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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营凹陷民丰洼陷沉积体系紧邻沙三段下亚

段油页岩分布，具有非常优越的油源条件，可形成

良好的生储盖配置和有利的圈闭构造条件，具备形

成隐蔽性岩性油气藏的潜力和可能性[1]。经勘探证

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该区沙三中亚段储层中

见到良好的油气显示，1995年丰11块上报探明储量

74×104 t，民丰洼陷北斜坡区的永安镇油田已发现储

量超过 5000×104 t[2]，但由于物源体系发育规律及沉

积体系展布认识不清，严重阻碍了该区岩性油气藏

的识别和预测[1]。

1 地质背景

民丰洼陷位于东营凹陷东北部，北以坨—胜—

永断裂带为界，与陈家庄凸起相邻，东经青坨子凸

起，南至中央隆起带东段辛镇构造带[3−4]。区内北部

主要发育坨—胜—永断裂带东段[5]的永安镇断裂带

（图1），近NWW向展布[6]。辛镇构造位于中央隆起

带东部，是一个轴向近EW不对称的狭长背斜，主要

由北翼的营 8断层控制[7]。沙三段整合于沙四段之

上，主要处于湖盆的断陷发育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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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民丰地区是东营凹陷油气勘探中的重要部分，其中物源体系分析对沉积体系研究及储层评价工作的开展具有

重要意义。古地貌控制了沉积体系展布的基本格局，陈南断层下降盘、民丰洼陷腹部以及辛镇地区为砂体沉积提供

了所需的可容纳空间。特征元素分析以及砂分散体系研究表明，沙三段中下亚段沉积时期，民丰地区发育了三大物

源体系，沉积原始组分的供给主要来自北部陈家庄凸起、东部青坨子凸起以及南部盆外水系的注入。在该时期，辛

镇地区F1、F2主断裂形成的构造调节带可作为南北向物源输送通道，东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沉积体系南端与南部

盆外水系的北部分支于辛镇地区发生交汇。由于沉积原始组分是储层发育的基础，因此，不同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沉

积原始组分造成了储层储集空间及物性特征的差异性。混源区与东部物源控制下的储集体为三角洲前缘相带，弱

压实，粒间原生孔发育，孔、渗性良好，优于南部以及北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储层物性，但南部储层含油性高于东部，

混源区储层含油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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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源体系识别及其特征

