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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主要从沉积、成岩方面及与之相关的因素来分析渤海湾盆地深部有利储层发育的主控因素。研

究认为，除了沉积作用外，低地温梯度、高沉积速率、高加热速率、高生烃强度和异常压力等因素影响了成岩作用的

进程和强度，对深部储层原生孔隙的保存和次生孔隙的形成产生积极的作用，造成了中部黄骅坳陷深层相对高孔高

渗储层发育层段多，物性好，而东部辽河坳陷次之，西部冀中坳陷最差。

关键词：渤海湾；深部储层；沉积作用；成岩作用

　　渤海湾盆地深部储层指主力含油层系以下，埋
深大于３５００ｍ的储层（谯汉生等，２００２），因基底起
伏形态和沉积古地形及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在不

同地区对应的地层层位不同。由于埋藏深度大，所

以深部储层主要处于晚成岩阶段，强烈的破坏性成

岩作用使得深部储层的物性一般较差。从构造演化

机理分析，作为主动裂谷盆地断陷期发育的储层，其

储集物性一般较坳陷期和被动裂谷盆地的储层物性

要差（欧阳文生等，２００７）。从对深部储层物性的统
计结果来看，大于３５００ｍ埋深时，孔隙度绝大多数
小于 ２５％，一般小于 １５％；渗透率绝大多数小于
１００×１０－３μｍ２，一般小于 １０×１０－３μｍ２，说明深部
储层以低孔、特低孔 －低渗、特低渗为主。因此，深
层油气富集的高产区块首先取决于对相对高孔高渗

发育带形成的主控因素的分析。

众所周知，沉积作用是决定储层孔隙发育的物

质基础，但不同地区由于地质条件的差异，地温梯

度、沉积速率、加热速率、生烃强度和异常压力等作

用特征存在差异性，造成深部储层的发育在不同地

区有所不同。深部有利储层主要是指处于深部相对

高孔高渗发育带的储集砂体。

１　渤海湾盆地深部储层的沉积特征

１．１　岩石学特征
渤海湾盆地古近纪主要发育四大盆缘水系物源

（燕山褶皱带水系、太行山水系、鲁西隆起水系和辽

东隆起水系）和埕宁隆起、沧县隆起和沙垒田凸起

等盆内低隆起或凸起物源。其中冀中坳陷主要以太

行山隆起物源为主，断陷早期发育一定的来自东部

沧县隆起的物源。黄骅坳陷主要以燕山褶皱带物源

为主，也存在埕宁隆起物源、沧县隆起物源和沙垒田

凸起物源。辽河坳陷主要以西部燕山褶皱带物源和

辽东隆起物源为主。不同物源区母岩成分和搬运距

离不同造成上述地区深部储层的岩石学特征存在差

异。辽河油田东、西部凹陷深层的母岩主要为花岗

片麻岩、基性火山岩、混合岩、混合花岗岩、中酸性喷

出岩、变质岩及灰岩。砂岩的岩石类型以岩屑长石

砂岩为主，其次为长石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石英

含量一般在９０％ ～５００％之间，平均３２１％。长
石含量在１７０％ ～４３０％之间，平均３１３％，以钾
长石为主，其次为斜长石。岩屑含量一般在１１０％
～４４０％之间，平均 １８５％，岩屑类型有花岗岩、
中—酸性喷出岩、石英岩及硅质岩、动力变质岩和片

