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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我国油储地球物理学的研究成果与展望

刘光鼎
`

李幼铭

(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
,

北京 100 101 )

吴永刚

(大庆石 油管理局勘探部
,

大庆 16 34 5 3)

〔关键词 l 油储地球物理
,

陆相薄互层

由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中国科学院
、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大庆石油管理局联

合资助
,

并由刘光鼎院士主持的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陆相薄互层油储地球

物理理论和方法研究
” ,

于 19 97 年 6 月 18 一 19 日在北京通过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组织的

项 目结题验收
。

该重大项 目共有 7 个二级课题
,

144 个子课题
,

历时 5 年
,

先后有 中国科学

院
、

国家教委
、

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 司和地矿系统 40 余个单位 5 00 多位专家紧密合作
,

取

得了丰富的成果
,

达到预期的研究 目标
。

公开发表 4 00 余篇学术论文
,

研制成功一批实用化

技术
。

项 目还培养了一批
“

油储
”

人才
,

在研究进程 中先后接纳博士后 n 人
,

培养博士 51

人
,

硕士 152 人
,

其 中直接为大庆培养硕士 30 人
。

为我国油储地球物理学科 的发展及我国

石油工业的发展
,

特别是大庆油 田的持续稳产
,

培养了一批新生的力量
。

1 研究成果

( l) 岩石物性测量和规律研究
。

应用 自行研制测试设备
,

对 2 00 多块样 品进行测试
,

得

到了 自然条件下大庆 目标 区的油气储层参数与地球物理参数间的定量关系
,

为利用地球物理

数据推测储层位置
、

空间变化和含油气性打下 了坚实的物理基础
。

( 2) 薄互层油储地球物理测井方法和应用
。

针对单一测井方法的局限性
,

利用综合地球

物理测井方法
,

可 自动划分 30
C m 的砂岩厚度

,

判断水淹程度
,

并经 2 0加 多 口井验证
,

其

符合率可达到 90 % 以上 ; 对含钙薄互层 的解释
,

突破常规思路和流程
,

经 19 95 一 19% 年 40

多 口探井验证
,

解释符合率 由以往 60 % 提高到 85 %
,

为大庆西部地 区油气勘探提供 了重要

依据
。

( 3) 储层追踪的反射地震理论与方法研究
。

通过野外数据采集方法研究
,

提高了采集主

频
,

频带宽为 巧一 150 H z ,

最高主频达 50 H z 。

通过微分方程反演
、

非线性地震混沌反演及

中国科学院院士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

八五
”

重大项 目
,

批准号
:

4 92 90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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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震偏移等软件的上万公里剖面的处理
,

对大庆探区深度在 1 50 O m 以 内的储层预测表

明
,

可分辨精度最高达到 s m 左右
。

( 4 ) 多波多分量的地震勘探
。

研究 了含孔隙流体各 向异性和横 向各向同性介质中的地震

波传播
,

以及裂缝介质中弹性波积分解和双相介质中弹性波方程及地震波传播数值计算
。

建

立 了多波勘探的反演
、

偏移理论和方法
,

为我国开展多波多分量地震勘探打了坚实基础
。

( 5) 跨孔地震和垂直地震剖面 ( V S )P 研究
。

进行了大量 的方法研究和软件 编制
,

已经

形成了一套方法系列
。

由于大庆油 田缺少跨孔实际资料
,

并 考虑到 当时国际上 地震技术 动

向
,

随后调整了研究方向
,

将全部研究成果移用于地面地震资料研究
,

以验证各项理论成果

的有效性
,

并在 固体格子气
、

二维叠前深度偏移和三维可视化方面取得了实际应用的成效
。

( 6) 数据综合处理解释
。

形成了适用于陆相薄互层油储特点的大型油储描述处理解释系

统软件 该系统集地震
、

测井
、

地震资料构造解释和储层描述于一体
,

具有三维可视化
、

系

统开放性能好
、

集成能力强
、

定向目标处理与解释一体化等特点
,

并已充分利用多窗 口管理

技术
,

建立多工作台性质的工作窗
,

有利于多种方法
、

多种参数处理解释同时实施
。

本系统

的完成为陆相薄互层油气储层的描述提供 了基本功能
,

为集成有关软件提供了一个较好 的基

础平 台
。

2 展 望

本项 目在
“

八五
”