2.1 古地貌分析

古地貌形态是物源输送通道形成的基础，在空间

上控制着砂体沉积所需的可容纳空间。沙三段中下

亚段（Es3
1−2）沉积时期，民丰洼陷北部陈南断层下降盘

在靠近盆地边部地层厚度较大，向湖盆中央收敛。图

2-A（剖面位置见图1中A-A'）为顺倾向纵剖面，T4～

T6地震反射层之间地层整体呈楔形，其间多为斜交-
前积反射结构，可见强反射。这表明，北部陈家庄凸

起向陈南断层下降盘提供了物源供给，发育了一定规

模的砂砾岩体沉积，但沉积展布范围有限。图2-B东

西向地震剖面（剖面位置见图1中B-B'）显示，自东向

西，为明显的三角洲斜交-S型前积反射结构。平衡

剖面恢复结果表明[9]，青坨子凸起在沙三段沉积时期，

持续处于抬升剥蚀状态，因此推测东部青坨子凸起可

向民丰洼陷提供物源。现今研究区南部的辛镇构造

带为一个复杂的负花状断裂系统，下部塑性层发育为

盐底辟构造[7,10−11]。辛镇构造带演化历史表明，营 8

断层F1和F2主断裂（图 1）形成于沙三段上部地层

开始沉积之前[7]，但直至沙二段上部地层沉积前，才

产生两条反向断层[7,10]。同时，前人研究认为东营凹

陷的中央背斜式底辟构造带在沙三段沉积以后开

始发育[12]。这表明在沙三段中下亚段沉积时期，辛

镇地区地层发育较为齐全，基本未受到盐底辟拱升

作用影响（图 2-A），其主断裂F1、F2所形成的构造

调节带，可作为辛镇地区南北向的物源输送通道。

研究区南部北西向地震前积反射结构特征明显[13]，

这表明南部盆外水系经广饶凸起，向东营凹陷盆内

注入，其北部分支水系与东部物源体系的南部于辛

镇地区F1、F2主断裂带附近发生混源沉积。

2.2 特征元素分析

基于古构造格局分析的基础上，选取典型特征

元素比值，作为示踪指标，据相似性就可以确定研

究区目的层段地层的物源方向[14−16]。采用Ni/Co、V/

Co、Mg/Mn、Mn/Sr、Ba/Mn、Fe/K、Mg/Ca、Ba/Sr、Al/

Mg、Al/Na等10个常用的特征元素比值作为物源示

踪指标。通过分析研究区 24 口井 154 个样品点特

征元素比值的分布模式，进行该区物源体系的分

析。研究区主要存在3种类型的特征元素比值分布

类型（图3）：

研究区北部Yn100、Y92和YnX183井，基本反

映了北部物源体系特征元素分布特征。特征元素

谱图为三峰型，Mg/Mn、Ba/Mn和Al/Mg均为高值，

图1 东营凹陷民丰地区区域概况图
AA’—南北向区域地震剖面；BB’—东西向区域地震剖面；F1、F2—营8断裂发育早期形成的南倾断层

Fig.1 Sketch map of Minfeng area in Dongying depression
AA'-NS-trending seismic reflection section; BB’-EW-trending seismic reflection section; F1, F2-south-dipping faults

of early stage of Ying 8 fault z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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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民丰地区沙三段中下亚段地震反射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seismic reflection of Minfeng area in Dongying depression

图3 民丰地区沙三段中下亚段特征元素平面分布图
Fig.3 Map of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in Minfe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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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Ba/Mn 值最高，一般大于 20，最高可达 140 左

右，Mg/Mn 值相对较高，一般为 20~80，Al/Mg 值一

般为15~50；其他比值变化不大，一般小于10。

研究区东部Y31和Y101井，特征元素谱图为单

峰型，Mg/Mn值为高值，其范围一般为 20~50，相比

于北部物源体系，其值相对较低；其他比值也较低，

一般小于10。向盆地内部，X163与Yg544井等仍保

持Mg/Mn高值，北部至T158，南部至X165井，单峰

型特征明显，均受到东部物源体系的控制。

研究区南部地区Y116、X301及XX167井，特征

元素谱图与北部物源体系一样，为三峰型，并且同

样为 Mg/Mn、Ba/Mn 和 Al/Mg 高值，但是比值相对

较低，Mg/Mn 值一般为 20~50，Ba/Mn 值一般小于

30，Al/Mg值一般为10~30，其余比值一般小于10。

由此可见，研究区内存在三大物源体系，分别

为北部物源、东部物源和南部物源体系，并且在研

究区中部X301井区附近特征元素谱图南北两侧差

异性较大，该位置恰处于民丰洼陷南缘辛镇构造

F1、F2断裂带，推测东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沉积体

系南端与南部向北西进积的沉积体系在此处发生

混源沉积（图3）。

2.3 砂分散体系分析

为进一步论证三大物源体系控制下的砂分散

体系展布特征并精细刻画东部和南部混源沉积的

演化过程，采用高精度层序格架约束下的砂分散体

系重建物源—沉积体系[17]，并精细刻画物源推进方

向、完善物源体系[18]。对于同一个沉积体系而言，一

般的规律是距离物源区越近，砂体厚度越大、含砂

率值越高[19−21]。在高精度层序格架建立的基础上[22]

（图 1），绘制了研究区沙三段中下亚段 10个五级层

序的砂砾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图，对研究区物源体系

特征进行精细分析。

X2和X1五级层序发育时期，砂砾岩百分含量

等值线分布范围小，主要集中在研究区东部和北

部，向盆地中心砂砾岩百分含量逐渐降低，反映了

该时期沉积物物源主要来自东部和北部，但规模小

（图4-A、B）。

Z8和Z7五级层序发育时期，砂砾岩百分含量

等值线仍然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北部分布范围

小，南部开始发育小规模的砂砾岩，但百分含量低，

分布范围小，表明该时期沉积物物源仍然以东部为

主，南部物源开始发育（图4-C、D）。

Z6五级层序发育时期，砂砾岩百分含量等值线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南部和北部，东部和南部

