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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利用铸体薄片、扫描电镜、阴极发光等多种技术手段，对北部湾盆地东北部乌石 W 油

田始新统流沙港组三段厚层砂砾岩低渗储层储集物性的非均质性成因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应

用测井参数，通过地质建模建立不同井区储层物性预测模型，进而预测了有利含油储层的分

布特点。研究表明：①流沙港组三段Ⅱ油组储层总体为中孔低渗，渗透率平面变化趋势与孔

隙度变化趋势不同。其中，近物源区储层为中孔特低渗；处于近物源与远物源之间的中部地

区为中孔低渗；远物源区则为中低孔中渗。②储层物性受沉积微相和成岩作用的共同控制，

主控因素为埋深（压实）、泥质含量、岩性（粒度、岩石成分）、溶蚀和破裂的非均质性等。

③相对高孔储层区位于 2/3/5 井区及 7 井以南小断块，为有利储集层发育区，而相对高渗储层

区则多位于 8、9 井区，为有利含油气储层之油气开发潜力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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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进入 21 世纪，随着油气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

和拓展，低渗含油气储层已逐渐成为油气田勘探开

发的重点，该类储层储集物性的成因亦越来越受专

家学者们关注与重视。通过对低渗储层储集物性

主控因素的深入研究，进而预测有利含油气储层分

布，已成为当前含油气储层评价中的热点与难点。

前人在低渗含油气储层“甜点”成因及预测方面等

做了大量的攻关研究[1-6]
，且此类研究及预测在中国

陆上的长庆、苏里格、四川盆地等地区的油气田勘

探开发中均取得较好的应用效果。但这些地区对

于低渗含油气储层的研究，多停留在定性及半定量

阶段，针对井点较多、定量的井间预测较少，因而在

低渗区域寻找有利储层的难度很大。本文在前人

研究基础上，针对南海北部湾盆地乌石 W 油田始

新统流沙港组三段（以下简称流三段）厚层砂砾岩

含油气低渗储层，综合应用铸体薄片、扫描电镜、阴

极发光等多种实验技术手段，重点对乌石 W 油田

流三段厚层砂砾岩低渗储层的物性非均质性成因

进行深入研究，分析阐明低渗储层储集物性的主控

因素，并应用测井参数，通过地质建模建立不同井

区储层物性预测模型，同时对井间复杂储层非均质

性等进行精细表征，评价预测低渗储层中的相对高

孔渗区带，以期为该区乌石 W 油田勘探开发过程

中井位优选及调整等部署提供决策依据。 

1    地质概况

乌石 W 油田位于中国南海北部湾海域东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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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石凹陷东北侧，构造上受 EW 向、NE 向断层控制

形成 2 个长条状的大断块，构造破碎，断层空间组

合关系复杂，为断块+岩性圈闭类型[7-12]
（图 1）。自

2010 年以来钻探了十余口探井/评价井，在流三段

获得了良好的油气显示，主力油组为 L3Ⅱ油组。流

三段储层物源供给来自于 NE 方向，为扇三角洲前

缘沉积，储层相对复杂，为北部湾盆地典型低渗含

油气储层。由 111 块岩壁芯铸体薄片分析得出，研

究区储层以含砾粗砂岩和粗砂岩为主，部分为细—

中砂岩。粗粒砂岩岩石类型以岩屑砂岩和长石岩

屑砂岩为主，有少量长石石英砂岩；细—中砂岩岩

石类型以岩屑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为主，有少量长

石岩屑砂岩（表 1）。储层具有“三低”的岩石学特

征：成分成熟度低（平均为 7.0）、结构成熟度低、泥

质（平均为 3.4%）和胶结物含量（平均为 3.5%）低

（表 1）。压实作用较强（压实率平均为 77.4%），胶

结物主要是以高岭石（图 2c）为主的自生黏土矿物，

含量较高（平均为 2.7%）；其次为碳酸盐胶结物，以

方解石为主（平均为 0.43%）（图 2d），此外还有菱铁

矿（平均为 0.25%）、白云石（平均为 0.13%）。次生

孔隙普遍发育（平均占总孔隙的 74.8%），以长石溶

孔为主，次为铸模孔，具少量粒间溶蚀（图 2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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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乌石W油田构造位置
[7]

Fig.1    Structural location of Wushi W Oilfield[7]

