

究［6-10］。但野外露头裂缝参数偏大，而岩心取样少

且在裂缝发育段易破裂，高分辨率地震资料在沙漠

地区不易采集，常规和成像测井仅用数学计算手段

等，致使裂缝真实性有待考证，这一系列因素制约

着对裂缝的精细分析。笔者通过分析大北气田主

力气层巴什基奇克组已有的露头、岩心、成像测井

及试井等资料，运用岩心和成像解释图像对比校正

等手段，对研究区裂缝类型、参数定量描述、分布规

律以及裂缝对产能的影响等方面进行研究，以期对

库车坳陷后期裂缝研究提供参考，并为气藏开发提

供指导。

1 区域地质概况

大北气田位于库车坳陷克拉苏构造带西缘，受

北部造山带影响，发育克拉苏与拜城北2条主断裂，

断层面上陡下缓，并向下汇拢成1条主断裂［11］。2条
主断裂所夹持的楔形体内派生一系列次级逆冲断

层，形成了由北向南的逆冲叠瓦构造（图 1）。研究

区自下而上钻遇亚格列木组、舒善河组、巴西盖组、

巴什基奇克组及库姆格列木群。巴什基奇克组沉

积时期库车坳陷紧靠南天山，地貌北高南低，物源

充足，巴什基奇克组可细分为 3个亚段［12］。巴一段

为高位体系域辫状河冲积平原沉积，以褐色中细砂

岩为主，泥岩夹层薄而少；巴二段为辫状河三角洲

沉积，以褐色中细砂岩夹薄层泥岩为主，有相对较

纯的泥岩薄层出现；巴三段为冲积扇—扇三角洲沉

积，岩性变粗，出现砂砾岩，泥岩夹层变厚。受剥蚀

作用影响，大北气田整体缺失巴一段。研究区巴什

基奇克组岩心孔隙度为 0.68%～11.21%，渗透率为

0.000 2×10-3～3.46×10-3 μm2；测井解释孔隙度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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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00%～15.62%，渗透率一般小于 0.1×10-3 μm2，

