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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石油的生成和储集一直是石油地质学中的两大核心问题，研究生油层是为了确
定一个地区的油气潜量，研究储集层则是为了直接寻找和开发油气资源（石宝珩，

１９９１）。到油气勘探开发的后期阶段，对油气储集层的描述及评价显得更为重要。
储层描述是现代油（气）藏描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储层描述研究的内容概

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即沉积体系及微相特征、三维空间分布特征和构型、宏
观及微观非均质性以及成岩作用。其核心是储层的非均质性。在油气田的勘探、开
发过程中，如何精细地预测井间砂体的几何形态和空间配置关系以及砂体内部的非
均质性的变化规律，建立实用的精细三维预测模型，是储层描述的难点，更是我国陆
相沉积盆地砂、泥岩薄互层储层的难点，这也是当今国内外正在努力攻克的难关。

“油藏描述”这一术语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期才在文献上出现，最早由斯仑贝谢公
司提出，主要是以测井为主体的油藏描述技术，其特点是以测井资料为主，综合地震、
岩心、录井、区域地质及生产测试等资料，研究整个油田的构造和储集层的几何形态、
岩相，定量描述油气藏基本参数的空间分布规律，计算油气地质储量以及研究油田开
发过程中油藏基本参数的变化，从而对全油田的油气藏进行静态与动态的详细描述。
不难看出，以上技术是以测井信息的应用为主体，以储层参数三维分布为最终成果。

１９８５年斯仑贝谢公司将三维地震及ＶＳＰ资料引入油藏描述的井间相关对比研究中。
因而，世界各国在８０年代均发展了以不同学科信息为主体的不同类型的油藏描述
技术。

现代油藏描述是对油藏各种特征进行三维空间的定量描述、表征及预测。油藏
描述的最终成果是建立反映油藏圈闭几何形态及其边界条件、储集特征和渗流特征、
流体性质及分布特征的三维或四维油藏地质模型。现代油藏描述是应用地质、物探、
测井、测试等多学科相关信息，通过多种数学工具，以石油地质学、构造地质学、沉积
学为理论基础，以储层地质学、层序地层学、地震地层学、地震岩性学、测井地质学、油
藏地球化学为方法，以数据库为支柱，以计算机为手段，由复合型研究人员对油藏进
行四维定量化研究并进行可视化描述、表征及预测的技术。

对油气田（油藏）地质模型的认识，是随着油气开发技术的提高而逐步向前发展
的。一方面，在大量油气田的被发现的过程中，许多油气田（油藏）相继进入开发的中
后期，揭示了众多的地质现象，特别是油气田的非均质性；地质建模技术的不断提高，
揭示了复杂断块非均质油田的面貌和细微结构，带来了对复杂断块非均质油田认识



的突破，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成本和提高了油田的开发水平。另一方面，对油田地质
模型众多问题的讨论，例如，构造类型及组合、储层层间和层内非均质性、沉积相和层
序界面对储层发育的控制、储层流动单元、井间储层预测、储层高分辨率地震预测、地
质建模方法等，伴随着对地质模型的深入研究，认识逐步提高，反过来又为油气开发
的手段，油气开发水平的提高提供新的思路。因此，可以根据油气开发技术的发展阶
段来划分地质模型的研究阶段。

中国陆相油气藏复杂多样，尤其是构造复杂，储层非均质性极强，松辽盆地南
部十屋断陷孤－后－八地区下白垩统储层就是这种类型的典型代表。

本书以孤－后－八地区为例，系统描述了复杂储层精细描述和油气预测的内容、
方法和技术思想。全书共分七章。第一章为绪论，系统阐述了储层描述和油气预测
的基本原理、内容、方法和技术路线。第二章为十屋断陷孤－后－八地区的地质概
况，介绍了油田的地质特征、勘探开发工作的现状、油气藏的特征等。第三章为三维
地震构造精细解释，系统阐述了构造解释的方法以及解释的成果。第四章为高分辨
率层序地层格架及沉积微相研究，全面介绍了高分辨率层序地层学的原理及沉积微
相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描述了岩石微相、测井微相以及孤－后－八地区主要区块的微
相特征。第五章为储层测井综合解释，重点介绍了测井资料的预处理和储层测井的
油气识别模式。第六章为储层地质建模，阐述了地质建模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以及
孤－后－八地区地质模型的建立、三维模型分析与评价。第七章为储层参数与油气
分布预测，描述了地震参数的特征，介绍储层油气预测方法在孤－后－八地区的应用
及储层预测效果分析。

