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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口盆地西部新近系海相
低阻轻质油田的发现

谢玉洪
（中海油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广东湛江 ５２４０５７）

［摘要］　以文昌 Ｌ低阻轻质油田的发现为背景，对其发现过程、油藏特征及成藏模式进行了研究，着重讨论
了油－岩对比、浅海相储层新类型、油气输导体系与运聚优势方向、新技术等几个关键问题。 研究表明，文昌
组浅湖相烃源岩的排油、运油效率高，能够大规模长距离运移；珠江组一段上部发育浅海滩坝储层新类型；盆
倾断裂与区域性优质海相储盖组合构成了油气输导体系；东沙构造运动导致的断裂体系构建了深层油气与
上部浅海滩坝储层间的桥梁。 论文还提出了“垂向运聚、次生构造－岩性”油气成藏模式，并就勘探得到的启
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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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文昌 Ｌ 油田属新近系海相低阻油田，位于南海

珠江口盆地西部，处于珠三坳陷琼海凸起东缘的基
底披覆构造带上（见图 １）。 该油田发现于 ２００８ 年，
其油质轻、产能高、储量规模大，是“十一五”期间在
珠江口盆地西部地区发现的品质最好、规模最大的
油田。 这一新近系海相低阻构造 －岩性油藏新领域
的发现提升了南海油气储量规模，预示着良好的勘
探开发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也给珠江口盆地西部乃
至南海诸盆地未来油气勘探带来重大启迪，具有现
实意义和战略影响。
2　 勘探发现过程
2．1　早期勘探阶段

早期油气资源评价认为琼海凸起是珠江口盆地

西部珠三坳陷油气远景区之一。 １９８５ 年 １１ 月中国
海洋石油总公司（以下简称中海油）与埃索、壳牌公
司签订了南海珠江口盆地 ３９／１１ 区块石油合同，区

块东边界紧邻 １９８３ 年与这两外方公司所签订的
４０／０１ 区块，琼海凸起位于这两个合同区内。 １９８７
年底在该凸起钻探琼海 １８ －１ 构造 １ 井，在珠江组
见良好油显示。 测井解释 ６．２ ｍ 油层，并取获油样
为中质油。 至 １９９５ 年年底，这两个区块转为中方自
营，经深入研究、反复论证，中海油确定琼海凸起作
为珠江口盆地西部重点勘探领域，并首先在琼海凸
起东倾末端钻探发现了文昌 ８ －３ 油田。 １９９７ 年在
琼海凸起相继钻探发现并成功评价了文昌 １３ －１、
文昌 １３ －２ 两个高产优质油田［１］ ，迎来了珠江口盆
地西部勘探的新高潮。 但随后于 １９９８ 年钻探的琼
海 １８ －３、琼海 １８ －４ 披覆背斜构造又相继失利。
于是逐渐转向凹陷内进行钻探，在文昌 Ｂ 凹陷三号
断裂带下降盘钻探琼海 ３０ －３ 低幅度背斜也未成
功，琼海凸起及周边区域勘探失利给勘探工作再度
蒙上阴影。 至 ２００２ 年，中海油与哈斯基公司签订
３９／０５ 区块石油合同，包括琼海凸起、文昌 Ｂ 凹陷等
在内的广大区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先后在文昌 １３ －１、
文昌 １３ －２油田合作开发区内，针对“珠江组岩性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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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钻探了 ２ 口探井，因珠江组砂地比高，均未获油
气发现。 至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３９／０５ 石油合同区块转为

中方自营。

图 1　珠江口盆地西部构造区划简图
Fig．1　Sketch map of structure unit division in the western part of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2．2　新近系海相低阻轻质油田发现与评价阶段
中海油几代勘探人见证、经历了琼海凸起合作、

自营勘探的起起伏伏，但始终没有停止探索该区油
气分布规律，反而坚持不懈地总结成功的经验与失
利的教训。 通过对烃源岩类型及其运聚特点、浅海
相储层类型、静 －动态输导体系与油气运聚优势方
向等几个关键问题的深入研究，取得新认识。

