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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综合利用岩心、测井、试油及薄片等资料分析了轮古东奥陶系断裂对储层的改造作用，探讨了断裂与奥陶系碳酸盐岩油

气富集程度的关系。研究表明，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基质孔隙不发育，孔洞缝及其组合为主要储集空间，断裂及伴生裂缝有效

地改造了碳酸盐岩储集层，断裂发育形成的裂缝及断裂破碎带控制和促进了岩溶作用的发生，在断裂附近碳酸盐岩孔洞更发育，

断裂带附近 2 km 内易形成高渗透带，高角度裂缝对碳酸盐岩孔洞的形成更为有效。EW 向和 SN 向断裂是油气垂向运移的有效通

道，控制着平面上和垂向上气油比、天然气产能及相态的变化。断裂控制着碳酸盐岩孔洞、洞穴、裂缝空间组合分布的多样性和差

异性及油气富集的非均质性，断裂带附近高角度裂缝及孔洞较发育，油气产能较高，在远离断裂部位油气的聚集效率低，持续活动

的走滑断层附近是油气最为富集的区域，因此，轮古东奥陶系具有纵向上多层系含油气、平面上分区分带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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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相碳酸盐岩层系为我国油气勘探重要的接替

领域［1-2］，其油气富集特征成为了研究热点。一般认

为储集体发育程度和连通性、断裂系统分布、油气充

注方向与程度、成藏时间及成藏期构造格局等共同

控制了海相碳酸盐岩油气富集［3-5］。断裂系统与油

气富集关系为石油地质研究的热点，国内外学者对

断裂带内部结构［6-8］及其与油气运移、成藏和保存关

系［9-16］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碳酸盐岩而言，断

裂系统不仅影响储层的发育［17-20］，而且是油气有效

运移通道［13-15］，断裂对碳酸盐岩层系油气的控制作

用已被大量实践所证明［13，17，21］，如塔里木盆地海相

碳酸盐岩油气藏研究表明储层发育、油气富集明显

受断裂控制［22-26］，断裂控制了油气纵向上的富集层

位，平面上油气的区段分布［27-29］。
轮古东油气田位于塔里木盆地塔北隆起轮南低

凸起东部斜坡带，东邻草湖凹陷，西为哈拉哈塘凹

陷，南部斜坡向满加尔凹陷倾没，整体上为轮南 － 塔

河油气田的一部分。奥陶系自东向西依次削蚀，含

油气层段主要为奥陶系鹰山组、一间房组，其次为吐

木休克组底部、良里塔格组上部和桑塔木组下部。
众多学者对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30-33］、油气

藏形成［5，34］、断裂系统分布［35］等进行了研究，但对
于断层与油气富集关系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而轮

古东地区断裂带的变化导致了碳酸盐岩油、气、水产

出变化大，单井产能、产量变化快及油气钻探的失利

等，给油气勘探开发带来很大困难，因此，总结断裂

带与碳酸盐岩油气富集关系是提高勘探成功率的关

键。笔者结合岩心、测井、薄片等资料，拟从微观及

宏观角度分析轮古东奥陶系断裂对储层的改造作

用，探讨断裂与奥陶系碳酸盐岩油气富集程度的关

系，这对于降低碳酸盐岩层系勘探风险及制定油气

田的开发方案具有重要实际意义。

1 轮古东奥陶系断裂的分布特征

轮古东奥陶系顶面总体上呈西高东低、北高南
低的东南倾斜坡格局。轮古东奥陶系经历晚加里

东—早海西期、晚海西期和印支—燕山期构造运动，

形成了多期次 ( 主要为晚加里东—早海西期、海西

末期—印支初期以后) 、多性质 ( 逆断裂、正断裂和

走滑断裂) 及多走向( EW 向、NEE 向及近 SN 向) 的
复杂断裂系统［2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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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W 向断裂 海西早期形成的 EW 向断裂

