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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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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从东浪凹陷桥白地区出发
,

研究了流体势和天然气运移方向
、

聚集的关系
。

指出 了东淄

凹陷储集岩地层水压力系统属压实作用引起的沉积水压系统
,

水流方向为离心流
。

流体势特点为油
、

气
、

水势等势面在水平面投影轮廓近似
。

油气一般聚集于低势区
,

但又往往因岩性而出现局部高势区高产天然

气
。

本文最后从烃水界面倾斜度分析了油气聚集条件上的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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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
,

水动力对于油气运移聚集的影响已是石油地质工作者所普遍承认的了
。

人们

现 已不仅认识到存在着静水条件下气
、

油
、

水在背斜中分布呈从上而下迭置
,

还认识到动水

条件下
,

油气相对于水的分布可以在平面上发生偏离
,

但是迄今研究得较多的往往是在地层

水流向为地层 下倾方向情况下水动力对油气运移和聚集的影响
。

而在地层水流 向为地层上倾

方向时
,

水动力对于油气的运移聚集的影响还没有详细的研究
。

本文结合东淮凹陷实例
,

应

用流体势概念对此进行剖析
。

一
、

流体势

H u b b er t (1953) 最
一

早提出了流体势的概念
,

并用以研究石油和天然气的运移聚集
,

D a hl be rg (19 82) 将流体势侧重在应用作了详细的介绍
。

他们一致认为地 下流体的行为受

流体势所制约
,

流体通常由势能高处流向势能低处
。

所谓流体势即单位质量流体所具有的机械能
,

通常根据地层中某一点的压力 P 和高程

折算成在某一假想平面上所具有的势能来表示
。

它由作用在单位质量流体的重力和作用在单

位质量流体上的压力两部分所组成
,

如水势即可用下述公式表示
:

中
w 二 g

·

Z 十P / P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

其中 中
w
为水势

,

g 为重力加速度
,

Z 为测压点相对某一假想平面的高程
,

P 为孔隙流

体压力
,

pw
为水的密度

。

这里 P 为标准压力
,

即绝对压力减去大气压
。

对于高速流体
,

还

需在公式 (l) 右侧加一个动力能量项
。

但鉴于一般地 下水流速很低
,

因此该动力能量项可

以忽略不计
。

由于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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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1w = Z + P / (P

w
·

g )

则水势 中w 和 hw 的关系式为

中
w 二 hw

·

g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 )

即 中
w 和 h ,

呈线性关系
。

为使用方便起见
,

现一般用 h w
(单位为 m ) 来代替 中

w
的相对强

弱
。

同理
,

油势
、

气势大小可用 ho
,

h :
表示

,

它们分别为 :

h
。 = P / (p

。
·

g )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

h g = P / (p
:

‘

g ) +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式中 p

。
·

p g
分别为油和气的密度

。

经推导可得到

(P
。

/ (p
w一p

。

))
·

h
。 = (户

w / (P
w一p

。

))
·

h w 一Z

H u bb e rt 用 U
。 ,

u g
代替 (。

。

/ (。
W一。

0

))
·

h
。

和 (。
g / (;

w一。g
))

·

h g ,

用 V
。、

V g
分别

代表 (p
w / (p

w一p 。

))
·

h w 和 (p
w / (户

w一户g
))

·

h w
则得到 :

U
。 二 V

。一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

和 U g 二 V g一z.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 )

公式 (6 ) 和 (7 ) 即 U
、

V
、

Z 方程
,

其中 U 。、 U g
分别为相对于水的油势和气势

,

V
。 、

v :
分别为相对于油和气的水势

。

匕匕

一一
「「 一一 吧二二二岁= 公叫叫

奋奋一百而而
XXX ooo

墓准面

图 1 流休势计算参数示意图

F ig
.

1 S k e teh m aP sh o w in g Pa r a m e te rs o f e o m Pu tin g fl u id Po te n tia l

由于流体总是由高势区流向低势区
,

计算 U
。 、

U g 、

V
。 、

V : 和 hw
值并编制水

、

油
、

气

势在平面上的分布
,

即可得到流体运移的方向
。

二
、

地下水成因类型和流体势特点

天然水压系统的成因特征按 A
.

