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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充注方式对油藏内油水分布特征的影响
———以东营凹陷永 8 断块油藏为例

李恒清，杨少春，路智勇
( 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 地球科学与技术学院，山东 青岛 266555)

摘要:针对东营凹陷永 8 断块油藏储层特征和圈闭情况，建立了油藏物理实验模型，设计了连续充注和幕式充注 2
种类型的油气充注实验方案。结果表明: 连续充注受储层层间非均质性和浮力的影响较为明显，油气首先充注构

造高部位和渗透率最高的砂层，低渗透砂层受高渗透层的屏蔽作用为水层; 幕式充注实验中，在油气供应量充足和

充注压力超过一定值的状态下，油气进入圈闭不受构造位置高低和渗透率大小的影响。该结果与永 8 断块油藏现

存油气分布状态及动力来源的分析结果吻合较好，可以认为永 8 断块油气藏的形成以幕式油气充注方式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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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运移进入圈闭的油气充注过程是油气成藏

的最后一个环节。研究不同充注方式下的油气分布

规律是勘探开发的重要内容之一
［1 － 3］。针对某一油

藏地质特征来研究油气充注方式如何影响油气分布

的文献较少，主要原因是物理模型难以全面反映构

造及沉积结构的复杂程度以及油气充注具体的时

间、期次及充注量不易确定。然而，针对某一重要影

响因素进行模拟实验，有利于提高对已发现油藏成

藏规律的认识。以东营凹陷永 8 断块油藏为例，通

过模拟开发成熟区的构造及储层情况，建立油藏充

注实验物理模型，将油气充注方式分为连续和幕式

2 种，通过物理模拟实验，结合现今油气分布状态，

来判断该油藏形成时的充注方式，有利于重新认识

永新构造区的油气运移方式和成藏条件。

1 地质概况

1． 1 构造特征

永 8 断块油藏位于东营凹陷中央隆起带东端，

由 2 组断裂系统组成
［4 － 5］，一组为北倾，呈东西走

向; 另一组为西倾，呈南北走向，由东向西依次编为

1—6 号断层，断块呈北高南低、中间高两侧低的断

鼻构造。
1． 2 圈闭组成

北部边界永 8 断层组从沙三段下亚段沉积时期

开始活动，至馆陶组沉积之后停止，前期活动形成的

断距较大，造成砂岩层与泥岩层对接，具有较好的封

闭能力; 东部边界 1 号断层为背斜构造在重力作用

下发生滑脱形成的
［6］，上盘掀斜断块在重力的作用

下自然下掉，形成逆牵引小背斜和反向次级断层; 西

部边界 5 号断层，由于断层由东向西呈阶梯式下掉，

西部地势低，储层与 5 号断层对盘的薄砂泥互层段

对接，具有较好的封闭能力; 南部为永 116 断层东段

的倾末端，具备优势油源通道条件
［7］，3 号断层与永

116 断层呈“入”字形相交，直接贯穿于构造顶部，是

该油藏的主要供油通道。油藏三面由断层封闭，只

有南部敞开，因此油藏的充注入口为 3 号断层，向两

侧充注。
1． 3 储层特征

研究区储层主要为沙二段 ( Es2 ) ，由下至上划

分为 9 个砂层组，其中 Es2
5—Es2

9
砂层组为主要含

油层。Es2
5
砂层组为三角洲平原沉积，主要发育河

道 沉积，砂层厚度较大，粒度粗，分选好，渗透率为

2 000 × 10 －3 ～ 5000 × 10 －3μm2 ; Es2
6
砂层组为三角洲

水下平原沉积，主要发育水下河道沉积，砂层厚度中

等、粒度较粗、分选较好，渗透率为1 100 × 10 －3 ～
3000 × 10 －3μm2 ; Es2

7
砂层组为三角洲前缘河口坝沉

积，砂层厚度大，粒度中等，分选好，渗透率为4 000 ×
10 －3 ～ 8000 × 10 －3μm2 ; Es2

8
砂层组为三角洲前缘远

砂坝沉积，砂层薄，粒度较细，钙质胶结，渗透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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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 10 －3 ～ 780 × 10 －3 μm2 ; Es2
9
砂层组为三角洲