  

2    储层储集物性特征

根据研究区岩/壁芯常规物性实测数据统计，流

三段储层整体孔渗相关性较差（图 3a），相关系数

R2 仅为 0.48，说明孔隙度和渗透率相关性较小。据

测井解释结果做出孔渗分布直方图（图 4），图中可

见流三段孔隙度总体介于 13%～24%，直方图呈单

峰正态分布，主峰介于 19%～21%，分布集中，平均

值为 18.5%；渗透率总体为（2.0～256.0）×10−3 μm2
，

直方图呈单峰分布，主峰介于（16.0～64.0） ×10−3 μm2
，

平均为 48.8×10−3 μm2。参照碎屑岩储层分类标准[13]
，

流三段储层物性总体以中孔低渗为主，部分为低孔

特低渗及中孔中渗。 

3    储层储集物性主控因素分析

储层发育带的分布主要受沉积作用和成岩作

用 2 个因素控制[14-18]。沉积相是影响储层原生物性

的先决因素，泥质含量、粒度、碎屑成分等又受控于

沉积相带，进一步控制了储层原生物性的优劣[19-20]。

成岩作用是后期储层改造的主要因素之一，储层埋

深较小—中等时，其物性（特别是渗透性）主要受岩

性的影响[21]
，而储层岩性又受控于沉积相[16,22]

；随

着储层埋深增大，水-岩作用逐渐增强，此时其物性

主要受成岩作用的影响[23-27]。 

3.1    沉积因素对储层储集物性的影响
 

3.1.1    沉积微相

乌 石 W 油 田 流 三 段 为 扇 三 角 洲 前 缘 沉 积，

主要发育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微相（图 5）。根据测

井解释，L3Ⅱ油组井点储层物性平面分布规律为

（图 6）：近物源区储层孔隙度相对较高（17.5%～

19.5%，为中孔），中部孔隙度相对中等（16.2%～

18.0%，为中孔），远物源区孔隙度相对较低（14.0%～

17.6%，为中低孔）；而渗透率规律相反，近物源区

（6/5/3 井区）储层为特低渗，渗透率为（1.6～6.7）×
10−3 μm2

，中部（1/7/9/14 井区）为低渗，渗透率为

（11.5～41.5）×10−3 μm2
，远物源区（8/4 井区）为中渗，

渗透率为（68.3～182.0）×10−3 μm2。相对高孔隙度

的储层反而低渗，相对低孔隙度的储层反而中渗，

可能与后期成岩作用较强烈的改造相关。其物性

主要受沉积微相影响，其次受成岩作用影响。近物

源水下分流河道砂砾岩储层由于分选磨圆差、泥质

含量高、成分和结构成熟度低，物性较差；距物源相

对较远的水下分流河道含砾中粗砂岩储层由于分

选磨圆好、泥质含量低、成分和结构成熟度高，物性

变好。 

3.1.2    泥质含量

砂岩中的泥质作为填隙物，在降低原始孔隙的

同时，对储层渗透率也有明显影响。通过不同岩性

和不同井区泥质对物性影响的对比分析（图 7）认为：

含砾砂岩/砂砾岩泥质杂基含量相对较低，物性略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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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层由于压实作用不强，原生孔隙保留较好，少量

的泥质对孔隙结构影响不大明显；深层压实作用强，

少量的泥质对渗透性的降低作用明显，如 11 井区

（流三段埋深 2 809～2 898 m，见表 1）。 

3.1.3    粒度

储层岩石粒度的大小控制微观孔喉的分布，因

此也控制了储层的物性，尤其是渗透率[28]。流三段

粒度变化明显，控制着储层孔、渗分布，孔隙度、渗

透率与粒度中值明显正相关，粒径中值越大，储层

渗透率和孔隙度也越大，相对而言，流三段粒径中

值对储层渗透率的影响要比孔隙度更大。原因是

细粒砂岩分选相对更好，孔隙度有时反而比粗粒大，

 

h

f

a

c

e

g

b

d

（a） 颗粒排列紧密，呈凹凸-线接触，9 井，2 696.3 m，单偏光；（b） 云母压弯变形，14 井，2 900 m，正交偏光；

（c） 孔隙充填假六边形片状高岭石，9 井，2 777.58 m，扫描电镜；（d） 方解石充填孔隙，发橙黄色光，9 井，2 780 m，阴极发光；

（e） 长石溶蚀残骸，加剧喉道复杂性，8 井，2 374.5 m，单偏光；（f） 长石粒内溶孔、铸膜孔，9 井，2 774.64 m，单偏光；

（g） 多晶石英砾石破裂现象明显，9 井，2 774.64 m，单偏光；（h） 多晶石英沿次生加大边破裂，1 井，2 650.5 m，单偏光

图 2    乌石W油田流三段储层特征照片

Fig.2    Photographs of reservoir characteristics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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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粒径中值与孔隙度的相关性要比其与渗透率

