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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维地震勘探在天津南部平原区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应用

付小锦，王志刚，江胜国，许甜甜，曹 健

（天津华北地质勘查局，天津 300170）

摘 要：二维地震勘查是区域地质调查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次研究通过二维地震勘探在天津南部第四系深覆盖平

原区地质调查工作中的运用，成功揭示了古河道、第四系及新生界底界面的埋深和空间展布特征，查清了研究区构

造格架，了解了研究区地层和区内厚大煤层5煤、10煤的埋深和起伏形态，标定了页岩气优选目标层位，并通过钻

探、化验等手段，验证了二维地震勘探成果的可靠性。古河道底板埋深预测误差为3.6%；第四系底界面埋深预测误差

为8.4%；新生界底界面埋深预测误差为0.7%；5煤埋深预测误差为0.4%；10煤埋深预测误差为1.3%；页岩气优选目标

层位预测误差为0.7%。结果表明，本次二维地震预测误差均在10%以内，符合相关规范要求，因此，在第四系深覆盖

地区运用二维地震勘探方法解决地质调查中的一些问题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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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地质调查手段往往不能满足调查需求，而

地震勘探是一种重要的地球物理勘探手段，通过观测

和分析人工地震产生的地震波在地下不同介质中的

传播规律，以推断地下岩层的性质和形态[1]。该技术

曾被广泛应用到油气勘探、煤田勘查、钾盐矿勘查和

地壳研究等方面[2-5]。近年来，随着地震勘查精度越来

越高，拓宽了应用范围，又被应用到页岩气储层勘查

和区域地质调查等领域。武磊彬等在贵州山区页岩

气勘探过程中，通过开展二维地震勘查，确定了可以

获得研究区高质量的地震数据，为后续施工、数据处

理以及地质解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6]；郭东鑫等在渝

黔湘秀山区页岩气分布区开展二维地震勘探研究，取

得了较好效果，并部署参数井2口。但以上学者仅停

留在地震数据的推测、解释阶段，未采取样品开展页

岩气相关测试分析[7]。闫敏等将二维地震应用到新构

造运动、基岩面起伏形态和第四纪沉积环境分析等方

面，取得了较好效果，但并未进行工程验证[8]；缪卫东

等通过将二维地震勘查和钻孔资料对比分析，揭示了

南通地区松散沉积层中的5 条断裂及一些古河道[9]。

本次通过在天津南部开展二维地震勘查，根据

地震数据反演结果，结合区域地质资料，推测区内古

河道分布、新生界底界面埋深和形态、页岩气储层分

布、煤炭赋存情况以及构造格架，并通过钻探、化验

测试等手段，对推测成果进行验证，对推广二维地震

在平原区地质调查中的应用成果有重要意义。

1研究区概况
1.1 地层特征

研究区位于天津市南部的静海区内，地貌类型

相对简单，主要为冲积洪积平原和海积冲积平原两

类二级地貌单元，海拔高程1～5 m，整体地势南高北

低[10-15]。区内地层与区域地层对比，缺少新生界古近

系和中生界地层，由老到新为奥陶系、石炭系、二叠

系、新近系和第四系地层（表1）[16]。

1.2 构造特征

研究区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华北断坳之中的沧县

隆起中部的大城凸起，周边发育有静海-大城断裂、

北芦庄-西九吉断裂和里坦向斜、卧佛堂向斜等。

研究区总体呈背斜构造形态，在子牙背斜东南翼地

层走向NE，倾向SE；西北翼地层走向NE，倾向NW。

区内断裂不发育，仅在西北部边界附近分别发育小型

断层DF1、DF2，倾角、落差和区内延展长度不清[17]。

1.3 煤层特征

研究区含煤地层为石炭系中统本溪组、上统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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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组、二叠系下统山西组。煤系地层总厚度为