前缘席状砂沉积，砂层薄，粒度细，钙质胶结，渗透率

为 30 × 10 －3 ～ 280 × 10 －3 μm2。
1． 4 油水分布特征

永 8 断块油藏面积为 1． 3 km2，储量为 1 267 ×
104 t，是中国陆相断块油田探明储量丰度最高的区

块之一
［8］。通过对断块内 80 余口井的测井资料对

比和油水界面识别，油藏内油水分布具有 3 个特点

( 图 1) :①整个油藏具有多个油水界面，各层的油水

界面高度各不相同;②各层均有油气存在;③各层的

充满度不同，其中中部 Es2
7
砂层组的充满度最高，底

部 Es2
9
砂层组的充满度最低。不同的油水界面说明

油藏内部存在若干个油水压力系统，给开发带来较

大困难。研究油气的充注方式可以从成因角度揭示

具体油气藏中油气水分布及原油物性变化规律; 根

据油气运移遵循能量损耗最低的原理，在成藏过程

中，油气在储层中的运移过程所经过的通道，也正是

开发过程中所要寻找的，若能沿此通道布井开采，更

有利于提高油气藏最终采收率。

图 1 永 8 断块南北向油藏剖面

2 物理模拟实验

2． 1 实验模型

为了了解油气充注方式对油气分布的影响，根

据永 8 断块油藏的油源断层所处构造位置、储层厚

度比例和渗透率分布范围建立了油藏物理模型，模

型的长度、宽度和厚度分别为 50，30 和 20 cm。根

据 Es2
5—Es2

9
砂层组中各层的厚度和渗透率范围，

设计了 5 个不同厚度和渗透率的简化砂层，实验用

砂为各种不同粒径的白色石英砂，润湿角近于 0°
( 亲水性) ，砂层间用非渗透隔板隔离，各层厚度、粒
度组成和渗透率见表 1。以中性煤油代替原油，密

度为 0． 75 g /cm3，25 ℃时的粘度为 42 mPa·s; 以蒸

馏水代替地层水，其密度为 1． 0 g /cm3，25 ℃时的粘

度为 1 mPa·s。模型中的砂层先饱和水，然后进行

油驱水实验。

表 1 油气充注实验物理模型砂岩层参数

砂层组 砂粒直径 /mm 渗透率 /10 － 3 μm2 厚度 / cm

Es2 5 0． 22 ～ 0． 30 2 960 4
Es2 6 0． 11 ～ 0． 16 1 356 4
Es2 7 0． 35 ～ 0． 40 7 526 5
Es2 8 0． 06 ～ 0． 09 752 3
Es2 9 0． 04 ～ 0． 06 276 2

2． 2 实验结果及分析

根据地质任务设计了 2 种充注方式的实验: ①
连续充注方式，即单一油相在某一注油速率下连续

注入，连续充注直到油流进出达到平衡状态为止，注

入速率与实验结果见表 2;②幕式注入方式，即模拟

断层开启沟通烃源岩，烃源岩处于幕式排烃状态，充

注实验通过在注入泵与实验模型之间增加一个可调

排量和频率的高压容器来模拟幕式充注过程。幕式

充注包含由排量和频率折合的注入速率和注入压力

2 个参数，以不同折合注入速率和注入压力交叉组

合设计了 4 个实验( 表 2) 。
由于实际地质情况的复杂性远远超过对其的认

识程度，模拟实验的砂层模型只考虑到层间非均质

性，未考虑层内非均质性，油藏的泄水口与实验中的

泄水口形式也不同，连续注入实验中注入时间与地

史中实际充注时间相比过于短暂，实验中也未考虑

温度和原油粘度的影响等，但实验结果能从某一方

面合理地解释现有油气分布特征。
在油气连续充注实验过程中，层间非均质性是

油气分布的主控因素，层间渗透率不同可以导致层

间充注量的巨大差异。由实验可以看出，油气优先

充注 Es2
5
和 Es2

7
及 Es2

6
高渗透层，Es2

8
和 Es2

9
低渗透

层则无油气充注; 此外，浮力大小对油气分布也起到

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实验 1 中油气并不是沿下部渗

透率最高的 Es2
7
砂层组充注，而是优先充注顶部渗

透率较高的 Es2
5
砂层组，即连续充注具有选择构造

高部位砂层的特性。根据实验模型与实际地层的对

应关系，在连续充注模式下，5 个砂层组的充注顺序

为: Es2
5—Es2

7—Es2
6—Es2

8—Es2
9。照此模式，永 8

断块油藏的油水分布特征应该是: Es2
5—Es2

7
这 3 个

砂层组的油气充满度高，Es2
8
砂层组的油气充满度

很低，Es2
9
砂层组由于具有最低的渗透率和处于构

造最低部位，应该保持为纯水层，但该结果与永 8 断

块油藏的实际油气分布不符。在幕式充注模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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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油气充注方式实验结果对比

