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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层致密砂岩储层非均质性强、分布规律复杂，地质甜点预测难度大。为实现高效勘探开发，如何准确识别与预测井间

储层成岩相亟需深入研究。综合利用岩心、测井和三维地震资料，在准噶尔盆地永进油田侏罗系超深层储层成岩作用研究基

础上，开展了成岩相识别及分布预测研究，认为储层成岩作用类型主要有压实作用、胶结作用及溶蚀与交代作用，可划分为强

溶蚀+绿泥石包壳、中等溶蚀+自生高岭石、中等钙质胶结溶蚀、强钙质胶结及压实致密等 5种成岩相。基于测井资料，利用岩

石物理参数、物性参数对储层成岩相类型进行了综合识别，确定其垂向分布规律。研究发现强溶蚀+绿泥石包壳和中等溶蚀+

自生高岭石这两种优势成岩相主要位于三角洲主干分流河道砂体内部，储层物性较好，是油层发育的主要部位。基于成岩相

与地震纵波阻抗的对应关系分析，发现优势成岩相纵波阻抗相对较低，可通过纵波阻抗的数值分布特征预测优势成岩相分布。

因此利用三维地震纵波阻抗反演成果开展了成岩相分布预测，根据纵波阻抗与不同类型成岩相对应关系落实了优势成岩相发

育区。结果表明，优势成岩相主要位于研究区东北部的Y301—Y302井区以及西北部Y1井区，呈局部连片分布发育。储层成

岩相识别可以为超深层地质甜点的分布预测研究提供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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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eep-buried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s have strong heterogeneity and complex distribution patterns， which makes it diffi‐

cult to predict geological sweet spots in those reservoirs. In order to achieve efficient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t is urgent to re‐

search the accurate identification and prediction of the diagenetic facies of reservoirs among the wells. The identification and distri‐

bution predic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were carried out using core， well logging， and 3D seismic data based on the diagenesis of Ju‐

rassic ultra-deep reservoirs in Yongjin Oilfield， Junggar Basin. It was considered that the diagenesis types of reservoirs mainly in‐

clude compaction， cementation， dissolution， and metasomatism，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five diagenetic facies， such as strong 

dissolution with chlorite enclave， medium dissolution with authigenic kaolinite， medium calcareous cemented dissolution， st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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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careous cementation， and strongly tight compaction. Based on logging data， petrophysical and physical parameters were used to 

identify diagenetic facies types of the reservoirs and determine their vertical distribution. The results find that the two dominant dia‐

genetic facies， namely strong dissolution with chlorite enclave and medium dissolution with authigenic kaolinite， are mainly lo‐

cated in the sand body of the main distributary channel of the delta， with suitable reservoir property， and they are the main parts of 

the oil reservoi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diagenetic facies and seismic P-wave 

imped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P-wave impedance of the dominant diagenetic facies is relatively low，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dominant diagenetic facies can be predicted by the numeric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P-wave impedance. Therefore， diage‐

netic facies distribution is predicted using the inversion results of 3D seismic P-wave imped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area of the 

dominant diagenetic facies is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P-wave impedanc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diagenetic rocks.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dominant diagenetic fac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Y301-Y302 well area in the 

northeast of the study area and the Y1 well area in the northwest， showing a locally continuous distribution pattern. Identifica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in reservoirs can provide an essential basis for the distribution prediction of ultra-deep geological sweet spots.

Key words： tight sandstone reservoir；diagenetic facies；diagenesis；Yongjin Oilfield；Junggar Basin

