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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火山岩油气藏是松辽盆地重要的勘探对象,为定量分析火山喷发旋回、岩性、岩相与有效储层分布的关系,基于该盆

地长岭断陷66口钻井地质与测井资料、1495km2 三维地震资料、546套实测物性及试气产能等资料,并在19384m火山岩井段岩

性校正的基础上,划分出火山喷发旋回和火山岩相及亚相,建立起岩性、岩相、旋回与储层物性、含油气情况之间的关系,分析了火

山岩储层特征及有效储层的分布规律。结果表明:①该区共发育3段10个火山喷发旋回,有效储层集中发育在火山喷发序列的顶

部旋回,其中营城组一段、三段的顶部旋回(旋回三)储集性能最好;②该区主要发育11种火山岩石类型,其中流纹岩、流纹质凝灰

岩、流纹质凝灰熔岩和流纹质火山角砾岩为有效储层的优势岩性;③研究区主要发育4种火山岩相11种亚相,其中喷溢相上部亚

相和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为有效储层的优势岩相;④火山岩储层物性条件与其有效储层发育程度有着显著的对应关系,储层物性

控制了有效储层的分布,并且在物性特征中孔隙度较之于渗透率而言,对有效储层的形成具有更明显的影响。结论认为,该区深层

火山岩勘探具有良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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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theSongliaoBasin,volcanicoilandgasreservoirsareimportantexplorationdomains.Basedondrilling,logging,and3D
seismic(1495km2)data,546setsofmeasuredphysicalpropertiesandgastestingproductivityof66wellsintheChanglingfaultde-
pression,SongliaoBasin,eruptivecyclesandsub-lithofaciesweredistinguishedafterlithologiccorrectionof19384mvolcanicwell
interval,sothatquantitativeanalysiswasconductedontherelationbetweentheeruptivecycles,lithologiesandlithofaciesandthe
distributionofeffectivereservoirs.Aftertherelationshipwasestablishedbetweenlithologies/lithofacies/cyclesandreservoirphysical
properties/oilandgasbearingsituations,ananalysiswasconductedonthecharacteristicsofvolcanicreservoirsandthedistribution
rulesofeffectivereservoirs.Itisindicatedthat10eruptivecyclesof3sectionsaretotallydevelopedinthisarea,andtheeffectiveres-
ervoirsaremainlydistributedatthetopcyclesoferuptivesequences,withthoseofthe1stand3rdMembersofYingchengFormations
presentingthebestreservoirproperties.Inthisarea,therearemainly11typesofvolcanicrocks,amongwhichrhyolite,rhyolitic
tuff,rhyolitictuffolavaandrhyoliticvolcanicbrecciaarethedominantlithologiesofeffectivereservoirs.Inthetargetareaaremainly
developed4volcaniclithofacies(11sub-lithofacies),amongwhichuppersub-lithofaciesofeffusivefaciesandthermalclasticsub-
lithofaciesofexplosionlithofaciesarepredominantineffectivereservoirs.Thereisanobviouscorrespondingrelationshipbetweenthe
physicalpropertiesofvolcanicreservoirsandthedevelopmentdegreeofeffectivereservoirs.Thedistributionofeffectivereservoirsis
controlledbyreservoirphysicalproperties,andtheformationofeffectivereservoirsisinfluencedmorebyporositythanbypermea-
bility.Itisconcludedthatdeepvolcanicgasexplorationpresentsagoodprospectinthisarea.
Keywords:SongliaoBasin;Changlingfaultdepression;Volcanicreservoir;Effectivereservoir;Eruptioncycle;Reservoirphysical
properties;Lithology;Lithofa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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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质背景

  随着松辽盆地徐深1井、长深1井的相继被发现,
火山岩储层及其油气藏已经成为重要的勘探对象[1]。
火山岩储层具有类型多样、形成条件复杂等特点,在外

部形态、内部结构、物性特征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2],
这给科研生产带来了很大困难。近年来,由于各断陷

