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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石油勘探构造分析是资源勘查工程专业石油天然气地质方向本科生的专业课，也是能源
地质工程和矿产普查与勘探专业的研究生专业选修课，是和当前石油行业生产实际联系最紧
密的一门学科。课程以构造样式为主线，主要讲授应用现代石油勘探构造理论，结合国内外各
种典型构造实例，分析不同构造环境下的含油气区域油气勘探中各类构造变形的几何样式、运
动学过程、形成机制及其控油气作用。主要内容包括：构造样式的概念、分类、研究意义；伸展
型、走滑型、挤压型盆地的构造样式以及底辟构造和反转构造的基本概念、基本特征、成因机
制、研究方法及其与油气聚集的相互关系；流体作用类型、方式及流体作用与构造作用的相互
关系；断层封闭性的定义、类型、封闭机制、评价方法及其油气意义等。教学的目的和内容决定
了这门课程必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重视实践教学。创新基于实践，始于问题。实践教学是巩
固理论知识和加深对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是培养具有创新意识的高素质专门人才的重要环
节，更是培养学生科学思维方法、科学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平台。
而地学教育本身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实践性。

为了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结合新一轮教学计划，课程安排了一定学时的野外和室内
实践教学，目的是为了突出对学生４个方面能力的培养。

１．比较完整地建立起石油勘探中的构造观

石油勘探中的构造观是指在石油勘探中对各类构造的总体结构、形成和演化以及铸成构
造的构造运动性质和动力来源的基本认识和观点。石油勘探中的构造观涉及到对构造地质学
和石油地质学中一系列问题的综合认识及看法。通过实习要建立起一个对盆地构造认识的整
体框架，如盆地内构造的空间几何形态、演化阶段的划分及构造形成的动力学机制，以及各级、
各类构造与油气成藏及聚集相互关系的全面把握。

２．能够有效地运用基本知识和理论进行构造分析

进行石油勘探构造分析时要以构造地质学和石油地质学的基本知识及理论为指导，并能
有效地加以运用。石油勘探构造分析中需要运用的基本知识和理论主要有：构造地质学的应
力分析原理、变形岩石应变分析基础、岩石破裂准则、构造的成因分析和构造样式等，石油地质
学中有机成烃理论、烃类运移的流体动力学、成藏动力学及成油体系等理论。

３．培养发现和分析相关构造问题的能力

在石油勘探研究分析中，发现和分析其中的构造问题，了解构造对油气成藏和聚集的影
响、控制程度、空间范围、时间域是十分重要的。实习中要注意培养自己发现构造问题的能力，
思考解决这些构造问题的相关理论知识和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及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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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掌握构造分析的基本内容、方法和流程

石油勘探构造分析涉及的学科方向多，要分析的内容及解决的问题多，可选择的方法和技
术手段也多。因此，从不同的专业方向和研究角度对其基本内容、方法和流程有所不同和侧
重。总的原则应该是以辩证唯物论作指导，以构造解析为基本原则（马杏垣，１９８３），该套方法
较为系统地为观察、分辨、分析和处理构造建立了一条正确的构造观和方法论。构造解析包括
几何学、运动学和动力学３个方面，而所谓“解析”是指一种思维方法，即“把整体分解为部分，
把复杂的事物分解为简单的要素加以研究的方法。解析的目的在于透过现象看本质，因此，需
要把构造现象的各个方面放在矛盾双方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中去，放到构造的运动、演化中
去，看看它们各在何种地位，各起什么作用，各以何种方式与其他方面发生相互制约又相互转
化的关系等”。

本实习指导书是在多年科研和教学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编写而成。最早完成的
简明实习讲义于２００６年１０月第一次试用于本科生的教学，截至目前已试用８届，取得了较好
的教学效果，修课学生已逾６００人，取得了明显的教学效益。本书前言、实习三、实习五、实习
七、实习八由沈传波编写，实习一由唐大卿编写，实习二由张先平编写，实习四、实习六由唐永
编写。全书由沈传波统稿。

在本书的编写中，引用了国内外大量的专著、教材、公开文献和内部资料；初稿完成后得到
了梅廉夫、张树林、周江羽、石万忠等教授的审阅，提出了很多有益的修改意见；研究生葛翔、吴
蕾、周俊林、赵志璞、姬红果等参与了部分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可供选修含油气盆地构造学、石油勘探构造分析等课程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学实习
使用。石油勘探构造涉及构造地质学和石油地质学中的很多领域，由于编著者水平有限，在实
习内容安排和阐述上难免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著者

