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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下白垩统砂岩成岩作用及其储层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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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取芯井砂岩镜下特征及孔隙度渗透率变化的分析，研究了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下白垩统

砂岩的成岩作用及其储层意义。结果显示，储层砂岩类型以长石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

为主，处于中成岩作用阶段的Ａ亚期末期至 Ｂ亚期早期。主要的成岩作用类型有压实作用、压溶作
用、胶结作用、交代作用、蚀变作用、溶蚀作用和重结晶作用，主要孔隙类型有粒间孔隙、粒内孔

隙、填隙物内孔隙和次生裂缝。长石砂岩是主要储层。压实作用、压溶作用、胶结作用和重结晶作用

使砂岩孔隙度减小，降低了储层物性，起到破坏性作用；交代作用、蚀变作用和溶蚀作用使砂岩孔隙

度增大，改善了储层物性，起到建设性作用。孔隙度和渗透率整体上由浅变深而呈现由大到小趋势，

在深度为３０００～３０２０ｍ和３１４０～３２５０ｍ时出现异常高值，孔隙度与渗透率的异常高值带是次生孔
隙发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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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北黄海盆地位于中朝板块东南部［１］，南接临

津江造山带和胶东隆起，北邻辽东隆起［２，３］，是印

支—燕山运动时期发育的中新生代克拉通陆内断陷

盆地 （图１ａ）［４，５］。北黄海盆地由东部坳陷、中央
隆起、中部坳陷、中西部隆起、西部坳陷及南部凹

陷群６个二级构造单元构成［５］。本文研究的东部坳

陷，发育有 ３凹 ４凸 ７个三级构造单元 （图

１ｂ）［５］，是北黄海盆地最具勘探前景的一个坳陷，
其内发育巨厚的中生界，油气生成和储集条件良

好。中生界自下而上依次为中侏罗统、上侏罗统和

下白垩统 （图２）［６］，中、上侏罗统主要发育泥岩，
是生油层，下白垩统发育着大量砂岩，是最主要的

勘探目的层段，为储集层［５７］。

北黄海盆地是中国近海勘探和研究程度较低的

含油气盆地［８］。储层致密是制约该区油气勘探的

因素之一，因此本文从成岩作用的角度，分析储层

发育特征。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中Ⅱ构造带中的Ａ
井 （图１ｂ）所取岩芯样品充足，下白垩统储层砂
岩发育良好。Ａ井钻遇的下白垩统发育两个层序，
Ｋ１ＳＱ１与Ｋ１ＳＱ２（图２）。Ｋ１ＳＱ１发育低位体系域、
水进体系域和高位体系域：低位域主要发育细砂岩

与粉砂岩，上部含有部分红褐色泥岩层；水进域红

褐色泥岩发育较多，上部粉砂岩含量开始增多；高

位域主体岩性以砂岩为主，含有砂砾岩、粉砂岩与

细砂岩３种类型，泥岩以夹层形式出现，含量较
少。Ｋ１ＳＱ２发育低位体系域、水进体系域：低位域
以砂岩与砂砾岩发育为主，夹有少量红褐色泥岩

层；水进域主要发育灰褐色泥岩，红褐色泥岩内含

有少量浊流沉积的粉砂岩层。本次研究的取芯段在

Ｋ１ＳＱ１（下白垩统层序１）内，主要利用Ａ井所取
砂岩样品详细描述下白垩统储层的砂岩类型、砂岩

成岩作用特点及砂岩孔隙类型，综合分析孔隙度随

深度变化规律，砂岩类型和成岩作用对储层物性的

影响。

图１　北黄海盆地大地构造图 （ａ）及盆地东部坳陷位置图 （ｂ）［３，５］

Ｆｉｇ１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ａ）ａｎ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ｉｔｓ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１　 岩石类型

Ａ井下白垩统砂岩的基本类型包括长石砂岩、
长石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３大类，进一步根据

成分和粒度再细化分为７小类 （表１），分别为含
凝灰质长石粗砂岩 （图 ３ａ）、凝灰质长石中砂岩
（图３ｂ）、凝灰质长石石英中砂岩 （图３ｃ）、凝灰
质长石石英粗砂岩、含钙质岩屑石英中砂岩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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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北黄海盆地Ａ井综合柱状图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ｃｏｌｕｍｎ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３ｄ）、凝灰质含砾岩屑石英中砂岩 （图３ｅ）及钙质
胶结岩屑石英细砂岩 （图３ｆ）。砂岩中碎屑归为石
英、长石和岩屑三种，颗粒间的填隙物有胶结物和

基质两种，其他矿物主要是白云母。石英有多晶和

单晶两种，石英晶形较为完整，多为次棱角状，部

分颗粒被溶蚀，且孔内为硅质充填；长石主要为酸

性斜长石，少量的碱性长石、微斜长石和条纹长石

等，且有蚀变的长石；岩屑以花岗岩和流纹岩岩屑

为主，含少量沉积岩屑，花岗岩屑中长石常蚀变成

绢云母和黏土；杂质主要为凝灰质和泥质两种物

质，凝灰质部分发生黏土矿化，胶结物主要为钙质

和黏土矿物，硅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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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含凝灰质长石粗砂岩Ａｂ４２（×４３０１２６１ｍ）；ｂ凝灰质长石中砂岩Ａｂ４４（×４３０１０８１ｍ）；ｃ凝灰质长石石英中砂岩Ａｂ５２（×４３００３８４ｍ）；