中浅层位、规模大、特征清楚、位置有利的火山岩体基

本已钻探完毕,致使火山岩油气勘探不断向深层拓

展[3]。而目前松辽盆地火山岩研究主要聚焦在下白垩

统营城组,以岩石学[4]、岩相学[5-6]、储集空间类型及特

征[7-8]、成岩作用对成储成藏的影响[9]、储层控制因

素[10-11]和分布规律[12]等方面的研究为主。而对于深

层下白垩统火石岭组的研究则相对较少[13-14]。2010
年松辽盆地南部火石岭组火山岩勘探取得突破[15]。
随着勘探和研究的深入,把松辽盆地断陷层作为统一

整体,综合研究营城组和火石岭组两套火山岩序列,进
一步探讨火山喷发旋回、岩性、岩相与有效储层分布的

关系,已经成为重要的理论和实际课题。

  笔者选取松辽盆地南部面积最大、资源量最丰

富[16]的长岭断陷作为研究靶区,以66口钻井(其中21
口钻井钻遇火石岭组)(图1)的地质与测井资料、三维

地震资料、实测物性及试气产能资料为基础,以营城组

和火石岭组火山喷发旋回、岩性、岩相、储层物性特征

为研究对象,定量分析火山喷发旋回、岩性、岩相与有

图1 长岭断陷位置、构造分区及钻井分布图

效储层分布的关系,以期通过具有一定普适性规律的

总结为该区深层火山岩油气勘探提供储层依据。

2 火山地层纵向序列

  松辽盆地具有断—坳双层充填结构。其构造盆地

充填经历火石岭组—营城组的断陷期、登娄库组—嫩

江组的坳陷期、四方台组—依安组的构造反转期3个

演化阶段[17]。火山岩在时空上存在复杂的组合关系。
厘定火山岩的纵向充填序列和横向对比关系,是火山

岩储层及其油气藏研究的基础。

  断陷期火山活动具有多中心、多旋回、间歇性喷发

等特征[18]。所形成的地层序列在岩性组合、结构构

造、纵向喷发序列等方面具有可对比性。笔者首先根

据营城组和火石岭组的岩性序列与组合特征[13,19],采取

“组内划段、段内划旋回”方案进行单井组—段—旋回划

分。结合前人研究成果,将营城组自下而上分为3段6
旋回,将火石岭组分为2段4旋回(其中火石岭组二段

旋回二在王府断陷等见钻井揭示[13],长岭断陷未见揭

示)(图2),以此作为单井划分火山喷发旋回的依据。

  在单井组—段—旋回划分的基础上,进行井—震

联合对比,以揭示火山喷发旋回的空间变化特征。首

先,根据单井地层划分结果,在地震剖面上进行层位标

定、追踪对比。各火山地层界面的地震反射特征见图

2。据此进行断陷内的火山喷发旋回侧向追踪和井间对

比。并利用地震反射界面追踪反过来对单井地层划分

进行检验、调整,两者反复对比印证,建立研究区的火山

地层对比关系。其次,根据井旁地震道追踪,确定火山

旋回的叠置关系。在单井组—段—旋回划分及相应的

地震界面标定对比结果基础上,根据连井剖面各旋回叠

置序列和横向对比关系,在地震剖面上根据各旋回不同

的地震反射特征确定各旋回的终止特征及充填样式。

  通过以上方法建立了长岭断陷断陷期火山地层综

合序列,其火山地层特征为:火石岭组以中基性火山喷

发为主,4个喷发旋回自下而上碱质含量逐渐增加,由
安山岩与玄武岩互层逐渐变为以粗面岩为主;营城组

一段和三段各含3个火山喷发旋回,营一段沉积期是

该区的主要火山岩发育期,构成一套完整的从中基性

到酸性的火山喷发过程,营三段自下而上构成酸性—
中基性—酸性的火山喷发成分全韵律,但通常以旋回

二的厚层状中基性火山岩为特征(图2)。

3 火山岩储层特征

3.1 岩性特征

  岩性和岩相是火山岩的基本地质属性,是火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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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长岭断陷火山地层综合序列柱状图
  注:火石岭组二段旋回二以流纹质、英安质火山碎屑岩为主,可见