２０１４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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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实习一　构造样式的地震解释

一、实习目的和意义

地震解释是开展盆地沉积、构造、储层分析及油气成藏研究的重要基础工作，其核心是依
据地震剖面反射特征，应用地震勘探原理、地质学理论及相关技术软件等，赋予地震反射信息
明确的地质意义和概念模型。

本次实习将通过对不同构造背景下（伸展、挤压、走滑及反转）形成的典型构造样式进行精
细构造解释，了解地震剖面的基本信息及其含义，明确开展地震资料构造解释的基本流程，掌
握常见构造现象的地震反射特征及其识别标志，理解不同构造样式的发育背景及演化过程，能
够独立进行地震资料构造解释以及对解释结果作出合理的地震地质综合分析。

二、实习内容

（１）了解地震剖面的基本信息及其含义，包括剖面要素，横坐标、纵坐标特征及含义，反射
同相轴特征等。

（２）地震资料构造解释基本流程，主要包括：资料收集、工区建立、层位标定、层位解释、断
层解释、特殊地质现象解释、断裂组合、构造成图。

（３）不同构造成因（伸展、挤压、走滑及反转）典型构造样式的反射特征识别和构造解释。
具体包括：①伸展构造。基底反射特征、地堑或半地堑结构特征、边界正断层、潜山构造、地堑、
地垒、断阶、牵引构造、不整合面等（实习剖面见附图１）。②挤压构造。基底反射特征、褶皱、
逆冲断层特征、断层性质及活动期次、不整合面、地层剥蚀特征、地层超覆特征及其地质意义等
（实习剖面见附图２）。③走滑构造。基底反射特征、地层变形情况、走滑断裂产状及平剖面特
征、花状构造等（实习剖面见附图３）。④反转构造。基底反射特征、断裂及褶皱、断层性质、活
动期次、不整合面、地层剥蚀特征、地层发育特征及其地质意义等（实习剖面见附图４）。

三、实习要求

（１）识别基底、沉积地层和断层的地震反射特征，完成伸展构造地震剖面（附图１）主要地
层界面和断层解释，分析其典型构造样式及成因。

（２）识别基底、沉积地层、不整合面和断层的地震反射特征，完成挤压构造地震剖面（附
图２）主要地层界面和断层解释，分析其典型构造样式及成因。

（３）识别走滑断层地震反射特征，完成走滑构造地震剖面（附图３）主要地层界面和断层解
释，分析其典型构造样式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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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识别反转构造、不整合面、断层及地层超覆的地震反射特征，完成反转构造地震剖面
（附图４）主要地层界面和断层解释，分析其典型构造样式及成因。

四、实习步骤

（１）观察并了解地震剖面的基本信息及其含义。
（２）了解地震资料构造解释基本流程。
（３）开展课堂讨论，阐述断裂、褶皱、不整合、地层超覆、潜山、反转构造等地质现象的识别

标志，识别不同构造成因（伸展、挤压、走滑及反转）典型构造样式的地震反射特征。
（４）分别在剖面图上开展４种构造类型地震剖面的层位及断层解释。
（５）开展课堂讨论，分析４条剖面反映的地质含义并简要阐述各种构造类型地震剖面的

地层发育特征、断裂构造样式及构造演化史。
（６）提交地震解释剖面图。

五、实习指导

构造样式是指同一期构造运动或在同一应力环境下所产生的构造变形组合，它们应具有
相似或相同的构造特征和变形机理。构造样式分析包括几何学、运动学、动力学和时间四大要
素（姚超等，２００４）。几何学分析是通过地表观察和地震剖面解释来获得二维及三维构造图像，
将各种变形组合的应变场和应力场结合起来；运动学分析是将构造样式置于板块运动背景中，
对构造位移变化进行分析；动力学分析主要考虑构造形成机制，刘和甫（１９９３）以地球动力学背
景为基础，强调构造样式与成盆动力学具有一致性，划分出伸展构造样式、压缩构造样式和走
滑构造样式三大系统，如拉张环境形成的正断层及其组合———地垒和地堑，挤压环境形成的逆
断层及其组合———背冲断块（断背斜、背冲隆起），对冲断块，冲断带等。此外，构造的形成具有
一定时限，因此，构造样式不仅具有地区性，而且具有时代性，现今的构造样式既可能是某一特
定地质时期构造运动的产物，也可能是多期构造运动叠加改造的产物。表１－１所列构造样式
为中国含油气盆地同一期构造变形或同一应力作用下所产生的构造的总和，其中包括受构造
应力、浮力和重力作用而形成的挤入构造，以及由其引起的地层剥蚀、尖灭、超覆、不整合等叠
加在其上的更加丰富、复杂的构造。

