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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 41 井，1078.8m，颗粒点线接触的长石砂岩            

2．高 41 井，1060m，方解石（黄光）胶结长石砂岩         

3．河 155 井，2979.8m，石英次生加大充填 

4．河 155 井，2981.4m，书页状高岭石充填 

5．古博 1105 井，2987.9m，长石溶解形成次生孔隙 

6．大 55 井，2998.6m，长石溶解形成次生孔隙 

7．大 55 井，2998.6m，方解石胶结物溶解形成次生孔隙 

8．商 641 井，2467.4m, 长石溶解形成次生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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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阳坳陷古近系储层孔隙类型与次生孔隙成因

朱筱敏１），王英国１），钟大康１），张琴１），张枝换１），张善文２），吕希学２）

１）中国石油大学教育部成藏重点实验室，北京，１０２２４９

２）中国石化胜利油田公司，山东东营，２５７０６１

内容提要：济阳坳陷包括东营凹陷、惠民凹陷、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充填的古近系碎屑岩储层埋藏经历了早、

中成岩阶段，目前大多沉积储层处于中成岩阶段Ａ期。砂岩储层发育原生和次生孔隙，砂岩次生孔隙的形成主要

是烃源岩成熟产生的有机酸对长石颗粒和碳酸盐胶结物溶蚀形成的，但在不同凹陷储层溶蚀对象存在差异。如东

营凹陷储层次生孔隙的形成主要为碳酸盐胶结物溶蚀成因，长石溶蚀次之；沾化凹陷和惠民凹陷次生孔隙的形成

主要为长石溶蚀成因，碳酸盐胶结物溶蚀次之；车镇凹陷储层的上部次生孔隙为长石溶蚀成因，下部为长石和碳酸

盐溶蚀成因。济阳坳陷古近系垂向上２个深度段发育次生孔隙，其发育深度自西向东、由南向北加深，发育位置受

控于凹陷内生油中心位置，临近生油中心的砂体内次生孔隙发育。储层综合评价表明，不同沉积凹陷的良好储层

发育的地区和深度是不同的。东营凹陷北部坡陡带及中央隆起带储层主要为Ⅰ、Ⅱ类好储层，沾化凹陷孤岛、孤东

和孤南层序Ⅲ及Ⅳ、Ⅴ（沙河街组沙三段上亚段至东营组东三段）的储层物性较好，车镇凹陷北部陡坡带、南部缓坡

带的层序Ⅲ及Ⅳ（沙河街组沙三段上亚段至沙一段）发育良好储层，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和夏口断裂带层序Ⅰ、Ⅱ、