英安岩和英安质碎屑熔岩的酸性火山碎屑岩组合,分布局限,在王府断

陷等见钻井揭示,长岭断陷未见揭示

储层刻画和储层发育规律研究的基本内容。基于长岭

断陷火山岩段岩心观察77m、镜下薄片鉴定663个,
对66口钻井钻遇的19384m断陷期火山岩井段进行

岩性、岩相识别和序列划分,统计其发育规律。

  松辽盆地深层火山岩按照岩石结构—成因可分为

火山熔岩、火山碎屑熔岩、火山碎屑岩、沉火山碎屑岩

4大类,再根据矿物成分、特征结构、火山碎屑粒级及

比例可确定具体岩石类型[3]。长岭断陷共发育4大

类、30种火山岩石类型,其中发育较多并与储层关系

较密切的主要有11种类型(图3),分别为:

 图3 松辽盆地长岭断陷火山岩岩石类型及其厚度比例图
  注:据66口钻井,19384m火山岩井段统计;其他岩性包括英安质

凝灰岩、安山质凝灰岩、粗安质凝灰岩、粗安岩、玄武质火山角砾岩、英
安质火山角砾岩、英安质凝灰熔岩、玄武质凝灰岩、粗面质火山角砾岩、
沉火山角砾岩、粗面质凝灰岩、粗面质火山角砾岩、粗面质凝灰熔岩、粗
面质角砾熔岩、安山质玄武岩、英安质角砾熔岩、安山质凝灰熔岩、珍珠

