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1 卷第 4 期

1 9 8 9 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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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 o l
.

z z ,

对0 .

4

D e e 。 , 19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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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晓容 陈荷立 王家华 王 风琴

(西北大学 ) ( 西安石油学院 )

本文建立了适合江汉 盆地 的压实摸型
,

针对不同类型的岩石
,

选用 了不同的压实校正公式
,

业建立起

泥质岩声波时差与孔隙度 的转换关系
,

恢复了晚第三纪末期的地 层剥蚀厚度
.

利用
‘

剥皮法
’

对每口井逐

层进行压实恢复
,

编绘出了各个地层在不同时期的平面展布
、

厚度变化
、

埋 深变化的地层埋藏史图
。

整个

工 作中的大量计算与绘图都是利用计算机完成的
。

当前
,

石油地质理论与勘探实践的发展要求石油地质学家有意识地从地层埋藏变化

发展的角度
,

历史地再现油气自分散有机质热演变至聚集成为油气藏的全过程
。

地层埋

藏史恢复正是这一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

对地层埋藏史的研究实际上可 以追溯到本世纪初
。

但直到七十年代
,

人们所作的地

层埋藏史图还很少涉及压实厚度校正
,

剥蚀厚度的估算也相当粗略
。

因而这些埋藏史图

( 主要是
“
构造发展图

” ) 只能大致反映一地区构造变动的历史
,

而无法直接应用于油

气生成
、

运移
、

聚集过程的具体分析
。

泥质岩的压实研究不仅为泥质岩及其它岩石的压实厚度计算提供了有效的工具
,

而

且也为恢复不整合面的剥蚀厚度提供了较为准确的方法
。

本文是在江汉盆地泥岩压实研

究的基础上
,

进一步通过计算机处理
,

最终得出的一些成果和认识
。

一
、

对岩层压实过程的一般认识

碎屑岩剖面主要由泥质岩
、

砂质岩及少量碳酸盐岩
、

膏盐等组成
。

这些岩石的成岩

作用过程差异很大
,

压实作用在全部成岩作用中的地位也有所不 同
。

泥质岩的成岩作用主要是压实作用
,

在压实过程中其体积可以损失一半以上
。

对地

下岩层而言
,

体积损失量主要表现为地层厚度的减小
,

所以泥质岩层在成岩过程中厚度

的变化是相当大的
。

就目前研究结果来看
,

泥质岩的压实过程一般很有规律
。

在浅部泥

质岩的孔隙度通常随深度呈指数形式减少
。

小= 小
。e 一 “z ( i )

式中小和小
。

分别为深度
z
处和地表沉积物的孔隙度

, c
为常数

。

这些参数视地区
、

层位 而

有所不同
。

上式表明
,

在以深度与孔隙度的对数为轴的坐标系中
,

二者的关系 呈 线 性

( 图1 )
。

埋藏到一定深度之后
,

孔隙度随深度的变化往往偏离上述趋势
。

这时
,

孔隙度或随

深度保持不变
,

或以远较正常段为低的速率随深度减小 ( 图 1 ) 一般将浅部地层孔隙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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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规律减小的层段称为正常压实段
,

而下部孔隙度偏

离正常趋势的层段称为异常压实段或欠压实段
。

砂质岩层在成岩过程中受压实作用的影响较泥质

岩小
。

但据A th y ( 1 9 8。) 的资料
,

砂岩因压实和压溶

作用孔隙度可以降低 13 %
。

这个量对厚层砂岩厚度的

影响也是较大的
。

Fal ve y ( 1 9 8 4 ) 认为砂岩 在 压 实

作用下孔隙度随深度的变化也可以用与泥质岩类似的

关系式来表达
:

毕 壁三护孔 隙度

1 1

中
一
中
。

+ K Z ( 2 )

侧

咙

F a lve y认为 ( 2 ) 式是一个普遍适用的方 程
。

对

于泥质岩
:

小
。 二 0

.

7
, K = 2

.

4 ( k m )
一 ’,

对于典型的

砂岩
:
小

。 = 0
.

4 , K = 1
.

2 ( k m )
一 ‘; 对于典型的粉砂

岩
:
小

。 = 0
.

5 3 , K = 2
.

