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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露头油藏是一种潜水面控制的特殊油藏&研究它可以丰富石油地质理论和指导干燥盆地的勘探’通过理论研究和对

吐哈盆地七克台油田分析认为&露头油藏形成于潜水面埋深较大(油源丰富(发育露头圈闭的盆地’这种油藏有!种成藏模

式&一种是在削顶背斜的翼部形成的&另一 种 是 在 侧 向 岩 性 封 堵 的 单 斜 上 形 成 的’露 头 油 藏 具 有 埋 藏 浅$深 度 几 十 至 几 百

F%(形成时间晚(储集层物性好$孔隙度一般大于A+I%的特征&采油靠重力方式驱动’
关键词!露头油藏)潜水面)露头背斜)单斜)七克台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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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头油藏是一种形成于露头背斜翼部或盆地边

缘单斜上依靠潜水面控制的特殊油藏’据A""C年加

拿大学者>34<介绍&美国德克萨斯州发现的露头油

藏的可采储量超过AYA)C/$庞雄奇等&!))!%’本文

主要探讨这种特殊油藏的形成条件和勘探前景’

A!露头油藏的形成条件和成藏模式

>’>!露头油藏的形成条件

露头油藏的 形 成 条 件 有#个’$A%存 在 露 头 圈

闭&露头圈闭可以是削顶的背斜&也可以是侧向受岩

性封堵的单斜&圈闭的储集层顶底发育隔层$非渗透

性盖层%)$!%所在地区气候干燥&潜水面埋深较大&
有利于油藏的保存)$#%盆地深部油源丰富&油藏规

模主要取决于油源的丰富程度’
>’?!露头油藏的基本特征

$A%露头油藏发育于削顶背斜翼部或盆地边缘

的单斜上&埋藏浅&一般为几十至几百F’$!%油藏依

靠潜水衬托&分布于地下潜水面附近&具有隐蔽性’
$#%储集层物性好&储集层上下地层岩性致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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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露头油藏形成模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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顶隔层和底隔层’"*#油藏晚期形成$为原生油藏$石
油聚集大于散失或聚散呈动态平衡’一方面$由于没

有垂向封闭条件$石油会挥发散失%若潜水面上涨$
油藏埋深变浅$石油还会随着潜水面上升至地表而

散失%另一方面$盆地深部油源丰富$石油会不断运

移补给油藏’"+#油藏无压力$采油靠重力方式驱动’
>’@!露头油藏的形成模式

露头油藏是石油在自身的重力和地下水的浮力

达到平衡时聚集在露头圈闭中形成的$就像一个水

容器的水面浮 着 木 块 一 样"图A#’露 头 圈 闭 相 当 于

水容器$地表下的潜水面相当于水容器中的自由水

面$露头油藏中的油就好象浮在水面的木块’水面上

升$木块随着升高’地下潜水面上涨$油藏埋深变浅’
若原油随着潜水面上升至地表$就形成油苗’

露头圈闭有!种类型$一种是削顶的背斜$另一

种是侧向岩性封堵的单斜’削顶背斜露头圈闭形成

的油藏分布在背斜的翼部$在平面上呈环带状’单斜

露头圈闭形成的油藏分布在优质储集砂体发育的单

斜上$平面上呈块状’
露头油藏的分布不同于常规油藏$由于它与构

造抬升&剥蚀作用和潜水面等对油藏起破坏作用的

地质因素有关联$因而不被人们注意$这类地区在传

统地质学理论上被列为油气勘探禁区’一些大型露

头背斜构造虽然被钻探过$但是由于这些探井一般

设计在构造顶部$即便已经在翼部形成了露头油藏

也不容易被发现’因此对露头油藏要通过地面地质

调查&水文资料分析和地面化探等方法来进行预测

和勘探’

!!露头油藏实例分析

我国西部吐哈盆地气候干燥$潜水面埋深较大$
油气资源丰富$火焰山和七克台等背斜出露地表$十
分有利于露头油藏的形成和保存’七克台油田是!)
世纪+)年代在吐哈盆地发现的小油田$以前认为它