具有规模大、延伸长、切割层深等特点，断开层位为

奥陶系 － 三叠系。轮古东发育 EW 向桑塔木断裂、
轮南断裂及 LN63 断裂等 ( 图 1 ) ，控制了轮南和桑

塔木断垒带的形成和发育。桑塔木北断裂垂向断距

大，最大达 200 m，断开层位多，上至石炭系、三叠

系，下至寒武系、震旦系; 桑南断裂为桑北断裂的伴

生断裂，断开层位相对少，上部断开石炭系，下部消

失在奥陶系中，垂向断距最大达 150 m。

( 2) 近 SN 向断裂 近 SN 向断裂主要形成于加

里东晚期—海西末期，受区域性压扭剪切应力作用

影响，倾向不定，主要表现为东倾，断开层位从寒武

系至侏罗系，断距 20 ～ 100 m，在 LN631 井以东地区

断距最大。
( 3) NE、NW 向断裂 晚加里东—早海西期发育

的 NE、NW 向断裂，剖面上表现为“地堑”或“地垒”，

平面上具有“Χ”形共轭剪切断层特征，断距不大，仅

断开奥陶系，分别发育在走滑断裂的东、西两侧。

图 1 塔北隆起轮古东部奥陶系一间房组顶面构造图( A) 和鹰山组顶面构造图( B)

Fig． 1 Structural map of Ordovician Yijianfang Formation( A) and Yingshan Formation( B)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2 断裂对碳酸盐岩储集层的改造作用

2． 1 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储集层特征

塔北隆起轮古东有效储层主要发育在良里塔格

组、一间房组和鹰山组顶部，岩性主要为泥微晶灰

岩、泥微晶颗粒灰岩及亮晶颗粒灰岩。碳酸盐岩储

集空间分为裂缝、孔洞和孔隙三大类型。孔隙是奥

陶系储层普遍存在的储集空间，但分布相对局限，且

多数孔隙间往往连通性较差，奥陶系基质孔隙度主

要分布在 ＜ 1． 5% 的区间( 约占 80% ) ，渗透率主要

分布在小于 0． 1 × 10 －3 μm2 ( 约占 71% ) 的区间( 图
2) 。孔洞、洞穴、裂缝以及它们的组合，是奥陶系碳

酸盐岩储层的主要储集空间( 图 3，4) 。
( 1) 裂缝 轮古东主要发育构造缝、压溶缝及

溶蚀缝等［32，36-37］，是奥陶系油气有效的储集空间。
①构造缝既是较主要的储集空间，也是最主要的通

道，为区内最主要和有效的裂缝类型。构造缝以小

缝( ＜ 0． 1 mm) 和中缝( 0． 1 ～ 1 mm) 为主，大缝( ＞ 1
mm) 不发育，且裂缝主要以高角度的立缝 ( ＞ 70°)

和斜缝( 5° ～ 70°) 为主，平缝 ( ＜ 5°) 也有一定程度

的发育，一般为方解石半充填或无充填( 图 3-a) ，也

图 2 塔北隆起轮古东奥陶系岩心孔隙度、渗透率分布频率图
Fig． 2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frequency histogram of Ordovician

reservoir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被沥青充填( 图 3-d) 。多期构造缝交织分布，存在早

期裂缝被晚期裂缝切割的现象( 图 4-a) 。②压溶缝，

即缝合线，是由成岩压实、压溶作用形成的一种成岩

缝，产状多数与层面平行( 图 3-e) ，呈锯齿状，也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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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LN48 井，5 476． 7 m 井段，O2 yj，裂缝、孔洞发育，见一条缝宽 3 mm 垂直缝均为方解石全充填，偶见萤光显

示; b． LG391 井，5 803． 5 m 井段，O3 l，发育溶蚀强烈的缝洞; c． LG39 井，5 693． 5 m 井段，O3 l，发育多组裂缝，

裂缝被充填，后期被溶蚀，荧光显示; d． LG35 井，6 167． 5 m 井段，O2 yj，高角度构造缝，充填沥青; e． LG36 井，

5 956． 5 m 井段，O2 yj，早期( 深色) 、后期( 浅色) 高角度构造缝切割缝合线; f． LG39 井，5 813． 4 m 井段，O2 yj，

裂缝呈网状发育，不同期次的裂缝相互切割，荧光显示; g． LG621 井，5 762． 8 m，O2 yj，裂缝溶蚀孔洞; h． S96

井，5 683． 2 m 井段，O2 yj，浅灰色砂屑微晶灰岩，裂隙发育，被方解石充填，后期又被溶蚀，有残余油迹; i．

LN48 井，5 333． 6 m 井段，O3 l，微缝较发育，见萤光显示，微斜裂缝缝面见少许泥质及萤光显示; 垂直半张开

裂缝的缝面见方解石及油斑显示

图 3 塔北隆起轮古东奥陶系岩心照片
Fig． 3 Core photos of Ordovician reservoir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a． LG391，5 810． 44 m 井段，O3 l，泥粉 晶 颗 粒 灰 岩，构 造 裂 缝 交 织 分 布，红色 铸体; b． LN621，

