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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密闭取心井的油水饱和度分析资料是评价储层含油性的重要数据，而室内岩心分析测量的油水饱和度常常偏离原始地

层条件下的真实情况，需要校正后才能使用．以克拉玛依油田一中区克下组油藏为例，首先基于油水饱和度的理论模型，依据

油水剩余率的概念分析了原始地层条件下油水饱和度与实验室测量的油水饱和度之间的联系，进而确定了岩心分析的油水

饱和度与油水剩余率的线性关系，基于该线性关系的斜率和截距，利用数理统计和数学处理的方法建立了油水饱和度损失总

量中油、水各自的损失百分比，最终依据损失百分比可以有效地对饱和度资料进行校正．此方法在克下组油藏的实际应用中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校正后的饱和度资料使岩心含油性与储层电性之间的相关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校正数据可以更好地反

映原始地层的含油情况，为饱和度公式的确定以及剩余油的评价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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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油田勘探开发的不断深入以及老油田综合

含水的不断上升，水淹层的准确评价已经成为当前

各个油田控水稳油的关键问题，而储层油水饱和度

资料是判断油层水淹情况、分析剩余油分布规律以



　第３期 　谭锋奇等：密闭取心井油水饱和度校正方法

及合理制定调整开发方案的重要依据（田中元等，

２００２；邢艳娟等，２００８；谭锋奇等，２０１０；Ｔａｎ犲狋犪犾．，

２０１０；李顺明等，２０１１）．为了取得真实的油水饱和度

资料，通常采用密闭取心的方法，使之尽量保持地层

原始状态，然后在实验室测出油水饱和度数据．但

是，由于在钻井、取心、取样、样品保管以及分析化验

过程中，泥浆滤液侵入、脱气以及轻质组分挥发等因

素的影响，最终测量的油水饱和度资料与地层真实

的饱和度有明显的偏差（约５％～３５％）（陆大卫和

王春利，２００３；韩怀，２０１０）．为了消除实测油、水饱和

度受降压脱气油水溢出的影响，需要对岩心分析测

量的油水饱和度进行校正，使其恢复到地层的真实

情况．目前常用的校正方法主要有物理模拟实验和

数理统计两种方法（王艺景等，２０００；刘丽，２００９；张

亮，２００９）．前者实验操作复杂，对测量岩石的质量要

求比较高，并且一般只考虑单因素的影响；后者是对

脱气、挥发等饱和度损失量的总校正，方法具备快

速、准确和易操作的特点．本次研究基于密闭取心井

岩心饱和度分析数据的损失机理，从数理统计的角

度探讨实测油水饱和度与真实值的偏差，形成一套

针对克拉玛依油田砾岩油藏的饱和度校正方法．

１　区域概况

克拉玛依油田一中区位于克拉玛依市以东约

１２ｋｍ处，西部与一西区为界，东部与一东区相邻．

其主力含油层系克下组是在古生界下石炭统的古风

化壳上接受的一套正旋回山麓洪积扇沉积，沉积厚

