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3卷 l期
1 9 9 5年 3月

沉 积 学 报
A C T A S E D IM EN T O LO C IC A S IN IC A

V
.

1 3 N
.

l

M a r
.

1 9 9 5

扇前辫状河储层地质模型建立初探

— 以阜新盆地海洲露头砂体研究为例

王建国 王林凤 王德发
(大庆石油学院秦皇岛分院 0 6 6 0 00) (中国地质大学 北京 1 0 0 0 5 3 )

提 要 本文选择阜新盆地海洲矿野外露头砂体研究为例
,

对四个主砂体及一些辅助砂体进行 了大

比例尺实测及密集取样
。

根据储层建模的四项基本原则
,

以沉积序列
、

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
、

物性特征及非

均质性研究为基础
,

建立了 6 0m
、
Zo m

、
1 0m

、
3m

、

l m ( A 型及 B 型 )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再结合结构单元分析
、

沉积模式
、

成岩模式和物性模式
,

建立了扇上
、

扇端
、

扇前辫状河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

所建立的模型是岩性与

物性的统一
,

是原型地质模型或概念模型
。

关锐词 辫状河砂体 结构单元 非均质性 建模

第一作者简介 王建国 男 33 岁 博士 从事储层沉积学研究

储层地质模型的建立是储层表征研究的最终 目的
。

近年来
,

储层地质模型的建立 已引起

人们极大兴趣
。

三次采油急需解决的间题是致力于滞留的可动油开采
。

由于钻井井距较大难以揭示砂

体全貌
,

特别是对砂体内部的非均质性反映更差
;
地震方法离有效地解释砂体物性和定量评

价砂体连通性还相差甚远
,

所以搞清剩余油的分布依赖于精细的储层地质模型建立
。

依靠地

下信息建立的模型难以揭示井间的砂体变化
,

而野外露天研究的直观性
、

大比例尺
、

高精细

度等优点是油田其它建模方法所无法比拟的
。

野外露头建立的地质模型属于概念模型
。

它是通过选择与油田类似的露头 (A an log ue s )
,

进行大比例尺实测
、

密集取样
、

恢复地质原型模型基础上
,

来建立储层模型的
。

阜新盆地是我国重要的中新生代聚煤盆地
,

海洲露天矿巨大的砂泥岩开采界面为砂体

实测提供了良好条件
.

本文主要选择了四种主砂体成因类型 s(
;

一 s ;
)进行研究

,

百两在附近

东梁构造钻探中见有油气显示
,

这为地下与地表对比奠定了基础
,

含油气储层的出露也是建

模的有利条件
。

目前
,

近源辫状河储层地质建模研究甚少
。

建模指导思想

野外露头研究最大特点是其直观性
,

砂体的形态
、

展布
、

连通等可通过大比例尺测量得

到
;
对其沉积及成岩特征可直接观察和间接测试

;
对物性变化规律可通过密集取样得到有关

信息等
。

通过野外露头研究所建立的地质模型应具有高精细度
。

野外露头建模指导思想可

归纳为以下四点
:

1
.

1 以沉积学理论为墓础

储层沉积学研究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

通过动力沉积学
、

过程沉积学
、

事件沉积学
、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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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学及沉积岩石学研究
,

解决储层成因
,

建立沉积模型
,

这是成岩模型和物性模型的基础
。

1
.

2 忠实地再现野外礴头的储层原型特点

露头研究最终目的是提供精细的地质模型
,

通过野外大比例尺写实性研究
,

对砂体宏观

及微观特征进行直接观察和实测
,

模型应是这些特征忠实反映
,

这也是野外露头储层表征研

究的优势所在
,

是地下建模难以做到的
。

1
.

3 以计算机模拟技术做为表现手段
.

计算机模拟首先是建立在地质原型基础上
,

应强调尽可能减少理想化
、

公式化
,

因为应

用的数理统计方法本身就有相对误差
,

同时也把储层的各种变化
“
平均

”
及

“

模糊
”

化了
,

这有

违于建立精细地质原型的基本思想
,

人为的带进来各种误差
,

这也正是野外露头研究优势应

得以强调的
;
但并不否认统计规律及计算机成图的可靠性

,

若把数理模型计算机运行过程中

的正确 (结果 )当做结论或证据来描述储层
,

这是值得商榷的
。

计算机模拟是体现地质模型的

手段和工具
,

而不是目的
。

1
.

