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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近年来的研究成果，火山岩顶面在形态上主要呈穹窿状，形成局部隆起的构造圈闭，可利用趋势面分

析的方法寻找火山口隆起的分布．火山岩气藏往往是复合型气藏，它不仅受火山口的构造控制，还与有利的火山岩

储层密切相关，可利用相干体切片技术来圈定有利储层的分布范围．通过这两种技术的结合，既可确定火山口的分

布又可圈定有利储层的分布范围，成为近期井位部署的重要技术手段，对火山岩气藏的预测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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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　言

深层火山岩勘探初期（２００５年以前），主要根据

火山口和火山岩的地震反射特征，在地震剖面上直

接识别．火山岩在垂直地震剖面上的基本特征一般

表现为：强振幅、低频、断续—较连续反射，亚平行、

杂乱丘形反射结构，兼有空白杂乱反射结构，具有明

显的顶底反射界面［１］．由于火山岩的杂乱地震反射

特征，应用常规地震属性（如振幅、频率等）对火山岩

的识别效果不理想，杨峰平［２～５］等在地震属性应用

方面进行了很多探索．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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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发展，一些新的方法和技术被应用到火山岩

识别中，其中趋势面分析技术和相干体技术是最具

有代表性的两项技术．

趋势面分析技术在地震解释及构造分析中的应

用早已出现，由于火山机构表现出的特殊构造特征，

发展起了适合于深层火山岩识别的适用技术．姜传

金等［６］率先在松辽盆地深层应用这项技术，得到了

火山岩分布的经典图件，为井位部署提供了依据．相

干体技术是１９９５年由Ｂａｈｏｒｉｃｈ和Ｆａｒｍｅｒ首次提

出，该算法已从第一代基于互相关的算法（简称Ｃ１

算法）、第二代利用多道相似性的算法（简称Ｃ２算

法），发展到第三代基于特征结构的相干算法（简称

Ｃ３算法）
［７～１３］．相干体技术在国内的应用始于１９９８

年，当时主要是科研人员自主研发的软件，应用相干

体切 片 反 映 断 层 的 空 间 展 布 和 岩 性 变 化 区

（带）［１４～２４］．２０００年，在 Ｌａｎｄｍａｒｋ平台 Ｐｏｓｔｓｔａｃｋ

模块新增加的一项功能，使相干体技术得到了推广，

主要用于断层解释、河道识别及预测砾岩、石灰岩、

火成岩裂缝发育带［２５，２６］．大庆油田２００５年引入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公司的 ＥＰＯＳ３．０平台，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