岩岩屑。

黄骅坳陷的母岩岩性主要为中酸性岩浆岩、混

合花岗岩、中酸性花岗岩和沉积岩。深层砂岩的岩

石类型以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砂岩为主。石英含量



为 ２０％ －４６％，平均 ３５５％。长石含量 ２５％ ～
５４％，平均４６１％。岩屑平均含量２０％，岩屑成分
以火成岩为主。

冀中坳陷的母岩主要为花岗片麻岩、酸性喷发

岩、沉积岩，其次为石英岩、片岩和千枚岩。深层碎

屑岩以长石砂岩和岩屑长石砂岩为主，仅在晋县凹

陷和廊固凹陷出现岩屑砂岩。石英的平均含量为

４３１％，长石平均含量为 ３４９％，岩屑平均含量为
１７１％。

可见，黄骅坳陷深部储层的长石含量最高，冀中

坳陷、辽河坳陷次之，它们分别为：４６１％、３４９％、
３１３％（图１ａ）。长石高含量区主要分布在沧县隆
起两侧，其原因可能是在古近系沉积时，周边变质岩

或花岗岩及沧县隆起的石炭系 －二叠系长石砂岩、
岩屑长石砂岩等为沉积区提供了丰富的长石。各油

田古近系深层储层岩屑的含量相近，在１７％ －２０％
之间。

１．２　有利沉积相带
不同沉积环境下形成的不同类型的砂体，其碎

屑成分、粒度、分选、单层厚度等方面有明显差异，也

决定了它们具有不同的原始储集条件。原始储集条

件愈优越，愈有利于保存和形成深层高孔隙发育带。

研究表明，渤海湾盆地深层不同地区有利的沉积相

带不同，辽河坳陷主要是（扇）三角洲前缘的水下分

流河道微相，黄骅坳陷有利的沉积微相是重力流主

水道微相和（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微相，而

冀中坳陷最有利的沉积相带是河流相和三角洲前缘

亚相。因为这些相带砂体成分成熟度和结构成熟度

相对较高，具有较高的长石和石英含量，原始物性

好，为酸性热流体运移和溶解物质迁移提供很好的

运移通道，而且长石含量高为后期的溶解作用的发

生提供了物质基础。

２　生烃强度越大，有机酸的产量越高，
就越有利于次生孔隙的发育

　　渤海湾盆地深层碎屑岩储层次生孔隙发育程度
除与储层中可溶性组分的含量有关外，还与烃源岩

的发育程度有关。厚度大、有机质类型好、丰度高的

烃源岩生烃潜力大，产酸量也高（苗建宇等，２０００；
卢焕勇等，１９９６）。生烃强度是衡量烃源岩生烃潜
力大小的一个定量指标。所以，烃源岩的生烃强度

与有机酸的产量呈正相关关系，它影响着同一个凹

（坳）陷内储层中次生孔隙的发育程度，即：生烃强

度越高，产酸量越大，储层次生孔隙越发育，否则反

之。根据“九五”期间的最新资源评价结果，渤海湾

盆地冀中坳陷、黄骅坳陷和辽河坳陷的平均生烃强

度分别为２６２×１０４ｔ／ｋｍ２、４６５×１０４ｔ／ｋｍ２和５６２
×１０４ｔ／ｋｍ２（图１ｂ）。三个坳陷中冀中坳陷的生烃
强度最低，在埋深大于４５００ｍ之后，次生孔隙就不
太发育，孔隙度小于１０％。而黄骅坳陷和辽河坳陷
储层孔隙度在同一深度下可达１５％以上。储层中
自生ＳｉＯ２的含量也从另一方面支持了这一观点，干
酪根在晚成岩阶段降解脱羧，排出ＣＯ２和有机酸，形
成酸性热流体，溶蚀硅酸盐矿物长石的同时，形成

