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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岩性油气藏已成为东营凹陷油气勘探重点。东营凹陷东部在沙三 、沙四段

沉积时期发育了大量厚层烃源岩 , 为圈闭成藏提供了充足的油气资源。勘探证实 ,

东营凹陷东部发育三角洲前缘滑塌浊积 、 深水浊积扇等砂体类型 , 同时发育断裂

型 、 砂体型 、不整合面型等多种输导体系和良好的泥岩盖层。生 、储 、盖条件在时

间 、 空间上具有良好的组合关系 , 为形成砂岩透镜体岩性油气藏和构造-岩性油气

藏提供了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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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东营凹陷是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内的一个次级负向构造单元 , 在渐新世沙三段沉积时期

沿长轴方向发育了大型的复合三角洲———东营三角洲 。东营三角洲位于东营凹陷的东部 , 是

陆相湖盆典型的建设性三角洲
[ 1～ 3]

, 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由于气候湿润 、 雨量充沛 、碎屑物质

供应充足加之该时期区域构造活动强烈 , 因而在三角洲前缘半深湖 —深湖地带发育了许多滑

塌浊积扇体
[ 4 ～ 5]

(图 1)。

经过30余年勘探 、开发 , 东营凹陷已进入高勘探程度阶段 , 寻找大型的整装构造油气藏

的可能性已经越来越小 , 油气勘探方向已逐渐由构造油藏转向岩性油藏和构造-岩性油藏
[ 6]
,

浊积扇砂体以其有利生储盖组合条件而成为油田最具潜力勘探目标之一。为此 , 本文从油气的

成藏条件 、成藏机理及成藏模式对东营凹陷东部沙三和沙四段的浊积扇油藏进行综合分析 、 研

究 , 为深层隐蔽油气藏
[ 7]
勘探开发提供了详细的基础地质资料和新的勘探开发思路。

1　成藏条件分析

1.1　油源条件

在渐新世的沙三中 、 下和沙四上亚段沉积时期东营凹陷的东部除盆地坡折带外 , 还有牛



图 1　东营凹陷东部浊积扇体分布示意图
Fig.1　A sketch showing distribution of turbidite fan in eastern Dongying depression

　