的相关性弱（图 8）。在流三段储层内部，含砾/砂砾

岩储层表现为中孔中低渗，中/粗砂岩储层表现为中

孔低渗，粉细砂岩储层表现为中孔低渗或特低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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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乌石W油田流三段砂岩孔渗相关性

Fig.3    Correlation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the E2l
3 Member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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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乌石W油田流三段砂岩物性分布

Fig.4    Distribution histogram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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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乌石W油田流三段Ⅱ油组沉积微相平面图

Fig.5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plan of Ⅱ oil formation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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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砾砂岩/砂砾岩储层物性整体好于中砂岩，中砂岩

储层物性整体又好于粉细砂岩（图 3b）。
 

3.1.4    碎屑组分

（1）石英含量

研究区流三段多晶石英含量高，砾石和较粗的

颗粒成分为多晶石英；中细砂岩和粉砂岩多晶石英

含量明显减少，以单晶石英为主。储层物性随单晶

石英含量的增加而逐渐降低，两者负相关，其中渗

透率降低幅度尤其明显，相关系数 R2 达到−0.79

（图 9a、b）；储层物性随多晶石英含量的增加而逐渐

升高，两者正相关，其中，渗透率升高幅度尤其明显，

相关系数 R2 达到 0.78（图 9c、d）。石英中多晶石英

砾石相对含量与储层物性明显正相关，推测原因为

扇三角洲快速堆积，多晶石英的脆性和难压实性造

成孔隙空间得到一定程度保留，砾石颗粒脆性大，

在压应力作用下发生沿加大边破裂（图 2g、h），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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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6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distribution of different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in the E2l
3 group Ⅱ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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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8    Relationship between median particle size and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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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砂岩物性。

（2）长石含量

流三段长石含量为 0～22%，平均为 6.2%，储层

孔隙度随长石含量增加有相对增加趋势，而渗透率

随长石含量增加无增加趋势，甚至有降低的趋势

（图 9e、f）。镜下可以看到，研究区广泛发育长石溶

蚀残骸，形成粒内溶孔、铸模孔（图 2e、f），导致储层

孔隙度增大的同时，喉道结构变得更加复杂，渗透

性不增反而有一定程度降低。由于长石含量在全

区相差不大，且储层物性受到多种因素影响，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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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乌石W油田流三段颗粒含量与储层物性关系

Fig.9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 content and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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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层物性与长石含量相关性不是特别明显，但长石