本书第一章由谢锐杰执笔，第二章由王果寿、谢锐杰执笔，第三章由龙胜祥、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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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储层描述的概念及与油藏描述的关系

储层描述亦称储层特征描述，主要包括沉积岩石微相展布、储层属性参数定量解释、
储层非均质特征、岩石物理相平面展布及其储层特性的三维定量表征等，以静态为主。油
藏描述的侧重点是储层描述和剩余油分布状况，强调动静结合。因此，油藏描述包含了储
层描述的全部内容，储层描述是现代油（气）藏描述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

目前在储层描述尤其是油藏描述中，新技术的应用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１）在地质工作中，以现代沉积学、地震地层学、高分辨层序地层学和石油地质学的最

新理论指导油藏的研究，并尽可能地引用分析化验新技术，完成旨在建立油藏地质模型的
地质描述。

（２）在地球物理勘探工作中，采用高分辨率、三维和ＶＳＰ地震勘探技术及一系列常规
与特殊处理技术，人机工作站的交互解释、成图，定量描述油藏几何形态和横向预测等技
术，完成油田构造的精细解释和储集岩体的定量解释。

（３）在测井工作中，采用高精度声波、密度、地层倾角等各种新的测井系列及相应的最
优化处理与多功能解释等技术，结合以研究储集岩孔隙结构、渗流能力、流体特征为主体
的岩心分析化验技术，完成储层参数的精细解释。

第二节　储层描述和油气预测的内容及技术路线

一、具体研究内容

（１）在陆相层序地层学、储层地质学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钻井岩芯、岩屑录井、测井
及二、三维地震资料，开展主要油气储层的划分与对比、主要储层的精细构造解释、进行沉
积体系分析、微相研究和储层空间构型及分布规律研究。建立主要油气储层的层序地层
格架及储层地质模型。

（２）应用测井储层综合评价技术，建立储层油气识别模式，对主要钻井进行储层综合
评价。

（３）应用油气储层预测软件和地质建模软件，研究储层非均质性特征及变化规律，对
主要储层进行横向预测及油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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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思路及技术路线

针对我国陆相主要油气储层相变快，非均质性强，各油气田连片对比追踪困难，储层
研究工作薄弱以及油气分布规律难于把握等特点，在研究工作中将以石油地质学、构造地
质学、沉积学为理论基础，以储层地质学、层序地层学、地震地层学、地震岩性学、测井地质
学等多种研究方法，应用地质、物探、测井、测试等多学科相关信息，采用人机联作工作站、
神经网络及三维可视化等先进的地震特殊处理及解释技术，在钻井测井相分析、微相分
析、地震相分析及储层二、三维地震精细构造解释的基础上，开展研究区主要油气层的储
层描述研究，即进行储层小层对比追踪、储层精细构造解释、沉积微相研究、储层非均质性
研究、测井储层综合评价以及储层横向预测和油气预测。其具体的技术路线如下
（图１－１）：

图１－１　储层描述及预测技术流程图

（１）以钻井、测井分析及二、三维地震解释为主要研究手段，采用“旋回对比，分级控
制”的方法，依据岩性、电性特征，确定标志层，建立研究区的标准井剖面，依据标准层、微
相、旋回、岩性、电性组合特征及二、三维地震的ＶＳＰ层位标定及解释成果，将主要储层划
分对比到最小单元。根据对钻井岩性、电性特征和取芯井段岩芯的沉积结构、构造、微相
分析，结合层序地层学解释及特殊处理成果，对研究区主要目的层沉积微相进行深入的研
究，建立储层沉积模式，宏观预测储层发育的有利区带。

（２）应用钻井和二、三维地震资料，通过 ＶＳＰ、人工合成地震记录的储层层位标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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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可视化技术以及三维相干体处理与解释技术，进行目的层精细构造解释。
（３）通过测井综合解释及油气层识别和评价等研究，建立适合研究区储层的油气识别

模式。
（４）应用油气藏描述软件、神经网络软件以及地质建模软件，利用钻井、测井资料在纵

向上的高分辨特点，结合二、三维地震资料及其他地质资料，实现对主要储层的横向预测
及油气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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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地 质 特 征