4 发挥所建立储层模型的作用

以沉积学为基础
,

以计算机技术为手段所建立的精细储层地质模型首先应具有对比意

义
,

这种对比是由模型广义性所决定的
,

但并不是万能的
,

对比是有条件的 (狭义性 ) ;
其次

,

才是指导及预测意义
。

本文介绍一维储层非均质性地质模型及二维储层非均质性地质模型
。

2 一维储层地质模型建立

一维储层非均质性地质模型建立是以四个主砂体 36 条侧线为基础
,

综合了纵向上沉积

序列
、

成岩演化
、

物性特征
、

非均质程度等变化
,

采用计算机模拟及做图
,

建立了四个级别的

辫状河砂体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

分述如下
:

2
.

1 60 m 级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砂体为 s ;
(图 1 )

。

它沉积特点是扇中上部辫状河流沉积
。

由于近物 源
,

地形

瞥瞥瞥
柱 状图图 成哄只只}层次界界 夹层厚厚 溶 孔含 t ( % ))) 帖 土含 t (环 ))) 暇砍让含 一 ( % ) 1 P e r m e a b i一i t v p o r o b i t yyy

序序序序列一一}
: . :

嗯嗯

...
20 4 0 6 0 a ooo J 乓 l夕夕 。 5 ; 5 2 5 0

:l
乌 }:0

’
叩

.

’ oo P
O

? ’ 0 ; “ 2 0 1“ 3 0、 ccc

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竺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目

000
.

00000 M eeeee

{{{{{
匕匕匕 习习

歌
一

...
y = 2 39 3 g X 一 7

`

0日0 888

111 0 0:::::::::::::::::::::::::::::::::::::::::::
.

5 999999999

玉玉玉 口口口

垂戛戛
222 0 000 l 一一 H sssssssss

牛
{{{{{{{{{{{{{{{{{

乡乡乡乡
333 0

.

0 ,,,,,,,,,,,,,,,,,,,,,, .

5 99999999999

尸尸尸尸尸
,,,

}几` 万 卜
...

M sssssssssssssssssss

444 0 0
,,,,,,,,,,,,,,,,,,,,,,

} F 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i

5550
.

住住住
.

S PPPPPPPPPPPPPPPPPPPPPPPPP

666 0
.

0------------------------------------------- : S卜卜卜卜 目 . .........................

.......

: G mmmmmmmmmmm
= = 才 一一一一一认认认

,

二 ;;;;;;;;;;;;;;;;;;;;;

}}}}} 二 七
. ’

___________________

二二二分 \ 丁丁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刹刹刹刹刹11111 洲 别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石巫二二二二宾二草竺一` 、 , 一一尹尹尹 产 韧 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护

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至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到
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l

二二二二二 一一一一一一一长户 一一尝二泛云三三兰共二二三巴竺性室竺 lll

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鑫豪羹蓬云
一一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巫蓦= 二二之这这这卜卜卜卜卜卜卜卜卜一 - 一一叫叫叫叫叫
................. . 一一一 ` 舀二二二二二二二丁一- 一一 \\\\\\\\\\\\\\\\\\\\\\\\\\\\\\\\\\\\\\\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云吕三圣鑫于= - 一一长 }}}lllll三气

。

恤 二
.............

一 = 刁
JJJJJJJJJ

孔陈度拟合曲线方程 。 一。
.

; 1 1 7卜+ 2
.

。 57 。
{ , 进率拟 合曲线方程 K一 。

·

枯土含鱼

渗透率

预 侧值 ( 9 5% )

1 0
.

2 6士 1
.

8 3

碳政盐含童

2 5 队 m a x 6 9 7 6 { S K I 2 7 9 0弓

222 7
.

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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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扇基至扇中 )坡度大
,

