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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分三篇。
第一篇为基础理论篇，系统介绍了储层地震预测的地质基础、地震基础和层序地层学基础；第二篇为
技术方法篇，系统介绍了地震反演方法、地震属性提取及分析技术、不同地质目的储层地震预测方法
以及储层地震预测软件的主要特点；第三篇为应用实践篇，系统介绍了国内陆上五个储层地震预测的
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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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近十多年来，我国陆上油气勘探发生了很大变化。
油气勘探从过去以寻找构造圈闭为主逐渐转化为以寻找复合型圈闭以及各类岩性地层圈闭为主的新阶
段。
　　在早期构造勘探时期，主要勘探目标是比较大型的构造圈闭，埋深一般比较浅，因此圈闭评价、
井位部署主要考虑的是"圈闭面积、闭合高度和高点埋深"构造三要素。
储层描述只是在进入开发阶段后才受到关注，其目的是为了更加合理地部署注采井网，提高开采效率
。
一般采用地质、钻井、测井、录井等资料通过小层对比来完成。
随着勘探程度的不断提高和勘探领域的不断延伸，油气勘探对象发生了很大变化。
人们发现勘探实践中遇到的储层非均质性问题越来越突出，储层物性的好坏不仅仅决定着探井是否高
效，而且往往还决定着探井的成败，特别是对于岩性地层油气藏勘探更是如此。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员不仅需要了解勘探目标储层的宏观形态特征，而且还需要对诸如砂体叠置与
侧变关系、各类储层物性的横向变化细节等有尽可能多的了解。
因此，储层的预测与评价逐渐成为勘探阶段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储层地震预测理论与技术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一项综合性的地球物理勘探技术分枝。
这项技术建立在地震波动理论、信号分析、沉积学、岩石物理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充分利用了地震资
料在空间上密集采样的优势，能够在无井或少井控制条件之下，对勘探目的层系储集层的沉积相带、
岩性、分布、形态、物性(孔、渗参数)甚至是含油气性做出预测和描述，基本满足勘探阶段对储层的
评价要求。
经过十多年的应用与发展，储层地震预测已经成为我国陆上油气勘探中的一项常规技术手段。
　　一、储层地震预测的基本概念　　相对于油气勘探开发过程中其他各项基础研究和应用技术而言
，储层地震预测技术具有较强的综合性和基于地球物理基本原理的相对独立性，在实际生产应用中又
具有明显的阶段性。
综合J生体现于描述的对象十分复杂，地震资料所提供的各种地球物理信息都是间接的，必须要较好地
融合地质、钻井、测井、录井、试油等环节的成果，才有可能系统而有效地刻画出储层的基本特征。
独立性是指储层预测的基础是地震资料，所有数据处理必须遵循相关的地球物理学和统计学基本原理
，与地层、构造、沉积等基本石油地质方面描述性研究有较大的差异。
这项技术应用的阶段性是由于不同勘探阶段地质认识、评价需求以及占有资料不同，应用的手段、预
测内容和精度也随之不同。
　　(一)储层和储层地震预测　　储层是储集层的简称，在油气勘探生产中特指地下可供油气聚集、
赋存的岩层。
顾名思义，凡是能够储集油气的岩层都可以成为储层。
事实上，构成地壳的三大岩类都可以成为储层，目前已经发现的油气储层就有碎屑岩储层、碳酸盐岩
储层、火成岩储层、变质岩储层和泥质岩储层等。
分布最广、最重要的储层是各类砂岩、砾岩、砂砾岩、石灰岩、白云岩和礁灰岩。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储集层属于沉积岩类。
一般把沉积岩储层称作常规储层，而把火成岩、变质岩及其他类储层称作非常规储层。
　　岩层之所以成为储层，是因为其具有孔隙性，即具有能供油气储存的孔隙空间。
一般来说，岩层孔隙越发育，孔隙度就越大，其储集油气的能力就越强。
