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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广 利 油 田 沙四段储层高 、 低阻油 层共存 测 井识 别 难度大 为 了 准确 识别 储层 的 流体性质 ， 开发 了
“

两 步
”

识别 方 法 首先 考虑到岩 性细 、 泥质含量高 是低阻 油层 的主要成 因 ， 利 用 自 然 伽马 相对值 对 深探测 电 阻率做

了 泥质校正 ， 以消 除岩性对油层 电 阻率的 影 响 其次 基于 生产 动 态 资料 ， 采 用 逐步判 别 分析方 法建立 了 应

用 自 然 电位 、 自 然伽马 、 声 波时差 、 深探测 电 阻率 、 冲 洗带 电 阻率资料识别 油水层的 判 别 函 数 对 口 新井的 应 用效

果表明 ，

“

两 步
”

识别 法能够较好地 识别 高 、 低 阻油 层 ， 流体 性质识 别 的 符 合率达 到 了 ， 较未 经 泥质校正的

逐步判 别 分析方法识别 符合 率提 高 了 较好地满足 了 广利 油 田 沙四段储层流体性质识别 的需要

关键词 流体性质 ，

“

两步
”

识别 法 低 阻 油层 ， 泥质校正 逐步 判 别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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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 、 泥质含量高 的特点 ， 王冬 娟 将反 映泥质含量

的 自 然伽马 相对值 与深感应 电 阻率 组合

广利油 田 是
一

个两翼基本对称向 南倾斜的鼻状 成 凡
—

， 作 为更能真实反映地层 电 阻率

构造 ， 沙四段是主力 勘探开发层位 储层岩性 以 的值

细砂岩为主 ， 为低孔低渗储层 储层测 井
“

四性
”

关系 考虑到 岩性细 、 泥质含量高 是广 利油 田 沙 四段

研究发现 ， 油 水层的电性特征复杂 ， 高阻油层 以及 由 低阻油层的 主要成 因 ， 参 照王冬娟的 方法做 了 储层

岩性细 、 泥质含量高 导致的低阻油 层共存 （ 图 由 电阻率的泥质校正 ， 以便 突 出 电阻率对含油饱 和 度

于低阻油层存在 ， 部分油层 、 油 水同层
、 水层 的 电测 的响应 其原理是 ： 自 然伽 马 随泥质 含量 变大 而增

井响应特征比较接近 ， 利 用常规测 井交会 图法识别 大 ， 电阻率随泥质含量变大而减小 ， 定义储层泥质校

储层流体性质的难度 大 正后电 阻率 尺 为

目 前 ， 在低电 阻率油层形成机理深入研究的 基 ，

础上 ， 形成 了
一系列针对不同低电阻率油层类型

工
―

相对有效的识别和评价方法 孙建孟等 提出 用测
’

井相 的概念 ， 根据试油 试水 资料把油 层 、 油 水同层 、

式中 ， 为 自 然伽马值 ， 纯砂岩 自 然 伽

水层划分为三大类 测 井相 ， 应用测井 相分析 的方法 马值 ， 为 纯 泥岩 自 然伽马值 ， 为

进行划 相研究 ， 从 而把低 电阻率油层 的定性识别问
’ °

题转化为划 相研究 问题 施冬等
。

根据五里湾 地区 可见 ， 随泥质含量增加 ， 变大 ， 电阻率 的泥

长 油层组低阻油层 的 测井响应特征 ， 结合地质和 质校 正量越大 ， 泥质的影响越小 ， 电阻率校正值更能

测试资料 采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对油气层进行判别 ，

够反 映含油饱和度 图 给出 了 低阻油 层电 阻率泥

取得了 较好的地质效果 田 中元等 在前者的基础

上 ， 将改进后的 方法应用于 低阻油层 的

识别 ，达到 了 满意 的识别 效果 高阻油层
￡ ■ 水层

▲

本文在认识到岩性细 、 泥质含量高 是低阻油层 干层

成因的基础上 ， 开发 了
“

两步
”