河流搬运及沉积速度快
,

以前积及垂向加积为沉积方式
,

形成快速废

弃的河道类型
。

纵向上
,

单砂体以垂向叠覆为主
,

叠覆砂体厚度大
,

一般 60 m 左右
,

主要成因

相序列为 G m ~ hs ~ s p一 lF
,

界面层次清楚
,

夹层以含煤泥岩 (M
c )及钙质砂岩为主

。

泥岩夹

层从下至上产状变化为透镜状一尖灭状一水平状
。

成岩变化较复杂
,

除碳酸盐含量
、

粘土含量及压实作用降低原生孔隙外
,

溶解作用是次

生孔隙形成的主要作用
。

残留的原生孔隙及次生孔隙决定物性条件
,

物性参数是二者综合的

定量表现
。

所以
,

表明次生孔隙在储层中的作用很有必要的
。

次生孔隙百分含量是指在薄片

中它所占总孔隙数的百分比
,

也可间接地反映溶蚀作用的强度
。

将具有成岩标志的参数引用

到一维模型中来
,

这只是一种尝试
,

由于成岩作用的阶段性及多样性均可在一块样品中表现

出来
,

所以
,

很难用单因素来表示成岩作用特点
。

孔隙度
、

渗透率变化规律是模型的核心
。

根据粒序层理一单河道砂体一叠覆河道砂体自

相似性
,

孔隙度
、

渗透率在辫状河砂体中呈正韵律变化
。

根据数理统计
,

用计算机模拟
,

求出

最佳拟合曲线
,

以便做孔隙度及渗透率的预测
。

该模型孔隙度 (叻
、

渗透率 (K )与深度 ( h) 拟合曲线方程分别为
: 甲一 。

.

4 1 1 h7 + 2
.

9 5 7 9 及

K 一 o
·

o o 3 l e o
·

2 3 3 7、 。

非均质性可通过渗透率极值 ( K~
、

mK
.。

)
、

均值 (正)
、

级差 ( s
`

)
、

突进系数 ( d
、
)

、

变异系数

( R ,
)定量表示

。
K m . 二

~ 6 9 7 6 x 1 0一
3卜m

Z ,

K m .二

= 0
.

2 5 x 1 0一 、 m
, ,

K 一 2 4 6
.

9 4 又 1 0
一 3协m

, ,

s :
一

2 7 9 0 4
,

d ,
= 2 8

.

2 5
, R ,

= 1 1
.

6 5
。

该模型适用于扇上辫状河流储层预测
,

它具有较高的非均质性
。

有利的储采层位是主洪

峰河道砂坝的 hs 及 SP 相
,

多形成高孔中一高渗储集特点
。

向上退洪水或河道沉积段为有

效夹层
,

上部略有冲刷
。

上覆小型河道砂体与主砂体没有继承性
,

表现为悬浮式垂向叠加
;
中

孔低渗为小型河道砂体主要孔隙结构类型
,

按扇中辫状河发育特点
,

宽厚 比 15 ~ 20
。

2
.

2 Z om 级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砂体为 5 3 。

据沉积环境分析
, 5 3

砂体代表了扇端辫状河沉积
,

比 S ;

辫状河更向

湖盆推进
。

河流发育已脱离扇体
,

进入滨湖沼泽
,

达到侵蚀基准面
。

河床宽浅
,

垂向加积显著
,

主要成因相序列为 G m ~ s m ~ hs 一st ~ sP ~ sr ~ 1F ~ M 。 ,

相序完整
。

界面层次清楚
,

泥岩夹

层不发育
,

以钙质砂岩发育为特征
;
次生溶孔百分含量高

、

与物性配合好
,

显示 了它对储集贡

献意义
。

高钙层具有低粘土含量
,

说明两者的互相排斥作用
。

物性变化趋势具有正韵律特征
,

大的正韵律含有次一级正韵律的叠加
,

孔
、

渗变化相对

平缓
,

曲线陡说明两者波动幅度小
,

具有指数或对数关系
,

拟合曲线方程 甲 ~ .5 67 2nL (2
·

9 2 8h )
,

K = 0
.

12 8 0 e o
·

3 ` 5 2 h 。

非均质程度高
, K 。 。 = 2 4

.

0 0 x 1 0一
3拼m

Z , K 。 `。

= 0
.

2 5 x 1 0一乍m
Z , K 一 8

·

0 2 X 1 0一
3协m

Z , S `

= 9 6
, d ,

= 2
.

9 9
,

R 、
= 2

.

3 3
。

该模型适用于扇端辫状河储层预测
,

储集有利层段为砂体中下部
,

以 S m
、

sg
、

st
、

sP 为

主
;
孔隙结构类型以中孔中渗型为主

;
上部的 sr

、

lF
、

M c
物性差

,

河道冲刷界面具有高渗透

率
,

是层间串水一个主要原因
。

主砂体内缺少连续夹层
。

宽厚比大于 4 0
。

2
.