1 5 ( km )
一 ‘。

碳酸盐岩的成岩作用比较复杂
。

以往人们普遍认

为
,

碳酸盐岩的成岩作用进行得很早
,

因而基本上不

会遭受压实作用
。

但近年来许多人对此提出了异议
,

图1 泥质岩的压实曲线图

认为碳酸盐岩也可 以经受相当程度

的压实作用
。

甚至有人认为只要其中含有2 % 以上的泥质物质
,

则 碳酸盐岩的压实过程

便可与泥质岩的压实过程十分相似
。

Fal ve y认为 ( 2 ) 式也可 以用 来表示碳酸盐岩的压

实过程
,

只是具体参数的选取比较困难
。

对于膏盐的成岩作用
,

一般研究较少
。

当石膏脱水转化为硬石膏时
,

因脱 出 结 构

水
,

其质量和体积都可能发生变化
。

另外
,

膏盐的塑性较大
,

密度较小
,

随埋深增加
,

在较大的上覆负荷及较高温度作用下往往容易发生柔流作用
,

使地层厚度发生不均匀变

化
。

二
、

地层压实校正的基本公式

很早人们就提出了一个计算岩石体积因压实作用而变化的公式
:

v 。
( 1 一 小

。

) = v ( 1 一小) ( 3 )

式中
v 。

和
v
分别为压实前后的岩石体积

。

( 3 ) 式两边为压实前后岩石的骨架体积
。

假设

岩石在压实过程中其骨架体积不发生变化
,

则压实前后骨架体积应该相等
。

这个公式曾

被广泛应用
,

但岩石孔隙度是深度的一个连续函数
,

而利用 ( 3 ) 式却只能取一段 地 层

的平均值计算
,

误差较大
。

近年来
,

随着对岩石压实规律的深入研究
,

人们开始用积分的方法来计算地层的压

实厚 度
。

其中以Fal ve y等人 ( 1 9 8 4 ) 提出的方法较为实用
。

F a lve y等也认为岩层在压 实

过程中其骨架颗粒没有损失
,

也未被压缩
,

因而压实前后地层厚度的变化仅仅是孔隙空

间的变化
。

换句话说
,

同一地层在任何埋深其全部骨架的体积是不会变化的 ( 地层厚度

随深度是变化的 )
。

这个体积可 以利用下式求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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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5 =

{:
。

“ 一

“
Z , , d ·

( 4 )

式中2 5
是单位面积地层的全部骨架集中到一起后的厚度

,

也称为地层纯厚度
; z 。

为 该

地层沉积末底界的埋深
。

对于地下某一深度的地层
,

则 :

2 5 =
.

!互:
(卜 小( z ) ) d · ( 5 ,

z :

和 z :

分别为该地层顶底界的埋藏深度
。

上两式中的小( z ) 为地层孔隙度随深度 变 化

的函数关系
。

一般来讲
,

不同岩性的地层
,

这种变化关系也不相同
。

对泥质岩而言
,

可以

将 ( 1 ) 式代入 ( 4 ) 式或 ( 5 ) 式
,

经变换得
:

2 5 = 2 0 + 通工 (e

C

一 c z o 一 1 )
( 6 )

2 5 = Z : 一 2 2 +
小

。

C

〔e 一 c z , 一 e 一 c z ‘ 〕
( 7 )

因c
为正值

,

得出的2 5 总是小于 z : 一 z :
或z 。。

对于砂岩
,

可将 ( 2 ) 式代入 ( 4 ) 式和 ( 5 ) 式
,

则得

2 5 二 Z 。 一
1

, _

: : : - 1 11

入

一

一一 + K Z
。

中。

l

中
。

( 8 )

z 。 = z : 一 2 1 一

是
, n

1

拜万
.

+

1

蔺石
-
十

( 9 )

Z一ZK一K

求出地层纯厚度后
,

便可利用同一公式反求该层在不 同埋深 时 的 厚 度
。

由 ( 7 )

式 :

2 4 = 2 3 + z 。 一

令
〔。 一 c

一
。一 C , 3

〕
( 1 0 )

由 ( 9 ) 式
,

可得
:

上甲�1
Z ‘ = 2 3 + 2 5 +

l
,

芬; 一 I n
入

+ K Z

( 1 1 )

小
。

+ K Z

上两式中z 。

和z ‘

分别为地层顶底界的埋藏深度
。

计算前要先确定出在某一地质时 间 的

地层顶界的埋深 z 。 ,

然后计算出z ‘ 。

上两式 中两边均有不能以显函数表示出来 的 z ‘ ,

故只能用迭代法来解
,

这种方法虽较繁琐
,

但利用计算机还是很迅速
、

方便的
。

三
、

△t与中变换及其参数的确定

目前最常见的泥岩压实 曲线是以测井声波时差与深度关系表示的
,

所以在实际应用

上述各式进行泥质岩压实厚度校正时必须首先将声波时差随深度的关系转变为孔隙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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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的关系
。

w y ll ie ( 1 9 5 6 ) 曾提出过一个声波时差与孔隙度之间的关系式
:

小
二

△t 一 △t。
二

△t f 一 △t二
。

( 1 2 )

式中小为孔隙度
,
△t、 △t。

。 、

△t f分别为测点岩石
、

岩石骨架和孔隙水的声波时差
。

这 个

公式在测井解释中应用十分广泛
。

但实际上它只是部分地适合地质实际
,

特别 只 是 适

合压实了的砂岩
。

对于未压实的砂岩
、

泥质岩都必须加以修正
。

真 柄 钦 次 ( 1 9 7 8 )指

出
,

在孔隙度大于62 %的泥质沉积物中
,

无论孔隙度如何变化
,

其声波时差值基不上均

等于孔隙水或泥浆的声波时差
。

其原因可能在于当沉积物未被压实时
,

颗粒之间接触不

紧密
,

也不连续
,

因而声波穿过岩层时要通过相 当数量的界面 ( 固
一

固 界 面
、

固一
液 界

面 )
,

使声波的速度和能量都有所降低
,

随孔隙度的加大
,

颗粒之间的接触面积越来越

小
,

甚至有相 当部分颗粒是悬浮在流体之 中的
,

声波的能量和速度进一步受到扼制
。

当

孔隙度大于 62 %左右时
,

通过颗粒传播的声波速度 已小于通过流体介质传播的速度
,

实

际测得的是通过流体介质传播的声波
。

真柄对加拿大西部盆地的实际资料分析后得出了

孔隙度与声波时差的关系
:

小= 0
.

4 6 6△T 一 3 1
.

7 ( 1 3 )

式中△T的单位为卜s/ ft
。

上式实际上相当于
:

小
= 0

.

6 2 X
△t 一 △t m 。

△t , 一 △t o . ( 1 4 )

对江汉的实际资料研究表明
,

( 1 2 ) 式和 ( 1 4 ) 式均不能直接用来换算孔隙度
。

根

据油田测井解释 人员的意见
,

在地下深处
,

泥质岩达到一定的压实程度之后
,

是应该符

合W y ll 加公式 ( 1 2 ) 的
,

但在地表附近
,

则应该满足 ( 1 4 ) 式
,

但在两者之间 的 △t 与

小关系不一定是直线关系
。

以往测井解释 中对未压实的
、

含大量泥质的砂岩进行 △t 向小

的变换时曾采用分段加校正系数的办法
。

考虑到对于连续的地层 (甚至大部分有间断的

地层 )其压实过程也是连续的
,

在江汉盆地实际工作中我们利用下式进行声波时差 向孔

隙度的变换
:

小
=

△t 一 △t 二 .

△t f 一 △t二
. ( 1 5 )

式中的
。 p

为泥质岩压实校正系数
。

由于压实程度越高
,

小与△t关系越接近 ( 12 ) 式
,

故

可取
:

e p =
小
。e b , ( le )

在地表 ( z 二 0 )
, c p 二 小

。 ,

随深度Z 增加
, C p

也逐渐增加
,

直到
c , = 1 ,

( 1 6 ) 式 变 为

( 12 ) 式
。

b为常数
,

如果 已知或假定一个泥质岩完全压实 (△t与小关系符合 ( 1 2) 式 )

时的埋深Z ,

则可以 ( 16 ) 式求
c , = 1时的b值

。

再将 b代入 ( 1 6 ) 式
,

求出不 同 深 度 z

时的校正系数
c p 。

为了直接以声波时差值进行压实厚度校正
,

可将 ( 15 )式代入 ( 1 ) 式
,

得
:

△t 一 △t二 .

△t f 一 △t二

一 CZ

= 中 。e (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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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将 ( 1 6 )式代入并整理
,

得
:

△t 一△t m .
二 (△t f 一 △tm .

) e 一 ( b + c ) z ( 2 8 )

这个式子与泥质岩声波时差随深度的变化十分相似
:

△t = △t o e 一 c i z ( 1 9 )

式中△t 。为地表泥质沉积物的声波时差值
,

按照真柄钦次意见
,

这个值与孔隙水的 声 波

时差基本相等
。

将研究井的测井声波时差值代入 ( 1 8 ) 式
,

便可求出常数 ( b + 。 )
,

由 ( 1 6 ) 式可求

出b ,

则c
值也可求出

,

代入公式 ( 17 ) 和公式 ( 10 ) 即可进行压实厚度校正了
。

在上式变换中
,

正确选取参数△t , 、 △t二
。 、

z 和小
。
是准确进行压实校 正 计 算 的 基

础
。

经过对江汉盆地实际地质情况的研究
,

并与测井解释人员讨论
,

在实际计算中我们

取△t ,
为6 3 5 0 5

/ m
,
△t。

.