识别方法 首先 ， 采用 “

自 然伽马相对值 对深探测电阻率做泥质校正 ， 低阻油层

以便 减 少 泥 质对 油 层 电 阻率 的 影 响 其 次 ， 应 用
一

判别分析方法 建立 了 油水 层 的判 别 函

数 应用
“

两步
”

识别方法识别 了 沙四段储层的 流体 图 声 波时差与电阻率交会图

性质 ， 经 口井 层的 试油结果表明 ， 符合率达 到

了 ， 较好地解决 了广利 油 田 沙 四段流体性质

识别 的技术问题
—

干层

储 层 电 阻率 的 泥质 校 正 方 法 ■ 水层

油层

储层的 电性特征是储层 中岩性特征 、 含油性特 油水 同层

征以及物性特征的整 体表现 电阻率主要受岩性 、 泥 百
校正后

质含量 、 物性 、 含油饱和度 、 地层水矿化度 、 粘土阳离

子附加导电性 、 钻井液侵人等因素 的影响

针对岩性细 、 泥质含量 高 引起 的低阻油 层的 电 ：

阻率有不 同的 泥质校正方法 如 ： 黄质 昌 等针对

东营凹陷 块低电 阻率油 层是 由 岩性 多变且
‘ ‘

具有极高地层水矿化度引起 的 问题 ， 提 出 了基于储

层岩性细分和含水饱和度泥质校正的低电阻率油层

测井评价方法 经过分析和对比 ， 认为混合泥质含水

饱和度模型 的校正效果最 佳 针对研究 区储层岩性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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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校正前后的对 比结果 ， 结果表明油层电阻率增大 ， 免对判别 函 数无关或影响 很小变量的混 人 ， 使构

与高阻油层的电阻率接近 储层电 阻率的泥质校正 建的 判别函数更加合理 本次研究 ，
也选用 了该

为进
一

步开展储层流体性质的识别奠定了基础 方法

― 制 、丄 、

丨 士 由 沾
样本及流体识别参数的选取

在选择能 区分油 水层分布特征的参数时 ， 选取

了探井或者开发井单层试油 投产的数据作为样本

判别分析是目 前在储层划分 、 岩性识别 、 层 在研究区 ， 选取了 各井都有的深探测电阻率泥质

流体性质识别常用 的
一种多元统计方法 ， 它 的 校正值 尺 、 冲洗带电阻率 、 声波时差 、 自

的思想体现在变量 的引人与剔 除上 ， 利用 准 然电位 、 自 然伽马 个参数 使用最优化

则 ， 将显著性大的变量选人 ， 同 时将 因新 变量 引 人 分层方法对储层分层 ， 并提取了测井响应值 表

而使较早 引 人的 变量显著性 下降 的 变量剔 除 ， 直 给出 了 口 井 层的 油层 、 油水同层 、 水层和干层

到 既无变量选入 ， 又无变量剔除为止 ， 这样可 以避 的测井响应特征值的范围

表 油水层 测井 响应特征

流体性质
； ； ； ； ；

油层

油水同层

水层

干层

咖士耐兰 ■

“

两 步
”

法 识别 广 利 油 田 沙 四 段流 体性质
选取了 个样本层 ， 综合利用声波时差 、 自 然

；

电位 、 相对 自然伽马 、 深探测 电 阻率 校正后 ） 、 浅探

测电阻率建立的油层 、 水层 、 油水同层和干层的判别 用
“

两步
”

