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七卷第三期
1 9 8 5 年 9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E X PE R IM E N T A L P E T R O L E U M G E O L O G Y

V o l
。

7 N o 。

3

S e P t
。 , 1 9 8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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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矿产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一
、

库目标与计算机资源

利用现代化计算机数据库技术
,

收集
,

整理与油气资源有关的各种资料
、

数据
,

建

立起 以含有存贮
、

检索
、

更新
、

查询和资源估算预测等功能为目标的石油资源数据库系

统
,

已成为当今世界上提高油气资源普查勘探效率
,

加速发现新油气田的重要手段的一

个组成部份
。

我们在美国w A N G一v s计算机系统上进行了上述 目标的建库实践与应用
,

取 得 了

良好的效果
。

图1为w A N O一v s一 80 计算机资源简图
。

v s一 80 属龄小型高挡系列机
,

配 有 较 为

强大
、

灵活的多用户分时操作系统和数据管理系统
,

能连接多台工作终端 ( R T )
、

磁

盘机
、

磁带机
、

打印机和绘图仪等外围设备
,

联机处理容量可达 2
.

3千兆字节 ( B Y T E )
,

能满足建立中小型数据库系统的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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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s一 80 的数据管理系统 ( D A T A MA N A G E M E N T s y s T E M简称D MS ) 采用公用

程序的方式进行调用
。

这些公用程序主要有文件控制程序 ( C O N T R O L )
、

数据记录输

入程序 ( D A T E N T R Y )
、

数据文件重构程序 ( C R E A T E )
、

报表程 序 ( R E P O R T )
、

查询程序 ( IN QU IR Y ) 和分类合并程序 ( S o IT ) 等
。

此外
,

在其所配置的 F o R T R A N
、

C O B O‘
、

BA sl C等程序设计语言中
,

均含有数据操作语言及调用上述公 用 程 序 的 能

力
。

v s一 8 0的D M S支持数据项 ( F 1E L D ) 一一记录 ( IE C O R ) 一一文件 ( F IL E ) 的

数据结构描述
,

对于索引文件记录类型
,
D M S允许除定义 1个数 据 项 作 为 主 关 键 字

( P R IMA R Y K E Y ) 外
,

还可以定义多至 16 个数据项作为副关键字 ( A LT E R N A TI
-

V E K E Y )
,

并允许通过定义相同副关键字来建立两个文件间的联系
。

文件记录可 以是

定长或变长
,

但最长的记录不得超过2 0 4 。字节
。

对记录中的数据项可以定义读写控制
,

完整性检验及数字型数据的压缩格式
。

石油资源数据库是以w A N G 一V S一 80 的这些资源环境为基础
,

设计 了库逻辑 结 构

和文件格式
、

编写了库系统程序
、

建立了由库管理员
、

库应用程序员和库一般用户所组

成的数据管理和应用流程
,

取得了建库较快 的实用价值
。

二
、

库逻辑结构与文件记录格式

图2是石油资源数据库逻辑结构图
。

根据对库系统数据的结构分析以及便于 按 地 质

目标检索数据的方式
,

我们将石油资源数据库设计为可扩充的多文件结构
,

将数据对于

所应用的实体
,

为一种文件记录类型
。

例如盆地实体是由盆地代码
、

盆地名称
、

盆地面

积等数据项构成
,

其数据是一一对应的
。

将唯一标识一个实体的数据项定义为主关键字
。

盆地代码在盆地实体集中
,

不产生重复
,

因而可作为主关键字
。

所有同一种记录类型的

集合就构成了文件
。

下列是 9个从储油角度进行设计的数据文件
:

1
.

盆地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文件号R E I

2
.

构造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文件号 R E Z

3
.

断块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文件号 R E 3

4
.

储集岩系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文件号 R E 4

5
.

储集层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文件号 R E S

6
.

钻井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文件号 R E 6

7
.

钻井储油数据主文件
,

文件号 R E g

8
.

油气资源估测参数文件
,

文件号R E 10

9
.