模块采用第三代本征值算法，使该项技术在松辽盆

地的应用得到普及，在断层、裂缝、河道、火山岩等的

识别中得到全面应用．尤其在火山岩识别中，相干技

术由于对不连续体非常敏感，能对富含裂缝和非均

质的火山岩体进行有效识别，是目前火山岩识别中

最有效的属性之一．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模块的应用效

果得到了业界的高度认可，近年来在松辽盆地北

部［２７～３０］、南部［３１］、塔里木盆地［３２，３３］等应用相干体识

别火山岩取得了较好效果．

趋势面分析技术是从构造角度来确定火山口隆

起的分布范围，而相干体技术是从不同岩性或不同

的火山岩相带的角度来确定富含裂缝的有利火山岩

相带的分布范围，这两个范围是不一致的，而这两个

范围又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这两个范围重叠的

区域是井位部署的首选区域，这两个范围不重合的

区域可作为下步评价钻探的区域．本文正是利用趋

势面分析技术和相干体技术的结合，达到对研究区

整体评价的目的．

２　趋势面分析的原理及实现方法

２．１　趋势面分析的原理

趋势分析是定量地研究事物在大范围内（上）的

变化规律，即研究事物的变化趋势以及事物在局部

范围的特性．趋势面分析就是用一定的数学函数，对

客观事物的某一特性或某种组合特征在空间的分布

上进行研究，也就是用函数所代表的曲面去拟合或

逼近所研究对象的空间分布．

在地质三维建模中，往往采用趋势面分析对地

质特征（如地层厚度变化、构造层位顶面或底面的标

高变化等地质变量）的空间形态进行分析，其实质是

用一定的函数所代表的曲面来拟合该地质体特征空

间分布的趋势变化．常用的趋势面分析方法主要为

多项式趋势面分析法，具有类似的或相同功能的方

法还有许多，如滑动平均、滑动中值、克里格法、谱分

析、自协方差分析法及空间滤波等．

２．２　趋势面分析的实现方法

由于火山口往往位于构造高点，先准确解释出

火山岩顶面，再用相应的算法对所解释的层位进行

滤波处理，形成趋势面（图１）．

图１中，在火山口处火山岩顶面高于趋势面（地

震层位的时间值小于趋势面的时间值），而在其他部

位火山岩顶面低于趋势面．用火山岩顶面减去趋势

面，高于趋势面的位置得负值，反之低于趋势面的位

置得正值．给出门槛值０，滤掉所有的正值，使所有

正值等于０，这样就可使火山口层面的负值不变，而

使其它值全为０（当然门槛值也可不设为０）．对滤掉

０值的新层位再加上一个常数（如１０００），得到一个

全部为正值的新层位，对这个层位进行平面或立体

的显示，这样只突出火山口等构造高点的显示．

本次研究与姜传金应用的趋势面分析的原理是

一样的，但在实现方法上不同．姜传金
［３４］通过拉平

火山岩底面，显示出火山机构整体，应用的是Ｐｅｔｒｅｌ

软件．本文是拉平火山岩顶面趋势面，保留趋势面以

上的火山口，应用Ｌａｎｄｍａｒｋ软件．由于Ｌａｎｄｍａｒｋ

软件比较普及，因此这项技术更方便推广．

３　相干体技术的原理及实现方法

相干体是定量化计算波形相似性的一种方法，

它是通过在时空中定义“全局化的”孔径并利用倾角

和方位角的计算来实现．此种处理方法可为地震波

形空间变化提供准确的成图显示，并可方便直观地

与地质特征、沉积环境联系在一起．断层与断裂系统

可直接在空间成像或平面成图，而不必在所选垂直

剖面上进行主观繁琐的断层解释再对其进行平面组

合成图．通过这种方法可更加容易地推定沉积体系，

如：河道、超覆、浊积等沉积特征．相干体的计算结果

９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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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决于优化参数的选取，如倾角限制、时空孔径、以

及运算法则等．由于近火山口相储层为丘状断续反

射，反射结构与其他岩相有明显的不同，因此相干体资

料能很好地反映近火山口相火山岩的分布范围．

３．１　相干算法原理

（１）两道振幅值交汇得到交汇图，并可以确定一

个主方向轴（Ｍａｊｏｒａｘｉｓ）和一个最小方向轴（Ｍｉｎｏｒ

ａｘｉｓ）．当两道完全一致时，所有样点将按主方向轴

排列成一条直线（图２）；当两道完全相反（振幅大小

表征的波形）时，所有样点将按最小方向轴排列成一

条直线（图３）．

（２）用两个不同比列的向量分别表示主轴和最

小方向轴，一般情况下，长向量沿主轴方向，短向量

沿最小方向轴方向．我们可以利用线性代数的矩阵

运算很容易的计算本征值，用它作为表征波形差别

的参数．

３．２　相干体计算的实现方法

在利用相干算法进行相干计算时要注意以下几

个参数的选择：

图２　地震道振幅本征值正相关

Ｆｉｇ．２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ｉｇｅｎ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图３　地震道振幅本征值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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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ｈａｎｎｅｌ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