3 l o m 级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砂体为 5 2 。

它是扇前辫状河流沉积
,

发育于滨湖沼泽之上
,

河流宽浅
, 5 2

比 5 3

更向湖盆推进
。

主要成因相序列为 G m ~ s m ~ gS ~ hs 一 sP ~ st ~ sr ~ 1F ~ M
c ,

相序完整
,

单

个成因相厚度小
,

界面层次清楚
。

夹层以钙质砂岩及上部泥岩为主
,

单层厚度为 0
.

35 ~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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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m
,

钙质砂岩多分布于 sP 相
。

溶蚀作用强烈
,

以中部溶蚀孔隙发育为特征
。

粘土含量中部低
、

上下高
,

钙质胶结物含量

呈层状富集
。

物性参数拟合曲线孔隙度与厚度呈直线变化
,

渗透率呈指数变化
,

具有明显正韵律
,

拟

合曲线方程为 甲= 2
.

l s 2 0h + 3
.

8 2 6 8
,

K = 0
.

1 6 1 3 e 。 ·

6 , s , h 。

非均质系数较高
,

但低于 6 0m 级
、

Z om 储层的非均质系数
, K m 。 、

= 7 2
.

o o x l o一
3 , m

, ,

K m ,。

= o
.

2 7 x l o 一
’。 m

Z ,

R = 1 7
.

5 7 x l o
一 ’ 。 m , ,

S `
一 2 6 6

.

6 7
,

d `
一 4

.

1 0
, R k

= 1
.

2 5
。

该模型适用于扇前辫状河储层预测
,

储集有利层段是砂体下部及中部
,

约占砂体厚度的

2/ 3
,

厚度达 6一 7 m
。

孔隙结构类型下部以高孔中渗一 中孔中渗为主
,

中部以中孔低渗为主
。

有利的成因相为 sS
、

s m
、

hS
、

sP
、

st
,

类型多
,

单层厚度小
。

宽厚比大于 4 0
。

2
.

4 3m 级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砂体为 s ,

及分流河道砂体
。

沉积方式以冲刷一充填 ( C ut 一 ifl l ign )沉积为主
,

河

道短而直
,

从河道形成
、

沉积物快速充填到断流转移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内完成的
,

沉积物

有正韵律特征
。

砂体具有透镜状
,

顶平底凸
,

界面清楚
,

顶底岩性多为突变
。

沉积相序列 G m

~ st 一 gS ~ M
c ,

类型单调
,

界面层次也是单砂体内重要的非均质因素
,

夹层不发育
。

溶蚀孔隙主要发育于砂体中部
,

向顶
、

底均有降低趋势
。

粘土含量变化不明显
,

顶
、

底略

有增加
;
碳酸盐含量向中部略呈增加趋势

。

物性拟合曲线均呈对称半椭圆形
,

即表明中间好
、

顶底差的特点
,

与粒度正韵律相关不

明显
,

表明孔隙发育受成岩控制显著
,

拟合曲线方程为
:

( h 一 1
.

5 )
’ .

(甲 一 1 4
.

5 )
’

- 一一二- 下万一一
州尸 一

一

一言 - 下石一一~ -

1
。

O “ O
。

O “

(h 一 1
.

5 )
“

1
.

52

( K 一 0
.

3 )
2

十 一-一万厄

—
一

非均质程度低
,

K m。 、

= 2 0
.

5 0 义 1 0
一 3 ; m , , K m。。

= 0
.

组4 x 1 0
一 ’ 。m

, ,

又= 3
.

7 6 x 1 0一
,。 m

, , s ,
=

4 6
.

5 9
,

d
k

= 5
.

4 5
,

R k

= 0
.

9 5
。

该模型适用于扇前辫状河储层预测
,

储集有利层段为砂体中部
,

厚度 1
.

5~ 2
.

Om
,

孔隙

结构类型中孔低渗型为主
,

成因相类型为 st
,

宽厚 比 12 一 1 5
。

.2 5 l m 级一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为米级正粒序分流河道单砂体
。

沉积方式以垂向加积为主
。

成因相序列为 gS

~ M c
或地一 rS ~ lF ~ M

c ,

它们反映了水流消退方式的差异
,

这与辫状河流上部结顶方式是

相似的
,

反 映了主河流道及分支河道与水体消退关系
,

按成因相组合建立 了二个 l m 级模

型
,

A 型具有 gS ~ M。
序列

; B 型具有 gS ~ sr ~ 1F ~ M c
序列

。

A 型夹层不发育
,

B 型发育
;
界面层次清楚

,

两者成岩作用相似
,

都具有较强的溶蚀作

用
,

次生溶孔含量高
。

A 型与 B 型物性拟合曲线为直线及指数形式
: A 型为 甲一 17

.