Ⅲ（沙河街组沙三段下亚段至沙二段下亚段）发育较好储层。

关键词：济阳坳陷；古近系；孔隙类型；次生孔隙及其发育演化

　　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为中、新生代典型的断陷

盆地，也是我国最重要的产油基地，处于渤海湾裂谷

盆地的东南部，东邻郯城庐江大断裂，南接鲁西隆

起，西、北侧以埕宁隆起与黄骅坳陷相隔，面积

２９０００ｋｍ２（图１）。济阳坳陷总体走向为北东向，且

向北东撒开、南西收敛，是一个具“盆—岭”结构的中

新生代内陆盆地，构成４排凸起及３排凹陷错列的

构造格架，即形成东营、沾化、惠民、车镇４个分割性

较强的沉积凹陷及其他诸多凸起。

历经４０余年的油气勘探开发，济阳坳陷已探明

４０余亿吨油气资源，完成了大量的二维地震和三维

地震勘探，完钻各类探井６０００余口，是一个油气勘探

程度较高的沉积盆地（李丕龙等，２００３）。在油气勘探

过程中，前人对济阳坳陷不同次级凹陷的储层特征做

了大量的研究，周自立等（１９８７）和吕正谋（１９８５）指

出，东营凹陷古近系发育次生孔隙并提出了次生孔隙

类型和识别标志；近年来，钟大康等（２００３ａ，２００３ｂ，

２００４）、朱筱敏等（２００６）又对东营凹陷、惠民凹陷等沉

积盆地的孔隙类型和成因进行了综合分析，指出古近

系碎屑岩储集砂体具有不同的成因类型和不同的岩

石类型，含砾砂岩、中砂岩和细砂岩是最好的储集岩

体，提出了孔隙的成因机理并预测了有利储层的分布

地区和层段。济阳坳陷不同地区不同层位碎屑岩储

集岩体成因类型包括冲积扇、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

深水浊积扇、三角洲前缘滑塌浊积扇以及滨浅湖滩坝

和三角洲、河流砂体，其中（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

河道及河口坝砂体储集物性最好，其次为（扇）三角洲

前缘席状及滨浅湖滩坝砂体及河流相砂体。

本文通过观察７８口井约４２００ｍ的岩心，新分

析储层样品２４００余块，并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和实

际资料，综合对比分析济阳坳陷不同凹陷古近系储

层孔隙类型和孔隙演化分布，评价预测了不同沉积

凹陷不同沉积层序有利储层空间分布。

１　储层孔隙类型及演化



图１　济阳坳陷地理位置和构造单元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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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储层孔隙类型

根据薄片、ＳＥＭ 等多种实验分析研究，济阳坳

陷古近系储层孔隙可以分为原生孔隙和次生孔隙两

大类（表１）。

表１　济阳坳陷古近系储层孔隙类型和特征

犜犪犫犾犲１　犘狅狉犲犮犾犪狊狊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犻狀狋犺犲犑犻狔犪狀犵狊犪犵

孔隙类型 成 因 特征

原生孔隙

压缩原生粒间孔
原始粒间孔隙经

压实收缩而成
颗粒点线接触

胶结剩余粒间孔
原始粒间孔隙经胶结

后剩余的粒间孔隙

碳酸盐胶结

物充填粒间

杂基微孔隙
杂基颗粒之间相互支

撑形成的孔隙

自生粘土矿

物之间孔隙

次
生
孔
隙

溶
蚀
作
用

粒间溶孔
粒间杂基或胶结

物溶蚀形成
颗粒边缘溶蚀

粒内溶孔
颗粒内部部

分溶蚀形成

长石颗粒

粒内溶蚀

铸模孔 整个颗粒溶蚀形成 具有颗粒外形

超大孔
整个颗粒及胶结物或

杂基都被溶蚀形成

孔隙面积大于

多个颗粒面积

（１）原生孔隙：主要是岩石原始沉积下来就已经

形成并保存至今的孔隙。这类孔隙又可细分为压实

剩余的原生粒间孔隙和胶结剩余粒间孔隙，主要分

布在埋深浅于１５００ｍ的地层中或后期胶结剩余的

原生粒间孔隙，是由于沉积物压实和碳酸盐胶结、石

英次生加大和粘土矿物胶结作用形成的残余孔隙

（图版Ⅰ），另外在杂基中的微孔隙也属于此类。

（２）次生孔隙：岩石在埋藏过程中由于各种成岩

作用或其他地质因素如构造作用、脱水收缩作用等

形成的孔隙。在这类孔隙中溶蚀作用产生的各种溶

蚀孔隙，如粒间溶孔、粒内溶孔、铸模孔和超大孔是

主要的。济阳坳陷古近系储层的次生孔隙主要是由

于长石颗粒和碳酸盐胶结物的溶解形成的，主要发

育深度为１５００～３５００ｍ，但在不同沉积凹陷，次生

孔隙发育深度和溶蚀对象不同（图版Ⅰ）。

１．２　孔隙演化

通过对铸体薄片、ＳＥＭ、阴极发光、物性、碳酸

盐含量等多方面资料研究认为，济阳坳陷古近系储

层孔隙经历了由原生到次生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

凹陷，从原生到次生孔隙的演化过程存在一些差异。

东营凹陷浅于１６５０ｍ 的深度范围孔隙以原生为

主；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原生孔隙主要分布在浅于

１９００ｍ的深度范围；惠民凹陷原生孔隙主要分布在

浅于１４００ｍ的深度范围，比东营、沾化以及车镇三

个凹陷分布的深度都要浅。显然，自西向东、自南向

北，次生孔隙发育的深度变深（图２）。

２　次生孔隙成因和发育规律

由于济阳坳陷不同次级构造单元的古成岩场、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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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济阳坳陷古近系孔隙类型及垂向分布演化（数字为深度，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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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温梯度和埋藏史的差异，济阳坳陷古近系砂岩储层