超深层油气资源目前是中国油气勘探的热点

领域［1］。一般认为埋藏深度超过 4 500 m 的油气藏

为超深层油气藏［2-3］。超深层油气藏储层埋深大，经

历了复杂的地质作用改造，具有物性差、孔隙结构

复杂、成岩作用强烈、非均质性强等特点［4-5］，其甜点

识别和预测成为制约高效勘探开发的关键问题。

成岩相是沉积物在特定的沉积和物理化学环境中，

在成岩与流体、构造等作用下，经历一定成岩作用

和演化阶段的产物，包含岩石组构、成岩作用、孔洞

缝等综合特征［6-9］，是影响储层地质甜点分布预测的

重要因素［10］。开展成岩相识别与预测研究是目前

致密储层地质甜点预测的重要环节，可以为地质甜

点的空间预测及综合评价提供参考。

准噶尔盆地永进油田发育典型的超深层致密

砂岩油气藏，埋深主要为 5 600～6 400 m［11-12］，该油

田在 2004年就获得了高产油气突破，但由于钻井成

本高、优质储层预测难度大、油气产能递减快，开发

效益差，到目前为止还未进行规模开发。永进油田

储层非均质性强，致密砂岩高效勘探开发面临难点

主要为：①目的层砂体厚度薄，平均厚度为 40 m，优

质砂岩厚度约为 10 m。②成岩作用复杂，物性相似

的砂岩岩石物理参数存在较大差异。③缺乏针对

地质-工程一体化方面双甜点评价标准研究，预测难

度大。开展成岩相识别与预测研究是逐步解决上

述难点的一个关键问题。前人研究主要集中在优

质储层的成岩作用、发育机制、次生孔隙和层理缝

的发育机理等方面［13-17］，针对成岩相识别和预测方

面的研究较少。笔者将从成岩作用及成岩相类型

分析出发，分析不同成岩相类型与优质储层的关

系，并探讨不同成岩相类型的岩石物理参数及纵波

阻抗差异；针对薄层砂体开展叠后地震纵波阻抗反

演，结合不同成岩相类型的岩石物理参数特征，确

定优质成岩相的空间分布，为储层地质甜点参数优

选评价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

1 地质背景

永进油田位于准噶尔盆地腹部，构造位置处于

马桥凸起西南翼，昌吉凹陷西段（图 1）。主要目的

层为上侏罗统齐古组以及中侏罗统西山窑组，其埋

深大，整体物性较差，发育地层-岩性复合油气藏［6］。

受侏罗纪末期燕山运动影响，研究区发生多次抬升

剥蚀，地层残缺不全，自下而上为三工河组、西山窑

组和齐古组，多数井仅钻穿西山窑组，缺失头屯河

组和喀拉扎组。齐古组顶部与白垩系清水河组为

区域角度不整合接触。早侏罗世—中侏罗世早期

准噶尔盆地处于弱伸展环境［18-20］，湖平面在八道湾

组沉积时期—三工河组沉积早期逐渐上升，可容空

间增大，在三工河组沉积中期形成最大湖泛面，三

工河组沉积晚期—西山窑组沉积时期水体整体变

浅，可容空间逐渐减小，西山窑组煤层广泛发育。

齐古组沉积时期，研究区古气候由西山窑组的潮湿-

半潮湿转为干旱-半干旱，发育辫状河-辫状河三角

洲沉积体系红色砂岩［13-14］。

2 成岩作用类型

成岩作用对储层物性的影响体现在不同强度、

不同类型的成岩作用组合会改变储层物性。通过

对铸体薄片、阴极发光和扫描电镜等结果的分析，

认为研究区储层成岩作用类型主要有压实作用、胶

结作用、溶蚀与交代作用。

2.1 压实作用

永进油田上侏罗统齐古组经历了较强的压实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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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从颗粒的接触关系（图 2）来看，主要为点-线

