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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渐新统涠洲组成岩作用

及优质储层预测

朱金起，张乔良，杨朝强，郇金来，王光
（中海石油（中国）有限公司湛江分公司，湛江 524057）

摘　要：为探究南海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涠洲组碎屑岩成岩作用及优质储层发育规律，以

涠洲 X 油田涠洲组三段为例，通过薄片鉴定、扫描电镜分析、阴极发光和成岩数值模拟等方法，

深入分析成岩作用类型及机理、成岩演化序列、成岩相划分，并开展优质储层主控因素分析及

优选。结果表明：研究区涠三段储层压实作用中等，以点-线或线接触为主；胶结作用以不同

类型黏土矿物为主，总体处于中成岩 A1
2-A2

1
微期有利阶段；研究区经历了酸性和碱性溶蚀作

用，以典型高岭石和绿泥石酸-碱性溶蚀作用产物最为突出；分流河道 A1
1
微期高岭石和分流

河道 A1
2
微期高岭石沉积-成岩相是研究区优质储层发育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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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南海北部湾盆地近年勘探开发的成功表明，涠

西南凹陷是典型的富油气凹陷。前人对该区域

的成藏机理及沉积演化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1-3]
，

而对碎屑岩储层成岩作用及优质储层发育规律方

面的系统研究相对匮乏[4]。众多研究者对国内不同

盆地多个地区碎屑岩储层的研究结果均表明，储层

成岩作用受控于沉积矿物类型、区域流体性质及温

压状态[5]
，成岩作用强度对储层质量、油气形成与

分布具有明显控制作用[6-11]。

涠西南凹陷总体具有断裂复杂、沉积矿物多样

和热流体活跃等特点[12]
，导致储层成岩作用机理研

究难度大，成岩相认识不清，极大制约了对碎屑岩

优质储层发育规律的认识，给油田剩余油挖潜及开

发方案调整及部署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因此，笔者

以北部湾盆地涠西南凹陷涠洲 X 油田涠洲组三段

为研究对象，应用薄片鉴定、扫描电镜分析、阴极发

光和成岩数值模拟等技术方法，深入分析成岩作用

类型及机理、成岩演化序列、成岩相划分，并开展优

质储层主控因素分析及优选，以期为研究区和国内

外其他类似油田储层成岩作用研究和储层质量预

测提供参考。 

1    地质概况

涠西南凹陷位于中国南海北部大陆架北部湾

盆地，涠洲 X 油田位于涠西南凹陷中部，由北块、中

块和南块 3 个区块组成，中块可进一步细分为 3 井

区和 4 井区[13-14]
（图 1a）。北部湾盆地从下到上依

次发育长流组、流沙港组、涠洲组、下洋组、角尾组、

灯楼角组、望楼港组和第四系[4-5]。其中，流沙港组

二段是主要的烃源岩发育层段（图 1b），涠洲组三段

（简称“涠三段”）是主要的油气储层，涠洲组二段是

一套良好的区域盖层（图 1b）。此外，涠三段可进一

步细分为Ⅰ—Ⅷ油层组，不同油层组沉积微相的展

布略有差异，但总体以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微

相为主（图 1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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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储层基本特征

