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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古 25井映震效能分析

杨占宝 , 　周　斌 , 　张英凯 , 　吴春华
(胜利石油管理局地震台 ,山东 东营　257027)

摘要:介绍了桩古 25井的基本情况.分析了地震前该井产油量变化特征和映震效能.

震前该井产油量突升 ,有时还伴有自喷现象.地震强度越大 ,异常幅度越大或持续时

间越长.该井对绝大部分发生在其周围 200 km 以内的 4级以上地震和 500 km 以内

的 5级以上地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反映.最后对该井的映震机理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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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桩古 25井的基本情况

桩古 25井属于胜利油田桩西采油厂 ,井孔位于北纬 38°04′,东经 118°56′,距渤海 7.4级

地震震中约 70 km ,是胜利油田距渤海海岸最近的地震前兆油(水)动态观测井.

在大地构造上 ,桩古 25井位于华北坳陷区东北部的沾化凹陷内(图 1).沾化凹陷属于济

阳坳陷内的次一级构造.济阳坳陷周边为断裂所围限 ,其北部和西北部与埕宁隆起为邻 ,其间

图 1　桩古 25井位置及所处构造单元分布示意图
Fig.1　Sketch map of locat ion of Zhuanggu-25 w ell and dist ribut ion

　　　 of geologic sett ings.

分布有陵县断裂和埕子口断裂.南

部与鲁西隆起之间为广饶-齐河断

裂 ,东部及东北部为沂沭断裂带北

延入海段.沾化凹陷位于渤海湾南

岸新华夏构造体系第 3沉降带内 ,

在局部构造上属于鲁北帚状构造体

系.凹陷内断裂发育 , 构造比较复

杂①.桩古 25 井东部为郯庐地震

带 ,北部为燕山 —渤海地震带 ,西部

为河北平原地震带.

桩古 25 井深 4 289 m ,生产层

段为前震旦—下古生界寒武系灰岩

油层 ,深度为 4 252.39 ～ 4 743.45

m.该井自 1984年投产采油至今未

进行注水开采 ,无人为因素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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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油量呈稳定平缓下降的正常波动变化 ,1987年 6月由自喷转为抽油生产 ,1996年被确定为

油(水)井动态监测井孔.该井自投入观测以来 ,资料连续 、可靠.

2　地震前桩古 25井产油量变化特征及映震情况

对近年来的观测资料进行了分析整理 ,排除了油井生产过程中正常维护 、关井及其它工艺

措施的影响 ,绘出了 1996年以来桩古 25井产油量动态变化曲线(图 2).

图 2　1996年以来桩古 25井产油量变化
Fig.2　Oil output of Zhuanggu-25 w ell in Shengli oi l fi eld since 1996.

⑴自 1996年正式观测以来 ,桩古25井产油量一直维持在 30 t/d的水平 , 1996年 6月22

日产油量猛增到 83 t/d ,持续 5天后产量下降为 40 ～ 50 t/d ,波动 15天后恢复正常.8月 13日

在距井孔 70 km 的渤海海域发生了 M L3.5地震 ,9月27日在距井孔 90 km 的无棣发生了 M L

3.8地震.

⑵1997年2月 26日该油井产油量上升到 53.8 t/d ,2月 27日油井发生自喷 ,产油量突增

到78 t/d ,持续 10天后于 3 月 8日恢复正常.4月 12日在距井孔 200 km 的渤海海域发生了

M L4.3地震 ,4月 14日在距井孔 185 km 的唐山老震区发生了 M L4.4地震.

⑶1997年 7月 5日油井自喷 ,产油量猛增到 60.9 t/d ,13日高达 79.9 t/d ,持续 13 天后

于 7月 19日恢复正常.8月 15日在距井孔不足 100 km的渤海海域发生了 M L4.4地震 ,9月

18日在北黄海海域发生了 M L4.8地震.

⑷1997年 10月 24日该油井发生自喷 ,产油量由23日的 30.2 t/d猛增到85.2 t/d ,持续

6天后恢复正常.1998年 1月 10日在河北尚义发生了 MS6.2地震.

⑸1998年 1月 22日 ,该井产油量上升到 48.0 t/d ,波动 38天后于 3月 1日恢复正常.4

月 2日在距井孔 90 km 的山东无棣发生了 M L3.8地震 , 4月 14日在距井孔 190 km 的唐山老

震区发生了 M L5.0地震.

⑹1998年 11月 1日 ,该井产油量上升到 41.6 t/d ,11月 3日产油量高达 109.5 t/d ,持续

21天后于 11月 22日恢复正常.12月 9日在山东莒县发生了 M L4.1地震.

