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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研究油气运聚过程&以迪那!构造为地质模型&在构造特征(储盖组合(油气来源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油气运聚过

程物理模拟的二维实验模型’通过模拟实验&揭示’$>%断层是迪那!构造中油气运移的主要通道)$!%泄压区是油气运移的

有利指向区)$I%毛管力及浮力在渗透性相近的砂岩中起重要作用)$#%油气总是选择优势通道运移&在沿断层运移的同时&
也向两侧砂体中扩散)$B%油驱水之后的气驱油运移通道具有继承性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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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和天然气都是流体&运移是其最大特征&运
移作用贯穿于油气生成(聚集(逸散(破坏等全过程’
但由于运移过程受地层条件(构造运动(古地温演化

史(古水动力演化及成岩作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李
明诚&>""#&!)))%&因此对此过程的研究大多局限于

理论分析和推测$查明&>""*%’多年来油气运移一直

是石油地质学科领域中研究最为薄弱的环节$张厚

福&>""I%&然而对于地下的(微观的运移过程&依靠

模拟实验可以观察到一些通过推理无法认识到的现

象&能够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吕修祥&!))))辛
仁臣等&!))!%’迪那!气田是塔里木油田分公司于

!))!年在库车坳陷探明的又一个大型高压气田&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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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背景为基础通过模拟实验分析其运聚成藏过

程"对于指导该区的进一步勘探是有现实意义的’

>!迪那!气田地质特征

迪那!气田处在库车坳陷东部"是!))!年探明

的一个整装盐下大气田"构造位置处于秋里塔格冲

断C褶皱带的东段#简称东秋$"断层是输导油气的

有利通道’与克%依构造带上的克拉!&大北>等气

田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作为盐下褶皱的代表’
@’@!构造特征

迪那!气田是属于塔里木盆地库车前陆盆地秋

里塔格构造带东部迪那C东秋构造区带上的一个局

部构造"即迪那!构造上’迪那!构造主要受南北!
条逆冲推覆断层控制#马玉杰等"!))I$’南面的东秋

里塔格断裂是控制迪那!构造推覆体的主控断层"
走向近东西向"倾向为北倾’北面的是迪北断裂"其
走向和倾向与东秋里塔格断裂基本相似"在地层深

部!条断层可能合为一体"迪北断裂把迪那!号推

覆体切割为二"断层下盘为迪那!构造’除以上!条

主控断层外"在迪那!构造南翼还发育>条东秋里

塔格断裂派生的次一级断层"即迪那次级断裂"该断

层是控制迪那!构造圈闭面积的主断层"也是控制

迪那!构造含油气范围的主断层’断裂是沟通烃源

岩与储集层的主要通道’
@’!!储盖特征

迪那!气田储集层为古近系砂岩"以扇三角洲

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前缘席状砂以及扇三角洲平原

辫状河道砂体为主"这几种砂体类型在古近系各岩

性段均有不同程度的分布"尤其在第>"I"B段最为

发育’岩性以粉砂岩&#含砾$细砂岩为主"砂岩单层

厚度一般为>"IE"最厚可达>BE’另外在第#岩

性段较发育滨浅湖砂坝储集体"在第>岩性段下部

发育扇三角洲平原泥石流砂砾岩体’盖层是吉迪克

组厚层膏盐层"其具有良好的封闭性’
@’A!油气来源

对迪那!气田原油&天然气碳同位素的研究表

明油气源是侏罗系阳霞组和恰克马克组的湖相泥

岩’结合源岩热史分析"认为侏罗系阳霞组和恰克马

克组湖相泥岩在喜山晚期生成的成熟原油与随后生

成的天然气先后进入圈闭之中"形成低液态烃含量

的凝析气藏’油气来源与含油气层在纵向上是叠置

关系"并且两者之间有数百E厚的砂泥岩层’断层

无疑是油气纵向输导的通道’

!!实验模型

为了研究迪那!井构造中油气运移和聚集的机

理"以过迪那!井的解释剖面图为地质模型#图>$"
建立了实验模型’模型主要由砂层@&?&8和断层

>"!"I构成"砂层顶部设有!个出水口#图!$’模型

尺寸为B)1E Î)1E !̂1E"模型的前壁为有机玻

璃制成"可直接观察实验现象或进行摄像’
根据地质资料"本区下白垩统岩性具有三分性!

下部为下砂岩段"以灰褐色中厚层状杂色砂岩为主’
中部为砂泥岩段"为褐灰色中厚层状粉砂岩与同色

薄层泥岩互层’上部为砂岩段"以褐色灰褐色粉砂岩

为主’在实验模型中砂层分别用@&?!个层位表

示’
本区古近系为一套中厚层状褐红色泥岩与杂色

小砾岩&砾状砂岩互层’在实验模型中古近系用8
表示’砂层和断层由亲水石英砂组成#物性参数如

表>$"隔层为橡胶层’从模型底部右侧注油"I)EM(

图>!过迪那!井构造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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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迪那!构造砂层C断裂输导体系油气运移和聚集实

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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