１）文昌组浅湖相烃源岩的排油、运油效率高，
能够大规模从深凹区长距离运移至琼海凸起。

２）琼海凸起东缘珠江组一段上部发育浅海滩
坝储层新类型。

３）盆倾断裂与珠江组二段和珠江组一段两套
区域性优质海相储盖组合构成了琼海凸起油气输导

体系
［ ２］ 。
４）东沙构造运动控制了琼海凸起区晚期断裂

发育程度，断裂有效地架起了深层油气与上部浅海
滩坝储层间的桥梁。

基于这些创新的地质认识又推动了新一轮勘探

实践。 ２００８ 年 １０ 月中海油在琼海凸起东缘钻探文

昌 １３ －６ 构造整体部署 ３ 口井，均在珠江组一段上
部发现较厚的低阻油层，并获得工业性产能，发现了
文昌 １３ －６ 新近系海相低阻轻质油田。 ２００９ 年相
继钻探文昌 ８ －３Ｅ、文昌 ７ －２、文昌 １５ －３ 等构造，
发现了一批低阻油田与含油构造，形成连片勘探开
发的局面，为中海油“十二五”战略目标的实现提供
了重要储量保证。
3　新近系海相低阻油藏特征与成藏模式
3．1　新近系海相低阻油藏特征
３．１．１　油藏构造特征

古近纪裂陷阶段，琼海凸起北侧相对隆升，南侧
向东南倾斜过渡到文昌 Ｂ 凹陷，古近系从南、北向
凸起超覆。 新近纪裂后阶段，凸起开始整体沉降，接
受了珠江期沉积，形成披覆背斜构造。

文昌 Ｌ 低阻油田位于琼海凸起东缘，结合地震
相位信息、含油特征，其主力低阻油层珠江组一段Ⅲ
油组为断鼻构造-岩性复合型圈闭，发育于下部珠江
组一段Ⅳ油组低幅度断背斜构造之上。 受控于东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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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运动，油田区中新世晚期受到 ＮＮＥ －ＳＳＷ 向拉
张构造应力而形成一排雁列式近 ＮＷＷ －ＳＥＥ 走向
断裂体系。 两条规模较大的北倾断裂在构造圈闭中
起重要作用，其中一条断裂将文昌 Ｌ 油田区主力低
阻油层珠江组一段Ⅲ油组构造分为南、北两块，南块
构造幅度较高，形成断鼻圈闭，另一条较大的北倾断
裂为油田的东边界。
３．１．２　油藏储层沉积特征

文昌 Ｌ 油田主力低阻油层珠江组一段Ⅲ油组
测井响应表现为“高伽玛、低电阻”特征。 储层伽马
值为 １１０ ～１２０ ｇＡＰＩ，泥岩≥１２０ ｇＡＰＩ。 电阻率除了
局部受含钙影响较高外，油层的电阻率为 １．２ ～
２ Ω· ｍ，泥岩为 １．０ Ω· ｍ，水层为 ０．６ ～１ Ω· ｍ。
中子、密度曲线没有交汇特征，但有交汇的趋势，物
性好的井段明显一些。

文昌 Ｌ 低阻油田主力低阻油层珠江组一段Ⅲ
油组储层为石英砂岩和长石石英砂岩。 砂岩粒度
细，泥质含量重，平均 ２７．５ ％，以粉砂为主，分选
中—好等，次棱—次圆状，颗粒—杂基支撑，点接触、
游离状为主。 胶结物以泥晶—粉晶为主。 结构成熟
度低—中等。 孔隙以粒间孔为主，可见粒内孔及长
石溶孔。 成岩作用以压实为主，压实作用是孔隙度
降低的主要因素。 胶结物中自生海绿石发育，见少
量黄铁矿，处于早成岩阶段 Ｂ 期。 储层物性表现为
中高孔—低中渗特点，测井解释平均孔隙度为
２３．６ ％，平均渗透率为 ３５．５ ×１０ －３ μｍ２。