油气资源量估算
、

预测结果文件
,

文件号R E n

在这 9个文件中
,

我们采用一个或多个相同的副关键字 (或称交替键
,

简称副 键 )

来实现它们之间的联系
。

这些副关键字则 以地质构造分级
、

地层分级及钻井所对应的代

码进行定义
。

图2表明
,

石油资源数据库采用的是网状的数据结构模型
。

由于在文件中使用 了 副

关键字作为冗余项
,

这就使得我们能方便地应用只能描述平面文件类型的数据管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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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构造代码名称参数文件件件 储集岩系代码 名称参数文 件件

文文件号号 R E ZZZ

卜州
文件号号 R E IIIII 文 件号号 R E 444

主主键键 构造代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码 主 健健 记录 编号号::::::: 月
主 ,, 盆地代码码码码码

FFFFF一 C O D EEEEE B 一 C O O EEEEEEE N U MMM

基基叮趣 lll B 一 C O D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副 键 !!! 储集岩系代码码

钻钻钻钻钻井代码 名称参数文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件 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R E 一 C O D EEE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键 222 B 一 C O O EEE断断块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一一一 文件号号 R E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主健健 井代 码码
文文件号号 R E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W 一 C O D EEEEE 储集层 代码 名称参数文件件
主主键键 断块代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副副副副副键 lll B 一 C O O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件号号 R E SSSPPPPP一 C O D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键 222 F一 C O O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副副键 III B 一 C O D EEEEEEEEEEE 主键键 记录编号号

副副键 222 F一 C O O EEEEE 副键 333 P一 C O D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NNNNNNNNNNNNNNNNN U MMM

副副键 lll 储集层代码码

扩扩充文件件件 扩充文 件件件件 L 一 C O D EEE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键 222 B一 C O O EEE

生生 泊 岩系代码名称参数数数 其它 代码 名称参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副副副副副副键 333 R E 一 C O O EEE

钻钻井储油数据主文件件件 油气资源里估测参数文件件件 扩扩

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充
文文件号号 R E ggggg 文件号号 R E 100000 文 件号号 R E llllll 的的

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数

主主键键 记录 编码码码 主键键 记录编码码码 主键键 记录坡码码码 据据

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文

NNNNN U MMMMMMM N U MMMMMMM N U MMMMM 件件

副副键 皿皿 B 一 C O D EEEEE 副键 启启 B 一 C O D EEEEE 副键 III B一 C O D EEEEEEE

副副键 222 F一 C O D EEEEE 副键 222 F一 C O O EEEEE 副锤 222 F一 C O D EEEEEEE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键 333 P 一 C O O EEEEE 副键 333 P一 C O D EEEEEEE副副链 333 P一 C O D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键 444 R E 一 C O D EEEEE 副 键 444 R E 一 C O O EEEEEEEggglJ 键 444 R E 一 C O O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副键 555 L 一 C O O EEEfffo]J 键 555 L一 C O O EEEEE 副键 555 L一 C O D 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E

副副键 666666666666666

图2 库文件逻辑结构图

( D M S )
,

在w A N G 一v s一5 0 计算机上实现上述 网状的数据结构模型
,

使库中的数据

连成一个有机的整体
。

表 1一表 7是库基础基文件 R E I一R E 6及 R E g记录数据 (部分 )显示格式
,

其数据项名

称
,

基本上采用英文词义缩写表示
。

例如以B表示盆地
,

w 表示钻井
,
O R E s表 示 石油

资源量等等
。

盆地代码名称参数文件R EI 记录数据 ( 部分 ) 显示格式 表 1

B一C O D E

G S
S O

B一N A M E
一旦兰

-

{怪
E 一F o R M

I
2 5 0 0

.

0 0 1 E l一2 B 2 _ }
7 7 0

,

0 0 1 E D E F E T }

R E 一E O R M

G U A N D O N G S H A S H U I E l一2 B 3
E S I E D E E 3 E F I E T

B一CO D E
:

盆地代码

B一N A M E :

盆地名

B一S :

盆地面积

G E 一F O R M
:

生油层位

R E 一FO R M
:

储油层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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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代码名称参数文件E R Z记录数据 (部分 ) 显示格式 表 2

F一C O D E F一N A M E
”一C O E

仁二兰
一

R E 一F O R M

BY
IG

L P

M D

S D

X T

ZP
Z 2

B A O Y U E

IG G A N

L E PIN

M U D IA N
S A D O U
X IA O T IA N G
Z IA N G PU
Z H U Z H U A N G

E l一2 B 3

S O E S I E F 3 E F I E T

�U八月
.

尸J0曰

.�....口........月月....