5 777． 93 m 井段，O2 yj，亮晶颗粒灰岩，压溶和溶蚀缝，红色铸体; c． LN631，5 969． 82 m 井段，

O1 y，泥晶灰岩，缝合线局部见小孔，红色铸体; d． LN48，5 548 m 井段，O1 y，溶蚀缝，红色铸体

图 4 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铸体薄片
Fig． 4 Cast thin sections of Ordovician carbonate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量垂直、斜交缝合线，部分缝合线被方解石、泥质或

沥青不同程度的充填，部分缝合线存在有效储集空

间，荧光薄片资料显示部分缝合线呈较强的荧光显

示。③溶蚀缝，主要是由地表水和地下水沿着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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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裂缝系统产生溶蚀扩大 ( 图 3-b; 图 4-b，d) ，裂缝

十分发育，缝宽一般大于 1 mm，表现为破裂面的不

规则溶蚀扩大，沿破裂面壁上生长透明或白色晶形

完好的粒状方解石晶体或晶簇。
( 2) 孔洞 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储层溶蚀孔

洞较发育，主要分布在距不整合面 150 m 内，成层状

分布; 一般以小洞( ＜ 5 mm) 和中洞( 5 ～ 10 mm) 为

主，大于 10 mm 的大洞较少。
由于轮古东奥陶系裂缝较为发育，其主要储层

类型为裂缝型和裂缝 － 孔洞型。平面上各种类型的

裂缝和孔洞以及它们的组合形成大面积分布的网状

储集空间，纵向上各种类型裂缝和孔洞储层互相叠

置成层状分布。
2． 2 断裂对储层的影响

( 1) 断裂的发育控制了裂缝的发育程度 断裂

活动促使断裂带附近的脆性碳酸盐岩内部形成破碎

带及裂缝发育区［38］。断裂带附近裂缝较为发育，裂

缝多开启，渗流性好，有效地改善了碳酸盐岩储集空

间和储集性能。裂缝的分布一般受断裂活动规模、
期次等影响［25，39-40］，不同性质的断裂对裂缝发育的

控制作用不同，轮古东断裂带两侧均有大量的裂缝

发育，特别是沿着走滑断裂带两侧及断裂交叉部位

构造缝更为发育［41］，如 LG39、LN631 井地区走滑断

裂断距相对较大，构造缝发育程度远高于相邻区域，

表明了构造缝发育与断裂断距具有相关性。受加里

东 － 海西期构造运动影响，轮古东构造缝主要发育
NEE 向和 NNW 向 2 组裂缝，其中 NEE 走向的裂缝

最为发育，裂缝走向与断层走向( EW 向和 NW 向)

接近，亦表明了裂缝受断裂控制。
( 2) 断裂和裂缝与孔洞的发育关系密切 断裂

及伴生的裂缝是碳酸盐岩重要的储集空间及渗滤通

道，是影响岩溶发育的主要因素之一［42］。断裂形成

的次生断裂、裂缝或断裂破碎带控制和促进了岩溶

作用的发生［38，43］，与断裂伴生的裂缝增加了岩石与

地表水系和地下水的接触面积及机率，同时使岩石

的抗变形能力大大降低，有利于后期溶蚀继续发育;