在实习过程中，首先需要对各种盆地类型、板块构造位置、应力场特征、不同动力背景产生
的典型构造样式等有个总体了解，在此基础上还应掌握研究地区或解释剖面的大地构造位置、
所属盆地类型、地层发育特征、区域应力场的转换情况、不整合面特征、构造演化阶段等地质背
景，进而正确高效地指导地震剖面构造解释工作并最终提出一套符合研究区地质规律的合理
解释方案。

下面对本次实习所涉及的构造类型及其相关的基本地质特征作简要介绍。

１．伸展构造

伸展构造是在水平伸展构造体制下形成的构造系统。马杏垣（１９８５）根据拉张构造发育于
岩石圈演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构造环境，将大型拉张构造划分为：地堑、裂谷、半地堑、盆－岭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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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大型断陷盆地、裂陷槽、滑脱断层及其相关的韧性流动带、岩墙群等，它们构成了不同尺度、
不同层次的拉张构造典型样式。含油气盆地基本构造单元———断陷或箕状断陷均是一种大中
尺度的拉张构造，而小尺度的构造是盆地内部的拉张构造，它们是油气聚集的有利圈闭场所。
常见的断陷或箕状断陷盆地内部典型伸展构造样式包括地堑、地垒、正向或反向断阶、潜山构
造、滚动背斜等。

表１－１　中国含油气盆地构造样式分类表（据姚超等，２００４）

类型 主要应力 构造要素 运动方式 储存环境 主要油气圈闭 复式油气聚集带

伸展构造 拉张
正断层

系统

上盘相对下

滑，水平伸展

被动边缘、

离散边缘、

裂谷盆地、

弧后盆地

滚动背斜、

潜山构造、

断层圈闭、

凹中隆或凹间隆

滚动背斜带、

潜山－披覆背斜带、

斜折带、

断阶带

挤压构造 挤压
逆断层

系统

上盘相对上

冲，水平收缩

汇聚边缘、

前陆造山带、

核部海沟内

侧斜坡盆地

断弯褶皱背斜、

断展褶皱背斜、

断滑褶皱背斜、

冲起构造、

双重构造、

基底挠曲隆起

逆掩推覆构造带、

挤压背斜构造带、

中央挠曲古隆起带

走滑构造 剪切力偶
剪切断层

系统

两盘相对

水平运动

转换边缘、

走滑拉分

盆地

正花状构造、

负花状构造、

雁列褶皱、

雁列断块

走滑断裂斜接带、

走滑断裂构造带、

走滑断裂交切带

反转构造 拉张和挤压
正、逆断层

复合系统

水平伸展

或挤压

前陆盆地、

伸展盆地、

走滑盆地

正反转构造、

负反转构造

挤压反转背斜带、

挤压反转断裂带

重力与

热力构造

重力及地

幔热流体

诱导力

塑性流及密

度、势能差

异、温度、压

力和流体

流动

垂向运动、

侧向运动

前陆盆地、

伸展盆地、

走滑盆地

泥岩底辟构造、

盐岩底辟构造、

火成岩底辟构造、

差异压实背斜、

重力滑动构造、

重力滑覆构造

底辟拱升背斜带、

牵引背斜断鼻带、

重力滑动褶皱带、

重力滑动断阶带、

火山刺穿构造带

实习剖面（附图１）选自渤海湾盆地济阳坳陷东营凹陷。渤海湾盆地是中国东部较为典型
的中新生代复式断陷盆地，济阳坳陷面积为２６　０００ｋｍ２，由东营、惠民、沾化、车镇凹陷和若干
凸起组成。东营凹陷位于济阳坳陷的东南部，是济阳坳陷的一个次级构造单元，由民丰洼陷、
滨南－利津洼陷、牛庄洼陷、博兴洼陷４个沉积洼陷及多个断裂带（又称中央隆起带或中央背斜
隆起带）组成，它东西长９０ｋｍ，南北宽约６５ｋｍ，总面积５　７００ｋｍ２，总体呈现为一北西正断、
东南超覆的半地堑盆地（图１－１）。该区新生界自下而上依次发育古近系孔店组（细分为孔三
段、孔二段和孔一段）、沙河街组（细分为沙四段、沙三段、沙二段和沙一段）、东营组（细分为东
三段、东二段和东一段），新近系明化镇组与馆陶组。