等值线分布范围均明显增大，砂砾岩含量明显增

高，北部等值线分布范围有所扩大，东部和南部砂

砾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在研究区中部开始发生交汇，

反映了研究区北部、东部和南部物源并存，并且东

部和南部物源规模明显增大，在辛镇构造带开始发

生混源沉积（图4-E）。

Z5和Z4五级层序发育时期，砂砾岩百分含量等

值线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地区，分布范围

广，砂砾岩百分含量高。至Z4期东部、南部和北部砂

砾岩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东部和南部等值线仍在研

究区中部发生交汇，表明研究区主要发育东部和南部

物源，物源体系规模呈现继承发育特征，在辛镇构造

F1、F2断裂带附近形成混源区（图4-F、G）。

Z3五级层序发育时期，砂砾岩百分含量等值线

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但分布范围明显向

盆内迁移，砂砾岩含量较高。这表明东部物源供给

的砂体受到胜北断层东段构造调节带控制，主要沿

北西向断槽展布。北部砂砾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分

布范围减小（图4-H）。

Z2和Z1五级层序发育时期，砂砾岩百分含量

等值线主要分布在研究区东部和南部，分布范围

广，砂砾岩百分含量高，北部砂砾岩分布范围小。

至Z1期，东部砂砾岩沉积范围整体扩大，同时其北

部边界进一步向北迁移，而南部砂砾岩逐渐向研究

区南部退积，两者仍在研究区中部交汇，反映了该

时期研究区东部物源体系强度持续增强，而南部物

源体系强度减弱，两者在研究区中部混源，北部物

源体系强度减弱，并渐趋消亡（图4-I、J)。

2.4 砂岩碎屑组分分析

碎屑颗粒受成岩作用影响较小，在最大程度上保

持了母岩的性质[23−24]，可直观反映物源区和沉积盆地

的构造环境[25]。同时，沉积原始组分又是储层发育的

基础，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储层发育特征。因此，在砂

分散体系分析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物源体系下及混源

区的砂质碎屑颗粒组分和结构进行分析。

通过对研究区 38 口井 404 块样品的石英、长

石、岩屑（沉积岩岩屑、变质岩岩屑和岩浆岩岩屑）的

相对含量进行统计发现（表1），北部Yn18井区碎屑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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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民丰地区沙三段中下亚段砂砾岩百分含量等值线图
Fig.4 Map of sandy disperse system in Minfe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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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组分特征明显，石英含量相对较低，多为 30%~

40%，长石含量相对较高，含量多为40%~50%，岩屑

含量相对较高（20%~80%），其中变质岩岩屑含量最

高，其含量变化范围为20%~80%，沉积岩岩屑和岩浆

岩岩屑含量少。同时薄片鉴定资料显示，石英、长石、

岩屑的磨圆度为次棱角状。东部和南部碎屑颗粒组

分特征基本相似。东部Y211井区和南部X139井区

碎屑颗粒组分中石英含量相对较高（35%~60%），长

石含量次之（25%~40%），岩屑含量最低（5%~35%），

其中变质岩岩屑含量较高（5%~25%），同时含一定量

的岩浆岩岩屑（0~5%），几乎不含沉积岩岩屑。然而，

薄片鉴定表明Y211井区碎屑颗粒粒度整体偏粗，由

盆地边部向中央碎屑颗粒磨圆度依次由棱角−次棱角

到次圆状，而X139井区碎屑颗粒粒度偏细，颗粒磨圆

度主要为次棱角状。

由此进一步统计北部、东部和南部碎屑颗粒中

值（M）与岩性特征（图5），北部Yn18井区碎屑颗粒

粒度较粗，M范围变化较大，主要集中在−1~2Ф，分

选较差，主要以含砾砂岩、砾岩为主，同时含少量中

−粗砂岩及粉细砂岩；东部Y211井区碎屑颗粒粒度

较北部略细，M 范围变化较大，主要集中在 1~5Ф，

分选较差，岩性主要以粉−细砂岩为主，含有一定量

的含砾砂岩及少量的中−粗砂岩；南部X139井区碎

屑颗粒粒度较细，M范围变化不大，主要集中在 2~

4Ф，分选较好，岩性仍以粉−细砂岩为主，有一定量

的含砾砂岩，几乎不发育中−粗砂岩。

北部、东部、南部 Qt/(F+L)比值依次为 0.51、

0.76、0.90（表 1），这表明北部物源体系碎屑成分成

注：Qt—稳定的石英颗粒；F—单晶长石颗粒（F=P+K）；P—斜长石；K—钾长石；L—不稳定的多晶岩

屑总量（L=Lv+Lm+Ls）；Lv—火山岩岩屑；Lm—变质岩岩屑；Ls—沉积岩岩屑。

表1 民丰地区沙三段中下亚段砂岩碎屑组分（%）特征
Table 1 Characteristics of sandy clastic compositions（%）in Minfeng area

