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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对多频电磁波测井有更深入的了解，结合实验研究工作，针对油田的地质情况，研制了模拟实际测井环

境的油水层模型，归纳出一套较为系统的实验方法和测量技术，并对测量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论，取得了较好的实

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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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电常数!" 和高频电阻率#在石油勘探中具有

重要意义［!］，国内外都很重视这一课题的研究。这 "
个电磁参数通过探地雷达、电磁波测井和钻孔电磁波

法等地球物理方法已经被广泛地应用于石油勘探以及

水文、工程和固体矿产的勘探之中［"］。对于高频电磁

波参数的数学模拟，国内外专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

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所研究的内容都只限于正演计

算和资料解释，很少有人涉及参数的反演计算；至于接

近实际测井环境的物理模拟，特别是多频电磁波的物

理模拟基本没有什么结果公开发表。

为进一步了解多频电磁波测井，我们研制了模拟

油层、水层、低侵、高侵和油水共存的可拆卸的人造材

料地层模型，为高频段物理模拟探索出了一套实验测

量技术，并对实验结果进行了整理分析，得到了一些在

应用中具指导意义的规律性东西!。

! 地层模型

! #! 模型制作及参数

通 常情况下，油层电阻率#较高（几十 - 几千"
·. ），相对介电常数!" 较低（" - ,），而水层的#则相

对较低（几 - 几十"·.），!" 却较高（几十）。根据油水

层的这一特点，考虑到物理模拟的模型参数与实际情

况相近才使得实验的结果具有可比性，我们选用特制

的加气混凝土块作为地层的骨架模块。这种材料的模

块具有电阻率高、孔隙度大、吸湿性强、便于加工等优

点。

为满足不同地层所含不同液体其电性参数也不同

的这一基本条件，通过对模块的处理，测得其相应参数

为：#干岩样：#/ $ %%%"·. ，!" / $# $，测试频率 !%
012；$ 在 ! %%% 34 5 6 的 789: 盐 水 中 浸 泡

, ( ;的 岩 样 ：# / !%<"·.，!" / " # !，测 试 频 率

= 012；%在 自 来 水 中 浸 泡,(;的 岩 样 ：# / "=%%"
·.，!" / !&，测试频率 = 012；&在煤油中浸泡 ,( ; 的

岩样：#/ " &=%"·.，!" / ,，测试频率 = 012。
根据测得的数据，利用高矿化度盐水浸泡的模块

作为水层模块，与实际水层的#，!"" 个参数是相近的。

同样，干岩样模块作为油层模块也是可行的。

! #" 地层的种类及规格

地层的制作既要考虑仪器探测的影响范围要求，

使模块有一定的延伸半径，又要考虑到改变地层时的

方便等因素，因此，将其堆砌成不同规格的墙体（相当

于将垂直的井轴转 +%>，变井轴为水平），再在中心挖一

直径为 != ?. 的圆孔作为井眼，这样，可按油层、水层、

矿化度、饱和度等不同要求，既满足了实验方案的实

施，又易于调整所要求的各种地层环境。

模拟实际情况制作了如下几组地层供实验用：#
单水层；$高侵入单水层，侵入半径为 % # $ .，侵入带

为油层介质，模型制作是在纯水层基础上，在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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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四周 ! "# $ 范围内加上油层模块；!单油层；"低侵