选取 6 口井（2、2B、4、A5、A7、B33S1，图 1a）
195 个样品进行显微镜下观察，样品涵盖涠三段

Ⅰ—Ⅷ油层组，在纵向和平面上控制了整个研究区

目的层，统计结果能充分体现研究区目的层相关特

征。分析表明：涠洲 X 油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以岩

屑石英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为主（图 2），颗粒粒度

较细，分选中等，多呈次圆—次棱状。X 衍射分析

结果表明，储层中黏土矿物含量较高，平均值为

11.9%，以高岭石为主，绿泥石和伊利石次之。碳

酸盐胶结物含量平均值为 4.8%。平均孔喉为 5～
10 µm，孔喉类型为较细—细喉。孔隙度平均为

17.4%；渗透率平均为 244.3×10−3 μm2。尽管随埋深

的增大，储层物性通常按不同方式逐渐降低，但由

于在埋藏成岩过程中遭受特殊的地质影响[15]
，在不

同的深度会出现异常的高孔隙和高渗透带。 

3    成岩作用特征
 

3.1    成岩作用类型及机理

涠洲 X 油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受到机械压实

作用、胶结作用和溶蚀作用，其中胶结作用和溶蚀

作用是控制储层质量差异演化的关键因素。

（1）压实作用

在沉积物埋藏过程中，随着上覆地层压力的逐

渐增大，碎屑颗粒逐渐趋向紧密堆积，软组分物质

被塞入孔隙之中，同时水分被挤出，导致储层孔隙

度或渗透率随之改变。颗粒间的接触形态是判断

机械压实强度的重要指标，接触类型从弱到强包括：

悬浮状、点接触、线接触以及凹凸接触。镜下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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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研究区地质背景

Fig.1    Comprehensive map of geological background of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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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2    Triangle plot of classification of reservoir rock types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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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 现（图 3），涠 三 段 碎 屑 岩 储 层 主 要 呈 现 点 -线
（点接触占比超过 50%）或线-点（线接触占比超过

50%）的接触形式（图 3a），而线接触和凹凸接触则

相对较少（图 3b，c），整体压实强度评估为中等。

（2）胶结作用

涠洲 X 油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中胶结物主要

以自生黏土矿物为主，且不同类型黏土矿物在储层

中的产状存在差异，在颗粒粒度的约束下，自生黏

土矿物与储层物性表现为良好的相关关系（图 4）。

自生高岭石与有机质的酸性流体对长石的溶蚀作

用密切相关，在储层中主要呈蠕虫状集合体充填粒

间孔隙（图 5a），与渗透率具有较好正相关性（图 4a）。

自生绿泥石主要以颗粒包膜、孔隙衬里或充填粒间

孔隙的形式赋存（图 5b—d），与渗透率具有较好正

相关性（图 4b）。自生伊利石主要以丝片状、叶片状

充填粒间孔隙的形式赋存（图 5e、f），附近发育高岭

石、钾长石和钠长石，说明与其存在相互转化关系，

与储层物性呈较好的负相关性（图 4c）。

（3）溶蚀作用

涠洲 X 油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不仅经历了酸

性成岩环境，也遭受碱性流体的侵蚀（图 6），成岩环

境的交替出现导致碎屑岩颗粒成分的差异性溶蚀，

引起了岩石成分的重新组合和孔隙结构的改造，同

时也说明了涠西南凹陷涠洲组碎屑岩储层物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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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线-点接触，云母压弯，A5 井，2 446.00 m，（+）×5；（b）线接触，云母压弯，A5 井，2 518.08 m，（+）×4；
（c）线-凹凸接触，云母压弯，A7 井，2 615.60 m，（-）×10

图 3    涠三段碎屑颗粒接触关系

Fig.3    The particle contacts of clastic rocks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渗
透
率

渗
透
率

渗
透
率

高岭石含量/%

(a)

0.01

0.1

1

10

100

1 000

10 000

0 20 40 60 80

中砂岩

细砂岩

极细砂岩

绿泥石含量/%

(b)

0.01

0.1

1

10

100

1 000

10 000

0 10 20 30 40 50

中砂岩

细砂岩

极细砂岩

伊利石含量/%

(c)

0.01

0.1

1

10

100

1 000

10 000

0 10 20 30 40 50

中砂岩

细砂岩

极细砂岩

/1
0

−3
 μ

m
2

/1
0

−3
 μ

m
2

/1
0

−3
 μ

m
2

图 4    涠三段不同类型碎屑岩储层黏土矿物质量相对含量与渗透率的关系

Fig.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ve mass content of different types of clay minerals and permeability
in the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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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质性和成岩过程的复杂性[15]。