岩、安山质角砾熔岩共19种,由于它们比例小、物性差,为突出储层的

规律性将其合并统计

3.1.1 火山熔岩类

  流纹岩为斑状结构,一般斑晶含量不多,主要为石

英和碱性长石,常具流纹构造(图4-a、4-b);英安岩为

斑状结构,斑晶以石英、斜长石为主,碱性长石斑晶少

见,以其较多斜长石斑晶区别流纹岩,又以出现石英斑

晶区别安山岩,基质多为霏细结构(图4-c、4-d);粗面

岩常见斑状结构,以普遍出现碱性长石斑晶为主要特

点(图4-e、4-f);安山岩常见斑状结构,斑晶以斜长石

为主,其次为辉石(图4-g、4-h);玄武岩为斑状结构,斑
晶多见斜长石、辉石、橄榄石,基质常见间粒结构(图
4-i、4-j)。

3.1.2 火山碎屑熔岩类

  流纹质角砾熔岩(图4-k)和流纹质凝灰熔岩(图

4-l、4-m)均为流纹质火山碎屑物被熔浆胶结、冷凝固

结形成的岩石,根据火山碎屑物粒径不同再分为角砾

熔岩(碎屑粒径介于2~64mm)和凝灰熔岩(碎屑粒

径小于2mm)是介于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之间的

过渡性岩石,常见流动构造(假流纹构造)。

3.1.3 火山碎屑岩类

  火山碎屑岩是火山碎屑堆积物经过压实固结形成

的岩石,常具堆砌结构。流纹质火山角砾岩(图4-n)
和流纹质凝灰岩(图4-o、4-p)是流纹质火山碎屑物压

实固结形成的,根据粒径(粒径分级同上)不同分为角

砾岩和凝灰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图4-q)则由安山

质火山碎屑堆积物压实固结形成。

3.1.4 沉火山碎屑岩类

  沉凝灰岩(图4-r)是介于火山碎屑岩和沉积岩之

间的岩石类型,受火山作用和沉积改造双重作用,以具

有其他陆源碎屑物为其鉴别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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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长岭断陷主要火山岩类的典型岩心及镜下照片
  a.流纹岩,YS2井,深度3765.2m,喷溢相下部亚相;b.与图a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Q为石英),单偏光,4×10;c.英安岩,DB11井,深度3755.4m,喷
溢相上部亚相;d.与图c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正交偏光,4×10;e.粗面岩,XS1井,深度3530.5m,喷溢相下部亚相;f.与图e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Qr为
正长石),正交偏光,2×10;g.安山岩,SN180井,深度2714m,喷溢相下部亚相;h.与图g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Pl为斜长石,Px为辉石),正交偏光,4×
10;i.玄武岩,DB10井,深度2565.87m,喷溢相上部亚相;j.与图i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k.流纹质角砾熔岩,YS2井,深度3764.38m,火山通道相火山颈
亚相;l.流纹质凝灰熔岩,YS102井,深度3726.54m,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m.与图l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单偏光,2×10;n.流纹质火山角砾岩,YS301
井,深度3860.04m,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o.流纹质含角砾凝灰岩,YS5井,深度4374.5m,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p.与图o对应的岩心镜下照片,单偏光,
2×10;q.安山质火山角砾岩,SN180井,深度2638.9m,爆发相空落亚相;r.沉凝灰岩,YS301井,深度3857.84m,火山沉积相再搬运火山沉积岩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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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岩相特征

  笔者采用“岩性—组构—成因”分类的5相15亚相

划分方案[5]。长岭断陷火山岩相主要发育4相11亚相,

其中以喷溢相下部亚相、中部亚相及爆发相热碎屑流亚

相为主,合计占岩相总厚度的63.7%。各火山岩相和亚相

的分布特征及其与各火山机构—相带关系见表1。

表1 松辽盆地长岭断陷火山岩岩相类型及其比例表

相 亚相 发育厚度比例 火山机构—相带

火山沉积相Ⅴ
凝灰岩夹煤沉积亚相Ⅴ3
再搬运火山碎屑沉积岩亚相Ⅴ2
含外碎屑火山沉积岩亚相Ⅴ1

/
1.1%
1.7%

 边缘相带、火山机构之间的低洼地带

侵出相Ⅳ
外带亚相Ⅳ3
中带亚相Ⅳ2
内带亚相Ⅳ1

/
/
/

 火山口—近火山口相带

喷溢相Ⅲ
上部亚相Ⅲ3
中部亚相Ⅲ2
下部亚相Ⅲ1

14.0%
17.2%
31.6%

 火山口—近火山口相带、近源相带

爆发相Ⅱ
热碎屑流亚相Ⅱ3
热基浪亚相Ⅱ2
空落亚相Ⅱ1

14.9%
7.3%
6.9%

 火山口—近火山口相带、近源相带、远源相带

火山通道相Ⅰ
隐爆角砾岩亚相Ⅰ3
次火山岩亚相Ⅰ2
火山颈亚相Ⅰ1

1.3%
1.7%
2.3%

 火山口—近火山口相带

   注:据66口井19384m火山岩井段

3.3 储层物性特征

  依据试气及测录井综合解释结果将火山岩储层划

分为气层、水层、差气层和干层,并对450个火山岩样

品的物性数据(孔隙度—渗透率)进行统计分析,结果

显示(图5):试气结果为气层的样品其孔隙度全部大

于3%,而其渗透率分布范围则较大,从0.01~76.90
mD,无明显下限;将所有样品进行孔隙度和渗透率相

关性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0.62,而单独对孔隙度大

于6%的样品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r=0.78,
渗透率随孔隙度变化趋势明显增强,这是因为在孔隙