A. K a
皿eB (9 1 69) 意见

,

大体可分为沉积水压系统和淋

滤水压系统两大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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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水压系统的压头是因水在沉积物和岩石被压实过程中挤人储集层造成的 ; 淋滤水压

系统的压头是由大气降水和地表水淋滤到储集层形成水静压力而造成
。

两种系统压力分布的

规律不同
,

在沉积水压系统内
,

压力由最大沉积区向最小沉积区方向逐渐降低 ; 淋滤水压系

统内的压力自淋滤区向外逐渐减低
。

它们的水流方向也因之而不 同
,

一般前者产生离心流
,

后者产生向心流
。

此外
,

这两种水压系统发育的地质条件也不同
,

前者一般发育在拗陷区内

埋深较大的部位
,

后者发育于地形起伏大的山前带或山间带
,

两者在时间上可交替出现
,

也

可同时存在于一个沉积盆地的不同地带
。

OOO OOOOO
...

l淋滤水压系统 2
.

沉积水压系统 3
.

隔水层

图 2 两种水压系统的空间分布 (据 K a
, eB 重绘)

Fig
.

2 SPa tialre la tio n o f tw o tyPe s o f Pr e ss u re w a te r sys te m (a ft e r K a rz a iv )

两种水压系统由于水流方向的不同
,

决定了流体势分布各有其特点
。

在淋滤水压系统

内
,

水势大体上向着地层倾伏方向降低
,

因此水流方向与地层下倾方向一致
。

这个系统内与

水一起流动的烃类受到两个力的作用
,

一个为水对烃类 (油或气 ) 的浮力
,

另一个为 向下倾

方向流动的水力
,

两者的合力方向决定了烃类运移的方向
。

丁丁一丁一
下丁二石

水***

特特华
行

方同同

图 3 白东一单北水动力油藏示意图

F ig
.

3 S k e teh m a P o fB a id o n g一D a n b e i hyd ro d yn a m ie tr aP

向地层下倾方向流动的水动力可以使得在鼻状构造或构造阶地等非背斜构造条件下形成

油气圈闭
,

其顶界为储集层和不渗透盖层的交界面
,

底水为油水或气水界面
。

图 3 为酒西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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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白东一单北水动力油藏的示意图
,

说明了水动力有利于非构造圈闭条件下的油气聚集
。

东淮凹陷属新生代断陷盆地
,

地表地形平坦
,

第三系储层深埋于 16 00 m 以下
,

甚至深

达 300 0m - 礴oo om
,

而地面无储集层露头
。

储层地下水成因类型属沉积水压系统
。

下面将会

看到
,

东灌凹陷流体势的分布特点
、

油气运移方向和聚集场所与上述向心流的白东一单北油

藏有所不同
。

三
、

东蹼凹陷流体势和油气运移聚集

东淮凹陷油气分布大部分与构造高点有关
,

似乎与静水条件下纯粹由浮力引起的油气聚

集相似
。

那末东淮凹陷的地下承压水到底是静水还是动水? 其特点是什么 ? 它对油气运移和

聚集的影响如何 ?

1
.

含气面积 2
.

气势等值线 3
.

气体流动方向 4
,

断层

图 4 凹陷中东部 s丁气势和天然气聚集

Fig
.

4 Sk etc h m aP sh o w s g a s Po te n tial e o n to u r a n d g a s e n tr aPm e n twi th一

in th e L o w e r S Zo fee n tr a l,
a s t o f D o n Pu d ePre s sio n

·

1. 东摸凹陷油气储集层地下水应属由压实作用引起的沉积水压系统
。

如图 4
、

图 6一10 所示
,

该区由测压资料和测压点高程计算得的水势在平面上的投影有

着明显的变化
,

有别于水势为常数的静水地下环境
。

动水水流必然会对烃类运移和聚集施加

影响
。

该凹陷由于地面地形平坦
,

深部地层水在构造下倾方向超压大
,

因此下倾方向流体势大

于构造高部位
,

水流方向为由盆地中心向盆地边缘流动的离心流
,

具有沉积水压系统的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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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
。

2
.

