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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成像测井技术起步相对较晚，是由 20 世纪
末逐渐发展起来的，在经过了多年的快速发展，成像测
井技术在地层的沉积相分析、地层评价以及储层预测等
方面都获得了非常广泛的应用，已经成为油田勘探开发
的重要方法之一，促进了勘探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为
后续钻井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了重要的基础资料。在当
前的测井分析工作过程中，通常会将测井、钻井以及岩
心等多种不同形式的地质资料进行有机结合，进而能够
进行更加全面的分析研究，促进地质分析工作水平的不
断提高。当前，成像测井在油田生产工作中应用较多的
方面就是裂缝识别和裂缝参数方面的研究，然后再是地
层应力和井旁构造相关方面的研究，而在沉积和储层方
面相关的研究工作较少。因此，尤其是对于资料较少的
地层而言，采用测井成像技术能够获取大量的测井数据，
进而能够更加直观的获取地层岩性、沉积构造以及砂体
成因等多种沉积相标志，这就为后续沉积微相的深入研
究建立了良好的基础。

1 沉积相识别方法
本文以某油田的油井为例，通过电成像测井图像对

钻井过程中所遇到地层的沉积微相进行相应的识别和深
入的分析，进而对成像测井技术在实际的工作中的运用
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推动其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
推广应用。所研究的储层在纵向方向上为沉积多期河道，
横向方向上的变化速度较快，埋深为 3500m 以上。
1.1 基于常规测井资料

在常规沉积微相的识别过程中，为了进一步提高分
析判断的精度，通常还需要参考相应的钻井和测井资
料。尤其是其中的岩心资料，在大相和亚相的识别过
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岩心所能反映的地层
资料非常有限，这就会给地层的准确判断造成不小的阻
碍，因此，需要借助测井资料对沉积微相进行深入的分
析。在对沉积相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将测井
曲线的幅度、形态、接触关系以及光滑程度等进行有机
结合，进而对不同沉积环境下的测井响应进行科学合理
的识别，可以分别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分析。
1.1.1 曲线幅度

测井曲线的幅度与地下沉积物的粒度、泥质含量以

及分选性等参数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通过分析幅
度就能获取上述的性质。按照高度的不同，曲线幅度可
以分为高幅、中幅以及低幅等，不同幅度就能表示不同
的岩性。其中，对于泥质含量较多的沉积物而言，其颗
粒度较小，在曲线上表现为低幅；而对于颗粒度较大的
砂岩而言，在曲线上则表现为中幅 - 高幅的范围。因此，
通过对曲线的幅度特征进行分析，就能得到地层中物源
的充裕情况、水动力的强弱以及沉积分选等相关情况。
1.1.2 曲线形态

测井曲线形态与地层的岩性、物性以及泥质含量等
参数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通过其形态就能对地层
进行初步的识别判断，进而提高测井分析工作效率。当
前，常见的测井曲线形态主要有：钟形、漏斗形、箱形、
指形以及复合形等类型，地层构造越复杂相应的测井曲
线形态也更为复杂。对测井曲线的形态进行分析，就能
得到地层沉积形成过程中的水动力能量、物源供给以及
沉积旋回类型等相关信息，进而为沉积相的判断提供重
要的基础信息。
1.1.3 接触关系

测井曲线之间的接触位置能够间接反映地层沉积过
程中的水动力强弱关系和物源供给情况，根据其接触形
态的不同，可以将接触关系划分为突变型和渐变型两种
不同的类型。其中，测井曲线在顶部位置处发生了一定
的突变就表明在地层沉积形成过程中出现了无源供给中
断的问题，这就导致其顶部无法形成；对于在底部位置
处发生了突变的地层而言，就表明下覆岩层之间表现为
剥蚀接触关系；在顶部位置处出现了渐变特征就表明在
地层的沉积过程中物源供给逐渐减少直至完全消失；在
底部位置处出现了渐变特征就表明在地层的沉积过程中
源供给逐渐增多。
1.1.4 曲线光滑程度

测井曲线的光滑程度可以用来表征地层沉积过程中
水动力条件的稳定性高低，根据其光滑度的不同可以分
为光滑形、微齿形以及齿化形等类型，在分析过程中，
要能够进行有效的区分，进而提高分析工作效率。测井
曲线较为光滑的地层，表明在地层的沉积过程中水动力
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并且地层中的物源供给充足；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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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曲线表现为齿化形的地层，表明在地层的沉积过程中
水动力条件并不稳定，具有间歇性变化的特征，表现出
一定的韵律性沉积；而对于测井曲线表现为微齿形的地
层，其水动力变化则介于上述两者之间。
1.1.5 沉积相识别

