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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蒸发岩与油气经常共存于一个沉积盆地中，蒸发岩是优良油气藏盖层，故应用油气的测井数据进

行盆地地下蒸发岩地层岩性的判别，可为在油气探区蒸发岩研究和寻找油气与钾盐资源提供便捷的技术手

段。笔者提出了一种蒸发岩盆地岩性判别模型，它在蒸发岩盆地综合利用物探测井参数的基础上，使用专家

知识对测井数据进行半定量、定性处理，给出了经验的判别公式，建立了专家知识数据模型。通过对羊塔5

井测井数据进行判别，有84％与原岩芯岩性相符。结果表明，此判别模型对类似应用具有参考价值。

关键词：塔里木盆地；蒸发岩；岩性判别模型；测井数据

中图分类号：P61 1．4．5；P588．24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3021(2009)05．679—05

The Evaporate Rock Lithology Discrimination Model for

Tarim Basin and its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ANG Yong—zhi 1'∞，PAN Maon，JIAO Peng—cheng孙，YANG Hai-jun舢，
GU Qiao．yuan⋯．LIU Cheng—lin刘

1)School ofEarth and Space Sciences，Peking University，Beijing 100871；

2)College ofInstrumentation Science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Jilin University，Key Laboratory

of Earth Exploration ofMinistry of Education，Changchun，Jilin 1 30026；

3)Institute ofMineral Resources，Chinese Academy ofGeological Sciences，Beijing 100037；

4)Institute of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Tarim Oil and GasBranch Company，Korla，Xinjiang 841000

Abstraet：The evaporate and oil．gas resources often coexist in the same basin，and evaporates are the quality COV-

ering strata for oil and gas deposits．Therefore，the utilization of logging data from oil—gas drill holes to judge the

lithology of evaporates in the deeply—buried strata of the depositionai basin can provide a good method for the

study of salt rocks and the search for potash resources in the oil—gas prospect area．This paper suggests ajudging
model for the lithology of the evaporate basin，which uses comprehensively geophysical prospecting logging data

in the evaporate basin and then processes the logging data semi-quantitatively and qualitatively on the basis of

expert knowledge．It gives experiential formula and expert knowledge data model and designs the basic imple—

mentation of algorithm．Model experimentation calculation for logging data from drill hole Yangta#5 shows that

84％of the results are identical to the known data，indicating that the model has a fairly good reference value for

similar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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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年来，塔里木盆地油气勘查工作已积累了

大量详实的测井数据，对测井数据进行二次开发和

处理，并结合岩心、岩屑、地球物理、区域地质、

构造和岩相古地理等资料的分析，对成盐地层岩性

进行判另fj(干登红等，2005)，其成果可作为在油气探

区内盖层研究和钾盐寻找及矿产资源评价系统建设

(董英君等，2005)等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塔里木盆地自寒武纪到新近纪，有广泛的海