储层沉积学研究表明，主力低阻油层珠江组一
段Ⅲ油组为浅海滩坝相储层，系海侵初期的一套灰
色—灰黑色泥质粉砂岩。 沉积时水动力较弱，储层
泥质含量为 ２０ ％ ～３０ ％，全岩矿物中粘土占 ２０ ％
～３５ ％。 根据有孔虫分布研究，认为沉积期水深处
于外陆架浅海，浮游有孔虫含量为 ６０ ％ ～９０ ％，种
相对分异度较高，底栖有孔虫中卷转虫属常见但不
丰富，面包虫属没有发现，代表较深水环境的异鳞虫
属常见，代表内浅海环境的半泽虫属与葡萄虫属交
替出现。 岩心主要以泥质粉砂岩为主，见波状、透镜
状层理等，局部见强烈的生物扰动，发育虫孔和负载
构造。 粒度分析显示分选较好，砂岩粒级基本为小
于 ＋４矱的粉砂级悬浮组分，跳跃组分少量。 沉积时
期处于浅海水下相对高的背景上，该古高构造背景
与琼海凸起基底隆起有对应关系，局部的浅海古高
背景对于形成滩坝砂储层及规模、物性具有决定性
的作用。 在古高或近古高区以发育反韵律块状砂坝

储层为主，物性相对较好，而离开古高则以指状滩砂
为主，储层变薄，物性变差。
３．１．３　油藏类型

根据探井的岩电资料分析和等时地震层序研

究，文昌 Ｌ 油田主力低阻油层珠江组一段Ⅲ油组可
细分为ⅢＵ 、ⅢＭ 、ⅢＬ 三个油组。 结合各油组构造特
征、地震储层横向展布、油水分布特征等综合分析认
为各油组油藏类型为构造 －岩性复合型边水油藏，
油藏驱动类型为边水驱动。

以ⅢＬ 油组为例，文昌 Ｌ 油田南块 ＷＣＬＳ －１ 井
ⅢＬ 油组构造闭合幅度仅 ７ ｍ，但ⅢＬ 油组钻遇油柱

高度为 ２３．２ ｍ，未见水层，为构造 －岩性复合型边
水油藏。 文昌 Ｌ 油田北块 ＷＣＬＮ －１ 井ⅢＬ 油组构

造闭合幅度为 １１ ｍ，但ⅢＬ 油组油柱高度为２１．１ ｍ，
未见水层，也属构造 －岩性复合型边水油藏。 因此，
综合分析认为各油组油藏类型为构造 －岩性复合型
边水油藏。
３．１．４　油藏流体性质

文昌 Ｌ 油田 ３ 口井低阻油层段均取到油样。 在
ＷＣＬＮ －１ 井针对低阻油层段珠江组一段Ⅲ油组
（１ ２８３ ～１ ３５０ ｍ） 进行了测试，其原油密度为
０．７５４ ６ ｇ／ｃｍ ３ ，凝固点为 ６ ℃，含硫量为 ０．０４
％，含蜡量为 ５．０ ％，初馏点为 ３２．４ ℃，沥青质
为０．２６ ％，硅胶质为 ０．２３ ％，气油比为 １１．２。
在 ＷＣＬＳ －１ 井 ＺＪ１ ＿ ＩＩＩＬ ～ＺＪ１ ＿ ＩＶ 油组 （１ ２６６．５
～１ ２８６．５ ｍ）分别取获油样，原油密度为 ０．７８０ ～
０．７９８ ｇ／ｃｍ３ ，含硫量为０．０５ ％ ～０．０８ ％，沥青质
０．５４ ％ ～１．６６ ％，硅胶质为１．６９ ％ ～２．６５ ％，含
蜡量为 ３．７２ ％ ～４．３７ ％。　３ 口井所取得原油具有
低密度、低含硫、低含蜡特征。
３．１．５　油藏产能

对 ＷＣＬＮ －１ 井钻遇的低阻油层进行了地层测
试 （ ｄｒｉｌｌｓｔｅｍ ｔｅｓｔ， ＤＳＴ ） 求产。 ＤＳＴ （ １ ２８３．０ ～
１ ３５０．０ ｍ），二开井井底压力为 ９．６９１ ＭＰａ，井口压
力为 ０．５８５ ＭＰａ，生产压差为 ２．７１８ ＭＰａ，７．９４ ｍｍ
油嘴，日产原油 ５５．３ ｍ３ ，日产气 ６１９ ｍ３ ，未见水，气
油比为１１．２，原油密度为 ０．７５４ ６ ｇ／ｃｍ３ ，比采油指
数为 ０．５９５，产能中等—高。
３．１．６　油藏温压特征