度２５～８５ｍ，平均厚度５５ｍ，油层有效孔隙度

１６．１％，有效渗透率４９×１０－３μｍ
２，属于典型的Ⅱ

类砾岩油藏．一中区克下组油藏自１９６０年注水开发

以来，经过５０ａ的开采，目前已进入高含水开发阶

段．因此，建立适合油藏特征的饱和度资料校正方法

非常有必要．

２　饱和度校正方法

２．１　数理统计方法的校正原理

当地层不存在游离气时，岩石孔隙内油水饱和

度之和应等于１００％，但实际测定的油水饱和度之

和通常小于１００％，大约存在５％～３５％的偏差．分

析表明（杨胜来等，２００４），其影响因素包括以下５个

方面：（１）钻井滤液侵入造成油水饱和度值出现异

常；（２）压力和温度的变化引起油水饱和度变化；（３）

孔隙压实引起的油水饱和度变化；（４）岩心储存制备

过程中油水饱和度的变化；（５）饱和度测试方法的系

统误差．其中压力和温度的变化引起孔隙中轻质组

分的挥发是导致岩心饱和度存在偏差的最主要原

因．为了消除以上因素的影响，基于油水饱和度的理

论模型，利用油水剩余率的概念进行饱和度的校正．

当地层孔隙中不存在游离气而只有油水两相流

体时，油水饱和度之间的关系满足下式：

犛ｏ＋犛ｗ＝１， （１）

式中：犛ｏ是原始状态下地层的含油饱和度，小数；犛ｗ

是原始状态下地层的含水饱和度，小数．

由公式（１）可知，在原始地层条件下地层孔隙中

的含油饱和度和含水饱和度呈线性关系，其斜率为

－１，截距为１．这一点可以用油气成藏理论来解释

（于宝利等，２００８；张雷等，２０１０；郭倩和蒲仁海等，

２０１１；姜雪等，２０１１；柳波等，２０１１），最初圈闭中的储

集空间中只有地层水的存在，含水饱和度为１００％，

当油气由烃源岩生成后经过运移进入储层，在外界

压力的作用下油气开始驱替孔隙中的水，随着驱替

作用的不断进行，孔隙中的含水饱和度不断减小，而

含油饱和度则不断增大，但是两者的总体积不会发

生变化，一直保持１００％．因此，原始地层状态下，油

水饱和度之和等于１．

当储层中的岩心被钻开取出之后，由于温度和

压力的变化，轻烃组分和孔隙中的水就会挥发，假设

挥发以后油的剩余率为η１，水的剩余率为η２，则有：

犛ｏ＝犛ｏ·η１， （２）

犛ｗ＝犛ｗ·η２， （３）

式中：犛ｏ为岩心测量的含油饱和度，小数；犛ｗ 为岩

心测量的含水饱和度，小数；犛ｏ为原始状态下地层

的含油饱和度，小数；犛ｗ 为原始状态下地层的含水

饱和度，小数．

综合公式（１）、（２）和（３），岩心测量的油水饱和

度满足以下关系：

犛ｏ／η１＋犛ｗ／η２＝１． （４）

对上式进行变形就可以得到一个线性关系式：

犛ｏ＝η１－
η１

η２
·犛ｗ ． （５）

由公式（５）可知，经过挥发以后岩心测量的油水

饱和度也呈线性关系，其斜率和截距与油水的剩余

率有关，即油水的挥发率决定着岩心测量油水饱和

度的线性关系．对于同一口井的取心井段，其压力和

温度等地层条件基本相近，取心工艺和饱和度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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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也完全相同．因此，该取心井段中岩性和物性相

