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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属性分析技术主要是借助各种数学分析方法 ，从地震数据中拾取有关岩性及含油性等多种属性

的信息 ，同时结合工区内测井资料进行储层参数转换 ，进而直接指导油气勘探与开发 。文章在地震属性认识的基

础上 ，介绍了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拐 １６井油气藏地震属性识别技术的应用 ，分析研究了该油气藏属于构造岩性物性

复合油气藏类型的例子 。拐 １６井区油气藏最初被作为构造圈闭 ，随后被预测为岩性圈闭 ，但后期的钻探结果表明

这都是不正确的 。利用均方根振幅 、瞬时相位 、反射能量等地震属性并结合沉积 、构造等储层信息 ，对拐 １６井油气

藏的岩性 、物性 、构造和含油气性进行研究 ，其研究结果表明该油气藏为构造岩性物性复合油气藏 ，所提出的滚动

勘探开发建议已通过专家评审 ，并被生产管理部门所接受 。

主题词 　地震勘探 　岩石性质 　物性参数 　复杂油气藏 　准噶尔盆地

一 、引 　言

　 　 “地震属性”于二十世纪 ７０ 年代开始引入地球

物理界 ，随着储层精细描述和三维地震技术的发展 ，

该技术于 １９９０ 年后得到加速发展 。 它主要是借助

于各种数学分析方法 ，从地震数据中拾取有关岩性

和储层物性信息的多种属性 ，同时结合工区内测井

资料的解释成果进行储层参数转换 ，进而直接指导

油气勘探与开发 。利用地震属性分析技术 ，结合构

造 、沉积等特征在准噶尔盆地拐 １６井区油气藏描述

中 ，识别出了构造岩性物性复合油气藏模式 ，为准噶

尔盆地中拐凸起的滚动勘探开发提供依据 。

二 、基本状况

　 　 准噶尔盆地西北缘油气勘探程度高 ，相继发现

了大量的油气 。中拐凸起是在石炭纪至早二叠世纪

挤压应力场作用下形成的向东倾没的鼻状隆起 ，属

于西北缘勘探程度相对较低的地区 ，但是具有较好

的勘探前景 。拐 １６井区位于中拐凸起的北部 ，处于

构造较高部位 。其中 ，拐 １６井为该区三工河组油藏

的发现井 ，于 ２０００ 年 ６ 月 ７ 日完钻 。拐 １６ 井的最

初设计目标是断块 ，目的层为二叠系与三叠系 。 在

拐 １６井于侏罗系获得工业油气流后 ，研究人员将拐

１６井区预测出 ８ ．２ km２ 的含油面积上报储量 ，所预

测的圈闭类型为单斜背景上的岩性圈闭 。经过钻

探 ，拐 ３０１井含油性和电性较拐 １６ 井差 ，试油结果

是未见工业油气流 。 G３０１６ 井位于拐 １６ 井西 ６００

m ，钻于 ２００１年 ９月 ，钻井油气显示良好 ，但是试油

出水 。证明所预测的岩性圈闭油气藏类型是错误

的 。为进一步落实拐 １６ 井区侏罗系三工河组二段

（J１ s２ １
）砂层的含油面积和控制因素 ，在构造 —岩性

圈闭油气藏思路引导下 ，２００２年在拐 １６井下倾方向

钻探了评价井拐 ３０２ ，后经裸眼测试出水而地质报

废 。

　 　拐 ３０１ 、G３０１６ 、拐 ３０２井的相继失利 ，使人们对

拐 １６井油藏模式的判断提出了质疑 。

三 、研究方法

　 　拐 １６井区三维地震为 ４０ × ８０ m 的大面元采集
处理得到的 ，地震主频 ２７ Hz 。针对该井区接连几口
评价井失利的实际情况 ，开展了基于三维资料的精

细断层解释和地震属性研究 。

　 　 在精细断层解释中 ，我们首先利用相干体分析

技术在 SeisCube 和 EarthCube 识别出不连续性地
质体展布的方向 ，然后在所获得的相干体上标出断

层的走向 ，通过 PD 技术在 SeisWork 中显示出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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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垂直于断层的走向标定出目标 ，利用 ZAP自动
追踪技术解释 ，进而检查断层的正确性 。

