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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勘探开发的深入$小断块%小砂体及其隐蔽圈闭所形成的油气藏越来越具有商业价值’松辽盆地北部薄互层复杂

构造发育$幅度*!A"D的小幅度构造%断距!!*D的小断层%A!)D厚的薄砂体都可能对油气富集起到重要作用$其精

细刻画需要一系列新的技术方法’根据研究区的地质条件和地震资料的情况$研究了高精度合成地震记录制作方法%三维

相干数据体技术及相干切片断层多边形提取方法以及二维叠偏成图精确空间归位方法等’通过这些方法实现了地震地质

层位精细标定%断层的精细解释和二维叠偏成图’这些方法在松辽盆地北部的应用表明$在断层的延伸位置%破碎带宽度等

方面$解释精度比常规方法有很大提高$并能识别出断距仅为!!*D的小断层$在二维工区获得了高精度的成图结果$不
仅提高了构造的解释精度$而且提高了解释的效率’松辽盆地北部薄互层复杂构造的精细刻画是油藏描述和建立精细地质

模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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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年代以来发展的一系列新地震勘探

技术"如地震地层学#岩性地震学#烃类检验技术和

油藏描述技术等"在应用于陆相薄互层含油气区时

遇到了困难"因为这样的地区具有物源多#相变快#
断层多#断距小#储层薄且横向变化快的特点’松辽

盆地薄互层区幅度*!A"D的小幅度构造#断距!!
*D的小断层#A!)D厚的薄砂体都可能对油气富集

起到重要作用$崔凤林等")""A%’随着勘探开发程度

的不断提高"这些小断块#小砂体及其隐蔽圈闭所形

成的油气藏越来越具有商业价值’薄互层复杂构造精

细刻画不仅是建立精细地质模型的基础"也是识别岩

性圈闭油气藏构造背景和遮挡条件的前提’
在以往的三维构造解释中"常规解释方法和技

术难以充分利用三维资料所蕴涵的全部信息"实现

对断层#特别是小断层的精细解释’根据二维地震资

料进行的高精度构造刻画"不仅需要断层的精细解

释还需要有高精度的成图方法’为此笔者研究了高

精度合成地震记录制作方法#三维相干数据体技术

及相干切片断层多边形提取方法#二维叠偏成图精

确空间归位方法等’这一系列技术方法"实现了地震

地质层位精细标定#断层的精细解释和二维叠偏成

图’其中高精度合成地震记录制作是基础"三维相干

数据体技术及相干切片断层多边形提取方法是核

心’最终的研究成果是用构造图表达的"二维叠偏成

图精确空间归位方法是充分利用二维资料达到精确

成图的目的’这些技术方法是相对独立的"可以根据

研究区块的具体的地质条件#资料情况和构造编图

的阶段"选择应用’这些方法已应用于松辽盆地北

部"取得了较好的地质效果和经济效益’

A!合成地震记录与地震地质层位的精

细标定

地震地质层位标定就是建立起地震反射层位与

地质层位的对应关系"赋予地震反射层以明确的地

质含义’高精度层位标定很大程度取决于合成地震

记录的制作精度"其是薄互层构造精细刻画的基础’
@’@!方法原理

合成地震记录是子波与反射系数的褶积"反射

系数由测井曲线求得’利用声波测井曲线制作合成

地震记录的方法很多$杨文采"A?@B&李宗杰"A???%’
测井资料由于受到井眼环境和探测深度的影响"需

图A!升深A井合成记录与井旁地震记录对比

G3H’A 9%DT-.3<%5Q4/U445<=5/04/32<43<D%H.-D<-5S<43<I
D32/.-24%81045H<045A

要进行适当的编辑处理"滤除奇异值’现在一些国外

软件具有对声波测井曲线畸变进行人工编辑校正的

功能"但存在功能不完善和操作繁琐的缺陷’为此"
本文提供了!种功能完善的测井曲线校正方法’$A%
测井曲线交互编辑校正方法’此方法包括#种编辑

功能"即表格化编辑#方波化编辑#厚度化编辑和交

互编辑’在表格化编辑中"编辑个别深度采样不合理

的野值点"修改后重新采样"同时也提供修改点恢复

功能’在方波化编辑中"对测井曲线振幅值进行修

改"根据振幅平均值对各点振幅进行校正"并提供测

井曲线整体偏移和幅值缩放功能’在厚度化编辑中"
对测井曲线的某一部分进行拉伸#压缩和删除"主要

包 括 [4D%;4142/3%5#1/.4/20’1P744Y4#[4T&-24
-Q%;4和[4T&-24Q4&%U等#种方式’在交互编辑中"
对现有曲线的某一段进行编辑"创建新的曲线段’
$)%测井曲线滤波处理’测井曲线的滤波处理采用中