图5 民丰地区沙三段中下亚段粒度中值（A）及岩性（B）特征
Fig.5 Characteristics of median grain size（A）and lithology（B）in Minfe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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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度最低，而东部和南部物源体系经历了相对较长

的搬运历史。F/L比值也显示，三大物源体系均发

育了岩屑质长石砂岩，这表明砂岩的成熟度均不

高，并且由北部、东部到南部物源，其源岩依次受到

地形切割程度加深。

研究区北部陡坡带碎屑颗粒组分成熟度低，粒

度较粗，反映为近源、粗碎屑沉积；东部物源经历了

一定距离的搬运，以粉细砂为主，粒度整体偏粗，分

选较差，向盆内磨圆度逐渐变好；南部物源经历了

相对较长的搬运历史，形成了岩性以粉−细砂为主

的沉积，分选较好。

综合上述信息，民丰地区于沙三段中下亚段沉积

时期，分别发育了三大物源体系，受到古构造格局的

控制，砂体主要沉积在北部陈南断层下盘、民丰洼陷

腹部及南部辛镇地区。砂分散体系较特征元素更进

一步表明，南部与东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沉积体系于

辛镇构造F1、F2主断裂带附近发生混源沉积。同时，

不同物源体系及混源沉积控制下的砂质碎屑组分及

结构也具有显著特征，而沉积原始组分是储层发育的

基础，控制着储层的物性及含油性。

3 物源体系控制下的储层发育特征

3.1 砂体成因类型

受北部物源体系的控制，研究区北部主要发育

扇三角洲沉积，其沉积构造类型多样，主要发育块

状层理、平行层理及冲刷充填构造，局部发育泥砾

及泥岩撕裂屑等沉积构造。研究区扇三角洲沉积

水动力较强，兼具重力流和牵引流特征。扇三角洲

主要发育前缘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其沉积相序一般

表现为正序特征，底部发育冲刷充填构造，一个单

一相序底部一般发育含砾粗砂岩，向上逐渐演变为

含砾细砂岩、粗砂岩、中砂岩及细砂岩等，垂向上常

呈现为多个正序叠加的特征。在水下分流河道间

湾中，相序特征不明显，一般表现为粉砂岩与泥岩

互层沉积。

三角洲沉积广泛发育于研究区东部和南部，在

沙三段中下亚段沉积时期，是该区最主要的沉积相

类型，如前所述，地震剖面中前积反射特征十分明

显（图 2），研究区现今保存的主要为三角洲前缘沉

积，主要包括水下分流河道、河口坝、席状砂等沉积

微相，其中水下分流河道及河口坝沉积是研究区三

角洲前缘沉积的主体。水下分流河道沉积垂向上

常表现为明显的正序，常见冲刷充填构造，向上发

育大型的平行层理或交错层理。河口坝沉积垂向

上表现为明显的反序特征，常发育平行层理及沙纹

交错层理，可见生物化石及生物扰动构造。

滑塌浊积岩沉积构造类型多样，主要发育反映

浊流沉积的粒序层理、鲍马序列“AAA”序、鲍马序

列“ABAB”序及多种类型的同沉积变形构造等，垂

向上一般呈现多个正序旋回叠加的特征。岩石中

常见泥砾、泥岩撕裂屑等，反映了滑塌浊积岩形成

时期的强水动力条件。

3.2 储层储集特征

北部物源体系控制的沉积相类型主要为扇三

角洲沉积，并以扇三角洲前缘为主，扇体厚度较大，

胶结作用较弱，且刚性颗粒长石含量相对较高，抗

压实能力较强，早期原生孔隙得以保存。由于扇三

角洲同时具有重力流性质，分选较差，磨圆度多为

次棱角状，导致后期的压实效果显著。长石颗粒为

溶蚀作用的进行提供了物质基础，受成岩过程中有

机酸的影响，可形成次生孔隙。扇三角洲储层颗粒

呈线接触或凹凸接触，压实作用较强，储集空间以

原生粒间孔隙为主（图6-A），可见长石溶解孔隙（图

6-B）。扇三角洲储集体孔隙度较高，主要分布在