属于低孔低渗透—特低孔特低渗透裂缝型砂岩气

藏。

图1 大北气田区域构造

2 裂缝定量描述

裂缝定量描述参数包括裂缝的类型、级别、组

合关系、产状、密度、延伸长度、张开度、面缝率和缝

充填率等，其中前7个参数属于常用裂缝描述参数，

后2个参数对后期开发具有重要意义。

按与构造作用的关系可以将裂缝分为构造裂

缝和非构造裂缝，大北气田巴什基奇克组构造裂缝

比例约占 95%，广泛分布于各类岩性中，裂缝常成

组出现，缝面多光滑，少见后期局部扩溶特征，裂缝

充填程度较高，多被硅质、钙质、泥质和膏质充填，

少量被沥青和铁质充填。研究区非构造裂缝较少，

对地层油气渗流贡献小。

2.1 野外露头分析

野外露头资料是裂缝研究的基础，其研究技术

简单，能形象直观地反映裂缝宏观参数。研究区露

头区裂缝走向以北西—南东向最发育，倾向以北东

向为主，少量北西向，倾角为 5.8°~85°，组合形态以

单一裂缝和网状裂缝为主，见少量X型剪切裂缝和

Y型裂缝，裂缝张开度为 0.9~22.3 mm，裂缝延伸长

度为 0.001~17.8 m，裂缝密度为 0.4~7.3条/m，多为

3.0~5.0条/m，说明大北气田受多期推覆构造作用影

响，裂缝十分发育，裂缝参数变化大，组合形态多

样。

2.2 岩心分析

研究区岩心裂缝主要发育在棕褐色细—中砂

岩中，泥质粉砂岩、泥岩和含砾砂岩中少量分布，其

中大缝约占4%，中缝占19%，小缝占77%，组合形态

以单一裂缝、网状裂缝为主，其次为X型剪切裂缝，

少见Y型裂缝。岩心上可见3期裂缝，第3期斜交裂

缝切割第2期低角度裂缝和第1期高角度裂缝，第2
期低角度裂缝切割第 1期高角度裂缝，缝面多平

直。通过岩心地磁定向分析统计，裂缝主体走向为

近南北向；倾向以北东向为主，少量北西向，与野外

露头裂缝方位统计结果一致；裂缝多为高角度裂

缝，次为近垂直裂缝，倾角为60°~85°，倾角低于30°
的裂缝少见。岩心裂缝密度主要为 1~4.1条/m，平

均为 2.1条/m，裂缝张开度为 0.1~1，1~3 mm及大于

3 mm所占比例分别为74.6%，21.3%和4.1%，面缝率

平均值为 0.58%，裂缝充填率达 74.6%，说明大北气

田单裂缝参数虽小，但裂缝发育密度大，且多为高

角度裂缝，是库车坳陷超深超压条件下仍能形成大

型气田的决定因素。

2.3 成像测井分析

对于取心井段，采用网格法对岩心的裂缝参数

进行定量统计，可获得相关裂缝参数，但由于研究

区新钻井取心越来越少，仅对岩心裂缝参数进行定

量统计显然无法满足裂缝研究的需要。因此，引入

了FMI/EMI成像测井统计方法，该方法以网格法为

基础，在钻井信息和参数信息准确获取的前提下，

对取心井段成像裂缝参数进行定量统计，并将统计

结果与岩心定量统计结果对比，可得出一个经验差

值，然后将其应用于获取未取心段裂缝参数。

通过统计发现，FMI识别 0.1 mm以上裂缝的概

率可达90%。据研究区10口井成像测井裂缝统计，

裂缝主要发育在巴二段和巴三段，共统计裂缝1 710
条，其中小缝占绝对优势，共计 1 475条，占 86.3%；

中缝约占10.9%；大缝所占比例最低，仅为2.8%。裂

缝多成组出现，具单一倾向，局部受多期应力作用，

裂缝交织成网状。裂缝倾向以北东、南西向为主，

北西向次之，南东向裂缝最少；裂缝倾角较大，多为

50°~80°，平均为61°；裂缝密度受断层和褶皱控制特

征显著，各单井裂缝密度最小为 0.19条/m，最大为

1.97条/m，主要为 0.50~1.20条/m；裂缝面缝率最小

为0.12%，最大为1.72%，主要为0.20%~0.65%，成像

测井统计结果比野外露头裂缝参数小，与岩心裂缝

统计差值在合理误差范围内。

3 裂缝分布规律

3.1 垂向分布规律

大北气田巴什基奇克组裂缝具有分布范围广、

参数变化大的特征。垂向上，裂缝在各亚段内整体

呈均匀分布，局部具有差异性。其中巴二段裂缝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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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参数优于巴三段，巴二段裂缝密度约为巴三段的

1.3~2倍，说明在相同构造应力作用下，辨状河三角

洲相沉积的砂体比冲积扇—扇三角洲相沉积的砂

体更易产生裂缝，可能与 2类相带的泥质含量和结

构成熟度有较大关系，泥岩层和含砂泥岩层中裂缝

相对不发育。

裂缝倾向、倾角分布特征从上至下由多变性逐

渐过渡为单一性，以大北 202井为例（图 2），巴二段

上部裂缝倾向具多方位性，倾角呈现高、低角度组

合特征，表明上部裂缝更易组合成网状；巴二段下

部和巴三段上部裂缝倾向具有一个主体优势方位

和一个相反的次级方位，裂缝倾角均较大，裂缝组

合成Y和X型剪切缝；巴三段下部裂缝倾向单一，裂

缝倾角为64°~88°，裂缝多为单一裂缝，总体表现为

裂缝密度向下逐渐变小、单条裂缝张开度和面缝率

向下逐渐变大的特征。

3.2 平面分布规律

以古应力场为基础，结合10口井裂缝数据和构

造曲率特征，对大北气田裂缝平面分布规律进行了

分析。平面上裂缝参数由北向南逐渐减小，受小型

图2 大北202井巴什基奇克组裂缝综合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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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影响可局部增大。裂缝主要分布于背斜翼部

和断层附近等古应力集中区，如位于背斜翼部的大

北201井和断层附近的大北103、大北104井裂缝密

度均较高；逆冲挤压背斜多与断层伴生，核部形态

宽缓，构造曲率低，裂缝相对不发育，局部区域小断

层发育可使核部裂缝密度增大，如大北 202井（图

3）。虽然裂缝主要发育在背斜翼部和断层附近，核

部相对不发育，但核部裂缝多以张性裂缝为主，渗

透性较好；翼部裂缝多为剪切裂缝和网状裂缝，裂

缝张开度小，渗透性较差；断层上盘裂缝发育且多

为高角度张性裂缝，是渗透性最好的部位。因此，

选取井位时应综合考虑构造部位和裂缝分布规律。

图3 大北气田巴什基奇克组裂缝平面分布

4 裂缝对产能的影响

库车坳陷大北气田作为埋深超过 5 000 m的异

常高压气藏［13］，在低孔低渗透—特低孔特低渗透的

条件下，却能获得高产气流，其决定因素是研究区

普遍发育的裂缝网络。裂缝对产能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对渗透率的改善方面，通常在渗透率研究过程