入单油层，侵入半径为 ! " % $，侵入带为水层，模型制

作是在油层基础上，在井眼四周加入水层模块；#油、

水双层，将单水层和单油层置于同一水池内，二者相距

! "# $。以上几种地层模型直径均为 & " ’ $，层厚 ! " #
$。

! "" 实验环境及模块设置

采用长 ( "!# $、宽 ) "%* $、深 ) "* $ 的大水池作为

放置模块的容器，水池内充满盐水或淡水作为地层模

块的围岩和井眼内的介质。地层模型放置在水池中央

的轴心线上。

) 实验装置及测量技术

本装置主要由水槽、地层模块、多频电磁波测井系

统及相应的辅助设备所组成。选用圆柱状环形线圈作

为发射和接收天线，采用单发双收工作方式。为了模

拟不同电性参数的地层及侵入带的状况，对地层骨架

模块充以不同的导电溶液（干岩样、不同矿化度的饱和

水及油），然后对模块进行防水密封处理。为了便于工

作，测量时将天线放入水池中，其他测量部分置于地

面，拉动天线系统自测线的一端向另一端逐点移动进

行自动记录测量。

数据采集电路分为幅度测量电路与相位差测量电

路，记录方式为由单片机构成的数字记录和模拟记录，

仪器的整个工作过程由单片机来控制。

幅度测量电路由 ) 组完全相同的电路组成，用以

分别测量天线 +& 和 +) 所接收到的电磁波的波幅变化

信号（图 &,）。首先，对由接收机检波器送来的幅度信

号 !" 进行电压放大，再送入电压频率转换器（! # $）转

换成频率信号 %!，这个转换过程实质上就是对 !" 的数

字化过程，经过 ! # $ 电路后 !" 与 %! 成正比关系，用单

片机记录下的 %! 反映了幅度值的变化情况。利用 ! #
$ 电路对模拟信号进行数字化，具有转换精度高、电路

抗干扰能力强的优点。

相位差测量电路如图 &- 所示。由中频放大器 .、

/送来的 ) 路 &!! 012 的中频信号，经过放大电路放

大以后，与频率为 &!& 012 的本振信号进行混频后进

入选频放大器，选频放大器输出 & 012 的鉴相脉冲，两

路鉴相脉冲送入由与门组成的鉴相开关 3，鉴相开关

3 的输出脉冲宽度 & 与 .、/ 两路之间的相位差相关。

由鉴相器输出的脉冲信号，最后送入单片机的计数端

来计算脉冲宽度 & ，通过这个 & 值就可以计算出 .、/
（即 ’&、’)）的相位差。

测量的采样间隔可任意选取。本实验的采样间隔

分别为 ! "* 4$ 和 & ")* 4$ ，每个测点测 ( 个点频（&!、

%!、*!、5! 612），每个点频所测的参数是 ’& 处的磁场

幅值 (&、相位!&，’) 处的 ()、!) 以及 (& # () 和 ’& 与

’) 的相位差$"。

% 测量结果分析

" "! 均匀场

在 实 验 水 槽 中 分 别 充 满 7,38浓 度 为 & ! ! !
$9 : ; 的盐水或淡水（自来水），) 种溶液可作为测量的

均匀场的介质，并起到围岩和井内流体的作用。然后

依次将地层模块放入水池中，构成了各种不同的测量

模型。

图 ! 数据采集电路测量原理

图 # 均匀场测量结果

图 ) 为不同工作频率时 ) 种溶液均匀场的测量结

果，%" 为测量频率。由实测曲线可见，淡水均匀场 (
由于池壁反射波的干扰使得曲线起伏波动，表现出明

显的干涉现象；而咸水均匀场 ( 由于对电磁波的衰减

增大，池壁反射影响减弱，而使测得的曲线比较平稳，

同时，也说明在有限的水池内做实验时，为减小池壁的

反射波对测量结果的影响，采用增加水的含盐浓度，是

一种可行的方法。图 ) 还说明当改变测量频率时，随

着频率的增高，波长变短，干涉周期缩短，而使曲线起

伏变化更为明显。

" "# 单水层曲线

当水池充满盐水时，水层模型的电阻率为 &!5%·

$，而围岩为盐水的电阻率仅为 % " (%·$，二者相差 %!
多倍，水层的介电常数为 )&，而围岩的介电常数为 ’!
左右，二者相差约 ( 倍，因此地层属于高电阻低介电常

数。由于吸收系数#随介质电阻率$的增加而呈明显

下降趋势，而#与场强幅值又是负指数关系［%］，因此

随着#的减小，场强增加，在 (&、() 曲线上对应地层

呈明显正异常，异常半幅值点大致对应地层界面。曲

线如图 % 所示。

而相位差$" 曲线主要反映%& 的影响，由于水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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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地层异常曲线