1
巨匕.
l
J....月,..巨...

les,

F一CO D E
:

构造代码

F一N A M E :

构造名

F一S :

构造面积

断块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R E 3记录数据 ( 部分 ) 显示格式 表 3

P一C O D E P一N A M E P一S

D L L

G G
H J
H S I

H S 3

JH I J
JH Z

M G
N H
S N
Z S
Z Z D
Z Z X

D A L E L I U
G A O G A N G

H U A N G JU
H U A G U O S H A N I

H U A G U O S H A N 3

J I U H E I

JI U H E Z

M E I G A N G
N A N H E
S A N S H U I N O N G C H A N G

Z H A N G S H A N

Z H U Z H U A N G D O N G
Z H U Z H U A N G X I

B一 C o E I F一C o D E

〕⋯;
2

。4 5

4
。

5 8

5
·

; 0

1
。

7 4

P一C O D E :

断块代码
P一N A M E :

断块名
P一S :

断块面积

储集岩系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R E 4记

录数据 ( 部分 ) 显示格式 表 4

储集层代码 名称参数文件R E S记录数据
( 部分 ) 显示格式 表 5

B一C O D E }R E一C O D E B一C O D L一C O D E L一N 人M E

1一1

1一2

]一4

1一5

1一6

3一1

3一2
。

3
。

4 。 5 。 6

AIAZA3A4ASA6A7ASAgAAAB
ABIBZCDE

AAAAAAAAAABCBDE

GS邵GsGSGSGSGSGSGSGSGSSOSOSOSOSosOACDBABEGSGSsoSOSOsoSo

R E 一C O D E

R E 一N A M E

:

储集岩系代码
:

储集岩系名

4 ( 1 )一1

4 (2 )一 1

4 (2 )一2

4 (2 ) 一6

2 。3

E S I

E D Z

E D I

E F 3

E F I

E T

L一C O D E

L一N A M E
储集层代码
储集层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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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井代码名称参数文件R E6记录数据 ( 部分 ) 显示格式 表 6

M
一

C O D E M一N AM E B一C O D E }F一CO D E {P一CO D E Y
!

z

J‘.‘‘,J
工引叼润L‘J口曰口�,妇Q�亡幻11UCn0n0nU门自n�尸anU山邝AO八11�
�

O
刁
i�了冲了八jl‘J000口,工,上.勺O刁J毯gdQU�了0自几b,曰nUodn�Ondo丹O八乃

...... .........

