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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野外剖面及岩心观察的基础上，结合镜下薄片、扫描电镜、阴极发光及物性分析等对建南地区长兴组的储

层特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长兴组礁滩储层岩性以礁云岩、礁灰岩和颗粒云岩为主，储集空间以晶间孔、晶间溶孔

和裂缝为主，为裂缝 孔隙型储层。储层物性中等 较差，为低孔中低渗储层。储层的发育主要受岩性、沉积相、相对

海平面变化、成岩作用等方面的控制，其中储层以台缘礁滩相为有利相带，发育于相对海平面下降时期，岩性以礁云

岩和礁灰岩为主。白云石化作用是储层发育的基础，溶蚀作用和破裂作用则是改善储层物性的关键。采用孔隙度

和渗透率两个参数对长兴组礁滩储层进行综合评价，认为储层类型主要为"类（低孔低渗），其次为#类（特低孔特

低渗），$类（中孔中渗）和%类（高孔高渗）储层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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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建南气田发现生物礁滩以后，在黄莲峡、见天

坝、盘龙洞等地区先后也发现了生物礁滩（陈劲人

等，BCDB；邹军成等，EFFG；胡明毅等，EFBB；H+!"
#$I，EFBE）。随着地质工作者们对川东 鄂西地区二

叠系长兴组生物礁滩储层的勘探程度的逐渐提高，

长兴组生物礁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前人对川

东 鄂西地区长兴组沉积相的特征、储层发育特征及

控制因素方面做了大量研究（马永生等，EFFJ；王瑞

华，EFFK；姜忠正，EFFC）。就建南地区而言，仅秦

军等（EFBF，EFBB）用三维地震方法证实陆棚北部存

在台缘礁储层，推测南部也存在类似的储层；张建勇

等（EFBF）从地球化学的角度说明了建南地区礁滩气

藏的特征。总的来说，前人对长兴组的研究大多偏

重于层序、沉积相和气藏特征分析等，而对建南地区

以薄片鉴定为基础的储层特征研究相对薄弱。因

此，本文拟根据储层地质学理论，以野外露头剖面测

量、取心井段观察为基础，结合镜下薄片鉴定、扫描

电镜分析、阴极发光资料和物性分析等，对建南地区

长兴组礁滩相储层特征及储层发育的主控因素进行

综合研究，以了解储层的发育、演化和分布规律，为

储层预测提供地质依据。

B 地质概况

建南地区在地理位置上位于湖北省利川市和重

庆市石柱县境内，构造上位于四川盆地东缘的石柱

复向斜中心，与龙驹坝、茶园坪构造共同构成石柱复

向斜中部高带，三维工区面积约CFF@/E。受区域构

造控制，区内构造及地层走向主体呈北北西向，自东

向西依次包括齐岳山复背斜、石柱复向斜、方斗山复

背斜等次级构造单元（秦军等，EFBB）。研究区发育

有箭竹溪、金竹坪、乐福店、临溪场等局部地貌高点

（图B）。

*I* 层序地层特征

根据野外剖面和岩心观察，结合区域地质背景、

岩性变化及岩 电响应特征，识别出关键的层序界

面，将建南地区长兴组划分为E个三级层序（LMB，

LME）和J个四级层序，其中LMB可进一步划分为

$MB、$ME、$MN三个四级层序，LME分为$MO、$MJ两个四

级层序。LMB底为长兴组与龙潭组分界面，为一岩性

岩相转换界面，呈整合接触，界面之下为龙潭组页

岩，界面之上为长兴组含生屑灰岩。LME底为E个三

级层序的分界面，为一局部暴露不整合界面，界面之

下为LMB顶部的针孔状云岩，界面之上为LME底部

的生屑灰岩（图E）。

*I+ 沉积相特征

长兴组是上二叠统上部的一套碳酸盐沉积物，

分布范围较广泛，厚度一般为BDF#NOF/，西南部及

北东部为台地相带，相对中部的陆棚相带，地层厚度

较大。晚二叠世长兴早期，开江 梁平海槽两侧并未

表现出台地边缘的特征，为“缓坡沉积模式”（郭川

等，EFBB）；随着海侵范围的扩大和构造格局的变

动，本区形成一个分布范围较大的碳酸盐台地，开始