实验

编号

连 续 充 注 方 式

注入速率 /
( mL·min －1 )

实 验 结 果

幕 式 注 入 方 式

注入速率 /
( mL·min －1 )

注入压力 /
MPa 实 验 结 果

1 0． 05
油先进入 Es2 5砂层组，不断驱替其中

的水，Es2 7砂层组只有少量油进入
0． 05 0． 1

油先进入 Es2 7砂层组，而 Es2 5

和 Es2 6砂层组仅有少量油进入

2 0． 1 与实验 1 相比，除 Es2 7砂层组进

入稍多油量外其他情况基本一致
0． 05 5 油进入了所有砂层组，Es2 7砂层

组进入的油量多于其他砂层组

3 1． 0
Es2 5和 Es2 7砂层组先后大量进油并很快达

到平衡状态，Es2 6砂层组有少量油进入，渗

透性最差的 Es2 8和 Es2 9砂层组进油量极少

1． 0 0． 1 油先后进入了所有砂

层组，并最终达到平衡

4 5． 0
Es2 5—Es2 7砂层组很快充满油，达到平

衡状态时，Es2 8砂层组中只有少量油，

Es2 9砂层组基本未进油，仍保持为水层

1． 0 5 各个不同渗透能力的

砂层组几乎同时启动

验中，根据油气充注速率不同，实验结果表现为 2 种

情况:①低充注速率( 代表油气供应不充足状态) 。
在实验 1 和 2 中油优先充注渗透率最高的 Es2

7
砂层

组，这与连续充注试验中浮力影响油气分布的机理

不同。在油气供应不足的情况下，不论释放压力的

高低，烃源岩释放的能量大部分在输导过程中损失，

在充注圈闭时不能形成持续作用的流体压力，又因

具有脉冲特点，流体会选择在阻力最小处，即渗透率

最高的砂层进入，此时浮力作用在脉冲的影响下不

明显。②高充注速率( 代表充足的油气供应状态) 。
在实验 3 中由于充注速率增高，烃源岩释放的能量

在输导过程中损失量降低，虽然压力不是很高，仍可

以进入所有渗透层，只是高渗透层进入的油量多于

较低渗透层，因此 Es2
9
砂层组低渗透层中也有极少

量的油进入。在实验 4 中，当压力增至 5 MPa 时高

渗透层优先充注的现象消失，所有层的充注同时启

动。由此笔者认为油气充注储层的过程正是油气克

服地层排替阻力的过程，由于幕式充注具有压力高

和短期供油量大的特点，油气充注压力往往会超过

所有层的启动压力，所以不论是高渗透层还是低渗

透层，在幕式充注方式下都能得到油气充注，这与

永 8 断块油藏中各层均有油气分布的实际情况一

致。
综上所述，层间非均质性、构造部位、油气充注

速率及充注方式等因素共同控制了圈闭内油气分

布，只是在特定时期，油气成藏过程中某一因素起主

要作用，导致油气分布特征的差异; 反之，通过现存

油气分布特征研究，可以推知成藏时的主控因素。
根据永 8 断块油藏内油气分布特征可知，幕式油气

充注方式是其主要控制因素之一。

3 幕式充注动力来源

前人的研究成果
［9 － 11］

表明，东营凹陷存在上下

2 套压力系统: 在 2 500 m 以上为常压系统，以下为

异常高压系统，随着埋深的增大，地温升高，一方面

泥岩或泥质砂岩层的孔隙度进一步缩小，渗透性下

降; 另一方面，有机质进入生烃门限，烃类的不断产

生增加了地层中流体的体积，深部地层中流体不能

畅通地排泄而滞留在地层中承担了部分地应力，形

成异常高压。永 8 断块油藏邻近民丰和牛庄深洼

区，异常高压区主要发育在沙三段及其下伏烃源岩

中，压力系数约为 1． 2 ～ 1． 5，个别层段可达 1． 75。
在地质事件的诱导下，被断裂包围、切割的深洼带以

幕式排出的流体主要沿断裂运移，在 3 500 m 深度

的油页岩排烃时，假设压力系数为 1． 3，排替压力为

45． 5 MPa，流体上升至沙二段 ( 地层压力小于等于

20 MPa) 的过程中，若能量损失为 40%，27． 5 MPa
的压力依然足以使流体进入 Es2

5—Es2
9
砂层组中的

所有砂层，这与幕式充注实验结果相符。

4 结论

油气是以连续充注方式还是以幕式充注方式进

入圈闭，是油气分布状态存在较大差别的主控因素。
在以前者为主形成的油藏中，由于层间干扰和浮力

的影响较大，表现为油水层分明，油水界面稳定，处

在构造高部位的高渗透层油气充满度最高，处在构

造较低部位的砂层或圈闭内的低渗透层为纯水层;