　　（１）倾角参数．针对火山岩体的特点，通过浏览

数据了解地层起伏变化情况，确定倾角参数．倾角参

数的选取是根据资料反映的地层总体倾角来确定，

可在地震资料上测量出来．

（２）时间孔径参数．时间孔径（或窗口长度）是最

重要的参数．大部分参数测试中都包含有得到最好

时间孔径这一参数，此参数的建议范围为：大约是目

标反射体最高频率波长的一半到最低频率的一个波

长之间．长时间孔径可以压制相干体内噪音，但是在

较长的计算因子下，范围较窄的同相轴，如河道等将

变得模糊不清．通常来说，当要高度突出地层特征或

低角度断层时，应使用小的时间孔径；当要突出持续

性地质特征，如高角度断层时，应使用较长的时间

孔径．

（３）平面空间孔径参数．空间孔径是以矩形或圆

形的方式来说明的．该参数决定参与计算的道数，增

加地震道的数量可以压制噪音，但是处理过程较长，

并且在远处的地震道上会产生拖尾效应，降低了对

小断层的分辨力．同时要考虑地层倾角的变化，对于

倾角较大的地层要选得大一些，反之亦然．

通过试验，最后将倾角参数确定为２ｍｓ／ｍ，时

间孔径为３５ｍｓ，空间孔径为以采样点为中心的相邻最

近的１个地震数据道．应用ＥＰＯＳ系统的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Ｃｕｂｅ模块计算相干体，再用Ｓｔｒａｔｉｍａｇｉｃ模块编制火

山岩顶面相干体切片．

４　应用效果分析

４．１　趋势面分析

本次在松辽盆地北部徐家围子东部地区应用趋

势面分析技术预测了火山口的分布（图４）．图４中

红色和绿色代表构造高点，在本区认为是火山口的

分布，黑色线条圈定的范围即是火山口，共识别火山

口１８个．可以看出有的火山口沿着断裂带呈长条背

斜分布，多数火山口呈穹窿状分布．绝大多数探井钻

在了火山口上并获得工业气流，而没有在火山口上

的徐深１６、徐深２１１、徐深２１３、徐深２７１等井钻探

效果不好．少数井打在火山口上（如工区东侧的徐深

２５）也没有气层．

４．２　相干体技术

气藏除受构造控制外，储集条件也是重要的控

制因素．并非所有火山岩都能成为储层，孔和缝是本

区火山岩储集空间的主体［３５］．相干体技术是预测

孔、缝发育带的有利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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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趋势面分析剖面图

Ｆｉｇ．１　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Ｔｒｅｎｄ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图４　火山岩顶面趋势面分析立体图

Ｆｉｇ．４　Ｔｈｒｅｅ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ｍａｐｏｆｔｒｅ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ｉ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ｔｏｐ

　　图５是该区火山岩顶面相干体切片．图中颜色

从白到黑，相似性由好变差．颜色越黑越杂乱的部

位，相似性越差，孔、缝越发育，图中粉色线条圈定的

是有利火山岩相带的分布范围．较黑处有环状结构

特征的是火山口的特征，徐深１２、徐深２８、徐深２１、

徐深２７等都处于典型的环状结构中．从徐深７到徐

深９是沿断裂分布的火山口裂缝发育带．而其他区

域颜色发白，连续性好，是其他火山岩相或沉积岩特

征，孔缝不发育．徐深３０２、徐深２１１、徐深２１３、徐深

２７１等井处于较白色区域，没有气层．另外，徐深１０

井处于黑颜色区域，获得３．０２６×１０４ ｍ３／ｄ的低产

气流，产水８５ｍ３，在趋势面分析图上落在火山口边

部，分析该井产量低的一个原因可能是构造位置偏

低，也可能与区域气水分布有关，徐深１０井以南的

区域含气性差．

图５　火山岩顶面相干体切片

Ｆｉｇ．５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ｓｌｉｃｉｎｇｉ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ｔｏ

图６　火山口与有利火山岩相叠合图

Ｆｉｇ．６　Ｔｈ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ｍａｐｏｆｃｒａｔｅｒａｎｄ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ｆａｃｉｅｓ

４．３　趋势面分析与相干体技术相结合

将图４中黑色线条的区域与图５中粉色线条的

区域叠合，可以看出火山口与有利火山岩相带的分

布关系．图６中，徐深２８井处火山口的范围与有利

相带的范围基本一致，多数火山口处于有利相带的

范围内，有利相带的范围大于火山口的范围．两者重

叠的区域既是构造有利的区域也是岩性有利的区

域，是最有利的区域，定位Ⅰ类区．在Ⅰ类区内有５

个区域（橘黄色）可作为下步钻探的首选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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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口与有利火山岩相带不重叠的区域，可选