同的岩心其油水饱和度损失量也基本相同．基于此，

如果该取心段岩心样品的油水损失率基本一致，那

么就可以通过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来计算各自的剩

余率η１和η２．然后，利用公式（２）和（３）得到校正后

的油水饱和度值．

但是，在密闭取心过程中，由于油、水饱和度是

分２次独立测量的（王永卓等，１９９８），校正后得到的

油、水饱和度之和不一定为１００％，通常会有小的浮

动．因此，还需要对校正后的数据作适当的数学处

理，保证最终的校正结果为１００％．本次研究采用的

方法是将饱和度数据的校正系数转换成总损失量的

百分含量，则校正后油水饱和度数据之和为１００％．

设饱和度数据总损失量中油的损失百分比为犢，水

的损失百分比为１－犢，则有：

犢＝（１－η１）／［（１－η１）＋（１－η２）］． （６）

因此，校正后的油水饱和度计算公式为：

犛ｏ＝（１－犛ｏ－犛ｗ）·犢＋犛ｏ， （７）

犛ｗ＝（１－犛ｏ－犛ｗ）·（１－犢）＋犛ｗ ． （８）

２．２　方法分析

前面建立的饱和度校正方法的理论基础是，岩

心经过挥发后实验室测量的油水饱和度呈线性相

关，然后依据两者之间的关系求取油水的剩余率，进

而计算总损失量中油水各自的损失百分比，最终进

行油水饱和度的校正．因此，实验室得到的油水饱和

度之间是否存在线性关系是方法应用的前提，依据

大量的实验室统计数据发现，对于同一口密闭取心

井，在受外界各种因素影响后，其油水饱和度之间仍

存在较好的线性关系（图１）．但是这种线性关系的

截距和斜率不再是１和－１，说明由密闭取心井测量

的油水饱和度资料存在误差，这种误差不是杂乱无

章的，而是总体上呈线性关系．因此，可以利用建立

的饱和度校正方法对密闭取心井资料进行校正．

为了更好地理解密闭取心井油水挥发造成的系

统误差与理论值之间的关系，制作实验室测量油水

饱和度与理论值的对比示意图（图２）．从图中可以

看出，如果密闭取心资料不受任何外界因素的影响，

油水饱和度的分析数据会落在犕犖线上，其线性关

系的截距和斜率分别为１和－１．如果油水饱和度的

实验室分析数据存在系统误差，则分析数据会落在

犕犖线的两侧，当油水饱和度之和大于１时，落在

ＭＮ线的右上方；当油水饱和度之和小于１时，落在

犕犖线的左下方．一般情况下，由于油水挥发的影

响，分析数据会落在犕犖 线的左下方，如果其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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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一中区Ａ井（ａ）和Ｂ井（ｂ）油水饱和度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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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实测油水饱和度与理论值对比

Ｆｉｇ．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ａｃｔｕａｌｍｅａｓｕｒｉｎｇ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关系的斜率等于－１，即犃犅∥犕犖，则反映了油水饱

和度的损失基本一致，两者的系统误差相等．如果斜

率小于－１，即线性关系如犆犇，反映了含水饱和度

的损失大于含油饱和度；如果斜率大于－１，即线性

关系如犈犉，反映了含油饱和度的损失大于含水饱

和度．因此，依据实验室油水饱和度的关系，不仅可

４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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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物理模拟实验的饱和度校正流程

Ｆｉｇ．３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ｏｆ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ｏｆ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以进行饱和度的校正，还可以分析油水损失的系统

误差．

２．３　物理模拟实验的校正原理

物理模拟实验校正油水饱和度的技术核心是利

用实验装置模拟岩心降压脱气过程中含水饱和度的

变化，然后确定脱气前后含水饱和度的相关关系，基

于建立的对数模型计算脱气前的含水饱和度值，进

而进行油水饱和度的校正．具体的实验流程见图３．

物理模拟实验的校正方法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１）地层参数的准备．实验过程中需要用到一些地层

和流体性质的参数，包括溶解气油比、饱和压力、地层

水矿化度、地层温度和压力等；（２）将典型岩样抽空，

然后饱和模拟地层水，用模拟地层条件下的含气原油

驱替岩样中的模拟地层水，当达到束缚水状态时计算

岩样的束缚水饱和度；（３）用模拟地层水驱替岩样中

的含气原油，当含水饱和度达到一定数值时，逐步将

岩样压力和温度从饱和压力和地层温度降至大气压

力和室温，计算降压脱气排出的水量；（４）制作脱气前

后含水饱和度的交会图，确定两者的相关关系，实验

表明两者一般呈现对数关系；（５）将降压脱气后的岩

样从夹持器中取出，置于研钵中研磨并加入酒精萃取

其中的水分，利用库仑法确定岩样的含水饱和度，并

与脱气后已知的含水饱和度进行比较，确定测试方法

造成的系统误差；（６）引入孔隙压实校正因子对孔隙

压实造成的含水饱和度误差进行修正．

２．４　两种校正方法的优缺点分析

从两种饱和度校正方法的原理中可以看出，数

理统计的方法侧重于利用数据本身的变化特征来反

映油水饱和度的损失量，校正方法有着严格的理论

推理和数理基础；而物理模拟实验的方法侧重于利

用实验设备来模拟真实地层条件下岩心降压脱气过

程以及含水饱和度的变化，进而揭示饱和度校正的

实验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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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４　Ｔ１０１９３井岩心分析油水饱和度交会图

Ｆｉｇ．４ Ｃｒｏｓｓｐｌｏｔｏｆ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ｃｏｒ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ｗｅｌｌＴ１０１０９３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数理统计方法的优点