ｄ含钙质岩屑石英中砂岩Ａｂ４７（×４３０１０５０ｍ）；ｅ凝灰质含砾岩屑石英中砂岩Ａｂ２７（×４３２４４１０ｍ）；ｆ钙质胶结岩屑石英细砂岩Ａｂ８（×

１０３２５０８４ｍ）；ｇ微斜长石格子双晶Ａｂ４２（×１０３０１２６１ｍ）；ｈ斜长石绢云母化，聚片双晶Ａｂ４４（×１０３０１０８１ｍ）；ｉ斜长石黏土矿化Ａｂ４４

（×２０３０１０８１ｍ）；ｊ玉髓Ａｂ５２（×１０３００３８４ｍ）；ｋ花岗岩屑Ａｂ５２（×１０３００３８４ｍ）；ｌ结晶方解石Ａｂ４７（×１０３０１０５０ｍ）

图３　北黄海盆地Ａ井下白垩统主要砂岩亚类显微镜下特征照片
Ｆｉｇ３　Ｍａｉ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ｕｂｃｌａｓｓ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１１　长石砂岩
长石砂岩包括含凝灰质长石粗砂岩和凝灰质长

石中砂岩。含凝灰质长石粗砂岩的胶结类型主要为

颗粒支撑孔隙胶结，主要为泥质胶结，少量钙质和

凝灰质胶结 （图３ａ），凝灰质物质含量较少。主要

矿物成分为石英，石英颗粒多为次棱角状，少部分

为次圆状，且石英表面较为干净。长石含量约占含

凝灰质长石粗砂岩的３０％，主要发育斜长石，碱
性长石含量较少，可见微斜长石 （图３ｇ）。长石表
面蚀变较为严重，部分中基性斜长石发生绢云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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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Ａ井取芯段砂岩类型统计表
Ｔａｂｌｅ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ｔｙｐｅ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ｅｉｎＷｅｌｌＡ

类型 岩性

长石砂岩
含凝灰质长石粗砂岩

凝灰质长石中砂岩

长石石英砂岩
凝灰质长石石英中砂岩

凝灰质长石石英粗砂岩

岩屑石英砂岩

含钙质岩屑石英中砂岩

凝灰质含砾岩屑石英中砂岩

钙质胶结岩屑石英细砂岩

　

或黏土矿化现象，只有少数斜长石颗粒表面可见聚

片双晶；微斜长石镜下可见格子双晶，矿物颗粒发

生刚性破裂，破裂处被轻微蚀变 （图３ｇ），沿裂缝
发生了高岭土化。岩屑含量约占５％，主要为花岗
质和流纹质岩屑。

凝灰质长石中砂岩的胶结类型亦为颗粒支撑孔

隙胶结，颗粒分选中等，多为棱角状，少数次圆状

（图３ｂ）。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含量约为
２８％，主要为酸性斜长石和碱性长石。酸性斜长石
表面发生轻微绢云母化，可见聚片双晶 （图３ｈ），
中基性斜长石表面蚀变作用强，发生黏土矿化

（图３ｉ）。岩屑为花岗岩屑，其含量 ＜５％。基质主
要为凝灰质，含少量泥质成分 （图３ｈ）。部分凝灰
质发生强烈蚀变，组分内细小的石英颗粒，是脱玻

化产物，部分未发生蚀变的凝灰质正交镜下呈现全

消光，表现玻璃质特征。

１２　长石石英砂岩
凝灰质长石石英中砂岩的胶结类型为颗粒支撑

孔隙胶结 （图３ｃ）。主要矿物成分为棱角状石英，
包括单晶石英和多晶石英两种 （图３ｃ）。样品中少
部分结晶程度低的硅质没有形成石英颗粒而发育成

玉髓 （图３ｊ）。长石含量约占１５％，部分长石被钙
质交代，发生绢云母化。岩屑百分含量约占５％，
主要为花岗岩屑 （图３ｋ），岩屑内斜长石部分发生
绢云母化。基质为凝灰质，部分被钙质交代，少部

分发生绢云母化。

凝灰质长石石英粗砂岩占所有砂岩的百分含量

约为３３％，镜下观察的岩性特征和凝灰质长石石
英中砂岩基本相同，仅粒度更粗一些。

１３　岩屑石英砂岩
岩屑石英中砂岩的胶结类型为杂基支撑基底胶

结和颗粒支撑孔隙胶结间的过渡类型 （图３ｄ）。颗
粒分选中等，磨圆多数为次棱角状，少数为棱角

状。主要矿物类型为石英，磨圆较差。长石含量极

少，岩屑含量约为１０％，主要为流纹岩屑，有少
量黑色炭屑混入 （图３ｊ）。基质有黏土质和凝灰质
两种，部分凝灰质脱玻化成隐晶质。胶结物成分为

钙质，有部分为交代作用形成的方解石。

凝灰质含砾岩屑石英中砂岩的胶结类型为颗粒

支撑孔隙胶结，颗粒为次棱角状，分选差 （图

３ｅ）。主要矿物类型为石英，部分石英颗粒 ＞１
ｍｍ。岩屑含量约为 １０％，主要为流纹岩屑 （图

３ｋ）。基质为凝灰质，部分脱玻化成细小石英颗粒
和未脱玻化的凝灰质充填在颗粒孔隙中。

钙质胶结交代的岩屑石英细砂岩的胶结类型为

杂基支撑基底胶结，局部为颗粒支撑孔隙胶结

（图３ｆ）。主要矿物类型为石英，岩屑类型为流纹
岩屑 （图３ｌ），含量较少 （＜１０％）。胶结物为钙
质，含量约为３０％，充填于整个岩石之中 （图３ｆ，
图３ｌ）。长石部分被钙质交代，发生轻微破裂。镜
下可观察到条状黑色被炭化的有机质，且可见少量