择有利火山岩相带的区域为Ⅱ类区，该区域处于构

造高点之外的有利火山岩相带内，可形成岩性气藏，

可作为评价钻探的目标区．

５　结　语

（１）应用趋势面分析的方法，要注意区分火山口

与基底突起和沉积岩区的构造高点．因此，应用这种

方法要熟悉研究地区的地质情况．

（２）相干体切片能够刻画火山岩有利储层的分

布，相干体切片的质量除与参数选取有关外，与地震

资料的品质关系很大．

（３）应用趋势面分析的方法确定火山口的位置，

应用相干体切片圈定火山岩有利相带的分布范围，

通过两项技术的结合，分析了火山口与有利火山岩

相带的分布关系，从而指导井位部署．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崔凤林，曹国银，张向君等．松辽盆地北部东部深层火山岩处

理解释技术及效果．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核心技术人才优

秀论文集．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９．１１０～１１６

　　　ＣｕｉＦ Ｌ，Ｃａｏ Ｇ Ｙ，Ｚｈａｎｇ ＸＪ，ｅ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ｄｅｅｐ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ｓｉｎｔｈｅｎｏｒｔｈ

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ｅｓｓａｙｓｏｆｃｏｒｅ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

ｉｎＤａｑｉｎｇ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Ｃｏｍｐａｎ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１１０～１１６

［２］　杨峰平，李占林，曹国银等．松辽盆地杏山地区火山岩储层分

布地震地质综合预测研究．特种油气藏，２００３，１０（１）：９５～９８

　　　ＹａｎｇＦＰ，ＬｉＺＬ，ＣａｏＧＹ，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 Ｘｉｎｇｓｈａｎａｒｅａ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

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ａｎｄ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ｓｔｕｄｙ．犛狆犲犮犻犪犾犗犻犾

犪狀犱犌犪狊犚犲狊犲狉狏狅犻狉狊，２００３，１０（１）：９５～９８

［３］　李　明，邹才能，刘　晓等．松辽盆地北部深层火山岩气藏识

别与预测技术．石油地球物理勘探，２００２，３７（５）：４７７～４８４

　　　ＬｉＭ，ＺｏｕＣ Ｎ，ＬｉｕＸ，ｅｔａｌ．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ａｎｄ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ｏｆｄｅｅｐ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ｓｇａ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犗犌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２，３７（５）：４７７～４８４

［４］　张明学，吴　杰，胡玉双．松辽盆地丰乐地区营城组火山岩储

层预测．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６（６）：２１４５～２１５０

　　　ＺｈａｎｇＭＸ，ＷｕＪ，ＨｕＹＳ．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ｓｉｎ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ｏｆｔｈｅ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ｆｅｎｇｌｅａｒｅａｎｏｒｔｈｏｆ

ｔｈｅ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

２００９，２６（６）：２１４５～２１５０

［５］　王元君，王贵重，王建忠等．地震属性在英买力地区火成岩描

述中的应用．石油物探，２００７，４６（１）：４８～５２

　　　ＷａｎｇＹＪ，ＷａｎｇＧＺ，ＷａｎｇＪＺ，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ｉｎｄｅｓｃｒｉｂｉｎｇｉｇｎｅｏｕｓｒｏｃｋｉｎＹｉｎｇｍａｉｌｉａｒｅａ．犌犘犘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４６（１）：４８～５２

［６］　姜传金，冯肖宇，詹怡捷等．松辽盆地北部徐家围子断陷火山岩

气藏勘探新技术．大庆石油地质与开发，２００７，２６（４）：１３３～１３７

　　　ＪｉａｎｇＣＪ，ＦｅｎｇＸＹ，ＺｈａｎＹＪ，ｅｔａｌ．Ｎｅｗ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ｇａ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 ＸｕｊｉａｗｅｉｚｉＦａｕｌ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犇犪狇犻狀犵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犌犲狅犾狅犵狔犪狀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２６（４）：１３３～１３７

［７］　ＢａｈｏｒｃｈＭＳ，ＢｒｉｄｇｅｓＳＲ．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

ｍａｐ（ＳＳＡＭ）．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６２ｎｄ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ＳＥＧＭｅｅｔｉｎｇ，１９９２．２２７～２３０

［８］　ＭａｒｆｕｒｔＫＪ，ＳｕｄｈａｋａｒＶ，ＧｅｒｓｚｔｅｎｋｏｒｎＡ，ｅｔ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ｃｅｏｆ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ｄｉｐ．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１９９９，６４（１）：１０４～１１１