在于有严格的理论推理作为依据，方法便于操作，适

用性比较强，在岩心分析数据比较多的时候准确性

更高，不仅可以进行饱和度校正，还可以分析油水损

失的系统误差；缺点在于其假设条件是油水的挥发

率相同，即岩心经过挥发后实验室测量的油水饱和

度呈线性相关（图４），如果不符合线性关系，就不能

利用该方法进行校正．另外，如果测量岩样的岩性、

物性以及含油性等相差比较大的情况下，该方法不

适合应用．物理模拟实验方法的优点在于利用实验

流程可以有效地揭示岩样降压脱气的机理，进而准

确计算含水饱和度的损失量；缺点在于实验的过程

比较复杂，首先，需要准备大量的地层和储层流体参

数，如果没有这些数据，实验就无法进行；其次，该方

法只是针对某几个岩样进行实验，然后利用建立的

含水饱和度关系进行校正，如果其他样品的岩性和

物性差别比较大，方法的应用就会出现校正错误；最

后，物理模拟实验方法只是针对含水饱和度进行校

正实验，对含油饱和度的变化没有充分考虑，只是应

用油水饱和度之和等于１００％进行简单的计算，实

际上在储层水淹比较强的时候，原油的挥发比地层

水的挥发更多．

３　应用效果分析

利用数理统计的饱和度校正方法对一中区克下

组油藏的实际资料进行处理，分析其应用效果．首先

选取一中区密闭取心井Ｔ１０１９３作为研究对象，该

井取心井段为克拉玛依组，主要岩性为砂砾岩，取心

进尺约４０ｍ，符合饱和度校正方法的基本条件．在

对实验室分析的岩心饱和度资料进行预处理（异常

５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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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Ｔ１０１９３井饱和度校正结果与测井曲线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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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或实验失败数据的删除）的基础上，制作油水饱和

度的交会图（图４）．

从图４中可以看出，Ｔ１０１９３井实验室分析的油

水饱和度数据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的平

方达到０．８９４６，并且其斜率为－０．８８６９，说明该井

取心段的含油饱和度损失大于含水饱和度，即油的

挥发大于水的挥发．首先依据图４中的关系式计算

出油、水的剩余率，然后按照公式（６）得出总损失量

中油的损失百分比犢与水的损失百分比１－犢，最终

利用公式（７）和（８）计算校正后的油、水饱和度值

（表１）．

利用物理模拟实验的方法对Ｔ１０１９３井的岩样

进行油水饱和度的校正，其中溶解气油比６５ｍ３／ｔ，

饱和压力１０．１２ＭＰａ，地层水矿化度７１０６ｍｇ／Ｌ，地

层温度２４．５℃，地层压力１０．２９ＭＰａ．基于以上地

层参数，依据物理模拟实验的方法确定了降压脱气

前后含水饱和度的相关关系：

犛ｗ前 ＝４９．６５８·ｌｎ犛ｗ后－１３６．８９，

犚２＝０．８１２９ （９）

由于测试系统误差造成的含水饱和度损失量为

２．５％，孔隙压实造成的含水饱和度损失量为３．５％．

综合考虑这３个影响因素对实测油水饱和度进行校

正，校正结果见表１．

利用数理统计和物理模拟实验两种方法对

Ｔ１０１９３井的岩心样品进行饱和度校正，从表１中可

以看出，由于岩心降压脱气过程中轻质组分挥发等

因素的影响，校正前油水饱和度之和不等于１００％，

油水损失量在１３％左右．数理统计的方法对含水饱

和度的平均校正量为２．７８％，物理模拟实验方法的

平均校正量为６．８６％，为了对比分析两种方法对油

水饱和度校正结果的准确性，把校正后的含油饱和

度数据与测井曲线中的原状地层电阻率进行对比，

用电性和含油性的相关关系验证哪种方法的准确性

更高．

图５是Ｔ１０１９３井饱和度校正结果与测井曲线

的对比图，根据Ａｒｃｈｉｅ公式可以得出，当地层孔隙

度基本相同时，储层的含油饱和度与原状地层电阻

率呈现很好的对应关系，即电性可以有效地反映含

油性．从两种方法饱和度校正结果与原状地层电阻

率的对比中可以看出，数理统计方法的校正结果与

测井曲线的吻合程度更高，相关性更好，相关系数为

０．９２６５；物理模拟实验方法的校正结果与测井曲线

６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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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犜１０１９３井油水饱和度校正数据

