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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构造图误差校正是构造成图过程中一项基本工作，常规的构造图误差校正存在井点之间校正量缺少地质

依据的问题，可能会引起构造假象。在分析ＯｕｅｄＭｙａ盆地速度变化特征和变化原因基础上，针对该区复杂的

地下构造特征，提出了相关分析构造图误差校正方法，即利用引起研究区速度变化的主要地质因素与构造图误

差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构造图的误差校正。该方法在ＯｕｅｄＭｙａ盆地研究区的构造成图中取得了较好的应用

效果。通过对该区构造成图和钻探效果分析得出，相关分析构造图误差校正法是缺少详细速度场资料地区的一

种简捷而有效的构造成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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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变速成图方法已得到深入的研究和广

泛的应用，其应用的基础是获得准确的速度场资料。

在一些没有详细速度场资料的地区，变速成图方法

难以开展［１］。构造图误差校正是提高这些地区成图

精度的常用方法。常规的构造图误差校正是利用各

井点的误差进行平面插值后对构造图进行校正［２］，

校正后各井点的深度与构造图可以得到较好的吻

合，但井点之间的校正量缺少地质依据，可能会造成

一些构造假象。为此，我们提出一种利用引起速度

变化的主要地质因素与误差相关关系来进行构造图

误差校正的方法。

１　研究区概况

ＯｕｅｄＭｙａ盆地位于非洲板块北部边缘，是撒

哈拉地台在前寒武纪末—早寒武纪早期泛非构造

运动剥蚀夷平形成的，是在前寒武系结晶基底上发

育起来的古生界与中生界叠加盆地［３］。盆地沉积

充填地层包括古生界、中生界和新生界地层，平均

厚度为５０００ｍ。研究区位于盆地的北部，以志留

系海相暗色泥岩为主要烃源岩，以三叠系陆相砂泥

岩地层为主要产层。该区油气勘探始于２０世纪

５０年代初，共钻探井１１口，有１０口探井见到了不

同程度的油气显示，其中３口井获工业油流，探井

日产量与累计产油量均较高。目前区块共有二维

地震测线４５６１ｋｍ，测网密度为３ｋｍ×３ｋｍ～

１０ｋｍ×１０ｋｍ。研究区构造整体非常平缓，以低

幅构造圈闭为主，圈闭幅度一般小于６０ｍ。通过

对已钻探井分析认为，该区探井落空的主要原因是

构造不落实，而构造成图的精度是落实构造的关

键［４］。研究区地震资料采集年度为２０世纪６０年

代后期至９０年代后期，时间跨度大，资料收集难度

大。目前只收集到地震测线成果数据和１口井的

ＶＳＰ资料，没有收集到相关叠加速度资料，因此无

法建立详细的空间速度场，开展变速成图研究。我

们在常速构造成图的基础上，利用各井点的误差进

行平面插值后对构造图进行校正，误差校正后的构

造图虽然各井点的深度得到了较好的吻合，但区域

北东向构造带在构造图上没有得到体现。通过对

获得工业油流的３口井进行地质研究认为，油藏类

型均为构造油藏，但是在构造图上却没有表现为构

造圈闭。因此，我们认为常规构造成图方法不能反

映该区的地下构造形态。

２　速度变化特征

利用研究区各井的声波资料开展精细层位标

定。通过对比分析由层位标定得到的时 深（相对

于处理基准面）关系曲线发现，该区速度变化具有

以下特点（图１）：

１）局部地区的速度差异相对较小，如西南部

的 Ｍ １，Ｍ ２和Ｅ １井在同一时间下对应的深

度差小于８０ｍ；

２）不同地区之间井速度差异较大，如Ａ １井

与 Ｍ １井之间，同一时间对应深度差最大达到



　　　

图１　研究区探井井点时 深关系

２５４ｍ，Ｄ １与 Ｍ １井之间差３１８ｍ；

３）平面速度总体呈由东南向西北增大的趋势。

３　速度变化原因分析

一般来说，地层速度受到地层沉积、构造演化、

地层岩性、埋藏深度、压力和含流体情况等多种因

素综合影响［５］。研究区各井点速度变化特征表明：

１）该区速度变化在区域上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２）中生界地层沉积厚度稳定，横向变化不大，