·３·实习一　构造样式的地震解释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１－１　东营凹陷构造区划及主要断裂体系分布图

２．挤压构造

挤压构造的动力学背景为板块与板块碰撞形成造山带，在造山带一侧或造山带内部形成
挤压型盆地，这些盆地在挤压应力作用下，形成各种样式的挤压构造（杨克绳，２００６）。挤压构
造主要分布在造山带前缘挤压盆地中，造山带前缘常常成排成带地出现冲断褶皱构造，挤压构
造在靠近造山带常有基底卷入，而远离造山带一般只在盖层中滑脱，因此可分为基底卷入型厚
皮构造和盖层滑脱型薄皮构造。常见挤压构造样式包括对冲构造、背冲构造、反冲构造、叠瓦
状构造、断展褶皱、断弯褶皱、断滑褶皱等。

实习剖面（附图２）选自塔里木盆地巴楚隆起区。巴楚隆起位于塔里木盆地中央隆起带西
端，是一个由西北向东南倾没的大型扭曲断隆。隆起西北边以柯坪塔格断裂为界与柯坪隆起
相接，北东侧以阿恰—皮恰克逊断裂带、吐木休克断裂带和巴东断裂带为界与阿瓦提凹陷及塔
中隆起分开，西南部以色力布亚－玛扎塔格断裂带为界与麦盖提斜坡相邻，东南部以塘北弧形
断裂带为界与塘古巴斯凹陷接壤，总面积约４５　０００ｋｍ２（图１－２）。塔里木盆地从寒武纪以来
经历了加里东期、海西期、印支—燕山期和喜马拉雅期４大演化阶段（张恺，１９９０；汤良杰，

１９９４；林畅松等，２０１１），发育了８个关键构造变革期，即加里东早期、加里东中期Ⅰ幕、加里东
中期Ⅲ幕、加里东晚期—海西早期、海西晚期、印支—燕山期、喜马拉雅中期和喜马拉雅晚期，
而其余时期盆地构造相对稳定。在上述关键构造变革期中，塔里木板块既有水平方向的拉张
与挤压，也有垂直方向的隆升与沉降，而且有的时期还具有不同应力场复合共存的特征，因此，
处于盆地中西部的巴楚地区在不同的构造旋回中，其断裂发育特征具有显著的差别。

钻井与露头剖面揭示，巴楚隆起大部分地区缺失中生界，仅和２井、巴东２井钻遇三叠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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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而下发育的沉积地层为第四系、第三系（古近系＋新近系）、二叠系、石炭系、泥盆系、志留
系、奥陶系、寒武系、震旦系，其中在巴楚隆起－麦盖提斜坡的中寒武统和麦盖提斜坡的古近系
底部发育了两套膏盐层，成为本地区重要的滑脱构造层。

图１－２　巴楚隆起构造区划及主要断裂体系分布图

３．走滑构造

走滑作用是由扭应力或剪应力引起地壳或岩石圈沿着某些构造边界或特定的构造带发生
走滑变形的构造作用。大陆动力学机制中走滑作用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既调节造山带的斜
压运动或差异压缩，也调节同造山期的伸展作用；既可以作为造山作用过程的机制，又成为盆
地形成的机制（刘和甫等，１９９９）。走滑作用有３种方式，即平行扭动、聚敛扭动（压扭）和离散
扭动（张扭）。走滑和扭动构造是地壳水平运动的重要表现形式，走滑构造的典型特征包括大
尺度的走滑断裂、雁列构造、正（负）花状构造、海豚效应、丝带效应等。

实习剖面（附图３）选自伊通盆地岔路河断陷。伊通盆地位于吉林省长春市和吉林市之
间，呈ＮＥ４５°方向延伸，长１４０ｋｍ，宽１２～２０ｋｍ，面积约２　５００ｋｍ２；构造上位于郯庐断裂带
北段的依兰－伊通分支断裂带南段，属于受北东向两边界走滑断裂控制、夹持在两大断隆之间
的狭长盆地（图１－３）。伊通盆地西北侧以大黑山为界与松辽盆地相隔，东南侧为宽广的那丹
哈达岭，西南侧以东辽河断裂为界与叶赫隆起相邻，东北侧以第二松花江断裂为界与舒兰断陷
相邻。盆地次级构造单元包括莫里青断陷、鹿乡断陷和岔路河断陷３个二级构造单元，并可进
一步划分为西北缘断褶带、尖山构造带、万昌构造带等１４个三级构造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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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３　伊通盆地构造位置与构造单元划分图