接触，甚至凹凸接触，部分储层存在点接触，这类储

层一般刚性颗粒含量较高，泥质含量低，经历了大

规模的溶蚀作用。根据研究区强超压的特征［21-22］判

断，点接触储层的弱压实作用主要与超压有关。从

整体的埋深来看，储层为超深层储层，强压实作用

是导致低孔-低渗透的一个重要因素。

2.2 胶结作用

永进油田上侏罗统齐古组胶结类型以接触式

胶结和基底式胶结为主，其胶结物成分主要为碳酸

盐、少量硅质及自生黏土矿物。

碳酸盐胶结作用 碳酸盐胶结作用普遍发育且

非均质性较强，碳酸盐含量为 1%～25%，其中方解

石含量平均约为 4.8%，白云石含量平均约为 3.6%。

方解石主要以连晶胶结的形式充填在粒间孔内（图

3a），交代部分为长石和岩屑颗粒。

硅质胶结作用 硅质胶结作用较为发育，硅质

含量平均约为 3.5%，主要来源于压溶作用和溶蚀作

用。较早期的硅质胶结作用多来源于压溶作用，以

石英次生加大的形式围绕颗粒边缘，其厚度较薄，

使颗粒呈自形晶状（图 3b）；晚期的硅质胶结作用多

来源于溶蚀作用，长石及岩屑的溶蚀生成少量石

英，此成因的石英多与高岭石相伴生。总体上，研

究区储层由于原始沉积物组分中塑性矿物含量相

对较高，早期的快速埋深对储层原始孔隙破坏较

图3　永进油田上侏罗统齐古组胶结作用特征
Fig.3　Characteristics of cementation in Upper Jurassic Qigu 

Formation in Yongjin Oilfield

图2　永进油田上侏罗统齐古组压实作用特征
Fig.2　Characteristics of compaction in Upper Jurassic Qigu 

Formation in Yongjin Oilfield

图1　永进油田构造位置[20]

Fig.1　Location of Yongjin Oilfiel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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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时塑性矿物堵塞孔喉，地层水流通性变差，胶