次生孔隙的成因及分布规律均不同。济阳坳陷西部

的惠民凹陷古近系储层次生孔隙主要发育于１５００～

２４００ｍ深度段，向东至东营凹陷则主要发育于１６５０

～２４５０ｍ，再向东北到沾化凹陷为２３００～３５００ｍ，车

镇凹陷为２２００～２７００ｍ。这种次生孔隙分布特征是

由不同凹陷沉积和沉降中心的迁移造成的。

２．１　东营凹陷次生孔隙成因和发育分布

东营凹陷古近系发育次生孔隙，其形成与碳酸

盐溶蚀、长石和岩屑颗粒的溶蚀密切相关。根据镜

下铸体薄片观察，大部分次生孔隙是由粒间碳酸盐

胶结物溶蚀产生，被溶蚀的碳酸盐有成岩早期形成

的方解石和成岩晚期Ｆｅ方解石和Ｆｅ白云石。孔

隙度和渗透率与碳酸盐含量之间具有良好的镜像对

应关系。高孔、高渗储层深度段恰好对应低含量碳

酸盐深度段。碳酸盐含量越高物性越差，碳酸盐含

量越低，物性越好。尤其是当碳酸盐含量低于１５％

以后，孔隙度、渗透率增加很快。例如，在次生孔隙

较发育的北部陡坡带，在１６５０～２５００ｍ次生孔隙

发育的深度范围恰好碳酸盐含量很低，高孔高渗带

刚好对应低含量碳酸盐段（钟大康，２００３ｂ）。

古近系部分次生孔隙是由长石（包括斜长石和

钾长石）、中基性火山喷出岩屑和杂基溶蚀形成。这

类次生孔隙主要为粒内溶孔、铸模孔、超大孔。从高

岭石含量在纵向上的变化规律可以间接地证实这一

点。在１６００～２５００ｍ 的次生孔隙发育深度范围，

高岭石含量异常高，在２０００ｍ附近，高岭石的含量

可达７０％～９０％，而超过２６００ｍ以后，高岭石的含

量很快下降，平均只有３０％左右。说明在１６００～

２５００ｍ深度范围有相当部分的长石发生了溶蚀作

用，尔后转化为自生高岭石。

东营凹陷古近系砂岩次生孔隙在北部陡坡带主

要发育于１６５０～２４５０ｍ深度范围，２８００～３５００ｍ可

能存在第二个次生孔隙发育带；中央隆起带次生孔隙

在埋深１６５０ｍ以下尤其是在１８５０～２５００ｍ最发育；

南部缓坡带次生孔隙主要发育于１９００～２６００ｍ。由

此可以看出，由北向南东营凹陷古近系次生孔隙发育

的深度有增大趋势，但发育程度明显减弱，南部缓坡

带次生孔隙不如北部陡坡带和中央隆起带发育。

２．２　沾化凹陷次生孔隙成因和发育分布

沾化地区古近系次生孔隙的形成主要与长石溶

蚀有关，从２０００ｍ至３５００ｍ可以见到大量的长石

溶蚀，同时出现石英次生加大和高岭石沉淀，而碳酸

盐胶结物溶蚀较少。如孤南１３８井２１００ｍ和孤北

１０５井２９００ｍ处，同一个样品中长石溶蚀非常严重

而粒间充填的白云石胶结物却保持有良好的晶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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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沾化凹陷不同地区古近系次生孔隙纵向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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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溶蚀的影响（参见图版Ⅰ）。