为2 0 0“s
/ m

,

小
。

为0
.

65
, z 代表了岩层已经压实

,

孔隙度与 声 波

时差值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w g ]l ie 公式的深度
,

这个深度可视具体地质情况选择
,

我们

选取异常顶界的深度
,

主要考虑在此深度下岩石的压实作用已相当微弱
。

四
、

剥蚀厚度恢复

一个盆地的发育不仅仅是不断下沉接受沉积
,

有时也会发生抬升和剥蚀
。

地层埋藏

史图应该能够比较清楚地反映这些地质事件
。

虽然目前由于方法手段的限制
,

人们尚无

法将各种不整合面所代表的剥蚀厚度都恢复出来
,

但泥质岩压实研究的结果 已经能够比

较准确地恢复那些再沉积厚度小于剥蚀厚度的不整合
,

而且还能半定量地推算出一些其

它情形下的剥蚀量
。

依照真柄钦 次 ( 1 9 7 8 ) 的意见
,

泥质岩的压实过程不受时间因素的影响
,

而且压实

作用是不可逆的
。

据此
,

他提出
,

对于未经剥蚀的地层
,

其泥岩正常压实趋势线向上推

至地表
,

孔隙度值 ( 或声波时值 ) 应该等于小
。 (或△t 。 )

。

如果发生剥蚀
,

且剥蚀后 有

新的沉积
,

并且再沉积的厚度小于剥蚀厚度
,

推至现在地表的孔隙度小
。‘

(声波时差△t 。‘)

均要小于小
。
(或△t 。 ) ( 图2 )

。

这时将趋势线继续

上延到小
。

(或△t。 )处
,

则这个上延的垂直距 离就

是曾被剥蚀掉的地层厚度
。

如果剥蚀后又沉积了新

的沉积物
,

且新的沉积物的厚度小于剥蚀厚度
,

因

为新沉积物的负荷量比被剥蚀掉的地层的负荷量要

小
,

下伏地层未被进一步压实
,

因而由不整合之下

的泥质正常压实趋势线上延
,

仍可求出不整合面下

伏地层曾被剥蚀掉的地层厚度 ( 图2 )
。

真柄钦次提出的方法对于再沉积厚度大于剥蚀

厚度的情况却不适用
,

因为此时下伏沉积物承受了

比剥蚀前更大的负荷压力
,

从而继续压实
,

不能再

反映以前的压实状况
。

贾岩传 . 时 阴 . 一占.

一 (时致魔林 ,

注
,
漂耸气

一眯 甘 . 翻

..... ,,

IIIIIlll

IIIII压压

声声声 甲甲

lllll ...

砚在地 赶

一位 ,

翻.

1

图 2 以泥质岩压实曲线求剥蚀厚度示意图

a
.

剥蚀厚度 b
.

再沉积厚度
c

.

补偿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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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工作中发现
,