庄洼陷都处于深湖 —半深湖的沉积环境 , 该地区暗色泥岩厚度在沙河街组下部达 1000 ～

1500m , 有机碳含量大于0.5%, 因此该地区内有丰富的烃源岩
[ 8]
,

东营凹陷东部沙四上亚段以深灰色泥岩和灰褐色钙质页岩为主 , 夹薄层白云岩或泥质白

云岩 , 近顶部发育薄层褐灰色油页岩 , 下部发育条带状膏盐等蒸发岩 , 总体上为浅湖—半深

湖咸水沉积环境 。有机碳丰度为 1.5%～ 4%, 干酪根以Ⅰ型和 Ⅱ1型为主 , 烃源岩有机质主

要来源为水生生物 , 饱和烃呈 “单峰型” 分布 。除洼陷边缘外 , 沙四上埋深普遍大于

3000m , 接近生油高峰 , 镜质体反射率 (Ro)大于 0.90%, 为优质烃源岩
[ 9]
。如辛斜 164 、

王70等井在沙四上及沙三中亚段钻遇的浊积扇油藏的油源即来自沙四上亚段的深灰色泥岩 。

沙三下亚段烃源岩主要为深灰色泥岩 、 钙质泥岩和褐灰色油页岩 , 为深湖半咸水环境沉

积。烃源岩有机质丰度较高 , 有机碳含量 (TOC)一般为 2%～ 5%, 油页岩 TOC 可达 5%～

19%, 有机质组成表明水生生物和陆源高等植物均是烃源岩有机质的来源
[ 10]
。干酪根以 Ⅱ1

型为主 , 正构烷烃呈双峰型。沙三下段埋藏深度一般大于 2800m , 镜质体反射率 (Ro)平均

为0.67%, 为优质烃源岩 。如永8井在沙三中 、 下亚段钻遇的浊积扇油藏的油源即为沙三下

亚段的暗色泥岩 。

沙三中亚段主要为灰色-深灰色泥岩夹暗棕色薄层泥岩及杂色泥岩 , 砂岩较发育。为典

型开放型湖泊
[ 11]
沉积 。暗色泥岩有机碳含量为 0.1%～ 4%, 样品有机碳含量一般为 0.2%～

1.2%。有机母质主要为陆生高等植物 , 干酪根类型以 Ⅱ2 和 Ⅲ型为主 , 生烃潜力一般小于

190mg g 。沙三中亚段总体上为淡水弱还原 、弱氧化条件沉积 , 有机质沉积和保存环境较差 。

沙三段中亚段上部埋藏较浅 , 镜质体反射率 (Ro)值一般小于 0.6 , 生烃量相对较小 , 成为

牛庄洼陷主力烃源岩的可能性较小 。沙三段中亚段下部埋藏较深 , 该相带形成的泥岩厚度较

大 , 属于湖退阶段半深湖还原环境成因类型 , 有机碳含量 (TOC)一般为 2%～ 4%, 有机质

类型为 Ⅰ-Ⅱ1 型 , 属于较好的烃源岩
[ 12]
。如莱 111 、 永 89井在沙三中亚段钻遇的浊积扇油

藏的油源主要来自沙三中亚段的深灰色泥岩 。

综上所述 , 该地区深部主力烃源岩为沙三下和沙四上亚段半深湖—深湖相暗色泥岩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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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的牛庄—六户局部地区 (约 300km
2
)进行盆地生烃史模拟 , 计算出沙三中 、下和沙四

上亚段生烃总量为 9×10
8
t , 排烃量为2.27×10

8
t , 取聚集系数

[ 13]
为0.40 ～ 0.50 , 则牛庄洼陷

油气资源量为 8.92×10
7
～ 1.115×10

8
t , 因此该地区深部油气资源量非常丰富。

1.2　输导体系

根据输导体系组成元素及其在油气运移中所起作用 , 可以将东营凹陷东部地区深部地层

的输导体系划分为断裂型输导体系 、砂体型输导体系 、不整合面型输导体系和复合型输导体

系 (图2)。

图 2　东营凹陷东部深部浊积扇油藏的疏导体系模式图
Fig.2　Carrier system model of deep turbidite fan reservoir in eastern Dongying depression

①砂体型输导体系;②断裂型输导体系;③复合型输导体系;④不整合面型输导体系
　

由于该地区浊积扇砂体较为发育 , 并且与断层对接较好 , 油气可以通过砂体—断层呈阶

梯式运移 , 为油气成藏提供了优质输导系统 。砂体—断层 (开启的)型输导系统中 , 断层两

盘砂体的接触程度的大小直接影响到输导体系输导能力 , 若断层两盘砂体完全接触或接触面

很大 , 则该输导体系的输导能力较强 , 反之则较差。东营凹陷东部坡折带输导系统的输导能

力较强 , 油气较为富集。

对东营凹陷东部坡折带输导动力研究发现 , 该地区深部超压为油气运移提供了充足动

力 , 使得油气生成后可以在油源断层 、 优质砂体及不整合面等组成的输导系统顺利地向浅部

或侧向运移 。油气运移过程中受次级断层和层内砂岩非均质性影响 , 运移路径不断复杂化 。

但主要的运移路径仍为断裂系统和浊积砂体本身 , 断裂系统是最主要的运移通道 , 由于莱

60井区断裂系统非常发育 (图 1), 且该井钻遇的沙四上和沙三中亚段的浊积扇油藏的含油

饱和度较高。由于该区位于断陷湖盆东营凹陷的东坡折带的边缘 , 控盆断裂控制下 , 次级生

长断层以及相关的裂缝非常发育 , 为凹陷内部深层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向浅部运移提供了良好

的通道。另外 , 被泥岩包围的浊积砂体本身也为周围油气的进入提供了非常优质的通道 。

总之 , 本区发育的断层与浊积扇体在空间上相互匹配 、组合 , 构成了研究区内油气运移

的立体通道。油气在各种动力的作用下可沿着优质输导系统进行运移 , 并最终在合适的圈闭

中聚集成藏。

1.3　储集条件

东营凹陷东部深层浊积扇油藏的储集层主要为三角洲前缘滑塌形成的滑塌浊积扇砂体和

带有物源补给通道的浊积扇砂体。该区浊积扇砂体的形成主要通过两种途径:1)沙三中亚

段沉积时期 , 物源充足 , 东营三角洲大规模的发育 , 三角洲快速的向前进积。由于三角洲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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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的快速堆积 , 在其前方逐渐形成角度较大的斜坡 , 当沉积物倾斜角超过休止角 , 或由于该