详细的镜下观察和模拟结果表明：①在古新世

初期至渐新世末期，来自深部的岩浆热液溶蚀了石

英这种碱性不稳定矿物，使得石英颗粒表面呈雨痕

状（图 7f），同时岩浆热液与岩石层发生过热液碱交

代作用[16]
，产生了次生孔隙，导致了 Fe2+

、Mg2+等离

子的大量富集，促进了自生绿泥石的形成（图 7a、f），
但钾长石（图 7a）及铁白云石（图 7f）等基性矿物较

为稳定。②在涠洲组沉积中晚期至下洋组沉积时

期，下部流二段（E2l2）烃源岩的 Ro 主要介于 0.6%～

1.0%，处于大量生烃的成熟阶段，底部烃源岩接近

生油高峰（Ro=1.0%），有机质在大量生烃的同时，生

成有机酸和有机 CO2，溶于水，形成酸性热流体，和

油气一起沿断层进入涠三段碎屑岩储层[14]
，长石、

碳酸盐胶结物、岩屑、黏土矿物等不稳定矿物全部

或部分溶解（图 7a），并伴随高岭石大量富集（图 7b）
及自生石英（图 7c）的析出。形成次生孔、铸模孔

（图 7d、e）的同时，原生孔减少，储层孔隙度、渗透

率增高，孔隙结构发生改变。 

3.2    成岩演化序列

通过胶结物的成分、晶体形态、赋存状态及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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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5    The cementation of clastic rocks in the reservoir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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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之间穿插关系的判断，确立研究区成岩演化序列。

扫描电镜和薄片观察结果表明（图 8）：①石英加大

形成时间晚于粒表绿泥石（图 8a）；②石英加大有溶

蚀现象，钾长石充填溶蚀洞中（图 8b）；③铁方解石

交代白云石（图 8c），二者同为碱性成岩环境下沉淀，

铁方解石形成时间晚于白云石，且石英加大形成时

间晚于铁方解石和白云石；④石英具有二次加大现

象（图 8d），且为有痕加大，石英加大边具有溶蚀现

象；⑤粒表绿泥石和方解石均具有溶蚀现象（图 8e）；
⑥高岭石胶结物溶蚀（图 8f），形成伸长状孔隙，孔

径在 8 μm 左右，最大孔隙为 8 μm×40 μm。由此可

推断涠三段碎屑岩储层成岩演化序列为：成岩作用

早期阶段方解石、白云石→早期铁方解石、铁白云

石及绿泥石→早期长石溶蚀、高岭石和石英胶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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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涠三段碎屑岩储层典型溶蚀作用

Fig.7    Typical dissolution process of the clastic rock reservoir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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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涠三段碎屑岩储层成岩演化序列典型图

Fig.8    Typical diageneses of clastic rocks in reservoirs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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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石英颗粒和石英胶结物溶蚀→成岩作用中期

阶段长石溶蚀、碳酸盐矿物溶蚀、高岭石和石英胶

结→中期高岭石溶蚀，绿泥石胶结、铁方解石和铁

白云石胶结。 

3.3    成岩阶段划分

WALDERHAUG 等[17] 认为，储层质量预测不

应过于依赖大量岩石样品的测试结果。因此，在

仅有少量或没有资料的区域，基于地质学基本原

理的成岩数值模拟技术已成为储层成岩阶段预测

的主要手段[18]。成岩数值模拟技术适用于沉积矿

物类型、流体性质及温压状态非均质较强区域的

储层预测研究[18-19]。本次平面模拟井间距为 80 m×
80 m，已达到开发井距。在没有井的“空白区”，用

了同样大小的模拟井距。纵向上，模拟点的间距

为该点所模拟地层单元的厚度。通过模拟计算各

模拟点不同地质时期的成岩参数古温度（T）、镜质

组反射率（Ro）、甾烷异构化指数（SI）、伊蒙混层中

蒙皂石含量（S）、自生石英含量（Vq）随时间的变化

规律，由计算机在时空领域内计算成岩指数（ID）。

ID(x,y,z, t) = a1T (x,y,z, t)/TB+

a2Ro(x,y,z, t)/RB+a3[100−
S (x,y,z, t)]/(100−S B)+
a4SI(x,y,z, t)/SIB+

a5Vq(x,y,z, t)/VB （1）

以涠三段 V 油层组为例，成岩指数计算结果如

图 9 所示。涠西南凹陷涠洲 X 油田早成岩阶段 A、

B 期底界的 ID 分别为 0.26、0.34[20]
，中成岩阶段分

为 A1
1
、A1

2
、A2

1
、A2

2 4 个成岩微期，其底界 ID 分别

为 0.4、0.46、0.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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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涠三段 V油层组成岩指数 ID 等值线图

