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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阳地区长 8 油藏成藏主控因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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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彭阳地区长 8 油藏成藏控制因素不明，影响着彭阳地区勘探开发进度，针对此种现状，结合

地震剖面资料运用薄片、相渗、流体包裹体等多种方法综合分析油源、储层特征、成藏主控因素等，分析

认为彭阳地区长 8 油藏油源来自长 7，且发育两期油气充注，油藏主要受构造、岩性控制，局部受断裂控制，

并结合自生热压裂等储层改造大幅提高了单井产能，可为后续产建开发提供依据。 
【关键词】彭阳地区；长 8 油藏；储层；断裂；成藏；油源 

 

Study on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of Chang 8 reservoir in Pengya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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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controlling factors of Chang 8 reservoir in Pengyang area are unknown, which affect the 
progress of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Pengyang area.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combined with seismic profile 
data, the oil source,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of reservoir formation are 
comprehensively analyzed by means of thin section, phase permeability, fluid inclusion and other methods, The 
reservoir is mainly controlled by structure and lithology, and partially controlled by faults. Combined with the 
reservoir reconstruction such as self generated thermal fracturing, the productivity of single well is greatly 
improved, which can provide the basis for subsequent production,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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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彭阳油田位于鄂尔多斯盆地西南部，横跨西缘断

褶带及天环坳陷两个构造单元。自 2012 年首次在彭

阳长 8 油藏勘探获得发现以来，先后 2013-2014、
2017-2021 年两次加大勘探开发力度，通过探评骨架

井的实施，先后发现 M39-85、M20、H53 长 8 油藏，

并滚动建产 2.1 万吨。但是 M20 油藏建产中出现油气

同出、油水同出，成藏规律不清制约着油藏的发现及

建产进度，因此深入开展油藏规律研究也显得尤为重

要。该项研究主要阐述在区域地质背景条件下彭阳地

区长 8 油藏的储层特征，并根据各项资料对长 8 油藏

的构造、油源等特征，分析成藏的主控因素，为后续

勘探增储、产能建设提供基础资料。 
1 构造特征 
彭阳地区构造单元横跨西缘断褶带南段和天环

坳陷西斜坡，西部坡降较大，平均坡度 2.6°（坡降

16.4m/km）。长 8 顶部为一组凝灰质泥岩[1,2]，与其

上部一组高阻油页岩组合可做为其与长 7 的分界，凝

灰质泥岩主要特征表现为高电位、高声波时差、高伽

玛、低电阻，高阻油页岩表现特征为低电位、高声波

时差、高伽玛、高电阻等特点，此标志层组合分布广

泛、发育稳定。长 8 内部以单尖峰状凝灰质泥岩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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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特征明显。结合沉积旋回将彭阳地区长 81分为 3
个小层、长 82 分为 2 个小层。最终地层统层结果表

明：彭阳地区长 81
1地层厚度范围 10-15m，长 81

2为

15-20m，长 81
3 为 8-12m；长 82

1 为 12-18m，长 82
2

为 10-15m。彭阳地区长 8 顶部发育 7-8 排鼻状构造，

自长 82
2至长 81

1构造特征继承性明显。 
2 沉积特征 
前人研究结果表明[1,2]，彭阳地区重矿物特征表

现为自西向东锆石、石英等稳定矿物含量逐渐增加，

轻矿物特征表现为白钛矿、长石等不稳定矿物含量逐

渐降低，表明彭阳地区长 8 期物源为西南方向。从彭

阳地区岩心观察来看，常见煤线、碳化植物碎片等，

反映出水上沉积环境；砂岩粒度相对较细，常见交错

层理、块状层理，分析认为长 8 期沉积相以辫状河三

角洲平原沉积为主[3]。彭阳地区长 8 期属辫状河三角

洲平原沉积（图 1），分流河道沉积在浅水辫状河三

角洲平原中是骨架相，而分流河道间沉积和越岸沉积

是相构成的补充。河道砂体纵向上相互叠置，中间被

越岸沉积粉砂岩以及河道间泥岩所分隔。分流河道常

表现为中-细粒的砂质沉积特点，岩性以砂岩为主，

不时伴以泥岩夹杂，整体粒度从下到上为由粗变细的

正粒序。分流河道间沉积以及越岸沉积，沉积物粒度

偏细。彭阳地区平面相展布特征主要表现为西南-东
北向沉积微相分流河道呈条带状分布、延伸远，被分

流河道间相切，局部连片。分流河道砂体形态和展布

受控于沉积相的展布，亦呈南西-北东向条带状展布，

砂体边部局部连片，呈网状。 
3 储层特征 
3.1 岩矿特征 
在区域沉积相背景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岩心资