280 m左右，含煤约 18层，煤层总厚 30 m。主要可

采煤层为 5号煤层和 10号煤层，5号煤层位于山西

组，埋深 1 300 m左右；10号煤层位于太原组，埋深

约 1 400 m。

1.4 页岩气储层特征

研究区山西组地层稳定，碳质泥页岩较发育，平

均为20 m左右，最大可达35 m。优选目标层位埋深

位于 1 250 m 左右，厚度约 10 m，距 5 号煤层顶板

35～40 m，岩性为碳质泥页岩[18]。

2技术思路与工作流程

2.1 技术思路

前人资料显示，研究区处于青县—静海段古黄

河河道带上，新生界底板埋深约850～1 000 m，含煤

地层为石炭系太原组和二叠系山西组，页岩气优质

储气层为二叠系山西组5号煤层顶板上方约35～40

m的碳质泥页岩[19-22]。研究区地层整体呈一背斜构造

形态，地层较平缓，轴部位置不清，西北部和东南部

存在推测断裂 DF1 和 DF2。为在研究区开展页岩

气、煤炭地下气化的勘查、开发和规划工作，查清研

究区古河道分布规律和新生界底板、主要可采煤层、

页岩气优质储气层埋深，以及研究区的构造特征是

本次地质调查工作的主要任务[23-26]。因此，根据目标

地质体不同的地球物理特征，以二维地震先行、钻孔

验证的思路进行地质调查工作，无疑是最好选择，可

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本次地震勘探线布设遵循主测线垂直于构造走

向的原则，布设测线4条，共计30 km。其中3条主测

线 D1、D2 和 D3 布成 NW-SE 向，线距约 2 000 m～

3 000 m，1条联络测线DL1布成NE-SW向，基本形

成“丰”字型测网（图 1）。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

区的东南部为开发区，障碍物密集，无法进行地震

勘探，因此测线主要布置在研究区的西北部。

2.2 工作流程

为了掌握研究区地质和地球物理特征，获得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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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26.90～1 236.55

1 236.55～1 340.40

1 340.40～1 413.90

1 413.90～1 504.00

1504.00～1531.60

岩性特征

以浅黄、褐黄、黄褐色粘土、砂质粘土为
主，夹细、中砂

褐黄、灰绿及黄绿色半胶结的粘土和砂层

灰、灰绿及紫红色粗砂岩、细砂岩、泥岩

灰、灰绿及暗紫色泥岩、细砂岩、粉砂岩

灰、灰绿、紫色泥岩、粉砂岩、细砂岩，底部
为灰、浅灰色细砂岩

灰、灰绿、紫色泥岩、粉砂岩、细砂岩，底部
为灰、浅灰色细砂岩

深灰、灰黑色泥岩、细砂岩及粉砂岩，含煤
7层，可采5层
黑灰、灰色泥岩、铝土质泥岩和细砂岩为
主，夹浅灰色粉砂岩和少量的灰岩

为煤系基底，以深灰、灰色致密质纯灰岩、
白云质灰岩为主

表1 研究区地层简表

Table 1 Formation simple table of study area

图1 研究区位置示意图

Fig.1 Formation simple table of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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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地震数据采集成果，掌握可控震源因素变化对记

