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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致密砂岩气层的研究是目前的研究前沿之一．利用铸体薄片、物性、高压压汞、ｍｉｃｒｏＣＴ、岩电实验等分析化验资料，探

讨了鄂尔多斯盆地定北地区二叠系太原组致密砂岩不同成岩相类型对岩电特征的控制作用．研究表明：研究区可以划分为４

种成岩相类型，包括硅质胶结成岩相、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压实致密成岩相．４种成岩相类型地层

因素和孔隙度在同一趋势线上，可以采用统一的犪，犿值．４种成岩相类型的狀值有明显差异，取值依次为２．３０、１．５１、２．０３和

４．０４．含气饱和度解释实例显示，对不同成岩相取不同狀值与试气结果吻合较好，优于狀值取理论值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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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针对致密砂岩储层的油、气、水层识别，目前已

经采用了电阻率测井、偶极声波测井以及核磁共振

测井等多种技术方法（李鹏举等，２０１１；边会媛等，

２０１４），但基于Ａｒｃｈｉｅ公式和电阻率测井的解释方

法仍然是最为方便、准确的方法．Ａｒｃｈｉｅ公式是油

气层测井识别的基础，主要适用于泥质含量低、孔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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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简单的储层，储层流体是影响导电性的主导因

素．致密砂岩储层储集空间小、岩石成分复杂、成岩

作用强烈（于志超等，２０１６），因而在电阻率测井中，

流体对导电性的影响减弱，孔隙结构、微孔隙、泥质

附加导电性等都成为影响储层岩电特征的不可忽视

的因素．

通过建立变岩电参数（犪，犫，犿，狀）的Ａｒｃｈｉｅ公

式是目前提高测井解释精度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

前人的研究建立了大量的岩电参数与孔隙度、渗透

率、孔渗综合指数以及核磁共振特征参数的关系（张

明禄和石玉江，２００５；ＣｌｕｆｆａｎｄＢｙｒｎｅｓ，２００８；李军

等，２００９；Ｘｉ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１３），同时开展了不同储层

宏观和微观孔隙结构特征参数对岩电参数影响的实

验以及模拟（Ｈｅｒｒｉｃｋ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１９９４，２００９；

Ｓｕｍａｎａｎｄ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９７；曾文冲和刘学锋，２０１３）．

从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单一因素对岩电参数的影

响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但由于致密砂岩储层

的复杂性，其岩电参数通常受多因素的控制，建立合

理的解释模型仍然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划分地质特

征相似的单元，弱化单因素的讨论，在该单元的基础

上进行测井解释，可能是提高测井解释精度的重

要手段．

目前，成岩相的研究被广泛关注，并应用于储层

评价和优质储层预测（邹才能等，２００８；石玉江等，

２０１１；Ｏｚｋ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１）．成岩相是成岩作用和构

造作用的物质体现，强调岩石目前可观测的成岩面

貌特征，包括岩石颗粒、胶结物类型、压实和溶蚀组

构、储集空间的类型及组合关系等（邹才能等，

２００８）．相对于沉积相，由于考虑了成岩作用和后期