料、薄片观察以及扫描电镜等相关技术方法分析[4]，

彭阳地区长 8 储层石英含量占 22%，长石含量占

27%，岩屑含量占 22.5%，岩石类型主要是岩屑长石

砂岩、长石岩屑砂岩和岩屑砂岩。储层岩石的成分成

熟度和结构成熟度均比较低，分选好-中，磨圆度基

本为次棱状，颗粒之间以线-点接触为主，平均填隙

物含量为 7.41%。 
3.2 孔喉类型及孔隙结构 
长 8 储层中孔隙类型多样，根据孔隙的大小、形

态及其与周围矿物的接触关系可以将孔隙分为原生

孔隙和次生孔隙两大类。原生孔隙常见粒间孔，次生

孔隙则以长石、岩屑溶蚀孔隙和粒间溶孔为主，可见

微裂缝、晶间孔。镜下观察彭阳地区长 8 储层喉道类

型以点状喉道、片状喉道以及管束状喉道为主。彭阳

地区高压压汞实验表明，排驱压力平均 1.03MPa，中

值半径平均 0.15μm。压汞测试结果可以分为四种类

型 I、II、III、IV 类（表 1），主要发育 II 和 III 型孔

隙结构，占比达到 70%。从 I 类到 IV 类，排驱压力

不断增加，中值半径不断减小，孔隙发育程度以及孔

喉连通程度不断增加。 

 

长 81
1沉积微相 

 

长 81
2沉积微相 

 

长 813沉积微相 

 

长 82
1沉积微相 

 

长 82
2沉积微相 

图 1 彭阳长 81
1-长 82

2沉积相平面图 

表 1 长 8 段储层分类标准 

储层类型 孔隙度（%） 渗透率（mD） 中值半径（μm） 退汞效率（%） 排驱压力（MPa） 孔喉组合 
I >15 >10 >0.25 >40 <0.3 中孔中喉型 
II 10-15 1-10 0.1-0.3 30-40 0.3-0.5 中小孔中细喉型 
III 5-10 0.1-1 0.05-0.1 25-30 0.5-3 小孔细喉型 
IV <5 <0.1 <0.05 <25 >3 微细孔微细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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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物性分布特征 
通过对彭阳地区 120 余口取心井资料统计分

