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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油田处于鄂尔多斯盆地伊陕斜坡中西部，根

据我国行政区域划分结果显示位于陕西省境内，距离

定边县城约 18km 左右。该区东邻定边县城，西到定

边与盐池边界，南接五星庄油区。区域始探于 2004 年，

主要发现 93、延 101 油藏，2018 年勘探发现长 82
2 工

业油藏。根据录井显示及测井资料情况，结合生产实

际，该区长 82 具有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油房庄油区

作为定边油田勘探新区，具有资源拓展、稳定开发的

前景，对其进行地质研究及有利区预测有着重要的理

论与现实意义。

1 地层划分与对比

研究区长 8 油层组发育浅灰、深灰色长石岩屑砂

岩或岩屑长石砂岩与深灰色、暗色泥岩互层沉积。长

8 与长 7 以 K1 为界，K1 又称“张家滩页岩”，是长 7

油层组底部的一套黑色油页岩、碳质泥岩、凝灰质泥

岩；长 8 与长 9 则以 K0 为界，K0 标志层位于长 8 底

部，岩性主要为暗色泥岩、页岩夹灰色粉细砂岩。该

区长 8 与上覆长 7 油层组和下伏长 9 油层组为整合接

触。依据地层划分、对比的结果，长 8 地层自下而上

可细分为长 82 与长 81 两个亚组，进一步划分长 82
2、

长 82
1、长 81

2 与长 81
1 四个小层。其中长 82

2 地层厚度

多分布在在 20~26m 之间。

2 储层岩石学特征

2.1 岩石学特征

根据研究区内定探 XX 等 12 口井，以及邻区共

24 个样品的砂岩薄片分析结果，油房庄油区长 82
2 储

层岩性以浅灰、深灰色细粒—极细粒长石岩屑砂岩或

岩屑长石砂岩为主（图 1）。砂岩碎屑颗粒粒径规格

约为 0.12mm~0.25mm 之间，且肉眼观察可见细粒结构，

同时周围也可见粉砂质结构，极少部分有中粗砂结构。

通过现场勘查结果也证实，储层岩石中含有大量的碎

屑成分，其总含量约为 28.0%；石英矿物是碎屑的主

要组成部分，其总含量约为 41.2%，甚至在少部分砂

眼中石英材料的占比会进一步提升。长石的占比约为

31.0%，主要分形结构为条纹长石和正长石、微斜长

石等。碎屑中可见大量云母成分，占比约为 5%。总

体来看，砂岩粒度较细、砂岩分选性总体中等—较好；

碎屑颗粒以次棱角状为主，磨圆度较差；砂岩结构成

熟度中等—较差。

（Ⅰ石英砂岩；Ⅱ长石石英砂岩；Ⅲ岩屑石英砂岩；Ⅳ长

石砂岩；Ⅴ岩屑长石砂岩；Ⅵ长石岩屑砂岩；Ⅶ岩屑砂岩）

图 1   定边油田油房庄油区长 82
2 砂岩分类三角图

2.2 填隙物和胶结类型

填隙物含量一般介于 5.2~18.4% 之间，平均 13.7%， 

以粒间充填和粒表衬垫的铁方解石、高岭石为主，含

量约 2.2%~12.6%，平均 7.4%，其次为绿泥石、伊利

石等，常见石英次生加大。胶结类型以孔隙式为主，

常见孔隙—薄膜式和镶嵌—孔隙式。

3 储层孔隙特征

3.1 孔隙结构

研究区长 82
2 储层孔隙类型多样复杂，孔隙发育

较差，孔隙类型以粒间残余孔隙为主，占到面孔率的

58.9%~71.4％，由成岩自生矿物由高岭石、铁方解石、

等粘土矿物充填，而在粒间孔的作用下可促进现场油

气富集，也是探查油藏的主要方向。同时本地区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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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边油田油房庄油区长 82
2 储层地质特征及经济性分析

杜芳东　赵春利　乔　伟　温佳霖（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定边采油厂，陕西　定边　718699）