构造运动的影响，成岩相更能反映储层的综合特征．

师调调等（２０１２）研究了华庆地区延长组致密砂岩储

层各成岩相的孔隙结构特征，发现相同成岩相类型

的孔隙类型组合、孔喉比、配位数具有较好的一致

性，并且不同成岩相的生产动态具有差异性．Ｓａ

ｋｈａｅｅＰｏｕｒａｎｄＢｒｙａｎｔ（２０１４）则直接对比了以粒间

孔和粒内孔为主砂岩的孔隙结构特征，发现最终采

收率与孔隙类型和组合有密切的关系，这些研究都

说明成岩相可能是进行测井解释的地质单元．

本文以鄂尔多斯盆地西部定北地区二叠系太二

段致密砂岩气层为研究区，通过密集采样，开展铸体

薄片、物性测试、压汞、ｍｉｃｒｏＣＴ扫描，划分研究区

的成岩相类型，在成岩相划分的基础上开展岩电实

验，分析不同成岩相类型的岩电特征的控制机制，进

而建立针对不同成岩相类型的流体饱和度解释模

型，最后通过实例验证解释模型的合理性．

１　研究区地质概况

定北地区处于鄂尔多斯盆地西部，研究层段二

叠系太原组为目前重要的产气层位．太原组致密砂

岩储层为滨浅海背景下的障壁砂坝砂体，平均砂体

厚度１６ｍ，部分井可达２０ｍ以上．砂岩以中、粗粒

石英砂岩为主，少量岩屑石英砂岩．分选、磨圆中等

到好．泥质含量较低，平均为４．３％，最高为１６．２％．

胶结物主要包括石英次生加大、自生黏土矿物以及

少量钙质胶结．溶蚀作用发育较弱，主要为岩屑以及

早期钙质胶结的溶蚀．Ｘ衍射结果显示，自生黏土矿

物以高岭石为主，伊利石主要发育在泥质含量大于

９．０％的储层中，且相对含量在４５．４％以内．孔隙度

分布在３．３０％～９．００％，平均６．２６％，渗透率主要

分布在０．００７～２．１２０（０．９８７×１０－３μｍ
２），平均为

０．４５（０．９８７×１０－３μｍ
２），为典型的致密砂岩储层．

２　实验样品的选取

由于成岩的划分目前主要基于密集的薄片资

料，因此对研究区的１０口探井，每２ｍ取一块样，同

时还应满足一下要求：（１）兼顾岩性，主要选取中砂

岩以上粒级，泥质含量有一定的变化；（２）物性有一

定的变化范围；（３）考虑电性特征，样品的测井响应

存在 差 异，最 终 选 取 ５２ 块 样 品．柱 样 的 直

径２．５ｃｍ，长度一般要求大于６．０ｃｍ．为了研究不

同成岩相类型的岩电特征以及孔隙结构特征，柱样

分为３段，分别为０．５ｃｍ、４．０ｃｍ和２．０ｃｍ、０．５ｃｍ

样品用于制取铸体薄片，４．０ｃｍ样品用于孔隙度、

渗透率以及岩电实验，２．０ｃｍ样品用于高压压汞实

验分析．其中孔、渗测试采用ＡＰ６０８负压孔渗仪，

压汞采用ＡｕｔｏＰｏｒｅ９４００型高压压汞仪．同时还在

成岩相划分的基础上选取了３块样品开展ｍｉｃｒｏ

ＣＴ扫描，分析不同成岩相的孔、喉发育特征．

３　储层成岩相划分

填隙物的类型及含量宏观上影响储层的物性，

微观上控制了孔喉的大小以及配置关系．因此成岩

相的命名主要采用控制物性的主要胶结物类型、产

状和成岩作用来联合命名，在出现两种以上成岩作

３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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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不同成岩相微观照片

Ｆｉｇ．１ Ｐｈｏｔｏｍｉｃ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ａ．硅质胶结成岩相；ｂ．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ｃ．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ｄ．压实致密成岩相

用时，则采用复合命名法（石玉江等，２０１１）．在对定

北地区太原组５２块样品的铸体薄片观察的基础上，

将研究区储层划分为硅质胶结成岩相、高岭石部分

充填成岩相、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以及压实致密

成岩相等４种成岩相类型．不同成岩相的特征如下．

图２　不同成岩相类型泥质含量与粒度中值关系

Ｆｉｇ．２ Ｃｌａ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ｖｅｒｓｕｓｍｅｄｉａｎｇｒａｉｎｄｉａｍｅｔｅｒｏｆｄｉｆｆｅｒ