析，长 81 段孔隙度主要分布区为 15%-20%，平均

10.59%，渗透率主要分布区间为 0.1-100×10﹣3μ

m2，平均渗透率为 2.97×10﹣3μm2；长 82 段孔隙度

主要分布区为 15%-20%；平均孔隙度为 9.82%，渗

透率主要分布区间为 0.1-100×10﹣3μm2，平均 1.32
×10﹣3μm2。长 8 储层为低孔特低渗储层，长 81的

储层物性优于长 82。彭阳地区孔隙度、渗透率的平

面分布受控于沉积微相以及砂体展布，长 8 段储层

物性特征总体上也呈现为南西-北东向的条带状分

布，局部呈网状。 
4 油藏成藏主控因素 
4.1 长 7 烃源岩为油气成藏提供了油源 
（1）位于长 7 烃源岩有效生烃范围是油气成藏

的先决条件 
彭阳地区位于鄂尔多斯盆地的西南缘，距离长

7 段烃源岩的生烃中心较远的位置，同时处于有效

烃源岩分布区的边缘，供烃能力较盆地中心较弱[5]。

通过把彭阳地区五个井区油气藏的平面分布与彭阳

地区长 7 段烃源岩厚度图经过叠合，发现区内发现

的 H45、M20、M39-85 长 81 油藏，烃源岩厚度均在

6m 以上，M20 区烃源岩平均厚度 18m。由此分析，

认为油气显示与长 7 段烃源岩厚度是成正比的，也

就是烃源岩厚度越大的位置，油气显示越好，源控

特征显著，可以预测越近长 7 段烃源岩的中心，长

8 段成藏的可能性越大，成藏的规模也越大。 
（2）油源来自长 7，油气充注表现出两期 
为了确定彭阳地区长 8 段原油的来源，系统采

集了彭阳地区长 8 段 8 个原油样品以及 3 个烃源岩

样品，通过原油和岩心样品抽提物组分分离和定量

分析、饱和烃色谱-质谱分析[5]，研究长 8 段原油地

球化学特征，明确长 8 段原油来源。 
综合原油 Pr/nC17—Ph/nC18 关系、原油成熟度

参数对比分析认为彭阳地区烃源岩母质主要为陆

相、过渡相；根据采样井总离子流 TIC 图分析峰形、

泥岩 191 质量色谱图、217 质量色谱图分析，认为

彭阳地区长 8 段油气主要来源于长 7 段烃源岩，而

长 8 段烃源岩会供应少量原油。流体包裹体荧光存

在黄色、棕色两种颜色，初步判断该区存在两期油

气充注。长 8 油层组包裹体均一温度呈双峰分布，

分别为 110-120℃及 140-150℃，显示长 8 油层组存

在 2 期油气充注成藏。结合盆地埋藏史图以及包裹

体均一温度，得到两期油气充注时间为 121-118Ma
以及 104-99Ma。 

4.2 较强的源储压差为油气运移提供了动力彭

阳地区广泛发育的长 7 段烃源岩为油藏的形成提供

了烃类物质基础和运移动力。油气从长 7 段烃源岩

排出进入长 8 段储层，一方面受到烃源岩内部流体

压力的驱使，另一方面也受到储层内部流体压力的

阻挡，当油气向下运移时，还需要克服浮力、毛细

管压力等作用，只有充注的动力大于阻力时，油气

才可能在源储压差的作用下，进入储层内部聚集成

藏。区内发现的 H45、M20、M39-85 长 8 油藏，源

储压差均在 5.5MPa 以上，表明彭阳地区长 7 段烃源

岩生成的油气可以在较强的源储压差作用下，向下

运移至长 8 储层中，这也是彭阳地区长 8 段能够有

不错的油气显示的因素之一，油气可以在较强源储

压差下进入储层。 
4.3 沉积微相控制砂体形态，进而控制油层分

布 
彭阳地区长 8 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沉积，以分

流河道、分流河道间、越岸沉积等沉积微相较发育。

沉积相控制储层的分布，河道砂体是最为有利的储

集体，是油气富集的最有利相带[6-9]。已发现的油气

藏都分布在分流河道沉积微相上，反映了分流河道

沉积微相对油气藏分布的控制作用。通过试油资料

发现长 8 段出油井点及含油显示井多数分布于河道

主砂带上（表 4）。由此可见，彭阳地区分流河道

沉积微相对油气藏的分布有显著的控制作用，而分

流河道间以及越岸沉积与油气藏的分布无联系。 
4.4 良好的封闭条件为油气聚集提供了保证 
前人研究表明，彭阳地区油藏盖层主要为上覆

泥岩的物性遮挡[6-9]。众所周知，依据物性遮挡的盖

层，泥岩的排替压力大于 0.5MPa 是为较好的封闭

层，区内发现的 H45、M20、M39-85 长 8 油藏，排

替压力均在 3.1MPa 以上，保存条件相当优越。由此

可见彭阳地区上覆泥岩为油藏形成良好的岩性遮

挡。 
4.5 鼻隆构造高点为油气聚集长期指向 
彭阳地区长 8 油藏分布受构造控制作用明显，

低幅鼻隆构造是有利油气聚集场所[6-9]。已发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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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0 井区、M39-85 井区、H53 等都处在鼻隆中部、

侧翼，同时统计表明，出油井点及油气显示井多数

位于构造高部位，表明了其对油气的控制作用明显。 
4.6 局部发育的断裂系统对油气成藏起一定的

影响作用 
（1）彭阳地区油气分布与发育的断裂系统有关 
从区域背景上来看，彭阳地区靠近西缘带逆冲

带[7-9]，地质条件复杂，从长 7 底地震构造解释结果

来看，北部三维区识别出晚印之-燕山期北西-南东、

近东西两组断裂、南部二维区识别出燕山期一组南

西-北东向断裂（图 2）。结合二维地震资料，对彭

阳长 8 层断裂系统进行了识别，在 M20 区解释断层

3 个，北东-南西展布，将 M20 区油藏分割，导致该

区油水关系复杂。H45、H53 等发现长 8 油藏受断层

控制（图 3）。 

 

图 2 环西-彭阳南段地震解释成果图 

 

图 3 H52-H20 油藏剖面图（2）M20 区长 8 油藏经历过

古油藏破坏 
彭阳地区长 8 段储层发育较多的沥青，分布在

微裂缝、颗粒溶蚀孔隙和粒间孔中，推断发生原油

裂解，古油层发生破坏。从 M20 井、M19 井现场取

样资料来看，原油粘度较高，流动性较差，推断古

油藏受到破坏所致。 

4.7 油藏类型为构造-岩性油藏，局部受断裂影

响 
（1）形成上源下储组合关系 
从源储关系来看长7段10-43m稳定分布的烃源

岩是为彭阳地区供源的主力烃源岩，与其下部长 8
段砂岩储层构成了上源下储型源储组合关系，源储

大面积接触形成“面状”供烃，油气来源充足，使

得长 8 段的油气藏具有临近油源，供源条件好、供

油效率高等特点，长 8 段及顶部长 7 泥岩也在空间

上形成了很有利的储盖组合，而油气的分布与源岩

的厚度成正相关，厚度越大的位置油气显示也同样

越好。 
（2）形成构造～岩性油藏 
油藏受构造、岩性双重控制明显，如 M20 区油

藏油气界面-750m、油水界面-830m，属于构造～岩

性油藏（图 7）。M20 区长 81
1 层呈“上气下油”特

征，构造低点出油、高点出气，形成以“上生下储”

和“上生侧储”成藏组合为主，主力层长 81
2 层构造

-750m 以西高部位易于形成气藏。已开发的 H45 井

区长 81
2 试获纯油 11.1t，油藏受构造控制明显，油

水界面-960m，该区断裂发育，为构造～岩性油藏，

局部受断裂影响。 
5 结论 
彭阳地区长 8 为辫状河三角洲平原沉积，发育

南西-北东向砂体展布。储层岩矿特征为长石砂岩、

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孔隙类型主要为原

生粒间孔和溶蚀孔，为特低渗储层。油源主要来自

长 7，油藏受断裂、构造及岩性控制，为构造-岩性

油藏。研究成果搞清了彭阳地区长 8 成藏主控因素，

为彭阳地区勘探开发及建产提供了依据和方向，有

力地推动了产能建设的顺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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