摘　要：定边油田油房庄区主要含油层位延 93、延 101、长 82
2，其中延 93、延 101 油藏开发较早，而长 82

2

油藏是近年发现，并初步开发的。长 82
2 油藏存在井控程度低、天然能量不足、地质认识浅、注采井网不完善、

水驱控制程度和油藏动用程度较低等开发难题，因此，在油田开发方案制定前，需开展该区长 82
2 油层组地质

特征研究，为开发方案的制定提供技术支撑。

关键词：油房庄油区；长 82
2 层；砂岩储层；经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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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量的溶孔，此类溶孔占总数的 30% 左右，且主要溶

孔类型为长石型，并在上述地质结构之间掺杂少量的

裂隙或间孔，也可以保证油气的聚集效果。长 82
2 储

层总面孔率一般在 3.1%~10.5% 之间，平均 5.7％ . 孔

径分布在 7~79μm 区间，平均孔径 35μm，以中孔和

小孔型为主，少量细孔型。

3.2 储层孔喉结构特征

现场测试结果显示，82
2 油层的中间压力值约为

5.36MPa，其排驱压力达到 1.24MPa，且现场勘查油层

孔径偏小，可见大量微小喉道。且孔喉分选系数 0.13，

规格偏小，是小孔微细喉型，该结构的测试结果如图

2 所示。

图 2   油房庄油区定 XX 井 2 号样高压压汞测试分析

4 成岩作用对储层的影响

研究区长 82
2 砂岩储层大多属于水下分流河道、

河口坝等沉积微相，水动力条件一般相对较弱，砂岩

粒度较细，分选中等，粘土、云母等细粒物质含量较 

多，其原始孔隙度一般平均在 27% 左右。另外，由于

砂岩中云母、塑性岩屑等在压实过程中极易变形，挤

入砂岩原始孔隙之中，使砂岩原生孔隙降低。在胶结

作用和压实作用过程中，原生孔隙孔隙度约有 70% 的

损失，原生粒间孔经过压实后仅有 8% 左右。以晚期

铁方解石为主的胶结物，又使砂岩损失了原生孔隙的

20% 左右，这样，在胶结作用和压实作用的双重作用

下，砂岩剩余原生粒间孔孔隙度 3% 左右；在以粘土

胶结为主的砂岩中，早期绿泥石薄膜胶结的砂岩中，

由于绿泥石的发育限制了石英次生加大的发育，使得

原生孔隙的保存略好于其他类型的砂岩。

长石的溶解作用对本区砂岩储集性能的改善起着

建设作用。此外，对粘土胶结物的溶解也较为常见，

对碳酸盐的溶解就很少了。溶解作用显著的改善作用，

使得砂岩的孔隙度一般可以达到 8%，局部甚至更高

达 10% 以上。

5 储层孔渗特征

5.1 孔渗特征

通过对研究区岩心孔渗测试，长 82
2 储层单井含

油层段主要孔隙度分布范围在 8.2~13.1% 之间（图 3）；

渗透率分布范围主要在 0.08~6.24×10-3μm2 之间，（图

4）。属低孔隙度，特低渗透率储层。

 

图 3   油房庄长 82
2 孔隙度分布频率直方图

图 4   油房庄长 82
2 渗透率分布频率直方图

5.2 相渗特征

图 5   油房庄油区长 82
2 油层相对渗透率曲线

研究区长 82
2 油层组储层束缚水饱和度平均值为

34.77%，油相对渗透率 0.03×10-3μm2，等渗交点处

含水饱和度平均值为 55.82%，油水相对渗透率 0.04× 

10-3μm2，残余油时饱和度平均值为 58.95%，油相对

渗透率 0.01×10-3μm2，随含水饱和度的增加，油相

延长组长8孔隙度频率直方图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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渗透率的下降和水相渗透率的增加均较快（图 5）。