即使在这种再沉积厚度大于剥蚀厚度的情况下
,

压实 曲 线 仍

能提供许多有关剥蚀厚度的信息
。

大量事实表 明
,

压实作用的进行受层段岩性及其组合

关系的制约
,

特别是异常压实段的表现尤为明显
。

如一地区异常压实段现存起始深度
,

若经剥蚀和断失厚度恢复后
,

往往很接近 ; 异常段内压实曲线的起伏在同一地区也常常

有很大的相似性
。

理论上
,

当再沉积厚度超过剥蚀厚度时
,

上覆负荷超过下伏地层曾经受的 最 大 负

荷
,

正常压实段的泥岩可较顺利地继续被压实
,

但在异常段流体的排出往往要受到一定

限制
,

故剥蚀前的压实痕迹常不能被完全掩盖
。

因此通过对同一地区相邻各井异常段泥

岩压实曲线的形态
、

量值大小
、

特殊岩性段等的对比
,

可判断出各井剥蚀厚度的相对大

小 ; 若其中有一部分井的剥蚀量可以用其它方法准确定出
,

则其它各井的剥蚀量也就可

能半定量地估算出来
。

图3为在江汉盆地通过上述方法计算出各个井在荆河镇组沉积期末的地层 剥 蚀后所

作的全区剥蚀厚度等值线图
。

五
、

地层埋藏史的恢复

实际地层剖面的岩性构成往往十分复杂
。

例如在江汉盆地
,

尽管新生界地层皆为陆

相沉积
,

但其中除砂
、

泥岩外
,

还有碳酸盐岩
、

石膏及盐岩
,

个别地区的地层中还有火

山岩
。

各种岩性的地层互相交替
,

同一岩性的厚层岩层极少见到
。

因此在实际进行古埋深

恢复计算时
,

必须进行必要的简化
。

为此
,

我们将岩性归之于泥质岩
、

砂岩和碳酸盐岩

( 包括石膏
、

盐岩等 ) 三大类
,

分别进行校正
。

另外按地层单位的划分和研究油气运移

的需要
,

将全部剖面划分为九个层段
。

无论在什么深度
,

地层组合关系如何
,

现在地层的压实结果都是全部地层 的综合效

果
。

因此
,

在校正时可 以先将全部层段都作为同一种岩性
,

按照这种岩性的压实过程进

行计算
,

校正后再乘以该岩性在整个层段中所占的含量百分数
,

这样就得出了该层段中

这种岩性压实前的厚度
。

同样
,

依次再将整个层段都作为其它岩性校正
,

并乘以各自的

含量百分数
,

最后所有结果相加
,

即得出整个层段经压实校正后的厚度
。

校正时
,

各个层无论校正到哪个深度
,

都应该尽量按照其各 自的压实趋势线进行校

正
,

在江汉盆地中
,

上第三系与下等三系之 间明显是两个压实趋势
,

故应按各自的趋势

进行校正
,

潜江组与荆沙组属同一压实趋势
,

校正时用同一的压实趋势
。

各区有关压实

校正的参数 (如压实趋势
,

异常顶界等 ) 请参阅《江汉盆地泥岩压实研究及新沟咀组油

气运移与聚集条件分析 》
。

进入异常段后
,

孔隙度随深度的减小变慢
,

甚至保持不变
,

使地层深处本来已经大为减小的孔隙度变化率更进一步降低
。

因此
,

我们在实 际 工 作

中对在异常段内的地层暂不进行压实厚度校正
。

岩层压实校正的模型基本 上 如 图 4 所

示
。

具体进行地层古埋深恢复的步骤如图 5所示 ( 剥皮法 )
。

对于最右边的

—
现 今 剖

面可先将其最上一层 ( A 层 ) 剥去
,

将第二层 (B 层 ) 的顶界置于深度为零的 位 置
,

然

后通过式 ( 了 )
、

( 9 )
、

( 10 )
、

( 11 ) 等计算出在这种情况下其底界埋深
,

再将第三



第 4 期 罗晓容等
:

江汉盆地地层埋藏史研究
一

3夕弓
·

OOO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U 容

层 ( C层 ) 的顶界置于这个深度
,

由上述各式求该层的底界埋深
,

这样依 次做下去
,

直

至最下面一层
。

这样求出的剖面就是在B未时期各地层埋深的变化
。

在作这 种校正时还

要注意
,

如果曾经发生过剥失或断失
,

还要将失去的地层厚度加上 ( 图5 )
,

此后
,

再以

同样的方法进行校正
。

得出各个时期的地层埋藏剖面 (图5 )
。

厦粉孔甘度

《对盆座标 ,

正常压 绮,

居侧

图4 江汉盆地地层压实校正模型图 图5 单井古埋深恢复示意图

图5所表示的是按上述方法得出的单井地层埋藏史图
。

如果各时期剖面间的连 线准

确
,

则该图不仅可以反映出各地层在不同时期的埋深
,

而且还可反映出地层埋深及厚度

随时间变化的连续过程
。

在单井埋藏史图的基础上可将同一时期各井的地层剖面按层位连接起来
,

成为该时

期的地层横剖面图
,

然后将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起来
,

即得出了地层埋藏史横剖面图
。

它可 以反映出各时期地层的厚度及埋深在侧向上的变化情况
。

在江汉盆地
,

笔者将某一时期各井同一层位的地层埋深标于一张平面图上
,

并用计

算机勾画出等值线
。

从而反映出该地层在该时间的厚度及埋深在平面上的变化
。

按时间

顺序和地层顺序可以作出一系列这样的图
,

将它们排列起来
,

就绘成了反映各个地层在

各个时间的平面展布
、

厚度变化
、

埋深变化的地层埋藏史图
。

图6是江汉盆地江陵
、

潜江凹陷地层埋藏史图的一部分
。

一套较为准确
、

完整的地层埋藏史图为确定生油门限深度
、

划定有利生油区
、

探讨

油气运移时间
、

方向
、

范围以至油气运移量的定量计算等研究奠定了基础
。

有关这些问

题在 《江汉盆地泥岩压实研究及新沟咀组油气运移与聚集条件分析 》一文中有详细的讨

论
,

此处不再赘述
。

当然
,

地层埋藏史图的应用远不止生油和油气运移研究
,

它对研究区域构 造 发 展

史
,

沉积史
、

隐伏圈闭的形成及寻找等都将是十分重要的
。

六
、

结 束 语

综上所述
,

目前地层埋藏史的研究工作已较过去有所提高
,

但还存在不少有待进一

步改进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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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对泥质岩及其它岩石压实规律的认识尚须进一步完善 ;

º在泥岩声波时差向孔隙度转换时所用方法及具体参数仍须继续研究 ,

» 如何更好地利用计算机处理基础数据及绘制成图件的工作也应进一步改善
。

此外
,

目前在各地区都进行过较细致的地震勘探工作
,

地震 资料的处理质量也不断

提高
,

随着地震拟声速测井方法的开展及地震地层学研究的深入
,

如何能借助地震资料

进行地层埋藏史研究
,

将是本课题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

( 收稿日期
: 10 57年11月16 日 )

参 考 文 献

〔门 真柄钦次原著 ( 19 7 8 )
,

陈荷立等译
, 19 81 ,

压实与流体运移
,

石油工业版社
。

〔幻 A t五y
.

L
.

F
.

x o s o ,

D e n s it了, Po r o s i t了 a n d c o m p a e t i o n o f s e d i m e o ta ry r o c k s .

B u ll
.

A 口
.

A s s o e
.

Pe t

G e o P ,

V o l
.

14, P
.

1一 24
.

〔3〕 F a l丫e y ,

D
,

A
. ,

一。8 2 ,

R e e e o t a d v a n e 吧5 in bu r ia l a n d th e rm a l g e o h i st o ry a n a ly s i s
.

A P EA
.

V o l
.

22 , N o .

1 ,

P
.

6 5一 5 1
.

〔‘〕 W 了川
e ,

M
.

R
.

J
. ,

G r e g o ry ,

L
.

W
. , 19 5 6 ,

E la s t i e w a v e v e lo c it ie s in he t e r o g e n e o u s a n d p o r o u s

口 e d ia ,

G e o P五y s i e s ,

V o l
.

21 ,

P
.

4 z一7 0
.

〔5 〕 陈荷立等
, 19 8 8 ,

江汉盆地泥岩压实及新沟咀组油气运移聚集条件
,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
,

第9卷第三期
.

ST U D Y O N BU R I A L H IST O R Y OF T H E

ST R A T A I N JI A N G H A N B A SI N

L u o X ia o r o n g C he n H e ll

( N o r th w e st U n iv e r s i ty )

W a n g Jia hu a W a n g F e n g q i n

( X i a n Pe t r o le u m C o lle a g e )

A b s t ra o t

T h e co m Pa e t io n m o d e l s u it a b le f o r Ji a n g h a n B a s in w a s e s t a bli sh ed , a n d

d i ffe r e n t e o m Pa e t i v e e o r r e e t i n g fo rm a la w e r e e h o s e n f o r d iff e r e n t tyP e s o f

r o e ks .

F u r th e rm o r e , th e e j o s i o n a l th i e k n e s s o f th e s t r a ta i n th e e n d o f la t e

T e r t i a ry w a s r e s t o r e d w i th th e e o n v e r s io n a l r e la ti o n o f a e o u s t i e t im e a n d

Po r o s ity . U s in g th e m e t h o d o f " b a e k s t r iPPi n g ” , e o m Pa e t i v e r e s t o r a t io n w a s

p r o g r e s s i v e ly m a d e f o r t h e s t r a t a in e a e h w e ll, a n d e li a r ts r e sPe e t i v e f o r

Pla n e d e v e lo Pm e n t , v a r i a t i o n s i n tli i e k n e s s a n d b u r i a l h 主s t o ry w e r e a ls o

e o m Pli sh e d . T h e la r g e a m o n n t o f e o m P u t a t i o n a n d c h a r t i n g w o rk f o r th e

‘t u d y w o r e d o n o b y e o m Pu t e r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