测井曲线特征与沉积相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在曲流河中可以划分为：泛滥平原、天然堤、决口扇以
及河漫滩等多种不同的微相。其中，泛滥平原地层中的
泥岩含量较高，粒度也相应的较小，并且厚度往往较大。
测井曲线中的伽马曲线值较大，曲线表现出高幅度和齿
化箱形的特征；天然堤的地层主要是由粉砂岩和泥岩两
种不同的类型按照交替重叠的方式构成，其中的交错层
理和水平层理较为发育，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需要予以
充分的关注，并且泥岩中存在较多的生物扰动构造，其
测井曲线表现为齿形形式，并且具有中低幅度的变化；
决口扇的地层岩性较天然堤的颗粒度更高，具有反粒序
的特征，其地层主要为细砂岩和粉砂岩两种类型，测井
曲线具有微齿化漏斗形的特征，并且齿中线表现出向外
收敛的特征；河漫滩的地层主要是由粉砂岩构成的，并
且还可能夹杂有一定量的粘土岩，表现出正粒序的沉积
特征。测井曲线中的声波时差和自然电位曲线均处于低
值水平，曲线具有齿化平直形的特征，自然伽马和电阻
率曲线处于高值位置，这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可以充分
的运用。
1.2 基于成像测井资料

1.2.1 岩心标定

在运用成像测井资料分析地层岩性的过程中，主要
是根据测井图像的颜色或者色标值的大小进行判断，并
且还要同时参考岩心资料和测井曲线对地层进行定性的
识别，进而提高地层的识别精度。

按照上述的分析方法对地层岩性进行科学合理的标
定，并结合不同岩性在成像测井图上具有不同的颜色表
征。通常来说，成像测井图中亮色区域表示该范围内地
层的电阻率较高，而暗色区域则表示该范围内地层的电
阻率较低。相较于泥岩构造的地层而言，砂岩地层具有
更高的电阻率，由此可以得到，成像测井图中亮色的区
域为砂岩构造，而暗色区域的地层主要为泥页岩构造。
由测井成像，该段地层的上部岩层主要为多种类型的泥
岩和砂岩，并且其中的粉砂岩、细砂岩、中砂岩以及粗
砂岩等呈现出不等厚的互层，地层的下部区域则主要为
亮色的砂岩，并且其中夹杂有一定厚度的中砂岩、细砂
岩以及泥岩等。
1.2.2 层理识别

通过对研究区域的成像测井图进行系统全面的综合
性分析，能够识别出地层中多种不同的沉积层理构造，
主要有：水平、交错、块状以及递变层理等类型。对于
交错层理构造的地层而言，在测井成像图上表现为一系
列与层面发生不同程度相交的正弦曲线，具有较为明显
的特征；对于块状层理构造的地层而言，在测井成像图

上表现为一块亮色或暗色的区域，并且其层内物质较为
均一，在组分和构造上不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并且
层内不显细层构造；对于递变层理构造的地层而言，在
测井成像图上表现出正递变层理的特征，其粒序由下向
上为颗粒的由粗变细，因此，测井成像表现出由亮色向
暗色的逐渐转变，并且地层层理的中部位置处不存在颜
色的突变。
1.2.3 成像测井特征的沉积相识别

在通过成像测井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还需要充
分结合常规测井曲线，成像测井能够对地层的沉积构造、
粒序以及层理特征等进行准确的反映，而通过测井曲线
则能得到地层的岩性、物性以及沉积韵律等特征信息，
通过将两者进行有机结合就能对地层的沉积微相进行较
为准确的判断。

2 沉积相分析验证
根据该地区的测井数据，通过交会图法对所划分的

沉积微相进行进一步的分析验证。通过将相同的沉积微
相测井值与不同的沉积微相进行科学合理的交会分析能
够得到，该井段不同微相的自然伽马测井值之间具有非
常明显的差异性，这就可以将其与用于沉积微相的识别
工作中，同样，中子测井值也表现出了相似的特征，因
此，将该井段的自然伽马和中子测井值与其他类型的测
井值进行交会分析，从交会图可知，声波、密度以及电
阻率测井值等均没有发生明显的特征变化。通过交会图
法进行分析验证后可以得到，相同沉积微相的常规测井
值具有相似的分布特征，表明该处成像测井资料能够对
沉积微相进行准确的识别。

3 结语
总而言之，相较于常规测井而言，成像测井具有测

井信息量大、数据直观连续以及垂向上分辨率较高的优
势，其具有非常广泛的应用范围。通过将其用于测井工
作中能够对地层的岩性、沉积构造以及砂体成因等多种
不同的沉积相进行准确的识别，进而推动测井工作水平
的不断提高，并且解释效率也有一定的提升，这就为后
续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资料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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