根据测试（ＷＣＬＮ －１ 井 ＤＳＴ１）、模块式动态地
层测试（ｍｏｄｕｌａｒ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ｔｅｓｔ，ＭＤＴ）及参考
邻近油田温度资料分析，文昌 Ｌ 油田地温梯度为
５．２７ ℃／１００ ｍ，处于珠江口盆地西部地温梯度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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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区。 根据测压资料分析，地层压力系数为
１．００ ～１．０４，油藏为正常温压油藏。
3．2　“垂向运聚、次生构造 －岩性”低阻油藏成藏

模式

　　原油生物标志研究表明，在文昌 Ｌ 油田 ３ 口井
中原油均检测到 Ｃ３０ －４ －甲基甾烷。 ＷＣＬＮ －１ 井
原油 Ｃ３０ －４ －甲基甾烷指数 Ｃ３０ －４Ｍ／ΣＣ２９为 ０．２８
～０．３４，ＷＣＬＳ －１ 井原油 Ｃ３０ －４ －甲基甾烷指数

Ｃ３０ －４Ｍ／ΣＣ２９为 ０．４５。 与琼海凸起南部的文昌 Ｂ
凹陷中已钻探证实的文昌 １９ 区文昌组中深湖相、滨
浅湖相烃源岩生标特征对比

［ ３］ ，表明有亲缘关系。
ＷＣＬＮ －１ 井原油的 Ｃ３０ －４ －甲基甾烷含量低于
ＷＣＬＳ －１，双杜松烷含量相对较高，其烃源岩可能来
自文昌组浅湖相或恩平组，生物标志物特征与琼海
凸起东倾末端的文昌 ８ －３ 油田的原油更相似。 此
外，Ｐｒ／Ｐｈ常常被用于判识烃源岩及其生成原油的
氧化还原环境。 琼海凸起各油田自东向西 Ｐｒ／Ｐｈ 降
低，文昌 ８ －３ 油田 Ｐｒ／Ｐｈ 为 ２．８ ～３．６，ＷＣＬＮ －１
井 Ｐｒ／Ｐｈ 为 ３．２９ ～４．１６，ＷＣＬＳ －１ 井 Ｐｒ／Ｐｈ 为
３．２８，文昌 １３ －１ 油田 Ｐｒ／Ｐｈ 为 ２．４１。 文昌 １３ －２
油田 Ｐｒ／Ｐｈ 值为 １．８８。 据前人等研究，珠江口盆地
西部恩平组河湖沼泽相烃源岩含较丰富的树脂化合

物“Ｗ、Ｔ”，而 Ｃ３０ －４ －甲基甾烷贫乏，Ｐｒ／Ｐｈ 值相对
较高，反映陆源输入为主，因此琼海凸起文昌 Ｌ 油
田既有文昌 Ｂ 凹陷文昌组浅湖相烃源岩的贡献，也
有文昌 Ａ 凹陷文昌组浅湖相、恩平组烃源岩的贡
献，反映文昌组浅湖相烃源岩的排油、运油效率高，
能够大规模地从凹陷区长距离运移至琼海凸起。

琼海凸起珠江组一段上部低阻油藏，因其储层
分布受控于下部珠江一段披覆背斜构造背景，在更
大范围内横向分布不稳定，缺乏油气长距离侧向运
移的有效途径。 这就不得不分析低阻油藏下部储集
性能较好的珠江组一段或珠江组二段高阻（断）背
斜油藏的油气输导体系。 高阻油藏输导体系组成包
括油源断裂和区域性盖层之下的砂岩渗透层、凸起
区珠江组古构造脊。 靠近琼海凸起的文昌 Ａ、Ｂ 凹
陷部位都发育有断至 Ｔ２０ （韩江期末，１０．５ Ｍａ）的北
西西 －东西向展布的断裂，断裂的倾向与琼海凸起
至凹陷斜坡地层倾向相同（称正向断裂），它们是沟
通文昌 Ａ、Ｂ 凹陷文昌组烃源岩的油源断裂。 另一
输导体系组成要素是区域性盖层之下的砂岩渗透

