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１卷 　 第６期
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

　　 地　质　论　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６１　Ｎｏ６
Ｎｏｖ．　２０１５

注：本文为国家科学自然基金资助项目（编号４１１７２１３５）、黑龙江省教育厅科学技术研究项目（编号 １２５４１０７３）和黑龙江省普通高等学校
青年学术骨干支持计划项目（编号１２５４Ｇ００３）的成果。
收稿日期：２０１５０３１１；改回日期：２０１５０９１２。责任编辑：黄敏。Ｄｏｉ：１０．１６５０９／ｊ．ｇｅｏ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５．０６．０２２
作者简介：闫百泉，男，１９７１年生。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储集层沉积及构型、油气田开发地质学研究工作。Ｅｍａｉｌ：ｙｂｑｈｈｔ＠１６３．ｃｏｍ；
１０７１９０１５００＠ｑｑ．ｃｏｍ。

应用随机反演技术精细刻画河道砂体
———以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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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以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为例，研究了随机地震反演技术及其对河道砂体的精细刻画。研究表

明：纵向上，不同厚度砂体的随机反演结果符合率差异较大：厚度大于３ｍ的砂体符合率为８９．６％，厚度为２～３ｍ
的砂体符合率为７９．１％，厚度小于２ｍ的砂体符合率为７１．５％；平面上，各沉积单元平均的砂体符合率能达到７５％
以上，且分流平原亚相的符合率要高于内前缘亚相。地震、测井及地质资料的充分结合，能够对河道的走向、复合河

道砂体的单一河道边界及井间砂体叠置关系精细刻画，显示了井震结合预测河道砂体的适用性。

关键词：随机反演；井震结合；河道砂体；萨二油层组

　　大庆油田经过５０余年的开发，现已进入特高含
水期，剩余油储量十分可观但多零散分布在较薄的

储层中，横纵向矛盾显著（王玉普等，２０１４；韩大匡，
２０１０；王凤兰等，２０１１）。尽管多年来井网密度不断
加大，但单纯基于测井资料或地震数据仍难以刻画

平面上河道砂体的分布。地震反演技术已广泛地应

用于储层预测中，高精度的地震反演能够有效识别

薄层砂体在空间的分布规律（朱伟林等，２００８；姜岩
等，２０１３）。在地震反演中，波阻抗是重要的岩石物
理参数，可直接对储层进行岩性解释，狭义的地震反

演指的就是波阻抗反演。其中基于褶积模型的宽带

约束稀疏脉冲反演，是目前生产上广泛采用的方法，

主要根据稀疏的原则在地震道中提取反射系数并递

推出相对波阻抗，再加上测井与地质信息的低频分

量，最终得到全频带的绝对波阻抗数据体。此法完

整的保留了地震反射的基本特征，能够显著反应岩

性的空间大致分布，但约束条件有限，根据以往经

验，只能作为定性的预测手段。当前的地震反演技

术是将地质统计学、神经网络等技术融入波阻抗反

演中，使得反演结果对储层的描述和预测更加精准。

随机反演是将随机模拟思想引入地震反演，以地质

框架模型为基础，应用地质统计原理分析井点数据，

图１随机反演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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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间以原始地震资料约束，根据储层参数的空间分

布规律和相关性随机反演得出三维模型，实现储层

预测（张秀丽等，２０１４）。反演结果受地质、测井和
地震资料多级次的约束，忠于地震资料的同时与井

点也达到最大吻合，分辨率高，能在空间上反映薄储

层的精细变化，适合在油田开发程度较高的地区应

用。

图２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单井测井响应分析图
Ｆｉｇ．２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ｒｏｃｋａｎｄｌｏｇｇｉｎｇ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ｗｅｌｌ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

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大庆长垣萨北开发区萨尔图油层萨二组（即 Ｓ
Ⅱ ，下同），发育三角洲分流平原亚相和三角洲内前
缘亚相，主要为二类油层，砂体发育规模小，厚度多