ＳｉＯ２（Ｓｕｒｄａｍｅｔａｌ．，１９８９），所以该自生 ＳｉＯ２的含量
与次生孔隙的发育成正相关关系。在这三个坳陷

中，黄骅坳陷的自生 ＳｉＯ２的含量最高，一般大于
１０％，辽河坳陷次之，冀中坳陷最低，其储层中 ＳｉＯ２
的含量一般小于１％，最大不超过４％（图１ｃ）。

３　低地温梯度、高沉积速率使成岩阶
段深度和次生孔隙发育范围下移

　　大地热流折射降温使深凹区成岩强度降低、次
生孔隙带加深。各凹陷相同成岩阶段所对应的深度

不尽相同，地温梯度越高，其成岩强度越强。而地温

梯度的高低主要与基底埋深有关，这是大地热流折

射的结果。当大地热流从中生界进入新生界时，由

于中、新生界热导率的不同，在不整合附近将发生热

流的折射，折射的结果使大地热流折向盆地的凸起

区和斜坡带，从而使得凸起区和斜坡区具有较高的

大地热流和地温梯度，而深凹区具有较低的大地热

流和地温梯度。黄骅坳陷、冀中坳陷和辽河坳陷三

个坳陷中，黄骅坳陷歧北凹陷滩海深凹区的地温梯

度、沉积速率分别为 ３℃／１００和 ３７５ｍ／Ｍａ，而冀中
坳陷饶阳凹陷分别为 ３３℃／１００ｍ和 １３７５ｍ／Ｍａ，
辽河西部凹陷为 ３７℃／１００ｍ和 １４７３６ｍ／Ｍａ（图
１ｄ、图１ｅ）。黄骅坳陷的沉积速率最大，辽河次之，
冀中最小。在深凹低地温梯度区，晚成岩 Ａ期的深
度将下移，次生孔隙发育带的范围扩大，在更深的地

层中存在次生孔隙发育带（图２）。

４　高加热速率控制着有机酸的早排，
并抑制储层的再胶结作用

　　油气的生成和排出与加热速率有关，加热速率
越快，生油门限处的镜质体反射率就越低，从沉积到

进入生油门限的时间就越短，有利于油气的早生和

快生，使烃源岩的含油饱和度迅速达到排烃门限 Ｓ０
（一般Ｓ０＝１％左右），发生初次运移（Ｙüｋｌｅｒｅ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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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渤海湾盆地各坳陷若干参数对比图：（ａ）长石含量；（ｂ）生烃强度；（ｃ）深层二氧化硅含量；
（ｄ）地温梯度；（ｅ）沉积速率；（ｆ）加热速率

Ｆｉｇ．１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ｓｏｍｅ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ａ）ｆｅｌｄｓｐａｒｃｏｎｔｅｎｔ；`
（ｂ）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ｃ）ｃｏｎｔｅｎｔｏｆａｕｔｏｇｅｎｙＳｉＯ２；（ｄ）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

（ｅ）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ｆ）ｈ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

１９８４；肖丽华等，１９９４）。而烃类的早期注入可以减
缓压实作用、抑制胶结作用，同时还有利于后期烃类

分解产生的酸性组分对矿物的溶解，产生次生孔隙。

歧口凹陷滩海在沿岸带发现的深层油气藏在储量上

占的比重很大，主要含油气层位均为渐新统沙河街

组一段，埋深达４０００ｍ左右仍有较好的孔隙度和渗
透率，可能与油气早期充注抑制成岩作用继续进行

有关。歧口凹陷滩海地区在古近纪期间快速沉降，

烃源岩加热速率高，使古近系烃源岩快速进入主要

成熟生烃阶段和排烃阶段，这有利于油气充注未经

长期成岩作用影响的年轻储层，抑制压实和胶结作

用的进行，使深部储层保存较好的孔隙度和渗透率。

板桥凹陷长芦油田沙河街组（沙一段和沙二段为渐

新统，沙三段和沙四段为始新统）油藏埋深达３６００
～３８００ｍ，但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较好，且原生孔隙
比较发育，这主要与油气早期注入储层并抑制了胶

结作用有关，因为该油藏虽然埋藏深度较大，但所含

原油却是低成熟的高密度原油，是烃源岩成熟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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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渤海湾盆地不同凹陷孔隙度随深度变化曲线对比图
Ｆｉｇ．２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ｍａｐｏｆｃｕｒｖｅｓｏｆ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ｖｓ．ｄｅｐｔｈ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

的生烃产物。板深３５井钻探发现了埋深近５０００ｍ
的沙河街组油层，据岩芯铸体薄片、电镜扫描分析，

未见晚成岩期典型胶结物白云石沉淀，这是烃类较

早注入储层，抑制胶结作用的结果。

冀中坳陷、黄骅坳陷和辽河三个坳陷的加热速

率分别为 ５５２℃／Ｍａ、３２℃／Ｍａ、４４２℃／Ｍａ（图
１ｆ）。黄骅坳陷的加热速率最快，成熟前所用的时间
最短，冀中坳陷加热速率最慢，成熟前所用的时间最

长。

５　异常压力延迟有机酸释放、利于深
部次生孔隙发育的同时，也利于原

生孔隙的保存

　　渤海湾盆地高压异常对深层高孔隙发育带的形
成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①异常高压抑制有
机酸的排出，有利于深部储层形成次生孔隙。早在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ＭｃＴａｖｉｓｈ（１９７８）就提出了有关
异常高压对有机质热演化抑制的观点（ＭｃＴａｖｉｓｈ，
１９７８），我国学者在莺歌海—琼东南盆地也发现了
这一现象（Ｈａｏ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郝芳等，１９９６），渤
海湾盆地黄骅坳陷板桥和歧口凹陷也存在类似的问