录质量的影响，在正式开展野外工作前，分别开展点

试验和线试验[27]。野外工作完成后，经静校正、振幅

处理、干扰波的消除，再以叠加速度为基础，经过拾

取、平滑可以得出本区的偏移速度趋势，根据不同测

线情况通过偏移速度扫描进一步优化，最终得出不

同测线的最终速度场，保证偏移归位的合理性，确保

成像准确[28]。

3资料解释
地震资料解释是将地震勘查资料转化为地质成

果的复杂过程，地震资料应符合地质规律。因此，首

先分析本地区的区域地质规律，对区域规律、地质资

料有了充分认识后，再对地震资料进行解释。本次

地震勘查的主要目的是推测区内古河道分布、新生

界底界面埋深和形态、页岩气储层分布、煤炭赋存情

况以及构造格架。解释过程中先利用反射波的相位

特征、振幅特征、频率特征及波组特征等，进行反复

追踪对比，然后利用测线交点闭合检查，确定目的层

层位及断层情况，最后确定全区主要目的层的埋藏

深度及构造形态。

3.1波的对比解释

波的对比解释是以强相位对比为主，同时利用

目的层形成的波组特征关系及主测线、联络测线交

点闭合的方法。根据地震反射波的动力学特征及强

相位连续、转换、消失、重迭等特点，对全区波形较稳

定、特征明显、能够追踪对比的主要标准反射波进行

对比，闭合差在5 ms以下。资料解释以叠加剖面为

主，叠偏剖面为辅。

研究区地震波组通过与区域上钻孔数据比对，

自上而下发育TQ 、TQ+N、T5、T10。分别可与四个较明显

的层位对应。

TQ波为第四系底界面与新近系岩层形成的反射

波。依据上、下界面整合接触关系，能够识别追踪TQ

波，但由于下伏地层不同程度的风化影响和高低起

伏变化，导致该反射波能量产生差异，波形发生变

化，在时间剖面上用“TQ”表示。

TQ+N波为新生界底界面与下伏基岩形成的标准

反射波。全区以两个强相位出现，波形稳定、能量

强、连续性好，且与下伏地层产生的反射波呈角度不

整合关系，在时间剖面上用“TQ+N”表示。

T5波为5煤层与其围岩形成的标准反射波。全

区以两个典型的强相位出现，波形稳定，波形特征、

波组关系非常明显、连续性好，且能量较强，在全区

连续追踪对比，在时间剖面上用“T5”表示。

T10波为10煤层与其围岩形成的标准反射波。5

煤和10煤两者间距为100 m左右，在全区大部分地

段也是以两个强相位出现，有些地段反射波连续性

稍差，在时间剖面上用“T10”表示。

3.2 目的层深度计算

研究区标定速度值由区域上钻孔ZKDC3揭露

的目的层深度及钻孔旁地震时间剖面时间值等有关

参数计算得出（图1），公式如下：

HQ+N =
V0T02 1 - ■

■
■

■
■
■

V0ΔT02S
2

式中：H0为钻孔ZKDC3揭露新生界厚度；TQ+N为

钻孔ZKDC3揭露新生界反射波时间值；ΔTQ+N为区域

上相邻两条TQ+N波等时线间距；S0为区域上对应相邻

等时线间水平距离值。

HQ+N =
V0T02 1 - ■

■
■

■
■
■

V0ΔT02S
2

式中：H5、10为钻孔ZKDC3揭露5、10煤层底板深

度；H5、10为钻孔ZKDC3揭露新生界厚度；TQ+N为钻孔

ZKDC3处新生界对应的时间；T5、10为钻孔ZKDC3揭

露煤层对应的时间；VQ+N为新生界标定速度；ΔT5、10为

相邻两条等时线间距；S5、10为T5、10波等时线图上相邻

等时线间水平距离。

研究区目的层深度计算由该层反射波时间与上

覆地层标定速度值通过时深转换得出目的层的埋深

数据，公式如下：

HQ+N= 12VQ+NTQ+N

H5、10 = 12V5、10T5、10 +HQ+N

式中：H为目的层深度；V为上覆地层标定速度

值；T为目的层反射波时间值。

根据已知区域钻孔ZKDC3岩心编录和测井情

况，将相关数据带入以上各公式，研究区所用地震时

间剖面参数为：资料处理使用的基准面0 m；新生界

底界面TQ+N反射波速度2 000 m/s；5煤层、10煤层T5、

T10反射波速度3 800 m/s。

3.3 断裂构造解释

（1）断点解释

断点解释是根据地震时间剖面上标准反射波同

相轴及辅助波同相轴的错断、终止、产状突变、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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轴扭曲、分叉合并、重复、相位转换、断面波、绕射波等