法对研究 区的 口 新井进行了储层流

函数分别为 ： 体识别 ， 并与试油与生产动态结果做了对比分析 结

油层 ：
果表明 ， 在 个油层 、 油水同层 、水层和干层的样本

中 ， 有 个样本与试油结论不符 ， 解释符合率达到
—

丄

。 、

， 较未经泥质校正的 （ 说 逐步判
，

别分析方法识别符合率提高了 以下 ， 对 口

油水同层 ： 典型井做实例剖析

— 井测井解释成功 实例 图 是 井测

井解释处理成果图 号层
—

电

—

阻率为 电阻增大率小于 ， 为低阻油层 该

油层 自 然 伽 马 测 井 值 为 泥 质 含 量 为

通过电阻率泥质校正后 电阻率为

由 函数计算结果 值最大 ， 判为油层 该层

干层 ： 与 号层 合采 ， 日 产油 吨 ，

日 产水 方 测井解释结果与生产结果基本吻合

图 是 井测井解释处理成果图 号层

为检验判别函数效果 ， 对建立判别函数的 层样本 电 阻率为 ， 电 阻增大

进行 了回 判 ， 自 检符合率达到了 因此
， 建立 率小于 ， 是低阻油层 该油层 自然伽马测井值为

的流体识别模型识别精度较高 ， 具有应用价值 泥质含量为 ， 并且存在砂泥岩薄互层 ，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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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新 井油 水层解释结果

序号 於
生，动 序号 於

：

吁 亏
态结果 （未校正 ） （校正 ）

斤亏
态结果 （未校正 ） （ 校正 ）

注 ： 油层一

， 油水 同层 一

， 水层一

， 干层一

‘“

丨

￡￡

一 一 §

产 油 屯
严

殳 屯

— —

■
—

■
“—

图 广利油 田 井测井解释成果图

种 因 素共同导致 电阻率较低 通过电 阻率泥质校正

后电阻率为 ， 由 函数计算结果 值

最大 ， 误判为 油水 同层 ， 该层 日 产 油 日 产水 本 次研究 ， 取得了 以下结论 ：

方 分析原因 ， 认为薄互层对该 油层 电阻率有
一

利 用 自 然伽马 相对值 对深探测 电 阻率

定的影响 ， 仅仅是泥质校正并不能完全消 除产生低 做泥质校正 ，可 以 有效地消 除岩性对油 层电 阻率 的

阻的因素 影响 ， 从而突出 含油饱和度对油层电阻率的影响 ，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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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步
”

法识别广利油 田沙 四段储层流体性质

、
。 謹

一

—

广
—

二
— —

、 产 相 屯
：

、 广 吨

一

十
— —

： 、

彐
图 广 利油 田 井测井解释成果图

种做法与 分岩性 建立储层流体性质识别标准的做法

是相 当 的 ， 但更有 利 于建立不 同岩性储层流体性质
：

，

的统
一

识别方法 和标准 ， 资料解释更方便
“

两 步
”

法 识 别 油 水 层 的 符 合 率 较 咼
：

较未经泥质校正 的 逐 步判别分析 孙兴刚 频谱分解技 术在广利 青南地 区勘探 中 的应用 油

方法识别符合率提高了 ， 能够满足广利油 田 ，■与开发 ，
，

沙四段 诸层流体 性质 口
另 的需要

—
一 ， 」

在方法研究和 工程应用过程中 ， 我们也有一

些
， 」 ，

：

认识和发现 ， 供大 家参考和交流 首 先 ， 储层流体性 郭兰 张小莉 丁超 ， 等 川 口 油 田川 井区长 醒油层 成

质识别的方法研究一定要 建立成 因 研究的基础上 ， 因 机理分析 国外测井技术 ， ， ：

以便采取适当 的测 井资料处理或者 分类研究 如 本 。 ， ， 。

文针对岩性细 、 泥质含量高 是广利油 田 沙四段低阻
—

— ■ … 山 丄 —
■

一

油层的主要成因 ， 对储层电阻
〒

做了 泥质校正处理
二

提高 了 判别分析的应用效果 其次 ， 本 次研究
職红 ， 冯启 宁 高洁 等 低 电阻率油气层物 理参数变化 机理

发现了 由 于砂泥岩薄互层造成的低阻油层 ， 需要开 研究 地球物理学报 ：

展有关薄层电阻率等测井资料校正处理才能有效识 。

另 ， 希望引 起测井分析家的足够重视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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