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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7 井-北 75 井一线。 同时，西泉 17 井、西泉 015
井、西泉 029 井、西泉 020 井、西泉 021 井所处的滩

坝砂体也是有利目标区（见图 5）。

图 5 研究区梧一段有利目标预测图

4 结语

（1）综合取芯井分析化验资 料统计分析 结果，
推断研究区储集体由北三台凸起提供陆源碎屑快

速堆积形成，岩屑砂岩为主，长石岩屑砂岩为辅。
（2）西泉地区储层岩石多为 孔隙式胶结，孔渗

相关性较高，表现相对良好的孔隙结构特征；东泉

地区储层岩石渗透性相对较差，孔喉分布零散。
（3）提出了有利目标区预测。 油气分布主要受

沉积相、岩性和物性等因素控制。 扇三角洲前缘水

下分流河道和湖泊相滩坝可作为有利的勘探目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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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区域地质概况

巴喀地区位于新疆吐哈盆地的鄯善县境内，构

造位置上位于吐哈盆地台北凹陷的柯柯亚构造带。

巴喀地区发育早侏罗统、中侏罗统气藏，而八道湾

组致密砂岩气藏则是本区重要的含气层位；八道湾

组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沉积亚相，其中辫状河道

微相是主要的产气层段。

吐哈盆地巴喀地区八道湾组致密砂岩气成藏控制因素 *

崔立伟， 尚 磊

（国土资源实物地质资料中心， 河北 廊坊 065201）
摘 要： 依据储层物性、试气、测录井等相关资料，结合岩心宏观观察与微观薄片分析，对巴喀

地区八道湾组致密砂岩气藏的形成条件与控制因素进行了系统研究。 研究表明：八道湾组是盖源

一体、自生自储式的致密砂岩储层，其烃源条件丰富；储层的产气量随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增加而升

高；辫状河道微相是主要的含气储层段；八道湾组储层气藏主要分布在背斜构造的构造高部位置上。
关键词： 八道湾组； 储层；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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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Factors of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ior of Badaowan
Formation in Baka Area of Turpan-Hami Basin

CUI Li-wei， SHANG Lei
（Territorial Resources Object Geological Information Center， Langfang 065201，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reservoir properties， gas testing， drilling and logging data， combined with
core observation and thin section analysis，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control factors of tight sandstone
gas reservior of the Badaowan formation in Baka area are studied systematicall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Badaowan formation is a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 in which cap rock and source rocks are integrated
and self-generating reservoirs，the source rocks have abundant hydrocarbon source. The gas production
of the reservoir increases with the increase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The braid -river channel
sandbodies provides favorable reservoir conditions for gas accumulation. The gas reservoirs in the Baka
area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ectonics of the anticline structure.
Key words： Badaowan formation; reservoir;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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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沉积-构造演化