沾化凹陷次生孔隙的分布深度较大，基本上都在

２３００～３５００ｍ范围，在２０００ｍ附近孔隙度随深度的

变化开始偏离正常趋势（图３），并延续到３５００ｍ左

右。不同地区其次生孔隙的发育程度存在差异，渤南

地区古近系在３０００ｍ的深度范围，孔隙度仍可达

３０％。在埕岛、老河口、孤东和桩西地区，次生孔隙基

本上也分布于２３００～３５００ｍ范围，但不如渤南地区

明显，尤其是桩西地区，其物性也比渤南差，同样以

３０００ｍ埋深的砂岩为例，在埕岛、老河口和孤东地

区，砂岩平均孔隙度仅２０％，在桩西仅１７％（图３）。

２．３　车镇凹陷次生孔隙成因和发育分布

车镇凹陷古近系储层第一次生孔隙发育段主要

为长石溶蚀形成，碳酸盐溶蚀很弱。如车１６井，埋

深约２０６０ｍ，长石沿解理溶蚀，同时形成结晶程度

较低的自生高岭石沉淀，石英次生加大也较弱。方

解石胶结物仅在局部出现溶蚀现象。第二次生孔隙

段主要为长石和碳酸岩同时溶蚀形成，长石在原溶

蚀的基础上继续溶蚀，从而出现峰窝状长石，而方解

石胶结物溶蚀程度与第一次生孔隙段相比明显增

高，方解石晶形基本上不完整。高岭石的纵向分布

也表明了与长石溶蚀深度的关系，自生高岭石主要

集中分布在２２００～３３００ｍ，与长石溶蚀形成的次生

孔隙段深度是一致的。

车镇凹陷次生孔隙主要发育在二个深度段。在

车镇凹陷东部的大王庄和大王北地区，第一次生孔

隙发育段位于２１００～２７００ｍ，第二次生孔隙在３０００

ｍ以下；在车镇凹陷西部次生孔隙发育深度分别为

２０００～２６００ｍ和３０００～３７００ｍ。

２．４　惠民凹陷次生孔隙成因和发育分布

惠民凹陷古近系储层次生孔隙的形成主要与长

石的溶蚀有关，碳酸盐胶结物的溶蚀产生的次生孔

隙是次要的，这与东营凹陷有较大的差异。有３点

证据说明这一观点：第一，在镜下可以明显看到长石

溶蚀成蜂窝状，同时出现石英次生加大和自生高岭

石沉淀，而碳酸盐胶结物基本上没有受到影响（参见

图版Ⅰ）。在第一次生孔隙发育段内，由于长石溶蚀

不明显，故石英次生加大较弱、自生高岭石的结晶程

度较低，如盘４５井沙四段埋深１８００～２４５０ｍ的滨

浅湖沉积细砂岩的溶蚀状况。随着埋藏深度增加，

长石的溶蚀程度增高，石英次生加大的级别与自生

高岭石的结晶程度也增高，有时在粒间出现自生的

石英小晶体。如埋深２０００～２５００ｍ的商６４１井，田

１１５井和埋深在３０００ｍ左右的夏３２６井储层的溶

蚀特点。第二点是在纵向上可以发现也存在由长石

溶蚀对应形成的高岭石峰值，该峰值在深度上与次

生孔隙的发育段是完全对应的，这也说明惠民凹陷

的两个次生孔隙带与长石的溶蚀有密切关系（Ｚｈ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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Ｘｉａｏ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第三点是在上述次生孔隙