集中在１～３ｍ，且为砂泥岩薄互层（文慧俭等，２０１２；
冯志强等，２０１２）。本文以此为例，综合发挥地震数

据与测井资料的优势，应用随机反演技术尝试对薄

储层进行预测，刻画河道砂体的横向展布特征，为老

油田开发提供更精细的地质模型，指导剩余油的挖

潜。

１　随机反演基本思路和关键步骤

１．１　基本思路
随机反演技术以约束稀疏脉冲反演的结果为基

础，对测井资料和地质信息分析获得概率分布函数

和变差函数，根据概率分布函数获得正确的随机样

点集分布，通过多次等概率模拟，最终获得一组与储

层属性相关性好的三维数据体（黄捍东等，２００７；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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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恒等，２０１２；张繁昌等，２０１４）。本文以 ＳＰ拟波阻
抗稀疏脉冲反演的结果作为随机协模拟的波阻抗

体，再根据ＳＰ与波阻抗的相关关系，得到最后的ＳＰ
随机模拟体（图１）。反演结果依据井资料、地质统

图３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测井曲线交汇分析图
Ｆｉｇ．３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ｕｒｖ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声波与密度交汇图；（ｂ）声波与电阻率交汇图；（ｃ）声波与伽玛交汇图；（ｄ）声波与自然电位交汇图
（ａ）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ｄｅｎｓｉｔｙ；（ｂ）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ｃ）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ｇａｍｍａ；（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ｓ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ｏｕｓ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计学信息和地震资料的有机结合，弥补了地震数据

缺少的低频成分，在垂向和横向上较好地反映了储

层的非均质性，克服了反演的多解性（刘百红等，

２００９；何火华等，２０１１）。
１．２　关键步骤
１．２．１　拟声波测井重构

储层的测井响应特征，特别是声波时差曲线特

征的分析是进行精细储层反演前的重要工作之一

（姜晓宇等，２０１４；潘昱洁等，２０１１）。从单井岩电响
应分析图可看出，ＳⅡ 层段砂岩在测井曲线上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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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低密度、高电阻率、低伽玛、ＳＰ负异常，而声波时
差曲线对于砂泥岩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图２）。

图４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波阻抗与拟声波阻抗区分砂泥岩对比直方图
Ｆｉｇ．４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ｖ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ａｎｄ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ｗａｖｅｉｍｐｅｄａｎｃｅｏｎ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ａｎｄａｎｄｍｕｄ

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同时，从声波测井曲线与密度、电阻率、自然伽

玛、自然电位测井曲线交汇图看（图３），电阻率曲线
受储层含油性影响，变化较大，ＧＲ曲线在泥岩段存
在一定的高值畸变，而 ＳＰ曲线泥岩基线清楚，储层
负异常明显。整体来说，本区 ＳⅡ 层段 ＳＰ测井属
性岩性敏感性最好，是区分砂泥岩的主要测井属性。