中浅层储集岩流体势与油气聚集

东淮凹陷和国内外其它沉积盆地一样
,

地层压力从上往下可分为静水压力带
、

混合带和

异常压力带三段
。

资料表明
,

处于静水压力带下部至混合带的中浅层储集岩
,

利用流体势进

行二次运移研究
,

效果明显
。

这里对东蹼凹陷中东部沙二段进行了流体势研究
。

沙二段砂岩

由于埋深相对较浅
,

渗透性理应比深层为好
,

流体能量与储层内易于传递
,

二次运移条件较

好
。

加之沙二段断层断距在研究区内较小
,

可将沙二段砂层视作一个统一的渗流层对待
,

流

体应由势能高处 向势能低处运移
,

并在势能低处聚集
。

对淮城
、

文明寨
、

文留
、

白庙
、

桥口

等构造及淮深 4 井等地区的沙二段进行了流体势研究
,

得 出以下认识 :

(l) 该区油
、

气
、

水势的分布轮廓大体一致
,

即水势高者
,

其气势
、

油势也高
,

如蹼深

4 井即是 (表 l)
。

同理
,

水势低者
,

其气势
、

油势也低
。

这是 因为同一地层在构造低处因埋

深大
,

压实作用较构造高处 (埋深也小) 为大
,

欠压实及地层压力异常值也较明显
,

按公式

(l) 计算的水势在构造低处较构造高处为大
,

决定了水流方向由构造低处指向构造高处
,

而

油势
、

气势为浮力与水动力作用的向量和
,

一般情况下也往往向构造高部位减少
,

形成 了油

气水势分布轮廓大体一致的格局
,

这种特点有别于淋滤水压系统的向心流
。

后者的浮力与水

流方向相反
,

油气水势分布轮廓正如 H u b ber t 和 D ah lber g 所指 出的那样
,

不相一致
。

表 1 沙二段油
、

气
、

水势部分计算结果

T a b le 1 Pa rt o f the e ale u la te d re su lts o f 0 11
,

g a s a n d w a te r Po te n tia lin 5 2
.

井井号号 层位位 深 度度 地层压力力 h w (m ))) U
。。

U ,,

(((((((((M P a )))))))))

明明 1666 5 2 下下 1 6 56一 1 66 2冷冷 1 5 5 333 4 8 3 4
.

111 1 10 1 333 2 6 5()))

卫卫 444 5 2 下下 2 0 6 8
.

6一 20 7 6
.

111 20
.

7 555 4 9 2 2
.

9666 1 16 8 999 3 ! 7 222

澈澈气 111 5 2 下下 2 4 6 4 件一2 4 19
.

111 24 3 222 4 9 6 9
.

555 12 12 333 3 5 2 666

文文 2 555 5 2 下下 2 4 5 3
.

0一2 4 6 1
.

000 2 9 名888 54 13 9 999 13 5 3333 4 1 6666

白白 1666 5 2 下下 2 4 8 7
.

3一2 4 6 1
.

666 2 9 9 888 50 2 8
.

666 12 7 8 333 4 ()8 333

桥桥 3 000 5 2 下下 2 5 6 5
.

4一2 6 5 3
.

444 2 5
.

2 888 4 8 6 0
.

666 12 0 0 111 3 59 222

淮淮深 444 5 2 下下 3 3 5 000 4 8
.

222 5 9 8 6
一

999 16 13 111 5
,
7444

(2) 气势的研究表明
,

在对接近 20 口井的计算中
,

以临近盆地主要生油气凹陷前梨园

凹陷中心的模深 4 井气势最大
,

向北及 向南逐渐减少
。

尤其在北部卫城和文明寨一带
,

气势

最低
,

蹼城文留次之
,

白庙
、

桥 口地区居中
,

而文留文 82 井区是较大的
。

气势图上箭头表

示了流体由势能高处向势能相对较低处流动的方向
。 ’