的存在确实对储层物性有改善作用。

（3）岩屑

流三段岩屑以低变质的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

岩等变质岩岩屑为主，见少量酸性喷出岩岩屑及花

岗岩岩屑。由于研究区流三段分析化验的样品较

少，不同井区不同岩性物性影响因素多，岩屑含量

与物性相关性不明显（图 9g、h）。

综上分析认为，宏观沉积相带对储层物性展布

有明显控制作用，扇三角洲前缘远端水下分流河道

为有利的沉积相带，储层物性较好；微观方面储层

物性的好坏受到泥质杂基含量、粒径大小、碎屑矿

物成分含量等综合控制。 

3.2    成岩作用对储层储集物性的影响

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是造成乌石 W 油田流三

段储层孔隙度降低的最为重要的 2 种成岩作用，而

溶蚀作用可以改变孔隙结构，储层物性的大小受这

3 种成岩作用的综合影响，在某个时期时，通常是某

种成岩作用占主导作用。 

3.2.1    压实和胶结作用

薄片定量分析显示，压实作用是导致乌石 W
油田流三段储层物性偏低的主要成岩作用。相比

压实作用，胶结作用对物性的影响相对较弱，除 7

井区为中等胶结以外，其余井区均为弱胶结，流三

段储层的胶结率与储层物性无明显相关性（图 10c、
d），表明胶结作用不是控制储层物性的主要因素。

沉积物的埋藏成岩是不断受上覆岩石重力与

流体压力的作用过程。由于岩石压实，导致了原始

孔隙的减少[29-30]
，由研究区流三段压实率与孔隙度

和渗透率关系图可以看出，两者呈一定的负相关关

系（图 10a、b）。压实时间或埋藏深度不同，对孔隙

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总体上，研究区流三段随埋深

加大，压实作用变强，物性降低明显。埋深大的

1/9/11/14 井区被压实作用消除的孔隙体积大，压

实率高，属于强压实区（图 10a、b）。镜下铸体薄片

观察可见，石英、长石、花岗岩等抗机械压实能力强

的刚性颗粒呈定向排列，泥岩岩屑、云母等抗机械

压实能力弱的塑性组分变形，颗粒呈凹凸-线接触

（图 2a、b）。同时，当中粗砂岩储层埋深＞2 600 m
时，渗透率下降趋势比细粉砂岩储层更快（图 11b、c）。 

3.2.2    溶蚀和破裂作用

溶蚀和破裂作用是改善流三段储层物性最主

要的成岩作用。

乌石 W 油田流三段广泛发育长石溶蚀残骸，

形成长石粒内溶孔、铸模孔，溶蚀作用对储层的孔

隙度有较大的贡献，而对渗透率在整体上无明显改

善作用，甚至在局部使喉道变得更加复杂，储层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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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乌石W油田流三段成岩作用与储层物性关系

Fig.10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genesis and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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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性变差，导致了渗透率降低，这也是流三段储层

