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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况 

Professor: 3 

Associate professor: 2 

Lecturer: 1 

Post doctor: 4 

Postgraduate students: 30+ 

http://121.251.254.1/ysdw/photo/html/81.html


基本概况 

Research projects: 2010-2018 

序号 项目名称 起止时间 负责人 
经费 

额度 
项目类别 

1 致密砂岩油气储层储集性能量化表征及其有效性评价 2013.01-2016.12 操应长 275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联合基

金重点支持项目 

2 咸化湖盆白云石化作用及致密储层分布规律 2014-2018 操应长 200万 国家973计划 

3 复杂储层及流体识别方法与预测技术研究 2011-2015 操应长 400万 国家油气重大专项 

4 薄互层低渗透油藏储层描述及评价技术研究 2011-2012 操应长 191.71万 国家油气重大专项 

5 济阳坳陷低渗透储层有效性量化预测模型 2011-2015 操应长 389.39万 国家油气重大专项 

6 
断陷湖盆陡坡带近岸水下扇沉积成因模式及其规模量

化预测研究 
2012.01-2014.12 王艳忠 25万 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7 
东营凹陷古近系中深层有效储层采出和成藏物性下限

研究 
2011.07-2014.07 王艳忠 5万 山东省自然科学青年基金 

8 
东营凹陷漫湖砂体与滩坝砂体成岩演化差异及优质储

层成因机制 
2015.1-2017.12 王健 25万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基
金 

…… …… …… 



基本概况 

No. Title Author Pubtime Publishing houses 

1 断陷湖盆层序地层学 Cao Y.C.  2005 地质出版社 

2 沉积学实验技术与方法 
Cao Y.C. 

Jiang Z.X. 
2002 石油工业出版社 

3 砂体沉积学及层序地层学 
Jiang Z.X.  
Cao Y.C. 

1999 地质出版社 

4 成岩作用与储层评价 Cao Y. C. 2007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5 盆地流体与油气成藏 Chen Z.H. 2013 地质出版社 

6 断陷湖盆烃源岩排烃机理与模型 Chen Z.H 2011 中国石油大学出版社 



       自2011年以来，在《AAPG Bulletin》、《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Sedimentary Geology》、《Petroleum Science》、《石油学报》、《石油勘探

与开发》等刊物公开发表学术论100余篇；其中重要国际期刊发表论文20余篇。 

基本概况 



基本概况 

序号 专利名称 发明人 申请日期 授权日期 专利号 

1 砾岩岩心颗粒结构中粒度的分析方法 操应长，王艳忠等 2013.01.29 2014.10.8 ZL201310033907.3 

2 地质历史时期砂岩储层渗透率演化恢复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2.07.10 2014.11.12 ZL201210235345.6 

3 定成藏动力和孔隙结构约束下的有效储层成藏物性下限的
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2.05.08 2014.4.2 ZL201210138378.9 

4 地质历史时期砂岩储层孔隙度演化恢复方法 操应长，王艳忠等 2012.07.10 2014.10.8 ZL201210235344.1 

5 成岩作用模拟实验装置 操应长，李晓东等 2011.12.05 2014.4.30 ZL201110396426.X 

6 岩心夹持机构 李晓东，操应长等 2011.12.05 2014.12.17 ZL201110396446.7 

7 基于标准偏差分析的储层敏感孔喉提取方法（实质审查） 王健，操应长等 2014.1.13     

8 
基于高压压汞分析的储层微观孔喉参数的连续表征方法

（实质审查） 
王健，操应长等 2014.4.2     

9 
基于Bayes判别分析的砂质滩坝沉积微相测井识别方法 

（实质审查） 
王健，操应长等 2014.6.20     

10 碎屑岩沉积成岩综合相识别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4.07.24     

11 基于开发渗透率下限的低渗透碎屑岩储层有效性评价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4.07.24     

12 一种砾质砂岩储层孔隙度校正方法 操应长，葸克来等 2014.11.4     

13 低渗透碎屑岩储层有效开发渗透率下限的求取方法 操应长，杨田等 2014.07.24     

14 近岸水下扇砂砾岩沉积单元体划分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5.08.14     

15 近岸水下扇洪水沉积单元体最大延伸距离量化预测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5.08.14     

16 近岸水下扇砂砾岩有效连通体划分和对比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5.08.17     