由图 4 可见
。

目前已探明天然气藏的分

布大体上与气势相对低值区一致
。

1 超压段流体势与油气聚集

桥 口
、

白庙地区沙河街组第三段属超压段
,

地层压力明显地超出静水压
。

该段因埋藏较

深
,

孔渗条件较差
,

流体势与油气分布关系上有其特点
。

桥 口
、

白庙构造分属于东淮凹陷中央隆起带和东部洼陷带的一部分
,

两者在地理位置上

大体呈东西向
,

内隔一 向斜
,

北部为前梨园洼陷
,

南临葛岗集洼陷
,

油气源丰富
。

桥 口构造

呈北北东向展布
,

是一个被一系列北北东向西掉断层复杂化了的半背斜构造
,

以李屯断层为

界又可分为桥 口断块区构造和桥东反向屋脊 (桥东斜坡 ) 两部分
。

桥 口构造高点在桥 27 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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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近
,

地层向东
、

东南和东北方向倾没
。

在桥 口构造已钻的 56 口井中
,

从 13 口井的 1令个

层段中获得工业性油气流
,

油集中在桥 口横断层以北的桥 21 块
、

29 块
、

27 块
、

30 块和以

南的桥 4 块
、

26 块和 18 块的 sl 一S音地层中
,

且以桥 21 块
、

29 块富集程度最高
,

工业气流主

要分布在桥东反向屋脊断块上
,

气分布层位为 S受一S全
,

气源据前人研究属沙河街组本身
。

图 5 桥 口
、

白庙 T敢沙三
,

底)构造图

Fig
.

5 stru e tu r。 。o n to u r m a p o n b o tto m o fs;
o f Q a o k o u 一B a im ia o

白庙构造总体形态为一依附于兰聊断层的半背斜
, ,

伪一逆牵引构造
,

地层向北西及南西

方向倾没于前梨园洼陷及葛岗集洼陷之中
。

该构造 已测试探井共 16 口 58 个层段
,

有 21 个

测试段获工业迪气流 (主要为气流)o 含养面积呈宝塔状
,

从 ”2

--S
越大

。

从 5 2

一S孟中已获得产能大小不一的油气流
,

并以产气为主
,

各层位越往下含气面积

气呈断块分布
。

在 S;一S ;
除获单井 日产大于 10 4 m ,

的气流外
,

同时获 日产达 7
.

5一11
.

3 吨的凝析油
,

另最近于 S护也

见油层
。

据同位素分析
,

该气田天然气为石炭一二叠系煤型气和第三系油型气的混合气
。

本文作者利用 U
、

V
、

Z 方程对 5 3
各段进行了油

、

气
、

水势计算
,

并重点对实测压力

数据以及声波时差资料较多的 S盆层的气势进行了详细研究
,

得到以下认识 :

(1 ) 桥白地区 S; 油势
、

气势
、

水势的变化规律大体上一致
,

即水的流动方向与油
、

气

流动方向在平面上的投影一致
。

桥 口地区水势
、

油势
、

气势从东到西大体上为从高到低
,

但

又被李屯断裂所复杂化
,

而呈高~ 低~ 高~ 低区间互
。

流体运移方向有二
,

即北东东向南西

西和南东向北西 (图 6一8)
。

(2 ) 桥 口地区 S ;油势图 (图 7) 说明了油的聚集与桥 口半背斜的低油势区有关
,

S ; 的

气势图 (图 ro ) 说明该层的天然气与李屯反向屋脊断块的低势区有关
.

(3 ) 白庙地区 S号的流体势总的是构造低部位流体势高
,

流体大体上也是从构造低部位

流向构造高部位
,

但出现了流体势分布的不规则性
,

如白 9 井局部高势区并由此决定的流体

运移方向被复杂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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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

团
l

团
2

1
.

水势 2水流方向

图 6 桥
、

白地区 S彗水势等值线图

F ig
.

6 w a te r p o te n t ia le o n to u r m a p in s;
str a tu m o fQ a o 一B a i d istrie t

5 〔百0 0

‘0 0 。“ 1 2

八不一 }

砚簇蔫{爪三

凛戮)
拼奔

⋯

0 5

诬四
·

因
2

n5 0

典
2 4

。

�
、

洲

】
.

油势 2
.

含油 面积

图 7 桥
、

白地区 s圣油势等值线图
Fi g

.

