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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岩石物理变换式和反射系数方程出发，论述了地震振幅解释的系统方法，提供了一套烃类检测
的技术手段和经验法则。
通过总结前人及作者本人的研究成果，书中建立了地下岩石特性和地震振幅相关联的理论基础和经验
关系，给出了大量的AVO属性和解释方法，在识别烃类特征、证实油气成藏组合方面提供了可靠的分
析手段。
针对三类情形下的AVO，结合模型和大量实际例子，分析了各自的特性和地震响应，提出了适合的解
释流程及属性特征组合。
　　本书理论讲述清楚易懂，技术方法新颖可靠，实例典型，地质分析透彻。
书中介绍的内容在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具有很强的系统性和先进性，对从事地球物理解释和地质分析
的研究人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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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绪论　　1.1　地震解释的哲学观点　　地震解释的目标是什么?当今的目标和40年前的目标一
样吗?当今的三维地震资料和计算机工作站使解释能力得到巨大提高，这在40年前是不能想像的。
然而，这仅仅是实现目标使用工具上的变化。
地震解释的目标和地震资料的频率成分不同，不随时间而变化。
　　图1.1.1列出了解释工作的目标，是Jakosky在1960年出版的书上给出的阐述。
第一个目标是“识别烃类异常”，这仍然是当今地震解释的最高要求。
然而，我们的识别准则在现代的真振幅采集和处理中已经得到极大增强，地震振幅已成为了识别潜在
烃类储层的一个主要依据。
　　第二个目标是“证实烃类异常”。
该目标应该扩展为包括地层格架解释，通过地震波形特征的解释就可实现。
但这需要在地质格架的构造解释中结合地层的验证。
简而言之，找出异常，做出构造图，并确保地震反射振幅与构造解释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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