ｅｎｔ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３．１　硅质胶结成岩相（图１犪）

主要发育在障壁砂坝中部，垂向上位于砂体中下

部．岩性主要为粗粒石英砂岩，分选、磨圆好．粒度中

值为６００～８５０μｍ，泥质含量小于４％（图２）．胶结物

类型主要为石英次生加大，含少量自生高岭石胶结和

钙质胶结．孔隙类型主要为残余粒间孔，少量自生高
图３　不同成岩相类型孔隙度与渗透率关系

Ｆｉｇ．３ Ａｉｒ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ｖｅｒｓｕｓ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

ｆａｃｉｅｓ

岭石晶间孔和钙质胶结溶孔．由于泥质含量低，石英

的抗压实能力强，总体物性较好，孔隙度一般大于

７％，渗透率总体大于０．３（０．９８７×１０－３μｍ
２）（图３）．

３．２　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图１犫）

主要发育在障壁砂坝中部，垂向上位于砂体中

部．岩石类型以中、粗粒石英砂岩为主，分选、磨圆中

等－好，粒度中值为４００～７２０μｍ，泥质含量为

４％～８％（图２）．高岭石部分充填在粒间孔内，保留

了大量的晶间孔（图２ｂ）．自形程度较好的高岭石为

自生高岭石，其产生与岩屑、泥质杂基溶蚀之后重结

晶有关．物性总体表现为低孔相对高渗，孔隙度在

４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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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７．０％，渗透率总体为０．２０～０．７２（０．９８７×

１０－３μｍ
２）（图３）．一般认为，粒间孔内的胶结物充

填一般对渗透率影响较小（Ｔｏｒｓｋａｙａ，２０１３），但自

生高岭石充填使孔隙度降低．

图４　不同成岩相类型与各种参数的关系

Ｆｉｇ．４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ａ．不同成岩相类型地层因素和孔隙度的关系；ｂ．不同成岩相类型胶结指数与孔隙度的关系；ｃ．不同成岩相类型胶结指数与平均孔喉半径的关

系；ｄ．不同成岩相类型胶结指数与退汞效率的关系

３．３　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图１犮）

分布在障壁砂坝外侧，垂向上位于砂体的顶部

或底部．主要以中粒石英砂岩和岩屑石英砂岩为主，

分选、磨圆中等－好，压实强烈，粒度为２２０～

４００μｍ，泥质含量８％～１３％（图２）．局部发育溶蚀

孔隙，岩屑和部分钙质胶结发生溶蚀，形成次生溶

孔．一般而言，溶蚀作用主要发育在物性较好、地层

流体活跃的储层中，而本区物性较好的储层主要为

石英砂岩，缺少易溶组分，因此距离烃源岩近、岩屑

含量较高的部位溶蚀作用更为发育．其物性总体表

现为相对高孔低渗，部分样品孔隙度可以达到７％

以上，但受高泥质含量影响，渗透率在０．２（０．９８７×

１０－３μｍ
２）以下（图３）．

３．４　压实致密成岩相（图１犱）

分布在障壁砂坝外侧，垂向上位于砂体的中部．

以中粒石英砂岩、岩屑石英砂岩为主．分选、磨圆中

等．粒度中值为２５０～５５０μｍ，泥质含量一般大于

８％（图２）．杂基含量高，黑云母、千枚岩等塑性岩屑

含量较高，压实作用强，普遍发育杂基的高岭石化和

伊利石化．以杂基晶间微孔为主，少量残余粒间孔和

钙质胶结溶孔，物性极差，孔隙度小于５％，渗透率

小于０．２（０．９８７×１０－３μｍ
２）（图３）．

４　不同成岩相的岩电特征

岩电实验采用ＳＹＨＦ型高温高压岩电测试

仪．为了保证测量的精度，岩芯长度大于４ｃｍ．模拟

地层水采用４００００ｍｇ／Ｌ的ＮａＣｌ溶液．由于样品致

密，在饱和模拟地层水之前抽真空２ｈ，在３０ＭＰａ

压力下饱和地层模拟地层水７２ｈ．在气驱过程中围

压为５ＭＰａ．地层水温度保持在２４±２℃．地层水电

阻率为０．１６±０．０２Ω·ｍ．

４．１　不同成岩相与胶结指数犿的关系

图４ａ给出了４种成岩相类型的地层因素－孔隙

５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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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当孔隙度相同时，不同成岩