［９］　ＭｉｋｅＢａｈｏｒｉｃｈ，ＳｔｅｖｅＦａｒｍｅｒ．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ｅｄｉｓ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ｆｏｒ

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ｓｔｒａｔｉｇｒａｐｈｉｃ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ｔｈｅ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犜犺犲

犔犲犪犱犻狀犵犈犱犵犲，１９９５，１４（１０）：１０５３～１０５８

［１０］　ＫｕｒｔＪＭａｒｆｕｒｔ，ＲｏｎａｌｄＭＳｃｈｅｅｔ，ＪｏｈｎＡ．Ｓｈａｒｐ，ｅｔａｌ．

Ｓｕｐｐｒｅｓｓｏｆｔｈｅ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ｆｏｏｔ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ｓｅｑｕｅｎｃｅ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ｍａｐｐｉｎｇ．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１９９８，６３（３）：１０２４～１０３５

［１１］　ＭａｒｆｕｒｔＫＪ，ＫｉｒｌｉｎＲＬ，ＦａｒｍｅｒＳＬ，ｅｔａｌ．３２Ｄ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ｔ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ａ ｓｅｍｂｌａｎｃｅ２ｂａｓｅｄ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１９９８，６３（４）：１１５０～１１６５

［１２］　王大伟，刘震，陈小宏等．地震相干技术的进展及其在油气勘

探中的应用．地质科技情报，２００５，２４（２）：７１～７６

　　　ＷａｎｇＤ Ｗ，ＬｉｕＺ，ＣｈｅｎＸ Ｈ，ｅｔ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犌犲狅犾狅犵犻犮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 犪狀犱 犜犲犮犺狀狅犾狅犵狔 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５，２４（２）：７１～７６

［１３］　闫德庆，杨飞鹏，郭淑敏等．应用改进的相干算法提高三维地

震资料解释精度．物探化探计算技术，２００１，２３（４）：３１４～３１７

　　　ＹａｎＤＱ，ＹａｎｇＦＰ，ＧｕｏＳＭ，ｅｔ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

犆狅犿狆狌狋犻狀犵犜犲犮犺狀犻狇狌犲狊犳狅狉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犪狀犱 犌犲狅犮犺犲犿犻犮犪犾

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１，２３（４）：３１４～３１７

［１４］　王从镔，龚洪林，许多年等．高分辨率相干体分析技术及其应

用．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８，２３（５）：１５７５～１５７８

　　　ＷａｎｇＣＢ，Ｇｏｎｇ Ｈ Ｌ，ＸｕＤ Ｎ，ｅｔａｌ．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８，２３（５）：１５７５～１５７８

［１５］　段春节，吴汉宁，马承杰等．基于高阶统计量的相干体算法在

地震中深层构造解释中应用．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９，２４（２）：

６４０～６４３

　　　ＤｕａｎＣＪ，Ｗｕ Ｈ Ｎ，ＭａＣＪ，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ｏｒｄｅｒ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ｉｎ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９，２４

（２）：６４０～６４３

［１６］　王西文，杨孔庆，周立宏等．基于小波变换的地震相干体算法

研究．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２，４５（６）：８４７～８５１

　　　ＷａｎｇＸ Ｗ，Ｙａｎｇ Ｋ Ｑ，Ｚｈｏｕ Ｌ Ｈ，ｅｔａｌ．Ｍｅｔｈｏｄｓｏｆ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ｏｎｔｈｅｂａｓｉｓ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ｔｒａｎｆｏｒｍ．

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２，４５（６）：８４７～８５１

［１７］　孙夕平，杜世通．相干体技术算法研究及其在地震资料解释中

的应用．石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３，２７（２）：３２～３５

　　　ＳｕｎＸＰ，ＤｕＳＴ．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

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ｙｃｕｂ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ｔｏ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犆犺犻狀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

２７３



　２期 谢春临等：趋势面分析与相干体技术在火山岩预测中的应用

２７（２）：３２～３５

［１８］　陆文凯，张善文，肖焕钦．基于相干滤波的相干体图像增强．天

然气工业，２００６，２６（５）：３７～３９

　　　ＬｕＷ Ｋ，ＺｈａｎｇＳ Ｗ，ＸｉａｏＨ Ｑ．Ｉｍａｇｅｅｎｈａｎｃｅｍｅｎｔ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ｂａｓｅｄｏｎｃｏｈｅｒｅｎｔｆｉｌｔｅｒｉｎｇ．犖犪狋狌狉犪犾犌犪狊