层，它受控于新近纪早期多期海平面升降所形成的
多套储盖组合。 珠江组沉积早期发生持续、脉动性

的海侵，神狐隆起的障壁作用逐渐减小，文昌 Ａ、Ｂ
凹陷区仍继续发育潮坪为主的沉积。 至珠江组沉积
中期，在一次短期、快速海退后（珠江组二段沉积期
末，１０．５ Ｍａ），紧接着发生了一次短期、快速海侵，
在珠江口盆地西部形成较大范围半封闭浅海环境，
发育了横向稳定、厚 ２０ ～３０ ｍ 深灰色泥岩，成为重
要的区域盖层之一，从而奠定了珠江组二段成为重
要储盖组合的基础。 随着海平面再次迅速下降，盆
地西部又恢复了滨海浅水环境，滨海潮坪砂、临滨砂
等海相砂岩是主要的储集体，这些海相砂岩储层良
好的横向连续性、高孔渗的储层物性为油气长距离
侧向运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珠江组沉积后期，随
着海侵扩大，神狐隆起区已没入水下，物源区远，发
育了浅海沉积，即珠江组一段沉积后期至今以浅海
泥岩充填为主，形成了另一套区域盖层。 因此，珠江
口盆地西部发育两套区域盖层之下的珠江组砂岩输

导层。 同时，在琼海凸起东部和南缘，在珠江组发育
受控于基底地貌的继承性古构造脊

［４，５］ ，它们是文
昌 Ａ、Ｂ 凹陷油气向琼海凸起汇聚的优势路径［６］ 。
因此，文昌 Ａ、Ｂ 凹陷文昌组烃源岩排出的油气由正
向油源断裂进入珠江组一、二段砂岩中，沿海相砂岩
储层上倾方向、古构造脊汇流式长距离侧向运移，在
珠江组两套储盖组合中形成多个背斜油气藏，高阻
油藏具有“油气长距离侧向运移、背斜聚集”成藏特
点。

在琼海凸起东缘，高分辨率三维叠前时间偏移
地震资料及构造特征分析表明，在珠江组一段、二段
储集物性好的高电阻油藏区明显发育断裂，这些近
东西走向断裂切穿珠江组一段、珠江组二段高电阻
油藏，且持续活动至韩江期末（Ｔ２０，１０．５ Ｍａ），使高
电阻油藏与上方滨外砂坝砂岩储层间形成势差，扮
演了垂向运移的作用，而滨外滩坝砂岩储层之上发
育厚度大、质量好的海侵泥岩，后期断裂作用使珠江
组一段、珠江组二段油藏中油气向上方以滨外砂坝
砂岩为储层的背斜-岩性圈闭中富集，含油范围超出
了背斜圈闭，形成珠江组一段上部低阻背斜 －岩性
油藏。 文昌 １３ －２ 油田珠江组一段、二段高电阻油
藏原油密度为 ０．８８３ ０ ～０．８９９ ０ ｇ／ｃｍ３，明显重于珠
江 组 一 段 上 部 低 电 阻 油 藏 的 ０．７９８ ９ ～
０．８１０ ３ｇ／ｃｍ３ 。

综上分析，珠江组一段上部低电阻油藏是其下
部珠江组一段、二段高阻油藏在中中新世沿断裂发
生垂向运移调整的结果，属后期油气调整再分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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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的次生油气藏。
琼海凸起已探明的低阻油藏地质特征与上述成

藏模式相同，由此建立珠江组“垂向运聚、次生构造
－岩性成藏”模式（见图 ２）。 该成藏模式中珠江组
一段上部（Ｔ４０ ～Ｔ４１）海相低阻层系发育背斜 －岩性
型油藏，从凹陷至凸起或隆起的油气输导体系与其
下部的高阻油藏成藏模式相同。 在琼海凸起、神狐
隆起，持续活动至韩江期末（Ｔ２０，１０．５ Ｍａ）的断裂切
穿珠江组一段、珠江组二段高孔渗、高阻油藏，使其
与上方浅海滩坝砂岩储层连通，油气在势差下垂向
运移至浅部，且在浅海滩坝砂岩储层之上的厚度大、
质量好的海侵泥岩封盖下富集，形成珠江组一段泥
质重但具有一定孔渗条件储层的低阻油藏。 盆地中
琼海凸起、神狐隆起等既是珠江组低幅度背斜油气
成藏富集带，也是低电阻油藏勘探潜力区，尤其是在
南海、东沙构造运动所形成断裂的发育区。 此外，这
种成藏模式对于在中部成藏组合，如南断裂带文昌
１９ 区、１４ 区等寻找次生油气藏有借鉴意义。