当波阻抗不能有效分辨砂泥岩时，可以利用与

岩性相关的测井曲线构造出一条更能够突出储层分

辨率的反演约束曲线（崔健等，２００８）。单纯的波阻
抗曲线不能有效地区分砂泥岩，砂泥岩波阻抗值完

全混叠（图４ａ），而 ＳＰ曲线对砂泥岩具有良好的分
辨能力，利用ＳＰ拟声波重构后的波阻抗能够区分砂
泥岩（图４ｂ）。
１．２．２　子波的提取

拟波阻抗反演是随机反演的基础，而地震子波

提取的好坏直接影响拟波阻抗反演的质量。首先利

用地震资料和测井资料提取子波的振幅谱和相位

谱，然后利用振幅谱和相位谱的信息合成一个理论

子波。利用该子波做合成记录，根据此合成记录与

地震资料的相关对比，修改时深关系，利用修改后的

井的时深关系结合地震资料提取新的子波，再利用

新的子波重新去修正井的时深关系。如此反复，直

到得到相位振幅谱变化稳定的子波，和与地震资料

相关性最好的合成记录。当子波的振幅谱确定下来

后，还要对子波的相移量进行调整，真正影响子波质

量好坏的是相位谱。图５ａ、ｂ、ｃ为制作合成地震记
录所提取的子波及其频谱。可以看出所有参与反演

井子波形态、能量、振幅及频宽基本一致，相位稳定，

从而说明统计子波可靠合理。

１．２．３　随机协模拟反演
随机协模拟是随机反演中的关键技术。随机协

模拟的实现思路是寻求比较符合地质规律的地质统

计学模型和方法，表征各种沉积类型的储层参数的

变化规律，用这种已知的规律对井间未知地区的储

层参数的空间分布作出预测估计。

随机协模拟运用岩性指示随机反演（马尔科夫

链蒙特卡罗算法），即在统计井点岩性比例的基础

上，首先对井点的离散数据———岩性（分为砂岩和

泥岩）和连续数据———波阻抗，进行概率分布函数

拟合以及变差函数分析（图６ａ、ｂ、ｃ），然后将拟合得
到的概率分布函数和变差函数，推广应用到整个三

维空间。完成所有井点的分析工作后，以地震资料

约束井间，在高斯模拟和克里金算法的控制下，获得

多个等概率模型，最终完成岩性的随机反演数据体。

该方法的最大优点是直接由定性转化为定量，所得

结果能够达到精细预测的目的。从岩性随机反演剖

面图可以看出（图７），岩性随机反演结果与实际钻
井结果吻合的较好，大部分井间预测砂体能与单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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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子波频谱分析
Ｆｉｇ．５Ｔｈ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ｗａｖｅｌｅｔ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所有井的子波；（ｂ）振幅频谱；（ｃ）相位频谱

（ａ）ｔｈｅｗａｖｅｌｅｔｓｏｆａｌｌｗｅｌｌｓ；（ｂ）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ｐｈａｓｅ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砂体有较好的吻合。

２　反演效果分析
２．１　纵向分辨率精度

纵向分辨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反演精度，决定

着是否能够精细刻画各个沉积单元的砂体展布情

况。通过井震对比，随机反演有效提高了储层预测

的纵向分辨率，河道砂体清楚，同时为了验证反演精

度，应用后验井进行了剖面对比分析（图８），通过各
井统计，大于３ｍ的砂层符合率达到８９．６％以上，２

～３ｍ砂岩符合率达７９．１％，小于２ｍ的砂岩符合
率７１．５％，达到了反演预测河道砂体的要求。
２．２　平面效果对比

随机反演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储层的纵向预测精

度，实现薄差层河道砂体的精细刻画，因此需立足于

沉积单元级别对测井资料和反演结果进行一致性对

比分析。通过对萨ＩＩ的井点符合率分析得出，各沉
积单元的反演预测图与源于测井资料的砂岩厚度等

值线图的平均符合率能达到７５％以上，其中，三角
洲分流平原亚相的沉积单元，符合率要明显高于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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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缘亚相的沉积单元。

图６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随机协模拟图
Ｆｉｇ．６Ｔｈｅ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ＳⅡ 岩性比例；（ｂ）ＳⅡ 砂岩和泥岩ＳＰ的概率分布函数；（ｃ）依据井统计的ＳⅡ 砂岩的变差函数分析

（ａ）ｔｈｅ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ｉｃ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ｏｆＳⅡ ｌａｙｅｒｇｒｏｕｐ；（ｂ）ｔｈｅＳＰ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ａｎｄａｎｄｍｕｄ；
（ｃ）ｔｈｅｖａｒｉｏｇｒａｍ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ＳⅡ ｌａｙｅｒｇｒｏｕｐｆｒｏｍｗｅｌｌ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如图９ａ与９ｂ，萨 ＩＩ１２单元属于三角洲分流平
原亚相，砂体发育较好，厚度大于１ｍ的砂体约占总