Fig.9    Contour map of diagenetic index ID of Oil Set Ⅴ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依据涠西南凹陷研究区碎屑岩样品的 Ro、流体

包裹体均一温度（TH）、泥岩热解、XRD、扫描电镜

及薄片鉴定等资料，参考中国石油行业标准—碎屑

岩成岩阶段划分（SY/T 5477—2003）[21] 及孟元林

等[18] 对碎屑岩成岩阶段的细分方案，将涠西南凹

陷涠洲 X 油田的碎屑岩成岩作用划分为早成岩阶

段 A、B 期，中成岩阶段进一步细分为 A1
1
、A1

2
、A2

1
、

A2
2 成岩微期，其底界深度分别约为 1 300、2 100 、

2 400 、2 700 、3 400 、3 900 m。在早成岩 A—B 期，

ID 介于 0.26～0.34，储层成岩作用以压实、胶结为

主，砂岩由松散开始固结。在中成岩 A1
1 微期，ID

介于 0.4～0.46，来自流沙港组的干酪根逐渐成熟，

在生成油气的同时，产生有机酸和 CO2，形成酸性

热流体，并沿大断层上升，进入涠洲组[14]。受酸性

热流体的侵蚀作用，涠三段储层各成岩微期溶蚀作

用明显增强，但程度不尽相同：在中成岩 A1
1 微期，

ID 介于 0.4～0.46，发育早期弱溶蚀相；在中成岩 A1
2

微期，ID 介于 0.46～0.6，发育早期较强溶蚀相；在中

成岩 A2
1 微期，ID 介于 0.6～0.7，发育中期强溶蚀相；

在中成岩 A2
2 微期，ID＞0.7，发育晚期溶蚀相。 

4    优质储层主控因素及优选

涠洲 X 油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物性主要受沉

积和成岩双重影响，沉积相控制储层砂体展布，成

岩相控制优质储层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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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沉积相控制优质储层展布

涠洲 X 油田涠三段以辫状河水下分流河道沉

积为主，局部发育河道侧缘及分流间湾（图 10）。不

同沉积成因砂体往往具有不同的岩石学特征，并

对储层质量产生不同的影响。辫状河三角洲前缘

沉积亚相背景下的微相对涠洲 X 油田涠三段储层

孔隙度、渗透率具有决定性影响（表 1），位于分下

分流河道的砂体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 16.4% 和

181.5×10−3 μm2
，位于水下分流河道侧缘的砂体孔隙

度和渗透率分别为 13.2% 和 13.3×10−3 μm2。位于

水下分流间湾的砂体孔隙度和渗透率分别为 9.2%

和 1.4×10−3 μ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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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涠三段 V油层组沉积相平面图

Fig.10    The horizontal distribution of sedimentary facies of Oil Set Ⅴ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表 1    涠三段不同沉积微相控制下的砂体孔渗统计

Table 1    Statistic of sand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different sedimentary microfacies of the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w3)
 

沉积微相 渗透率/10−3 μm2
孔隙度/%

分下分流河道
0.02～3 716.00

181.48(809)
1.65～24.30
16.42(810)

水下分流河道侧缘
0.15～105.00

13.27(92)
3.25～20.90

13.21(92)

水下分流间湾
0.03～10.81

1.35(42)
2.49～15.38

9.23(41)

最小值～最大值

平均值(样品数)注： 。

  