⋯⋯
污了,土llJ咬.匀行了8
内匕九hOJ八Jl卜J才件21一上�附了1上吸Jl氏J
‘lnQUQUO曰R甘.4.2.6.0.1.9.8

⋯4⋯8
旧.6.2.8.2

⋯8⋯8
5 0 0 1

5 0 0 2

5 0 0 3

5 0 0 4

5 0 0 5

5 0 0 6

5 0 0 7

5 0 0 8

5 0 0 9

5 0 1 1

5 0 1 2

5 0 1 3

5 0 1 4

5 0 1 5

5 0 1 6

5 0 1 7

5 0 1 8

5 0 1 9

5 0 2 0

5 0 2 1

5 0 2 2

5 0 2 3

5 0 2 4

5 0 2 5

SH U I S H E N一1 7

S H U I S H E N一3

N A N一2 8

N A N一2 0

B Y

B Y

S H I一8

59488ao70832069认1工亡U85S H I一1 6

S H I一6 2

S H U I S H E N 一1

B A O 一1

N A O一1 9

B A O一2 1

B A O一3

S H U I一2 0

S H U I一1 2

B A O一8

B A O一 1 2

S H U I S H E N一1 3

S H U I S H E N一1 4

SH U I S H E N一34
N A N一2

S H U I S H E N 一1 0

S H U I SH E N一1 2

S H U I S H E N 一1 9

S H U I S H E N一1 8

S N
S N

SN
S N

Z S

Z S

Z S
Z S

Z S

Z S

Z S
JH I

JH I

JH Z

JH Z

JH Z

G G
H J

H J

M G

D L L
N H

H S I

H S3

}2 5 7 3 4 5 7

12 5 7 1 7 1 3

{2 5 7 3 1 4 4

{2 5 7 2 9 4 7

12 5 7 3 2 2 6

}2 5 7 3 1 0 5

{2 5 7 3 1 7 9

!2 5 7 3 6 0 7
12 5 7 3 4 6 5
一2 5 7 3 2 3 9

2 5 7 3 6 2 3

2 5 7 2 7 2 8

2 5 7 2 4 3 5

2 5 7 3 2 4 3
2 5 7 2 6 7 4

2 5 7 3 4 8 8

2 5 7 0 8 5 6

2 5 7 2 5 0 5

2 5 7 3 4 1 3

2 5 6 9 4 7 7

2 5 7 2 1 3 2

2 5 7 0 8 1 5

2 5 7 5 5 4 2

2 5 7 3 3 9 7

{1 9 6 9 8 1 8 7
.

{1 9 6 9 7 7 3 1
.

一1 9 6 9 8 1 5 2
.

{1 9 6 9 7 7 1 2
.

11 9 6 9 5 6 7 2
.

1 9 6 9 5 5 4 1 .

1 9 6 9 5 6 7 0 .

1 9 6 9 5 4 8 4
.

1 9 6 9 5 6 6 9
.

1 9 6 9 5 2 8 4
.

1 9 6 9 5 1 6 3 .

1 9 6 9 5 6 7 7 。

1 9 6 9 5 9 3 1 。

1 9 6 9 6粉 9 .

1 9 6 9 6 6 0 9 .

1 9 6 9 6 7 3 1
.

1 9 6 9 7 8 1 3 。

1 9 6 9 7 2 0 1 。

1 9 6 9 7 4 4 8 。

1 9 6 9 6 9 5 9
。

1 9 6 9 9 8 4 0 ,

1 9 6 9 6 5 8 9 。

1 9 6 9 5 5 7 7 。

1 9 6 9 4 8 4 5
。

yYyyyYNyyyyyyyNyyy飞yNySSSSSSSSSSSC口5555555555

GGGGGGGGGGGGGGGGGGGGGGGG

W一C O D E :

钻井代码

W一 N A M E :

钻井名

X :

钻井坐标X

Y
:

钻井坐标Y

Z :

钻井标高Z

石油资源数据库的文件就其使用的性质而论
,

可以分为三类
。

第一类是文件R E I 至

文件 R E 6 ,

共六个文件
,

是盆地到钻井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主要是对库系统数据起定位

标识的作用
。

第二类是钻井储油数据主文件R E g ,

是库原始数据存贮
、

检索的主要场所
。

它包含了钻井取岩芯
、

含油气层厚度
、

实验和电测 的孔隙率
、

含油
、

水饱和度及空气渗

透率等各种类型的数据
。

因此在实际存贮的数据记录中
,

将会有许多数据项的取值出现

空白
。

由于除定义这个文件记录类型为可变长外
,

还对数字型数据采用了组装型的压缩

手段
,

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存贮空间的浪费
。

第三类是库应用文件R E 10 和 R E l l 。

这两

个文件是为应用蒙特卡洛方法进行油气资源量的估算与预测而设计的
。

R E 10 是地 质 目

标油气资源估测参数文件
。

它将可接受按库系统程序从文件 R E I至文件R E 6和文 件R E g

检索出来或由库应用程序员从终端输入的数据
。

因此它是库系统程序在估算
、

预测地质

目标油气资源量时的过渡性工作文件
。

库应用程序员在进行地质 目标油气参数的概型模

拟或资源量的估算
、

预测之后
,

将可随时删除或暂时保留与其有关的记录
。

R E n 是 地 质

目标油气资源量估算
、

预测结果文件
,

有关油气估测参数概型模拟的结果也存 贮 在 其

中
。

这个文件将为石油普查勘探和能源计划
、

决策提供所需的数据
。

现已实现的石油资源数据库仅限于储油方面的数据和资料
,

但是库逻辑结构允许文

件不断扩充
。

随着条件的许可
,

将可进一步扩充生油岩系
、

生油层代码名称参数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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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并储油数据主文件 R E 7记录数据部分显示格式

M
一

C O D E C O D E }F
一

C O D E⋯P
二

e o D E
R E C O D E IL C O D E }W D E P T H }H

表 7

州
一
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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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一 D E P T H 井深