孤－后－八地区位于吉林省梨树县和公主岭市，地理坐标大约在东经１２４°０７′～
１２４°３８′，北纬４３°４１′～４３°５１′所圈定的范围内。构造位置隶属于松辽盆地东南隆起区十
屋断陷深断区的中央隆起带上（图２－１）。

图２－１　研究区位置图

Ⅰ．中央断裂构造带；Ⅱ．南部背斜岩性圈闭带；Ⅲ．东部鼻状地层岩性圈闭带；

Ⅳ．北部陡带；Ⅴ．北部背斜鼻状构造带

一、地层特征

根据钻井揭示的岩性、电性及地震层序地层学解释，本区发育一套断陷盆地中沉积的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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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源碎屑岩，自下而上发育白垩系下统沙河子组（Ｋ１ｓｈ）、营城组（Ｋ１ｙｃ）、登娄库组（Ｋ１ｄ）、白

垩系上统泉一段（Ｋ２ｑ１）、泉二段（Ｋ２ｑ２）、泉三段（Ｋ２ｑ３）、泉四段（Ｋ２ｑ４）、青山口组（Ｋ２ｑｎ）和
第四系（Ｑ），各组段岩性见表２－１。

区内发育两大套不同沉积特点的地层，即断陷期沉积和拗陷期沉积。断陷期沙河子
组、营城组岩性主要发育一套灰黑、深灰色泥岩与灰色、浅灰色细、中、粗砂岩及粉砂岩不
等厚互层。暗色泥岩十分发育，是该区主要的烃源岩。登娄库组岩性以深灰、灰黑、褐色
泥岩为主，与灰色、灰白色细、中、粗砂岩、砂砾岩不等厚互层；拗陷期主要发育上白垩统泉
头组和部分残留的青山口组，区内缺失姚家组及其以上地层。泉头组共分四段，其岩性特
征主要表现为一套棕红色、褐色，局部灰绿色泥岩与灰色、灰白色细、中、粗砂岩，含砾砂岩
及灰绿色粉砂岩略等厚互层；青山口组除在后五家户地区缺失外，其余地区均有分布，其
岩性为灰绿、棕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灰白色、灰绿色粉砂岩略等厚互层（表２－１）。

表２－１　孤－后－八地区地层简表

地层 视厚（ｍ） 波组 岩性特征

第四系（Ｑ） １０～４０ 黄灰色、灰黑色表土层，灰黄色、杂色粗中砂层、砂砾层。

上

白

垩

统

Ｋ２

下

白

垩

统

Ｋ１

青山口组
（Ｋ２ｑ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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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２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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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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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０～５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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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０～４５０

未穿

Ｔ２

Ｔ２１

Ｔ２２

Ｔ２３

Ｔ３

Ｔ４

Ｔ４１

灰绿、棕红色泥岩、粉砂质泥岩与灰白色、灰绿色粉砂岩略等

厚互层。

棕红、灰绿色泥岩与灰白色、灰绿色粉砂岩、细砂岩不等厚—

略等厚互层。

棕红色、灰绿色泥岩与灰色、灰白色粉砂岩、细砂岩、砂砾岩

略—不等厚互层。

棕红色泥岩为主，与浅灰、灰白色粉、细、中砂岩，含砾砂岩不

等—略等厚互层。

棕红色、褐色泥岩、灰黑色泥岩与灰色、灰白色细、中、粗砂岩，

含砾砂岩略等厚互层。

以深灰、灰黑色泥岩为主，局部棕褐色泥岩与灰色、灰白色细、

中、粗砂岩，含砾砂岩略等厚—不等厚互层。

灰黑褐色、深灰色泥岩与灰色、浅灰色细、中砂岩不等厚互层，

泥岩发育。

以大套深灰、灰黑色泥岩为主，间夹薄层浅灰、灰色粉细砂岩。

二、构造特征

孤－后－八地区位于十屋断陷中央隆起带西段，发育北东向分布的孤家子－后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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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复合背斜及八屋断背斜。上述背斜构造的发育经历了营末、登末和嫩末三次主要的构
造运动。营城末期由于区域应力由张性转为压性（或压扭性）而形成十屋中央隆起带，同
时形成孤—后复合背斜及八屋背斜构造雏形，登娄库末期抬升、挤压，使构造进一步复杂
化，同时期发育大量的南北向正断层，将构造分割成多个大小不等的断块和断鼻；嫩末运
动使后五家户地区进一步抬升，上部地层遭受剥蚀，构造定型。