时期强烈构造活动 , 致使三角洲前缘砂体向湖盆深部滑塌 、 再沉积形成大量的滑塌浊砂体 ,

辛斜 164 、莱 60井在沙四上亚段钻遇的浊积扇体即为该类型的砂体;2)沙三中 、 下亚段沉

积时期 , 降雨充沛 , 气候湿润 , 东营凹陷东部的部分支流携带大量的碎屑物质沿下切水道直

接注入湖盆 , 在湖盆深处形成带有补给通道的浊积扇 (深水浊积扇), 永 97井在沙四上 、沙

三中亚段钻遇的浊积扇体即为该类型的砂体 。

根据统计对研究区的 150口井进行统计可知 , 该区浊积扇砂体储层占油田总储层的80%

以上 , 层位上对应于沙三中 、下和沙四上亚段。凹陷内 , 自东向西已发现东科 1 、 牛 21井

等富含油的深水浊积扇体 。牛 81井附近三角洲前缘滑塌浊积扇较为发育 。随着三角洲自东

向西的推进 , 东营凹陷东部深层滑塌浊积体及深水浊积扇砂体的分布自下而上由东向西不断

的迁移 , 浊积砂体的展布规律充分显示了三角洲沉积体系在该区油气成藏中储集体的宏观分

布规律
[ 14 ～ 15]

。

研究区内沙三中 、下及沙四上亚段储集层埋深多为 2900 ～ 3350m , 岩性以细砂岩为主 ,

粉砂岩次之 , 含有少量粗砂岩和不等粒砂岩 , 并具有下粗上细沉积特征 。通对莱 59 、辛斜

164等井岩心的精细观察和分析发现该区浊积扇砂体的底部往往发育大段的中 、 细砂岩 , 多

见平行层理;中部以细砂岩为主偶见粗砂岩 , 常见泥岩撕裂屑;上部主要发育粉砂岩和泥质

粉砂岩互层 , 有时可见细小的水平层理 。与典型的具有鲍马序列的浊积岩相比 , 该区的浊积

砂的 B 、 C 、 D段或 B 、 D段较为发育 。

该区浊积砂体宏观上主要表现为:数量多 、 个体小 (厚度一般不超过 20m)、 储层厚度

变化较大 , 为 0.5 ～ 15m , 且多发育泥岩或砂质泥岩夹层 。微观特征上主要表现为:储层具

有低孔隙度 、低渗透率特点。据统计
[ 16]
, 含油性较好的砂岩储层孔隙度一般为 10%～ 25%,

渗透率一般10×10
-3
～ 100×10

-3
μm

2
。而含油较差的砂岩储层 , 隙度一般小于 10%, 渗透率

一般也小于10×10
-3
μm

2
。笔者对该区 1865块样品进行统计 、 分析 , 并计算出样品孔隙度平

均为 18.7%, 渗透率平均为 56.5×10
-3
μm

2
, 渗透率小于 5×10

-3
μm

2
的样品占 31%, 5×

10
-3
～ 10×10

-3
μm

2
的占10%左右 , 10×10

-3
～ 30×10

-3
μm

2
的大约占 40%, 大于 100×10

-3

μm
2
占20%左右 , 储层类型多为中孔 、 中—低渗储层。压汞资料分析表明 , 砂岩孔喉半径最

大为 2 ～ 3μm , 一般为 0.1 ～ 0.5μm , 孔喉半径中值一般在 0.4 ～ 0.7μm之间 , 砂岩非均质性较

强 , 变异系数一般在 1.1左右 , 空隙类型以微孔隙为主 。

1.4　盖层条件

可作盖层的岩性很多 , 泥岩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类 , 东营凹陷东部深层岩性油气藏即以泥