沿石英边部生长的片状白云母 （图３ｌ）。

２　 成岩作用

２１　成岩作用类型
根据对取芯段岩芯样品的镜下观察，识别出的

成岩作用类型有压实作用、压溶作用、胶结作用、

交代作用、蚀变作用、溶蚀作用和重结晶作用。

压实作用主要表现为颗粒间的接触关系、排列

方式、颗粒的破碎及变形等，主要发生在矿物颗粒

的边界接触带。压实作用导致砂岩中石英、长石、

岩屑和其他矿物颗粒在上覆压力或构造应力作用下

排水、孔隙度降低和体积缩小［９，１０］。取芯段随深度

增加，压实作用逐渐增强。颗粒的接触关系以石英

颗粒的点接触线接触为主 （图４ａ），少数样品中
可见矿物颗粒局部定向排列 （图３ｄ）。由于白云母
的塑性较强，常表现为被其他矿物压弯或压碎，如

白云母的一组解理缝在压力作用下变形 （图４ｂ）。
压溶作用是深埋藏成岩作用的特征，主要发生

在机械压实作用之后，较压实作用更为强烈，随着

深度增加，压溶作用逐渐变强，颗粒边界的接触带

会发生溶解，由物理接触向化学溶解转化［１０］。压

溶导致颗粒间接触关系更进一步，表现为凹凸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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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石英颗粒点线接触Ａｂ４２（×１０３０１２６１ｍ）；ｂ白云母被挤压变形 Ａｂ５２（×２０３００３８４ｍ）；ｃ石英颗粒间溶解作用 Ａｂ４９（×１０３０１１６０ｍ）；

ｄ石英次生加大Ａｂ５２（×２０３００３８４ｍ）；ｅ钙质交代石英、凝灰质Ａｂ８（×２０３２５０８４ｍ）；ｆ钙质交代长石、黏土Ａｂ８（×１０３２５０８４ｍ）；ｇ高岭

土化Ａｂ４６（×４３０１００５ｍ）；ｈ绿泥石化Ａｂ４６（×４０３０１００５ｍ）；ｉ钙质胶结物重结晶Ａｂ２５（×１０３２４４３３ｍ）

图４　北黄海盆地Ａ井下白垩统砂岩成岩作用类型显微照片
Ｆｉｇ４　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ｙｐｅ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缝合接触 （图４ｃ）。由于上覆压力的加大使颗粒
间接触线变凹凸，甚至完全缝合，一个颗粒嵌入另

一个颗粒之中，但由于不同方向上的矿物所受力的

不均匀性影响，部分颗粒仍为点接触关系 （图

４ｃ）。
胶结作用可使松散的沉积物固结成岩［１１，１２］，

研究区样品中发育的胶结物主要为钙质和凝灰质，

部分样品中硅质及黏土也起到胶结作用。镜下可见

钙质胶结物充填在石英、长石及其他矿物颗粒之间

（图３ｆ），起到胶结作用。颗粒间局部发生凝灰质
胶结，少数石英发生压溶作用形成二氧化硅流体，

二氧化硅流体再沉淀使颗粒间的硅质发育成次生加

大边，亦可将颗粒胶结起来 （图４ｄ）。
交代作用是一种物质取代另一种物质的过

程［１０，１１］。研究区内砂岩发生的交代作用有钙质交

代石英 （图４ｅ）、钙质交代长石 （图４ｆ）、钙质交
代凝灰质 （图４ｅ）及钙质交代黏土 （图４ｆ）。钙质
交代石英和长石较为常见，颗粒间被钙质充填，内

部发生钙质交代。石英长石破裂处可观察到明显钙

质交代现象，被交代的长石表面可发生轻度蚀变，

但仍保留原有结构。

蚀变作用是物理和化学性质发生改变的一种作

用，以形成新矿物为标志，可形成砂岩中的次生孔

隙［１３，１４］。研究区发生的蚀变作用主要有正长石高

岭土化 （图 ４ｇ）、基性斜长石绢云母化 （图 ３ｈ）
和绿泥石化 （图４ｈ），颗粒结构发生改变，长石蚀
变成黏土矿物。在所观察样品中，绿泥石化蚀变发

育较少。由于温压条件因素的影响，斜长石发生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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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石化，单偏光镜下也清晰可见颗粒整体呈绿色，