含油气层厚度

孔隙率

含油饱和度

HMSO

钻井生油数据主文件以及其他与油气资源有关的地质
、

实验数据文件等
。

采用这种既有

总体逻辑设计
、

又能逐步建库
、

逐步扩充
、

逐步投入使用的方式
,

将使一个数据库工程

的建成
,

具有较好的科学性和经济性
。

三
、

库功能与库系统程序

数据库的建立既耍考虑与未来数据的接 口
,

又要使得共享数据库资源的用户便于存

贮
、

更新
、

检索和数据处理
,

保持数据库的完整性和可维护 性
。

为 此 目 的
,

我
一

们 以

w A N G
一
v s 一

80 机所提供的软件资源和程序设计语言
,

设计和编写了石油资源数据 库系

统程序
。

图3是库系统程序已实现及将扩充实现的功能示意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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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已尖扭功.

图 3 库系统程序功能示意圈

库系统程序主头由下列四个部分组成
:

1
.

用户等级识别
、

2
.

v s
一

80 机D MS公用程序的调用
3

.

库应用文件数据记录的建立
、

修改
、

删除和检索

4
.

油气资源量的估算与预测等数据处理
。

当库系统程序运行时
,

将首先检验用户级别
。

对库一般用户只给予查询
、

检索库中

数据的权利
;
对库应用程序员除有库一般用户的权利外

,

将允许其调用库系统中的专用

程序进行地质目标油气估测参数的概型模拟和资源量的估算与预测
,

建立
、

删除
、

修改

文件R E 10 和R E n 中与其有关的那一部分的数据记录
’

;
而库管理员则是库管理的核心

,

除负责库文件逻辑结构的组织
、

扩充
、

数据读写控制外
,

同时是库基础文件R E I至R E 6

和R E g 数据输入
、

维护及协调库程序员编制和使用库应用程序的组织者
。

浑管理员主要
是通过调用D Ms中的公用程序 c O N T R O L

、

D A T E N T R Y
、

c R E A T E
、

S o R T来完 成上

述的职能
。

库应用程序员在获准进行油气资源数据处理之后
,

将需按文件R E 10 的格式建 立 起

通过检索或终端输入的地质每标的数据记录
,

指定记录主关键气 参数概型模拟代码
、

估算或预则方法代码等信息
。

库系统油气资源专用处理程序根据主关键字从文 件 R E I

读出记录
,

并按记录的信息作相应的数据处理
,

将结果存入文件R E n 中
。

库系统对于油气资源量的顶侧采用条件风险分析法
,

取代码为A
,

对于油气资源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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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估算采用确定目标法
,

取代码为B
。

这两个方法实旗上均是应肘蒙特卡洛法的原理并

使用一致的容积法油气资源量计算公式、
, 一

月

“
Q油 = C. H. S. M

,
S,o

·

D / F一或Q伸二
一

c. v 侣扩M .,o / F I
, 一

:
一

万
了

当采用方法 A 时
,

上述公式右边的参数
:

.