25 h + 8
.

55
,

K 一砂
6

h05
; B 型

为 甲= 1 2
.

s h + 12
.

5 , K = e o
·

“ o s h 。

具有正韵律特点
。

非均质程度高
:
A 型为 K m , 、

一 1 1 o x l o
一 3、 m

, ,

K二
。

= o
.

5 9 x l o
一

乍m
, ,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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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 8
.

s x 10
一 3林m

Z ,

S k

= 18 6
.

4 4
,

d
、
= 3

.

8 6
,

R ,

= 2
.

3 5 ; B 型为 K m a 、

= 7 9
.

2 又 1 0一 3以m Z ,

K
, 。。

= 0
.

0 4

X 1 0 一 3协m
Z , K = 2 4

.

6 X 1 0一 3砰m Z ,

S k
= 19 8 0

,

d
k

= 3
.

2 6
,

R
、
= 2

.

8 3
。

有利储集部位为 gS 相下部
,

厚约 0
.

3一 0
.

s m
,

属于薄储层
,

孔隙结构为中孔中渗型
。

综上分析
,

由 l m 级模型直至 6 0m 级模型可以看 出
:

近源辫状河砂体孔
、

渗一维呈正韵

律变化为主
,

非均质程度高
,

有利部位为砂体中下部
,

并可根据拟合曲线方程做物性及非均

质性预测
。

3 二维储层地质模型建立

二维储层 (非均质性 )地质模型建立是以四个主砂体结构单元划分为基础
,

以沉积模式
、

成岩模式
、

物性模式及非均质性特征为根据
,

以横切面上物性变化规律做 为表示
,

通过计算

机模拟及做图
,

建立了四个辫状河流砂体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

建模过程中充分考虑单砂体及叠覆砂体的形态
、

大小
、

分布及连通等情况
,

主要采用下

面的统计参数
;

l( )有效砂岩系数 测线上渗透性砂岩 (渗透率大于 10 x 1 0一 3协m Z
) 累计厚度与砂体

厚度之比
,

等于 1 为均质
;
越小

,

非均质程序越高
,

一般 0
.

20 一 0
.

55
。

(2 )砂若分布 系数 切面上可渗透性砂岩面积与砂体面积之 比
,

等于 1为均质
;
越小

,

非均质程度越高
,

一般 0
.

1 0一 0
.

3 5
。

( 3) 砂体连通系数 可渗透性砂岩累计厚度大于平均有效厚度 的测线数与总测线数

之比
,

一般介于 0
.

65 一 0
.

25 之间
,

说明砂体连通性较好
,

匹配合理
。

( 4) 夹层系数 测线上夹层总数与总测线数之 比
,

值越大夹层越多
,

砂体内分层越多
,

非均质程度也就越高
。

通过上面参数统计
、

纵向上成因相及结构单元组合特征分析
,

模型中采用的结构单元为
G m s ,

G p一 h
,

G m
,

S B
,

o F
,

M
c 一 s ;

再根据物性模型
,

综合建立了储层地质模型
,

这样的模型充

分体现了岩性及物性特点
,

有别于他人的统计模型
。

3
.

1 扇中一辫状河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砂体为 S
。
(图 2 )

。

该模型由扇中砂体及辫状河砂体二部分组成
。

人人人人人人生CCC

拯拯赫廷经经
回

.....

图 2 扇中一辫状河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F i g
.

2 2一 D r e se r v o i r g e o l o g lca l m浏
e l s o f m id fa n 一 b r a id e d sa

n d bod jes



沉 积 学 报 1 3卷

扇中一般具有平坦底界
,

顶面起伏显著
,

厚度介于 20
.

5~ 46
.

o m
,

内部具有 G m s
相

、

G p

相
、

G h 相
.

据实测
,

含有 G p一 G h 相的扇中部位具有较好的物性
,

孔隙结构为高孔高渗
,

局部

为中孔中渗
,

整个扇中具有良好的储集空间
,
但由于原生喉道堵塞

,

溶解不均造成横切面上

非均质程度高
、

中高渗流区分布局限的特点
。

辫状河流砂体有三种连通方式
,

即侧迁式
、

叠搜式和孤立式
,

厚度 6
.