( 下转第 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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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改盖层组合、弹塑性断改盖层与塑性断改盖层组

合的转换带中( 图 3b) 的储层易于形成油气富集并

有效保存。因此，根据泥质岩盖层不同类型及组合

关系分析，储层下方或下倾方向盖层的破坏以及储

层上方或上倾方向盖层的相对有效封盖( 封闭性应

好于储层下方或下倾方向) 是控制油气富集的重要

因素。

4 结束语

综合考虑泥质岩盖层的演化、裂缝和断裂的影

响，对济阳坳陷古近系—新近系泥质岩盖层进行分

类，共分为 3 个大类，7 个亚类。针对不同类型泥质

岩盖层的封闭性进行分析，以孔隙性盖层封闭性最

好，缝改盖层次之，断改盖层最差。结合泥质岩盖层

与济阳坳陷古近系—新近系探明油气藏的关系，明

确了泥质岩盖层对油气富集及保存的控制作用，主

要受控于泥质岩盖层的不同叠置组合类型，储层下

方或下倾方向盖层的破坏以及储层上方或上倾方向

盖层的相对有效封盖( 封闭性应好于储层下方或下

倾方向) 是控制油气富集的重要因素。研究结果为

预测油气富集有利区提供了科学依据，但主要针对

泥质岩盖层进行研究，建议加强对盐岩、膏岩、致密

砂岩及致密碳酸盐岩盖层封闭性及分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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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后者为充注方式形成的油藏中，不同渗透率的

储层中都有油气分布，且具有渗透率高的砂层组油

气充满度相对较高、低渗透砂层组充满度相对较低

的特征。永 8 断块油藏油气水分布差异的主控因素

为幕式充注方式。

参考文献:

［1］ 沈朴，张善文，林会喜，等． 油气输导体系研究综述［J］． 油气地

质与采收率，2010，17( 4) : 4 － 8．

［2］ 刘华，蒋有录，陈涛． 东营凹陷辛东地区有效输导体系及成藏

模式［J］．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2008，32 ( 4 ) : 13 －

18．

［3］ 仝志刚，贺清，梁建设，等． 油气充注定量分析技术在南黄海盆

地目标评价中的应用［J］．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2009，16 (6 ) : 20

－ 23．

［4］ 孔凡群，李亚辉． 永 8 地区断层控油作用研究［J］． 石油勘探与

开发，2000，27( 6) : 145 － 152．

［5］ Allan U S． Model for Hydrocarbon Migration and Entrapment Within

Faulted Structures［J］． AAPG Bulletin，1989，73( 7) :803 －811．

［6］ 吕延防，李国会． 断层封闭性的定量研究方法［J］． 石油学报，

1996，17( 3) : 39 － 45．

［7］ 戈红星． 东庄滚卷构造—尺度物理模拟探讨成因机制［J］． 石

油学报，1998，19( 1) : 93 － 96．

［8］ 赵密福，李阳． 泥岩涂抹定量研究［J］． 石油学报，2005，26 ( 1 ) :

803 － 812．

［9］ 吴胜和，曾溅辉． 层间干扰与油气差异充注［J］． 石油实验地

质，2003，25( 3) : 286 － 289．

［10］ 于建国，李三忠． 东营凹陷盐底辟作用与中央隆起带断裂构造

成因［J］． 地质科学，2005，40( 1) : 55 － 68．

［11］ 张善文，张林晔． 东营凹陷古近系异常高压的形成与岩性油藏

的含油性研究［J］． 科学通报，2009，54( 11) : 1 570 － 1 578．

编辑 裴 磊

·51·第 19 卷 第 2 期 尹丽娟． 济阳坳陷古近系—新近系泥质岩盖层及其与油气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