一

原油充填率C
、

含油厚 度
一

只
、

含 抽 面 积

s (或含油体积v )
、

孔隙率M
、

含油饱和度S
。 、

原油比重D
、

原油体积系数F l等作为独

立的随机变量看待
,

先求取它们在所要预测的地质体中的累计概率分布
,

然后按公式作

蒙特卡洛乘法运算
,

得到该地质体中关于条件油气田资源量的概率分布
。

接着根据地质

体的勘探目标数 ( 取代码o B ) 的概率分布和该地质体的勘探风险系数R ,

通过随机抽样

运算
,

求出该地质体石油资源量的累计概率分布及期望值和方差
。

在这里
,

风险系 数 R

是由分析生油
、

储油
、

圈闭和保存条件各边缘概率的乘积或根据勘探成功率来确定
。

至

于地质体的划分主要应考虑具有类似的生油特征和构造形成历史等
。

当采用方法B时
,

则先求取进行油气资源沽算的地质目标上各参数的累 计 概 率 分

布
,

然后按公式作蒙特卡洛乘法运算
,

得到该目标的石油资源量的累计概率分布、
一 ‘

这个

方法适用于已证实资源存在 (不含风险 )
、

勘探程度较高
、

具有可统计的数据资料的地

质目标的资源量或储量的估算
。

库系统程序在进行油气资源量的估算与预测时均以人机交互和调用特定功能子程序

的方式来完成
。

这些特定功熊的子程序主要是文件R El o
、

R El l记录读写转换
、

打印和

终端显示子程序 , 蒙特卡洛乘 (除 )
、

加法子程序
,

条件风险分析法随机抽样运算子程

序
。

此外还有可供油气资源估测参数进行正态分布 (代码N N )
、

对数正态分 布 (代 码

LN )
、

三角分布 ( 代码D D ) 和区间均匀分布 ( 代码 L L ) 等概型模拟的子程序
。

四
、

库功能的应用—
数据检索和石油

、

资源量的估算与预测

数据检索是使用数据库的主要活动
。

对于不大熟悉地质代码的库一般用户
,

石油资

源数据库系统程序将从盆地
、

构造
、

断块 以及储集岩系
、

储集层逐级索引显示其名称和

相应的代码
,

用户只需在终端上回答
“Y ” (是

’

) 或
“N ” ( 非 )

,

便能最终确定 所 要

检索的地质目标
。

表8是这种逐级检索的例子
。

这个例子表明用户确定的地质 目标是广
东三水盆地宝月构造F第三系布心组纽

( G n A N G D o N G sH A N s H u l , B A o y u E ,

E1 一 2B3 )
,

其盆地代码为 G S ,

构造代码为 BY ,

储油岩系代码为A
。

表9和 10 是上述地质

目标确定后
,

调用报表程序 ( R E P O R T )检索其有关数据的实例
。

这些检萦主要是在钻

井储油数据主文件R E g 中进行
。

表 9检索的是钻井代码为5 0 0 1
、

5 002
、 5 006 的3 口钻井中

孔隙率M > 5 %所对应的井深 w
一
D E P T H

、

垂直和水平空气渗透率K l和 K Z
、

含 油
、

水饱

和度5 0
、

s w
。

其检索逻辑表达式为
‘
w

一C O D E ” E Q " 5 0 0 1 ,, O R E Q “ 5 0 0 2 ” o R E Q

“ s 。。6 ” A N D “M” G T S%
。

显然表 9表明检索的结果符合逻辑表达式的要求
,

其孔 隙

度的数值均大于5 %
。

有些时候
,

我们希望检索的钻井代码同时给 出相应的名 称
,

检索

的数据能按井给出某些统计值
。

表10 是这种检索的例子
。

由该图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



.

湘。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7 卷

少

并代码为忿面从 s而2
、
5 0 0 2的名称是水

一

深一 1 7 ( sH u ls H E N
一 1 7 )

、

水 深一3 ( sH u l

S H E N
一 3 )

、

水一6 2 ( S H U I
一 6 2 ) 及其相应井深 (W

一
D E p T H ) 上含油气层厚度 ( H )

、

电测孔隙率 (M L )
、

电测含油饱和度 ( SO L ) 的数据
。

同时
,

我们也可获知水深一1 7
、

水深一 3
、

水~ 6 2各井含油气层厚度的累计值分别是 15
.

06
、

8
.

70
、

1
.

10 米的统计值
。

当
一

然这个检索结果需要与文件狡E 6联合检索
,

逻辑表达式也稍复杂些
。

但是库系统程序和

报表程序能够以交互的方式引导用户调入有关的数据文件
、

输入正确的逻辑表达式
,

完

成该地质目标下的数据检索
。

表 n 是应用查询程序 ( IN QU IR Y ) 查询检索文件R E ll 的主关键字的实例
,

其查询

命令格式如下
: D IS p L A Y B 一 C o D E , F 一C O D E ,

D A R A M E T ,

MO D E , S U p 一 C O D E ,

N u M w H E N “ B 一
c o D E ” E Q “ G s,,

‘

A N D “M o D E ” E Q “D D ” 。

这个查询命令表明

用户想查询有关广东三水盆地 (代码G S ) 哪些构造 (选择项F 一 C o D E )
、

哪些油气资源

估测参数 (选择项PA R A M E T ) 进行了三角概型模拟 (选择项M o D E 满足等 于D D )
,

同时要求给出相应的库应用程序员代码 ( 选择项 s U P 一
C O D E ) 和 主 关 键 字 (选 择项

N UM )
。

由表 11 便可知道文件R E ll 中满足上述条件的查询有五个记录即五个主关键字
。

如果此时用户想进一步了解广东三水盆地沙头构造 ( F
一C o D E项取值sT)