17 近岸水下扇洪水沉积单元体宽度量化预测方法 王艳忠，操应长等 2015.08.14     

申请国家专利17项，授权6项 



基本概况 

研究中心现依托学校“211”工程建设和“985”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实验

室装备和实验条件得到了进一步优化和改善，现拥有成岩模拟实验室、流体
包裹体实验室、光学显微镜实验室等多个实验研究平台，具有成岩实验模拟
系统、Linkam THMGS-600冷热台、偏光显微镜、 COXEM EM-30扫描电镜
、工作站等先进实验设备。 

偏光显微镜 Linkam Ts-600冷热台 

激光共聚焦显微镜 台式扫描电镜 

阴极发光显微镜 图像分析系统 

成岩物理模拟实验系统 Geochemist’s Workbench 

http://jpkc.hdpu.edu.cn/sfzx/dzx/yqshow.asp?id=1149
http://jpkc.hdpu.edu.cn/sfzx/dzx/yqshow.asp?id=1147


基本概况 

Durham University，UK Prof. Jon Gluyas Prof. Andrew Apl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University of  Oslo, Norway 

Prof. Jens Jahren  Prof. Knut Bjørlyk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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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序 
地层学 

沉积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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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学 

地球化学 

油气储层研究中心 

湖盆(细粒)沉积学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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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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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盆地结构控模、层序结构控砂、界面结构控油等认识

，构建了VC综合层序地层学的研究体系。相关成果公开发表

在《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地质学

报》、《断陷湖盆层序地层学》等刊物和专著上，获得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研究方向1 
湖盆层序地层学 



侵与退的转换 

退与侵的转换 

降与升的转换 

升与降的转换 

最大海侵面 

最大沉积面 

最大间断面 

最大海退面 

降与升的转换 

退与侵的转换 

最大间断面 

最大海退面 

侵与退的转换 

升与降的转换 

最大海侵面 

最大沉积面 

低水位体系域 

下降体系域 

高水位体系域 

海侵体系域 

低水位体系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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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C综合层序地层学的理论体系 

Vail理论体系 Cross理论体系 

不整合面及其 

与之对应的整合面 
沉积转换面 

基准面变化旋回 

不整合面控制下基准
面升降变化 

区域层序地层格架 

三
级
及
其
以
上
单
元 

四
级
及
其
以
下
单
元 

精细层序地层格架 



建立了复杂砂体沉积成因模式、形成了复杂砂体精细表征技

术、提出了复杂砂体分布预测方法。相关成果公开发表在

《Energy Exploration and Exploitation》、《 沉积学报》、 

《砂体层序地层及沉积学》等刊物和专著上，授权发明专利

2项，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中国石化集团二等奖。 

 研究方向2 
含油气盆地储层沉积学 



基于层序地层格架内砂体沉积学分析，形成了采用“聚类分

析法”的多物质来源分析技术，实现了区域地层格架内物源

体系分析约束下复杂砂体成因类型的精细识别和内幕结构的

表征。 

多物源体系的分析技术 

多物质来源的判别思路 

滩 
坝 

砂体物质来源和成因类型 



陡坡带近岸水下扇 



缓坡带滨浅湖滩坝 



洼陷带深水重力流 



 研究方向3 
含油气盆地储层地质学 

研发了储层定量成岩作用研究技术、储集性能定量表征与恢复技术、揭

示了低渗透储层形成机理和深层优质储层形成机制、提出了储层多因素

量化评价方法。相关成果公开发表在《AAPG Bulltin》、《 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 《石油学报》等刊物上，获得山东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成岩
流体 