岩为盖层 。研究区泥岩沉积中粘土矿物含量约为 60%, 根据其他矿物成分不同 , 可分为泥

岩 、 灰质泥岩和粉砂质泥岩等 。

区内沙三段盖层主要为半深湖—深湖相泥岩沉积 , 沙三中 、 下段泥岩厚度为 500 ～

700m , 占地层厚度的 70%～ 80%, 局部地区整个沙三下亚段全部为泥岩 。以牛 38取心井为

例:沙三下亚段泥岩厚度为 150 ～ 200m , 占地层厚度的 60%～ 90%, 砂岩单层最大厚度为

15m , 一般为 5 ～ 10m。沙三中亚段下部泥岩厚度为 100 ～ 150m , 占地层厚的 70%～ 80%, 砂

岩单层最大厚度为 30m , 一般为 3 ～ 5m;沙三中亚段中部泥岩厚度为 150 ～ 250m , 占地层厚

的90%左右 , 砂岩单层最大厚度为 14m , 一般为 3 ～ 5m;沙三中亚段上部泥岩厚度为 50 ～

100m , 占地层厚度的 60%～ 75%, 砂岩单层最大厚度为 23m , 一般为 3 ～ 10m 。沙三上亚段

泥岩厚度为100 ～ 150m , 占地层厚度的 50%, 砂岩单层最大厚度为 30m , 一般为 10 ～ 2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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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泥岩压力差方法对该区沙三段泥岩进行了盖层评价。评价结果显示:该层段地层封

盖能力仅为中～ 差 (表 1)。原因分析:1)沙三段泥岩中的孔隙结构 、 层间孔的定向性 、粘

土矿物的不均质性 、 局部微裂隙的发育等因素对评价方法的影响 , 使得评价的结果偏差;2)

沙三中 、 下亚段地层的微溶孔 、层间孔的发育以及储层的异常高压等对盖层封盖能力要求较

高 , 也影响了评价结果 。虽然评价的结果不理想 , 但沙三段泥岩单层厚度较大 (一般大于

50m), 空间展布范围大且稳定 (可由凹陷中心延展至凹陷斜坡带), 并与各储集砂体呈离散

型配置关系 (即泥包砂), 使盖储孔径分布几乎无叠置 , 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因泥岩层间孔定

向性 、粘土矿物非均质性及局部微裂隙等所造成的局部盖层条件的不佳。综上所述 , 沙三段

泥岩作为该区浊积扇油藏的盖层和封堵层是非常充分的。牛庄 、广利和东辛等油田目前勘探

开发的实践也客观地证实了该地区沙三段泥岩盖层具有良好的封盖性能。如莱 60 、永 89和

辛斜 164等井区虽有断裂系统发育 , 但这些井所钻遇的沙四上和沙三中亚段的浊积扇油藏的

含油饱和度却较高 , 也就证实了该区沙三段泥岩作为浊积扇油藏的盖层是充分的。

表 1　牛庄洼陷泥岩封盖性能评价

Table 1　Evaluation of sealing ability of mudstone in Niuzhuang Sag

深度 层位 岩性 突破压力 (MPa) 压力差 (MPa) 盖层评价

1980.0 Es3 上 粉砂质泥岩 10.71 5.01 中

2248.0 Es3 上 含菱铁矿含粉砂含灰泥岩 10.98 5.28 中

2486.0 Es3 含菱铁矿粉砂质泥岩 10.12 4.42 差

2604.26 Es3 含菱铁矿含粉砂灰泥岩 11.88 6.18 中

2183.0 Es3 含粉砂灰质泥岩 10.86 5.16 中

3060.0 Es3 下 含粉砂灰质泥岩 6.33 0.63 非

2804.4 Es3 含膏粉砂质灰泥岩 11.08 5.38 中

2874.88 Es3 含粉砂泥岩 13.73 8.03 中

2918.51 Es3 含纤铁矿含粉砂泥岩 9.93 4.23 差

3046.28 Es3 下 含菱铁矿含粉砂含灰泥岩 10.36 4.66 差

3281.57 Es3 含粉砂灰质泥岩 0.80 -4.9 非

3340.9 Es3 含粉砂白云质泥岩 0.48 -5.22 非

2932.2 Es3 含菱铁矿含砂含灰泥岩 8.86 3.16 差

　　注一:以埋深 3000m , 原始地层压力为 35.7MPa 的超压油气藏为例 , 剩余压力为 5.7MPa 计算。

注二:上表中的 “非” 为非盖层。

1.5　生 、 储 、 盖组合

油气田的勘探开发实践证明 , 生油层 、 储集层 、 盖层的密切配合 , 是油气聚集成藏的必

不可少的条件之一。有利的生 、储 、盖组合其含义是指生油层中生成的油气能及时地运移到

储集层中 , 即具有良好的运输通道 , 畅通的排出条件;同时盖层的质量和厚度又能保证运移

至储集层中的油气不会逸散。

由上述对研究区生 、 储 、 盖条件的分析可知该区具有丰富的生油岩 、 较好的储集层和良

好的盖层。该区巨厚的深湖相泥岩 (一般为 800 ～ 1500m)既是生油岩又是良好的盖层;该

区的浊积砂体大多发育在生油层内 (被烃源岩包裹或距烃源岩较近), 且该区在沙四 、 三段

沉积时期构造活动强烈 、 断裂系统非常发育
[ 17]
, 错综分布的断层 、 裂缝为油气的运移 、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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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提供良好的运输通道。