　 　 另外 ，利用储集层储集参数在横向上的变化或

者储集层的某地段储集的流体性质发生了变化 ，将

会引起地震信息变化的性质来判断储层的含油气特

征 。特别是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 ，这种特性更加明

显 。通过专家优化与自动优化相组合 ，我们确定了

以均方根振幅 、瞬时相位 、反射能量等地震属性 ，并

结合构造 、沉积等信息来对拐 １６ 井油气藏的岩性 、

物性 、含油气性进行研究 ，进而总结其油气藏模式 。

四 、研究结果

　 　通过应用三维可视化 、相干体分析等技术 ，我们

对拐 １６井区的构造进行了精细解释 ，在明确该区整

体构造走势的前提下 ，对目的层的断层进行了准确

地刻画 。

　 　 研究表明 ，中拐地区侏罗纪末的构造走向为东

南向 。侏罗纪末的构造运动在使中拐凸起抬升遭受

剥蚀的同时也发生了局部的近南北方向的挤压运

动 ，形成了一些层间断层 ，仅就拐 １６井区局部看 ，为

单斜构造状态 ，不利于形成构造圈闭 。

　 　通过测井相 、地震相的研究 ，发现拐 １６ 井区为

三角洲前缘相的水下分流河道相砂岩沉积 ，储层物

性平面变化较大 ，横向分布不稳定 ，砂层厚度在 １０ ～

１５ m ，比周围地区薄 。

　 　从试油结果（表 １）可以看出 ，基于构造或者岩性

油气藏模式所设计的井未能取得理想效果 。

　 　针对拐 １６ 井的出油层段 ，利用 Discover 软件 ，

提取均方根振幅 、瞬时相位 、反射能量等属性信息 ，

并将拐 １６ 井区的断裂分布图叠加在属性平面图上

得到图 １ 。

　 　可以看出 ，出油的拐 １６井所在的位置显示为均

方根低值区 、平均峰值振幅低值区 、平均瞬时相位高

值区 ，平均能量低值区 ，而没有出油的 G３０１６井与拐
表 １ 　拐 １６井区三工河组试油成果表

井 　号 层 位
射孔井段

（m）

射开厚度
（m）

试油日期
人工井底

（m）

油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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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产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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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m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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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２８ ～ １５３２ 腚．５

１５２３ ．５ ～ １５２０
８ w２００１ － １０ － ２５ ＃１５５０  射孔 、压裂后未出

图 １ 　拐 １６井区 J１ s１２ 顶界上下 ５ ms属性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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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０１井位于同一属性体上（图 １ － a中黄色虚线包围
区域） ，其属性值与拐 １６井的属性显示相差巨大 ，可

以判断该区域储层物性与拐 １６井相比差别很大 。

　 　在拐 １６井油气藏 ，控制断层以拐 １６ 井北断层

为主 ，地层的上倾方向拐 １６井西断层为辅 ，过拐 ３０１

井和 G３０１６井一线为物性岩性控制 。由于拐 １６ 井

的有效产层只有 ５ m ，尽管上倾遮挡断层断距小 ，也

可产生有效的遮挡作用并形成断块圈闭 。 拐 ３０１

井 、拐 ３０２井由于位于物性较差的岩体上和（或）位

于断块之外而失利 ；而位于断块内的 G３０１６ 井则由
于储层物性较差 ，试油结果不理想 。

　 　 对该区砂岩厚度和沉积相的研究也证实了储层

横向分布不稳定 ，物性变化大 ，进而抽象出拐 １６ 井

区构造岩性物性复合油气藏模式图（图 ２） 。

图 ２ 　拐 １６井构造岩性物性油气藏模式

　 　根据属性图 ，并结合沉积 、构造 、测井等资料 ，我

们提出了针对拐 １６井区进行滚动勘探开发建议 ，已

通过了专家评审 ，并为生产管理部门所接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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