研究区内，孤家子构造与后五家户构造连为一体，即为孤家子－后五家户构造，该构
造是一北东向展布的复合型背斜构造。构造长约１５ｋｍ，宽约９ｋｍ，圈闭面积约１００ｋｍ２

左右，构造高点位于中断块ＳＮ９１井附近区域。以ＳＮ９１井所在断块为高点，东、西两侧
分别发育３条东倾和４条西倾的南北向主断裂，将构造分割成多个断块和断鼻圈闭。后
五家户和孤家子气田分别位于该构造的东、西两翼，也是目前区内油气最富集的区块。

八屋构造则位于工区东北部，该构造雏形于营城末期，与该处早期发育有大型扇三角
洲形成的古水下高地有成因上的联系。营城组沉积末期断块的掀斜对该构造面貌也有较
大的影响；登娄库期末加强定型；嫩末运动对该构造的影响不大，仅产生一些次级晚期断
层或使一些登末形成的早期断层活动上延，形成该构造现今的断背斜形态。

总的来看，本区断层十分发育，均为正断层。在平面上，分布基本上为直线状，有局部
弯曲，以南北向或近南北向断层占主导地位，同时发育少量北西向小断层，多局限在南北
或近南北向断层之间。以孤家子—后五家户构造顶部断层规模最大，平面延伸一般

１０ｋｍ以上，东西两端及其余地区断层规模较小，延伸一般小于５ｋｍ。断层将局部构造分
割成若干个南北向断块、断鼻和断背斜。在剖面上断层互相切割，组合复杂。断层面一般
较平，倾角较大，垂直断距一般小于５０ｍ，仅构造核部断层断距大于５０ｍ，甚至大于１００ｍ。

Ｔ３ 以上地层断层最发育，向下Ｔ４、Ｔ４１ 减少。

在上述构造背景下，本区所形成的圈闭均为断块、断背斜和断鼻。圈闭的有效性主要
取决于断层的封堵性。断裂对油气的运移、成藏和保存均起着重要的控制作用。

三、生、储、盖组合特征

本区沙河子组、营城组半深湖、深湖相泥岩分布范围广，沉积厚度大，有机质丰度高，

母质类型好，具有较强的生油气能力，是本区最好的主力烃源岩，此外，登娄库组下部发育
的半深湖相泥岩也具有一定的生气能力。登娄库组和泉一段发育的三角洲、扇三角洲分
流河道、河口坝、前缘席状砂等砂体是主要的储集层。泉二段发育的大套褐色泥岩段沉积
厚度大，横向分布稳定，可作为区域性盖层。由此形成本区大的一级生、储、盖组合。此
外，沙河子组、营城组内部发育的水下扇、扇三角洲砂体，与同时期沉积的暗色泥岩以自生
自储的成藏方式可组成若干次一级的生、储、盖组合。泉头组、登娄库组内部的若干厚层
泥岩均可作为油气储层的直接盖层而形成次一级的储、盖组合。

第二节　勘探研究现状

该区自第二轮石油普查以来，东北石油局（原吉林石油指挥所）于１９８２年底在梨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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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部署地震工作进行地震普查，测网密度１２ｋｍ×１６ｋｍ，１９８３年吉林油田施工梨参１井，
在泉一段试获工业气流，拉开了油气勘探与开发的序幕。１９８４～１９９１年东北局在该区相
继开展了２ｋｍ×２ｋｍ、２ｋｍ×１ｋｍ及１ｋｍ×１ｋｍ地震详查，先后发现了后五家户、八屋、孤
家子等一系列构造，并在后五家户构造ＳＮ２３井钻获天然气流。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开展了地
震精查，浅层高分辨地震测网密度达到１ｋｍ×０．３３ｋｍ，并在后五家户气田区先后打井

１５口，继泉一段获得工业天然气流后，又在泉三段、登娄库组顶部钻获工业气流。１９９４年

４月在八屋构造核部施工第一口探井，即ＳＮ５４井，该井于１９９５年４月在登娄库组小城子
油气层试获工业气流。１９９３年以来，地震三维资料，剖面特殊处理，如三瞬、ｓｅｉｓｌｏｇ、