树叶状，仍保留颗粒原有结构，属于轻微低级变质

作用。

溶蚀作用是碎屑岩中的碎屑颗粒、杂基、胶结

物和交代矿物，在一定的成岩环境中不同程度地发

生溶解的作用，溶蚀作用的结果形成了砂岩中的次

生孔隙［１４］。研究区内最常见长石、石英发生溶蚀

作用，石英、长石表面可见溶蚀孔 （图４ｃ）。
重结晶作用是晶体二次结晶的过程［１３，１４］，研

究区的重结晶作用主要有方解石重结晶和石英重结

晶。方解石重结晶可由细晶变为粗晶，颗粒间的钙

质胶结物重新结晶形成具有晶形的方解石颗粒

（图４ｉ）。由于重结晶程度不同，钙质可以形成细
晶和粗晶两部分［１４］。硅质胶结物可以发生重结晶

形成石英次生加大边，只有极少数石英可见次生加

大边现象。

２２　 成岩作用阶段划分
将取芯段内深度在３００６４０～３２４２２０ｍ的岩

石进行碎样后，分析样品内的黏土组分发现深度为

３００６ｍ时，主要发育伊利石和高岭石，发育少量
绿泥石；随着深度增加伊利石含量减少，高岭石和

绿泥石含量增加；深度达到３２４２２０ｍ时，高岭
石和绿泥石黏土矿物百分含量达到最大值。

深度在３００３８４～３０１２６１ｍ区间时，岩石类
型以长石砂岩为主。随着深度增加，钙质、黏土质

含量并无明显变化。由于随着深度增加，孔隙水中

溶解的硅质组分在颗粒表面逐渐沉淀，以石英次生

加大边形式发育在颗粒间 （图４ｄ），硅质胶结作用
变强；随深度增加，温压条件发生变化，凝灰质发

生黏土矿化、绢云母化，从而蚀变成绢云母，导致

凝灰质含量减少，绢云母化现象增多；绿泥石在此

深度范围内部分发育 （图４ｈ），但含量较少，其颗
粒多呈叶片状形态发育；在此深度范围内，钙质组

分通常以胶结物形式出现，钙质交代石英、长石及

凝灰质普遍发育。

深度在３２４２４０～３２５０８４ｍ区间时，长石含
量极少，岩石类型以岩屑石英砂岩为主，由浅变深

岩石粒度明显变细，表现为反粒序特征。随着深度

增加，长石均发生强烈的蚀变作用，长石的绢云母

化作用增强，长石蚀变成绢云母，长石绿泥石化作

用亦增强，长石蚀变成绿泥石，此深度范围内绿泥

石含量比３００３８４～３０１２６１ｍ范围含量增高；铁

质含量和绿泥石含量变化规律同步，含量增高；由

于此深度范围内钙质和硅质组分相互交代，导致石

英颗粒的次生加大边与钙质组分含量表现为负相

关，孔隙流体的性质对两者的沉淀起到重要作用；

深度在３２４２～３２４６ｍ范围内，黏土质为砂岩内部
的泥岩夹层，含量较高，在３２５０ｍ时，细砂岩内
泥质含量极少，故黏土质含量极少；深度在

３２５０ｍ±时，水动力条件较弱，发生钙质沉淀，
钙质组分含量较高。

通过对镜下的各种成岩现象以及取芯段不同深

度成岩作用类型和黏土矿物含量变化的分析，以碎

屑岩成岩阶段划分标准［１５］为依据，绘制了 Ａ井下
白垩统砂岩成岩作用特征图 （图５），其中粗线条
代表级别好，发育程度高。再根据各种矿物的产出

状况及生成条件，将研究区取芯段成岩作用阶段划

分为中成岩作用阶段的Ａ亚期末期至Ｂ亚期早期。

３　 孔隙类型

研究区内砂岩中的次生孔隙是储集空间的主

体，而次生孔隙在砂岩中主要是通过成岩作用形成

的。根据取样岩芯的显微镜下和扫描电镜下特征，

研究区白垩纪储层砂岩主要发育的孔隙类型有粒间

孔隙、粒内孔隙、填隙物内孔隙和次生裂缝。其粒

间孔隙可分为粒间扩大孔和粒间缩小孔；粒内孔隙

主要为次生粒内溶蚀孔；填隙物内孔隙主要是凝灰

质填隙物内孔隙；次生裂缝主要为压裂缝。

粒间扩大孔是由于碎屑颗粒边缘或颗粒间填隙

物发生溶蚀作用产生的，溶蚀作用沿颗粒边缘进

行，扩大孔隙空间，研究区多见颗粒边缘被溶蚀成

齿状、港湾状 （图６ａ）和圆弧状 （图６ｂ）等，提
高了流体渗流能力。粒间孔周围的颗粒被钙质胶结

而导致粒间孔缩小，从而产生粒间缩小孔 （图３ｆ，
图４ｅ），减弱流体渗流能力。导致粒间孔缩小的胶
结物主要为石英次生加大 （图４ｄ）、各种黏土矿物
及碳酸盐胶结物 （图６ｃ）等。

次生粒内溶蚀孔多为长石和岩屑的粒内溶孔，

岩屑颗粒内部发生溶蚀作用多在颗粒内形成孔洞造

成晶体缺陷 （图６ｄ）。粒内溶孔是研究区中成岩Ａ
期的最主要孔隙类型，主要是由酸性水溶液的溶蚀

作用产生的 （图６ｄ），酸性水溶液的形成与生油岩
中黏土矿物转化脱水和有机质在成熟演化过程中生

成的有机酸密切相关［１６，１７］，此阶段产生大量的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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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北黄海盆地Ａ井下白垩统砂岩成岩作用特征图
Ｆｉｇ５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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蚀次生孔隙，提高了孔隙流体渗流的能力。研究区

发育大量凝灰质砂岩，凝灰质填隙物内部发育毛细

孔，孔径小，连通性好。当凝灰质填隙物被酸溶液

淋滤溶蚀，则可形成较大的粒间次生溶蚀孔隙，单

偏光为浅褐色 （图６ｅ）。

研究区的次生裂缝主要为矿物颗粒的压裂缝，

压裂缝主要包括长石压裂缝 （图６ｆ）和石英压裂
缝 （图３ｅ）。微裂缝可形成良好的流体通道，提高
孔隙中流体的渗流能力。

ａ颗粒港湾状溶蚀孔Ａｂ４２（×２０３０１２６１ｍ）；ｂ石英颗粒圆弧状溶蚀孔Ａ４４（×２０３０１０８１ｍ）；ｃ方解石充填的粒间缩小孔Ａｂ２９（×２０３２４３５０

ｍ）；ｄ岩屑内溶蚀孔Ａｂ２８（×２０３２４４１０ｍ）；ｅ凝灰质填隙物内孔隙Ａｂ４８（×１０３００７８５ｍ）；ｆ长石压裂缝Ａｂ５０（×１０３００６２２ｍ）．

图６　北黄海盆地Ａ井下白垩统砂岩孔隙镜下特征
Ｆｉｇ６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ｅｔａｃｅｏｕｓ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通过对取芯段的原始测井解释孔渗数据及实测
孔渗数据 （表２）分析，结果显示孔隙度的平均值
为７２３％，渗透率的平均值为０１３ｍｄ，属于特低
孔、超低渗。根据 Ａ井下白垩统取芯段数据进行
计算，可以得到了该井内的孔隙度 Ф与声波时差
△ｔ线性关系式Ф＝－００１９△ｔ＋１４８２和孔隙度Ф
与渗透率Ｋ指数关系式Ｋ＝０００８ｅ０３１４Φ。根据上述
实测数据的关系式，进一步计算出了 Ａ井孔隙度
和渗透率值，绘制出该井下白垩统 Ｋ１ＳＱ１层序
２８００～３３２０ｍ深度区间的孔隙度和渗透率随深度
变化曲线 （图７）。