7 0 11p o t e n tia lc o n to u ; m ap in s音
str a tu m o fQa o一B a i d istri e t

1
产

毛势 2
.

含气面积

图 8 桥
、

白地区 s圣气势等值线图

Fig s G a s p o te n tia l c o n to u : m a p i n s圣
s tra tum

o fQ a o 一Ba i d is tri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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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白庙地区天然气主要分布层位依次为 S ;
、

5 2 、

S璧
、

由 S ; (图 9) 5彗气势图看
,

S ;
几 口产气井均位于低势区

,

S ;产气井除个别井如白 9 井外
,

也均位于气势较低区
,

且与断

层毗连
。

而 S:
层虽未编流体势图

,

但由该层产气井白 20 井和白 3 井位于构造顶部推测
,

它

们也位于低势区
。

桥 口地区 S呈油势图说明了油的聚集与桥 口半背斜的低油势区有关
。

S ;气势图 (图 10 )

说明 s; 的天然气与桥东反向屋脊带的气势低值区有关
。

至此为止
,

说明了桥白地区油气一般分布于低势区
,

这是符合 H u bbe rt 的有关理论原

理的
,

但白 9 井高势中心的出现以及流体势分布的不规则性
,

尤其是有些具高流体势的井
,

如白 9 井
,

天然气的产量反而最高
,

这是与一般规律不符的
。

类似的情况还有白 10 井
、

白

8 井
、

开 28 井的 s;层
,

以及白 8 井
、

白 9 井的 S盆层均产气量较大
,

但它又均为气势的高值

或较高值区
。

是什么原因促使白 9 井局部高势区出现并具有较大产能呢? 从构造图上白 9 井所处构造

等值线高程并不 比其它含气的井如 K 27 井为低
,

但是它的流体压力和流体势却特别高
,

原

因可由分析 S爹流体势图说明
。

从白 9 井向白 8 井方向势变化率很大
,

根据前人研究
,

这种

情况往往与岩性的低渗透区有关
。

本文公式 (1) 是当岩石毛细管阻力可以忽略不计时的一

般流体势公式
,

在考虑到毛管阻力时
,

油在一定地点的流体势据 H u bb er t (19 53) 为

~ 一
P

一
P e

, n 、

甲
。

= 9
.

乙 二
~ -

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叼
尸

。

夕
。

团
l

匡国
2

l气势 2
.

含气面积

图 9 白庙地区气势等值线和天然气分布
Fig

.

9 G as p o te n tia一c o n to u : m a p in s;
str a tu m o fB a im ia o d is t‘e t

.

其中 Pc 为附加的毛管阻力
。

因此可以认为公式 (1) 是在储集层的岩石颗粒大小和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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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径分布均匀
,

毛管阻力几乎到处相等的前题下才能用以讨论流体运移的方向
。

对照许化政

等
‘

的砂岩厚度图可知
,

自白 9 井向白 8 井方向砂岩厚度变薄
,

物性也会相应变差
,

孔喉变

小
,

造成流体向白 8 井流动时的阻力加大
,

能量损耗大
,

致使势能大为减少
,

而流体由白 9

井西北方向的更高势区向白 9 井附近聚集
,

不易散失
。

同时
,

较深层具有更大势能的油气可

以通过断层向孔隙条件较好的白 9 井区运移
,

可能也是造成高势的原因
,

而 白 9 井东部的低

渗透区则成为油气运移的屏障
,

使得它成为与
“

油气相对低势区是油气聚集的场所
”

这样与

一般规律不符的特殊场所
。

因此可以推论
,

油气聚集在低势区这一规律是指渗透性储集层而言
,

对于物性极不均匀

的储集层则往往不完全是这样
。

本区除白 9 井以外
,

白 10 井
、

白 8 井
、

开 28 井的 S ;层以

及白 9 井
、

白 8 井的 S圣层均产气量较大
,

但都为高气势区
,

这都是由于储层内岩性极不均

匀
,

在渗透率低的部位流体通过能力差
,

成为二次运移的屏障
,

而天然气聚集于砂层孔渗条

件相对较好的场所之故
。

戳 压困
,

‘马3月呼

回困圆

1 4 6 0 0

l气势 2 油势 3
.