度小于6%时,随着孔隙度的增加,渗透率的变化不

图5 长岭断陷火山岩孔隙度与渗透率关系图
  注:据450套实测物性(孔隙度—渗透率)数据,其中气层和干层为

试气结果,差气层和水层为测井—录井综合解释结果

大,部分样品甚至构成了一个“平台”,此范围内样品孔

隙度和渗透率的相关性较差,对整体孔隙度与渗透率

的相关性产生了影响。综合以上特征认为,孔隙度和

渗透率的高低对火山岩储层成藏均有显著影响,并且

孔隙度存在明显的成藏下限,其对成藏的影响比渗透

率更大。

  根据以上各类储层的物性特征,结合前人关于松

辽盆地火山岩的勘探开发经验[20],将3%/6%作为孔

隙度分级划分的节点,将0.1mD/1mD作为渗透率分

级划分的节点,对长岭断陷火山岩储层孔隙度和渗透

率进行分级,划分为低孔(孔隙度小于3%)、中孔(孔
隙度介于3%~6%)、高孔(孔隙度大于6%)及低渗(渗
透率小于0.1mD)、中渗(渗透率介于0.1~1.0mD)、高
渗(渗透率大于1mD)。按照此分级方法,该区火山岩

孔隙度大于3%的样本数占到71.3%,为高—中孔隙

度储层;渗透率介于0.01~1.00mD之间的样本,占到

总样本数的87.6%,为中—低渗透率储层。

4 有效储层分布规律

  火山岩有效储层指能够储集和渗流流体(气体和

水),并在现有工艺技术和经济条件下能够开采出具有

工业价值产液量的储集层被称为有效储层[21]。本文

中有效储层包括以火山岩为宿主岩的气层、差气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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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火山岩能否成为有效储层,其物性特征是一个

重要的影响因素。

4.1 有效储层分布与火山喷发旋回的关系

  火山岩体常由多期火山喷发形成,不同期火山岩

接触关系复杂、特征迥异,其储层物性特征和有效储层

分布情况也有所不同。根据实测物性数据、油气综合

解释成果、试气资料,对营城组三段、营城组一段、火石

岭组二段各火山喷发旋回储层物性和有效储层的分布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营城组三段旋回三、营
城组三段旋回二、营城组一段旋回三高—中孔渗样品

所占比例大,物性条件整体较好(图6-a);综合考虑有效

储层的比例及厚度,营城组三段旋回三、营城组一段旋

回三中有效储层比例高、发育厚度大,火石岭组二段旋

回五有效储层比例高、旋回一有效储层厚度大(图6-b)。

图6 火山岩储层物性、有效储层分布与旋回的关系图
  注:各旋回代号与图2对应并做简化,如y33 代表营城组三段旋回三;a图,孔渗分级原则与上文相同。实测孔隙度数据点546个,实测渗透率数

据点450个,其中营城组一段旋回二、火石岭组二段旋回五、旋回四缺少孔渗数据;b图,柱状图上方数字为各旋回发育厚度,m,火石岭组二段旋回三

发育341m,但无综合解释,未作统计。各旋回有效储层厚度及比例分别为,y33:1261m、21.6%;y23:326m、15.2%;y13:370m、16.9%;y31:1497
m、27.4%;y21:106m、13.6%;y11:158m、7.7%;h52:19m、48.7%;h42:6m、0.9%;h12:259m、17.6%

  对于火山岩储层喷发旋回/岩性/岩相分类评价,
笔者主要是根据两方面的标准:①储层物性好坏;②储

层产能的好坏(根据测、录井综合解释成果、产能资料

综合评价有效储层的厚度及比例)。笔者认为:一类喷

发旋回/岩性/岩相表现为,物性好、产能好,物性好、产
能其次,物性其次、产能好这3种类型;二类喷发旋回/
岩性/岩相表现为,物性差、产能好,物性其次、产能其

次;三类喷发旋回/岩性/岩相表现为,物性好、产能差,
物性其次、产能差,物性差、产能其次,物性差、产能差。

  综合以上分析,各旋回的储层物性条件的好坏与

其有效储层发育程度的高低存在很好的对应关系,并
且各火山岩段顶部旋回有效储层比例高、厚度大,为形

成有效储层的优势旋回。

4.2 有效储层分布与岩性的关系

  由于火山岩具有较强的非均质性,不同岩性的火

山岩具有不同的密度、成分、结构、构造等属性,这导致

不同岩性的火山岩具有不同的物性特征。根据实测物

性数据、油气综合解释成果、试气资料,对长岭断陷主

要发育的11种火山岩的储层物性和有效储层的分布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物性条件较好的岩性为