储层 

溶解
作用 

沉淀
作用 

物质
传输 

储层 

砂体 

压实
作用 

储层 

岩石学 

控制 
因素 

物性 
演化 

储集 
特征 

有效 
储层 

成岩 
作用 



定量储层地质学 

宏观参数定量表征 微观尺度机理探究 

储层物性定量 

演化及控制因素 

储层定量成岩作用
及孔隙类型演化 

多因素控制的储层质量
演化及有效储层成因 

储层物性参数定量表征 储层成岩与孔隙演化过程 



提出了致密细粒岩石类型划分方案、形成了致密储层宏观物

性和微观孔喉表征技术， 揭示了致密油气成储机制。相关成

果公开发表在《Sedimentary Geology》、《Marine and 

Petroleum Geology》、《石油勘探与开发》、《石油学报》

等刊物上，申请发明专利3项。 

 研究方向4 
非常规油气储层地质学 



细粒混合沉积岩的沉积作用 

东营凹陷沙河街组砂质细粒岩的浊流沉积模式 



致密砂岩油气储层地质学 

砂岩致密化机理 油气充注聚集机制 

致密砂岩成岩演化与
储层物性演化过程 

致密砂岩孔喉结构与
储层润湿性特征 

致密砂岩油气成储机
制及“甜点”预测 

成岩作用与物性响应 储层特性与含油性规律 



致密细粒油气储层地质学 

细粒岩石类型划分 成岩演化与油气聚集 

致密细粒岩石组分与
含量组合关系 

致密细粒岩石成孔作
用与储层润湿性特征 

致密细粒油气成储机
制及“甜点”预测 

“四组分三端元”分类 孔隙演化与含油性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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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分析了Vail和Cross层序地层学体系和应用的局限性，实

现了两套体系有机结合，创立了“V-C” 层序地层学的综合

分析方法，有效实现了地层格架的等时对比和精细划分。 

 研究技术1 
“V-C”层序地层学综合分析技术 

“V-C”层序地层学综合分析流程及其方法 



基于沉积古地理条件和高分辨率层序地层格架分析，开展三

维沉积作用和沉积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探讨沉积环境和沉

积砂体的空间展布和演化。 

 研究技术2 
三维沉积地层正演模拟技术 

N 

马岭 

华庆 

295 km x 455 km  

60×92 cells  

5000 m 分辨率  

231 Ma to 217.5 Ma  

50ka 时间插值 

40 km x 40 km  

40×40 cells  

1000 m 分辨率  

231 Ma to 217.5 Ma  

50ka 时间插值 



综合分析岩心、测井、地震等资料，形成了基于地质模型约

束下不同尺度的沉积作用非均质性描述，以及储层储集性能

的非均质性表征 。 

 研究技术3 
不同尺度的沉积储层非均质性表征技术 



综合分析岩心、测井等资料，探讨沉积成岩综合相的类型及

其演化特征，分析储层隔夹层的形成机制及其分布规律，结

合沉积地质模型研究，建立隔夹层分布模型。 

 研究技术4 
基于沉积成岩综合相的隔夹层分析技术 



综合利用岩石学和地球化学资料，实现了对储层成岩作用事

件、成岩作用演化序列、成岩流体演化、成岩作用时间的定

量研究。 

 研究技术5 
基于岩石学和地球化学的定量成岩作用研究技术 

古流体δ18O 

-5～2‰ 

古流体δ18O 

+1～+4‰ 

方解石-H2O体系δ18O分馏作用图 



 研究技术6 
基于定量成岩演化的地史时期物性参数量化恢复技术 

在成岩序列定量恢复基础上，结合各成岩时间的储层孔隙度

和渗透率贡献值，实现了地史时期物性参数量化恢复技术。 



 研究技术7 
基于水-岩模拟实验的矿物溶解-沉积机理分析技术 

矿物和水 成分重
量, kg 

重量百
分比, % 

孔隙水 

离子类型 

离子浓度
(molal) 

钾长石 943.5 42.9 Cl- 3.51214 

石英 795 36.1 Na+ 2.76173 

碳酸盐 (Calcite) 135 6.0 K+ 3.231×10-5 

高岭石 78 3.5 Ca2+ 0.32385 

地层水 250 11.3 Mg2+ 0.05333 

孔隙度 25% — HCO3
- 0.00400 

地层温度 100℃ — SiO2(aq)） 1×10-8 

pCO2 10bar — Al3+ 1×10-8 

基于成岩特征和水-岩模拟实验研究，形成了埋藏地质条件

下储层中矿物溶解—物质传输—矿物沉淀的机理研究. 



 研究技术8 
基于物性下限和主控因素的储层质量定量评价技术 



1．基本概况 

2．研究方向 

3．主要技术 

4.   拟开展研究 



攻关方向 

烃源岩 储集岩 

源包储 源接储 源离储 

源＝储 源≠储 



攻关方向 

沉积盆地 油气藏 

成
盆 

成
烃 

成
储 

成
藏 



原生孔隙 次生孔隙 

断陷湖盆深层优质储层成因 

保孔机制 增孔机制 

断陷湖盆源储系统 
成岩演化过程与优质储层成因 

攻关方向1 



攻关方向2 

致密油气成储机制 



攻关方向3 

无机成岩-有机成岩协同作用 



攻关方向4 

细粒混合沉积岩的沉积作用 

吉木萨尔凹陷芦草沟组细粒沉积岩的风运湖沉的沉积模式 



敬请各位领导专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