20%~25%，渗透率范围多为10×10−3~1000×10−3 μm2

（图 7-A），平均孔隙度为 18.7%，平均渗透率为

351.39×10−3μm2。北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储层多为

含油水层，平均日产油量为 1.4 t，平均日产液量为

14.6 t，最高日产油量在 Yn18 井 2221~2236 m 层段

为5.59 t。

东部物源控制的永安镇三角洲沉积以三角洲

前缘为主，靠近盆地边部的储层中刚性石英颗粒含

量高，抗压实能力强，原生粒间孔隙发育，同时由于

埋藏较浅、有机质热演化程度不高，受成岩过程中

有机酸影响较小，溶蚀作用较弱。永安镇三角洲储

层储集空间以粒间原生孔隙为主（图 6-C）、伴随充

填有自生高岭石，铁白云石、铁方解石强烈胶结，裂

缝中充填沥青质，生物介壳发育。永安镇三角洲储

集体以原生粒间孔隙为主，孔隙度多高于 30%，渗

透率范围为 100×10−3~1000×10−3μm2（图 7-B）。向

盆地腹部方向，三角洲前缘之前发育的滑塌浊积岩

沉积，多为细粒沉积，杂基含量高，胶结作用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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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多物源体系控制下储层空间发育特征
A—细砂岩中的粒间原生孔隙（-），Y928井，2006.4 m；B—细砂岩中的粒间孔，并可见长石溶解（-），Y928井，2022.9 m；C—粗粉砂岩中的粒间

原生孔隙（-），YX115井，1803.7 m；D—细粉砂岩粒度细、杂基含量高（+），F112井，2893.35 m；E—细砂岩中的混合孔，以原生孔隙为主（-），
Y116井，1914.5 m；F—粉细砂岩中的长石粒内溶孔（+），XX164井，2763.45 m；G—粉细砂岩中的粒间原生孔隙、弱压实（-），X55井，2495.1 m；

H—中砂岩中的粒内溶扩孔（+），Y97井，2404.7 m

Fig. 6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oir space controlled by multi-source systems
A-Y928 well, 2006.4 m, intergranular pore in fine sandstone (-); B-Y928 well, 2022.9 m, inter-granular pore and feldspar corrosion in fine

sandstone (-); C-YX115 well, 1803.7 m, intergranular pore in siltstone (-); D-F112 well, 2893.35 m, fine size and high content of matrix (+);

E-Y116 well, 1914.5 m, fine sandstone with mixed pore and mainly with intergranular pore (-); F-XX164 well, 2763.45 m, intragranular pore of

feldspar in silty-fine sandstone (+); G-X55 well, 2495.1 m, intergranular pore and weak compaction in silt-fine sandstone (-); H-Y97 well, 2404.7

m, intra-granular dissolved pore in medium sandstone (+)

1406 中 国 地 质 2014年



http://geochina.cgs.gov.cn 中国地质, 2014, 41(4)