特殊岩体蒸发岩平面分布稳定，三叠系火成岩与下

伏砂岩速度差异不大，对平面速度的影响相对较小；

３）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疏松砂岩和泥岩）沉

积厚度差异较大，西南部 Ｍ ２井第三系及其以上

地层疏松砂岩厚度为３２０ｍ，泥岩厚度为５３．５ｍ；

４）西北部Ｄ １井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疏松

砂岩厚度为１５ｍ，泥岩厚度为１２ｍ（图２）；

图２　研究区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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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５）理论上，疏松砂岩和泥岩的速度比灰岩、硬

石膏、盐岩和砂岩等地层速度小得多［６］，因此研究

区第三系南部疏松砂岩和泥岩厚度的增大将极大

地降低地层平均速度。

通过对比研究区由南到北４口井中生界和第

三系地层平均速度可知，各井中生界地层平均速度

相差不大，约３４００ｍ／ｓ，第三系地层平均速度在

１８００～２６００ｍ／ｓ。因此，我们认为研究区东南部

第三系疏松砂岩及泥岩厚度大、西北部厚度小的地

层发育规律形成了该区平面速度总体具有由东南

向西北增大的特点，即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差

异是造成该区速度变化的主要原因。

４　相关分析构造图误差校正

引起研究区速度变化的主要原因是第三系及

其以上地层（疏松砂岩和泥岩）沉积厚度的差异，而

速度的变化造成了常速构造图上误差的差异［７］。

我们从速度变化原因分析入手，利用引起速度变化

的地质因素与误差相关关系来进行构造图误差校

正。具体做法是，利用常速成图（利用 Ｍ １井速

度）得到的构造图上各井点处误差与各探井第三系

以上地层厚度做相关分析（图３）。通过分析可以

发现，第三系以上地层厚度越小，深度误差越大，反

之深度误差越小，两者基本满足对数关系

犢 ＝－２２９．０９７ｌｇ犡＋１４２６

式中：犢 为校正量；犡为第三系以上地层厚度。

图３　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与常速成图误差关系

因此，我们认为本区构造图误差主要是由第三

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差异引起的，并且误差的变化

量与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在缺少区域详细速度场资料的情况下，可以利用这

个相关性来进行构造图误差校正。具体实现方法

是：首先利用区域地质研究得到的研究区块的第三

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图（图４）和分析得到的相关

关系将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转换为目的层深

度校正量（图５），然后再用该校正量对目的层深度

图进行校正，得到最终构造图。

图４　研究区第三系及其以上地层厚度平面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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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研究区目的层深度校正量平面分布

５　构造成图效果

对比常速加井点内插校正后的构造图（图６）

与由相关分析误差校正方法得到的构造图（图７）

　　　　

发现，两者在大的构造格局上基本一致，但在构造

细节上存在较大差别，重点圈闭的形态和面积均存

在差异。相关分析误差校正构造图能较好地解释

Ｍ １井及其附近已钻探井含油气情况与构造的

关系，北东向和北西向两个构造带更加清楚，并新

图６　常速加井点校正后的目的层构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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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　相关分析误差校正后的目的层构造图

发现一批低幅度圈闭。因此，该成图方法得到的构

造图更能反映地下真实的地质情况。

６　钻探效果分析

在相关分析误差校正方法得出的构造图的基

础上，优选有利目标提交 Ｈ １井。该井实钻结果

表明，主 要 目 的 层 海 西 不 整 合 面 的 埋 深 为

－３７５５ｍ，与构造图深度（－３７５０ｍ）误差仅为

５ｍ。全井录井共发现油气显示４８．９５ｍ／１６层；

电测井解释油层１９．０ｍ／９层，油水同层１１．７ｍ／２

层，取得了较好的勘探效果。

７　结束语

从区域速度变化原因分析入手，寻找引起速度

变化的主要地质因素，分析该地质因素与构造图误

差的相关关系，利用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构造图误

差校正。这种构造图误差校正方法不但可以使各

　　　　

井点的误差得到很好的校正，而且井点之间的误差

也遵循了一定的地质规律，提高了构造成图的精

度，可以作为缺少详细速度场资料地区的一种简捷

而有效的成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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