相、海陆过渡相沉积，相应在各时代地层中形成了

大量蒸发岩沉积(贾承造等，2003)。盐与油气的形成

在构造条件和沉积环境方面有一致性，即封闭．半封

闭的、持续沉降的大型沉积盆地有利于盐与油气的

生成，地质历史上沉积盆地通常经历湿润与干旱的

古气候交替变化，湿润气候有利于油气生成，干旱

气候利于蒸发岩的沉积，两种资源常共存于一个盆

地中。同时，蒸发岩系是油气的良好盖层，盐丘是良

好的储油构造，盆地中油盐通常具有密切关系(李勇

等，2006)。盆地蒸发岩地层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际

意义，为更好地研究盆地深部盐层分布规律，笔者

建立了一种蒸发岩盆地岩性判别模型，并给出了经

验公式。首先应用伽玛测井、电阻率测井等方法计

算出有待进一步加工的测井数据，应用半定量、定

性的专家经验知识对这些测井数据进行综合性的分

析和判别。文中给出了蒸发岩岩性判别具体实现的

全过程及成盐(钾)岩性分布实现。

1蒸发岩岩性判别模型

1．1 蒸发盆岩性判别的概念模型

海盆或湖盆水体遭受蒸发，其盐分逐渐浓缩以

至沉淀，这种化学成因的岩石称为“蒸发岩”，其包

括氯化物岩、碘酸盐岩、硫酸盐岩、碳酸盐岩和硼

酸盐岩等。岩性识别是地层评价、油藏描述以及实

时钻井监控等方面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目前，获

取地下岩性信息的手段有岩屑录井、取心和钻后测

井参数资料的解释处理(张辉等，2005)，其中以后者

为主。

设判别的结果岩性有m类沏个总体)，并把从

第f(扛1，2，⋯，聊)类中取出的代表性岩石样本记为ni，

称G=(，ll，n2，⋯，rim)为研究区内的岩石类型样本空

间。其中任何一个样品x都是由Z个确定岩性的测

井参数表示的向量，即骼=@I，x2，⋯，xt)。岩性识别就

是对来源于m类岩石中的任何一个未知岩石类型的

样品y，根据确定岩性的1个测井参数的观测值判定

它属于G中的哪一类及其属于各类的可信程度(刘

秀娟等，2007)。

2．2岩性判别模型流程

蒸发岩盆地岩性判别模型，是主要针对蒸发岩

地层，综合利用地球物理测井参数，建立一种半定

量、定量判别岩性模型，对钻井地质绘制测井剖面

图及测井解译均具有重要意义。判别模型根据测井

数据、测井曲线、专家经验知识等，综合分析识别

岩性，从测井曲线的形态特征和测井值的相对大小

进行定性判别，其解译结果的可靠性主要取决于专

家实践经验知识和岩心剖面的复杂程度。由于地下

构造的复杂性，地层分布并不一定是规律性的，导

致对盆地、测井的分析均有其特殊性，针对不同的

测井瞳线，建立统一的数学模型和不同的专家知识

进行岩性判别，应用岩性统计矩阵、岩性统计权重

系数等统计方法提高评价的准确率与可靠性，最后

确定地层的岩性。

岩性判别模型(系统)的结构主要包括①岩性(岩

石、矿物)数据库和物探测井曲线参数；②岩性(岩

石、矿物)数学函数或半经验公式；③供分析的测井

数据；④岩性判别及结果评价(判别矩阵)；⑤岩性

输出。岩性判别(模型)的结构如图1所示。

岩性数据库汇集了矿物的岩性特征，表示为

F={name、category I chemistry、unitCell—Parameter，

color，luster，striation、hardness、density、solubility，

fusibility、infrared pectruml，专家知识库给出了半定

量、经验的判别规则R={loggingName、method、

startValue、endValue、weight、rockType、descriptionl o

图1岩性判别模型结构

Fig．1 Structure of the lithoiogy discrimin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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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岩性判别的数学模型