标志识别断点。落差较大的正断点表现为反射波的

错断间距较大，有断面波或绕射波出现，有时伴有构

造牵引现象出现。落差小的正断点，表现为反射波

错断间距较小或扭曲。只有很小距离的错断，时间

关系上仅差几毫秒至十几毫秒。

（2）断点与断层评级标准

依据《煤炭煤层气地震勘探规范》（MT/T 897—

2000）等相关规范，将断点在时间剖面上显示的可靠

程度分为A、B、C三级；将断层按其可靠程度分为“可

靠”、“较可靠”、“控制较差”三级。

3.4 古河道的解释

古河道中的砂层与周边粘土岩性差别较大，导

致反射波在地震剖面上显示出较明显的差异，主要

变现为有效波将呈现出凌乱、模糊、中断的特点，频

率、振幅和外部几何形态也会发生明显变化，根据这

些标志进行古河道的解译。

3.5 页岩气储层的解释

区域上山西组广泛发育，在平面上呈现“广覆

型”分布，沉积稳定，厚度一般为80～130 m，碳质泥

页岩总厚度为20～40 m左右，最大可达45 m。本区

页岩气主要储存在二叠系山西组碳质泥页岩中，具

有层数多、夹层多、单层厚度较小等特点，优选目标

层位位于全区可采煤层 5煤上 30 m左右，厚度约 8

m。本次页岩气有利区解译，利用区域上已知钻孔资

料，结合多属性融合、技术多参数叠前反演等技术推

测页岩气有利分布区，再根据裂缝发育区、高速页岩

层夹在低速层的原则进一步确定优选目标层位[29-31]。

4解译成果
4.1 第四系底界面标高及变化趋势

第四系底界面整体呈现以小邀铺-三呼庄为界

限,中间略浅向西北、东南逐渐加深趋势，深度在

165～325 m。地层整体平缓，坡角小于3°。小邀铺-

三呼庄连线附近新生界底界面最浅，其底界面标高

为-175 m；东南部的东禅房附近新生界底界面最深，

其底界面标高为-325 m。

4.2 新生界底界面标高及变化趋势

新生界底界面变化趋势与第四系底界面相似，

整体呈现以小邀铺-三呼庄为界限，中间略浅向西北、

东南逐渐加深趋势，等值线迂回曲折。地层整体平

缓，坡角小于5°。小邀铺-三呼庄连线附近新生界底

界面最浅，其底界面标高为 -900 m；东南部的东

禅房附近新生界底界面最深，其底界面标高为-1

020 m。

4.3 褶曲

受后期构造运动的影响，形成了幅度不等的褶

曲，其中褶曲构造表现较大的主要有子牙背斜。本

次二维地震勘查测线均位于子牙背斜的西北翼，而

子牙背斜的东南翼位于静海开发区，障碍物密集，无

法进行地震勘探，因此未能控制子牙背斜的东南

翼。为了完整描述子牙背斜，结合收集到的地震测

线资料对该背斜的东南翼进行了推断解释。

子牙背斜承接相邻的大城勘查区继续在本区发

育，轴向由大城勘查区的NNE向变为了NE向，两翼

地层走向基本呈NE向，西北翼较缓，东南翼较陡。

背斜的西北翼地层倾角在3～6°之间变化，东南翼地

层倾角在8～10°之间变化。

子牙背斜的轴长在研究区内为10 km左右，最大

宽度为15 km左右，为一向北东向倾伏的不对称的背

斜（图2）。

4.4 断裂构造

本次地震解释新发现断层序号前面以“ DF ”打

头编号; 新发现断点序号前面以“df ”打头编号。各

断层（或断点）叙述具体如下：

（1）DF1正断层

该断层位于研究区西北部边界附近（图1），该断

层在地震时间剖面上目的层反射波明显错断。断层

走向NE，倾向NW，倾角70°，区内延展长度4 250 m，

区内落差60～90 m，2条测线（D1、D2线）控制，2个

A级断点，属可靠正断层（图3）。

（2）df1正断点

该断点位于朱家村西北D2测线2 315 m桩号附

图2 子牙背斜在DC1测线上的显示

Fig.2 Ziya anticline in DC1 tim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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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该断点在地震时间剖面上目的层反射波明显错