相的地层因素犉相当，因此地层因素与成岩相类型无

关，而与孔隙度相关性较好．这一结果在不同的致密

砂岩储层中具有普遍性，张明禄和石玉江（２００５）在鄂

尔多斯盆地上古生界以及ＣｌｕｆｆａｎｄＢｙｒｎｅｓ（２００８）在

Ｐｉｃｅａｎｃｅ，Ｕｉｎｔａ，ＧｒｅｅｎＲｉｖｅｒ，ＷｉｎｄＲｉｖｅｒ和Ｐｏｗｄｅｒ

ＲｉｖｅｒＢａｓｉｎ等多个盆地的致密砂岩岩电实验均发现，

当孔隙度小于１２％时，犿值为１～２，与孔隙度正相

关；当孔隙度大于１２％时，犿值在２附近．在其建立孔

隙度和犿值的关系时，为了方便探讨犿值变化规律，

通常令犪为１．本研究区的实验结果与上述结果一致，

孔隙度的分界点略有差异，在８％左右（图４ｂ）．

由于不同的成岩相类型，泥质含量、类型、微孔

隙的发育程度均存在差异，但犿值仍然主要与孔隙

度有较好的相关关系，说明犿值主要与孔隙结构相

关．大量实验以及数值模拟（ＨｅｒｒｉｃｋａｎｄＫｅｎｎｅｄｙ，

１９９４，２００９；Ｖｉｅｗｅｒ犲狋犪犾．，２０１１；曾文冲和刘学锋，

２０１３）的研究发现，岩石的孔喉比是影响犿值的最

主要的因素．图４ｃ和图４ｄ为胶结指数与平均孔喉

半径和退汞效率的关系，可以看出平均孔喉半径与

犿值的关系较差，退汞效率与犿值有很好的线性关

系，而退汞效率主要反映孔喉比，退汞效率越大，孔

喉比越小．因此，对于研究区，当孔隙度较低时（小于

８％），孔隙度的减小在微观上来看是孔喉比的减小．

这实际上与致密砂岩孔隙度减小的机制有关，在碳

酸盐岩中孔隙度较低时可能存在溶蚀产生的孤立大

孔，而在砂岩储层中，大孔隙反而会由于压实，石英

次生加大、自生泥质胶结而减小，而喉道半径总体变

化不大，因此孔喉比减小．

４．２　不同成岩相与饱和度指数狀的关系

图５为研究区不同成岩相的电阻率增大系数与

含水饱和度的关系图，不同成岩相类型的犫值在１

附近，但饱和度指数狀有明显的差异．饱和度指数狀

由大到小依次为压实致密成岩相、硅质胶结成岩相、

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和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

为了理解不同成岩相对饱和度指数的影响，图

６给出了不同成岩相饱和度指数与孔隙度、渗透率、

平均孔喉半径以及泥质含量的关系，其中令犫＝１．

饱和度指数和孔隙度的关系来看较为复杂，当不考

虑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时，总体呈现饱和度指数

随孔隙度增大而减小．这一特征与张明禄和石玉江

（２００５）对鄂尔多斯盆地靖边－乌审旗地区山１段砂

岩和苏里格庙地区盒８及榆林区盒５段砂岩的岩电

实验结果以及Ｘｉａｏ犲狋犪犾．（２０１３）对四川盆地须家河

图５　不同成岩相类型电阻率增大系数与含水饱和度的关系

Ｆｉｇ．５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ｉｎｄｅｘｖｅｒｓｕｓｗａｔｅｒｓａｔｕ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组的岩电实验结果相似，但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