孔隙度和渗透率曲线整体的趋势显示，随深度

变深孔隙度和渗透率数值均变小，即在一般情况

下，所处深度越浅，储层孔隙发育较好，孔隙度与

渗透率会偏高 （图７）。孔隙度和渗透率异常高点，
是次生孔隙发育所致，深度为３０００～３０２０ｍ和

３１４０～３２５０ｍ的孔隙度和渗透率的异常高值带是
次生孔隙发育带。深度在３０００～３０２０ｍ时孔隙度
基值为１０％，最大异常高值为１４％，差值为４％，
渗透率基值为０２ｍｄ，最大异常高值为 ０８ｍｄ，
差值为０６ｍｄ；深度在３１４０～３２５０ｍ时孔隙度
基值为 ６％，最大异常高值为 ９％，差值为 ３％，
渗透率基值为０２ｍｄ，最大异常高值为 ０５ｍｄ，
差值为０３ｍｄ（图７）。在异常高值对应深度下的
岩性分别长石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长石砂岩中的

长石容易发生溶蚀形成次生孔隙 （图６ａ），从而使
孔渗升高；岩屑石英砂岩中的石英含量较多，由于

石英硬度大且不易蚀变，蚀变的为岩屑，石英的骨

架大，骨架之间的岩屑溶蚀成次生孔隙 （图６ｄ）。
溶蚀作用可导致孔隙度异常高，但由于压实作用使

砂岩变得致密，因此在异常高值带内渗透率的变化

并不完全同步于孔隙度。在其他深度存在的异常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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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Ａ井取芯段砂岩实测孔渗数据表
Ｔａｂｌｅ２　Ｔａｂｌｅｏｆ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ｄｐｏｒｅ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ｃｏｒｅｉｎＷｅｌｌＡ

岩石类型 深度／ｍ 孔隙度／％ 渗透率／ｍｄ

长石砂岩

３００３８４ １００４ ０１７

３００７２３ ９７６ ０２３

３００７８５ １０７５ ０２２

３００８２４ ９４７ ０１８

３０１０５０ １０９３ ０１７

３０１０８１ １０９３ ０１７

３０１２００ １３４０ ０７２

３０１２６１ １１５９ ０５３

长石石英砂岩

３００５５５ １２３４ ０１４

３００６２２ １０６９ ０３１

３０１００５ １０５５ ０２６

３２４４３３ ８１３ ００９

岩屑石英砂岩

３２４２００ ４８４ ００４

３２４２０２ ５０３ ００４

３２４２５０ ６０８ ００６

３２４２５６ ７４１ ０２９

３２４２６０ ８７５ ０５２

３２４３５０ ７５７ ００６

３２４３６６ ７５７ ００６

３２４４１０ ９５５ ０２１

３２４４１７ ８７１ ０１５

３２４４７３ ８４５ ００１

３２４５３５ ６８９ ００４

３２４５８６ ６３２ ００２

３２４５９９ ５３９ ００２

３２４６０６ ５３９ ００２

３２５０８４ ４８５ ００２

　

值点，也是次生孔隙发育的地方。下白垩统取芯段

曲线在３０１２～３０１３ｍ和３２４３～３２４５ｍ存在异常
高值，取芯段内的孔渗异常高值带即为取芯段的次

生孔隙发育带。

在取芯段内，３０００～３０１２ｍ范围的取芯段曲
线显示孔隙度随深度加深无明显变化，孔隙度在

１０％±波动，属于低孔级别，中等储层。３２４０～
３２５０ｍ范围内，由下向上随深度变浅孔隙度值会
变高，大致集中在４％～１０％范围内，属于低孔隙

度类型，较差储层。在３０００～３０１２ｍ范围时渗透
率波动普遍＞０２ｍｄ，在３２４３～３２５０ｍ范围时渗
透率则普遍＜０３ｍｄ。３００３～３０２１ｍ范围内岩石
类型主要为长石中砂岩，岩石内部孔隙胶结较强，

因此在孔隙度、渗透率与深度的曲线图内表现为在

该深度范围，孔隙度与深度均呈下降趋势。

在取芯段内渗透率与孔隙度均呈指数上升关系

（图８）。在图８ａ内趋势线所示渗透率变化幅度较
高，孔隙度变化为４％，渗透率变化为０５ｍｄ，而
在图８ｂ内趋势线所示的渗透率变化幅度较低，孔
隙度变化为６％，渗透率仅变化为０２ｍｄ。总体上
呈３２４３～３２５０ｍ范围的渗透率低于３００３～３０１２
ｍ范围内的渗透率。

在Ａ井取芯段内，３００３～３０２１ｍ深度范围内
岩石类型主要为长石砂岩。在深度３０１２～３０１３ｍ
时，砂岩内孔隙度与渗透率表现为突然增高现象

（图９），孔隙度可达到１４％，渗透率达到０７ｍｄ。
在＜３０１２ｍ时，孔隙度主要在１０％±波动，渗透
率在０２～０８ｍｄ附近波动。在３２４０～３２５０ｍ范
围内，岩石类型为岩屑石英砂岩，并且随着深度加