流纹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其次为玄武岩、安山岩、沉

凝灰岩、流纹质凝灰熔岩、流纹质火山角砾岩、流纹质

凝灰岩、流纹质角砾熔岩,较差的为英安岩和粗面岩

(图7-a);根据有效储层比例及发育厚度综合分析,有
效储层主要分布在流纹岩、流纹质凝灰熔岩、流纹质凝

灰岩、流纹质火山角砾岩中,其次为流纹质角砾熔岩、
粗面岩、安山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玄武岩,有效储层

较少发育在沉凝灰岩和英安岩中(图7-b)。

  综合以上分析,将该区火山岩储层的岩性分为以

下3类:①流纹岩、流纹质凝灰熔岩、安山质火山角砾

岩、流纹质凝灰岩、流纹质火山角砾岩为有利的储集岩

类;②其次为安山岩、玄武岩、流纹质角砾熔岩;③沉凝

灰岩、粗面岩、英安岩较难形成有效储层。

4.3 有效储层分布与岩相的关系

  不同的火山岩相,其物性特征具有很大差别,根据

实测物性数据、油气综合解释成果、试气资料,对长岭

断陷发育的火山岩相的储层物性和有效储层的分布情

况进行统计分析,结果显示:物性较好的岩相为上部亚

相(Ⅲ3)、中部亚相(Ⅲ2)、火山颈亚相(Ⅰ1),其次为热

碎屑流亚相(Ⅱ3)、空落亚相(Ⅱ1)、含外碎屑火山碎屑

沉积 岩 亚 相(Ⅴ1);物 性 较 差 的 岩 相 为 下 部 亚 相

(Ⅲ1)、热基浪亚相(Ⅱ2)、隐爆角砾岩亚相(Ⅰ3)(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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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火山岩储层物性、有效储层分布与岩石类型的关系图
  注:Ⅰ—流纹岩;Ⅱ—流纹质火山角砾岩;Ⅲ—流纹质凝灰岩;Ⅳ—流纹质角砾熔岩;Ⅴ—流纹质凝灰熔岩;Ⅵ—英安岩;Ⅶ—安山岩;Ⅷ—安山质

火山角砾岩;Ⅸ—粗面岩;Ⅹ—玄武岩;Ⅺ—沉凝灰岩。a.柱状图上方数字为统计样本数,柱状图内数字为各岩性孔隙度算术平均值和渗透率几何平

均值,Ⅵ—英安岩和Ⅸ—粗面岩无渗透率值,故未作统计。b.柱状图上方数字为各岩性发育厚度,单位为 m,各岩性有效储层厚度及比例分别为,
Ⅰ:1461m、22.8%;Ⅱ:293m、46.3%;Ⅲ:543m、26.4%;Ⅳ:76m,53.9%;Ⅴ:460m,35.5%;Ⅵ:13m,2.0%;Ⅶ:333m、13.6%;Ⅷ:69m、32.9m;
Ⅸ:232m、23.8%;Ⅹ:141m、7.4%;Ⅺ:29m、8.8%

图8 火山岩储层物性、有效储层分布与岩相类型的关系图

  注:亚相符号同表1;a.柱状图上方数字为样本数,柱状图内数字为各岩相的孔隙度算术平均值和渗透率几何平均值;b.柱状图上方为各岩相发

育厚度,m;Ⅰ1(火山颈亚相)均未解释,故未作统计;各亚相有效储层厚度及比例分别为,Ⅰ3:66m、23.6%;Ⅱ1:358m、25.9%;Ⅱ2:187m,128%;