然而，若岩石孔隙问的连通性不好，即使它的孔隙发育、总孔隙度大，但由于它的渗滤性差，也不利
于油气的运聚和次生油气藏的形成；对于原生油气藏，若储层孔隙问的连通性不好，即使储层总孔隙
度大、油气充满度高，但由于其孔隙连通性差、渗透率低，对于油气藏的开采来说也是没有太大意义
的。
因此油气勘探生产中所关心的储层是有效孔隙度大(即连通孔隙空间比例高)的储层。
孔隙性的好坏直接决定岩层容纳流体的数量，而渗透性的好坏则决定着储集层内所含流体的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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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地讲，地壳上各类岩石都具有大小不等的孔隙和渗透性能，绝对致密无缝的岩石是很少的。
不论什么岩石，只要具备了一定的孔隙性和渗透性就可以作为油气储层。
油气储层这个术语只是强调了具备储存油气的能力，但并不意味着其中一定储存了油气。
已证实含有油气的储集层称为含油气层。
已经开采的含油气层称为生产层或产层。
　　通常从储层的岩性、形态、物性和含油气性四大方面对储层进行表征。
储层岩性是用来描述储层构成成分的要素，它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了岩层的储集性能和储层特征，一般
从储层的岩性、所处相带等方面进行描述，对于碎屑岩储层还常用砂地比(或砂泥岩百分比)来描述其
储集性能；储层形态是对储层的几何形态特征进行描述的重要参数，常用的描述参数主要有储层的分
布范围、储层顶界面构造形态、储层厚度等；描述储层物性的参数主要是孔隙度和渗透率；储层的含
油气性描述主要包括储层是否含有流体、储层含流体的类型和含油气饱和度。
　　因此，储层预测就是在油气勘探开发的某个阶段，根据勘探开发的需要，应用一切现有的资料和
认识，尽可能采用一切技术手段，对认为是有效储层的某些(或全部)特征进行预测，以满足圈闭评价
、探井部署、储量计算、开发方案设计、生产井网调整等阶段勘探开发人员对储层特征了解的需求。
显然，储层预测具有阶段性，在勘探开发的不同阶段，由于拥有资料的程度不同，勘探开发需求不同
，所采用的储层预测方法和对储层预测的内容和精度要求也有所不同。
例如，在一个勘探程度很低的新盆地，受资料的限制，对某个潜在储层的预测可能仅仅采用露头资料
，使用岩心描述的方法进行粗略的评价；而对一个开发程度较高的油气藏，一般都会采用以钻井资料
为主的方法进行描述、建模。
　　储层地震预测与一般的储层预测的任务并无太大的不同，所不同的只是它所依赖的资料来源和主
要技术手段上的不同。
储层地震预测，顾名思义，就是以地震信息为主要依据，综合利用其他资料(地质、测井、岩石物理
等)作为约束，对油气储层的几何特征、地质特性、油藏物理特性等(具体来说就是储层的岩性、形态
、物性和含油气性)进行预测的一门专项技术。
目前储层地震预测技术已经成为油气勘探过程中储层预测的主导技术，并且已经延伸到了开发阶段，
成为油气田开发中油气藏动态描述的重要技术手段。
它能较好地根据勘探开发不同阶段的资料状况和工作需要，提供不同类型、不同精度的储层预测成果
，为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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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以勘探为出发点叙述地质理论和物探技术方法原理，立足地震、地质相结合来讨论储层地震
预测问题，旨在从基础上帮助有关人员全面提高储层地震预测的理论基础知识和实际工作能力，力求
做到突出基础知识、突出勘探意识、突出对生产过程中容易忽略的一些关键问题的提醒和讨论。
在理论与实践、技术与应用、物探与地质相结合的同时还兼收并蓄了同行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理论
知识，是一本以技术应用为主要目的、物探与地质相结合的储层地震预测技术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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