深，粒度由粗变细，表现为反粒序特征。其孔隙度

在４％～１０％之间波动，渗透率总体 ＜０５ｍｄ。从
图９可以看出孔隙度与渗透率呈轻微双峰式变化，
有两个波动峰值。岩石内部孔隙胶结较强，因此在

孔隙度、渗透率与深度的曲线图内表现为在该深度

范围，孔隙度与渗透率度均呈下降趋势 （图 ９）。
长石砂岩的孔隙度和渗透率整体上高于岩屑石英砂

岩，为研究区内的主要储层。

４　 成岩作用对储层的影响

研究区内的砂岩储层具有特低孔超低渗的特

征，成岩作用对储层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其中压实

作用、压溶作用、胶结作用和重结晶作用使砂岩孔

隙度减小，降低了储层的物性，起到破坏性作用；

交代作用和溶蚀作用使砂岩孔隙度增大，改善了储

层的物性，起到建设性作用［１７］。

４１　 破坏性成岩作用
砂岩在压实作用过程中主要表现为定向排列与

粒间充填，在上覆地层压力下，砂岩内部颗粒由于

压实作用较强，呈线接触方式使得粒间孔喉半径减

小。在进一步发生压溶作用过程中，颗粒接触边界

发生压实溶解作用后，孔隙堵塞，喉道基本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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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北黄海盆地 Ａ井Ｋ１ＳＱ１层序孔隙度 （ａ）和渗透率 （ｂ）随深度变化图

Ｆｉｇ７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ｂ）ｖａｒｙｗｉｔｈｄｅｐｔｈｏｆＫ１ＳＱ１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ｎ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

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图８　北黄海盆地 Ａ井取芯段不同深度３００３～３０１２ｍ （ａ）、３２４３～３２５０ｍ （ｂ）孔隙度与渗透率散点图
Ｆｉｇ８　Ｉｌｌｕ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ｓａｔ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ｔｈｓｉｎ３００３～３０１２ｍ （ａ）ａｎｄ３２４３～３２５０

ｍ （ｂ）ｏｆｃｏｒｅ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１８１第１期　　 　　　宫辰 程日辉等：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下白垩统砂岩成岩作用及其储层意义



ａ、ｂ长石砂岩；ｃ、ｄ岩屑石英砂岩．

图９　北黄海盆地 Ａ井主要发育的砂岩类型与孔隙度、渗透率散点图
Ｆｉｇ９　Ｍａｉｎ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ｔｙｐｅｓｗｉｔｈ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ｓｃａｔｔｅｒｐｌｏｔｏｆＷｅｌｌＡ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育，对储层起较大破坏性作用。部分样品内由于压

实作用较强，镜下显示粒间孔隙被挤压充填并发生

破裂，呈线接触方式，局部碎屑颗粒边界发生压

溶，表现为凹凸接触。砂岩孔隙受压实作用影响，

孔隙度明显降低。

随着成岩作用进行的过程中，当孔隙内水体含

有大量钙质组分时，发生沉淀作用后以碳酸盐岩形

式附着在颗粒表面并充填孔隙内部，使砂岩储层整

体孔隙度降低，胶结作用通常表现为对储层有破坏

性作用。在３２４３～３２５０ｍ深度范围时，胶结物含
量＞１０％，其孔隙度为４％ ～１０％，而在３００３～
３０１２ｍ深度范围时胶结物含量较低，孔隙度为
１０％～１５％，当胶结物含量高于 １０％时，胶结作
用对砂岩内孔隙发育影响较大，可以达到特低孔低

渗储层级别。砂岩内胶结作用表现为胶结物将碎屑

颗粒进一步固结成岩，它可以发生在各个阶段，主

要受流体性质影响。在研究区中常见的为钙质胶

结，钙质胶结物含量在研究区内变化较大，在

３２４３～３２５０ｍ范围内受钙质胶结作用较强，其含
量偏高。总体上，样品内仍以粒间孔隙为主，部分

颗粒有溶蚀孔，但在胶结作用后孔隙被胶结物充

填，使孔隙度急剧下降。

重结晶作用在研究区主要发生在钙质胶结物和

硅质胶结物之中，主要表现为钙质组分通过重结晶

作用形成方解石 （图４ｉ），对孔隙起到轻微的堵塞
破坏作用，很小程度破坏了储集性能，因此不多做

考虑。

４２　 建设性成岩作用
交代作用在研究区内主要表现在碎屑颗粒、自

生石英和长石等被碳酸盐交代，这与方解石在流体

内大量沉淀有关。方解石对长石交代更具有选择

性，长石的边缘或解理缝常发生交代，长石颗粒边

２８１ 　　　　　　　　　　　　　　　　世　界　地　质　　　　　　　　　　　　　　　　　第３７卷



缘被交代成港湾状、锯齿状等不规则形状。颗粒被

交代后刚性减弱，破裂后即形成孔隙。方解石也可

在颗粒破裂处发生交代作用，使颗粒进一步破裂。

由于交代作用主要是成分之间的相互取代，故对孔

隙的改善作用有限，储层物性的改良亦有限［１７］。

在研究区内常发育有长石蚀变为绢云母与黏土

矿物现象，部分颗粒间的凝灰质组分既可以脱玻化

为硅质组分充填孔隙，又可以发生黏土化转化。长

石颗粒发生绢云母化，颗粒结构基本破坏，形成粒

内孔隙。岩屑颗粒发生蚀变，颗粒内部矿物蚀变后

残留粒内孔隙，均有利于储层。部分颗粒也蚀变为

黏土物质，形成的黏土矿物如高岭石、伊利石、绿

泥石和伊—蒙混层会严重堵塞砂岩内孔隙喉道，降

低储层渗透率。根据对黏土矿物相对含量资料的比

较来看，在３０００ｍ的取芯段内以高岭石与伊利石
为主，在３２４０ｍ取芯段高岭石含量较高，含有部
分伊利石与绿泥石，对该砂岩层孔隙有较大影响。

溶蚀作用主要使砂岩储层形成各类的次生孔

隙，是研究区砂岩次生孔隙发育的最主要因素，对

改善砂岩储层的储集性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图４ｇ）。但对研究区进行成岩作用特征分析后，
发现区内砂岩储层的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较强，导