Ｔａｂｌｅ１ Ｄａｔａｏｆｏｉｌ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ｗｅｌｌＴ１０１９３

岩心序号
校正前的油

饱和度犛ｏ（％）
校正前的水

饱和度犛ｗ（％）
校正前油水

饱和度和（％）

数理统计方法 物理模拟实验方法

校正后的油

饱和度犛ｏ（％）
校正后的水

饱和度犛ｗ（％）
校正后的油

饱和度犛ｏ（％）
校正后的水

饱和度犛ｗ（％）

１ ５４．８ ３３．９ ８８．７ ６３．５８ ３６．４２ ５９．２７ ４０．７３

２ ５１．５ ３８．６ ９０．１ ５９．１９ ４０．８１ ５４．５４ ４５．４６

３ ４７．５ ３４ ８１．５ ６１．８７ ３８．１３ ５９．１７ ４０．８３

４ ３０．２ ６５．６ ９５．８ ３３．４６ ６６．５４ ２７．３８ ７２．６２

５ ５１．６ ３６．９ ８８．５ ６０．５４ ３９．４６ ５６．２５ ４３．７５

６ ４９．８ ３９．１ ８８．９ ５８．４２ ４１．５８ ５４．０４ ４５．９６

７ ４４．５ ４２．９ ８７．４ ５４．２９ ４５．７１ ５０．２２ ４９．７８

８ ５８．５ ２７．２ ８５．７ ６９．６１ ３０．３９ ６６．０１ ３３．９９

９ ４４．７ ４２．４ ８７．１ ５４．７２ ４５．２８ ５０．７２ ４９．２８

１０ ４３．２ ４５．８ ８９．０ ５１．７５ ４８．２５ ４７．３０ ５２．７０

１１ ５０．７ ３８．５ ８９．２ ５９．０９ ４０．９１ ５４．６４ ４５．３６

１２ ５４．６ ２５．５ ８０．１ ７０．０６ ２９．９４ ６７．７２ ３２．２８

１３ ３４．７ ４９．４ ８４．１ ４７．０５ ５２．９５ ４３．６８ ５６．３２

１４ ５１．９ ３５．４ ８７．３ ６１．７７ ３８．２３ ５７．７６ ４２．２４

１５ ５０．４ ３９．５ ８９．９ ５８．２５ ４１．７５ ５３．６４ ４６．３６

的吻合程度没有数理统计方法好，相关系数为

０．８８６５，相关性比数理统计的低．综上分析，数理统

计方法的准确性高于物理模拟实验方法．

４　结论

（１）温度、压力的变化可以导致岩心孔隙中轻质

组分的脱气和挥发，造成实验室测量的油水饱和度

数值与原始地层条件下的真实值之间存在较大的偏

差，一般在５％～３５％，测量数据需要校正后才能用

于饱和度公式的确定以及剩余油的评价．

（２）数理统计的方法侧重于利用数据本身的变

化特征来反映油水饱和度的损失量，校正方法有着

严格的理论推理和数理基础；而物理模拟实验的方

法侧重于利用实验设备来模拟真实地层条件下岩心

降压脱气过程以及含水饱和度的变化，进而揭示饱

和度校正的实验机理．

（３）本次研究建立的饱和度校正方法是对密闭

取心井岩心发生脱气、挥发等饱和度损失的一个总

校正，方法具有快速、准确和易操作的特点，在实际

资料的处理中，可以消除数据之间的系统误差，尽可

能地还原地下真实的含油情况，为油藏后续的研究

提供准确的基础数据．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Ｇｕｏ，Ｑ．，Ｐｕ，Ｒ．Ｈ．，２０１１．Ｎｅｏｐａｌｅｏｚｏｉｃ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ＢａｍａｉＴａｚｈｏｎｇＡｒｅａ，Ｔａ

ｒｉｍＢａｓｉｎ．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４６（２）：３１７－

３２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ａｎ，Ｈ．，２０１０．Ｓｔｕｄｙｏｎ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ａｌｅｄ

ＣｏｒｉｎｇＷｅｌｌｉｎｔｈｅ Ⅳ５１１ＳｅｒｉｅｓｏｆＳｔｒａｔａｉｎｔｈｅ

ＳｈｕａｎｇｈｅＯｉｌｆｉｅｌｄ．犛狆犲犮犻犪犾犗犻犾犪狀犱犌犪狊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１７

（５）：８７－８９（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Ｊｉａｎｇ，Ｘ．，Ｘｕ，Ｃ．Ｇ．，Ｚｏｕ，Ｈ．Ｙ．，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Ｓｉｍｉｌａｒｉｔｙａｎｄ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

ＬｉａｏｘｉＬｏｗＵｐｌｉｆｔａｎｄＬｉａｏｚｈｏｎｇＳａｇ．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犆犺犻狀犪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３６（３）：

５５５－５６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Ｓ．Ｍ．，Ｓｏｎｇ，Ｘ．Ｍ．，Ｊｉａｎｇ，Ｙ．Ｗ．，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Ａｒｃｈｉｔｅｃ

ｔｕｒｅ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Ｏｉ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ｄｙＢｒａｉ

