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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盆地 DZZ构造气藏储层反演

郭绍龙

中国石化南方勘探开发分公司�云南昆明 650200

　　LL 盆地 DZZ 构造位于 LL 盆地东南部�构造位
置属LL盆地东部挤压构造带和中部坳陷带．主要含
气层位为上第三系上新统．自1994年钻探 L 参1井
以来�逐步探明了该区的气藏分布情况�但整个构造
带的气藏分布范围及储层物性变化规律尚不十分清

楚�希望通过测井约束地震反演预测Ⅱ 、Ⅴ砂组的
砂体厚度、物性及其含气性�弄清Ⅱ 、Ⅴ砂组气藏及
储层物性的变化特征�为该区下一步的勘探开发提
供依据．
1　构造解释

（1）层位标定．本区 T3、T4反射层与Ⅱ、Ⅴ气层
反射波组特征都很明显�其标志层和气层顶、底的地
震相位特征描述如下：TN23反射层．正相位�能量较
强�同相轴连续性较好�易追踪．T3反射层．三个相
位中的中间一个高频、能量强、连续性极好的正相
位．T4反射层．双轨相位中的上面一个正相位�能量
强�连续性好．Ⅱ砂组顶．弱振幅�正相位�连续性较
好�较易追踪．Ⅱ砂组底．紧贴 T3上面的负相位�连
续性好�易追踪．Ⅴ砂组顶．中强振幅�正相位�低频�
连续性较好．Ⅴ砂组底．T4上面负相位�距 T4距离
不固定�连续性较好．其中 T4、Ⅴ砂组顶底在东面挤
压带和靠近边界断层的地方�无明显的反射特征�同
相轴断续�品质变得很差．（2）精细构造解释．在地震
－地质层位标定的基础上�利用 LANDMARK工作站

交互地震解释系统�根据工区的地质特征�从过井剖
面出发�建立起解释骨架模型�再加密解释�充分利
用联络线、任意线、水平切片、层拉平等手段�根据相
位的中断、扭曲、变化等特征开展断层解释和层位追
踪．变速成图：利用6口井的合成地震记录建立工区
地层速度模型�网格化形成速度场�对各反射层的等
T0图进行时深转换�得到各层的构造真深度图．（3）
构造特征．总该构造带是一个沿盆地东界大断裂边
缘发育的一个复合构造�T4时期在近南北和东西向
两条断层的挤压作用下形成 L2块断背斜和 L3块断
鼻�T3是在 T4构造的基础上发育的一个披覆构造
并被断层切割复杂化．
2　测井约束地震反演

地震反演是用 Jason储层预测和储层综合描述
软件�该软件综合应用地质、地震、测井的各种资料�
在地震解释完成后�建立沉积构造模式�包括建立
层、小层构造相互关系�测井与地震的关系�然后利
用多井约束进行地震波阻抗反演．（1）测井数据预处
理．在多井波阻抗反演处理中�对各井的标准化处理
是保证反演质量的重要环节．在此次工作中重点以
上第三系上新统茨营组二段上、下两套发育相对稳
定的泥岩为标准对各井的声波时差曲线进行了标准

化处理�使各井在相同地质条件下曲线的响应保持
（下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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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34页）
一致�保证了反演的正确．（2）反演处理．①三维波阻
抗模型的建立．根据地层沉积模式和各地层之间及
各自与上下地层的接触关系建立地质框架模型�对
井以及子波进行优化�利用地震精细解释结果、标定
好的优化阻抗数据和地质框架经过合理内插、外推�
得到LL三维的低频波阻抗模型．该模型是测井资料
的内插�分辨率很高�但几乎没有地震中频成分．②
约束稀疏脉冲反演求取相对波阻抗．利用优化后的
子波和该区的低频趋势进行反演．在编辑各井的约
束条件时�除 TN23、T3、T4三个层外�又追踪了 T4－
1、T4－2两个层并拷贝了 T4－100ms 做为反演的
base层�较好的控制了波阻抗变化的趋势和约束范
围�同时利用 Jason 软件的质量控制体系�反复进行
参数试验�选取λ值为40�这时地震与合成记录的
误差最小�信噪比较高�相关性好�最后生成相对波
阻抗体．③绝对波阻抗的求取．相对波阻抗只是测
井的低频和地震的中频成分�将测井的低频、地震的
中频以及通过滤波得到测井的高频成分合并计算�
得到绝对波阻抗体．④效果分析．通过上述工作后�
最终得到的反演剖面�地层符合沉积规律�各层位接
触关系自然．中低频合理、高频补充适当�能够分辨
出各气层的展布范围�为后续的气层追踪解释打下
基础．
3　气层追踪解释及其物性预测

根据已知井气层在波阻抗剖面上的响应（反映

为低阻抗）�标定出气层的顶底�追踪解释�可以看出
L2、3井区的Ⅱ、Ⅴ气藏顶面构造图形态与 T3、T4反
射层构造图形态类似�而 L9井中部两个气藏以及
L9井北部的低阻抗区域延伸范围很小�没有形成规
模．

针对Ⅱ、Ⅴ两个砂组和气层�采用底 T0减去顶
T0�应用5口井形成的速度场将其转为深度域的值�
再用实钻井进行校正的方法�获得Ⅱ、Ⅴ两个砂组的
视厚度图和两个气层的视厚度图．两个砂组的视厚
度图反映出Ⅱ砂组总体上北边砂体的厚度较大�向
南呈逐渐变薄的趋势�反映在这一时期的沉积中物
源主要来自北部．Ⅴ砂组从东北到北部砂体的视厚
度较大�同样向南呈逐渐变薄的趋势�指示这一时期
的物源来自东北部．根据Ⅱ、Ⅴ两套气层的视厚度分
布图�Ⅱ砂组的气层要比Ⅴ砂组的气层薄�且分布范
围较大�向南虽然逐渐减薄�但一直到 L6井一带均
有零星分布�Ⅴ砂组气层厚度较大�但分布范围仅限
于 L2、2－2、2－1和 L3井一带．

通过把波阻抗与储层孔隙度建立关系�根据所
追踪气层顶底的合理时窗范围�得到的平均孔隙度
平面分布图反映出�储层的物性分布特点与气层的
分布特点类似�Ⅱ砂组物性较好的区域在 L2井一
带�向南到 L6井区孔隙度也较大�而Ⅴ砂组物性较
好的区域仅限于 L2、2－2、2－1和 L3井一带�向西、
南、北三个方向均迅速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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