　　伊通盆地地表被第四系大面积覆盖，仅在盆地边缘见到零星分布的新近系、白垩系和侏罗
系露头。据钻井和地震资料揭示，盆地基底岩系为海西期和燕山期花岗岩，年龄为６７～
１５２Ｍａ，局部为晚古生代变质岩。盆地内主要为古近系，地层厚度为２　０００～６　０００ｍ；侏罗
系—白垩系在岔路河断陷内零星分布。新生代地层自下而上为始新世双阳组、奢岭组、永吉
组，渐新世万昌组、齐家组和新近纪岔路河组及第四系，地层总体具有西北厚、东南薄的特征，
齐家组主要分布于岔路河断陷，与上覆岔路河组之间发育了一个大型的区域性角度不整
合面（Ｔ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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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反转构造

在沉积盆地形成与演化过程中，很多断层（尤其是控盆、控坳的基底断层）往往经历了多期
构造活动，而且在不同期次的活动过程中可能曾发生过错动方向和力学性质的变化。因此，我
们观测到的或解释出的断裂状态通常为两期或多期断块运动叠加的现今总效果。根据力学性
质和构造运动学特征，将构造反转分为正反转（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和负反转（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两种基本形式。早期的负向构造反转为正向构造、早期的正断层反转为逆断层等属
于正反转，反之属于负反转。通过构造反转形成的地质构造称为反转构造（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二者的关系为过程与结果的关系，即因果关系。反转构造是一种特殊的叠加构
造，其形成演化经历了两个独立而相反的变形阶段，即先伸展后收缩，或先收缩后伸展，前期构
造面貌不同程度地被后期相反的构造面貌抵消、取代或复杂化。

若按广义的理解，反转构造也可以认为是地质构造演化过程中伸展构造系统和收缩构造
系统相互转换及相互作用的产物，它与动力条件的改变有关，是在不同阶段的不同动力条件
下，构造变形或体系的叠加构造样式。

油气勘探实践证明，构造反转是含油气盆地构造演化过程的一种常见形式，世界许多著名
的含油气盆地都已发现了含油气的反转构造，如美国中蒙大拿盆地、新西兰塔拉纳基盆地、北
海南部盆地、马来西亚盆地、东南亚海盆地等。我国众多含油气盆地是世界上研究反转构造的
最理想区域。无论是东部盆地还是西部盆地群，其地质构造均经历了后期挤压隆升－侵蚀的正
反转作用或后期拉张断陷的负反转作用，形成一系列风格不同、影响油气成藏的反转构造组合
系统。

实习剖面（附图４）选自北海南部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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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二　构造演化的平衡剖面分析

一、实习目的和意义

平衡剖面就是指将剖面中的变形构造通过几何原则和方法全部复原的剖面，是全面准确
地表现构造的剖面。利用平衡剖面技术对盆地的构造发育史进行复原，可直观地再现地下地
质构造的原始几何形态，提供野外观测剖面、室内地震剖面的构造方案，并对解释结果进行正
确性检验。

本次实习将以实习一中伸展盆地典型横剖面的精细解释结果为基础，利用目前广泛使用
的２Ｄｍｏｖｅ软件，进行平衡剖面恢复，使学生了解并掌握平衡剖面分析的软件及其操作方法，
更深入地理解该类盆地的构造形成演化史。

二、实习内容

（１）了解渤海湾盆地东营凹陷的区域构造演化史。
（２）了解平衡剖面技术的基本原理、计算方法、制作原则和基本步骤。
（３）掌握２Ｄｍｏｖｅ软件操作，选择东营凹陷完成其关键构造变革期的平衡剖面分析。
（４）综合区域资料和实习获得的构造发育史剖面，分析东营凹陷的构造形成演化过程，完

成课程实习报告。

三、实习所用资料

（１）实习一中东营凹陷区域构造横剖面的地震地质解释成果（附图１，解释所有断层和层
位）的ｊｐｇ格式图件及其剖面实际长度。

（２）附图１的时深关系数据表或关系式［本次实习采用ｙ ＝１３９．１９ｘ２＋９０４．７５ｘ ＋
１０．０１３，Ｒ２＝０．９９８　７，ｘ代表双程时间，单位是秒（ｓ），ｙ代表深度，单位是米（ｍ）］。