发育带内，不存在像东营凹陷的对应明显的低碳酸

盐含量段，这也间接的说明碳酸盐的溶蚀对次生孔

隙的贡献不大。

惠民凹陷砂岩次生孔隙主要分布在两个深度

段：第一个深度段为１４００～２５００ｍ，平均孔隙度

３５％左右，起始深度浅于东营凹陷。第二个深度段

为２７００～４０００ｍ，孔隙度最大可达２５％（３５００ｍ），

平均在１４％左右，北部和中部次生孔隙的变化趋势

较一致，南部在浅于３５００ｍ的深度，物性比北部和

中部好，而超过于３５００ｍ后，物性比北部和中部差

（参见图２，ＺｈｕＸｉａｏｍ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４）。

总体上，济阳坳陷古近系砂岩储层次生孔隙的

形成主要与烃源岩成熟产生的有机酸有关，根据化

学反应的自由能大小，有机酸溶蚀长石的自由能低

于溶蚀碳酸盐，有机酸优先溶蚀的是长石，其中以斜

长石中的钙长石优先被溶蚀，反应自由能为△犌＝

－１５４．４９ｋＪ／ｍｏｌ，其次是钾长石，△犌＝－１７．９２

ｋＪ／ｍｏｌ；然后是有机酸对碳酸盐胶结物的溶蚀，△犌

＝４６．８９ｋＪ／ｍｏｌ。故济阳坳陷古近系砂岩储层中的

溶蚀以长石为主，碳酸盐次之，仅东营凹陷碳酸盐溶

蚀较强。

济阳坳陷古近系不同凹陷由于地层埋藏史和古

地温以及构造格局的差异造成次生孔隙在纵向上的

分布深度和平面上的分布位置存在差异（表２）。

３　次生孔隙分布控制因素和有利储层

发育区

　　济阳坳陷古近系砂岩储层次生孔隙的发育常常

受多种因素控制，如沉积条件（即颗粒成分、粒度、分

选、磨圆、颗粒间杂基含量）以及岩石在埋藏过程中

所经历的一系列成岩作用如压实、胶结、溶解和交代

等作用。岩石所处的成岩演化阶段、地层温度和压

力、烃类注入状况、盆地沉降方式、裂缝、断层、砂泥

岩组合方式、不整合面发育状况等有关因素也影响

了储层物性。研究认为，济阳坳陷古近系砂岩储层

次生孔隙发育主要受烃源岩成熟度和酸性水运动方

式的影响。

３．１　次生孔隙纵向分布受烃源岩成熟时间控制

济阳坳陷古近纪沉积沉降中心是不断由西向

东、向北迁移的。孔店组－沙四段沉积时期，沉降中

心位于西部的惠民凹陷的信阳洼陷；到沙三—沙二

段沉积时期，迁移至东营凹陷；到沙一段—东营组沉

积时期，迁移至沾化凹陷；馆陶—明化镇组沉积时已

迁移到车镇凹陷。这一迁移过程决定了惠民凹陷的

烃源岩成熟时间及酸性流体排除的时间最早，沾化

凹陷和车镇凹陷最晚。故惠民凹陷次生孔隙的形成

时间最早，深度最浅（１４００～１５００ｍ），其次是东营

凹陷，为１６５０ｍ，沾化凹陷和车镇凹陷古近系次生

孔隙发育深度最深，为２２００～２３００ｍ。

３．２　次生孔隙平面分布受酸性水源区平面位置控

制

　　济阳坳陷西部惠民凹陷生油中心位于其南部的

临南洼陷，故南部次生孔隙比北部陡坡带发育。东

营凹陷的生油中心位于其北部的利津洼陷，因此北

部陡坡带的滨南、利津和胜坨地区比南部缓坡带次

生孔隙发育（图４），与惠民凹陷形成鲜明对比。沾

化凹陷和车镇凹陷也存在类似的规律。远离生油中

心的地区砂体储层，次生孔隙一般发育较差。

３．３　有利储层发育区预测

有利储层分布区预测和储层评价是储层研究的

最终目标，是油气勘探的主要依据。正确地进行储

层评价对石油天然气勘探有着重要意义。济阳坳陷

古近系储层评价预测的主要依据有成岩作用阶段及

孔隙演化分带、孔喉结构特征、砂体类型及储集性能

等（表３）。

根据综合评价标准（表３），济阳坳陷古近系不

同地区和不同沉积层段储层质量不同。

东营凹陷古近系沙河街组沙三段中段—沙一段

发育大面积的好－较好储集层，沙三段下段储层质

量较差，东营组发育较少的储集砂体，但东营组较有

利的储层主要发育在南部缓坡带八面河油田、北部

陡坡带胜坨油田、滨南油田、东辛油田、永安镇油田

及西部高青油田的部分层段，而中央洼陷带东营组

储层质量较差。沾化凹陷沙河街组储层均较发育，

储集砂体分布面积大，其中沙三段上段—沙二段下

段砂体储集性最好。沾化凹陷北部陡坡带多发育较

好—中等储层，孤岛凸起周边和孤东发育大面积较

好储层，南部缓坡带发育少量较好储层，大多为中等

储层，洼陷中央浊积扇砂体为差储层。车镇凹陷沙

河街组和东营组发育的储层砂体面积比沾化凹陷小

得多。车镇凹陷沙三段上段—沙二段下段砂体储层

最好，为好到较好储层，东二段和东三段储层也较

好，沙三段中段储层质量相对较差，砂体储集性为中

等偏差。从平面来看，车镇凹陷北部陡坡带发育大

面积近岸水下扇和扇三角洲较好—中等储层，大王

庄—郭局子发育少量三角洲砂体，为好储层，南部缓

坡带发育的三角洲和扇三角洲砂体储集性较好，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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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济阳坳陷不同地区古近系储层成岩阶段与次生孔隙分布对比