的介电常数比围岩低，相位常数!随"! 的增加而增

大，使得对应水层处的!"曲线出现负异常。对于高

侵入水层，由于侵入带#的增高（! "#$"·% ），介电常

数$! & ’，所以曲线的基本形态与无侵入时基本相似，

但异常幅度有所变化。

! (! 单油层曲线分析

油层相对于围岩，属于高阻低介电常数介质（#&
! "#$"·% ，$& ’），因此在油层的 !)、!! 均属于正的

异常。

! (" 油、水、双层的曲线分析

图 " 场强和相位差与地层的关系

相对围岩为咸水的油层和水层均属高阻低介电常

数的异常体，场强幅度均为正异常，相位差曲线则为负

异常，而且正异常的 ! 与负异常的!"和地层三者间

的对应关系很好（图 ’）。

’ 几点认识

结合本次物理模拟实验，可归纳出以下几点：

（)）物理模拟是多频电磁波测井正反演研究的基

础性工作，并为二者紧密结合、互相印证、从中寻找新

问题、发现新规律奠定基础。

（!）利用本实验的模型和测量系统所得到的曲线

对应地层有明显的异常显示，异常半幅值点对应层面

位置。

（*）用增加池中水矿化度的方法可以有效地压制

池壁反射波的干扰。

（’）这套较系统的物理模拟实验方法对进一步推

动电磁波测井技术的发展将是有益的。

向本项研究的主要参加者和本文的指导者佟文琪

教授致谢。

参考文献：

［)］ 达耶夫 马 +(高频电磁波测井方法［,］( 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
［!］ 电磁波法研究组 (钻孔电磁波法［,］(北京：地质出版社，)-/! (
［*］ 0 郑钧 (电磁场与波［,］(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 *#-.)’/0# +)1 &#20,* +)+,32’2 45
#,#-*&4(+6)#*’- ,466’)6

1234 4567859)，:;2< =>57?@9!，A234 0@7BC9)
（) " #$%%&’& $( )&$&*+%$,-./$0 -01 20($,3-./$0 4&560$%$’7，8/%/0 90/:&,;/.7，#6-0’5690 )*$$!"，#6/0- ；! " #$%%&’& $( #$3+9.&, <5/&05& -01 4&560$%$’7，

8/%/0 90/:&,;/.7，#6-0’5690 )*$$!"，#6/0- ）

+789:;<9：D>EFCGHI %6J@I @KL@MC%@9N CF H BHFCG FN5JE C9 @I@GNM6%HO9@NCG I6O M@FL69F@ H9J CNF ?6MPHMJ H9J C9Q@MFC69 GHIG5IHNC69( R9 G6%BC9HNC69 PCN>
@KL@MC%@9NHI FN5JC@F，N>CF LHL@M LM@F@9NF N>@ M@F@HMG> 69 @I@GNM6%HO9@NCG I6OOC9O C9 H9 6CI H9J PHN@M IHE@M %6J@I P>CG> CF CJ@9NCGHI C9 O@6I6OCGHI G697
JCNC69 PCN> N>@ %5INC7?M@S5@9GE @I@GNM6%HO9@NCG I6OOC9O( R9 HJJCNC69，H F@N 6? @KL@MC%@9NHI %@N>6JF H9J %@HF5MC9O N@G>9CS5@F HM@ F5%%@J 5L( T>CF
LHL@M HIF6 %HU@F H9 H9HIEFCF H9J JCFG5FFC69 69 N>@ G5MQ@ %@HF5M@J ?M6% N>@ @KL@MC%@9N ( T>@ M@F5IN 6? N>@ @KL@MC%@9N CF ?HCMIE O66J(

=>? @A:B8：@I@GNM6%HO9@NCG I6OOC9O；L>EFCGHI %6J@I；@KL@MC%@9NHI G5MQ@

作者简介：康国军（)-’- V ），男，内蒙通辽市人，硕士，副教授。一直从事电磁波方法理论研究，已发表文章近 !$ 篇。

·*·) 期 康国军等：电磁波测井的实验技术及结果分析

万方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