致原生孔隙在砂岩储层内不易发育，阻碍了流体介

质的流动。因此该地区砂岩储层内部的溶蚀孔隙不

太发育，也导致了该地区砂岩表现为特低孔超低渗

的储层特征。

５　结论

（１）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下白垩统砂岩的类
型以长石砂岩、长石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为

主。在Ａ井取芯段内，３００３～３０２１ｍ深度范围内
岩石类型主要为长石砂岩，３２４０～３２５０ｍ深度范
围内，岩石类型为岩屑石英砂岩。

（２）下白垩统主要发育的成岩作用类型有压
实作用、压熔作用、胶结作用、交代作用、蚀变作

用、溶蚀作用和重结晶作用，处于中成岩作用阶段

的Ａ亚期末期至Ｂ亚期早期。３００３～３０２１ｍ深度
范围内交代作用发育程度高，３２４０～３２５０ｍ深度
范围内胶结作用较强。

（３）下白垩统储层砂岩主要发育的孔隙类型
有粒间孔隙、粒内孔隙、填隙物内孔隙和次生裂

缝。其粒间孔隙可分为粒间扩大孔和粒间缩小孔；

粒内孔隙主要为次生粒内溶蚀孔；填隙物内孔隙主

要是凝灰质填隙物内孔；次生裂缝主要为压裂缝。

（４）下白垩统储层砂岩具有特低孔超低渗的
特征，成岩作用对储层的影响具有双重性。压实作

用、压溶作用、重结晶作用和胶结作用使砂岩孔隙

度减小，降低了储层的物性，为破坏性成岩作用；

交代作用、溶蚀作用和蚀变作用对储层孔隙发育有

利，改善了储层的物性，为建设性成岩作用。孔隙

度和渗透率整体上随深度变浅有增高趋势，在深度

为３０００～３０２０ｍ和３１４０～３２５０ｍ时存在异常高
值，孔隙度与渗透率的异常高值带为次生孔隙发

育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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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Ｊ］．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０６，２０（２）：２６８２７６．

［２］ 杜民，王改云，刘金萍，等．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地
层划分及沉积特征 ［Ｊ］．特种油气藏，２０１４，２１
（２）：５１５７．
ＤＵＭｉｎ，ＷＡＮＧＧａｉｙｕｎ，ＬＩＵＪｉｎｐｉｎｇ，ｅ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ｉ
ｇｒａｐｈｉｃ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ｎ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Ｊ］．Ｓｐｅ
ｃｉａｌＯｉｌａｎｄ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２０１４，２１（２）：５１５７．

［３］ 陈亮，刘振湖，金庆焕，等．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中
新生代构造演化 ［Ｊ］．大地构造与成矿学，２００８，３２
（３）：３０８３１６．
ＣＨＥＮＬｉａｎｇ，ＬＩＵＺｈｅｎｈｕ，ＪＩＮＱｉｎｇｈｕａｎ，ｅｔａｌ．Ｍｅ
ｓｏＣｅｎ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ａｓ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
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Ｊ］．Ｇｅｏ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ａｅｔＭｅｔａｌｌｏｇｅｎｉａ，
２００８，３２（３）：３０８３１６．

［４］ 肖丹，石万忠，王嘹亮，等．北黄海盆地东部 Ｍ隆
起构造特征及演化 ［Ｊ］．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
２０１６，３６（５）：７５８４．
ＸＩＡＯＤａｎ，ＳＨＩＷａｎｚｈｏｎｇ，ＷＡＮＬｉａｏｌｉａｎｇ，ｅｔａｌ．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ｕｐｌｉｆｔｉｎ
ｔｈｅｅａｓｔａｒｅａｏｆ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
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６（５）：７５８４．

［５］ 胡小强，沈艳杰，高丹，等．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沉
积层序充填与盆地演化 ［Ｊ］．世界地质，２０１５，３４
（４）：１０４２１０５１．
ＨＵ Ｘｉａｏｑｉａｎｇ，ＳＨＥＮ Ｙａｎｊｉｅ，ＧＡＯ Ｄａｎ，ｅｔａｌ．
Ｆｉｌｌｅｄ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ｎｄｅｖｏｌ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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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ａｇ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Ｊ］．Ｇｌｏｂ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４（４）：１０４２１０５１．

［６］ 马文，於文辉，张世晖．北黄海盆地地质构造特征及
其演化 ［Ｊ］．海洋地质动态，２００５，２１（１１）：２１
２７．
ＭＡＷｅｎ，ＹＵＷｅｎｈｕｉ，ＺＨＡＮＧＳｈｉｈｕｉ．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
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ａｎｄｉｔｓ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０５，２１（１１）：２１２７．

［７］ 龚承林，雷怀彦，王英民，等．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
构造演化与油气地质特征 ［Ｊ］．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
质，２００９，２９（１）：７９８６．
ＧＯ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ｉｎ，ＬＥＩＨｕａｉｙａｎ，ＷＡＮＧＹｉｎｇｍｉｎ，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ｅｖｏｌｕ
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Ｊ］．ＭａｒｉｎｅＧｅｏｌｏｇｙ＆Ｑｕａｔｅｒｎａｒｙ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９，２９
（１）：７９８６．