图 2　文昌 L低阻油藏成藏模式示意图
Fig．2　The low resistivity reservoir－forming

pattern of Wenchang Field

4　勘探发现的启示
文昌千万吨级低阻新类型油田的发现经历了不

平凡的勘探之路。 这一新领域、整装轻质油田的发
现不仅仅带来储量、经济效益增长等直接的现实意
义，更重要的是让勘探工作者收获了诸多重要的启
示，对珠江口盆地西部乃至南海未来油气勘探开发
产生深远的影响。
4．1　文昌富生烃凹陷是勘探发现的基础

“十一五”勘探实践和研究认为文昌 Ａ、Ｂ 富生
烃凹陷拥有 ２．１９ ×１０９ ｍ３

的油当量资源量，是珠江
口盆地西部寻找大中型油气田的雄厚物质基础。 在

文昌 Ｌ、文昌 ８ －３Ｅ 油田发现之前，琼海凸起在近
１１ 年的时间里先后钻探了 ５ 口探井，都没有获得良
好的发现。 勘探工作者没有放弃，始终坚信在文昌
富生烃凹陷能够继续找到大中型油气田。 立足于丰
富的资源基础，围绕富生烃凹陷，研究油气分布规
律，创新地质认识，发展适用新技术，坚持不懈地探
索，就会找到油气。 富生烃凹陷中的油气不在凹陷
就在凸起或斜坡，不在新近系就在古近系，不在构造
圈闭就在岩性圈闭。
4．2　优势油气聚集区的创新地质认识是低阻油藏

新领域勘探突破的关键

　　文昌 Ａ、Ｂ 凹陷均发育湖相烃源岩，在文昌 Ｂ 凹
陷多口井已钻探证实发育中深湖相富集藻类有机质

的优质烃源，如何寻找优势油气聚集区成为该区油
气勘探新突破的关键。 油 －岩对比表明文昌组滨浅
湖相烃源岩的排油、运油效率高，能够大规模地从深
凹区长距离运移至琼海凸起。 储层沉积学研究认为
琼海凸起东缘珠江组一段上部发育浅海滩坝储层新

类型；在油气输导体系方面，认为发育盆倾断裂、珠
江组二段和珠江组一段两套区域性海相连续性优质

储盖组合构成了琼海凸起油气输导体系；东沙构造
运动控制了琼海凸起东缘晚期断裂发育，断裂形成
了高阻油藏与上部浅海滩坝储层间的势差。 这些创
新地质认识明确了琼海凸起东缘珠江组一段上部为

优势油气聚集区。
4．3　勘探关键技术是低阻油藏储量发现的重要

法宝

　　低阻油藏储量发现得益于创新地质认识，而针
对新近系海相低阻油藏勘探的三项关键技术则是创

新地质认识形成的基础。
４．３．１　文昌富生烃凹陷油气聚集方向综合分析技
术

珠江口盆地受复杂张扭构造应力场作用，多幕
式断裂活动控制了生油岩展布、区域性储盖组合、圈
闭形成与多期油气生成及运聚，也使文昌富生烃凹
陷的油气勘探显得跌宕起伏。 每次认识的突破都是
一次认识创新的过程，创新带来一轮新的勘探实践
与油气储量的新发现，文昌低电阻油藏新领域勘探
突破也不例外，集中体现在文昌富生烃凹陷油气聚
集方向综合分析技术体系的应用，包括主力储盖组
合和成藏组合分析技术、断裂体系与活动期次分析
技术、油 －岩多参数对比及流体包裹体成藏时限分
析技术、油气输导体系构成与成藏期配置分析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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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这些技术的综合分析，认识到“琼海凸起东缘
向三凹倾覆，且文昌 Ａ、Ｂ 凹陷文昌组大规模滨浅湖
相烃源岩的排油、运油效率高，能够从凹陷区长距离
运移至琼海凸起；发育盆倾断裂、珠江组二段和珠江
组一段两套区域性海相连续性优质储盖组合，构成
了琼海凸起油气输导体系；琼海凸起东缘珠江组一
段上部发育浅海滩坝储层新类型；东沙构造运动造
就了凸起区晚期断裂活动，形成了高阻油藏与上部
浅海滩坝储层间的势差”，就是这些创新认识带动
了琼海凸起东缘整体评价、钻探，发现了千万吨级优
质低阻油田。
４．３．２　大面积连片高分辨率叠前时间偏移三维地
震处理技术