的饱和度指数低值比较特殊，特别是部分值在１．２左

右，与裂缝性储层的饱和度指数相似．因此，简单地建

立饱和度指数和孔隙度的关系很难准确确定其值．

目前的研究认为饱和度指数受流体的空间分布

状态控制，而流体的空间分布又受润湿性和孔隙结

构控制（ＳｕｍａｎａｎｄＫｎｉｇｈｔ，１９９７；Ｗａｎｇ犲狋犪犾．，

２００５）．由于研究区为水湿，因此孔隙结构是影响饱

和度指数的最重要因素．图６ｂ和图６ｃ给出了渗透

率和平均孔喉半径与饱和度指数的关系，可以看出

二者与狀值相关性差，但如果将硅质胶结成岩相和

压实致密成岩相作为一组，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

和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作为一组，则发现每组狀

值随渗透率和平均孔喉半径的减小而增大，也就是

孔喉结构越差，狀值越大（图６ｂ和图６ｃ）．根据铸体

薄片分析（图１），从硅质胶结成岩相到压实致密成

岩相，泥质含量的增加，特别是结构泥质的增加是导

致孔喉半径减小的最主要机制；同样从高岭石部分

充填成岩相到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结构泥质也

增加．图７ａ～７ｃ分别为硅质胶结成岩相、高岭石部

分充填成岩相和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的高精度

ＣＴ 扫 描 图 像，图 像 的 分 辨 率 分 别 为 １．５、

０．９和０．９μｍ．图７ｃ和图７ａ、图７ｂ相比，喉道半径

明显减小．而对比图７ａ和图７ｂ，图７ｂ中高岭石充

填（分散泥质）的含量增加，但由于结构泥质含量较

低，压汞得到的孔喉半径相差不大．因此，结构泥质

是孔喉半径减小的主要机制，而分散泥质主要减小

孔隙度，而对孔喉半径的减小贡献不大．结构泥质使

喉道变小，导电性变差，饱和度指数增大；分散泥质

６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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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不同成岩相类型与各种参数的关系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ｐｏｒｏｓｉｔｙ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ａ．不同成岩相类型饱和度指数和孔隙度的关系；ｂ．不同成岩相类型饱和度指数和渗透率的关系；ｃ．不同成岩相类型饱和度指数与平均孔喉半

径的关系；ｄ．不同成岩相类型饱和度指数和泥质含量的关系

图７　不同成岩相类型ｍｉｃｒｏＣＴ扫描图

Ｆｉｇ．７ ＭｉｃｒｏＣＴｉｍａｇｅｏ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ｄｉａｇｅｎｅｔ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分辨精度分别为１．５、０．９和０．９μｍ；ａ．硅质胶结成岩相；ｂ．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ｃ．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

使束缚水含量增加，饱和度指数减小．

同时，泥质的分布形式与泥质含量也有一定的

关系．当泥质含量较低时，主要以分散泥质为主；当

泥质含量增大，孔隙度低时，主要以结构泥质为主；

当泥质含量和孔隙度均较高时，说明分散泥质、以及

溶蚀作用发育，进而分散泥质和结构泥质均发育．因

此，图６ｄ中饱和度指数随泥质含量增加表现为先减

小后增大的趋势．

５　岩电参数的选取及效果分析

从成岩相与岩电参数的关系来看，在成岩相划

７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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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ＤＢ１３井测井综合解释

Ｆｉｇ．８ 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ｗｅｌｌＤＢ１３

图９　ＤＢ１７井测井综合解释

Ｆｉｇ．９ 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ｗｅｌｌＤＢ１７

分的基础上研究岩电参数变化规律更为合理．单因

素对岩电参数的影响目前已经有大量的讨论，并且

单因素对岩电参数的变化规律的认识已经较为清

晰．然而岩石是复杂的地质体，岩电参数往往是多种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同一种成岩相类型，岩石的颗