根据测井曲线，在判别模型中给出了基于伽玛

测井、密度测井、中子测井、声波测井、电阻率测

井、自然电位测井、测向测井等8种常见测井曲线

岩性判别的数学函数或半经验公式(原宏壮等，2005；

曹正良等，2005；徐海浪等，2006；邓小波等，2006)，

并给出了经验判别规则(陈一鸣等，1994)。同时判别

规则中的定量值根据不同的盆地地质背景、测井数

据不同而各异，此外判别规则中的定性数据在计算

时也要转化成具体的定量数据，对每一个方法分配

权重，对每一个岩性也要分配权重。笔者给出了常

用的伽玛测井和声波测井的数学公式和判别规则。

1．3．1 基于伽玛测井的岩性判别模型

(1)数学公式

以X1)=放I+bYl+cZl，其中xl、y1、z1分别表示

钾石盐、光卤石和粘土的百分含量，a、b、c是系数。

(2)手Ⅱ另0规贝0

表1和表2分别给出了伽玛测井的定量和定性

的笋0另U规贝0。

1．3．2基于声波测井的岩性判别模型

(1)数学公式

F(X4)：，(y)：t2一^：一b2一堕：丝，其中：“、
场 场 略

t2表示声波到达两个接受器的纵波运行时间：Ab表

示两个接受器之间的距离；Pb表示声波通过地层的

传播速度。

表1 伽玛测井的定量判别规则

Table 1 Quantitative discrimination rules of Gamma logging

定量值 岩性

O

2．O～lO．O

13．1

15．5～63．O

石盐、硬石膏、石膏、方解石、白云岩、石英

页岩、泥岩

钙芒硝泥岩

杂卤石、钾石盐、长石砂岩

表2伽玛测井的定性判别规则
Table 2 Qualitative discrimination rules of Gamma logging

表3声波测井的定量判别规则

Table 3 Quantitative discrimination rules of sound

wave logging

定量值 岩性

164

155-250

250-380

硬石膏

石灰岩、白云岩

砂岩

表4声波测井的定性判别规则

Table 4 Qualitative discrimination rules of sound

wave logging

． (2)笋Ⅱ另0规贝0

受篇幅所限，仅列2种测井方法的部分公式和

岩性判别规则供参考。

2应用实例

2．1测井数据

测井数据主要指测井参数值，它是地下岩石的

矿物成分、结构和孔隙度等的综合反映。对于一组

特定的测井参数值，它必然对应着地层中的某一种

或某几种岩性。在分析研究区内钻井岩心和测井参

数对应特征的基础上，划分研究区域岩心的岩石类

型，并从各类岩石中读取能够代表岩石样的测井参

数值，作为确定岩性与测井参数对应关系的基础数

据，然后通过上述数学手段和岩性识别模型进行判

别(李新虎，2007)。

用于计算的测井数据有两类获得方式，一类是

已经计算好可以直接使用的；另一类是根据岩心取

样化验结果使用数学模型进行计算得出。由于地下

不同深度的岩性变化很大，故在不同深度区间使用

的测井方法一般会有所变化，测得数据的处理方法

也稍有不同。测井数据一般以非关系型结构进行存

储，故在计算前应使用抽取、转换和装载ETL(Ex—

tract，Transfer and Loading)-V具按照规则进行规范

化，即通过数据清洗、转换成统一标准的数据并保

存到测井数据仓库中等待处理。图2给出了测井数

据的ETL过程，表5给出了羊塔5井5100—5193 rn

经过处理后的伽玛、电位、深电阻率测井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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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测井数据ETL模型

Fig．2 ETL model of logging data

表5羊塔5井5100．5193 m测井数据
Table 5 Logging data of Yangta舟5 at the level of

5100-5193 m

2．2专家知识

岩性判别的专家知识是经过地学领域专家根据

多年的野外一线工作、室内资料整理及数据处理等

积累的宝贵经验，并通过科学的整理上升到理论高

度，并具有可参与计算能力的、一定的、半规范化

的知识。岩性判别知识具有模型和方法一致性、参

数特殊性的特点，即每一个盆地和每一口井因其环

境、地下成因等因素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判别参数，

同一口井的不同深度区间也会根据测井方法和计算

方法不同而具有不同的判别规则。专家知识系统具

有较强的自学习能力，并且经过多种训练集进行严

格训练之后才形成可用的知识。图3给出了用于岩

性判别的专家知识的核心数据模型。

2．3判别结果

根据岩性判别模型，对给出的测井数据通过计

算、判别后，并与经验岩性库进行对比得出了含盐

地层岩性数据。判别结果与岩芯对比信息(表6)显示，

在钻井深处5】00_一5193 ITI之间94 m地层段内。有

15段点的岩性与已知资料不一致，而有79个结果是

一致的，正确率达到84％。从判别结果中可以看出

测井信息

．测井编号
．测井名称
一测井位置

测井方法

．编号
．方法名称
一参数描述

专家知识信息

．知识编号
一知识信息
-岩行特征
一起始值
一结束值
一权重

岩石特征

．编号
一岩石名称
一化学成份

测井数据

一深度
-伽王『5测井
一中子测井

图3专家知识核心数据模型

Fig．3 Core data model of expert’S knowledge

表6 羊塔5井岩性判别结果与岩芯岩性对比表
Table 6 Comparison of lithology between rock cores and

discrimination results

石膏、膏岩和盐岩分布较多，为盆地蒸发盐地层研

究和探测提供了快速的技术方法。

3 结论

本项研究在分析石油测井参数与地层岩性之间

存在的半定量和经验关系基础上，建立了半定量、

定性的蒸发岩岩性判别模型，并使用C蛞言编制实
现了模型的软件。通过输入一定量的测井数据进行

处理，得出了物探测井地下岩性的判别结果，与实

际岩心测得的结果有84％相同。由于地下地质构造

和岩性变化的复杂性和专家知识的局限性，目前模

型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即岩性判别的专家知识库需

要综合岩心、岩屑、地球物理、区域地质、构造和

岩相古地理等资料，并且要使用不同的方法经过大

量试验和测试，可以提高判别结果的精确性和可信

度。另外还可以对处理后多口井的岩性做进一步的

趋势面分析、数据挖掘等处理，反馈到模型进行校

正，提高判别系统的判别正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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