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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电位法视纯异常井间监测技术》主要介绍了电法勘探领域中一项新科技成果——地下动态导体充电
法探测中的“环线径向电位差法”的理论、方法工作原理和实例。
环线径向电位差法（生产中简称电位法）适用于地下隐蔽动态导体参数的探测，这种探测方法可有效
地用于探测油井人工压裂裂缝方位、产状和规模，注水井注水推进方位、产状、规模，地热区地热开
采，地下水流速、流向测定，以及地下污染源调查，煤层气工程开发等。
书中还探讨了定量解释方法，提供了部分解释推断量版数据。

《电位法视纯异常井间监测技术》可供物探、石油、煤气田、地质、水文、工程、建筑等方面的研究
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教师和学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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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金成，高级工程师，试油测试高级技术专家，1961年4月出生于天津市蓟县。
1980年8月毕业于大港石油学校后，再读于成都地质学院、吉林大学，获工程硕士学位。
现就职于大港油田公司钻采工艺研究院。

多年来，一直从事电位法井间监测技术的研究与推广工作。
主持的科研项目先后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5项，局级科研成果奖16项。
其中：煤层气勘探技术研究与试验项目煤层气井裂缝方位测定及裂缝长度预测，2004年1月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动态法测定注水井水线推进方位技术获国家发明专利（专利号：941154882），并于2006
年1月获国家发明专利优秀奖。
在各类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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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5）背景观测。
在动态导体形成前（第一地电模型）进行背景观测。
观测内容：在AB、AP、BP分别供电情况下观测AB、AP、BP间的电压和电流，求出它们的接地电阻；
在AB、AP、BP分别供电情况下观测环形测线上各MN的电位差和供电电流。
（6）总场观测。
通过向地下加盐注水，在地下形成电解液型导体即动态导体（裂缝体）。
在导体形成后（第二地电模型）进行总场观测。
即在导体形成后再进行部分上述观测。
观测内容为：在AB、AP、BP分别供电情况下观测AB、AP、BP问的电压和电流，求出它们的接地电阻
；仅在AB供电情况下观测环线上各MN的电位差和供电电流。
（7）确定导体的走向方位。
计算出纯由裂缝导体电场形成的电位差值，根据绘制的曲线图确定导体的走向方位。
（8）确定导体产状。
在已知导体走向方位和重新进行测点编号基础上，根据绘制的特殊对数曲线与高精度解释推断量板对
比，确定出导体的长度、对称程度和倾角，顺便估计宽度。
（9）确定导体规模和宽度。
将野外观测数据进行简单处理，求出地下目标导体的接地电阻，用于计算导体表面面积（估计导体规
模）并计算导体的宽度。
（10）正演估计。
对解释推断结果进行正演计算，如果计算得出的数据与野外实测大体一致，那么，解释推断结果的可
靠性将大为增加。
还可以在野外施工前，对任务要求如在给定钻井压裂深度，预计动态导体规模情况下。
进行正演计算，得出观测异常的可能性和选择探测方法和合适的环线半径等。
（11）在成果平面图上用各种符号表示出电解液水流或水体的走向方位和长度。
根据这些基本参数可以对各有关层位注水水流分布及与其他物质如油体等分布的相互关系进行解释，
用以解决工程地质问题。
动态导体充电法与常规充电法相比，在消除供电电极和围岩不均匀干扰上提高很大，在观测精度和解
释推断精度上提高一至两个数量级。
该方法最适宜的探测深度在1000m以内，在地电条件合适情况下，探测深度可达2000-3000m。
探测导体长度与埋深之比（称径深比）最好不小于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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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电位法视纯异常井间监测技术》是由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电位法视纯异常井间监测技术>>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