粒大小、成分、胶结物、孔隙类型以及孔隙结构特征

均有一定的相似性．合理的划分成岩相，能够简化研

究流程，提高测井解释的精度．

根据薄片成岩相分析的结果，在不同井纵向上

划分成岩相类型，然后对不同成岩相取相应的岩电

参数，利用Ａｒｃｈｉｅ公式计算含气饱和度．由于不同

的成岩相类型，地层因素与饱和度之间仍然为幂律

关系，因此解释中不同的成岩相取相同的犪，犿值，

取值别为１５．８８，０．８２．从不同成岩相的电阻率增大系

数和含水饱和度的关系来看，犫值在１附近，因此，不

同的成岩相犫值均取１，硅质胶结成岩相、高岭石部分

充填成岩相、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以及压实致密成

岩相的狀值分别取２．３０、１．５１、２．０３和４．０４．

图８～图１０为ＤＢ１３井，ＤＢ１７井以及ＤＢ２７井

的四性关系图．ＤＢ１３井主要为硅质胶结成岩相，含

部分压实致密成岩相，含气饱和度计算时不同成岩

相类型取相应的狀值，同时狀取理论值２作为对比．

从结果来看，硅质胶结成岩相饱和度解释结果与理

论计算值相当，略小于理论值．ＤＢ１７井主要为高岭

石部分充填成岩相，其含气饱和度的计算值比理论

值高约１０％．对比ＤＢ１３井和ＤＢ１７井，ＤＢ１３井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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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　ＤＢ２７井测井综合解释

Ｆｉｇ．１０ Ｗｅｌｌｌｏｇｇ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ｐｈｏｆｗｅｌｌＤＢ２７

质胶结成岩相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平均分别为７％和

０．７２（０．９８７×１０－３μｍ
２），深侧向电阻率平均

２４０Ω·ｍ，计算含气饱和度７４％；ＤＢ１７井高岭石

部分充填成岩相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平均分别为

７．４％和０．５（０．９８７×１０－３μｍ
２），深侧向电阻率平

均６１Ω·ｍ，计算含气饱和度７３％．从试气的结果

来看，ＤＢ１３井和 ＤＢ１７井的无阻流量分别为

６４６１ｍ３／ｄ和１６４０１ｍ３／ｄ，在二者物性相当时，

ＤＢ１７井产量较高，ＤＢ１７井的含气饱和度应该高于

或接近ＤＢ１３井．可以看出区分成岩相类型计算的

ＤＢ１７井含气饱和度更为准确．ＤＢ１７井的较低电阻

率实际上受狀值的控制，如果仅根据电阻率大小判

断气层，必然会漏掉气层．ＤＢ２７井主要的成岩相类

型为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和压实致密成岩相，利

用理论值计算的压实致密成岩相部分平均含气饱和

度为７１％，而该段的试气结果显示无阻流量和日产

水量均为０ｍ３／ｄ，为典型的干层．根据不同成岩相

的狀值计算的试气层段的平均含气饱和度为４８％，

显然后者更为准确．

６　结论

（１）根据胶结物的类型、产状以及主要的成岩作

用类型将研究区划分为硅质胶结成岩相、高岭石部

分充填成岩相、不稳定组分溶蚀成岩相以及压实致

密成岩相等４种成岩相类型．

（２）不同成岩相类型地层因素与孔隙度关系一

致，说明泥质含量、微孔隙等因素对犪，犿值的影响

较小，孔隙结构是主控因素．研究区不同的成岩相类

型能够应用统一的犪，犿值进行饱和度解释．

（３）不同成岩相类型狀值有明显差异，硅质胶结

成岩相、高岭石部分充填成岩相、不稳定组分溶蚀成

岩相以及压实致密成岩相的狀值分别为２．３０、

１．５１、２．０３和４．０４．泥质的分布形式是影响狀值的

最主要因素，分散泥质、溶蚀孔隙增加，狀值减小，结

构泥质增加，狀值增大．

（４）在成岩相划分的基础上开展测井解释对于

深入了解岩电特征的形成机理、提高测井解释精度

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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