ＧＬｏｇ、ＢＣＩ、神经网络以及ＶＳＰ加ＣＴ处理等先进技术和方法相继开展。１９９６年东北局
在孤家子构造低部位断块部署ＳＮ７６井，在泉一段农Ⅹ气组钻获高产工业天然气流。后
五家户、八屋和孤家子油气田先后于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５年和１９９６年进入滚动勘探开发阶段。
到目前为止，三个油气田共完钻各类钻井１００多口，三维地震约２５０ｋｍ２。

勘探开发的迅猛发展也促进了本区的科研工作。前人在本区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
作，分别在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７年和１９９９年先后提交了后五家户、八屋、孤家子气田储量报告，
新增储量报告及储量复算报告。并以油气田为单位分别开展了沉积微相研究、储层研究、
油藏描述研究、开发经济评价、低渗透致密储层压裂及储层保护改造工艺技术研究等多项
技术难题攻关的研究工作。以上研究工作基本上是以孤家子、后五家户、八屋气田为研究
区块，分别立项而展开的。本书以《十屋断陷孤－后－八地区储层研究》项目为依托，将该
区内三个孤立的油气田作为一个整体，对其主要油气储层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将三块三维
地震资料进行连片解释尚属首次。整体研究有利于油气田之间的地层划分与对比，有利
于油气田之间接合部位的研究，更有利于该区油气的整体勘探、开发与部署。

第三节　油气藏特征

研究区油气分布特点：
（１）在纵向上发育层位多，从泉头组、登娄库组、营城组到沙河子组均有分布，自上而

下划分出杨Ⅰ—杨Ⅴ、农Ⅰ—农Ⅺ、小Ⅰ—小Ⅴ、五Ⅰ—五Ⅳ和四Ⅰ—四Ⅲ共２８个气层
组，而每个气层组内又包含有多个气层，故该区气层层数多，单气层薄，横向变化快。从目
前三个油气田区钻井揭示的含油气情况来看，油气层主要分布在Ｔ３ 界面上下，泉一段下
部的农Ⅷ、农Ⅸ、农Ⅹ、农Ⅺ和登娄库组上部的小Ⅰ、小Ⅱ气组，上述六个气层组是本区最
重要的气层组，也是本书进行储层描述研究的重点。

（２）平面上看，天然气分布较为复杂，其分布明显受断块控制。各断块间天然气富集
程度差异较大，孤中断块ＳＮ７６井区、孤东断块ＳＮ８６井区、后东断块ＳＮ４２井区、后中断
块ＳＮ３３井区、八屋中断块ＳＮ５４井区及ＢＱ１井区是天然气分布的高丰度区。

总之，由于层位、断块以及岩性的多因素控制，导致本区油气藏众多，油气藏规模小、
气藏砂体连通性差，气田气水关系复杂。生产过程中，一般产量不高且递减快，压力下降
快，单井累积产量不高等，为油气田开发带来一定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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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构造解释的一般方法

三维地震资料精细构造解释包括层位标定、层位追踪和断层解释。
在进行构造解释前，应全面地收集已有的地质、钻井、测井、试油、分析化验等资料，把

这些资料按人机联作的要求进行整理，包括钻井坐标、地质分层、岩性柱状图、目的层厚
度、孔隙度、测井曲线等，对这些数据进行认真对比，并设置好各种有关的初始参数，为后
续人机联作解释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并随着解释工作的进展及时对基础数据进行补充
和完善。

层位标定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地质岩性分析法，速度谱法，地震测井、声波测井、

ＶＳＰ测井及人工合成地震记录等，针对本区三维资料的品质和精细解释的需要，地震解
释采取骨干剖面控制下的地震和钻井交互解释方法。先建立骨干地层对比剖面，以合成
记录标定为桥梁，建立对应的骨干地震剖面的解释方案。

精细解释以骨干剖面为基础，开展层位的追踪对比、闭合。该方法能很有效地表现整
个区域的基本地形特征。

利用部分井的地质分层，合成记录和ＶＳＰ对应的时深关系作层位标定。其中在制作
合成记录过程中着重注意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合成记录的基准面应与地震剖面一致；合
成记录的极性与地震记录一致；合成记录子波要从井旁地震道提取，其振幅谱和相位谱也
尽可能与记录上的子波相似；对声波测井数据应进行环境校正和归一化处理；先标定地质
分层准确、波组特征明显的波组，然后标定分层不清的反射波组；利用过井地震剖面上的
断点与地质分层断点的对应关系，交互验证标定的结果；利用多井标定结果，互相检查，进
一步提高标定精度，准确地将钻遇的地层对应到相应的地震反射层位上。