断，为A级断点，倾向NW，落差小于50 m（图4）。

（3）df2正断点

该断点位于朱家村西北D3测线2000 m桩号附

近，该断点在地震时间剖面上目的层反射波明显错

断，为A级断点，倾向SE，落差小于50 m（图5）。

（4）DF2正断层

该断层位于研究区东南部边界（图1），走向NE,

倾向SE，倾角55°，落差0～130 m，区内延展长度为5

200 m，区内由DC1、DC2两条测线控制，1个A级断

点，1个B级断点，为较可靠正断层（图6）。

4.5 5煤层底板标高及变化趋势

区内地层总体呈现向北东倾伏的背斜构造形

态，地层走向基本为NE向。地层由子牙背斜轴部分

别向西北、东南逐渐加深。子牙背斜的西北翼地层

倾角在3～6°之间变化，而东南翼地层相对较陡，地

层倾角在8～10°之间变化。区内构造相对简单，除

研究区西北部边界DF1断层及东南部DF2断层外，

其它区域未见断层发育。

全区5煤层埋藏最浅处位于子牙背斜轴部附近，

底板标高为-1 150 m；最深处位于研究区东南部边界

附近，底板标高为-1 900 m。研究区未见煤层露头等

其它地质现象。

4.6 10煤层底板标高及变化趋势

10煤层和5煤层走向基本一致，这是因为两煤层

间距基本一致，一般在100 m左右变化。从时间剖面

上明显看出两组反射波相距70 ms左右。其构造规

律和断层与 5煤层也基本一致，褶曲构造也基本一

致。煤层最浅处位于子牙背斜轴部附近，底板标高

为-1 250 m，最深处位于研究区东南部边界附近，底

板标高为-2 000 m。

4.7 古河道

本次地震勘探工作解译古河道一条，走向南北，

范围较大，最宽处达2.5 km，西边界为北万营-郑庄

图3 DF1正断层在D1、D2测线上反映

Fig.3 DF1 normal fault in D1、D2 time section

图6 DF2正断层在DC2测线上反映

Fig.6 The DF2 normal fault in DC2 time section

图5 df2正断点在D3测线上反映

Fig.5 The df2 breakpoint in D3 time section

图4 df1正断点在D2测线上反映

Fig.4 The df1 breakpoint in D2 time s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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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尚家村一线，东边界本次地震勘探测线未能完全