［８］ 王改云，刘金萍，简晓玲，等．北黄海盆地下白垩统
致密砂岩储层特征及成因 ［Ｊ］．地球科学，２０１６，４１
（３）：５２３５３２．
ＷＡＮＧＧａｉｙｕｎ，ＬＩＵＪｉｎｐｉ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ａｏｌｉｎｇ，ｅｔ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ｇｅｎｅｔｉｃ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ｔ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ｏｆＬｏｗｅｒＣｒａｔａｃｅｏｕｓｉｎＮｏｒｔｈＹｅｌｌｏｗＳｅａＢａｓｉｎ
［Ｊ］．Ｅａｒｔｈ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６，４１（３）：５２３５３２．

［９］ 禚志博，朱占平，丁歌，等．内蒙古林西地区晚二叠
世林西组碎屑岩成岩作用及其对储层物性的影响

［Ｊ］．世界地质，２０１６，３５（４）：１０５８１０６５．
ＺＨＵＯＺｈｉｂｏ，ＺＨＵＺｈａｎｐｉｎｇ，ＤＩＮＧＧｅ，ｅｔａｌ．Ｃｌａｓ
ｔｉｃ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ＬａｔｅＰｅｒｍｉａｎＬｉｎｘ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Ｌｉｎｘｉ
ａｒｅａ，Ｉｎｎ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
ｅｒｔｉｅｓ［Ｊ］．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６，３５（４）：１０５８
１０６５．

［１０］ 张钟月，高福红，杨扬，等．梨树断陷十屋油田营
城组砂岩成岩作用特征及孔隙演化 ［Ｊ］．世界地质，
２０１５，３４（１）：１５７１６６．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ｎｇｙｕｅ，ＧＡＯＦｕｈｏｎｇ，ＹＡＮＧＹａｎｇ，ｅｔ
ａｌ．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ｐｏ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
ｓｔｏｎｅｉｎ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ｈｉｗｕ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ｉｎＬｉｓｈｕ
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５，３４（１）：
１５７１６６．

［１１］ 王伟，王兴志，张帆，等．四川广安地区须家河组
四段储层成岩作用与孔隙演化 ［Ｊ］．世界地质，
２０１０，２９（１）：９６１０３．
ＷＡＮＧＷｅｉ，ＷＡＮＧＸｉｎｇｚｈｉ，ＺＨＡＮＧＦａｎ，ｅｔａｌ．

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ｐｏ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ｔｈｅ４ｔｈ

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Ｘｕｊｉａ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ｕａｎｇ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Ｓｉ
ｃｈｕａｎ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Ｊ］．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２９（１）：
９６１０３．

［１２］ 洪雪，赵洪伟，沙娟芳．彰武断陷沙海组碎屑岩储
层成岩作用及对储层物性的影响 ［Ｊ］．世界地质，
２０１１，３０（３）：４１０４２１．
ＨＯＮＧＸｕｅ，ＺＨＡＯＨｏｎｇｗｅｉ，ＳＨＡＪｕａｎｆａｎｇ．Ｄｉａ
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ｏｃｋ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ｔｏｒｅｓ
ｅｒｖｏｉｒ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ｉｎＳｈａｈａｉ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Ｚｈａｎｇｗｕ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Ｇｌｏｂａｌ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１，３０（３）：
４１０４２１．

［１３］ 郑锐．鄂尔多斯盆地 ＺＣ地区长４＋５储层成岩作用
及其对储层性质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 ［Ｄ］．西
安：西北大学，２０１１．
ＺＨＥＮＧＲｕｉ．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ｉｔｓｉｍｐａｃｔｏｎ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ｏｆＣｈａｎｇ４＋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ｏｆＹａｎｃｈａ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ＺＣａｒｅａｏｆＯｒｄｏｓＢａｓｉｎ：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ｓｉｓ［Ｄ］．
Ｘｉａｎ：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２０１１．

［１４］ 王春连．四川盆地东北部长兴组碳酸盐岩储层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Ｄ］．成都：成都理工大学，２０１０．
ＷＡＮＧＣｈｕｎｌｉａ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ｃａｒｂｏｎ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ｏｆ
ｔｈｅＣｈａｎｇｘｉ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ＳｉｃｈｕａｎＢａｓｉｎ：
ｍａｓｔｅｒｓｄｅｇｒｅｅｔｈｅｓｉｓ［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
ｓｉｔｙｏｆ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０．

［１５］ 刘宝口，张锦泉．沉积成岩作用 ［Ｍ］．北京：科学
出版社，１９９２：９８９９．
ＬＩＵＢａｏｋｏｕ，ＺＨＡＮＧＪｉｎｑｕａ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ｄｉａｇｅｎｅ
ｓｉ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９８９９．

［１６］ 朱平，王成善．海拉尔盆地碎屑储集岩成岩变化与
孔隙演化关系 ［Ｊ］．矿物岩石，１９９５，１５（２）：４１
４６．
ＺＨＵＰｉｎｇ，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ｓｈａ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ｒｅｉｎ
ｔｈｅｃ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ｒｏｃｋｏｆＨａｉｌａｅｒＢａｓｉｎ［Ｊ］．Ｍｉｎｅｒａｌ
Ｒｏｃｋｓ，１９９５，１５（２）：４１４６．

［１７］ 邱隆伟，姜在兴，席庆福．欧利坨子地区沙三下亚
段火山岩成岩作用及孔隙演化 ［Ｊ］．石油与天然气
地质，２０００，２１（２）：１３９１４７．
ＱＩＵＬｏｎｇｗｅｉ，ＪＩＮＧＺａｉｘｉｎｇ，ＸＩＱｉｎｇｆｕ．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ａｎｄｐｏｒ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ｗｅｒＥｓ３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Ｏｕｌｉ
ｔｕｏｚｉｒｅｇｉｏｎ［Ｊ］．Ｏｉｌ＆Ｇａｓ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０，２１（２）：
１３９１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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