根据研究区烃源岩层 、储集层和盖层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组合关系 , 可将该区生 、储 、盖

组合分为自生 、 自储 、自盖 , 下生 、上储和上生 、下储 3种组合方式 , 并且都能构成较有利

的组合。

2　浊积扇油藏成藏机理及成藏模式

东营凹陷东部发育的浊积扇油藏主要是砂岩透镜体岩性气油藏和构造 —岩性油气藏 。砂

岩透镜体油藏特征为储集岩体四周被烃源岩包围 , 构成自成封闭系统的岩性圈闭 , 生油岩在

向岩性圈闭供油的同时 , 又起到了封盖的作用 , 油气在进入砂岩透镜体后 , 在油水重力分异

作用下向砂体高部位聚集成藏 。在断层 —岩性油藏中起封堵作用的是闭合的断层。

2.1　砂岩透镜体岩性油气藏

根据砂岩透镜体与泥岩的接触关系可将研究区内砂岩透镜体油藏分为自生 、自储 、 自盖

式 , 下生 、上储和上生 、 下储式 3种油气藏。

2.1.1　自生 、 自储 、自盖式

自生 、自储 、自盖式油藏是指砂岩透镜体在生油层内 , 油气生成后经过一次运移就直接

在本地聚集 、成藏。该类油藏最主要的特点是储集砂体被烃源岩包围 , 油气由烃源岩至储集

体运移距离短。在异常高压及毛细管力等的作用下 , 油气首先由砂体中较大孔隙或边缘裂缝

进入砂岩透镜体 , 使砂体内的流体压力急剧增加 , 将润湿相的孔隙水通过断层 (裂缝)排

出 , 而非润湿相油气则停留在砂体中。随着源岩中的油气向透镜砂岩体的 “间歇性” 充注 ,

砂岩透镜体中的孔隙水不断被排替出 , 砂岩透镜体最终将被油气饱和 , 完成了油驱水过

程
[ 18]
(图 3)。

图 3　自生 、自储 、自盖式砂岩透镜体岩性油气藏成藏模式图
Fig.3　Forming model of self-generation , self-accumulation and

self-sealing lenticular sandstone oil gas reservoirs
　

研究区沙三中下亚段为东营凹陷东部主要烃源岩系 , 厚层的深湖相泥岩内发育大量的浊

积砂体 , 这些浊积砂体大多呈孤立状被烃源岩包围。加之该区断裂系统较发育 , 在断层 (裂

缝)的匹配下 , 这种生 、 储 、 盖组合方式极易成藏且一般具有异常高压 , 断层和微裂缝成为

油气聚集成藏的主要通道 。如辛斜 164井 、 牛871井等分别在沙三中 、 下亚段钻遇的油页岩

中的浊积砂体油藏即为该类型油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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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下生 、 上储式

下生 、 上储式成藏是指储集层体位于烃源岩之上 , 烃源岩生成的油气 , 通过输导体系

(连通砂体 、断层 、 不整合面等)运移至上覆储集层 , 并被区域性盖层封盖而聚集于储集层

内
[ 19]
。该种油藏浊积砂体位于烃源岩之上 , 由于沙三 、 沙四段沉积时期 , 东营凹陷构造运

动强烈 , 使得研究区大部分的断层呈张性或开启状态
[ 20]
, 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在油柱高度的