题（图３）。有机质热演化生烃和 ＣＯ２与有机酸的排
出是同时进行的，所以，在超压抑制有机质热演化的

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延迟了有机酸和 ＣＯ２的排出。
这样在更深的地层范围，干酪根可以降解生烃，同时

排出ＣＯ２和有机酸，形成酸性热流体，溶蚀储层中的
易溶组分，产生次生孔隙。②异常高压可减小岩石
格架承受的有效应力，减小机械压实作用对储层孔

隙的影响。异常高压所产生的直接效果是原来由颗

粒格架承受的地层负荷一部分由孔隙流体承担，使

得地层内的流体压力超过静水压力，降低了砂体所

图３板桥和歧口凹陷超压对Ｒｏ的抑制作用

Ｆｉｇ．３Ｔｈｅｉｎｈｉｂｉｔｏｒｙ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ｔｏＲｏｉｎｔｈｅＢａｎｑｉａｏａｎｄＱｉｋｏｕＳａｇｓ

承受的有效应力，抑制了储层机械压实，从而对储层

的孔隙起到保护作用。据 Ｓｃ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７）和寿建峰
等（１９９８）的研究结果，每超压１０００ｐｓｉ（６９ＭＰａ），可
以保护１５％ ～２１％的砂岩孔隙度（Ｓｈｅｒｅｒ，１９８７；
寿建峰等，１９９８）。③异常高压可增加化学反应的
活化能，抑制胶结作用。异常高压抑制有机质热演

化的实质是增加了化学动力学反应的活化能（Ｈａｏ
Ｆａｎｇｅｔａｌ．，１９９５）。成岩作用中的许多化学反应，如
石英次生加大和粘土矿物演化均服从化学动力学定

律 （孟 元 林 等，１９９６；Ｗａｌｄｅｒｈａｕｇ，１９９６；Ｍｅｎｇ
Ｙｕａｎｌ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１），由此进一步推断，由于异常高
压增加了成岩反应的活化能必将抑制石英次生加大

和粘土矿物转化等成岩作用的进行，从而抑制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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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矿物的形成与储层的胶结作用。

渤海湾盆地深层高压异常压力带与高孔隙发育

带、含油气性有明显的关系，主要表现在高压异常带

之中和之下的砂岩储层具有较高的孔隙度。例如，

在黄骅坳陷中北区，在晚成岩 Ａ１期，孔隙仍以混合
孔隙为主，有大量原生孔隙发育，而在晚成岩 Ｂ期
仍发育次生孔隙，孔隙的演化阶段比其它凹陷下移

了一个成岩期。

图４渤海湾盆地不同地区异常高孔隙带发育剖面图
Ｆｉｇ．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ｙｈｉｇｈ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ｒｅａｏｆ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