特别是延伸到地表的断裂与大气降水沟通，使断裂

带附近碳酸盐岩岩溶作用加强、岩溶深度加大。轮

古东碳酸盐岩沿断裂延伸的方向，溶蚀孔洞较为发

育，尤其沿早期的大型断裂及裂缝带，溶蚀作用更为

明显，大部分裂缝经溶蚀扩张后形成缝洞系统 ( 图
3-b，4-b) ，断裂和裂缝的发育增加了溶蚀孔洞发育

的深度和广度。
吕修祥等［40，44］认为碳酸盐岩储集层的发育受

断裂活动的影响，其范围与断裂规模、活动强度等因

素有关，平面上有效储层一般分布在距主干断裂 10
km 以内，高孔渗带一般距主断裂不超过 2 km。统

计轮古东奥陶系鹰山组孔洞孔隙度与距断裂距离的

关系表明，储层孔洞孔隙度及其发育频率在断裂附

近较高( 图 5) ，且在距断裂带附近 2 km 孔洞更为发

育; 微观上孔洞发育密度与高角度裂缝密度也呈有

规律的变化，即高角度裂缝越发育则孔洞越发育
( 图 6) ，如 LG39 井是多条断裂和微裂缝的交会区，

裂缝及孔洞最为发育，这种现象通过岩心及铸体薄

片观察也可印证，即岩心上可见明显的裂缝扩溶现

象( 图 3-g，h; 4-c) ，如 LN48 井发育垂直张开中缝，

裂缝线密度平均 3 条 /m，缝面具溶蚀现象，可见少

许方解石，沿裂缝发育少量溶孔( 图 3-i) ［36］。

图 5 轮古东奥陶系鹰山组孔洞孔隙度与距断裂距离关系
Fig． 5 Ｒelationship between faults and vug porosity of Ordovi-

cian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图 6 轮古东奥陶系岩心高角度裂缝、孔洞密度统计
Fig． 6 Statistical graph of high angle fracture and cavity devel-

oped in Ordovician cores，eastern Lungu area

多期断裂导致了多期裂缝的发育，多期不同产

状的裂缝相互交切形成网状裂缝( 图 3-f; 4-a) ，特别

是挤压应力形成的“X”型剪切裂缝在纵向和横向上

相互连通，明显改善了其储集性能，从而使储集层纵

向上呈准层状、平面上连片分布。同时，由于缝洞体

沿着断裂带发育，使碳酸盐岩储集层呈现出分区分

带特征，也形成了高产油气富集区，如 LN63、LG39
等井区( 图 1) 。

3 断裂控制奥陶系碳酸盐岩油气的
富集

3． 1 断裂体系为碳酸盐岩油气运移通道

断裂带、区域不整合面及岩溶缝洞层构成了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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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东奥陶系网状输导系统，为油气大规模的运移、聚
集提供了有利的通道［3，5，28］。轮古东发育的 EW 向

及 SN 向的断裂都断至中下寒武统烃源层［28］，为油

气垂向运移的有效通道，特别是 SN 向的走滑断裂

为晚期天然气的运移提供了有利的通道，其主要表

现在平面上和垂向上气油比、天然气产能及相态变

化受断裂控制明显。平面上，SN 向走滑断裂以西天

然气产能远高于断裂以东( 图 1 ) ，也是由于断裂以

西处于上倾方向，以东则为下倾方向，天然气主要沿

走滑断裂运移聚集; 未饱和气藏主要分布在断裂附

近( 轮东走滑断裂和桑塔木断垒带) ，反映了后期
( 喜山期) 天然气沿断裂充注特征。纵向上，SN 向断

裂附近气油比及天然气相态都呈有规律的变化，如
SN 向 断 裂 一 侧 的 LG391 井，气 油 比 自 一 间 房 组
( 3 755 m3 /m3 ) 、良里塔格组( 4 009 m3 /m3 ) 到桑塔木