值滤波和带通滤波’处理目的是剔除曲线中的野值"
平滑曲线’$!%测井曲线$1E校正方法’将$1E资

料应用于声波测井曲线校正"根据校正后的曲线得

到的合成地震记录能更准确地进行层位标定$冯晅

等")""A%’测井曲线声波校正是利用$1E层速度校

正声波测井曲线’根据实际情况"笔者研制了)种校

正方法(一种方法是整体校正"利用$1E地震资料

与整体声波测井资料的误差以求得误差曲线"由此

校正原声波测井曲线&另一种是分时差值校正"对测

井曲线中某些范围内的测量值进行时差校正"主要

考虑不同岩性对声波测井曲线的影响程度不同’图

A是升深A井对声波测井曲线经$1E校正前后制

作的合成记录的比较图"经$1E校正后的对比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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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古龙地区英!@井层位精细标定

G3H’) Z4/327&%7<2-&3Q.-/3%5%8<43<D32IH4%&%H320%.3Y%5<
%8\35H!@35>7&%5H-.4-

明显好于校正前的结果’
@’A!应用实例

通过制作高精度的合成地震记录"实现了地震地

质层位的精细标定’图)是松辽盆地北部古龙地区英

!@井合成地震记录与过井地震剖面的对比’结合声

波测井曲线"可以精细标定出A#个油层组"为薄互

层复杂构造精细刻画和储层描述奠定了基础’

)!相干数据体断层精细解释

要充分利用三维地震勘探的全部信息"需对三

维地震资料进行全三维解释"全三维解释包括全三

维构造和全三维岩性解释’全三维构造解释分为层

位和断层解释’断层解释是衡量全三维解释手段的

一个重要标志"是全三维构造解释的关键’三维地震

资料可以以垂直和水平等多种方式显示’通过时间

切片可以以平面图的方式研究地质特征’然而在实

际应用中由于地质情况的复杂性"常规时间切片解

释效果通常不很理想’]-0%.320#A??B$首次提出了

地震相干数据体技术#9%04.452=97Q4$"使得三维

地震资料解释精度得到明显提高"为了提高松辽盆

地北部三维地震资料的解释精度和效率"笔者开展

了此项研究’
A’@!相干数据体技术的基本原理

相干数据体技术主要根据信号的相干性分析原

理"计算三维数据体中所有相邻道之间的相干性’在
断层切割的部位和地质体异常的边界上"地震资料

的相干性会出现一个明显的差异"存在不连续性’根
据这种差异"可在相干数据体及其切片上有效地识

别出断层或地质异常体’常规时间切片对于观察垂

直于地层走向的断层一般有用"但当断层平行于地

层走向时"由于断层线重叠在弯曲的层位线上"它们

的特征难以识别’相干计算则压制了侧向的一致性

特征"消除了地层影响"因此"相干时间切片在所有

方向上都能有效地揭示断层的存在’
相干数 据 体 技 术 方 法 目 前 已 发 展 到 第 三 代

#̂7./*63&’"A??@%LS-D-5S 7̂./"A???%̂ 7./
*63&’"A???%孙夕平和杜世通")""!$’第一代算法

是基于互相关的一种算法"在资料信噪比较高时对

断层分辨能力较好"但抗噪音能力差%第二代算法是

基于相似的算法"与第一代算法相比是计算相干性

较好的算法"且分辨率高"但地震资料品质对相干处

理的效果仍有一定影响%第三代算法是基于本征结

构的一种算法"代表了该项技术目前的最高水平’
本征结构算法的基本原理是"在三维数据体中

取一小的数据体@29"2表示道数"9表示采样点数"
则;A@29"计算小数据体;的协方差矩阵

!_;W;A"
B

)AA
@)@W) "

则本征结构相干计算#(2$可定义为(2A !A

"
C

9AA
!9
’