结物含量相对较低。因此，压实作用相较于胶结作

用，对储层的破坏作用更强。

自生黏土矿物胶结作用 储层中自生黏土矿物

胶结作用主要有绿泥石、自生高岭石、伊利石、伊/蒙

混层胶结作用。绿泥石胶结作用以颗粒包膜及孔

隙衬里的形式包裹石英颗粒（图 3c），绿泥石晶体垂

直颗粒表面生长，有效地分隔了碎屑颗粒与孔隙

水，并使颗粒表面没有足够的可供石英生长的空

间，进而阻止石英的自生加大，只有在自生绿泥石

膜较薄或不连续处发育自生石英，也有学者认为自

生绿泥石晶体微环境中维持碱性环境，不利于自生

石英的沉淀。一般而言，绿泥石含量增加会增强储

层的抗压实能力，但当绿泥石含量较高，充填粒间

孔后，又会堵塞喉道，导致喉道变小，渗透率降低。

研究区储层中绿泥石主要以包壳形式存在，对储层

起到了保护作用。自生高岭石多呈淡黄色，充填在

粒间溶孔或长石粒内溶孔中（图 3d），自生高岭石的

形成主要与溶蚀作用有关。由于自生高岭石颗粒

相对较软，不能有效支撑岩石骨架，且其颗粒易堵

塞喉道，故其形成的晶间微孔不能有效提高储层

物性。

2.3 溶蚀与交代作用

研究证实，早期地层中的酸性流体对易溶矿物

产生了较强的溶蚀，加之煤系地层演化过程中生成

大量有机酸，长石、岩屑、方解石及少量石英等均受

到不同程度的溶蚀。通过镜下分析可知，由于长石

沿着聚片双晶解理面发生溶蚀（图 4a），少数情况下

可形成铸模孔，并被后期方解石胶结物充填，这也

是长石含量相对偏低的原因。溶蚀作用形成的粒

内溶孔往往由于连通性较差，对储层影响不大，而

粒间溶孔多为剩余粒间孔的溶蚀扩大孔，具有较大

的孔喉半径，连通性较好，很大程度上改善了储层

物性。

除了长石和岩屑的溶蚀，也发育白云石胶结物

溶蚀作用（图 4b）。在薄片中可以看到成岩作用中

晚期充填在孔隙内形成的粒状白云石胶结物被溶

蚀。相比于白云石，方解石的溶蚀更容易，但研究

区储层中方解石呈连晶胶结状，主要发育在成岩作

用早期，胶结后储层内部流体活动性极差，导致方

解石的溶蚀不发育，而白云石是在储层被有机酸溶

蚀作用后在碱性环境下形成的，随着成岩环境发生

改变再次被酸性流体溶蚀。

3 成岩相类型及测井识别

3.1 成岩相类型

考虑压实作用和胶结作用对储层的减孔效应

以及溶蚀作用对储层的增孔作用，将永进油田侏罗

系超深层储层划分为 5种成岩相类型，不同类型成

岩相的储层物性具有明显差异。

强溶蚀+绿泥石包壳成岩相（Ⅰ类） 砂体厚度

较大，砂岩中绿泥石以孔隙衬边（包壳）的形式胶

结，这种黏土包壳有一定的韧性，能够抵制砂岩的

早期快速压实（图 5a—5b），阻隔孔隙流体与颗粒的

接触，抑制石英次生加大。由于早期绿泥石包壳保

存了大量的孔隙，后期成岩流体活动性强，溶蚀作

用较强，进一步提高了储层物性。孔隙类型主要为

残余粒间孔以及溶蚀孔，喉道主要为缩颈型和片状

喉道，具有较高的孔隙度和渗透率（图6）。

中等溶蚀+自生高岭石成岩相（Ⅱ类） 砂岩中

原生杂基含量较低，以长石溶蚀或蚀变形成的高岭

石为主，其次为伊利石胶结（图 5c）。机械压实和压

溶作用增强，原生粒间孔损失增大。次生的晶间孔

和溶蚀孔发育程度增加，粒间溶孔与粒内溶孔发

育。由于长石或岩屑溶解或蚀变后形成的高岭石

以及伊利石堵塞孔喉，形成大量孔隙充填式的高岭

石和伊利石。孔隙类型主要为溶蚀孔及晶间孔，喉

道主要为片状和管束状喉道，孔隙度和渗透率较Ⅰ

类成岩相低。

中等钙质胶结溶蚀成岩相（Ⅲ类） 主要分布于

次级分流河道的中部，砂体厚度中等-薄，泥质含量

为 3%～6%，岩心单期旋回较薄，自然伽马（GR）曲

线表现为齿化的特征。受强非均质性的影响，钙质

胶结在垂向上受控于薄岩性或物性夹层，导致河道

中部早期存在大量钙质胶结，物性变差。后期白云

石形成阶段，钙离子发生再次沉淀，物性进一步变

差。受到溶蚀作用的影响，白云石胶结物被溶蚀形

成孔隙空间（图 5d），由于物性较差，油气充注程度

图4　永进油田上侏罗统齐古组溶蚀作用特征
Fig.4　Characteristics of dissolution in Upper Jurassic Qigu 

Formation in Yongjin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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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虽然具有较好的孔隙度，但由于孔隙结构复杂，

孔喉较小，导致渗透率较低。

强钙质胶结成岩相（Ⅳ类） 分布相对较广，储

层厚度一般较薄（最厚不超过 2 m）。砂岩中方解石

胶结物呈连晶状分布于粒间孔、溶蚀孔，或交代黏

土杂基分布，方解石胶结物中铁白云石重结晶（图

5e）。铁方解石或铁白云石主要在晚期成岩作用阶

段大量沉淀，与早白垩世晚期整体抬升、温压下降

有关，使钙质胶结物几乎完全充填孔隙。孔隙类型

为少量残余粒间孔以及晶间孔，喉道为极窄片状或

管束状喉道，孔隙度和渗透率低。

压实致密成岩相（Ⅴ类） 泥质含量与塑性颗

粒含量均较高，导致在早期成岩作用阶段被压实，

后期成岩流体难以进入，因此仅发育少量早期成

岩作用阶段发育的硅质及钙质胶结。孔隙类型主

要为粒内孔及晶间孔，喉道主要为管束状，物性

极差。

3.2 成岩相测井识别

通过分析不同类型成岩相与电性参数的相关

关系，可以帮助开展成岩相的垂向识别［23］。从不同

类型成岩相的声波时差（AC）和GR交会（图7a）可以

看出，Ⅰ，Ⅱ，Ⅳ类成岩相总体具有相对较低的 GR

值，一般小于 70 API；而Ⅲ，Ⅴ类成岩相 GR 值相对

来说较高，一般大于70 API，反映具有相对较高的泥

质含量。Ⅰ，Ⅱ类成岩相 AC 值整体较高，均高于

210 μs/m，而其他类型成岩相 AC值相差不大，整体

低于 210 μs/m。从密度测井（DEN）和 AC 交会（图

7b）可以看出，Ⅲ类和Ⅳ类成岩相的 DEN 值相对较

高，均大于 2.4 g/cm3，最高值均来自这两类成岩相，

其次为Ⅴ类成岩相，Ⅰ，Ⅱ类成岩相的DEN值最低，

与AC具有较好的一致性。DEN和中子测井（CNL）

交会（图 7c）显示，CNL用于区分不同类型成岩相的

效果较差，整体Ⅰ，Ⅱ类成岩相的CNL值较高，其他

类型成岩相的 CNL 值相似。深侧向测井（LLD）和

AC 的交会（图 7d）显示，较致密的成岩相类型 LLD

值增大，但对不同类型成岩相的区分性较差。从不

同类型成岩相与常规测井的关系来看，综合GR，AC

和DEN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区分 5种成岩相类型，但

Ⅲ类和Ⅴ类成岩相区分难度较大，因此需要利用其

他参数开展成岩相的解释。

图5　永进油田侏罗系储层成岩相类型
Fig.5　Diagenetic facies types of Jurassic reservoirs in Yongjin Oilfield