组( 6 394 m3 /m3 ) 逐渐增大，且油气相态也发生变化，

一间房组及良里塔格组为饱和气藏，桑塔木组为未饱

和气藏，反映了天然气沿断裂向上运移的特征。
伴随断裂体系发育的构造裂缝沟通了碳酸盐岩

孔洞，形成了网络状输导系统，为碳酸盐岩油气充注

提供了有利条件。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发育大量

的缝洞，包括被泥质及方解石等充填物充填及未被充

填的缝洞，钻井岩心显示未被充填的缝洞中含烃类
( 图 3-h，i) ，表明裂缝是油气有效的运移通道; 而一些

被充填的缝洞，也可作为有利于油气运移的通道，如
S96 井裂缝早期被方解石充填，后期又被溶蚀，发育

的溶蚀孔洞成为油气有效的运移通道( 图 3-h) 。另

外，部分缝洞被方解石完全充填且肉眼观察不到有油

气运移的迹象，通过荧光照射薄片观察发现，方解石

中捕获了大量烃类包裹体( 图 7) ［45］，表明方解石充

填发生之前，开放的缝洞体曾经是油气运移的通道，

对油气输导起到过一定的作用。

a，b． LN17 井，5 580． 7 m 井段，O2yj，浅灰褐色粉晶灰岩岩心薄片的偏光照片和荧光照片，镜下观察见微裂缝内烃类包裹体; c，

d． LN17 井，5 658． 6 m 井段，O1y，浅褐灰色灰岩岩心薄片的偏光照片和荧光照片，镜下观察见溶洞内烃类包裹体

图 7 LN17 井岩心薄片镜下照片
Fig． 7 Microscopic core thin-section photos of Well Ln17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3． 2 断裂体系破坏奥陶系油气藏

轮南早期断裂较发育，断开层位多，油气以垂向

运移为主，早期断裂晚期又开始活动，使寒武系烃源

岩和古油藏沿大断裂依次运移到上部的奥陶系、石炭

系、三叠系及侏罗系储层成藏，这种现象已被原油中

含氮化合物示踪、油气充注过程分析、天然气地球化

学分析、生物标志化合物研究等充分证实［28，46］。轮

古东地区奥陶系原油中含氮化合物的绝对浓度高于

石炭系原油，表明了奥陶系油藏遭到断层破坏，油气

沿断层向上运移到了石炭系［28］。轮古东 LN631 断裂

为高角度的逆断裂，垂向断距均超过100 m，该断裂形

成于加里东期，后期持续活动，造成了 LN631 井原油

密度( 约 0． 86 g /cm3 ) 远高于其周围井( 如 LG39 井约

0． 83 g /cm3 ) 等，气油比也远低于周围井( 图 1) ，分析

其原因为受 LN631 断裂的影响天然气散失所致( 图
8) 。
3． 3 断裂体系控制油气藏富集部位及程度

( 1) 断裂控制奥陶系优质储层的发育，从而控制

了碳酸盐岩油气富集程度 研究表明缝洞系统的发

育程度及其连通性控制碳酸盐岩油气富集程度［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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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集发育的裂缝及小断层沟通溶洞形成油气富集区，

轮古东工业油气流井主要分布在裂缝发育地区［32］。
断裂控制了轮古东奥陶系碳酸盐岩缝洞的发育程

度，从而控制了油气高产富集区的形成。轮古东高

角度裂缝、孔洞及油气产能关系表明距断裂越近高

角度裂缝及孔洞越发育，碳酸盐岩的油气产能也越

高( 图 6，从 LG36 井到 LG39 井) 。在远离断裂发育

的部位，裂缝不发育，油气聚集效率低，如 LG37 井

远离断层，仅发育少量裂缝且裂缝被黑色的沥青填

充( 图 9) ，即使奥陶系储层孔洞较发育，但由于储层

不连通或连通性差，渗透率较小( 图 10) ，导致钻井

失利。

图 8 轮古东油藏剖面图
Fig． 8 Hydrocarbon reservoir profile of Ordovician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a． 良里塔格组溶洞充填砾屑、砂屑( 6 219． 22 m 井段) ; b． 良里塔格组裂缝被黑色沥青充填( 6 214． 52 m 井段)

图 9 轮古东 LG37 井奥陶系良里塔格组岩心照片
Fig． 9 Core photographs of well LG37 in Ordovician Lianglitage Formation in eastern Lungu area

( 2) 油气沿断裂多期充注，断裂的发育决定了油

气分布 深大断裂是油气纵向上的运移通道，有效

地沟通了垂向上缝洞体储层［27-28］。断裂的差异性控

图 10 塔北隆起轮古东部地区奥陶系孔隙度与渗透率交会图
Fig． 10 Cross plot of porosity and permeability in Ordovician in eastern

Lungu area

制了碳酸盐岩储集体孔洞、洞穴、裂缝空间组合的多

样性及差异性，使碳酸盐岩层系油气分布呈现非均

质性及复杂性。轮古东油气沿断裂多期充注进入奥
陶系碳酸盐岩储层［5］，由于碳酸盐岩储层横向连通
性差，在断裂附近油气产量高，远离断裂油气产量低
( 图 1) ，如 LN631 井位于断裂附近日产油 208 m3，