其中"!9 为协方差矩阵!的第9个本征值"!A 为!9
中的最大值’
A’A!应用实例

利用相干数据体第三代算法"对松辽盆地北部

兴城三维地震资料进行了相干处理"用于断层解释

#图!$’图中为相干数据体中的一部分"是三维资料

加载到解释系统后未做解释的情况下"直接进行相

干处理得到的结果’在相干数据体内通过可视化技

术"对断层破碎带宽度&断层的延伸位置&断裂分布

及组合得到了清楚识别"大大提高断层的解释精度

和效率’
图#是兴城三维WA 附近#AAB"D<$的相干时

间切片与主测线时间剖面的对比’相干时间切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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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松辽盆地北部兴城相干数据体"部分#

G3H’! 9%04.452=27Q4%8M35H2045H35/045%./0%8/04
1%5H&3-%Q-<35"T-./#

反映的断层与地震剖面上WA 断层位置吻合得很

好$断层的断点位置在地震剖面上也得到了清楚的

印证$大断层和小断层均显示得十分清楚’三维资料

采集面元一般为)*D‘)*D$常规三维解释时每隔

!条线解释一条剖面$而相干切片解释断层的平面

延伸最大误差可由常规的A""D减小到)*D$并至

少节省工作量A"a以上’

!!断层多边形提取技术

为更好发挥相干数据体技术在全三维地震资料

解释中的作用$进一步提高断层及岩性异常体解释

的精度和效率$使相干数据体技术充分有效地体现$
笔者研制了断层多边形信息提取技术’该技术可以

在相干切片上将断层多边形所包含的有关信息提取

出来$再投影到测区底图上$从而大幅度提高了全三

维解释的效率’
B’@!方法原理

通过对三维地震资料相干处理$可使断层在相

干切片上较好地显示’相干切片为含有断层的二维

图像$利用图像的边缘检测技术可实现断层多边形

检测"张向君等$)""A#’
将相干切片视为灰度曲面$+A%>$-$’">$-#&$

其中>$-分别为横’纵坐标$’">$-#是图像的灰度

值$并且具有连续的二导数’该曲面的第一基本形式

和第二基本形式分别是"梅向明和黄敬之$A?@@#(
1AA(S>)D)ES>S-D7S-)$
1)AFS>)D)GS>S-DBS-) ’

其中$(AAb=)$EA=<$7AAb<)$

FA +
Ab=)D<# )

$GA /
Ab=)D<# )

$

图#!相干时间切片与垂直地震剖面在WA 层的对比

G3H’# 9%..4<T%5S4524Q4/U445/3D42%04.452=<&324-5S
;4./32-&<43<D32T.%83&4%8WA&-=4.

!!BA 6
Ab=)D<)

$

+A$
)’
$>)
$/A$

)’
$>$-

$6A$
)’
$-)
$

=A$’$>
$<A$’$-’

则曲面上任一点的法曲率H可用下式表示(H)A1A)1)’
曲面上一点I的)个方向$如果它们既正交又

共轭$则称为曲面在I点的主方向’设在这)个方

向的正切为3A’3)$则是下面方程的根(
"(GJEF#3)D"(BJ7F#3D"EBJ7G#A"’
曲面上一点处主方向上的法曲率称为曲面在此

点的主曲率’可以证明$主曲率是法曲率的最大值和

最小值’主曲率的计算公式为(
"(7JE)#H)D"F7J)GEDB(#HD"FBJG)#A"’

主曲率是法曲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表示

不同方向上的弯曲程度’在最大主曲率方向上得到

最大主曲率$表明沿该方向曲率的弯曲程度最大$因
此沿最大主曲率方向$最大主曲率的局部极值点就

是图像的边缘点’同样在最小主曲率方向上得到最

小主曲率$表明沿该方向曲面弯曲程度最小$因此最

小曲率方向就是图像边缘的走向’得到了曲面的主

方向和主曲率$则可沿曲面的最大曲率方向寻找最

大主曲率的局部极值$就可检测出断层多边形’
B’A!应用实例

在松辽盆地北部英台三维地震资料解释中运用

了相干切片断层多边形检测技术’图*是W) 层处

时间为A#!"D<的一张相干时间切片和对此切片

进行的断层多边形检测结果’从中可以看到断层多

边形被清晰地检测出来$断层组合关系’断层破碎带

宽度也真实得到反映’相干切片断层多边形检测技

B"*



!第#期 !崔凤林等!松辽盆地北部薄互层复杂构造的精细刻画方法与应用

图*!英台A#!"D<相干时间切片和断层多边形检测

G3H’* W3D42%04.452=<&324-/A#!"D<-5S4V/.-2/35H8-7&/
T%&=H%5<
-’相干时间切片"Q’在-上检测出的断层多边形