吐哈盆地巴喀地区现今的沉积-构造格局受北

部博格达山的地质演化影响非常大。 晚二叠世-晚

三叠世期间，研究区经历过强烈的造山运动与剥蚀

作用，早侏罗世-中侏罗世博格达山地区受到张引力

作用的影响，使吐哈盆地整体发生沉降，进入早期

再生前陆盆地的沉积演化阶段；该沉积演化阶段早

期，由于研究区域湖水变深，加之北部博格达山地

区的物源供应较强，使研究区整体处于湖侵沉积阶

段；后期受到博格达山隆起作用的影响，沉积中心

向南快速迁移，湖水逐渐变浅，此时研究区处于湖

退沉积阶段；该沉积构造演化在燕山早、中期已具

雏形，后经燕山晚期的褶皱抬升，以及喜山期继续

发育改造，形成现今格局。
3 致密砂岩气成藏主控因素

3.1 烃源岩条件

巴喀地区水西沟群煤系 地层烃源岩 主要由煤

层、炭质泥岩和暗色泥岩构成，属煤型气，其中煤层

厚度 90～174 m，有机碳含量高，烃源岩为喜山期晚

期成藏。 巴喀地区水西沟群煤型气烃源岩 成熟度

0.8%~1.0%，为低熟到成熟天然气；烃源岩以Ⅲ型干

酪根为主，多以气态烃、游离形式进行运移；生烃强

度 1.5×109~5.7×109 m3/km2，生气能力强，具有丰富的

烃源条件。
3.2 区域性盖层发育

钻探证实，吐哈盆地含油气系统中已发现的油

气层，尤其是中下侏罗统油气藏均发育于厚层状区

域泥岩盖层的下面。 研究区八道湾组上部（J1b）泥

岩、煤层区域性盖层分布稳定，厚度在 50～80 m，盖

层条件十分优越。 研究表明，区内八道湾组煤系地

层既是盖层、又是良好的烃源岩层，因此研究区八

道湾组是盖源一体、自生自储式的致密砂岩储层。
3.3 储集层特征

（1）储集空间类型及特征

巴喀地区八道湾组储集 层岩性主要 为中砂岩

和细砂岩，其次为粗砂岩和粉砂岩；岩石类型主要

为长石岩屑砂岩，其次为岩屑砂岩；胶结物主要由

方解石和菱铁矿组成，黏土矿物含量也比较高。 储

层 孔 隙 类 型 以 剩 余 粒 间 孔 隙 （ 占 总 面 孔 率 的

41.67%）和溶蚀粒内孔隙（占总面孔率的 47.73%）为

主，而溶蚀粒间孔隙、构造裂缝等较少。 研究区内储

层以片状型和管状喉道型 2 种孔喉类型为主，微孔

隙居多， 占总孔隙的 69.6%， 微喉道也占总喉道的

73.8%，孔喉组合为微孔微喉型；同时储层的孔喉半

径普遍偏小，多为小孔隙和微孔隙，孔喉分布也不

均匀；加之储层内压实作用强，黏土矿物、方解石等

的充填，总体来说，区内储层孔隙结构较差。
（2）物性特征

研究区八道湾组储层物性普遍较差，孔隙度普

遍 小 于 10%，平 均 5.58%，渗 透 率 小 于 1 mD，平 均

0.49 mD，表现为特低孔超低渗特征，属于致密砂岩

储层。 随埋藏深度的增加，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均呈

现逐渐升高-降低的变化趋势，其中 3 300~3 600 m，
储层平均孔隙度和渗透率均相对较高，这与次生孔

隙发育、孔喉分选中等、连通性较好均有关系（见图 1、
图 2）。

图 1 八道湾组深度与孔隙度的变化趋势图

图 2 八道湾组深度与渗透率的变化趋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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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储层试气层段与产气量关系上看，储层的产

气量与储层物性存在一定的正向变化关系，即随着储

层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增加，储层的产气量也随之升

高（见图 3）。

（a）产气量与孔隙度的关系曲线

（b）产气量与渗透率的关系曲线

图 3 八道湾组产气量与物性关系图

3.4 沉积微相类型

沉积微相相带控制着储层砂体的分布，进而控

制着油气的分布。 研究区物源来自北部博格达山，
区内受物源作用的影响，其八道湾组主要发育辫状

河三角洲平原亚相， 进一步划分为辫状河道微相、
废弃河道微相、泛滥平原微相和河漫沼泽微相等。
经沉积微相类型与试气层段含气性数据显示，辫状

河道微相是研究区储层的含气层段，含气性层段占

比 70.8%，废弃河道微相占比 24.6%，其他 2 个微相

占比不到 5%。
区内辫状河道微相广泛发育，由于砂体粒度较

粗，主要为含砾砂岩、中砂岩和粗粒砂岩；并且辫状

分流河道侧向迁移、分流聚合频繁，其河道砂体多

叠置发育、平面分布连续稳定，砂体的累积厚度也

较大，这些特点均为储集层气体的聚集提供了良好

的条件。
3.5 构造断裂作用

巴喀地区致密砂岩气藏 位于北部山 前柯柯亚

构造带上，其构造带上发育有背斜构造，且有一系

列的多向断层发育，因此构造格局极为复杂。 依据

区内的构造特点与多口试气井日产气数据分析，储

层的含气区主要分布在背斜构造的构造 高部位置

上，而构造低部位含气少或不出气。
由于构造应力作用的影响，区内构造高部位地

层更易产生裂缝和微裂缝，从而改善岩石内部孔隙

的连通性，其大量发育的裂缝和微裂缝，既可以作

为存储空间，储集大量的气体，也可作为气体向上

运移的通道，有利于储层气体的富集。 如：柯 191 井八

道湾组 3 615.0~3 630.0 m 井段和 3 650.0~3 670.0 m
井段，压裂后获工业气流 9.79 万 m3，产气 7.15 t/d。
4 结语

（1）巴喀地区的沉积-构造格局受北部博 格达

山的地质演化影响非常大，在八道湾组沉积时期经

历了早期湖侵沉积和晚期湖退沉积 2 个阶段。
（2）八道湾组是盖源一体、自 生自储式的 致密

砂岩储层，煤系地层烃源岩生气能力强，有机碳含

量高，具有丰富的烃源条件；储层孔隙结构和物性

均较差，随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增加，储层的产气量

也随之升高；辫状河道微相广泛发育，砂体累积厚

度大、平面连续分布稳定，为储集层气体的聚集提

供了良好的条件。 巴喀地区气藏主要分布在构造高

部位置上，构造断裂作用既改善了储层的流通能力，
又起到封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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