渗透率与孔隙度相关性差（图 3a）的原因之一。

扇三角洲快速堆积过程中，多晶石英颗粒的脆

性和难压实性造成孔隙空间得到一定程度保留。

砾石颗粒脆性大，在压应力作用下发生沿加大边破

裂（图 2g、h），改善了砂岩渗透性。这也是造成多晶

石英含量与储层物性（尤其是渗透率）呈现明显的

正相关关系的原因（图 9c、d）。 

3.3    储层储集物性主控因素分析

如上所述，流三段物性主控因素为埋深（压实）、

岩性（粒度、岩石成分）、溶蚀的非均质性。原始沉

积特征（如沉积微相、成分、粒度、泥质含量等）是

储层物性的先决控制因素，成岩作用（压实、溶蚀和

破裂）则对储层储集物性具有后期改造作用。

L3Ⅱ油组储层物性受沉积微相和成岩作用的

共同控制，可以划分出近源混杂堆积中孔低—特低

渗区、前缘中部深埋中孔低渗区、中孔中渗甜点区、

远源中孔特低渗区 4 个区带，各区带渗透率的平面

分布特征如下：

（1）2/3/5 井区（近源混杂堆积中孔低—特低

渗区） 为近源水下分流河道，近物源快速堆积，分

选差，碎屑杂基充填孔隙；埋深中等，压实作用中

等—弱；储层段孔隙度 18.5%～19.4%，为中等孔隙

度；渗透率很低，为（1.6～15.9）×10−3 μm，孔隙连通

性较差。储层物性主要受沉积微相控制，微观上受

泥质杂基含量影响。

（2）4/8 井区（外前缘中孔中渗区） 为扇三

角洲前缘远端水下分流河道沉积，杂基含量明显减

少，分选中等；埋深较大，压实作用更强，长石含量

高且长石溶蚀作用强，储层孔隙度 16.3%～17.6%，

为中等孔隙度；储层渗透率为（68.3～182）×10−3 μm，

为油田内最高的渗透率发育区。宏观上，物性主要

受沉积微相控制（扇三角洲外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为

有利的沉积微相）；微观上，溶蚀破裂作用改善了储

集空间和渗流通道。

（3）7/9/14/1 井区（前缘中孔低渗区） 为扇

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发育区，分选较好；埋深

适中，压实作用中等—强烈，溶蚀作用较强。虽然

水动力搬运作用和溶蚀作用对孔隙有一定的改善，

但压实起到更为主导的作用，导致孔隙和喉道减少，

渗透率迅速降低，储层段孔隙度为 16.2%～19.5%，

渗透率为（11.5～41.5）×10−3 μm2。14 井区储层因为

溶蚀作用很强，使喉道变得更加复杂，导致渗透率

更低。物性主要受控于沉积相，微观上受压实作用

影响。

（4）11 井区（中低孔低渗区） 为扇三角洲

外前缘远源沉积，岩性变细，泥质含量增加；埋深大，

压实作用强烈，储层渗透率很低；储层孔隙度为

15%，渗透率为 13.6×10−3 μm2。物性主要受粒度、

泥质含量和压实作用综合控制。 

4    流三段低渗储层物性井间分析预测

储层物性井间预测一直是油田勘探开发钻前

储层研究的难点[1-2]。除了地震储层物性预测外，利

用沉积、成岩等地质规律，通过经验公式、地质建模

的方法进行储层物性井间预测也具有一定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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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乌石W油田流三段渗透率与埋深关系

Fig.11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meability and buried depth in the E2l
3 of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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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3,5]。 

4.1    孔隙度井间预测
 

4.1.1    孔隙度影响因素定量表征

由于上述储层物性主控因素很难在无取芯无

取样的层段获得，很难定量化；而岩性、泥质含量等

参数可以通过测井参数计算得到；埋深、胶结物含

量等参数可以间接地通过密度、声波测井参数获

得[31-32]。因此，利用测井参数进行孔隙度预测是可

行的。事实上，井上储层孔隙度与 GR、DEN、VCL
及 IMP 负相关。

考虑到孔隙度影响因素众多，乌石 W 油田不

同断块或井区储层沉积微相变化较大，因此分井

区建立储层物性预测模型。选取自然伽玛（GR）、

密度（DEN）、VCL（泥质含量）、声波（DT）等采取

多元统计回归方法进行 L3Ⅱ油组井间孔隙度（φ）
预测：

1 井：φ=0.918−0.333DEN−0.1VCL+0.001DT
2 井：φ=1.381−0.001GR−0.496DEN+0.029VCL
3 井：φ=−1.209−0.001GR+0.595DEN−0.019VCL

+0.001DT
4 井 ： φ=0.894-0.001GR−0.288DEN+0.016VCL

+0.001DT
5 井：φ=1.132+0×GR−0.397DEN−0.079VCL
7 井 ： φ=0.423+0×GR−0.133DEN−0.125VCL+

0.001DT
8 井 ： φ=0.641−0.001GR−0.186DEN+0.019VCL

+0.001DT
9 井：φ = 1.056 − 2.675E （−5）GR − 0.376DEN −

0.068VCL
11 井：φ=0.641−0.236DEN−0.118VCL+0.001DT
14 井：φ = 0.895 + 2.231E （−5）GR－0.343DEN−

0.092VCL+0.001DT
应用上述回归公式，得到 L3Ⅱ油组 3D 孔隙度

模型（图 12）。对 L3Ⅱ油组有效储层进行孔隙度

平均，得到该油组平均孔隙度平面分布预测图

（图 13）。该图与井点平均孔隙度吻合较好，预测

的相对高孔隙度发育区位于 2/3/5 井区、7 井以南

小断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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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乌石W油田 L3Ⅱ油组回归得到的 3D孔隙度模型

Fig.12    3D porosity model obtained from regression in L3Ⅱ oil group in Wushi W Oilfield
 
 

4.2    渗透率井间分析预测

通过 L3Ⅱ油组储层岩芯样品微观分析，可以得

出渗透率主要与孔隙度、岩性、泥质含量等有相关

性，与对应的测井曲线参数（DEN、DT、GR 等）具有

一定的相关关系，故选取孔隙度（φ）、密度（DEN）、

声波（DT）、自然伽玛（GR）等对渗透率进行分井区、

分岩性拟合，得到渗透率解释模型。

不同井区、岩性、孔隙结构的储层孔隙度-渗透

率关系不同，根据 L3Ⅱ油组储层沉积微相、储层物

性、孔隙结构特征、埋深等平面分布特征，细分不同

井区进行分区渗透率预测。通过多元回归，建立不

同井区 L3Ⅱ油组岩芯物性回归渗透率 (K) 模型如下：

2/3/5 井区：近源粗碎屑混杂堆积低渗区

K=−425.341+5.277φ+365.769DEN−3.133DT−

2.887G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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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井区：扇三角洲外前缘中渗区