浮力作用下沿断层运移到浊积体中 , 浊积砂体中原有的水以断层为通道被排出 (图 4)。由

于浮力起主导作用 , 砂体中的油水容易分异 , 能较好的成藏。如牛 81井在沙三中亚段钻遇

的油藏就属于该种类型。

图 4　下生上储式砂岩透镜体岩性油气藏成藏模式图
Fig.4　Forming model of lenticular sandstone oil gas

reservoir of injection migration from lower part
　

2.1.3　上生 、 下储式

上生 、下储式成藏是指储集层体位于烃源岩之下 , 烃源岩生成的油气 , 通过断层或裂缝

运移至下伏储集层 , 并被其上覆烃源岩层封盖而聚集于储集层内 。研究区该类油藏的储层

———浊积砂体位于烃源岩之下 , 由于沙三 、 沙四沉积时期 , 东营凹陷构造运动强烈 , 使得研

究区大部分的断层呈张性或开启状态
[ 20]
, 烃源岩生成的油气在烃源岩超压作用下沿断层运

移到浊积体中 , 浊积砂体中原有的水以断层为通道被排出
[ 21]
(图 5)。该类油藏成藏过程是

由超压产生的压力差起主导作用 , 砂体中的油水不容易分异 , 一般也能够形成油气藏 , 但含

油饱和度较低。如莱 60井在沙四上亚段钻遇的浊积扇油藏是属于该种类型。

图 5　上生下储式砂岩透镜体岩性油气藏成藏模式图
Fig.5　Forming model of lenticular sandstone oil gas reservoir of injection mi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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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构造 —岩性油气藏

研究区内的构造 —岩性油气藏是由断层和浊积扇砂体组合而成的油气藏。在该类油藏油

气聚集成藏的过程中 , 断层即可以作为运移通道又可遮挡条件 。当浊积扇砂体的上倾方向受

断层遮挡时即可形成断层 —岩性圈闭。断层能否阻止油气运移并使其聚集成藏主要取决于以

下几点:①储层排替压力小于断层另一盘对置岩层的排替压力;②断层两侧的渗透层不直接

接触;③具有适当的填隙物或断层本身被泥岩涂抹;④断层位于储集层的上倾方向 。

东营凹陷东部沙三中 、下亚段及沙四段发育了大量的滑塌浊积砂体 , 浊积砂体后期被断

层切割 、 移位 , 形成断层-岩性圈闭。油气沿砂体或断层面进入上述圈闭被断层封闭 , 即可

形成断块 、 断层-岩性 、 砂岩上倾尖灭等油气藏类型 (图 6a、 b 、 c)。这类砂岩体在牛庄油

田储层中 80%以上 , 所以由这类砂体形成的油藏在整个东营凹陷东部占较大比例。

图 6　a断层-岩性油藏;b断块油藏;c砂岩上倾尖灭岩性油藏

Fig.6　a.Fault-lithologic reservoir;b.Fault block reservoir;c.Lenticular sandstone reservoir
　

3　结论

(1)东营凹陷东部沙四段及沙三段中下部发育了巨厚的半深湖 —深湖相暗色泥岩 (1000

～ 1500m), 且大部分为成熟度较高优质烃源岩 , 为该区浊积扇砂体成藏提供了丰富的油气

资源 。

(2)东营凹陷东部发育了大量的浊积扇体 , 该区积砂体的岩性较细 , 主要由细粒砂岩 、

粉砂岩与泥岩互层组成 , 砂岩的结构成熟度和成分成熟度均较低。储层类型大多为中孔 、中

—低渗储层。

(3)研究区发育了断裂型输导体系 、 砂体型输导体系 、 不整合面型输导体系和复合型输

导体系 , 油气运移条件良好。

(4)研究区沙三 、沙四段巨厚的泥岩为该区浊积砂体成藏提供了良好的盖层。

(5)东营凹陷东部浊积扇油藏主要有自生自储 、下生上储和上生下储三种砂岩透镜体岩

性油藏和构造—岩性油气藏四种模式 , 石油地质储量多在千万吨以上 , 成为东营凹陷油气勘

探新领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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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ithologic hydrocarbon reservoir has been thought of a focal point of exploration in Dongying

depression.A great amount of massive source rocks developed in Members 3 and 4 of the Shahejie

Formation(S3 and S4) in eastern Dongying depression provide sufficient hydrocarbon resources for

lithologic traps.In this area there are well developed fluxoturbidite in front of delta , deep-water turbidite

fan and other little sand body , and such transportation systems as sand bodies , rifts , and

unconformities , as well as mudstone seal , are often met with.There are good matching source rocks ,

reservoir bed and seal display a good match spatially and temporally , which provided a favourable

conditions for formation of lithologic hydrocarbon reservoir and structure-lithologic hydrocarbon reservoir.

Key words:accumulation condition;accumulation model;turbidite fan;lithologic hydrocarbon

reservoir;eastern Dongying depression

230 地　质　力　学　学　报 20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