‘

含油饱和度5 0

三角概型模拟的情况
,

便可立即确定其主关键字为sT B P4
。

然后调用库系统的专用检索

程序
,

由关键字S T BP 4就可迅速获得图4的检索结果
。

按照这样的方式
,

也可十分方便地

实现对其他地质目标所模拟的参数或油气资源量估算和预测结果的检索
。

图 5和6是应用库系统程序对广东三水盆地石油资源量和地质储量进行预测和估算的

实例
。

根据广东三水盆地的构造特征
,

在预测其资源量时
,

划分为七个地
·

质 体
,

即 宝

月
、

沙头好
、

释岗
、

小塘
、

石涌
、

乐平和盐步
。

这七个地质体按条件风险分析法预测的

石油资源量累计概率分布结果如图5所示
、

它们的蒙特卡洛相加结果就是全盆地石 油 资

源量分布
。

图 6是以确定目标法估算宝月和沙头好这两个地区石油地质储量的结果
。

上述这些预测和估算结果及参数的记录在库应用程序员指定关键字之后
,

库系统程

序便自动标定 日期并存贮于文件R E n 中
,

以便随时满足用户对该盆地的石油资 源 量及

参数的查询
、

检索等各种应用
。

地 质 目 标 代 码 及 名 称 的 检 索 表 8

. . , . . r , . 洲 州. . 曰. ‘ . . . . . . . , . 门 . 口 . . . ‘ . . . . . . . J. “旧曰 , . . . . . ‘ 盗. . . 二. ‘护 碑
‘

J , ‘ 1 二 . . “‘“ . ~ ~
. 口. . . . . . . . 曰 , . . . . . . ‘. . ‘. ‘. . . . ‘ . 侧. . .

‘

}
、 、

B 一CO D E : G S

F一CQ D E : BY

卫协CO D E
:

R E 一C O D E : A

L一C O D E :

P R IN
、

T IN亡 A B O U T

B一N A M E 玛 U A N G D O N G S H A N S H U I

F一N A M
: B A O YU E

P一N A M E :
- .

R E一N A M E : E l一ZB s

L一N A M E :

C O D E 一N A M E O F O BJE C T IV S

闷 ‘ ‘

协‘ 翻. , , ‘ . , , 尸中 . 抽 . , . ~ ,
门

~ 甲翻叫‘甲 . . 目 , . . . 国, , ~ , . ~ 一

一一
一

~ 甲 . 解为. . . . . . ‘. . ‘ . . . . . . . . . . .

一.

天 工 弃夕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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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报表程序检索广东三水盆地钻井代码为5 0 0 1
、

5 0 02
。

表 9

勺勺盯_ 户n n RRR W 一D E PT HHH MMM K 111 K 222 SOOO

111 1 4 3
。

2 000 1 0
。

1 999 9
。

仑666 3 4
。

4 666 2 6
。

9 111

1111 1 5 1
。

4 0」 9
。

8 777 1
。

2 555 2
。

3 666 2 4
。

8 555

111 1 7 1
。

4 011 1 2
。

5 111 2 3 7
。

4 777 3 5 8
。

2 888 8
。

6 000

111 1 7 1
。

4 011 1 3
。

0 888 35 6
。

2 555 2 1 0
。

1 888 2 4
。

4 333

111 1 2 2
。

8 000 7
。

2 333 7 111 甘娜1000 2 6
。

2 666111 1 2 2
。

8 011 1 3
。

7 222 1 5
。

7 111 8 9
。

6 888 3 1
。

3 888

1111 1 2 2
。

8 000 1 3
。

6 111 3 1
。

8 000 5 1
。

0888 2 9
。

8 666
1111 2 2

。

8 011 1 0
。

5 777 2 8
。

8 777 9 5
。

4 555 3 4
。

3 444

111 1 2 2
。

8 000 1 2
。

3 444 1 0
。

9 555 3 7
。

1 000 3 0
。

2 555

1111 1 5 3
。

6 011 8
.

8 555 4
。

7 000 1 0
。

9 888 3 9
。

8 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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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报表程序检索广东三水盆地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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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查询程序检索库应用程序员代码 ( su P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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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由专用检索程序检索油气资源估溯参数进行概型模拟的数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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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应用条件一风险分析法 由库系统程序对广东三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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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应用确定 目标法由库系统程序对广东三水盆地石油地质储 , 的估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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