面积的８０％。从反演预测图看，与砂岩厚度等值线
图在平面分布趋势特征上具有良好的一致性，砂岩

展布特征、厚度变化反映清楚，砂岩厚度大于２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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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７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岩性模拟与
过井沉积相剖面对比图

Ｆｉｇ．７ｔｈｅ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ｌｉｔｈｏｌｏｇ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ｒｏｕｇｈ
－ｗｅｌｌｆａｃｉ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
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储层符合率为８１．６％，表明本次高精度反演结果真
实可靠，达到了反演预测的要求，在沉积单元沉积微

相识别及相图编制中具有较好的指示作用。如图

９ｃ与９ｄ，萨 ＩＩ２＋３ｂ单元属于三角洲内前缘亚相，
厚度大于１ｍ的砂体约占总面积的４０％，且平面上

图９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三角洲分流平原亚相与内前缘亚相反演效果对比
Ｆｉｇ．９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ｅｆｆｅｃｔｃｏｎｔｒａｓｔｏｆｄｅｌｔａ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ａｒｙｐｌａｉｎ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ａｎｄｉｎｎｅｒｆｒｏｎｔｓｕｂｆａｃｉｅｓ
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萨ＩＩ１２单元反演预测图；（ｂ）萨ＩＩ１２单元砂岩厚度等值线图；（ｃ）萨ＩＩ２＋３ｂ单元反演预测图；（ｄ）萨ＩＩ２＋３ｂ单元砂岩厚度等值线图
（ａ）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ＳⅡ １２；（ｂ）ｔｈｅｓ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ａｐｏｆＳⅡ１２；

（ｃ）ｔｈ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ｍａｐｏｆＳⅡ２＋３ｂ；（ｄ）ｔｈｅｓａｎｄ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ｉｓｏｌｉｎｅｍａｐｏｆＳⅡ２＋３ｂ

图８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反演验证剖面
Ｆｉｇ．８Ｔｈｅｖｅｒ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
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
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分布不稳定，砂体变化快，非均质性强。反演预测图

的颜色变化趋势与砂体变化趋势较相似，但不如平

原相沉积单元的一致性好，砂岩厚度大于２ｍ的储
层符合率为６９．８％。因此针对砂体发育较差的内
前缘相沉积单元，应基于测井资料进行微相的组合

和河道边界的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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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０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基于随机反演结果的井震结合河道走向修正图
Ｆｉｇ．１０Ｔｈｅｍａｐｏｆ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ｒｅｎｄｒｅｖｉｓｉｏ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ｗｅｌｌａｎｄｓｅｉｓｍｉｃｂａｓｅｄｏｎ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ｒｅｓｕｌｔ

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井震结合前的河道砂体展布图；（ｂ）随机反演平面预测图；（ｃ）井震结合后河道砂体展布图
（ａ）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ｍａｐ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ｐｒｏｆｉｌｅｏｆ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ｃ）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３　反演结果在河道砂体刻画中的应用
３．１　河道砂体走向的确定