产气 7． 593 5 × 104 m3 ; LG39 井位于走滑断裂共轭
交叉 点，日 产 油 56 m3，产 气 117． 5 × 104 m3，而
LG632 井因远离大断裂，钻井失利。特别是持续发

育的走滑断层附近是油气聚集成藏最有效、富集度
最高的区域［22，48］，油气沿走滑断裂多期充注，促使
纵向上呈现多层系含油气的特征，在鹰山组、一间房

组、良里塔格组均有油气产出，平面上具有分区的特

征，鹰山组在走滑断裂以西赋存油藏，走滑断裂以东

赋存气藏，一间房组和良里塔格组在轮古东地区整
体赋存凝析气藏［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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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结 语

海相碳酸盐岩基质孔隙度不发育，孔洞缝及其

组合为主要储集空间，断裂及伴生的裂缝有效地改

造了碳酸盐岩储集层。断裂及其断裂带附近次生断

裂、裂缝或断裂破碎带控制和促进了碳酸盐岩岩溶

作用的发生，沿断裂延伸的方向，溶蚀孔洞较为发

育，在距断裂带附近 2 km 内易形成高渗透带，高角度

裂缝对碳酸盐岩孔洞的形成更为有效。多期断裂及

多期裂缝的发育改善了储集性能，缝洞体沿着断裂带

发育，纵向上呈准层状、平面上呈分区分带的特征。
断裂是油气垂向运移的有效通道，控制平面上

和垂向上天然气的成熟度、气油比及相态等，断裂分

布的差异性不仅控制着碳酸盐岩储集体的孔、洞、缝
空间组合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也控制了油气富集的

非均质性。断裂附近高角度裂缝及孔洞较发育，油

气产能较高，在远离断裂部位油气的聚集效率低，特

别是持续发育的走滑断层附近是油气聚集最有效和

富集度最高的区域。
轮古东奥陶系断裂控制着碳酸盐岩油气富集仅

为塔里木盆地诸多实例中的一个，围绕着断裂带附

近既是碳酸盐岩油气最为有效的富集区，也是碳酸

盐岩油气勘探有利区，这对塔里木盆地其他地区碳

酸盐岩油气勘探具有较好的指导和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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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ling Effects of Fault System on Marine Ordovician Carbonate
Hydrocarbon Enrichment in Eastern Lungu Area，Tabei Uplift

Yu Shun1a，1b，2，Liu Guangdi2，Sun Mingliang2，Ma Xun3

( 1a． Laboratory of Isotope Thermochronology; 1b． National Key Laboratory of Continental
Structure and Dynamics，Institute of Geology，Chinese Academy of Geologi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7，China; 2． College of Geosciences，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Beijing
102249，China; 3． Ｒesearch Institute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Zhongyuan

Oilfield Company，SINOPEC，Puyang Henan 457001，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fault activity on Ordovician carbonate reservoir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ults and hy-
drocarbon enrichment were studied based on data of cores，well logging，oil production test and cast thin sections，
which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exploration of oil and gas in marine carbonate rocks． The dissolved pores and
caves，fractures constituted the main reservoir spaces with low matrix porosity in Ordovician carbonate reservoir in
the eastern Lungu area． Faults and associated fractures improved the carbonate reservoir quality． Fracture and shat-
tered zone related to the fault activity played favorable roles on carbonate karstification，and the development of vug
in carbonate reservoir is more developed near the faults． It was easy to form a high porosity-permeability zone in 2
km far from the main faults． The high angle fracture was more effective on the formation of fractured-vuggy reser-
voir． Faults with SN and EW strike were the effective vertical migration pathways for oil and gas，which controlled
the variation of the gas /oil ratio，gas production capacity and phase state in vertical and plane． It was not only the
distribution of pores and caves，fractures in carbonate，but also the heterogeneity of hydrocarbon enrichment is con-
trolled by faults． The oil and gas production capacity was higher near the faults becau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
angle fracture，pores and caves，while it was lower efficient for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far from the faults． It was
the most favorable areas of oil and gas accumulation near long-term active strike-slip faults． Therefore，in the east-
ern Lungu area，the faults made oil and gas pool in thin layers of carbonate reservoir in vertical and zoned distribu-
tion in the plane．
Key words: Tabei Uplift; eastern Lungu area; Ordovician; carbonate; fault; hydrocarbon enrich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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