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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地震资料解释是一门多学科的综合应用技术。地震

解释技术由二维向三维的转换，同时伴随着一系列技术
的革新和方法的进步。目前以地震相干解释技术、地震
相分析技术、波阻抗反演技术、三维可视化解释技术等
为代表的一系列新的地震解释技术正被广泛运用。地震
解释与油气勘探和开发密不可分，随着地震资料品质的
提升，它可以很好地反映地下地质体的情况，发挥越来
越大的作用。

1 地震解释技术基本概况
随着人们对地下地质情况了解的深入，各种类型的

地质、地球物理资料的增多，以及油气开采阶段的变化，
单纯依靠地震资料进行构造解释已经不能满足现实需
要。现代的地震解释方法是综合各种地质、地球物理资
料进行的地层综合解释，其中以地震相干解释技术、地
震相分析技术、波阻抗反演技术、三维可视化解释技术
等一系列地震解释技术在生产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广泛运
用和推广。
1.1 发展历程

二维地震是通过在地面上进行单条测线的采集、处
理、和解释的过程。最终的结果是得到一张剖面，并由
此剖面来解释断层、地层的信息。在油气勘探、地热资 
源、煤田勘探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

三维地震勘探方法是指在工区内采集随时间变化的
地震信息，并在三维空间之中来处理和解释的一套工作
流程与相应的解释处理方法。与二维地震相比，三维地
震可以得到一个完整的三维数据体，并且横纵测线的闭
合点可以完全偏移重合。三维地震勘探具有灵活的野外
观测系统，密集的测网能够有效压制噪音提高信噪比，
经过偏移处理后可有效压制侧面波，应用领域广泛等优
势。

三维可视化地震解释推动了三维地震解释技术的全
面发展。现今能实现的三维地震解释技术有自动追踪同
相轴、将时间切片与剖面结合以实现准确判断断点的目
标、通过计算道间的相关系数，判断存在断层或者岩性
突变、将井位，地震等信息通过全三维可视化投影之后
进行综合解释。
1.2 三维地震解释方法和流程

三维地震勘探资料解释是通过人机协作的方式实
现。偏移数据体作为基础，以方差数据体为辅助，二者
相互验证。首先要进行资料准备，主要依赖于品质不断

提升的地震剖面资料，钻、测井数据以及地层、岩性、
油气资料，然后合成记录确定地质层位，再依次进行剖
面解释、空间解释，最后进行综合解释。

地震资料的精细解释是提高构造、储层预测准确性
的前提和基础，层位的精细标定则是进行地震资料精细
解释的前提。合成记录标定地震反射层位是被普遍使用
的方法，予以地震剖面以深度概念，是时深转换的重要
方法，合成记录一般利用声波测井资料进行制作。但是
其影响精度的因素较多，所以需要对其进行环境校正。

时间切片解释技术：断层解释可以通过切片上同相
轴的走向、振幅变化、疏密的突变等变化规律的观察来
提高精度，可以明确断裂组合，展现断层平面展布规律
等。

相干体技术是在地质构造、沉积环境的解释和隐蔽
油气藏的勘探开发等方面有突出应用的功能强大的地震
属性解释技术。对数据体进行处理，利用相干时间切片、
相干沿层切片、相干体三维显示等手段来鉴别和检验断
层。相干体实质上反映了地下地质体的均一性连续性及
其变化，均一的地质体在地震上的反映是类似的，即强
相干，结构或特征出现突然变化的地质体，如出现断层、
裂缝、地层剥蚀、尖灭等，地震信息也发生改变，为“弱
相干”。

三维可视化技术在地震解释中，对地震数据进行处
理，使其显示为具有动态和立体的三维图形和图像。三
维可视化利用大量的地震、钻井、测井、地质等数据可
直观、高效、形象立体地展示出三维立体空间的构造、
沉积特征，能够看到地震资料的频率、相位、反射结构
等各种地震参数在空间上的差异，继而能够直观看到地
层和断层的在空间上分布。三维可视化技术与常规地震
解释技术，互为补充，二者成果共享且互相检验。

对平均速度进行解释主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直
接求取平均速度，简单来说就是用公式将叠加速度转换
成层速度，然后剔除异常值，再计算平均速度。另一种
是在研究区内井点发布多，控制点分布均匀且范围广的
情况下，地震平均速度就可以用拟平均速度来校正。

构造成图可以利用 Landmark 中的 ZMAPPlus 模块自
动生成构造图。当然机器成图也存在一定局限性，工区
内断裂多，构造复杂时，就会出现等值线范围走向、对
接不合理的问题，这时需要人工干预，进行人机联作，
纠正机器成图不和谐的地方，使构造图等值线走向协调
自然，形态合理，图面清晰条理，使图件与构造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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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对地震资料综合解释进行了分析与探索，并且将其应用于实际工作中，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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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相符合。
1.3 检验地震可靠性的技术

