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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文章针对迪那气田存在的平面非均质性强)气藏层间动用程度不清等难题'在前人研究基

础上'参考区域地层资料'采用*旋回对比)分级控制)井震结合+的油气层对比方法'对迪那气田古

近系苏维依组和库姆格列木群进行精细地层对比%气层组的划分主要依据稳定分布的一级标志

层'砂层组的划分依据二级标志层及沉积旋回特征'小层的划分依据沉积旋回及岩性变化特征%

迪那气田古近系含气层系共划分为
!

个气层组'

,

个砂层组和
%,

个小层%结合地震资料'识别出

了过井断层
##

条'有效地解决了过井断层识别难的问题%

关键词!

!

迪那气田!古近系!地层对比划分!沉积旋回!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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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从上个世纪
A"

年代在大庆油田的开发中采

用单油层划分与对比方法以来'小层对比就成为油

气田开发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

-

%只有建立气

田范围内的统一分层'才能弄清气层纵向动用效果)

识别过井微小断层及气水关系'同时为地质模型的

建立及合理开发技术政策的制定奠定基础%经过多

年的开发实践'小层对比技术越来越趋于成熟'先后

有专家提出了*旋回对比)分级控制+

,

%$

-

'*古土壤)

切片及等高程对比+'*流动单元划分与对比+'*地震

测井结合)分块分级对比+

,

(A

-等方法%

迪那气田自
!""(

年投入开发以来'一直应用勘

探阶段的系)统)组)段的岩石地层划分与对比方案'

至今尚未建立完善的包括含气层系)气层组)砂层

组)小层等单元的开发阶段地层对比方案%本文将

应用*旋回对比)分级控制)井震结合+方法建立迪那

气田的小层划分与对比方案'以期为沉积微相划分)

储层非均质性研究)裂缝研究'以及地质建模提供地

层格架依据%

#

!

小层划分对比方案

地层划分对比的主要目的是为沉积相研究和储

层特征研究提供工作单元和对比格架'同时在地层

对比中识别出井上的断层,

+

-

%因此'做好精细地层

对比'对油气田的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迪那
!

气

田古近系在勘探阶段分为苏维依组和库姆格列木群

!

个层组)

A

个层段'总体划分级别较粗'已不能满足

当前油气开发阶段地层划分的精度要求%因此'本

次研究在原有地质分层的基础上'基于岩心资料)

测(录井资料)三维地震资料的反复对比'最终确定

小层划分对比方案%此方案将古近系含气层系划分

为
!

个气层组)

,

个砂层组和
%,

个小层%以迪那

!"#

井为例'地层划分对比方案如图
#

所示%

!

!

小层对比方法与原则

针对迪那气田地层分布稳定)岩相横向变化较

小)钻井间距较大等特征'采用*旋回对比)分级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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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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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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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地层划分对比与沉积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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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井震结合+的地层对比方法'划分的地层单元包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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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那地区古近系一级标志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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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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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气层组)砂层组)小层%具体的地层划分对比方法

和原则包括
%

个方面'分别是标志层对比)沉积旋回

对比以及岩性对比%其中'标志层对比主要划分气

层组和砂层组'沉积旋回对比方法按旋回级别不同

可划分气层组)砂层组和小层'岩性对比主要用于划

分小层%

"%!

!

标志层对比

钻井资料揭示古近系自下而上发育多套稳定的

泥岩'这些泥岩可以作为地层划分与对比的标志层%

按这些标志层的级别可以用来划分气层组和砂层

组'其中一级标志层划分气层组'二级标志层可以划

分砂层组%

迪那地区古近系
-

"

气组顶部
-

"

#

#

小层相当

于库姆格列木群第一砂组'是全区稳定分布的泥岩

标志层"图
!

$%该小层厚度约为
!"

