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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璞 凹 陷潜 山为后期断块山
,

按其成因和构造特征分为四 种类型
:

①残丘 型 ;②断块侵蚀 型 ;

③断块型 ;④断背斜型
。

东璞凹 陷的加里东侵蚀面是潜 山的良好储集场所
,

钻探结果表明
:

油 气显

示均在侵 蚀面 以下 O~ 巧 Om 的地层 内
。

主肠词 潜 山 加里东运动 侵蚀面 储集层 裂缝 缝洞

东淮凹陷位于华北地台渤海湾含油气盆地南缘
,

属临清拗陷的一部分
,

始于燕 山运动末

期
,

盛于喜山运动时期
,

后经改造形成
。

目前
,

该地区的勘探程度相当高
,

有利于进一步研究区

内的基底特征
,

寻找潜山油气藏
。

基底构造的基本格局

东淮凹陷的基底构造被两组北北东
、

北东向的基底断裂分割为
“
两洼一隆一斜坡的构造格

局 ;
但凹陷北部和南部基底构造特征却有差异

。

如图 1 所示
,

在北部
,

长垣
、

石家集断裂系以西地 区整体表现为一东倾断阶
,

称西部断阶

带
。

该带被长垣
、

石家集
、

五星集等基底断裂分隔为若干个 N E 向条带状分布的基岩块体
,

自西

向东呈阶梯状分布
。

在这些基底大断裂的附近发育了一系列潜 山
,

这就是宋庙一庆祖集潜山

带
。

文西一卫西断裂系以东
,

淮城断裂以西地区为北部中央隆起潜山带
,

向南向北逐渐消失
。

文

留
、

卫城
、

文 明寨等潜 山分布在此潜山带上
。

淮城断裂以东为东部洼陷带
。

东淮凹陷南部
,

长垣断裂以西地 区为一东倾斜坡
,

构造比较简单
,

称高平集斜坡带
。

长垣以

东
、

黄河断裂以西为西部洼陷带
,

由南向北逐渐变窄
,

被断层分割为若干区块
。

南部中央隆起带

西以黄河断裂
,

东以桥东
、

马东
、

春东等断裂为界
;
在该区发育了桥 口一新霍潜山带

,

徐集一马

厂潜山带
,

范集一三春集潜山带
。

马东断裂
、

春东断裂以东
,

兰聊断裂以西为东部洼陷带
。

墓底性质与潜山分布规律

东淮凹陷为新生代裂谷盆地
,

基底由中生界
、

古生界及太古界组成
。

潜山的形成分为三个

阶段
:

早期 (中生代末 )
,

基底地层被北北东
、

北东向断裂切割
,

主要有兰聊
、

黄河
、

长垣断裂系
;

表现为整体抬升剥蚀
,

为准平原化地貌
,

没有明显的山丘和沟谷 (图 2 )
。

中期 (始新世晚期 )
,

基

底被埋藏后
,

尽管受不同时期构造运动的影响
,

但基底只表现为块断体系
。

后期 (渐新世早期 )

断裂活动加剧 由基底块断上拱抬升形成潜山
。

华北运动 I 幕又表现为整体抬升
,

仅使下第三系

遭受剥蚀
,

最终定型于东营组末期
。

因此东淮凹陷潜山属于后期运动的断块体
,

与济阳拗陷的

本文于 1 9 93 年 4 月 2 4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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垦利潜山属于同一成因
,

但隆起的幅度普遍较小
,

故称之为潜山
。

而冀中拗陷的任丘古潜山
,

早

期即形成古隆起并剥蚀
,

后期埋藏后被改造
,

加大了潜山幅度故称之为古潜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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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东淮凹陷前第三纪地质图

由于基底断裂的影响
,

在断裂的上升盘形成断块潜山圈闭
。

凹陷南北潜山具有不同的特

点
,

即南部以断块一侵蚀型潜山为主
,

北部以断块型潜山为主
。

由此看来
,

东淮地区潜山的形成

与分布严格受基底断裂控制
。

据此全区可分为九个潜山带 (图 1 )
:

①毛岗一龙王庄潜山带 ; ②

高庄集潜山带
;③东明集潜山带 ;④中央隆起潜山带 ;⑤桥口一新霍潜山带 ; ⑥徐集一马厂潜山

带
; ⑦三春集一爪营潜山带 、⑧宋庙一庆祖集潜山带 ;⑨长垣潜山带

。

这九个潜山带在平面上呈雁行式排列
,

按成 因和构造形态潜山可分为
:

残丘型
,

断块侵蚀

型
,

断块型
,

断背斜型四种 (图 3 )
。

现分述如下
:

残丘型潜山 由差异侵蚀作用形成
,

残丘上部被新地层覆盖
,

主要分布在毛岗一龙王庄潜

山带及高庄集潜山带
。

断块一侵性型 由构造和侵蚀两种因素共同作用形成
,

是随着断层的活动上升盘地层不

断遭受剥蚀的结果
。

主要分布在长垣
、

东明集
、

三春集
、

徐集一马厂潜山带
。

断垅型 由断裂活动使基岩块体抬升而形成
,

其特征是潜山侵蚀面与上覆层产状平行
,

断

棱是潜山的高部位
。

分布于胡状集一庆祖集
、

中央隆起潜山带北段
。

断背抖型 受较大断层夹持及边界同生断层一盘沉降产生的侧 向挤压力的挤压
,

另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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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条件阻碍产生向内向上的合力作用而形成
。

分布于中央隆起潜山带的文留地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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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东淮凹陷潜山圈闭类型

地层分布及储层分析

东淮凹陷潜山在纵向上有多套储集层系
,

自上而下是中生界
、

上古生界碎屑岩及下古生界

碳酸盐岩和太古界变质岩
。

中生界地层分布于徐集以北广大地区
,

以南的爪营
、

姻阳一带有零星发现
。

钻井资料表明

其厚度为 91 一 79 2m
,

为一套碎屑岩
,

砂岩约占地层厚度的 26
.

4 %一 58
.

8 %
,

砂岩单层厚度为

0
.

5一 15 m
。

兰古 1 井中生界地层电测解释孔隙率为 1 2
.

5 %一 25 %
,

平均为 1 7
.

1%
;
胡古 1井

,

电测解释孔隙率为 1 0
.

5% ;
由开 35 井的物性分析知孔隙率为 2

.

13 写一 1 3
.

45 % ;
渗透率一般

为 o
.

n 又 10
3

一 0
.

88 x 10
,拌m

。

由此看出该层的物性较差
,

较难形成好的孔隙层
;
但该层刚性

强
,

在构造应力集中的部位有可能产生裂隙及溶蚀孔隙
,

形成裂缝性储层
。

石炭一二叠 系为海陆交互相的含煤碎屑岩沉积
,

分布广泛
,

砂岩发育
。

据钻井资料统计
,

砂

岩占 n
.

8% ~ 55
.

9%
,

单层厚度为 0
.

5一 19
.

s m
。

经电测成果和物性分析知
,

庆古 1 井最大孔

隙率为 21
.

6%
,

春古 4 井为 20
.

5 %
,

而渗透率仅为 0
.

1 x 1 0 3

, 0
.

87 x 1 0 3拌m
。

总观该套储层物

性较差
,

但也存在较好的储集层段
,

如埋藏较浅的兰古 1 井钻遇的储集层
。

下古生界以碳酸盐岩为主
,

全区分布
。

由于构造运动
,

风化淋滤和地下水的溶蚀等作用
,

使

其裂缝
、

溶洞较发育
,

形成 自上而下有风化壳体和多套 内幕储集层
。

白云宕储集层 指下古生界一套台地相的碳酸盐岩
,

在此岩层中白云岩所占比例仅次于

灰岩
,

约为 20 %
。

奥陶系中统准同生白云岩平均孔隙率为 6
.