犜犪犫犾犲２　犇犻犪犵犲狀犲狊犻狊犪狀犱狊犲犮狅狀犱犪狉狔狆狅狉犲犱犻狊狋狉犻犫狌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狋犺犲犑犻狔犪狀犵狊犪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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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济阳坳陷古近系储层综合评价表

犜犪犫犾犲３　犆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狏犪犾狌犪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犘犪犾犲狅犵犲狀犲狉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犻狀狋犺犲犑犻狔犪狀犵狊犪犵

分级指标 好储集层 较好储集层 差储集层

储集性能 Ⅰ－Ⅱ Ⅲ Ⅳ－Ⅴ

储层成岩相带 浅部—过渡带 浅部—中深部带 深部带

孔隙结构类型 大孔较粗吼及大孔中细喉 中孔较细喉 中小孔细喉及小孔极细喉

沉积相带 互层泥砂相 互层泥砂相—砂泥相 互层砂泥相—泥相

砂体类型
（扇）三角洲水下分流河道微相的正韵律

砂体下部和河口砂坝主体的中细砂岩

（扇）三角洲分流河道正韵律砂体上部

、前缘河口砂坝主体和侧缘的粉砂岩、粉

细砂岩和三角洲前缘席状砂及浊积扇中扇

辫状水道砂砾岩

河口砂坝顶部、以泥质粉砂岩为主的

浊积扇辫状水道间、三角洲前缘水下

分流河道间微相、天然堤及远砂坝的

泥质粉砂岩、以泥质砂岩和灰质砂岩

为主的浊积扇外扇亚相

图４　东营凹陷不同地区孔隙垂向演化

Ｆｉｇ．４　Ｐｏｒｅ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ｌｅｏｇｅｎ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Ｄｏｎｇｙｉｎ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陷中央发育的浊积扇和砂坝砂体为差储层。惠民凹

陷沙三段及沙二段下段发育了大面积的、相对好—

较好的储集层，沙二段和沙一段储层质量较差。在

惠民凹陷中央隆起带临盘油田和南部缓坡带夏口断

裂带一带储层孔渗数值普遍较高，孔隙度均在２３％

～２７％以上，渗透率均在４５０×１０
－３

μｍ
２以上，是

好—较好的多层储层叠置区。另外，阳信洼陷的北

部陡坡带西段部分层段也为较好的储集层分布层

段，而中央洼陷带孔渗数值却普遍较低，为较差储集

区。

４　结论

（１）济阳坳陷不同地区不同层位碎屑岩储集岩

体成因类型主要为近岸水下扇、扇三角洲、三角洲、

河流以及滩坝等砂体，其中（扇）三角洲前缘水下分

流河道及河口坝砂体储集物性最好。

（２）济阳坳陷古近系碎屑岩储层埋藏经历了早、

中成岩阶段，目前大多沉积储层处于中成岩 Ａ阶

段。砂岩储层发育原生和次生孔隙，后者主要发育

深度为１５００～３５００ｍ。砂岩次生孔隙的形成主要

是烃源岩成熟产生的有机酸对长石颗粒和碳酸盐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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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物溶蚀形成的，但在不同沉积凹陷，次生孔隙发育

深度和溶蚀对象不同。

（３）济阳坳陷古近系垂向上２个深度段发育次生

孔隙，其发育深度自西向东、由南向北加深，发育位置

受控于凹陷内生油中心位置，临近生油中心的砂岩体

内次生孔隙发育。有利储层预测表明，东营凹陷北部

坡陡带及中央隆起带发育Ⅰ、Ⅱ类好储层，沾化凹陷孤

岛、孤东和孤南层序Ⅲ及Ⅳ、Ⅴ（沙河街组沙三段上亚

段至东营组东三段）的储层物性较好，车镇凹陷北部

陡坡带、南部缓坡带的层序Ⅲ及Ⅳ（沙河街组沙三段

上亚段至沙一段）发育良好储层，惠民凹陷中央隆起

带和夏口断裂带层序Ⅰ、Ⅱ、Ⅲ（沙河街组沙三段下亚段

至沙二段下亚段）发育较好储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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