#

%"/

'偶夹粉

砂岩%总体上'该小层具有自下而上粉砂质含量增

大的趋势'呈现出向上变粗的反旋回特征%东部地

区的迪那
##

井粉砂质含量增多'变为粉砂岩与泥岩

互层的特征%由于该泥岩层厚度较大'全区稳定分

布'是一个一级标志层'将它作为划分气层组的界

线%以此一级标志层
-

"

#

#

将古近系划分为
!

个气

层组
-

$

和
-

"

'分别相当于苏维依组和库姆格列

木群%

除了上述的
-

"

#

#

小层为一个一级标志层外'研

究区还有多个二级标志层%如
-

$

$

( 小层'相当于

原苏二段底部泥岩%该泥岩层厚约
+

#

!"/

'研究

区中
+"R

以上的钻井上稳定分布%该标志层在

OK

#

#

井)

OK!"!

井为泥岩 层'而在
OK!"(S

和

OK!+

井该标志层相变为泥岩夹粉砂岩'

OK!"$

井)

OK!.#$

井则相变为粉砂岩与泥岩互层'该二级标志

层是
-

$

$

砂组与
-

$

(

砂组的分界层%另外'二级

标志层如
-

"

!

*小层)

-

$

%

#小层等也是相对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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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古近系岩心相序列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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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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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那地区古近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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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层组沉积旋回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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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岩段'其特征在此不再赘述%

"%"

!

沉积旋回对比

沉积旋回也是地层划分对比中的重要手段%不

同级别的沉积旋回可以划分不同级别的地层单元'

如三级旋回或四级旋回多用于划分小层或单层'而

二级旋回可用于划分砂层组或气层组'而一级沉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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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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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那地区古近系井震结合地层对比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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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回则可划分含油层系,

,

-

%

图
%

为
OK!"!

井古近系岩心相序列及其沉积

相'可见
OK!"!

井古近系的沉积单元多以正旋回为

主'沉积相为扇三角洲前缘的分流河道沉积%以图

%

中的
-

$

%

$ 小层和
-

$

%

( 小层为例来说明沉积旋

回特征#在
OK!"!

井取心井段
$*(%>%

&

$*A!>$/

范围'所取岩心中获取了一个完整的正旋回%底部

为块状杂基支撑砾岩"图
%

照片
0

$'向上渐变为粗

中砂岩或细砂岩"图
%

照片
C

'图
%

照片
;

'图
%

照

片
G

$'见砾石的定向排列'砂岩中发育斜层理!由
A

个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构成%上部单元红褐色中砂

岩)细砂岩)粉砂岩'向上渐变为泥质粉砂岩'顶部含

泥砾'砂岩具块状构造!由
!

个向上变细旋回构成%

下部的由
A

个旋回构成的粗粒沉积与上部的
!

个旋

回构成的细粒沉积一起组成一个完整的向上变细旋

回%

图
$

是迪那地区古近系
-

$

气层组
%

砂组和
$

砂组的沉积旋回特征%由图可见'

-

$

%

砂组为一个

向上变粗的反旋回'

-

$

$

砂组是一个向上变细的正

旋回'二者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二级旋回'每个半旋

回相当于一个砂层组%下部砂层组
-

$

$

由中 细砂

岩)粉砂岩和泥岩组成'向上砂岩含量降低'泥岩含

量增多%该砂层组由
(

个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构成'

每个正旋回相当于一个小层!上部砂层组
-

$

%

由砾

岩)含砾砂岩)砂岩)粉砂岩和泥岩构成'向上砂岩含

量增多泥岩含量降低'可以进一步划分为
A

个小层'

第个小层都是向上变细的正旋回%无论是
-

$

%

砂

组还是
-

$

$

砂组'均有自东向西泥岩含量增多砂岩

含量降低的特点%显示出沉积环境由扇三角洲前缘

过渡为湖相沉积%

"%&

!