６　不同地区高孔高渗带发育的差异性
渤海湾盆地不同坳陷深部储层的岩石学特征、

沉积环境、地温梯度、生烃强度、沉积速率、加热速率

以及地层压力的差异，导致次生孔隙的发育程度不

同地区有很大的差异。综合分析表明（图４），黄骅
坳陷（尤其是歧口和板桥凹陷）的异常高孔隙发育

带层数最多，而且深度也最深，４８００ｍ时仍存在高孔
隙发育带。辽河坳陷深层的异常高孔隙带也比较发

育，但较黄骅坳陷略差，而以廊固凹陷为代表的冀中

坳陷异常高孔隙带不很发育。主要原因是：黄骅坳

陷易溶组分长石含量最高，为后期溶解作用的发生

提供了很好的物质基础；同时黄骅坳陷的生烃强度

也较大，为溶解作用的发生提供了更多的酸性流体；

黄骅坳陷的地温梯度最低，沉积速率最大，所以相同

的深度所发生的成岩作用最弱，可以在更深的地层

中发育高孔高渗带；黄骅坳陷的加热速率最大，高的

加热速率有利于油气的早生和快生，可使烃源岩的

含油饱和度迅速达到排烃门限饱和度，发生初次运

移。烃类的早期注入，阻碍了储层的再胶结作用，有

利于次生孔隙的保存。冀中坳陷的长石含量中等，

也可以为后期溶解作用的发生提供较好的物质基

础，但是冀中坳陷的生烃强度最低，沉积速率最低，

加热速率最低，地温梯度较高，这些不利因素使得冀

中的次生孔隙发育差。辽河坳陷虽然长石含量低，

但也达到３０％以上，而且生烃强度最大，沉积速率
和加热速率也较高，所以辽河的次生孔隙也比较发

育，仅次于黄骅坳陷。

７　结论
（１）从岩石组分分析来看，四大物源母岩成分

的不同导致各坳陷深部储层岩石组分差异较大，黄

骅坳陷长石含量高，为后期溶解作用的发生提供了

很好的物质基础，而辽河和冀中坳陷略低。

（２）多种因素控制深部储层异常高孔隙带的发
育程度，不同地区具较大差异性。黄骅坳陷生烃强

度较大，地温梯度低，沉积速率大，加热速率大，使得

深部储层的溶解作用强，压实和胶结等作用相对弱，

从而决定了黄骅坳陷深层的异常高孔隙带最发育；

辽河坳陷生烃强度大，沉积速率和加热速率较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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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辽河坳陷深层的异常高孔隙带也比较发育，但较

黄骅坳陷略差。冀中坳陷生烃强度低，地温梯度高，

沉积速率和加热速率低，造成了冀中坳陷深层的异

常高孔隙带不很发育。

（３）开展深部储层相对高孔高渗带的研究和评
价，应结合研究区的沉积、成岩和构造等多方面的特

征来分析其发育段和地质特征，打破深部油气勘探

的储层禁区，开拓深部油气勘探的巨大潜力。

参　考　文　献　／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郝芳，李思田，孙永传．１９９６．莺歌海—琼东南盆地的有机质成熟作
用及油气生成模式，中国科学（Ｄ辑），２６（６）：５５５～５６０．

卢焕勇，袁佩芳，祝宗琪等．１９９６．胜利油田下第三系沙河街组烃源
岩热解产物初析．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６（６）：５１６～
５１８．

孟元林，肖丽华，王建国．１９９６．粘土矿物转化的化学动力学模型及
其应用．沉积学报，ｌ４（２）：１１０～１１６．

苗建宇，祝宗琪，刘文荣等．２０００．济阳坳陷下第三系温度、压力与深
部储层次生孔隙的关系．石油学报，２１（３）：３６～４０．

欧阳文生，张枝焕，陆黄生等．２００７．储集层沉积的两种极端模
式———主动裂谷和被动裂谷．石油勘探与开发，３４（６）：６８７～
６９０．

谯汉生，方朝亮，牛嘉玉，关德师．２００２．中国东部深层石油地质．北
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１～４６

寿建峰，朱国华．１９９８．砂岩储层孔隙保存的定量预测研究，地质科
学，２：２４４～２４９．

肖丽华，孟元林．１９９４．生烃史模型中存在的问题．长春地质学院学
报，２４（３）．８７～９０．

ＨａｏＦａｎｇ，ＳｕｎＹｏｎｇｃｈｕａｎ，ＬｉＳｉｔｉａｎ，ａｎｄＺｈａｎｇＱｉｍｉｎｇ．１９９５．
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 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ｒｇａｎｉｃｍａｔｔｅｒ ｍ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 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ｆｒｏｍ ｔｈｅＹｉｎｇｇｅｈａｉａｎｄ
Ｑｉｏｎｇｄｏｎｇｎａｎｂａｓｉｎｓ，ｏｆｆＳｏｕｔｈＣｈｉｎａｓｅａ．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７９（４）：
５５１～５６２．

ＭｃＴａｖｉｓｈＲＡ．１９７８．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ｒｅｔａｒ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ｉｔｒｉｎｉｔｅｄｉｇｅｎｅｓｉｓ，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Ｅｕｒｏｐｅ．Ｎａｔｕｒｅ，２７１（１６）：６４８～６５０．