以标准井作标定剖面确定的层位解释方案出发，结合时间切片、地震属性、地震剖面
等特征，以１０条ｉｎｌｉｎｅ方向的测线和１０条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方向的测线为网格间隔，向四周直至
工区有效范围内进行外推精细解释，最终使得各层解释密度达到比较理想程度。最后利
用拉任意线对解释层位进行检查，保证解释的精度。

本次地震解释采用ＬａｎｄＭａｒｋ解释系统，应用了地震剖面的彩色显示、放大（缩小）显
示、相交线显示、连井线剖面显示和“多边形裁剪对比”等技术，以突出地震剖面的特征，保
证地震波组对比追踪的质量，其闭合差较小。在解释过程中既要考虑闭合差的影响，又要
遵守相位追踪原则，以确保能满足构造成图精度。

经过层位标定，确定了各套地层的地震反射层位，根据地震波组的反射特征及其在横
向上的连续性，进行层位的追踪对比和断层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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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研究区致密砂岩天然气藏的非常规性和构造复杂性，三维地震数据体尽管也能
为解释人员提供区域上的断层展布特征，但对伴生的小断层的解释仍有困难，尤其小宽断
裂带断层的解释及组合仍是困扰解释人员的最大问题。因此，解释时，坚持先宏观后微
观，先地震剖面，后平面组合的原则；先通过线道方向、振幅时间切片和相干体切片的动画
浏览，了解断层的空间分布。相干体时间切片比常规振幅时间切片在平面上能更好地展
示断层的特征，其可以更清楚地反映断层的细节，如断层的延伸长度、规模大小和平面组
合。断层的平面组合，特别是伴生小断层的处理主要依据相干体切片来完成。解释过程
中采用了主测线、联络测线、联井测线和任意线、振幅时间切片（图３－１）、相干体切片联合
的方法解释，使剖面上的层位严格闭合和断层的合理解释。

图３－１　孤－后－八工区１０５０ｍｓ反射振幅时间切片图

一、相干处理

三维地震相干体主要是利用相邻道地震信号的相似性来描述地层、岩性的横向非均
质性，特别是在识别断层性质、断层走向以及了解砂体展布等方面非常有效。由于三维相
干技术是对三维地震数据进行计算比较，其结果无人为因素影响，可信度高，可以比较客
观地反映断层细节及地层特征。三维相干数据体切片（图３－２）与普通三维振幅切片联合
应用进行构造和岩性解释，可以帮助解释人员迅速认识整个工区断层及岩性的整体空间
展布特征，从而达到提高解释速度及精度，缩短勘探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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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２　孤－后－八工区７００ｍｓ三维地震相干体切片图

二、速度研究

速度研究是三维地震资料解释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速度的精度直接制约着构造图的
精度，因而也影响着圈闭评价和开发部署。根据单井的人工合成记录成果进行时深关系
分析，建立各单井的时间—速度、深度—速度关系，通过对比各井深度—速度可知：研究区
速度分布范围广，浅层速度变化大，即使是相邻的断块，同一层段速度差也较大，如ＳＮ９０
井的速度明显比ＳＮ７６井高，利用ＳＮ９０井的速度模型所作的合成记录速度也偏高，这与

ＳＮ９０井的ＶＳＰ速度较高有关。由于无速度谱资料（仅有叠加速度体数据），速度解释难
度较大，在建立工区三维速度模型时。以叠加速度为基础，以单井的合成记录速度对叠加
速度体进行标定，建立了工区的三维速度模型，在构造成图（时深转换）时，根据提取的单
层速度值用井点速度进行校正。

深度剖面是解释人员的终极目标。由于工区内岩性变化大，速度梯度不明显，尽管对
速度体进行了处理，但层速度剖面上仍有较明显的奇异点，处理结果未能尽如人意。根据
前人的经验，要取得理想的深度偏移效果，关键在于建立较准确的层速度剖面模型，这就
要求层速度剖面较平滑、无明显的奇异点。所以速度处理的重点在层速度剖面的制作上。
为了制作较准确的层速度剖面，对原叠加速度体数据进行内插处理和时深转换，获得随深
度变化的层速度剖面，然后对初步获得的深度—层速度进行分析，将明显的速度奇异值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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