井震结合对比

地震信息具有覆盖面广'可提供无井区及井间

地质信息优势'因而成为油藏描述及地层划分与对

比中不可缺少的技术,

*

-

%地震解释对比的基本假设

是地震反射产生于等时的地层沉积面,

#"

-

%因此'地

震反射同相轴可以控制测井曲线对比%迪那气田储

层段地层发育稳定'井间的地层对比有必要应用地

震资料约束%通过井震结合利用测井资料纵向上的

高分辨率优势和地震资料横向上的优势对气层组和

砂层组进行识别及划分对比"图
(

$%

%

!

精细对比识别过井断层

随着迪那气田开发的不断深入'微细断层的精

细刻画)单井见水风险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显得尤为

重要'迪那气田受南北两条逆冲推覆断层控制'其构

造两翼派生逆断层'构造高部位由于张性应力作用

派生部分正断层%由于受到地震资料品质的限制'

断距小于
$"/

的断层很难通过地震手段进行刻画%

因此井旁的小断层需通过精细的小层对比来进行精

细刻画'一般来讲'若某些砂层组或小层的厚度与邻

井差异较大'便考虑是否有断层的存在%

以
OK!.(

井为例"图
A

$%

OK!.(

井的
-

$

!

砂

组厚度明显减薄'与相邻的
OK!.A

井和
OK!.!

井的

沉积旋回特征相比'缺失
-

$

%

!

小层和
-

$

!

!

小层以

及
-

$

#

!

小层的下部'总计厚约
%(/

%在过
OK!.(

井的地震剖面上可以看到较明显的断层%通过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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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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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组断地层与断层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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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田古近系地层精细对比研究并结合地震剖面对

比'在迪那气田古近系
*

口已完钻井共识别出了
##

条断层'断层的断距
*

#

%(/

'其中有
A

条断层在地

震剖面上能够清晰识别%

$

!

认识

"

#

$针对迪那气田古近系的岩性和地层厚度较

稳定发育)横向上可对比性强的特点'采用*旋回对

比'分级控制'井震结合+的地层精细对比方法'将迪

那气田古近系含气层系划分为
!

个气层组'

,

个砂

层组和
%,

个小层%

"

!

$通过对迪那
!

气田每口单井的小层精细划

分与对比'并结合地震剖面对比'在迪那气田古近系

*

口已完钻井共识别出
##

条过井断层'为类似气田

开展精细地层对比研究工作提供了工作方法和技术

模式%

参考文献!

,

#

-

!

王光付'战春光'刘显太'等
>

精细地层对比技术在油藏挖潜

中的应用,

L

-

>

石油勘探与开发'

!"""

'

!+

"

#!

$#

(A (+>

,

!

-

!

邓媛'王海军'洪荆晶'等
>

姬塬油田铁边城区延长组长
!

油

层组地层精细划分与对比,

L

-

>

中国西部科技'

!"##

'

#"

"

(

$#

#"

##>

,

%

-

!

裘怿楠'陈子琪
>

油藏描述,

H

-

>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A

#

AA ,+>

,

$

-

!

王志章'石占中
>

现代油藏描述技术,

H

-

>

北京#石油工业出

版社'

#***

#

!%( !%*>

,

(

-

!

孔祥宇'于继崇'李树峰
>

复杂断块老油田精细地层对比综合

方法的提出与应用,

L

-

>

岩性油气藏'

!""*

'

!#

"

#

$#

#!" #!$>

,

A

-

!

朱强'毕彩芹
>

陆相地层精细对比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L

-

>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

'

*

"

%

$#

!+ %">

,

+

-

!

陈立官
>

油气田地下地质学,

H

-

>

北京#地质出版社'

#*,%>

,

,

-

!

穆龙新'裘怿楠
>

不同开发阶段的油藏描述,

H

-

>

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

#***

#

# A>

,

*

-

!

贾爱林'肖敬修
>

油藏评价阶段建立地质模型的技术与方法

,

H

-

>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

#

(, A,>

,

#"

-

!