在测试误差已知的前提下，资料解释的结果是可以
进行检验的。正演模拟可以帮助我们找出解释的地质构
造地震特征和实际资料之间的差异。在地球物理资料解
释过程中，常常利用正演模拟结果与实际地球物理勘探
资料进行比较，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构造数学模型进行模
拟对比来验证地震解释的精确性。

以松辽盆地为例，北部敖古拉断层地震构造解释中
断层阴影区假断层现象就可以利用正演模拟进行检验。
采用地震模型正演分析，研究大断层下盘的异常反射，
来说明敖古拉断层下盘断层阴影区存在的假断层现象。
依照敖古拉地区地层特点设计地质模型，用雷克子波正
演模拟进行验证。如图 1 所示，地层在地质模型中没有
异常变化，正演剖面中在大断层下盘（断层阴影区）出
现假断层和地层“上拉”的现象。证明断层阴影区出现
的假断层现象。

图 1    敖古拉断层下盘地震正演分析
（引自张操《地震构造解释中断层阴影区假断 

层现象分析 - 以松辽盆地北部敖古拉断层为例》）
2 地震资料解释技术发展趋势

如今地震资料解释更倾向于借助先进的解释技术，
以地震信息为主，开展更深层次的研究如储层特征综合
分析、油气藏分布规律等，能更好的应用于实践中，与
油藏开发和描述联系也更加紧密。

地震资料解释技术与油气藏开发联系密切，为了适
应当前实际生产需求能够利用地震手段解决一系列岩性
和油气的预测问题如预测断层、储层发育带、明确岩相
模式及碳氢指示等。

①地震属性提取和分析技术全面化和精细差异化发
展以及更深层次的应用。储层信息需要通过地震属性提
取并加以分析，掌握地震属性与储层因素或油气之间的
对应关系是获取精细油气信息的前提条件。要提高地震
属性在储层研究方面的精度，要想取得显著的效果，必
然要选择能够最有效反映油气信息的要素进行分析，也
必然要对振幅属性的所反映的现象，进行更精细更深入
的研究；

②地震解释中的油藏描述技术将进一步加快发展。
油藏描述工作贯彻地震解释的始终，在勘探和开发阶段，
地震资料解释技术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前期勘探要解释
构造，将寻找油气圈闭作为主要任务；开发时期，以增
产增量为目标，则要进行油藏精细描述。地震解释在油
藏描述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关技术必定得到进一步的发

展；
③地震资料反演向叠前方向发展演变。目前地震解

释中叠后解释技术存在水平叠加后使地震波的振幅和频
率发生变形，存在信息丢失或产生错误问题，不能保证
其可信度。而之前受计算机技术制约的叠前技术可以弥
补其不足；

④可视化技术覆盖到地震资料解释的方方面面。可
视化是三维地震解释的重点部分，可视化技术的立体直
观更新了地震解释的全三维解释概念，也意味着沉浸式
的可视化技术在地震资料解释中也将得到更多发展，将
为油气勘探开发工作带来全新的发展阶段。

在实际应用开发中，要提高地震资料解释的精度，
就需要以高信噪比、高分辨率、高保真度的地震资料收
集为前提保障。地震资料处理、解释和研究一体化需要
我们将地震技术和地质头脑结合起来。

3 地震资料解释技术在油气开发中的应用
分析和认识盆地构造演化。戴福贵等借助地震资料

研究塔里木盆地发育为手风琴式演化史，首先进行区域
地震大剖面解释综述，然后通过地震剖面分析进一步研
究塔里木盆地不同阶段盖层的形成和演化。

预测成藏有利区块。以西部斜坡区为例，分析了二、
三维地震资料在构造解释方面的差异，并应用三维地震
属性于储层油气预测中，进行成藏有利区的预测，确定
了研究区的成藏有利区所在的部位，对三维地震资料在
有利区块预测方面的效果给予了肯定。

油藏开发中寻找剩余油。针对油藏开发的高含水阶
段，提出了井震联合精细构造解释方法，形成了一套油
藏开发中行之有效的，依靠井震结合精细构造解释的方
法流程。通过在实例中的应用，验证了该方法在寻找剩
余油富集区和发现小断层方面的突出效果，并且通过生
产中的动静态资料进行双方面验证，同时研究表明，井
震联合精细构造解释可以有效预测微小构造和断层。

4 总结
目前，地震解释进入三维解释阶段，一系列新的地

震解释技术正被广泛应用。地震解释与油气勘探和开发
密不可分，在分析和认识盆地构造演化，剩余油开采中
与测井结合预测小断层，还有薄层和薄互层油气开采，
以及将同一区域的二维和三维解释结果进行对比以预测
成藏有利区等方面都发挥重要作用。对于其未来的发展
一方面必然与油气藏结合更为紧密，同时可视化三维技
术必将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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