5%
,

最大孔隙率为 21 写
。

岩溶储集层 加里东期的构造运动受地壳升降的幅度
、

持续时间和水动力条件等诸因素

的制约
,

在侵蚀面之下不同程度发育着储集性能比较好的岩溶空间
。

裂缝储集层 裂缝主要发育在断裂带的附近和构造轴部等应力较集中的部位
。

它受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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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控制
,

并且和岩性有着密切关系
。

脆性岩石 比塑性岩石更容易形成裂缝
。

裂缝的密度越大
,

张开度就越宽
,

渗透率就越高
,

岩石的储集性能也越好
。

毛 4 井奥陶系风化壳缝洞甚为发育
,

形

成良好的储集空间
。

另外
,

自风化壳下至内幕
,

普遍存有较多井漏
,

并且漏量和漏速均较大
。

实

际资料和钻探结果证明
,

该区下古生界缝洞发育
,

储层尚好
。

放空漏失现象在残丘型潜山储集

空间最普遍
,

侵蚀断块山次之
,

断块山和断背斜型潜山最差
。

加里东怪蚀面与油气关系

东淮地区普遍受加里东运动的影响
,

在奥陶系中统峰峰组沉积之后
,

地壳上隆露出水面
,

长期遭受不同程度的风化剥蚀
,

缺失奥陶系上统及志留系
、

泥盆系和石炭系下统
; 而以石炭系

中统本溪组灰岩和铝土质页岩
、

灰色柴红色泥岩夹砂砾岩与下伏奥陶系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

触
。

由于间断时间长达 1
.

3 亿年
,

形成加里东侵蚀面 (图 4 )
。

位于侵蚀面之下的下古生界碳酸

盐岩
,

经过长期的风化淋滤
、

剥蚀形成很好的缝洞
,

为油气提供了非常好的储集空间
。

其后
,

由

于燕山和喜山运动的强烈作用
,

使东淮凹陷的地层发生褶皱
、

断裂
、

产生断块
,

使油气通过断层

面和地层不整合面向上运移
,

聚集在不整合面上
、

下的圈闭中
,

形成油气藏
。

东淮凹陷加里东侵

蚀面无疑是潜山良好的储集场所
。

油气显示证明
,

其深度均在侵蚀面以下 。一 1 50 m 范围内
。

东淮凹陷碳酸盐岩油气藏为
“

新生古储
”
型油气藏

,

它以下第三系地层为油气源
。

另外
,

还

有以古生界地层为油气源的
“

自生自储
”
型或碳酸盐岩自身

“

下生上储
” 型的油气藏

。

其形成油

气藏的因素有三
:

一是靠近油气源岩
;二是储集物性好

;
三是地层不整合面和断层面是油气运

移的 良好通道
。

、、、 一 QQ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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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东浪凹陷构造层划分示意图

①喜山侵蚀面 ;②燕 山侵蚀面 ; ③加里东侵蚀面
:

第一构造层
, I :

第二构造层
; I :

第三构造层
; vI :

第四构造层
; v :

第五构造层

东淮凹陷从宏观上看
,

潜山找油不如第三系有利
,

潜山圈闭形成大的油气藏可能性不大
。

但是
,

通过研究发现
,

在局部形成潜山油气藏是有希望的
。

因此需要坚定潜山找油的信心
。

刘秋生同志认真审阅了本文
,

在此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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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

在地质矿产部第二物探大队 245 队从事技术管理工作
。

李其敏 高级测绘工程师
,
1 9 3 6 年生

,
1 9 6 3 年毕业于武汉测绘学院天文大地测量专业

。

长期从事克拉玛依油

田及其它地区的三
、

四等三角网布设和平差计算工作
。

现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从事测量技术管理和方法

研究工作
。

郑鸿明 工人
,
1 9 6 2 年生

,
1 9 8 6 年毕业于江汉石油学院物探专业 (进修学历 )

。

从事过 V S P 资料处理和静校正

方法研究
.

现在新疆石油管理局地调处研究所从事静校正方法研究和地震资料处理软件开发工作
。

李 杰 高级工程师
,
1 9 4 9 年生

,
1 9 7 6 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自动控制专业

。

长期从事计算机硬件现场维护

工作
。

现在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研究院处理中心任计算机室主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