犐狀犱狌狊狋狉狔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２６（５）：３７～３９

［１９］　苑书金．地震相干体技术的研究综述．勘探地球物理进展，

２００７，３０（１）：７～１５

　　　ＹｕａｎＳＪ．Ａ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犘狉狅犵狉犲狊狊

犻狀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３０（１）：７～１５

［２０］　靳　玲，张本书，苏桂芝等．相干体参数的实验选取．断块油

气田，２００５，１２（２）：２４～２７

　　　ＪｉｎＬ，ＺｈａｎｇＢＳ，ＳｈｕＧＺ，ｅｔａｌ．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ｃｅｒｎｄａｔａ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犉犪狌犾狋犅犾狅犮犽犗犻犾牔犌犪狊犉犻犲犾犱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５，１２（２）：２４～２７

［２１］　纪彤洲，杨迎军，李尚林．相干体技术在河道预测中的应用．石

油物探，２００３，４２（３）：３９９～４０１

　　　ＪｉＴ Ｚ，Ｙａｎｇ Ｙ Ｊ，ＬｉＳ 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

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犉狅狉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３，４２（３）：３９９～

４０１

［２２］　佘德平，曹　辉，王咸彬．相干数据体及其在三维地震解释中

的应用．石油物探，１９９８，３７（４）：７５～７９

　　　ＳｈｅＤＰ，ＣａｏＨ，ＷａｎｇＸＢ．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犳狅狉

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８，３７（４）：７５～７９

［２３］　侯伯刚，乌达巴拉，杨再岩．地震相干体技术简介及其应用．现

代地质，１９９９，１３（１）：１２１～１２４

　　　ＨｏｕＢＧ，ＷｕｄａＢＬ，ＹａｎｇＺＹ．Ｓｅｉｓｍｉｃ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１９９９，１３

（１）：１２１～１２４

［２４］　王永刚，刘礼农．利用相干数据体检测断层与特殊岩性体．石

油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２０００，２４（１）：６９～７２

　　　ＷａｎｇＹ Ｇ，ＬｉｕＬ Ｎ．Ａｕｔｏｍａｔｉｃ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ｆａｕｌｔｓ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ｂｏｄｙｂｙｕｓｉｎｇ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犑狅狌狉狀犪犾

狅犳狋犺犲犝狀犻狏犲狉狊犻狋狔狅犳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犆犺犻狀犪（犈犱犻狋犻狅狀狅犳犖犪狋狌狉犪犾

犛犮犻犲狀犮犲）（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０，２４（１）：６９～７２

［２５］　胡建玲，杨应学，付兆斌等．相干性分析在构造精细解释及裂

缝研究中的应用．勘探家，２０００，５（２）：３７～３８

　　　ＨｕＪＬ，ＹａｎｇＹＸ，ＦｕＺＢ，ｅｔ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ｔａｉｌｅ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Ｆｒａｃｔｕｒｅ

Ｓｔｕｄｙ．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犻狊狋（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０，５（２）：

３７～３８

［２６］　张金淼，王春红．相干技术在全三维地震解释中的应用．中国

海上油气（地质），２０００，１４（４）：２７７～２８２

　　　ＺｈａｎｇＪＭ，ＷａｎｇＣＨ．Ａｎ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ｉｎｆｕｌｌ３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犪犗犳犳狊犺狅狉犲犗犻犾犪狀犱犌犪狊

（犌犲狅犾狅犵狔）（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０，１４（４）：２７７～２８２

［２７］　王玉学，韩大匡，刘文岭等．相干体技术在火山岩预测中的应

用．石油物探，２００６，４５（２）：１９２～１９６

　　　ＷａｎｇＹＸ，ＨａｎＤＫ，ＬｉｕＷ Ｌ，ｅｔａｌ．Ｔｈ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犳狅狉犘犲狋狉狅犾犲狌犿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４５（２）：