图6　永进油田侏罗系不同类型成岩相的储层物性分布特征
Fig.6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eservoir properties of 

different types of diagenetic facies in Jurassic 
reservoirs in Yongjin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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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成岩相与储层脆性参数关系

成岩相控制着储层甜点的发育特征，不同类型

的成岩相，其岩石组构、岩石力学性质以及后期的

工程改造难度各不相同。因此本文在横波预测的

基础上，利用测井曲线计算了储层的杨氏模量、泊

松比、体积模量和剪切模量，对这些储层脆性参数

进行分析，从而对成岩相类型进行进一步识别。由

图 8可见，Ⅰ和Ⅱ类成岩相具有较低的杨氏模量、体

积模量和剪切模量，Ⅲ—Ⅴ类成岩相杨氏模量较

大。利用泊松比区分所有不同类型成岩相较困难，

但根据Ⅴ类成岩相的泊松比大于Ⅲ类成岩相，认为

泊松比可作为区分成岩相的辅助依据，因此综合利

用物性和电性特征可区分不同的成岩相类型，综合

识别标准见表1。

5 成岩相分布规律

5.1 垂向分布规律

根据成岩相识别标准，利用测井资料开展超深

层储层单井成岩相划分。从成岩相垂向分布特征

来看，钙质胶结和压实作用是最重要的减孔机制，

溶蚀作用是最重要的增孔机制，3 种机制的发育均

与沉积相有密切的关系（图 9）。Ⅰ，Ⅱ类成岩相是

油层发育的主要部位，主要分布于分流河道的主体

部位。Ⅲ类成岩相主要分布于砂体厚度较小的分

流河道中部，储层中钙质胶结在距离煤层较近的位

置大量溶蚀。Ⅳ类成岩相主要分布于多期分流河

道叠加部位、分流河道砂体的顶部和底部。一般称

为“顶钙”和“底钙”［20］。单个砂体内部，如果存在泥

质或物性隔挡层，也会在界面部位发育钙质胶结。

Ⅴ类成岩相一般发育在分流河道的侧缘或分流河

道末梢砂体较薄部位。生产数据分析表明成岩相

与单井产能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例如，永 1井齐古

组砂体Ⅰ，Ⅱ类成岩相发育，该井日产油量为 63.61 

t/d，日产气量为 1.05×104 m3/d；永 6井齐古组砂体主

要发育Ⅲ，Ⅳ类成岩相，与永 1井相比，该井产能明

显降低，日产油量为 0.11 t/d，日产气量为 0.009 3×

104 m3/d。

5.2 平面分布特征

成岩相类型决定了储层品质，在单井成岩相划

分基础上，利用三维地震资料开展平面分布特征预

测，对于甜点油层的分布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根据

不同类型成岩相与三维地震资料纵波阻抗的关系

分析，Ⅰ类成岩相纵波阻抗一般为 8 500～11 000   

图7　成岩相类型常规测井识别
Fig.7　Identifica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types by conventional well logg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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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m3·m/s，峰值约为 10 000 g/cm3·m/s；Ⅱ类成岩相