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相干切片断层解释的精度和

效率#其中解释最小断层断距为!D’此项技术如果

辅之以三维层位自动追踪技术#则可以很快做出时

间构造图#从而提高三维地震资料解释效率#缩短三

维解释周期’

#!三维叠偏成图精确空间归位

以往二维地震叠偏剖面成图方法概括起来有以

下!种!$A%对构造平缓&简单地区用叠偏剖面成等

6" 图#不进行空校#直接进行时深转换成深度构造

图"$)%对地层视倾角较大&构造复杂地区#采用对等

6" 图沿垂直主测线方向归位#垂直联络测线方向不

进行归位"$!%用手工空校方法对等6" 图视情况沿

垂直主测线&联络测线方向归位’以上!种叠偏剖面

成图方法实现过程均不完善#一方面所得到的构造

成果精度不高#另一方面解释工作效率低下’
本文以三维地震两步法偏移为理论依据#结合

手工空校经验#借助地震解释系统工具#自动实现二

维地震叠偏剖面的三维空间闭合#即正确地实现层

位闭合和断面闭合#把深度点和断点归位到它们真

正的空间位置上#从而提高二维地震叠偏剖面的构

造解释精度及工作效率’
C’@!二维地震两步法偏移原理

水平叠加剖面记录的时间是把自激自收的垂直

反射界面的法线深度记录到自激自收点的视铅直深

度上#第一步偏移$沿测线方向的偏移%是把水平叠

加剖面上各点的法线深度沿测线方向变为视铅直深

度’第二步偏移$垂直测线方向的偏移%是把测线方

向的视铅直深度变为真深度$铅直深度#即垂直地面

表@!源@B井区WA 层构造图对井误差统计

W-Q&4A ,..%.<2%DT-.35HU3/0S.3&&35HS-/7D%8W)</.72I
/7.-&D-T35/04-.4-%8\7-5A!U4&&

井名
补心海拔’
D

层位
钻井深度’
D

地震深度’
D

绝对误差’
D

相对误差’
a

源A! A!B’! W) A+B?’+ A+B+ C)’+ C"’A*
源A#) A!+’* W) AB@@’? AB?A )’A "’A)
源)?A A!A’A W) A+*A’? A+*+ *’A "’)?
源A#! A!@’B W) AB?B’B AB?) C#’B C"’)!
源!" A!"’* W) AB@A’B AB++ C#’B C"’)+

源)?! A!"’) W) A+!@’@ A+!* C!’@ C"’)A

的深度%’
二维叠偏剖面已将地震反射波沿测线方向归

位#但仅仅是沿二维测线方向归位#而在垂直测线方

向未做归位校正#叠偏剖面仍是法线平面#两测线交

点处读取的6" 时间不相等不能闭合#给制作构造图

带来困难’在二维叠偏剖面上#若对解释层位在垂直

测线方向也进行一次归位#找出反射点在地下的准

确位置#算出反射点到地面的垂直深度#进行成图#
则可克服叠偏剖面作图时由于主测线&联络测线不

闭合带来的问题’
C’A!应用实例

源A!井区是松辽盆地北部的一个高分辨率二

维开发区块’工区共有测线))条#其中主测线&联络

测线各AA条’主测线方位角?"c#联络测线与之正

交’表A为该区W) 层构造图对井误差统计表#从中

可以看出经偏移空校归位后#W) 层对井相对误差很

小#偏移归位精度较高’源)?!井是后钻井#W) 层处

对井相对误差仅为C"’)Aa’

*!结论

通过对测井曲线合理编辑&滤波和$1E校正

等#实现了地震地质层位的精细标定#为陆相薄互层

复杂构造精细刻画提供了前提’三维相干数据体技

术中第三代算法的研究与运用#以及相干切片断层

多边形的提取方法的提出与实践#使得全三维断层

解释精度和效率大大提高’实际应用表明#在断层的

延伸位置&破碎带宽度等方面#解释精度比常规方法

有很大提高#并能识别出断距仅为!!*D的小断

层’在二维工区#根据三维地震二步法偏移原理#提
出了二维叠偏成图精确空间归位法#获得了高精度

的成图结果#钻井结果也证实了该方法的精确性’通
过一系列新的技术方法使薄互层复杂构造得以精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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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同时也为薄互层储层描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8"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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