利用“地震反演引导，井点微相控制”方法，以

沉积模式为指导，依次分析各个井点的测井曲线识

别河道砂体，在井间参考反演结果追踪砂体的发育

状况，从而确定河道砂体的走向（王琦等，２０１２；苏
燕等，２００８）。萨二油层组１＋２ｂ沉积时间单元，属
于三角洲分流平原亚相，砂体发育规模较大。基于

测井资料绘制的沉积相图表明（图１０ａ），河道总体
呈南北展布，砂体有间断，连续性较差。而从反演结

果预测的砂岩分布图上揭示出砂体的发育方向为南

东向（图１０ｂ），在平面上砂体能量变化显著，能清晰
地反映出砂体的宏观组合面貌。井震结合后，河道

的展布方向和摆动位置变化较大，连续性更好，形态

稳定，更符合三角洲分流平原环境的砂体沉积特征，

为河道砂体的精细刻画提供了导向（图１０ｃ）。
３．２　复合河道砂体中单一河道砂体边界的刻画

在大庆油田，河道砂体是最主要的储层砂体类

型，多条分流河道频繁改道、切割和叠置在沉积单元

内形成横向分布稳定的复合河道砂体。不同单河道

砂体之间由于复杂的连通方式和显著的物性差异造

成了复合河道砂体的严重非均质性（何宇航等，

２００５；金振奎等，２０１０）。因此，正确认识单一河道边
界、划分复合河道砂体，对建立储层的精细地质模型

和调整井网注采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图１１ａ为仅利用井资料勾绘的ＳⅡ１＋２ｂ沉积
单元Ｂ井区的河道砂体展布图，沉积类型为三角洲
分流平原，河道砂体连片分布，仅用测井资料无法在

该井区识别出单期河道的边界，未受地震反演约束

下，沉积相图绘制为三期河道相切。由过井反演剖

面图可见（图１１ｂ），井间存在清晰的砂体连通性变
差至尖灭的现象，表明在大面积分布的复合河道砂

体内部存在砂体尖灭（或发育程度变差）的情况，即

单一河道砂体边界，只不过目前井网密度尚不能揭

示该现象，所以从利用测井资料绘制的沉积微相图

上看表现为大面积分布的复合河道砂体。利用“地

震反演引导，井点微相控制”方法，通过逐井、逐剖

面的追踪，根据测井曲线形态差异、反演剖面砂体发

育状况的全面分析，从井点到剖面、再到平面进行单

一河道砂体边界的识别，由基于随机地震反演结果

的井控平面沉积微相图可见（图１１ｃ），原来表现为
大面积分布、互相切叠的复合河道砂体，实质为三条

单一、独立分布的河道砂体。

４　结论
（１）纵向上，不同厚度砂体的随机反演结果符

合率为：厚度大于３ｍ的砂体符合率为８９．６％，厚
度为２～３ｍ的砂体符合率为７９．１％，厚度小于２ｍ
的砂体符合率为７１．５％；平面上，各沉积单元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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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１大庆油田萨北开发区萨二组复合河道砂体单一河道边界的识别
Ｆｉｇ．１１Ｔｈｅ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ｉｎｇｌ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ｉｎ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ｄｙ
ｆｏｒｔｈｅＳⅡ ＬａｙｅｒｏｆｔｈｅＳａｅｒｔｕ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ｉｎＮｏ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ｒｅａ，ＤａｑｉｎｇＯｉｌｆｉｅｌｄ
（ａ）井震结合前河道砂体展布图；（ｂ）反演预测剖面图；（ｃ）井震结合后河道砂体展布图

（ａ）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ｍａｐｂｅｆｏｒｅ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ｂ）ｔｈｅｐｌａｎｅ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ｐｒｏｇｎｏｓｔｉｃ；
（ｃ）ｔｈｅｃｈａｎｎｅｌｓａｎｄｂｏｄｙ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ｖｅｍａｐａｆｔｅｒ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的砂体符合率能达到７５％以上，且三角洲分流平原
亚相的砂体符合率要明显高于内前缘亚相。

（２）利用“地震反演引导，井点微相控制”方法，
根据测井曲线形态差异与反演剖面砂体发育状况的

分析，能对河道砂体的单一河道边界、走向、井间砂

体叠置关系描述起到一定的指示作用。

（３）密井网条件下井震结合精细刻画井间河道
砂体的方法在三角洲分流平原和内前缘亚相是适用

的，通过充分利用钻测井数据的纵向优势与地震属

性信息的横向优势对井间河道砂体定位，减少了以

往单纯基于井数据刻画河道砂体的主观因素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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