ＭｅｎｇＹｕａｎｌｉｎ，ＹａｎｇＪｕｎｓｈｅｎｇ，ＸｉａｏＬｉｈｕａａｎｄＬｉｃｈｅｎ．２００１．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ａｏＤｏｎｇｈｅｎｇ．
ｅｄ．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ｓｏｆⅩⅢ Ｋｅｒｕｌｉｅ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
Ｓｈｉｊｉａｚｈｕａｎｇ，Ｐ．Ｒ．Ｃｈｉｎａ，２５～２７．

ＳｈｅｒｅｒＭ．１９８７．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ｉｎ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ｓ：Ａ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７１（５）：４８５～４９１．

ＳｕｒｄａｍＲＣ，ＣｒｏｓｓｅｙＬＪ，ＨａｇｅｎＥＳ．ＨｅａｓｌｅｒＨＰ．１９８９．Ｏｒｇａｎｉｃ—
ｉｎ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ｎ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７３（１）：１～２３．

ＷａｌｄｅｒｈａｕｇＯ．１９９６．Ｋｉｎｅｔｉｃｍｏｄｅｌｉｎｇｏｆｑｕａｒｔｚｃ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ｌｏｓｓｉｎｄｅｅｐｌｙｂｕｒｉｅｄｓａｎｄｓｔｏｎ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ＡＡＰＧＢｕｌｌ．，７４：７３１～
７４５．

ＹüｋｌｅｒＭＡ，ＦｒｉｔｚＫ１９８４．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ｍｏｄｅｌｓｕｓｅｄ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ｏｒｇａｎｉｃ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Ｉｎ：ＢｒｏｏｋｓＪａｎｄＷｅｌｌｅＤ．ｅｄｓ．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Ｖｏｌ．１．Ｌｏｎｄｏｎ：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６９～
１１３．

Ｍａｊｏｒ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ＤｅｅｐＬｅｖｅｌｏｆ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

ＪＩＡＮＧＬｉｎｇｚｈｉ１），ＮＩＵＪｉａｙｕ１），ＺＨＡ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２），ＸＵＧｕｏｍｉｎ２），ＭＥＮＹｕａｎｌｉｎ３），ＸＩＡＯＬｉｈｕａ３）

１）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Ｂｅｉｊｉｎｇ，１０００８３；
２）Ｌｉａｏ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Ｐｅｔｒｏｃｈｉｎａ，Ｐａｎｊｉ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１２４０１０；

３）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Ｂｒａｎｃｈ，Ｄａｑ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Ｑｉｎｈｕａｎｇｄａｏ，Ｈｅｂｅｉ，０６６００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Ｍａ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ｔｈｅ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ａ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ｄｏｎ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ａｎｄｏｔｈｅ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ｆａｃｔｏｒ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ｅ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ｏｆ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ｌｏｗ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ｉｃｇｒａｄｉｅｎｔ，ｈｉｇｈｄｅ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ｒａｔｅ，ｈｉｇｈｈｅａｔｉｎｇｒａｔｅ，ｈｉｇｈ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ａｎｄ
ｏｖｅｒｐｒｅｓｓｕｒｅａｒｅｍａｉｎｆａｃｔｏｒｓｆｏ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ｏｍａｌｙｈｉｇｈ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ｉｎ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ｏｆｔｈｅ
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ｂｅｃａｕｓｅｔｈｅｙａｆｆｅｃｔｅｄ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ｏｆ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ｈｉｇｈ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ａｎｄｈｉｇｈ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ｉｎｔｅｒｖａｌｓｗｅｒｅｂｅ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ｔｈｅＨｕａｎｇｈｕａ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ｃｏｎｄｉｎｔｈｅＬｉａｏｈｅ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ａｎｄ
ｗｏｒｓｔｉｎｔｈｅＪｉｚｈｏｎｇ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ＢｏｈａｉＢａｙｂａｓｉｎ；ｄｅｅｐｂｕｒｉｅｄ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ｅｎｅｓｉｓ

６３７ 地　质　论　评 ２００９年



７３７第 １期 蒋凌志等：渤海湾盆地深部有利储层发育的主控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