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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低渗透砂岩天然裂缝综合判识技术研究》遵循地质约束测井、岩心刻度测井的原则，从有限的
岩心资料出发，基于岩心、地质、测井、试井及动态开发资料开展低渗透砂岩储层天然裂缝综合判识
研究。
《低渗透砂岩天然裂缝综合判识技术研究》主要阐述了低渗透砂岩储层天然裂缝概念模型的建立、天
然裂缝的常规测井和成像测井响应特征、低渗透砂岩储层天然裂缝的识别方法、西峰油田BM区天然
裂缝识别及分布预测、A392井区天然裂缝特征及识别方法优选、A392井区天然裂缝分布规律研究、天
然裂缝分布区开发对策初探。

　　《低渗透砂岩天然裂缝综合判识技术研究》适合从事油气勘探开发工作的地质、测井、油藏工作
者及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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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探测器是利用放射性射线通过物质时的电离或激发等作用，间接地测出它的存在、强
度和能量。
目前使用较为普遍的探测器是闪烁计数器。
闪烁计数器由荧光体和光电倍增管组成。
y射线进入荧光体引起发光，光电倍增管将闪光转变成电脉冲，电脉冲的数量与进入荧光体的y射线数
量成正比，这就是闪烁计数器的基本工作过程。
射线不能直接引起荧光体发光，而是先使荧光体产生光电子或康普顿电子（或生成电子偶），然后再
由这些电子激发荧光体的分子使其发光。
发光光子的总能量与射线能量之比，称为荧光体的发光效率。
多种荧光体的发光效率都是常数。
因此，根据发光的强弱有可能鉴别射线能量的大小。
自然伽马测井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测井速度和仪器时间常数的影响、放射性涨落的影响、地层厚度
对曲线幅度的影响及井的参数的影响等。
（2）自然伽马能谱测井在自然伽马测井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自然伽马能谱测井（NCS）采用能谱分析
的办法，可定量测定铀、钍、钾的含量，并给出地层总的伽马放射性强度，所以自然伽马能谱测井可
解决更多的勘探和开发中的地质问题。
马斌（2006）、郑雷清（2008）、黄超（2010）等研究认为，可以通过自然伽马能谱测井所测量的U
、TH、K含量来研究地层的特性，为正确评价地层提供可靠的信息。
由于形成风化壳的环境条件是温暖、潮湿的古气候条件及稳定的大地构造条件，母岩被强烈风化形成
的碎屑物质、易溶物质大多被搬运，而在风化壳地区被残留的矿物主要是一些风化稳定性高的矿物及
化学残余物质。
其中，包含有抗风化性强的含钍矿物，且含量相对集中；由于铀元素易溶于水被运走，所以含量较少
。
在后期油气成藏过程中，地下水在裂缝型储层中流动，铀元素被吸附在裂缝表面，反映裂缝具有连通
性，据此可间接判断裂缝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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