控制。地震剖面上显示古河道处波组连续性差，区域

性凌乱，空间上明显呈现上宽下窄的几何形态，主要

是因为古河道主要以砂层为主，大部分能量被砂层和

淤泥层吸收，与周围粘土形成的反射波能量较弱。

4.8 页岩气储层分布特征

研究区页岩气储层为二叠系山西组的碳质泥页

岩，与5号煤层关系密切，特别是优选目标层位，位于

5号煤层上部约30 m处。根据5号煤层分布情况，同

时结合页岩气储层的反射波特征推测本区页岩气储

层分布特征如下：碳质泥页岩总体呈现向北东倾伏

的背斜构造形态，地层走向基本为NE向。子牙背斜

轴部埋深相对较浅，向两侧逐渐加深，北西侧地层倾

角平缓，南东向较陡。

5钻孔验证
为验证二维地震勘探在天津南部地质调查中

应用的可行性，本次在三乎庄设计验证钻孔一个，

位于 D1 剖面 5 712.9 m 处，编号为 YZK-1，施工深

度 1 533.88 m（图7）。主要目的层为古河道底界面、

第四系底界面、新生界底界面、页岩气优选目标层

位、5煤层和10煤层（表2）。

5.1 古河道

根据二维地震勘探成果，古河道底界面反射波

TG位于二维地震时间剖面0.140 s附近，推测大致埋

深为 140 m。钻孔揭露埋深 140 m附近的岩性特征

如下：145.2 m为岩性分界线，上部为灰绿色、灰黄色、

棕黄色细沙，粒度自上而下逐渐变粗，主要成分为石

英、长石及其它暗色矿物，见灰绿色云母片，水平层

理；下部为棕黄色、棕红色夹灰绿色粘土，局部略含

粉砂质，可见白色钙质结核（图8）。该古河道上宽下

窄，为条带状高地古河道，由砂质组成，是河流发育

到晚期河床加积抬高而成，一般河床高出两侧平地

1～3 m，这也是河北平原典型古河道特征。本次预

测埋深与实际埋深相差5.2 m，误差为3.6%，在允许

的误差范围内。

5.2 第四系底界面

根据二维地震勘探成果，第四系底界面反射波

TQ位于二维地震时间剖面0.220 s附近，推测大致埋

深为 220 m。钻孔揭露埋深 220 m附近的岩性特征

如下：201.4 m为岩性分界线，上部为灰绿色、灰黄色

泥质细沙，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及其它暗色矿物，

可见灰绿色云母片，粒度自上而下逐渐变粗；下部为

棕黄色、棕红色夹灰绿色砂质泥岩，粘土为主，夹少

量粉砂，含白色钙质结核，粒径 0.5～3.0 cm（图 9）。

本次预测埋深与实际埋深相差18.6 m，误差为8.4%，

虽然误差与古河道底界面对比明显增大，但也在相

关规范允许范围内。主要是受激发条件影响，大部

分能量被粉砂层和淤泥层等吸收，造成TQ波反射能

量较弱，误差增大。

5.3 新生界底界面

根据二维地震勘探成果，第四系底界面反射波

TQ+N位于二维地震时间剖面0.905 s附近，推测大致埋

深为 905 m。钻孔揭露埋深 905 m附近的岩性特征

如下：898.7 m为岩性分界线，上部为灰绿色细砂岩，

细粒结构，底部略粗，主要成分为石英、长石及其它

暗色矿物，见灰绿色云母片；下部为紫红色、灰绿色

泥岩，岩心完整，固结程度高，为基岩风化段，裂隙发

育，泥质填充（图10）。本次预测埋深与实际埋深相

差6.3 m，误差为0.7%，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图7 验证钻孔时间剖面特征

Fig.7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ime section from

the verified drill

目标层位
古河道

第四系底界面
新生界底界面

页岩气优选目标层位
5煤层
10煤层

时间剖面位置/s
0.140
0.220
0.905
1.105
1.120
1.190

预测埋深/m
140
220
905

1 285
1 315
1 446

表2 验证目的层位参数一览表

Table 2 The parameters of the verified target l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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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5煤埋深

