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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荣兴屯油田北部复杂砂岩油藏是辽河油田难采储量中的典型代表,由于井控程度低、储量零散、油层变化快及产能分布不均等因素,

难以有效动用。通过由点到面到体,深入剖析难采主控因素,探寻储层空间展布规律,分析油气水分布控制因素,为最终盘活该区难采储量提供理

论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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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概况 

荣兴屯油田位于辽河东部凹陷荣兴屯断裂背斜构造带,含油目的层为

下第三系沙一段及东营组,1990年以来在东三段和沙一段钻遇油层,累计

探明地质储量345×10
4
t。区内北东向驾掌寺断裂和荣兴屯断裂为工区内

的主干断裂,将区块沿轴向切割成东部缓坡带、中部高垒带、西部陡陂带

三个次级构造条带
[1]
。 

2 存在主要问题 

2.1储量分布零散。该区储量区块多,单块储量小,含油面积有限,1994

年以来分8个区块9个计算单元上报探明储量345×10
4
t。完钻井均钻遇油

层,但油层发育程度差异较大,受断层及储层发育程度的控制,横向连通性

及延续性较差,其中以荣72、荣66等区块尤为突出,如荣72块含油面积仅

0.2km
2
,地质储量10×10

4
t。 

2.2油层发育变化快。荣85块评价井荣85井在沙一段钻遇有效厚度油

层38.8m,初期自喷日产油21t,投产阶段累产6047t,而后续间隔一个井距

实施的开发井荣45-64和更新井荣45-新64均未钻遇主力油层,两口开发井

接连失利,导致无法落实该块储量。 

2.3产能分布不均衡。荣80区块东三段为一单斜构造,上部发育一套玄

武岩盖层,油层发育较为连续,但新井实施后单井产能平面上分布差异较大,

高产井新荣40-86井累产油1.4×10
4
t,低产井荣40-84井累计产油728t。 

3 二次评价对策 

3.1重构零散型难采储量地下认识体系。荣72块各层段砂体多呈薄互层

分布,准确刻画单砂体的分布范围是储层研究的关键
[2]
。通过解析有利砂体

地震反射特征,追踪与已知油层段波形相似并连续的地震同向轴,表明砂体

平面上分布较广,纵向上呈指状交互沉积特征。应用叠后稀疏脉冲反演技术

刻画三套含油砂体的空间分布,在波阻抗反演剖面上,砂岩波阻抗值较高,

呈红色、黄色条带状分布,三套砂体分布范围较广但纵向厚度变化较大。 

3.2井震解析落实复杂断块油藏控油因素。荣85区块含油面积和储量规

模相对较大,但地质条件复杂、钻探结果与原地质认识矛盾突出。通过相干

体分析等多种技术手段,组合断层、确定断层位置及平面展布,区块S1Ⅲ底面

构造形态整体为受近东西向断层控制的西北倾断鼻,被北西向断层复杂化。 

该区两组断裂系统,一组断裂晚期持续活动,继承性控制构造格局,另

一组断裂早期活动,发育至沙一段晚期,控制多个断块的形成,且控制了沙

一段早期的沉积
[3]
。小断层分割构造形成“断控圈闭、断控沉积、断控油

水、断控成藏”的断层控藏模式。 

断裂对已经形成的油气藏产生破坏作用,既可以是成藏后因构造运动

断裂对油气藏的切割,也可能是原遮挡断裂因其封闭性变差,导致油气藏

中油气的泄漏流失。油北断层为油燕沟潜山北部的一条活动的二级边界断

层,为北掉近东西向正断层,其对油气成藏存储具有长期破坏作用,靠近该

断层的井均未钻遇油层,而荣85南断层具一定的封堵性,其下降盘荣85块

为油气富集区。 

3.3逐步解析探寻产能分布规律。荣80块以250m正方形井网、一套层系

天然能量方式投入开发,采出程度仅4.0％。针对产能分布不均衡,储量动用

程度低的现状,在整体评价及单井井史、生产等基础资料分析的基础上,统计

与产能相关的各种因素,建立关联图,明确各因素之间相互关系。在错综复杂

的影响因素中逐步解析探寻控制产能的主要控制因素,总结产能分布规律。 

高产井新荣40-86井位于构造高部位,低产井荣107井位于构造低部位临

近油水界面,投产后含水高。位于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支河道上的新荣

40-86、荣80井产能高,荣40-84井位于分支河道间,泥质含量高,投产效果差。 

地震振幅反映了储层的变化,储层物性好与上覆泥岩的波阻抗差异大,

地震振幅较强
[4]
。新荣40-86、荣80井物性好产能高,对应地震振幅强；新

荣40-86井位于构造高部位,且位于水下分支河道上,地震振幅强、储层物

性好,油层发育；构造低部位或位于水下分支河道间的井油层发育较差、

厚度薄、产能低。 

4 取得成果 

在单井分析的基础上,综合运用钻井、录井、测井、试油试采、测试、

地质及地震等资料,重新落实构造,探寻储层空间展布规律,分析影响油气

水分布的控制因素
[5]
。在荣72、荣85及荣80等区块规划部署各类井位19口,

在有效动用难采储量的同时积极滚动增储,新增含油面积1.58km
2
,石油地质

储量143.66×10
4
t,盘活驾26块、欢103等难采区块难动用储量近500×10

4
t。 

5 结论 

针对难动用储量二次评价中的技术难点,充分利用适用性技术,开展

综合研究,结合不同类型难动用油藏特点,分析内容应具有针对性,是难采

储量评价部署研究的重要支撑点。通过应用新井及VSP资料,对断裂重新刻

画,对构造重新认识,在此基础上针对井控程度低的区域进行平面调整,实

施新井完善注采井网,能够切实改善开发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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