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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北黄海盆地是发育于中朝地台上的中新生代

断陷盆地，可分为六个二级构造单，东部坳陷是其

中 具油气潜力的区域（蔡乾忠，2005；刘振湖等，

2007）。研究区 X 构造为东部坳陷内油气 为活跃

的构造之一，是由多条断裂所控制断块圈闭。本文

以地震、钻井等资料为基础，对构造部位的断层进

行封堵性分析，以期为今后的油气勘探及井位部署

奠定基础。 

2  研究方法 

断层封堵性分析是断块圈闭勘探和断块油藏

开发不可或缺的研究内容(Peter et al., 2003)。断层

封堵的成因机制主要有四种，即岩性并置、粘土涂

抹、破裂作用和成岩作用(Yielding  et  al.,  1997; 
Knipe, 1997; Knott, 1993; Smith, 1980)。断层封堵

定量算法主要有三种，即泥岩断层泥比（SGR）、

粘土涂抹潜力（CSP）、泥岩涂抹因子（SSF），其

中以 SGR 方法较为常用，效果也 好。本研究以

TrapTester5.4 软件为工具，利用岩性并置与 SGR 值

计算完成了 X 构造的断层封堵性分析。 
2.1  断层两侧岩性并置关系 

当断层两盘岩层以“面”接触时，能否形成封闭

主要取决于断层两侧对接岩层排替压力的相对大

小。一般而言，砂泥对接形成封堵，砂砂对接则不

封堵。 
2.2  泥岩断层泥比 

对于断面上的任意一点，SGR 算法计算断层上

滑过该点的岩石的泥质含量/粘土净含量（图 1）。
其计算公式为：SGR=∑(Vsh•ΔZ)/t×100%，式中

ΔZ、Vsh 和 t 分别表示地层带的厚度、地层带的泥

质百分含量和断层的断距。 
SGR 算法中隐含了在滑动段内的围岩中以相

同比例混合形成断层泥的假设。若此假设成立，那

么 SGR 提供了断裂机械作用过程中所形成断层带

岩石类型的直接估算方法。当 SGR<15%~20%时，

对应典型的碎裂岩或岩石崩解带，而当 SGR>50%
时为完全泥岩涂抹，中间状态指泥岩骨架断层泥或

层状硅酸盐骨架断层泥。 

 

图 1 SGR 计算模型图 

3  断层封堵能力评价 

断层封堵性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通过断

层面岩性并置图分析断层是否具备封堵能力形成

并置圈闭，二是通过断层面上 SGR 分布图分析断

层通过泥岩涂抹是否具备封堵能力而形成有效圈

闭。 
3.1  岩性并置条件分析 

红色区域表示断层上升盘砂岩和下降盘砂岩

在断层面上并置的区域，即为砂砂并置区(图 2)。岩

性并置圈闭是指断层一侧的渗透层（如砂岩）被断

层另一侧的不渗透层（如泥岩）封堵。研究区各断

层面下白垩统和上侏罗统均存在一定的砂砂并置

区，表明研究区的断层均难以通过岩性并置形成断

层侧向封堵条件。因此，需要计算断层面上 SGR
值进一步确定封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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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X 构造区四条断层的断面岩性并置图 

3.2 有关 SGR 值的封堵性分析 
由于研究区缺乏油水界面方面的信息，未能建

立 SGR 值与封堵性之间的联系。普遍研究认为 20%
的泥岩断层泥比应该是临界值，大于此值泥岩涂抹

能形成完整封堵性(Yielding et al., 2010)。研究区四

条断层的断面 SGR 分布图中（图 3）：红色及黄色

表示 SGR 值小于 20%，即该区域不具备泥岩涂抹

封堵能力；绿色及蓝色表示 SGR 值较大，指示较

好的断层封堵能力。以 F02 为例,单条断层的 SGR
分布图显示（图 4），主要储集层段下白垩统（R4-R5）
和上侏罗统（R5-R5-4）的 SGR 值均大于 20%，推

测断层通过泥岩涂抹具较好的封堵能力；其它三条

断层的 SGR 分布特征与 F02 类似。 

4  结论 

北黄海盆地东部坳陷 X 构造的断层封堵性分

析结果表明：①四条控制断层在主要储集层段存在

一定的砂岩并置区；②各断层在下白垩统和上侏罗

统的 SGR 值均大于临界值，推测该构造的断层封

堵性很好，若此处已存在油气聚集，则基本不会发

生漏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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