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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创用录井的国家，从11世纪中叶“卓筒井”发明就伴生了“扇泥筒”录井，待
到近代油气勘探，作为钻井基础的地质录井，在世界找油找气的发现中是功不可没的。
　　基于20世纪30年代油气地质理论开始形成，各种探测技术风起云涌，其中以气测井出现到70年代
综合录井仪的诞生，伴随现代油气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电子学和计算机学的迅猛发展，
综合录井技术巧妙地将这些科学技术完美地融为一体，并以信息化、网络化集成直接为钻探油气服务
。
　　1978年，我国以徒手录井为题材的《钻井地质》一书问世，标志着录井技术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各油气区综合录井仪的引进与开发，才打破了传统录井作业的方法，各种
培训教材应运而生；90年代大港油田《录井技术》专业杂志公开发行，涉猎多种录井技术的文献报道
与日俱增，对推动油气地质录井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油气地质录井》一书在借鉴与综合的基础上，系统地总结了四川盆地碳酸盐岩、裂缝性储层、天然
气为主的录井特征，从实用性、可操作性、前瞻性出发，不仅涵盖了地质录井与综合录井仪的采集、
资料处理和解释的一般原理、方法、技术与操作，而且拓宽到油气地质、地球物理测井、井筒系列技
术的各个领域，以现代录井为主题，兼容多学科应用题材，藉以培养具有“细、深、精”，“线、面
、空”的高素质综合人才，以适应国内外地质服务市场发展的需要。
《油气地质录井》一书的出版，凝聚了川渝地区半个世纪以来的地质录井经验与成果，丰富并充实了
现代油气地质录井技术，对油气勘探必将起到推动作用。
值此出版之际，向参加本书编著的专家、工程技术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并祝川渝广大录井工作者推
陈出新，不断前进，为提高和发展我国油气地质录井水平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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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油气地质录井》内容是由油气地质录井和相关的井筒系列技术两部分组成的。
在油气地质录井部分，从四川盆地的油气地质特征出发。
重点介绍了地质录井与综合录井仪录井的方法、原理和操作及其各种资料采集（含测量、观察、记录
）、资料处理（描述）和资料解释（应用）。
以此提高现在录井服务技术水平；在相关的井筒系列技术部分，侧重介绍了测试工艺技术与资料录取
以及测井资料解释与应用。
藉以提高录井技术人员的综合素质；在上述基础上。
阐明了单井评价与录井报告编写要略，以高水平地反映录井成果与地质认识。
　　《油气地质录井》可作为从事油气地质录井服务的技术人员、技工、录井监督和管理人员的培训
教材和工作使用。
也可供录井设计与研究者及石油院校师生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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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油气勘探活动中，油气地质录井是钻井识别、发现油气层（藏）的最直接的手段。
油气地质录井，通常是指沿钻井剖面采集、测定、观察、描述所钻地层的岩性、储集性、油气水性及
其变化，并监测、记录、传输井筒系列技术实施的工程（含油气藏工程）参数，地球物理、地球化学
等信息，以利于从建井到完井施工作业顺利进行，最终实现钻井目的。
第一节地质录井的发展简史　　世界录井技术的发展，都经历了从徒手作业向仪表化过渡与发展的过
程。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和利用天然气的国家，相伴古代深井凿井技术发展，录井技术应运而生，使中
国成为世界上录井技术的始祖。
　　中国开采利用天然气和凿井求盐的历史源远流长，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汉时期。
久负盛名的自流井气田，自汉晋时期井盐生产则有之，到唐代已具规模，至北宋时期已成为四川名产
地。
公元656年，侏罗系浅层天然气已有所发现，主要经历了13世纪至19世纪的开采时期。
自流井天然气和盐卤的开采、利用都是很独特的。
最先是从地面气苗或盐泉处，用人工开凿“大口井”开采，气或水枯竭，再往下凿，循此往复开采一
层，加深一层，有的“大口井”已深愈五十余丈，人力开凿已不胜重荷。
　　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推动了顿钻（“小口井”）技术的变革。
早在11世纪中叶，北宋庆历、皇佑（公元104l～1053年）年间，“蜀始创用‘筒井’，用圆刃锉如盘大
，深者数十丈，以巨竹去节，牝牡相街为井，以隔横入淡水，则碱泉上⋯⋯”（苏轼，《东坡志林》
）。
卓筒井开创了“小口井”深井掘进的新纪元。
据宋李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到公元1129年前后，四川地区有凿井的30个州县中，就有17个
推广了卓筒井。
卓筒井发祥于四川井研，发展完善于自流井。
然而，卓筒井的兴起不同于人工开凿大口井：一是要清除顿钻“锉小井”的岩屑；二是必须掌握井深
所在岩层，才能钻达预计的“建功”层位。
由此，伴随卓筒井的发展，出现了“扇泥筒”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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