表现为“台地沉积模式”（郭川等，EFBB），发育开阔

台地、台地边缘、台地前缘斜坡和陆棚等相带。陆棚

穿过研究区，主要发育于研究区中部，台缘礁滩环陆

棚两侧分布，典型的台缘礁滩储层有箭竹溪台缘礁、

金竹坪及周缘的台缘礁滩、临溪场台缘礁等。纵向

上，LMB(4L4（海侵体系域）为碳酸盐缓坡沉积，向上

依次过渡为LMB(HL4（高位体系域）和LME的台地边

缘礁滩沉积。

E 储层特征

+I* 储层岩石类型

通过对BB口井岩心和大量岩石薄片的镜下观

察，发现研究区岩石类型以泥 微晶灰岩（或云岩）、

颗粒灰岩（或云岩）、晶粒灰岩（或云岩）、礁灰岩（或

云岩）为主，局部可见花斑状（豹皮状）灰质云岩。礁

灰岩（或云岩）、颗粒／晶粒灰岩（或云岩）为研究区长

兴组储层研究的重点对象。

（B）礁灰岩（或云岩）

礁灰岩（或云岩）一般分布于LMB(HL4，发育于

台地边缘相带，礁云岩一般由礁灰岩发生白云石化

形成。研究区可见粘结礁和障积礁两种类型。造礁

生物主要为海绵，水螅、苔藓虫和藻类次之，附礁生

物有腕足、蜓、有孔虫等。粘结礁主要以蓝绿藻粘结

原地生物形成礁的粘结生长骨架，造礁生物含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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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裂作用

破裂作用主要是指早成岩阶段压实作用形成的

成岩裂缝（溶缝）（图$%）和晚成岩期构造应力形成的

构造裂缝（图$&）（董霞等，’()(）。成岩裂缝在镜下

表现为锯齿状或港湾状，后期可被有机质所充填；构

造裂缝则比较平直，一般呈未充填状态。虽然两者

在发育规模上有显著区别，但是总的来说，裂缝对于

改善储层物性，尤其对提高储层的渗透率起到了关

键作用。

# 储层综合评价

岩性和沉积相主要控制储层发育的储集岩类

型，相对海平面变化主要控制储层发育于层序格架

中的位置，而成岩作用对储层物性的后期改造影响

则最大。对储集岩合理进行分类是评价储层的基

础，国内外学者提出许多储层分类的参数与方法，但

应该用哪几种参数及选用什么方法标准很难统一。

本次研究采用孔隙度、渗透率两个评价参数，结合实

际生产情况进行综合储层分类，分类标准见表)。

表! 建南地区长兴组储层类型划分标准

"#$%&! ’()(*(+,-.(/&.(#0+.12#,34(,35+.6#/(+,
.&*&.)+(./78&*(,9(#,,#,#.&#

类别 ! " # $

储层类型
高孔高渗

储层

中孔中渗

储层

低孔低渗

储层

特低孔特

低渗

孔隙度（*） !)’ )’%+ ’%+ "’
渗透率（)(,!&-’） !)( )(%(")(")%("(() "("(()

根据上述标准，建南地区长兴组储层类型以#
类（低孔低渗）为主，其次为$类（特低孔特低渗），"
类（中孔中渗）和!类（高孔高渗）储层较少。由图.
可以看出，纵向上，四级层序/0’和/0!的123储层

物性最好，/0#和/0+的123次之；横向上，自北西

至南东方向，礁滩储层厚度基本上呈现逐渐增大的

趋势。

+ 结论

（)）建南地区长兴组有利储层岩石类型主要为

礁云岩、礁灰岩和颗粒云岩等，储集空间主要为晶间

孔、晶间溶孔和裂缝，为低孔中低渗裂缝 孔隙型储

层。

（’）长兴组礁滩储层的发育严格受沉积相和相

对海平面变化控制，储层主要发育于相对海平面下

降时期，以台缘礁和台缘滩为最有利的相带，应是进

行储层预测评价的主要对象。

（!）成岩作用对储层特征的影响较大，主要有

白云石化作用，溶蚀作用和破裂作用。白云石化作

用是长兴组礁滩储层中最普遍也最为重要的成岩作

用，溶蚀作用和破裂作用则对改善储层的物性起到

了关键作用。

（#）采用孔隙度和渗透率两个参数对长兴组礁

滩储层进行综合评价，研究表明储层类型主要为#
类（低孔低渗），其次为$类（特低孔特低渗），"类

（中孔中渗）和!类（高孔高渗）储层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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