4.2    成岩相控制优质储层发育

相较于以往成岩作用及成岩相类型划分的研

究，本文引入成岩阶段这一重要成岩作用评价指标

进行成岩相类型划分，究其原因是以往的成岩阶段

划分仅局限于勘探阶段，并未针对开发阶段的成岩

作用研究进行细化；同时，受热流体影响，研究区目

的层存在正常成岩阶段外的黏土矿物转化，涠三段

碎屑岩储层中胶结物主要以自生黏土矿物为主，自

生黏土矿物与储层物性表现为良好的相关关系。

因此，本文将细化后的成岩阶段和黏土矿物类型相

结合，提出新的成岩相类型划分方法。

依据涠西南凹陷涠洲组涠三段纵向黏土矿物

和成岩阶段特征，将研究区划分为 A1
1 高岭石成岩

相、A1
2 绿泥石成岩相、A1

2 高岭石成岩相和 A2
1 绿

泥石成岩相 4 种成岩相类型（表 2，图 11、12）。

（1）A1
1-高岭石成岩相 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优势沉积微相，粒度中值

（Φ 值）平均值为 3.10，为极细砂岩；分选系数（So）平

均为 1.85，分选好；绿泥石含量较低，介于 12%～

35.7%，平均为 23.6%；高岭石含量较高，介于 11%～

70.1%，平均为 44.5%；伊利石含量较低，介于 11%～

60.1%，平均为 22.8%。孔隙度介于 2.4%～29.7%，

平均为 19.1%；渗透率介于（0.03～1 590）×10−3 μm，

平均为 127.1×10−3 μm2。

（2）A1
2-绿泥石成岩相 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洲

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优势沉积微相，粒度中值（Φ 值）

平均值为 2.67，为细砂岩；So 平均为 2.97，分选中等；

绿泥石含量较高，介于 15%～46.4%，平均为 30.9%；

高岭石和伊利石含量相近，分别为 14.9%～49.9%
和 13.9%～44.8%，平均值分别为 28.1% 和 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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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隙度介于 1.42%～27.3%，平均为 12.5%；渗透率

介于（0.03～106）×10−3 μm2
，平均为 10.3×10−3 μm2。

（3）A1
2-高岭石成岩相 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优势沉积微相，粒度中值

 

表 2    涠三段不同成岩相典型特征对比

Table 2    Comparison of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diagenetic facies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w3)

 

A1
1
高岭石成岩相 A1

2
绿泥石成岩相 A1

2
高岭石成岩相 A2

1
高岭石成岩相

储层类型 Ⅰ类 Ⅱ类 Ⅰ类 Ⅱ类

典型井 B33S1 A5、4 A5 A7

埋深/m 2 300～2 400
2 400～2 500（A5）
2 600～2 700（4）

2 500～2 600 2 700～3 000

成岩阶段 A1
1 A1

2 A1
2 A2

1

黏土矿物 高岭石为主 绿泥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高岭石为主

沉积微相 分流河道 分流河道 分流河道 分流河道为主，混有河道侧缘和分流间湾

颗粒粒度/Φ 3.1 2.67 2.67 2.68

分选系数 1.85 2.97 2.97 4

孔隙度/% 19.1 12.5 16.7 15

渗透率/10−3 μm2
127.1 10.3 119.9 16.7

 

B32

A8

A4 A1

A12b

A2
A3

A10

B20

A18

A7

A9

B36B33S1

A5 A6

B25

B19Sc

B24

B17

B18 B23
7

4B7

A2H

A3H

A1H

A3S1

断层井位A1

2绿泥石
成岩相

0 250 500 1 000 m

N

A2

1高岭石
成岩相

A1

2高岭石
成岩相

A1

1高岭
石成岩相

图 11    涠三段 V油层组平面成岩相划分

Fig.11    The horizotal distribu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of Oil Set Ⅴ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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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涠三段纵向成岩相划分

Fig.12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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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Φ 值）平均值为 2.67，为细砂岩；So 平均为 2.97，分