研究进展 的基础上
,

应针对地质 目标的深化认识提出高层次综合研究

的发展对策
。

我们认为业已开展但尚未完全实施的油储地球物理学所含研究的各项理论及方

法
,

可按下述 目标进一步深化
:

( l) 应进一步将以地质 目标为研究主体的科学思路
,

推动为

地质单元的精细刻划和在宏观上运用石油地质理论成果
,

贯穿于油储地球物理学研究的全过

程 ; ( 2) 将借鉴于传统的以时间域波场图像的研究成果
,

推进到地质体 的空间域进行描述 ;

( 3) 由以地质构造图像为主体的研究
,

推进到地球物理场综合成像的研究
,

以降低单一地球

物理参数地质解译的不唯一性程度 ; ( 4) 将以地球物理场为表征的成果图像推进转化为表示

地质特征的图像
,

以便将地球物理场赋予真正 的地质内涵
。

从以上考虑出发
,

为适应所面对具体而复杂的地质 目标
,

油储地球物理研究者已注意到

研究视野拓宽的必要性
。

今后的研究着重以下两方面的思考
:

其一
、

在综合传统的物理量观

测条件及手段的同时
,

致力于超越传统 的用单一化物理量进行相应 的正问题研究
。

也就是

说
,

在进行储层及物性建模时
,

充分考虑到地质属性
,

力求借助于地质知识及研究成果的结

合
,

进行地质属性的等效性介质模 型的研究
,

以求综合各种不确定因素
,

重视地质统计规

律
,

为综合建立地球物理场与储层性质的对应关系而努力
。

油储地球物理反问题将不再是对

单一物理量进行简单拟合关系的研究
,

而应进一步研究具有地质属性的地球物理综合反问

题
。

其二
、

显然
,

油储地球物理除以复杂地质体模型的生成与剖分研究 为基础外
,

非欧几

何
、

非线性 系统
、

混沌理论
、

大系统控制
、

元胞 自动机和哈密顿体下的地震波场变换等研

究
,

也都已 为油储地球物理研究命题的深化提供 了科学背景条件
。

敏锐而适时地吸收其它学

科的研究成果和思路
,

已成为油储地球物理深化研究的源泉和重要特征
。

总之
,

油储地球物理这一新的分支学科
,

其提出的时期及使命正切中我国国民经济发展

和重大需求
。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大庆石油管理局 已决定
, “

九五
”

期间将再次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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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助相应重大项 目
,

这必将对油储地球物理在全国的发展起到促进和导向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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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简介
·

云贵高原湖泊现代沉积地球化学过程和

环境信息的辩识与提取研究进展

郭进义

(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地球科学部
,

北京 10 00 8 3)

[关键词 } 流域侵蚀
,

湖泊沉积物
一

水界面
,

核素示踪与元素循环
,

环境信息
,

云贵高原

湖泊沉积物作为环境物质迁移的宿体
,

记录了区域及全球环境变化的信息
。

湖泊沉积记

录具有时序分辨率高
、

信息灵敏 的特点
,

在恢复和重建近代短时间尺度的环境变化 中具有深

海沉积和黄土堆积所无法替代的优势
。

但是
,

湖泊沉积记录中环境信息的高分辨识别与提取

有赖于对各种湖泊沉积地球化学过程 的深刻 了解和认识
。

云贵高原位于青藏高原东翼斜坡
,

是西南季风和东南季风交汇影响地区
。

该 区湖泊以汇水面积较小
、

人湖河流较短
、

湖水较深

而独具特色
。

基于现代湖泊地球化学过程研究 的国际前沿性和有待深人研究之处
,

以及云贵高原湖泊

特殊的水文和环境地质条件
,

并考虑到国内已有研究基础和人员
、

技术支撑条件
,

国家 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资助了由环境地球化学 国家重点实验室 (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 ) 万国

江研究员负责的重点项 目
“

去贵湖泊现代沉积地球化学过程及环境信息 的辨识与提取
” 。

本

项 目选择云贵高原沪沽湖
、

阿哈湖
、

百花湖
、

程海
、

草海
、

红枫湖等典型湖泊
,

通过
“

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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