纵波阻抗一般为 10 000～12 000 g/cm3·m/s，峰值约

为 11 000 g/cm3·m/s；Ⅲ—Ⅴ类成岩相纵波阻抗一般

大于 11 500 g/cm3·m/s，且峰值相似；泥岩纵波阻抗

分布范围较广，主要为 10 000～13 500 g/cm3·m/s，

与砂岩难以有效区分。综上所述，可以通过纵波阻

抗的数值分布特征预测优势成岩相（Ⅰ，Ⅱ类）的平

面分布特征。

利用测井曲线和三维地震资料开展叠后稀疏

脉冲反演，得到纵波阻抗的反演数据体。利用反演

数据体，可以根据目的层时窗提取侏罗系纵波阻抗

的平面和剖面分布特征（图 10，图 11）。利用过井纵

波阻抗预测剖面与实际钻井成岩相垂向分布特征

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不同类型成岩相与纵波阻

抗具有对应关系。由图 11可知，永 1井钻遇Ⅰ类成

岩相，目的层中部纵波阻抗值较低（10 000～11 000 

g/cm3·m/s）；永 6井钻遇Ⅲ—Ⅴ类成岩相，目的层纵

波阻抗值较高（大于 11 500 g/cm3·m/s）。平面图上

也可以看到这种差异，永 1井附近发育低纵波阻抗

（小于11 000 g/cm3·m/s）区域（图10）。因此，在井间

地区可以根据不同纵波阻抗值与成岩相类型的对

应关系预测成岩相分布。根据纵波阻抗较低区域

圈定了Ⅰ类成岩相发育区，主要位于研究区东北部

Y301—Y302井区和西北部 Y1井区，呈局部连片分

布。由于储层成岩相与单井产能具有明显的相关

性，高产井Y1井分布在Ⅰ类成岩相分布范围内（图

图8　成岩相与储层脆性参数分析
Fig.8　Analysis of diagenetic facies and reservoir brittleness parameters

表1　不同类型成岩相的综合识别标准
Table 1　Comprehensiv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for different types of diagenetic facies

成岩相
类型

I

Ⅱ

Ⅲ

Ⅳ

V

物    性

孔隙度/
%

>10

8～10

6～12

<6

<6

渗透率/
mD

>0.5

0.3～0.5

0.1～0.3

0.1～0.3

<0.15

电             性

GR/
API

<65

60～70

65～75

65～76

>70

AC/

（μs·m-1）

>230

215～230

200～215

<200

195～210

DEN/

（g·cm-3）

<2.4

2.35～2.45

2.4～2.5

>2.45

>2.4

CNL/
%

>0.12

>0.1

<0.1

<0.1

<0.1

LLD/

（Ω·m）

10～30

20～30

>25

>25

>25

杨氏模量/
GPa

<35

35～45

>40

>40

>40

泊松比

<0.25

<0.25

<0.25

<0.25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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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这也从一定程度佐证了预测结果的准确度。

因此，从过井纵波阻抗剖面分析验证来看，利用纵

波阻抗开展成岩相平面分布特征预测结果对于地

质甜点的分布预测具有指导意义。

图9　永进油田侏罗系超深层储层成岩相剖面分布
Fig.9　Distribution of diagenetic facies profile of Jurassic ultra-deep reservoir in Yongjin Oilfield

图10　永进油田齐古组纵波阻抗平面分布及优势成岩相分布预测
Fig.10　Prediction of P-wave impedance plane distribution and dominant diagenetic facies distribution of 

Qigu Formation in Yongjin Oil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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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根据准噶尔盆地永进油田侏罗系超深层储层

成岩作用研究，考虑胶结作用和压实作用对储层的

减孔效应以及溶蚀作用对储层的增孔作用，将储层

划分为强溶蚀+绿泥石包壳（Ⅰ类）、中等溶蚀+自生

高岭石（Ⅱ类）、中等钙质胶结溶蚀（Ⅲ类）、强钙质

胶结（Ⅳ类）及压实致密（Ⅴ类）等 5种成岩相。永进

油田侏罗系Ⅰ，Ⅱ类成岩相物性较好，位于主干分

流河道砂体内部，是油层发育的主要部位；Ⅲ类成

岩相主要分布于次级分流河道的中部，砂体厚度相

比于主干分流河道较小；Ⅳ类成岩相主要分布于多

期水下分流河道叠加部位、水下分流河道砂体的顶

部和底部；Ⅴ类成岩相一般发育在分流河道的侧缘

砂体较薄部位。

在不同类型成岩相与电性参数相关关系分析

的基础上，引入杨氏模量、泊松比等岩石力学参数

对成岩相类型进行综合识别，在单井上确定了成岩

相发育特征。基于成岩相与地震纵波阻抗的对应

关系分析，利用三维地震纵波阻抗反演开展成岩相

平面分布预测。Ⅰ类优势成岩相主要分布在研究

区东北部Y301—Y302井区和西北部Y1井区，呈局

部连片分布。以地球物理方法为纽带实现井间储

层成岩相识别预测，可以为超深层地质甜点的分布

预测提供重要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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