是一个稠油遮挡的构造D岩性类型油藏"翟光明等$

A""+#’
?’>!产状特征

七克台油田位于台北凹陷东南部七克台背斜台

孜高点的北翼’七克台背斜是一个倒转背斜$其轴部

被北倾逆冲 断 层 所 切$南 翼 深 埋 于 地 下%北 翼 遭 剥

蚀$地表所见为北倾单斜$由中侏罗统西山窑组!新

第三系组成$地层倾角由老到新为@)["A+[%北翼七

克台组油层暴露地表$丰富的油砂沿地层走向延伸

*WF%无构造圈闭条件$东西两端由于岩性变致密$
形成侧向封堵"图!#’
?’?!储集层条件

七克台油田储集层发育中侏罗统七克台组下段

"6!@A#$岩性为 灰 绿&灰 黄 色 砂 岩 与 灰 绿&灰 黑 色 泥

岩互层$夹薄层碳质泥岩’该层厚#C"BA’+F$纯砂

岩厚!)’BF$产油层平均有效厚度#’CF’七克台组

上段岩性为纯泥岩$形成了顶隔层$三间房组上部主

要是泥岩$形成了底隔层’
七克台组含油砂层只在东西向*WF范围内分

布$向东西两侧砂岩厚度变薄$物性变差$未见含油’
产油区储层孔隙度一般大于A+I$渗透率为A’BAY
A)D#"BC’ACYA)D##F!$含 油 饱 和 度 为AB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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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吐哈盆地七克台油田综合图"据翟光明等#A""+$修改%

Z3M’! L5/4M.-/4TF-S%8K3W4/-3%3&834&T35V70-U-<35#F%T3834T-8/4.P0-3#*&-’#A""+$$

*+I’东西两侧无油区孔隙度只有@I"A)I&渗透

率均小于AYA)D##F!&向下倾方向有变好的趋势’
可见&七克台油田的储集层物性好&属中’高孔

隙度(中’低渗透性能(低含油饱和度的孔隙性储集

类型’
?’@!流体性质

七克台油田原油属低密度(低粘度(低 凝 固 点(
低硫(贫胶(石蜡基质石油&质量好(轻质馏分高#表

A$’油田水矿化度为AB"+)FM)\&性质属于较高矿

化度的 (-9&和 (-!1R* 型&说 明 油 田 保 存 条 件 不

好’
?’A!油藏类型

该油藏产 油 方 式 独 特’由 于 深 井 有 油&浅 井 无

液&说明油是从高处油层中向井筒里渗入而被捞出’
据农民挖的土井观察&初期无水&只见油滴从井壁渗

入井底&后期才有水渗入’该区潜水面埋深在A!)F
上下起伏&油层埋深小于+))F&油柱高度*))F&油
层下倾深处只产水不产油&说明有底水衬托’有油水

边 界存在&但没有压力&故是靠重力方式驱动’地表

虽有少量被氧化的重质油&但由于油藏没有压力&所
以并非稠油封堵’但稠油对抑制稀油挥发散失有一

定的作用’
综上所述&七克台油藏无构造圈闭条件&侧向受

岩性封堵&靠潜水衬托&应是一个露头油藏’

#!露头油藏的研究意义

对露头油藏的研究不但可以丰富和发展油气地

质理论&而且对于依靠传统地质理论找油陷入困境

的一些盆地油气勘探&有望带来油气勘探思路的扩

展和勘探成效的提高’我国西部盆地石油资源丰富&
新构造运动 对 盆 地 作 用 强&露 头 背 斜 发 育#汤 良 杰

等&!))!*曾联波等&!))!*徐 风 银 等&!))#$&气 候 炎

热干燥&潜水面埋深较大#可达几十"几百F$&石油

地质条件十分有利于露头油藏的形成’地表大量的

油气显示为寻找露头油藏提供了线索&油苗大量发

育区被形象地描述为+石油沟,(+油泉子,等#翟光明

等&A"")*陈建平等&A"""*高先志和陈发景&!))!$

表>!七克台油田原油性质

V-U&4A 9.7T4%3&5-/7.4%8K3W4/-3%3&834&T

颜色 相对密度 凝固点)]
粘度)

"#FJ--<$)+)]%
含胶)I 含蜡)I 含硫)I

馏分)I
#+] !))] #))]

黄绿 )’CA!")’CC! A)’)"A#’+ A’+@"#’+ A’@" @’" )’))** 初馏点 !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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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柴达木盆地西部地表背斜及油苗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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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4</K-3T-FU-<35

"图##$这预 示 着 在 我 国 西 部 开 展 露 头 油 藏 勘 探 具

有广阔前景’

*!结论与讨论

露头油藏是一种依靠潜水面控制的特殊油藏’
它发育于削顶背斜的翼部或盆地边缘单斜的地下潜

水面附近$埋藏浅$但具有隐蔽性%油藏形成晚$石油

聚集大于散失或聚散呈动态平衡%储集层物性好%油
藏无压力$靠重力方式开采’

目前对露头油藏的研究还处于初步阶段$有些

问题还需要 进 一 步 探 讨$如&露 头 油 藏 无 需 稠 油 封

堵$但它与稠油封堵的油藏可能有一定的过渡关系%
油藏有效储层的物性下限会比常规油藏的高$其值

需要通过实验等方法进一步确定%由于油藏无压力$
靠重力方式开采$采收率会比较低$其值也需深入研

究$以便勘探开发时做好经济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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