ｄｅｄＲｉｖｅｒ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ｔｈｅＧａｏｓｈａｎｇｐｕＯｉｌｆｉｅｌｄ．犘犲狋狉狅

犾犲狌犿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３８（４）：４７４－４８２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Ｂ．，Ｈｕａｎｇ，Ｚ．Ｌ．，Ｗａｎｇ，Ｍ．Ｍ．，ｅｔａｌ．，２０１１．Ｒｅｓｔｏｒａ

ｔｉｏｎ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ｎＳｈｅｎｇｂｅ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Ｂｅｌｔ，ＴｕｈａＢａｓｉ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犑犻犾犻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犈犱犻狋犻狅狀），４１（４）：１００６－１０１２（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ｉｕ，Ｌ．，２００９．Ｏｉｌａｎｄ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ａｌｅｄ

Ｃｏｒｉｎｇ Ｗｅｌｌ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

ｍｅｎｔｓ．犗犻犾犇狉犻犾犾犻狀犵牔犘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３１（２）：

８２－８５（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Ｌｕ，Ｄ．Ｗ．，Ｗａｎｇ，Ｃ．Ｌ．，２００３．ＬｏｇｇｉｎｇＮｅｗ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

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Ｏｉｌ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ｄｕｓ

ｔｒｙＰｒｅｓ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ａｎ，Ｆ．Ｑ．，Ｌｉ，Ｈ．Ｑ．，Ｍｅｎｇ，Ｚ．Ｘ．，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ａｔａＭｉｎｉｎｇＭｅｔｈｏｄｉｎＯｉ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７９５



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 第３８卷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４５（１）：

８５－９１（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ａｎ，Ｆ．Ｑ．，Ｌｉ，Ｈ．Ｑ．，Ｘｕ，Ｃ．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ｆｏｒ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ｏｄｅｄＬａｙｅｒｓｏｆＣｏｎｇｌｏｍ

ｅｒａｔ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Ｂａｓｅｄｏｎ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Ｄａｔａ．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犛犮犻

犲狀犮犲，７（４）：４８５－４９３．ｄｏｉ：１０．１００７／ｓ１２１８２－０１０－００９２－ｙ

Ｔｉａｎ，Ｚ．Ｙ．，Ｍｕ，Ｌ．Ｘ．，Ｓｕｎ，Ｄ．Ｍ．，ｅｔａｌ．，２００２．ＬｏｇｇｉｎｇＡｔ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ａｎｄ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ｔｕｄｙｏｆＧｒｉｔ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ｏｄｉｎｇ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犃犮狋犪犘犲狋狉狅犾犲犻犛犻狀犻犮犪，２３（６）：５０－５５（ｉｎＣｈｉ

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Ｙ．Ｊ．，Ｈｕａｎｇ，Ｈ．，Ｌｉｕ，Ｚ．Ｙ．，ｅｔａｌ．，２０００．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

ｃａｌｌ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ｂｙ

Ｃｏｒｉｎｇ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犑犻犪狀犵犺犪狀犘犲

狋狉狅犾犲狌犿犐狀狊狋犻狋狌狋犲，２２（４）：４２－４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

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Ｗａｎｇ，Ｙ．Ｚ．，Ｘｕ，Ｙ．，Ｗａｎｇ，Ｙ．Ｑ．，１９９８．Ａ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Ｃｏｒ

ｒｅｃｔｉｎｇｔｈｅＯｉｌ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ＶｅｒｙＬｏｗ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Ｏｉｌ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

２５（２）：７１－７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Ｘｉｎｇ，Ｙ．Ｊ．，Ｗａｎｇ，Ｙ．Ｊ．，Ｂａｉ，Ｙ．Ｊ．，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ＷａｔｅｒＦｌｏｏｄｅｄＬａｙ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ｍａｉｎｉｎｇ

Ｏｉｌ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ｉｎＦｕｙｕＯｉｌＦｉｅｌｄ．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犑犻犾犻狀

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犈犪狉狋犺犛犮犻犲狀犮犲犈犱犻狋犻狅狀），３８（Ｓｕｐｐｌ．）：

１２８－１３２（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ａｎｇ，Ｓ．Ｌ．，Ｈｕ，Ｘ．Ｊ．，Ｌｉ，Ｈ．，２００４．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ｆｏｒＥｒｒｏｒｏｆＦｌｕｉｄ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ａｌｃｕ

