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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石油科技知识系列读本：储层地震学》语言通俗易懂，概念清晰，叙述简练，图形清楚明了。
正文公式并不很多，但几幅简单的图形，就可以将复杂的原理介绍得一清二楚。
《石油科技知识系列读本：储层地震学》可供从事储层地球物理专业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地质人
员、野外工作人员、勘探管理人员、大学本科生、研究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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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了说明这些准则，我首先列举一些典型的工程目标及对目标有影响的野外参数。
接着利用两个实例，说明两个野外参数（面元大小和偏移孔径）的改变对数据质量和最终解释成果的
影响。
一些工程目标可能会用不合理的野外参数，然而，其他目标会受到边界采集方法的影响。
最后，总结出了确定勘探范围（偏移孔径）和面元大小的详细流程。
　　勘探设计需要评估的影响因素有：构造或地层方位角、勘探范围、面元大小、面元形状、内插、
接收线和震源线的排列方向、组合、排列滚动方向、覆盖次数和测线间距、记录设备（主控系统或分
布系统）、三维面积大小（也就是接收道数）。
遗憾的是，本文不可能详细讨论所有的影响因素。
　　两个三维勘探实例都来源于落基山地区，用它们来说明本文讨论的参数。
Laredo（一个勘探测量区）的目标是通过对地层目标合适的采样以保证正确成像。
以前的三维勘探未能使背斜型生物礁群正确成像。
这个勘探设计用来确定礁体未能成像的原因是因为不合理的采集参数。
　　为了对目标礁体较好成像，因此对Ladero数据体用两种方法进行了重新处理，其一模拟较大面元
野外采集，其二模拟较小勘探范围的野外采集。
在原始的5mile2的勘探数据中，对于陡倾角礁体侧翼的偏移孔径达到5000ft，地下面元为80ft×160ft，内
插后变为80ft×80ft的面元。
对这些数据首先重新处理来模拟160ft×320ft的面元。
在另外两个方案中，将总的采集面积分别降到Imile2和2mile2，对应的最大偏移孔径分别为lOOOft
和2000ft。
这项工作的目的是确定勘探目标正确成像所需的最经济有效的野外采集参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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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储层地震学家将不同部门所代表的学科知识结合在一起，而地质科技人员把地质和岩石物理特性的信
息与储层地震学信息结合在一起。
他们的任务是把观测研究获得的地震波振幅、地震波速度、岩石弹性参数与储层的岩性(岩石类型)或
流体含量联系起来。
    Mamdouh R.Gadallah编著的《储层地震学》将为工程人员、地质人员、测量人员和管理人员介绍地
震方法的基础知识、地震方法的应用和局限性、分辨率不准而造成的缺陷等。
这些知识将作为学习地震前沿技术(如高分辨率地下成像、储层描述、油藏特征描述，以及预测钻头前
方的地层情况等)的基础，这些地震前沿技术将通过一些史例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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