该项技术一方面解决了琼海凸起东缘中新统雁

列式复杂断裂成像，使地震解释能够更精细、更准确
地落实断裂组合、低幅度构造特征，另一方面能够从
道集上进行储层反演、地震属性综合解释，有利于该
区构造-岩性圈闭、低阻油藏的精细描述。
４．３．３　低阻油层钻井储层保护与测录井新技术

储层保护技术、录井、测井配套新技术是海上现
场及时、高效发现低阻油层的保障。 钻前根据低阻
油层的预测及其可能的地质特点，有针对性地选择
低密度、无固相 ＰＤＦ －ＰＬＵＳ／ＣＯＮＡ 钻井液体系，做
好低阻油层储层保护，一方面使地质录井油气显示
更客观地反映地下储层含油性，录井油显示是低阻
油层识别的重要标志之一，另一方面所形成的良好
井壁质量为后续关键测井技术顺利实施奠定基础，
如核磁共振测井 （ ｃｏｍｂｉｎａｂｌ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ｒｅｓｏｎａｎｃｅ，
ＣＭＲ）可掌握低阻储层的孔隙结构； ＭＤＴ 可掌握低
阻储层的流体性质、流度与地层压力；与局部取心相
配套的低阻油层井段的全井眼微电阻率扫描成像测

井新技术（ ｆｕｌｌ-ｂｏｒｅ ｍｉｃｒｏ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ｓｃａｎｎｅｒ ｉｍａｇｅｒ，
ＦＭＩ）可掌握低阻储层的高精度沉积构造等。 储层
保护技术、录井、测井配套新技术在文昌低阻油层识
别、取全取准第一手资料中发挥了及时、高效的作
用。
4．4　提升了南海海域低阻油气藏新领域识别和

勘探开发潜力认识水平

　　形成了一套针对低阻油气藏新领域勘探的方

法，提升了南海海域低阻油气藏识别和勘探开发潜
力认识水平。 在含油气地质综合预测、钻井储层保
护基础上，重视油气显示第一手资料，对应录井油气
显示段，在测井电性特征不明显时，用多条测井曲线
综合分析，并借助 ＭＤＴ 来证实流体性质，仍有疑问
的层段则进行试油。 低阻油气藏识别与勘探技术推
动南海勘探形成新领域并获得一系列重要发现，除
珠江口盆地外，在北部湾盆地、莺 －琼盆地也识别了
一批低阻油气藏，持续不断地增加着油气勘探开发
潜力，对于最大化利用国家宝贵而紧张的油气资源
满足国民经济建设需求具有直接的现实意义和深远

的战略影响。
5　 结语

对文昌 Ｌ 低阻轻质油田的发现过程、油藏特征
和关键技术进行研究，获得了文昌组浅湖相烃源岩
生成的油气能够长距离运移并在凸起区聚集成藏，
以及珠江组一段上部发育浅海滩坝储层新类型等新

认识，提出了“垂向运聚、次生构造 －岩性” 低阻油
气成藏模式，并就勘探发现的启示尤其对 ３ 项关键
技术进行了探讨。 该研究成果进一步指导勘探实
践，发现了珠江口盆地多个类似油田。 此外，在南海
北部湾盆地、莺 －琼盆地也先后识别、发现了一批低
阻油气田，具有良好的推广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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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ew finding of Neogene marine low-resistivity light oil field
in the western part of Pearl River Mouth Basin

Ｘｉｅ Ｙｕｈｏｎｇ
（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ｏｆ ＣＮＯＯＣ Ｌｔｄ．，Ｚｈａｎｊｉａｎｇ，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５２４０５７， 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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