１９２～１９６

［２８］　唐华风，王璞臖，姜传金等．松辽盆地白垩系营城组隐伏火山

机构物理模型和地震识别．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０７，２２（２）：

５３０～５３６

　　　ＴａｎｇＨＦ，ＷａｎｇＰＪ，ＪｉａｎｇＣＪ，ｅｔａｌ．Ｐｈｙｓ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ａｎｄ

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ｃｅａｌｅｄ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ｅｄｉｆｉｃｅｓｏｆ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ｇ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２２（２）：５３０～５３６

［２９］　杨　辉，张　研，邹才能等．松辽盆地北部徐家围子断陷火山岩

分布及天然气富集规律．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６，４９（４）：１１３６～１１４３

　　　ＹａｎｇＨ，ＺｈａｎｇＹ，ＺｏｕＣＮ，ｅｔ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ｎｄｇａｓ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ｒｅｇｕｌａｒｉｔｙｉｎＸｕｊｉａｗｅｉｚｉｆａｕｌｔｅｄ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４９（４）：

１１３６～１１４３

［３０］　王建民，杨　冬，魏修成等．多分量地震资料预测松辽盆地兴

城地区深层火山岩与有利含气带．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５０

（６）：１９１４～１９２３

　　　ＷａｎｇＪＭ，ＹａｎｇＤ，ＷｅｉＸＣ，ｅｔａｌ．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ｄｅｅｐ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ｒｏｃｋｓａｎｄ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ｇａｓｚｏｎｅｎｅａｒＸｉｎｇｃｈｅｎｇａｒｅａｉｎＳｏｎｇｌｉａｏ

Ｂａｓｉｎｕｓｉｎｇ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

（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７，５０（６）：１９１４～１９２３

［３１］　张秀容，杨亚娟，向景红．松辽盆地南部深层火山岩识别及成

藏条件分析．勘探地球物理进展，２００６，２９（３）：２１１～２１５

　　　ＺｈａｎｇＸＹ，ＹａｎｇＹＪ，ＸｉａｎｇＪＨ．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ｏｆ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ｐａｒｔｏｆＳｏｎｇｌｉａｏｂａｓｉｎ．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犈狓狆犾狅狉犪狋犻狅狀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２９（３）：２１１～２１５

［３２］　蔡　刚，孙　东，裴明利等．相干体技术及其在油气勘探中的

应用．天然气地球科学，２００６，１７（４）：５１０～５１３

　　　ＣａｉＧ，ＳｕｎＤ，ＰｅｉＭＬ，ｅｔａｌ．Ｃｏｈｅｒｅｎｃｅｃｕｂｅ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ａｎｄ

ｉｔｓ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ｆｉｅｌｄ．犖犪狋狌狉犪犾犌犪狊

犌犲狅狊犮犻犲狀犮犲（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１７（４）：５１０～５１３

［３３］　张进铎．地震解释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地球物理学进展，

２００６，２１（２）：５７８～５８７

　　　ＺｈａｎｇＪＤ．Ｐｒｅｓ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ｔｒｅｎｄ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

犘狉狅犵狉犲狊狊犻狀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０６，２１（２）：５７８～５８７

［３４］　姜传金，陈树民，初丽兰等．徐家围子断陷营城组火山岩分布特

征及火山喷发机制的新认识．岩石学报，２０１０，２６（１）：６３～７２

　　　ＪｉａｎｇＣＪ，ＣｈｅｎＳＭ，ＣｈｕＬＬ，ｅｔａｌ．Ａｎｅｗ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ｅｒｕｐ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ｏｆＹｉｎｇｃｈｅ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Ｘｕｊｉａｗｅｉｚｉｆａｕｌｔ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犃犮狋犪犘犲狋狉狅犾狅犵犻犮犪犛犻狀犻犮犪（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２０１０，２６（１）：６３～７２

［３５］　王璞臖，冯志强等．盆地火山岩：岩性·岩相·储层·气藏·

勘探．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７．４５～５７

　　　ＷａｎｇＰＪ，ＦｅｎｇＺ Ｑ，ｅｔａｌ．ＶｏｌｃａｎｉｃＲｏｃｋｏｆＢａｓｉｎ：

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Ｌｉｔｈｏｆａｃｉｅｓ，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Ｇａｓ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４５～５７

３７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