6 储层敏感性分析

在油田生产中可能会因为诸多不合理作业行为而

加剧储层敏感性，例如相关地区油田在生产中发现注

入或采油速度过高等问题则会导致储层敏感性改变。

除此之外，不配伍性作业流体也造成敏感性损伤破坏，

导致油田注采效果发生改变。此时根据 82
2 储层的实

际情况来看，在储层岩石矿物基础上展开敏感性评价，

则可更深入了解不同敏感性因素对油田生产质量的影

响，根据现场测试结果可用于优化现场生产工艺内容，

最终确定最佳的油田生产模式。储层速敏性室内评价

实验表明（见表 1），不同油区不同储层岩心速敏性

较弱，为弱速敏至无速敏。储层水敏性室内评价实验

表明（见表 2），长 8 储层水敏性最强，为中等偏弱

~ 强水敏。储层酸敏性室内评价实验表明（见表 3），

为弱盐敏。碱敏性实验结果显示（见表 4），岩心无

碱敏。

7 经济前景分析

油气储量是油田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同时也是

公司的核心资产，保持和提高油气储量的接替水平始

终是油公司发展战略目标之一。随着国内油气勘探开

发突出经济可采储量和主要油田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

高，开展储量及其资产评估与管理越来越受油田公司

的重视，油房庄油区作为定边油田勘探新区，具有资

源拓展、稳定开发的前景。通过本区研究和与邻区对

比，明确该区具备勘探开发的先决地质条件，初步预

测资源面积约为 47km2。初步预测有利区 2 个。其中 I

有利区 1 个，约 4.4km2；II 类有利区 1 个，约 2.1km2。

预计在Ⅰ类长 8 有利区采用菱形反九点法井网可部署

油水井共 33 口，新增动用含油面积 2.54km2，动用石

油地质储量 121.85×104t。预计可新建产能 1.40×104t。

参考邻区生产指标，油井生产初期自然递减取值为

17% 左右，10 年后注水稳产阶段在 5.0~6.0% 之间。预

计长 82
2 部署井 10 未来 10 年可累计产油 12.2×104t， 

因此该区域具有较高的经济开采价值。

8 结论

①油房庄地区长 82
2 储层岩性以浅灰、深灰色细

粒—极细粒长石岩屑砂岩或岩屑长石砂岩为主，并且

从岩层性质来看，此类砂岩的细粒度较高，且砂岩选

择性更高，但碎屑颗粒的磨圆度偏差，不利于正常生

产；填隙物以粒间充填和粒表衬垫的铁方解石、高岭

石为主，胶结类型以孔隙式为主；②油田生产效果受

到压实与胶结作用影响，并且在外部挤压等一系列作

用下可能会加剧原生粒间孔的破坏，最终可能会因为

孔隙率偏低影响产能；③根据铸体薄片和扫描电镜等

资料的综合分析，研究区储层物性较差，为低孔—特

低渗储层，且孔隙度和渗透率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

孔径以中孔和小孔型为主，少量细孔型；喉道直径主

要分布在 0.09~3.5μm，以细喉道和微细吼道为主；

④通过对研究区相渗和敏感性实验分析，随含水饱和

度的增加，油相渗透率的下降和水相渗透率的增加均

较快，呈现弱速敏至无速敏、中等偏弱 ~ 强水敏、强

酸敏或极强酸敏、弱盐敏、无碱敏；⑤初步预测有利

区 2 个，可部署油水井 33 口，新建产能 1.40×10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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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速敏实验结果表
样品号 长度 /cm 直径 /cm 空气渗透率 /×10-3μm2 孔隙度 /% 临界流速 /mL/min 伤害率 /% 伤害程度

1 2.688 2.558 0.0423 3.23 0.40 4.55 无速敏
3 3.026 2.552 0.0689 6.57 1.00 6.43 弱速敏

表 2   水敏试验结果表
样品号 长度 /cm 直径 /cm 空气渗透率 /×10-3μm2 孔隙度 /% 伤害率 /% 伤害程度

2 3.172 2.542 0.0775 6.74 46.52 中偏弱
4 2.908 2.548 0.0629 2.908 18.48 弱水敏

表 3   盐敏评价结果表
样品号 长度 /cm 直径 /cm 空气渗透 /×10-3μm2 孔隙度 /% 临界矿化度 伤害程度

3 2.958 2.554 0.0293 3.28 / 弱
4 2.846 2.548 0.0761 6.75 / 弱

表 4   碱敏评价结果表

样品号 长度 /cm 直径 /cm 孔隙度 /%
渗透率 /10-3μm2

伤害率 /% 碱敏程度
空气 pH=7.1 pH=9 pH=11 pH=13

2 2.746 2.542 3.28 4.9500 2.1431 2.2874 2.2857 2.2818 / 无
3 3.658 2.552 2.69 0.2484 0.0345 0.0369 0.0371 0.0374 /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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