Ⅱ3:1050m,35.4%;Ⅲ1:755m、12.1%;Ⅲ2:661m、19.4%;Ⅲ3:723m、26.0%;Ⅴ1:19m、5.2%

a);有效储层主要分布在热碎屑流亚相、上部亚相、下
部亚相中,其次为中部亚相、空落亚相、热基浪亚相,隐
爆角砾岩亚相、含外碎屑火山沉积岩亚相、火山颈亚相

则很少分布(图8-b)。

  综合以上分析,将该区岩相分为3类:①上部亚

相、热碎屑流亚相、中部亚相为成为有效储层的优势岩

相;②其次为下部亚相、空落亚相;③而热基浪亚相、火
山颈亚相、含外碎屑火山沉积岩亚相、隐爆角砾岩亚相

则很难成为有效储层。

5 结论

  1)有效储层与喷发旋回。长岭断陷共发育3段

10个火山喷发旋回,在火山喷发旋回中储层物性与有

效储层的分布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其中营城组三段

和营城组一段的顶部旋回(旋回三)储层物性好,有效

储层比例高、厚度大,为形成有效储层的优势旋回。

  2)有效储层与岩性。长岭断陷共发育30种火山岩

石类型,储层条件相对较好的有11种,在火山岩石类型

中储层物性与有效储层的对应关系不明显,综合认为流

纹岩、流纹质凝灰熔岩、安山质火山角砾岩、流纹质凝灰

岩、流纹质火山角砾岩为该区有利的储集岩类。

  3)有效储层与岩相。长岭断陷火山岩相共发育4
相11亚相,在火山岩相中储层物性与有效储层的分布

存在较好的对应关系,上部亚相、热碎屑流亚相、中部

亚相储层物性好,有效储层比例高、厚度大,为形成有

效储层的优势岩相。

  4)有效储层与孔隙度和渗透率。火山岩储层物性

的好坏与其有效储层发育程度的高低存在较好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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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并且孔隙度对有效储层形成的影响相比渗透率

更大,长岭断陷火山岩整体上为高—中孔隙度、中—低

渗透率储层,孔隙度条件较好,这表明深层火山岩勘探

具有良好的前景。

  5)火山岩有效储层勘探方向。根据有效储层的发

育规律,该区勘探方向应首选流纹质复合火山机构,在火

山穹窿及其附近重点刻画大型风化壳型火山地层界面,
营一段和营三段顶部旋回应作为重点勘探目标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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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调价窗口即将开启

  随着国际原油持续下跌,国内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天然气在能源领域的替代性降低,整体消费需求量呈下降趋势。据相关数

据显示,2015年上半年,我国天然气产量为656亿立方米,进口量为293亿立方米,表观消费量为906亿立方米,较2014年增长

2.1%;而2013年增速为13.1%,2014年较2013年增长8.9%,相当于2015年较2014年增幅下降了6.8个百分点,较2013年增幅

下降了11个百分点。

  导致国内天然气增速放缓的主要成因是供大于求的现状凸显,气源多元化,天然气库存量大幅增加,且经济形式相对疲软,天
然气价格较高,较之于液化石油气乃至燃料油,其替代性下降,有可能丧失其原有的经济性。

  究其原因,天然气价格下跌存在些许被动因素,一方面就是定价机制不完善,且与替代能源液化气、燃料油乃至原油缺乏有效

的联动性。因此,天然气领域定价机制改革是很有必要的。据资料显示,我国天然气价格改革从2013年正式启动,经过两年调整,

实现了天然气存量气和增量气的价格并轨,而国家对天然气价改的最终目标是完全放开气源价格,政府只监管具有自然垄断性质

的管道运输价格和配气价格。因此,我国对现行天然气定价机制进行改革箭在弦上,逐步探索天然气用途多元化,加强其市场化应

用进程,以达到缓解供大于求的现状。

  当前,燃气市场正值终端需求淡季,天然气市场处于下跌通道。由于国际油价下跌,成品油市场接连下调,天然气作为新型清

洁能源,暂无明显优势可言,受低油价冲击,有可能将掀起新一轮的发动机“气改油”热潮。

(天工 摘编自天然气工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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