V:C@

'

S09G0

F

8I@

'

W8P8

5

J

'

8702>%.OT81D/1;1/0

F

1=

F

0=G1=789

6

987071:=:NN24P1022

5

G8

6

:D178G7<1=C8G98D89P:19D

,

L

-

>@@UET74G18D1=E8:2:

F5

'

$!

#

!+ %%>

#+!

第
%"

卷
!

第
!

期 吴永平等#库车坳陷迪那
!

气田精细地层对比及应用



-./012342.

5

34

6

7.889411.:.842.;/4/<8;330942.;/;:=490;

5

0/030103>;.3

./'./4!

5

41:.09<

'

?@870<0

6

3011.;/

ABC;/

56

./

5

'

DE$(FF@4/

5G

@4/

'

HI(J.

K

@/

'

L$(FM@0N./

'

OE$(P4;Q./

"

!"

#

$%&'()%*+ ,-.-$%

#

/-*(0-1-'&234*1()(5(-%

6

7'&)/8)$

6

)-$9:%/

#

'*

'

;-(&%23)*'

'

<%&$',$#"""

'

=)*

>?

)'*

>

'

:3)*'

$

IR123482

#

!

B:/

6

28XS:91Y:=702<8789:

F

8=817

5

0=G4=;280998D89P1:9

6

9:G4;1=

F

28P8209873::N7<8

6

9:C.

28/D1=O1=0

F

0DN182G>Z=7<8C0D1D:N0=0G8

[

40784=G89D70=G1=

F

:N

6

98P1:4D98D809;<7<8;<090;7891D71;D

:N7<898

F

1:=02D79071

F

90

6

<1;

'

7<898D89P:19;:/

6

091D:=/87<:GD

*

;

5

;28;:/

6

091D:=

'

D78

6

;:=79:2

'

;:/C1=0.

71:=:N3822G91221=

F

0=GD81D/1;

+

38984D8G7:;099

5

:47G870128G;:/

6

09071P8D74G

5

:=U028:;8=8T4381

5

1

M:9/071:=0=G\4/4

F

8218/4

F

9:4

6

>?<8G1P1D1:=:N

F

0D.C8091=

F

N:9/071:=30D/01=2

5

C0D8G:=7<8D70C2

5

G1D791C478G

6

91/09

5

/09Q89C8G

'

0=G7<8G1P1D1:=:ND0=GN:9/071:=30DC0D8G:=D8;:=G09

5

/09Q89C8G7:.

F

87<89317<7<8;<090;7891D71;D:ND8G1/8=7071:=;

5

;28

'

0=G7<8G1P1D1:=:ND4CY:=81DC0D8G:=;<090;7891D.

71;D:ND8G1/8=7071:=;

5

;280=G217<:2:

F

1;02;<0=

F

8>M:22:31=

F

7<8

6

98D8=78GD79071

F

90

6

<1;G1P1D1:=0=G;:/.

6

091D:=

6

91=;1

6

28

'

7<8

F

0DC8091=

F

98D89P:19:NU028:;8=81=O1=0:12N182G3898G1P1G8G1=7:!

F

0DN:9/0.

71:=D

'

,D0=GN:9/071:=D0=G%,D4CY:=8D>@=GC

5

;:/C1=071:=:ND81D/1;G070

'

##;9:DD.3822N0427D3898

1G8=71N18G

'

D:7<8G1NN1;427

5

7:1G8=71N1;071:=:N;9:DD.3822N0427D30D8NN8;71P82

5

<0=G28G

'

0=G7<1D02D:D87

7<8N:4=G071:=:N

6

:21;

5

/0Q1=

F

:N980D:=0C28G8P82:

6

/8=778;<=1

[

48D>

?0

S

A;3<1

#

!

O1=0:12N182G

!

6

028:

F

8=8

!

D79071

F

90

6

<1;G1P1D1:=0=G;:9982071:=

!

D8G1/8=7071:=;

5

;28

!

X1=.

]

10=

F

!+!

地
!

质
!

找
!

矿
!

论
!

丛
!"#(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