⑺1999年6月 1日在没有任何人为因素影响的情况下油井发生自喷 ,产油量由20 t/d增

加到 80 t/d ,然后维持 40 ～ 50 t/d的高值 ,产量为正常情况下的 2倍 ,持续达 6个月.11月 29

日在距井孔 400 km 的岫岩发生了 M S5.4地震.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 ,桩古 25 井对于发生在该井周围 200 km 以内的 4 级以上地震和

500 km 以内的 5级以上地震均有不同程度的异常反映.异常表现为产油量猛增 ,有时还伴有

自喷现象.所对应的地震位于渤海海域及华北的北部和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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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资料还可以看出 ,地震强度越大 ,震前异常的幅度越大或者持续的时间越长.一般

情况下 ,异常恢复后 15至 75天发生地震.对于该井周围 200 km 范围内的地震 ,一般在异常恢

复后 30天左右发震.

3　桩古 25井映震机理分析

由于桩古 25井毗邻郯庐断裂带和燕山—渤海断裂带交汇的区域① ,构造位置比较敏感 ,

这是该井映震效果明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一方面 ,桩古 25井是一口开采古潜山油藏的超深井.古潜山油藏的储油构造是裂隙或

图 3　潜山构造与采油井分布
Fig.3　Qianshan oi l-bearing st ructure and

　　　distribution of oil recovery w ells.

溶洞.地震前由于外部应力的作用 ,破坏了原来

油气流通体系 ,造成油井产量增加.另外 ,在一

个封闭性较好的储油气构造中 ,构造的顶部是

油气运移的终点 ,桩古 25井正是处在潜山构造

的顶端(图 3).在地震孕育发生过程中地下应

力应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无论是在哪种

性质的地应力作用下 ,都将造成油层压力变化

或打破原有平衡导致油气的再运移 ,这样油田

的产油量和产液量就会发生变化.在储油气构

造的顶部多表现为油气的再聚积 、补充和增压 ,

这可能是桩古 25井产油量的异常多表现为高

值并且映震效果明显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1 ,2] .

4　结束语

桩古 25井是一口映震能力较强 ,映震效果理想的地震监测井.该井产油量近年来的变化

与环渤海地区的地震活动有较密切的对应关系 ,与华北北部 、东部的地震活动也有较好的相关

性.该井的产油量变化对于邻近的渤海地震重点危险区和华北北部 、东部区域的应力场变化监

测有重要意义.通过对桩古 25井映震效能的分析 ,初步总结出利用该井进行地震监测的几点

认识 ,希望能对油井动态异常与地震关系的研究有所启发 ,为今后环渤海及华北北部 、东部地

区地震监测预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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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HYDROGEOLOGY AND ENGINEERING GEOLOGY SETTINGS

OF THE AREA OF DAQIAO RESERVOIR ,MIANNING ,SICHUAN PROVINCE

WANG Yun-ji

(Seismological Bureau of S ichuan Prov ince , Chengdu　610041 , China)

Abstract:The hydrogeology and engineering geology set tings of the area of Daqiao reservoir and

i ts dam ,M ianning ,Sichuan province are analyzed.It is believed that after the store w ater , water

of the reservoir may penet rate dow n due to a lot of faults in the areas , therefore , there is a very fair

possibility of induced earthquake.The possible area for induced events is at the middle portion of

the Anninghe fault.The hill-slopes around the reservoir are relatively stable ,but the possible insta-

ble situat ion of a few localities of hill-slopes near the reservoir exits ,which have to be at tached im-

po rtance to although do not af fect the funct ion of the reservoir.

Key words:Sichuan;Hydrogeology;Engineering geology;Inducing earthquake condition;

Daqiao reservo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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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REFLECTING EARTHQUAKE ABILITY OF

ZHUANGGU-25 WELL IN SHENGLI OIL FIELD

YANG Zhan-bao , ZHOU Bin , ZHANG Ying-kai , WU Chun-hua

(Seismic Station , Shengli Petroleum Administrat ive Bureau ,Dongying　257027 , China)

Abstract:Basic conditions of Zhuanggu-25 well in Shengli oil field are introduced.Change charac-

teristics of oil output before earthquakes and reflecting earthquake ability of the w ell are analys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oil output of the well suddenly rose with gush sometimes before earth-

quakes.The larger the magnitude , the larger the anomalous amplitude and the longer the lasting

time of the anomalies.Various degrees of anomalous changes of oil output of the well appear be-

fore most M L≥4 and M L≥5 earthquakes in a range of 200 km and 500 km distant f rom the w ell

respectively.Mechanism of ref lect ing earthquake of Zhuanggu-25 well is discussed in last.

Key words:Shandong;Reflecting earthquake ability;Earthquake precursor;Sheng li oil field;

Dynamic of oil well;Zhuanggu-25 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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