根据二维地震勘探成果，第四系底界面反射波

T5位于二维地震时间剖面1.120 s附近，推测大致埋

深为 1 315 m。钻孔揭露埋深 1 315 m 附近的岩性

特征如下：5煤顶板埋深为 1 320.98 m，底板埋深为

1 332.03 m，见煤厚度 11.05 m。煤层为黑色，块状

为主，次为颗粒状，沥青光泽，多为亮煤，属半亮型

煤。煤层含两层夹矸，夹矸岩性为黑色碳质泥岩，

夹黑色碳质条带，泥质结构夹粉砂质碎屑，裂隙发

育，充满方解石脉。本次预测埋深与实际埋深相差

5.98 m，误差为0.4%，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5.5 10煤埋深

根据二维地震勘探成果，第四系底界面反射波

T10位于二维地震时间剖面 1.190 s 附近，推测大致

埋深为 1 446 m。钻孔揭露埋深 1 446 m 附近的岩

性特征如下：10 煤顶板埋深为 1 416.39 m，底板埋

深为1 427.07 m，见煤厚度10.68 m。煤层为黑色，块

状为主，次为颗粒状，沥青光泽，多为亮煤，属半亮型

煤。煤层含一层夹矸，厚度为0.55 m，夹矸岩性为黑

色碳质泥岩，夹黑色碳质条带，泥质结构夹粉砂质碎

屑，裂隙发育，充满方解石脉。本次预测埋深与实际

埋深相差19 m，误差为1.3%，虽然误差与5煤层埋深

对比误差增大，但也在相关规范允许范围内。主要

是受5煤层影响，大部分能量5煤层吸收，造成T10波

反射能量较弱，误差增大。

5.6 页岩气储层分布特征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和本次二维地震勘探成果，

区内页岩气优选目标层位位于二维地震时间剖面

1.105 s附近，推测大致埋深为1 285 m。笔者为验证

预测结论，通过KD-Ⅱ型页岩气解析仪将山西组岩心

全部进行现场解析，并采取含气量高的碳质泥页岩

样品送至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化验室进行

分析测试。

研究区优选目标层为山西组中部1 290 m处7 m

厚的碳质泥页岩，含气量达1.8 m3/吨。主要矿物为黏

土矿物，石英、钾长石、斜长石、菱铁矿、黄铁矿，方解

石、铁白云石含量较少。高热解温度Tmax为469℃，

生烃潜量（S1+S2）介于1.18～34.48 mg/g之间，氢指

数介于 61～258 mg/g 之间。有机质成熟度平均为

0.83%。本次预测埋深与实际埋深相差5 m，误差为

0.7%，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

研究区页岩气储层碳质泥页岩具有层数多、单

图8 钻孔揭露135-150 m岩性照片

Fig.8 The lithology photos revealed by drill from 135m to 150 m

图9 钻孔揭露200-215 m岩性照片

Fig.9 The lithology photos revealed by drill from 200m to 215 m

图10 钻孔揭露895-910 m岩性照片

Fig.10 The lithology photos revealed by drill from 895m to 91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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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厚度小、夹层多等特点，含具有一定渗透率的致密

的砂岩、泥质粉砂岩并多见黑色煤层夹层，不能直接

使用海相页岩的评价方法，应该针对页岩源岩—储

层自身的地质特点，对泥岩及砂岩进行综合评价。

对泥岩间厚度大于3 m，且具有一定渗透率的砂岩夹

层与泥岩划为整体目的层评价，经统计，本区山西组

含气碳质泥页岩总厚度约为30 m，以5煤为底板，顶

板位于5煤上部60～80 m处，全区稳定分布，钻探揭

露情况与二维地震解译成果一致。

6结论
（1）在天津南部平原区应用二维地震勘探技术，

能够很好的揭示第四系深覆盖平原区古河道、第四系

和新生界底界面的展布特征，指导平原区地质调查工

作，为了解地下空间形态提供了直接的证据。

（2）通过二维地震勘探，大致查明了研究区地层

和5煤、10煤底板埋深及起伏形态，能够在找煤工作

中发挥重要作用，为钻孔的布设提供依据。

（3）二维地震勘探揭示研究区断裂和断点相对

准确的位置，为下一步开展相关规划和煤炭资源的

清洁开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通过充分分析区域地质资料，结合本次二维

地震勘探工作，按照构造简单、地层倾角和绝对曲率

较小、埋深位于5煤上30 m左右的原则，标定了页岩

气优选目标层位，为进一步开展页岩气相关勘探工

作提供依据。

本次二维地震解译的各项资料，均通过钻探、化

验等手段进行验证，验证结果与二维地震解译结果

吻合，提高了二维地震在地质调查工作中的可靠性，

可以将本次二维地震勘探所取得的成果进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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