选中等；高岭石含量较高，介于 11%～59%，平均为

36.3%；绿泥石含量次之，介于 8%～41%，平均为

25.5%；伊利石含量最低，介于 12%～42.7%，平均

为 23.6%。孔隙度为 1.65%～28.1%，平均为 16.7%；

渗透率介于（0.12～1 059）×10−3 μm2
，平均为 119.9×

10−3 μm2。

（4）A2
1-高岭石成岩相 主要发育辫状河三角

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优势沉积微相，其次为水下分

流河道侧缘和水下分流间湾微相；粒度中值（Φ 值）

平均值为 2.68，为细砂岩；分选较差，So 平均为 4.00。

高岭石含量最高，介于 9%～68%，平均为 34.5%；伊

利石含量次之，介于 10%～48.9%，平均为 27.5%；

绿泥石含量最低，介于 9%～41%，平均为 18.8%。

孔隙度为 1.93%～30.3%，平均为 15.0%；渗透率介

于（0.15～706）×10−3 μm2
，平均为 16.7×10−3 μm2。 

4.3    优质储层优选

基于沉积-成岩相对储层的控制作用，结合现有

动态相关资料将研究区储层分为Ⅰ、Ⅱ、Ⅲ类：

Ⅰ类优质储层主要发育分流河道 A1
1 微期高岭

石沉积-成岩相或分流河道 A1
2 微期高岭石沉积-成

岩相，渗透率＞100×10−3 μm2
；

Ⅱ类优质储层主要发育分流河道 A1
2 微期绿泥

石沉积-成岩相和 A2
1 微期高岭石成岩相，渗透率介

于（10～100）×10−3 μm2
，

Ⅲ类为非优质储层，渗透率＜10×10−3 μm2。

以本研究区涠三段 V 油层组为例，刻画平面优

质储层平面展布（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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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涠三段 V油层组优质储层分布

Fig.13    Distribution of favorable areas of Oil Set Ⅴ in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5    结论

（1）涠洲 X 油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以岩屑石英

砂岩和长石岩屑砂岩为主，粒度较细，分选中等；压

实作用中等，以点线或线点接触为主；胶结作用以

不同类型黏土矿物为主，既经历了酸性溶蚀作用也

经历了碱性溶蚀作用，以典型高岭石和绿泥石酸-碱
性溶蚀作用产物最为突出。

（2）基于成岩数值模拟技术精细划分涠洲 X 油

田涠三段碎屑岩储层成岩阶段及成岩相，总体处于

中成岩 A1
2—A2

1 微期有利阶段，发育早期较强溶蚀

相、中期强溶蚀相；局部处于中成岩 A1
1
、A2

2 微期，

发育早期弱溶蚀相、晚期溶蚀相。

（3）三角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微相决定涠洲 X

油田涠三段储层砂体展布，A1
1 和 A1

2 微期高岭石

成岩相控制着优质储层的发育，分流河道 A1
1 和

A1
2 微期高岭石沉积-成岩相是研究区优质储层发

育的最有利相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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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genesis and prediction of high quality reservoirs in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in the Weixi’nan Sag of the Beibu Gulf Basin, South China Sea

ZHU Jinqi, ZHANG Qiaoliang, YANG Zhaoqiang, HUAN Jinlai, WANG Guang
（Zhanjiang Branch of CNOOC (China) Ltd., Zhanjiang 524057, China）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diagenesis and development pattern of quality reservoirs in the Weizhou Formation in
the  Weixi'nan  Sag,  Beibu  Gulf  Basin,  South  China  Sea,  taking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Oligocene  Weizhou
Formation in the Weizhou X Oilfield as an example, the types and mechanisms of diagenesis, the sequence of dia-
genetic evolution, and the division and distribu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were analyzed in depth through techniques
such as thin section microscopy identification,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y, cathodoluminescence, and numeric-
al simulation of diagenesis. The main controlling factors and selection of quality reservoirs were determined. Res-
ults show that the compaction effect of the reservoir in the Third Member is moderate showing mainly point-line
or line-line contact. Different types of clay minerals were involved in the cementation process, which occurred in
mainly  the  favorable  stage  of  A1

2-A2
1 micro-facies  of  diagenesis.  The  research  area  has  experienced  acidic  and

then alkaline dissolution and the most prominent products are the acid-alkaline dissolution products of typical ka-
olinite and chlorite. The sedimentary diagenetic micro-facies of A1

2 in distributary channel are the favorite zones
of development of quality reservoirs in the study area.
Key words:  diagenesis; sedimentary diagenetic facies; high quality reservoir; Weizhou Formation; Weixi'nan 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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