0~ 80
.

o m
。

河道砂

体密度介于 30 一 50 %
.

泥岩夹层产状由下至上从透镜状
、

分叉状到层状
,

逐渐趋于稳定
;
钙

质砂岩分布不稳定
,

具有一定的储集意义
,

个别做
“
夹层

” 。

根据已建立起的成因相与物性关

系得知
: G m

、

sP
、

st
、

gS 具有高渗透率
,

变异系数较小
,

是河流砂体有利的储集部位
;
部分 G m

及 s m 具有低渗透率
,

变异系数为 1
.

24 ~ 1
.

50
; sr

、

lF 也具有低渗透率
,

变异系数 0
.

88 一 1
.

92
.

所以
,

主河道砂体物性具有明显的对称性
,

向上及向下物性参数降低
。

纵向上由于河道

叠加
,

物性变化较大
,

最好物性区为砂体厚度最大部位
;
横向上

,

由于夹层及低渗层的作用
,

使中
、

高渗区具有带状展布
,

受沉积及成岩双重控制显著
。

3
.

2 扇端一辫状河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建模基础砂体为 5 3 .

一

底部具有孤立扇端砂
,

间隔一段泥岩后出现辫状河流砂体
,

说明辫状河流超前
,

已脱离

扇体
,

扇端砂具有反韵律
,

反映了扇体前积作用特点
。

扇端由于充分的搅拌作用
,

渗透率值较

低
,

均匀程度较高
。

中
、

上部辫状河砂体表现了河道垂向超覆的特点
。

夹层不发育
,

致密钙质砂岩分布局限
,

成层性差
,

主要分布于 S m
,

s h ,

sP 中上部
。

砂体中 G m
、

s p
、

hs
、

st 为有利相 (带 )
,

流通性好
,

具

有中渗特征
。

顶部的 sr
、

1F
、

sg 具有低渗特征
。

由于砂体的垂向叠加
,

使它具有多旋回的单砂体组合特点
,

厚度 17
.

7 ~ 31
.

s m
。

单砂体

的有利相带及界面层次的发育
,

使垂向上形成较厚的储层
,

且连通性好
;
横向上

,

砂体具有带

状展布
,

物性特征表明中部相带较好
。

稳定的相带如较厚的 G m 或 s B 均是有利储层发育相

带
。

3
.

3 扇前辫状河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I 型 )

建模基础砂体为 5 2 。

砂体呈席状
,

具有多层结构
,

间夹 G m 相
,

缺少夹层
,

厚度 6
.

5一 13
.

6 5m
。

孔隙度及渗透

率分布具有上
、

下对称性
,

中部有利相带 G m
、

gS
、

sP
、

hs
、

tS 均具有中渗透率
,

形成宽厚的有

利储集相带组合 ;储层孔隙结构为中孔一中渗型
、

高孔一中渗型
、

高孔一高渗型
。

该砂体上覆

及下伏均为滨湖泥炭沼泽相
,

封闭性能好
,

可形成有利的盖层
。

3
.

4 扇前辫状河二维储层地质模型 ( I 型 )

建模基础砂体为 s , 。

5 1

砂体代表了入湖辫状河最下游
。

河道窄
,

单砂层厚度小
,

顶部成因相及夹层发育
。

纵

向上有三次大的河道砂叠加
,

厚度 10
.

5一 18
·

o m
。

物性条件差
,

有利相为 G m 及 sP
,

具有中渗透率
,

分布于单河道砂体最厚部位
。

可渗透

层分布局限
,

多为透镜状
,

连通性很差
,

反映该模型非均质程度高
。

有利储集相带位于砂体的

中部
,

孔隙结构为具有中孔一中渗型
。

该类储层物性多变
。

从上面二维储层模型不难看出
,

扇中一辫状河砂体组合可形成二种类型的储层
,

扇中储

集物性较好
,

其上辫状河砂体呈席状展布时
,

也是较好的储层
。

扇端一扇前辫状河砂体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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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状或薄带状
,

物性变化较大
。

当前积作用为主时
,

砂体叠覆
,

储集层段厚度大
; 当侧向迁移

时砂体侧翼接触
,

连通好
,

有利部位为厚度较大的单砂体中部
。

孤立的废弃河道砂体宽厚比

是评价储集性能重要的指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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