（３）附图１的剥蚀相关数据，包括剥蚀时间、剥蚀厚度和剥蚀范围等（本次实习设定附图１
中井１剥蚀厚度为３００ｍ左右，古近系末期剥蚀间断时间在４Ｍａ左右）。

（４）东营凹陷的构造特征及其演化过程方面的相关调查研究资料等。

四、实习所用软件

２Ｄｍｏｖｅ是一套功能强大的二维平衡剖面分析工具，可在局部和区域的尺度上建立、平
衡、恢复和分析二维构造解释结果，通过它的一系列分析，可得出可信、平衡及复原的古构造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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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包括局部地壳均衡和弯曲均衡、去压实、深度转换和埋藏史分析等。它可解决构造解释中
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无论是野外地质观测剖面，还是二维、三维地震地质解释剖面，它的确能
够严谨而有效地解决“所研究地质模型会怎样”和“地质模型最可能这样”的问题。本次实习中
将采用的软件是２００９．１的试用版。

五、实习步骤

１．选择剖面，准备相应基础数据包

选择的剖面线方向应该与构造作用的方向一致或者趋于一致，也就是说，要垂直于构造的
走向或者近似垂直于构造走向，本次实习选择实习一的附图１、附图２的剖面，并准备好其相
应基础数据包。

２．打开２Ｄｍｏｖｅ软件，导入地震解释时间剖面图片文件（或加载地震数据体）

打开软件（图２－１），新建Ｓｅｃｔｉｏｎ窗口，将会弹出相应对话框（图２－２）。在 Ｕｎｉｔｓ复选框中
选择Ｘ、Ｙ（一般选择ｋｍ）、Ｚ（一般选择ｍｓ）的坐标单位；在Ｐｏｓｉｔｉｏｎ复选框中选择Ｓｅｃｔｉｏｎ而
不是 Ｗｏｒｌｄ，再根据剖面特征填写剖面长度（Ｌｅｆｔ一般为０、Ｒｉｇｈｔ为剖面实际长度）和剖面深
度（Ｔｏｐ、Ｂａｓｅ填写导入剖面的顶底时间值）。

再在新建的Ｓｅｃｔｉｏｎ窗口中导入解释好的地震剖面图片（图２－３），此时一定要注意让导入
剖面的纵坐标时间轴和左侧时间刻度标尺一致［图２－３（ａ）］，而不是图片顶部和左侧时间零刻
度一致［图２－３（ｂ）］。具体做法就是裁剪掉剖面的顶、底部，使其顶、底值和图２－２中的Ｔｏｐ、

Ｂａｓｅ值一致。比如附图１顶、底裁至２５０ｍｓ、３　２５０ｍｓ刻度线上。
导入成功后，保存自命名的＊．ｍｖｅ文件（为保证后期能正常打开和数据链接正确，建议保

存在默认目录下）。

３．时深转换，把时间域剖面转为深度域剖面

在主界面点击主菜单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Ｄｅｐｔｈ　Ｃｏｎｖｅｒｔ，进入Ｃｏｎｖｅｒｔ　ｔｏ　Ｄｅｐｔｈ窗口（图２－４），
在右下方下拉菜单中选择、给定时深关系式的对应函数。例如时深关系符合一元二次方程就
选Ｑｕａｄｒａｔｉｃ，再依次填入ａ、ｂ、ｃ、ｄ值，点击Ａｐｐｌｙ，时间剖面就可转为深度剖面。

如果提前用别的方法和软件进行时间域到深度域的剖面转换，即导入的剖面就是深度域
的剖面，就不需要在２Ｄｍｏｖｅ软件中做时深转换了。

实践证明，利用２Ｄｍｏｖｅ软件做时深转换，如果时深关系比较粗略、速度随深度变化较大，
得到的深度剖面在水平方向上需放大５～１０倍才能看着协调，所以建议直接导入深度剖面。

４．描摹或解释层位和断层，矢量化深度域剖面

描摹断层线、层位线，即创建Ｐｏｌｙｌｉｎｅ；加上剖面左右垂直边界线，即创建Ｐｏｓｔ；利用每个
断块周缘的Ｐｏｌｙｌｉｎｅ线和Ｐｏｓｔ线联合造区填色，即创建Ｐｏｌｙｇ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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