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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川西致密砂岩气藏预测技术系统介绍了川西致密砂岩气藏地球物理勘探的思路、方法技术及发展方向
。
主要内容包括：川西地区地震地质条件及地震勘探野外采集技术，川西地区地震勘探目标处理技术，
川西地区不同层系致密砂岩气藏储层预测技术、裂缝预测技术及含气性识别技术，转换波三维三分量
地震资料处理技术，川西致密砂岩气藏勘探方法技术配套以及川西致密砂岩气藏测井预测技术的研究
应用等。
所述内容全面反映了川西地区致密砂岩气藏当前研究的主要成果与进展，对陆相致密砂岩气藏的勘探
开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川西致密砂岩气藏预测技术适合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及地球物理勘探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也可
供高等院校地球物理与地质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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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多波表层调查五、多波质量控制及评价第二节 转换波3D3C地震资料处理技术一、转换波3D3C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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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三、含气性判别技术四、产能预测技术第三节 中深层侏罗系(Jsn—Js)预测关键测井技术一、储层
识别技术二、储层参数计算三、含气性判别技术四、测井相聚类分析五、产能预测第四节 深层上三叠
统(T3x)预测关键测井技术一、储层识别技术二、储层参数计算三、裂缝识别及有效性评价技术四、含
气性判别技术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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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第九章 川西致密砂岩气藏测井预测技术 第一节测井技术系列 一、测井项目简介 裸
眼井测井项目主要包括两大系列，即常规测井技术系列和特殊测井技术系列。
常规测井技术系列又可细分为岩性测井技术系列、孔隙度测井技术系列、电阻率测井技术系列以及工
程测井技术系列；特殊测井技术系列包括核磁、声电成像、偶极横波等测井技术。
 （一）岩性测井技术系列 1.自然伽马测井 自然伽马测井测量的是地层的自然放射性总量，是目前用于
识别岩性、计算地层泥质含量的主要测井方法。
 2.自然伽马能谱测井 自然伽马能谱测井既能测量地层的自然放射性总量，又能测量主要放射性元素U
、Th、K的含量，主要用于识别岩性、计算地层泥质含量、确定黏土矿物类型、分析沉积环境等。
 3.化学元素俘获谱测井（ECS） 这是在自然伽马能谱测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地层评价新技术。
它通过测量中子诱导的俘获伽马射线确定岩石成分中各元素的相对含量，包括硅、钙、铁、硫、钛、
钆、氯、钡和氢等常见元素，从而确定岩石组分含量和颗粒密度等参数。
 4.自然电位测井 自然电位测井反映的是地下自然电场的变化，其幅度取决于泥浆滤液矿化度和地层水
矿化度的差异，间接反映地层岩性，判断储层渗透性。
 （二）孔隙度测井技术系列 常用的孔隙度测井方法主要有补偿声波、补偿中子、补偿密度（岩性密
度）三种。
它们的组合能够识别岩性、计算岩石孔隙度、判断储层的含气性。
 1.补偿声波测井 补偿声波测井用于测量岩石的声波时差。
声波时差是声波通过单位长度（1m或1ft）地层所需的传播时间，又称为慢度，是声波传播速度的倒数
，其大小主要取决于地层的岩性和孔隙度。
 2.补偿中子测井 补偿中子测井测量地层中的含氢量，在孔隙充满水或油的纯地层中，中子测井可以反
映岩石的孔隙度大小。
它与其他孔隙度测井对比可识别储层的含气性。
 3.补偿密度测井 该方法测量岩石的体积密度，其值主要取决于地层岩性和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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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川西致密砂岩气藏预测技术》适合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地质及地球物理勘探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也可供高等院校地球物理与地质等相关专业的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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