K=−4 091.016−1.73φ+1480.741DEN+9.603DT
−0.389GR

9 井区：扇三角洲前缘低渗区

K=−628.349+3.065φ+225.928DEN+0.784DT−
0.259GR

1/7 井区：扇三角洲前缘低渗区

K=−358.357+0.38GR+178.87DEN−0.921DT
14 井区：扇三角洲前缘低渗区

K=−240.974+0.753GR+2.035DT
11 井区：扇三角洲外前缘低渗区

K=174.072−0.159φ−44.81DEN−0.639DT−
0.095GR

应用上述回归公式，得到 L3Ⅱ油组 3D 渗透率

模型（图 14）。对有效层的渗透率进行平均，得到

L3Ⅱ油组平均渗透率平面分布预测图（图 15）。结

合各断块的测试流度和产能（表 1），确定出甜点储

层平面主要分布在 8、9 井区。 

5    结论

（1）始新统流三段Ⅱ油组储层总体为中孔低渗。

近物源区储层为中孔特低渗，中部（近物源与远物

源之间）储层为中孔低渗，远物源区储层为中低孔

中渗。渗透率平面变化趋势与孔隙度变化趋势不

同，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之间的相关性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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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乌石W油田 L3Ⅱ油组孔隙度平面分布预测

Fig.13    Prediction of porosity distribution in L3Ⅱ oil group in Wushi W Oilfield

 

1 000.0

100.0

10.0

1.0

0.1

渗透率/10-3 μm

图 14    乌石W油田 L3Ⅱ油组回归得到的 3D渗透率模型

Fig.14    3D permeability model obtained from regression in L3Ⅱ oil group in Wushi W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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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储层储集物性受沉积微相和成岩作用的共

同控制，主控因素为埋深（压实）、岩性（粒度、岩石

成分）、溶蚀的非均质性。其中，原始沉积特征（如

沉积微相、成分、粒度、泥质含量等）是储层物性的

先决控制因素，其次受成岩作用（压实、溶蚀和破裂）

影响。

（3）应用测井参数多元回归对物性进行拟合，

通过地质建模建立不同井区储层物性预测模型，进

而预测流三段Ⅱ油组储层相对高孔渗区分布，有利

于部署和优选最佳油田开发生产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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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favorable reservoir prediction of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in the third Member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in Wushi W Oilfield,

Beibu Gulf Basin

WANG Yu1, HUAN Jinlai2*, FENG Dan3, YE Qing1, ZHOU Wei1, DAI Baixiang2

（1 Hainan Branch of CNOOC (China) Ltd., Haikou 570312, China；2 Zhanjiang Branch of CNOOC (China) Ltd., Zhanjiang 524057, China；

3 Engineer Technology Reesarch Institute，BHDC，Renqiu 062552, China）

Abstract:  By  using  cast  thin  sec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cathodoluminescence,  and  other  technical
means,  an in-depth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causes of heterogeneity of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ick
sandy  conglomerate  low-permeability  reservoir  in  the  third  member  of  Eocene  Liushagang  Formation  in  the
Wushi W Oilfield, Beibu Gulf Basin, South China Sea, and reservoir physical property prediction models were es-
tablished for different well areas via geological modeling with logging parameters, so as to predict the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favorable  oil-gas reservoirs.  Result  shows  that:  ① The Ⅱ oil  group  of  reservoir  in  the  third
member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has  medium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in  general.  The  reservoir  in  near
provenance area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porosity and ultra-low permeability, while in the middle area between
near and far provenance areas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porosity and low permeability. The far provenance area
is characterized by medium to low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and the trend of permeability vari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porosity variation. ②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the reservoir are controlled jointly by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and diagenesis.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re  burial  depth  (compaction),  shale  content,  lithology
(grain size, rock composition), heterogeneity of dissolution and fracture et and so on. ③ The relatively high poros-
ity reservoir  area was located in the areas of  Wells  2,  3,  and 5,  and in small  fault-block to the south of  Well  7,
which is  a  favorable  reservoir  development  area,  while  the relatively high permeability  reservoir  area is  located
mostly in Wells 8 and 9, which is a potential oil-gas reservoir development area.
Key words:  the third Member of Liushagang Formation of Eocene; low permeability reservoir;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geological modeling; reservoir prediction; Beibu Gulf B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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