ｌａｔ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ＳｅａｌｅｄＣｏｒｉｎｇ．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

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犆犺犻狀犪，２８（６）：６４－６７（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Ｙｕ，Ｂ．Ｌ．，Ｌｉｕ，Ｗ．Ｈ．，Ｌｉｕ，Ｘ．Ｌ．，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ｄ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ＲｕｌｅｏｆＮｅｏｇｅｎｅ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ＧｅｎｅｓｉｓｉｎＣｈｅｐａｉｚｉＡｒｅａｏｆＪｕｎｇａｒＢａｓｉｎ．犗犻犾犌犲狅狆犺狔狊犻

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４３（Ｓｕｐｐｌ．）：４５－５３（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Ｌ．，２００９．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ｏｎｔｈｅＳａｔ

ｕｒａｔｉｏ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ＳｅａｌｅｄＣｏｒｉｎｇＷｅｌｌｓ．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犌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犚犲犮狅狏犲狉狔犈犳犳犻犮犻犲狀犮狔，１６（２）：９４－９５（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Ｚｈａｎｇ，Ｌ．，Ｌｕ，Ｓ．Ｆ．，Ｚｈａｎｇ，Ｘ．Ｊ．，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ｎｄ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Ａｃｃｕ

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ｕｙａｎｇＯｉｌＵｎｉｔｓｉｎＳａｎｚｈａｏＲｅｇ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犑犻犾犻狀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犈犪狉狋犺

犛犮犻犲狀犮犲犈犱犻狋犻狅狀），４０（３）：４９０－５００（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ｗｉｔｈ

Ｅｎｇｌｉｓｈ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附中文参考文献

郭倩，蒲仁海．２０１１．塔里木盆地巴麦－塔中地区晚古生代古

构造演化及油气成藏分析．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４６（２）：

３１７－３２５．

韩怀．２０１０．双河油田Ⅳ５１１层系密闭取心井饱和度校正方

法研究．特种油气藏，１７（５）：８７－８９．

姜雪，徐长贵，邹华耀，等，２０１１．辽西低凸起与辽中凹陷油气

成藏期次的异同．地球科学———中国地质大学学报，３６

（３）：５５５－５６４．

李顺明，宋新民，蒋有伟，等，２０１１．高尚堡油田砂质辫状河储

集层构型与剩余油分布．石油勘探与开发，３８（４）：

４７４－４８２．

柳波，黄志龙，王玫玫，等，２０１１．吐哈盆地胜北构造带油气成

藏过程．吉林大学学报 （地球科学版），４１（４）：

１００６－１０１２．

刘丽，２００９．基于物理模拟实验的密闭取心井油水饱和度校

正．石油钻采工艺，３１（２）：８２－８５．

陆大卫，王春利，２００３．剩余油饱和度测井评价新技术．北京：

石油工业出版社．

谭锋奇，李洪奇，孟照旭，等，２０１０．数据挖掘方法在石油勘探

开发中的应用研究．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４５（１）：

８５－９１．

田中元，穆龙新，孙德明，等，２００２．砂砾岩水淹层测井特点及

机理研究．石油学报，２３（６）：５０－５５．

王艺景，黄华，刘志远，等，２０００．取心分析饱和度数理统计校

正方法及其应用．江汉石油学院学报，２２（４）：４２－４４．

王永卓，徐媛，王元庆，１９９８．特低渗透油层含油饱和度的一

种校正方法．石油勘探与开发，２５（２）：７１－７３．

邢艳娟，王燕津，白永江，等，２００８．扶余油田水淹层沉积特征

与剩余油分布．吉林大学学报（地球科学版），３８（增

刊）：１２８－１３２．

杨胜来，胡学军，李辉，２００４．密闭取心流体饱和度误差的影

响因素及修正方法．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８

（６）：６４－６７．

于宝利，刘万辉，刘新利，等，２００８．准噶尔盆地车排子地区新

近系油气成藏控制因素及富集规律．石油地球物理勘

探，４３（增刊）：４５－５３．

张亮，２００９．密闭取心井岩心饱和度校正物理模拟实验．油气

地质与采收率，１６（２）：９４－９５．

张雷，卢双舫，张学娟，等，２０１０．松辽盆地二肇地区扶杨油层

油气成藏过程主控因素及成藏模式．吉林大学学报（地

球科学版），４０（３）：４９０－５００．

８９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