中会接触到试井渗透率、岩心测试渗透率以及测井

渗透率，一般试井渗透率比岩心测试渗透率及测井

渗透率高数倍甚至 1~2个数量级［14］，说明岩心和测

井渗透率受采样和井位影响较大，而试井渗透率反

映测试动态半径区域内的总体渗流特征，是地层的

真实渗透率，裂缝网络的建设作用显著。通过对小

岩塞和全直径岩心进行物性测试，并做孔渗交会分

析，结果显示无缝样品孔隙度与渗透率具线性相关

性，随孔隙度增加岩心渗透率也略有增大；当岩心

裂缝发育时，孔隙度变化不明显，而渗透率成倍增

长，裂缝张开度越大、延伸越长，渗透率甚至可增大

2~4个数量级（图4）。

图4 大北气田孔隙度与渗透率相关性分析

库车坳陷储层总体上具有物性差、非均质性强

等特征，裂缝发育特征和发育规模成为控制气井产

能的关键。研究发现，地下宏观裂缝在区域古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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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于岩石剪切破裂压力时产生，是区域古应力的反

应，也是裂缝发育型砂岩气藏渗流的导向因子，而

区域普遍发育的微裂缝能提升显著气藏的渗流能

力。

分析大北气田各单井测试层段裂缝面缝率、密

度、张开度和裂缝视长度与米采气系数的关系（图

5）发现，裂缝面缝率与米采气系数相关性最好，面

缝率越大，单井米采气系数越高，因为面缝率是裂

缝密度、张开度和倾角的函数，属于裂缝综合指标；

裂缝密度与米采气系数相关性次之，当其他条件不

变时，裂缝密度越大，单位体积内油气渗流通道越

多，渗流能力越强，二者能较好反映裂缝对产能的

影响；裂缝张开度与米采气系数相关性中等，产能

高的井裂缝张开度大，但裂缝张开度大，产能却不

一定高，换言之，裂缝张开度为产能的必要非充分

条件；裂缝视长度（单位面积井壁上裂缝长度之和）

与米采气系数相关性最差，受成像测井和岩心采样

井筒直径影响较大。

图5 大北气田裂缝参数与产能相关性分析

裂缝张开度是影响产能的重要因素，与构造应

力场、裂缝产状、埋深及充填程度有关。在埋深变

化较小的情况下，构造高部位、断背斜附近和逆断

层上盘裂缝张开度大，张性裂缝比例高，反映库车

坳陷山前经多期逆冲构造活动，破裂带附近剪切应

力释放，断层上盘和背斜核部拉张应力增强，裂缝

张开度变大。

裂缝张开度还受裂缝产状的影响，当裂缝走向

与现今主应力方向一致或夹角较小时，裂缝张开度

大，裂缝渗透率高。根据成像测井井壁应力释放缝

统计和水力压裂分析，大北气田现今主应力方向为

近南北向，裂缝走向与主应力方向一致的井米采气

系数均较高；裂缝倾角越大，裂缝张开度也相对越

大［15］。如大北202井巴二段平均裂缝倾角为60°，平

均裂缝张开度为 0.72 mm；巴三段平均裂缝倾角为

71°，平均裂缝张开度为 1.04 mm，从岩性、岩相分析

巴二段发育裂缝的各项参数应优于巴三段，且巴三

段埋深更大，静岩围压条件下裂缝张开度应更小，

但实际巴三段裂缝张开度更大，说明裂缝倾角对裂

缝张开度的影响比地层静压和岩性、岩相的影响更

显著。在相同静岩围压作用下，发育高角度裂缝的

地层，基质主要承受上覆静压，裂缝面两侧压力小，

缝面不易闭合，张开度大；对低角度裂缝而言，静岩

围压经基质传递，缝壁两侧压力仍较高，裂缝易减

小甚至闭合，渗透率降低。此外裂缝充填率也会影

响裂缝张开度，但在后期开发过程中采用合理的酸

压改造措施可使早期充填裂缝和闭合裂缝重新打

开，提高单井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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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车坳陷山前大北气田巴什基奇克组裂缝普

遍发育，可分为构造裂缝和非构造裂缝，其中构造

裂缝以高角度单一裂缝和网状裂缝为主，低角度裂

缝较少；近南北走向裂缝最发育，其次为近东西

向。总体上，裂缝具有密度大、张开度小、充填率高

等特征。垂向上，巴二段比巴三段裂缝更发育、倾

向方位变化亦更多，裂缝更易组合成网状，储层渗

透性更好；平面上，裂缝主要分布于背斜翼部和断

层附近等应力集中区，背斜核部宽缓，构造曲率小，

裂缝相对不发育，但多为张性裂缝。

裂缝对单井产能的影响主要表现为对渗透率

的改善，裂缝对渗透率的提升可达2~4个数量级，其

中裂缝面缝率和裂缝密度与产能的相关性最好，裂

缝张开度为产能的必要非充分条件，在后期开发过

程中通过酸压改造重新开启充填、闭合裂缝，可提

高井网内单井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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