镜下鉴定表明，粒度整体偏细，灰质杂基含量高（图

6-D）。滑塌浊积岩储集体孔隙度较小（10% ~

15%），渗透率范围为0~1×10−3μm2。东部物源控制

下的储集体整体平均孔隙度为 21.8%，平均渗透率

为407.86×10−3μm2。储层多为油层或含油水层，平

均日产油量为 5.3 t，平均日产液量为 10.2 t，最高日

产油量在 Y3-4 井 2047.3~2117.8 m 层段为 38.4 t，

F112井主要为滑塌浊积岩沉积，孔渗较低、含油性

较差，2887.4~2906 m层段内日产油量为3.17 t。

南部物源控制下的东营三角洲的北部分支水

系所携带的多为粉−细砂沉积，分选较好，磨圆度为

次棱，成分多以石英为主，含一定量的长石颗粒。

研究区东营三角洲储层储集空间发育，颗粒之间为

线接触，以粒间原生孔隙（图 6-E）及粒内溶蚀孔隙

（图6-F）为主，可见沥青质、自生高岭石充填以及云

母压实变形等。因搬运历史较长，所经历的成岩作

用较为复杂，储集体孔隙度范围变化较大，多为

20%~25%，渗透率范围主要为10×10−3~100×10−μm2

（图7-C），平均孔隙度为19%，平均渗透率为68.35×

10−3 μm2）。南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储层多为油层

或油水同层，平均日产油量为 15.4 t，平均日产液量

为 9.2 t，X158 井中 2946.9~2950.9 m 层段日产油量

最高可达到90.7 t。

东部和南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沉积体系混源

区，为席状砂沉积，岩性以粉砂岩为主，成岩演化程

度较低。混源区储集空间以粒间原生孔隙为主（图

6-H）、可见粒间溶扩孔（图6-G）以及长石颗粒的压

实碎裂缝，长石颗粒强烈溶蚀，并可见泥砾的压实变

形。混源区储集体孔隙度较高（25%~30%），渗透率

高于1000×10−3μm2（图7-D），平均孔隙度为23.4%，

平均渗透率为2102.49×10−3μm2。东部、南部混源沉

积体系控制下的储层多为油层或油水同层，平均日产

油量为17.9 t，平均日产液量为9 t，最高日产油量在

X55井2220.4~2383.2 m层段为34.4 t。

不同来源的沉积原始组分是造成储层储集特

征差异性的根本原因。北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扇

三角洲多发育粒间原生孔、溶扩孔，杂基含量低，无

生物碎屑颗粒。东部和南部物源体系控制下的三

角洲沉积，储集空间发育，孔隙间充填有自生粘土

矿物，碳酸盐胶结物较为发育，并可见塑性颗粒压

实变形等。滑塌浊积岩的储层空间发育以粒度细、

杂基含量高为主要特征。同时，不同物源体系控制

下的储层发育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含油性。抗

压实能力强、后期有机酸影响少，原始物性较好的

储层含油性较好，相比较而言，混源区以及东部物

源体系控制下的三角洲前缘发育的储层平均物性

较好，但南部较东部储层含油性更高，混源区储层

含油性最好。

4 结 论

（1）民丰地区沙三段中下亚段沉积时期，发育

了三大物源体系，沉积原始组分主要来自北部陈家

庄凸起、东部青坨子凸起以及南部盆外水系注入。

古地貌控制了沉积体系展布的基本格局，砂体主要

图7 多物源体系控制下储层物性特征
Fig.7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eservoir controlled by multi-source syst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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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布在陈南断层下盘、民丰洼陷腹部及辛镇地区，

东部和南部物源在辛镇构造F1、F2断裂带附近发生

混源沉积。

（2）不同物源体系控制下的沉积原始组分是储

层发育的基础，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储层的物性和含

油性。混源区的席状砂沉积以及东部永安镇三角

洲前缘的储集体为弱压实，溶蚀、胶结作用较弱，原

始物性较好，孔、渗性高，但南部储层含油性较东部

更高，混源区含油性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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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source system and its effect on the reservoir of the middle-
lower submember of 3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in Minfeng area,

Dongying depression

LIU Jie1,2, CAO Ying-chang3, FAN Tai-liang1,2, LIU Hui-min4

(1. School of Energy Resource,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2. Key Laboratory of Marine Reservoir

Evolution and Hydrocarbon Accumulation Mechanism, Ministry of Education,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Beijing 100083,

China; 3. School of Geosciences,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 (East China), Qingdao 266580, Shandong, China; 4. Geological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 of Shengli Oilfield Company, SINOPEC, Dongying 257015,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Minfeng area is a vital part in oil and gas exploration of Dongying depression, and the analysis of source system has

much significance in the study of sedimentary system and reservoir evaluation. Ancient landscape controlled the fundamental patter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sedimentary system, whereas the downthrow side of Chennan fault, the interior of Minfeng sag and the

Xinzhen area provided the accommodation space for the deposition of sand bodies. Characteristic elements and sandy disperse

system suggest tha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generation of middle-lower 3rd Member of Shahejie Formation (Es3
1-2), there were three

source systems around the Minfeng area, and the sedimentary primitive components came from Chenjiazhuang salient in the north,

Qingtuozi salient in the east and the external basin water system through Guangrao salient, and the main fractures of F1 and F2 of

Xinzhen structure might have served as the main source channels in southward directio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sedimentary

system controlled by the eastern source system met the northern branch of the southern source system. The primitive sedimentary

components constituted the foundation of the reservoir, which caused the differences in the reservoir space and physical properties.

The reservoirs in the facies belt of the delta front in the east and the mixed resource area are characterized by weak compaction with

well- developed primary intergranular pores and have favorable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with high oiliness, thus superior to the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eservoirs in the south and north，with the reservoirs in the mixed-resources area having the best oiliness.

Key words: Dongying depression; Minfeng sag; Es3
1-2; analysis of source system; physical properties of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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