含气面积 4
.

含油面积

图 10 桥 口构造 s; 油气势等值线和油气分布
Fig

.

lo o ila n d g a s p o te n tia lc o n to u : m a p in s;
o fQa o k o u d istr ie t

.

四
、

等势面
、

烃水界面坡度和油气聚集

烃水接触面坡度和等势面倾斜度的关系由下式表示

△
z / △

x = p w / (p w 一户h) X △hw / △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其中△
z / △

x
为烃水接触面坡度 ; △hw / △ x 为水势面 在 x 方 向的倾斜度 : p

*
/

(Pw 一八) 为倾斜扩大因子
,

取决于水相和烃相密度差
,

其中 p h
为烃类的密度

。

*

许化政等
,

19 8 8 年 9 月
,

东准凹 陷桥日
、

白庙含气区地质特征
,

天然气富集因素及勘探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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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公式可见
,

在倾斜扩大因子一定时
,

烃水界面坡度与水等势面坡度成正 比
,

也即水动

力越强
,

烃水界面倾角越大
。

而 由于一般情况下油的密度 比气的密度大得多
,

即

户
。 > > 夕g ,

因此 夕w / (夕
w一户

。

) > > 户w / (夕
w一 p g

)
。

如桥白地区 p w
取值为 1

.

0 7
,

p
。

为

0. 71
,

p :
依不同深度

、

温度和压力而定
。

在地面条件下
,

p :
为约 0.

000
8

,

地下 300 0m 深处

压力为约 35 M P
,

温度为约 115 ℃ k
,

则 p w / (p
w一Po ) 二 2. 97

。

因此如图 11 所示
,

在水动

力环境下
,

油水界面坡度明显地大于气水界面
。

图 11 也许可 以说明为什么白庙构造主要产天然气而石油产量低的原因
。

由水势图说明

白庙构造的水势总的趋势是由西向东降低
,

水流为向东流动
,

油水界面也应该是向东倾斜
,

并且倾斜度比气水界面大得多
,

其东侧有不止一条断层通过
,

储层中的油在运移方向上遇到

断层时易于溢出圈闭并沿断层面向上运移
,

只是在原来石油储集层上倾方向遇有明显的岩性

披档条件时
,

石油得以残存
。

而天然气相对石油来说
,

因运移方向偏向垂直而不易溢出
,

加

之白庙构造集油气区内油气源岩正处生气为主阶段
,

天然气仍源源不断产生
,

气源丰富
,

造

成现今白庙构造主要产气而产油少的格局
。

水等势面

图 11 在动水条件下油水
、

气水界面倾角和油气运移方向(据 D ah lbe rg 重绘)

Fig
.

1 1 0 11,
a te r a n d g a s一w a te r in te r fa ce slo Pe s a n d th e d ire e tio n o f o il a n d

g a s m ig ra tio n Path s
.

(a ft e r D ahlbe r g
,

19 82 )

同样原理也可解释桥 口地区桥东反向屋脊断块 s黔含气
,

桥 口断块地区 S ;+2 含油
,

除

各地油气源岩成熟度是一个因素外
,

推测与桥 口构造李屯断裂以东水动力是由东向西流动
,

在该区 S ;料 源岩在成油高峰期生成的石油由于水动力作用顺断层溢出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

小 结

1
.

东淮凹陷水势在空间有着明显的变化
,

结果
。

2
.

东淮凹陷储层地下水属沉积水压系统
,

该区油气分布不是静水环境下纯系浮力作用的

水流方向为离心流
。

反映在流体势上
,

等水势



56 沉 积 学 报 8 卷

面在水平面上的投影轮廓与油势
、

气势轮廓大体一致
。

3
.

从宏观上看
,

油气分布在低势区
,

但由于岩石物性和厚度的极不均一性
,

出现高产井

往往与局部高势区相伴随的现象
。

4
.

东淮凹陷由水力坡度和烃水密度差引起的烃水接触面倾斜
,

加上断层因素引起了石油

容易顺构造上倾方向的断层溢出
,

从而不利于密度比气大得多的油的保存
,

而天然气因密度

小
、

浮力大而相对地不易溢出
。

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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