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S 卷第 1 期
1 9 9 3 年 3 月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E X P ER IM EN T A L PE T R O L E U M

. 3 E OL OG Y

V OI
.

1 5
,

N o
.

1

M a r
. ,

19 9 3

运用 T T I法恢复地层原始沉积厚度

—
以华北晋西

、

中原地区为例

仇 福 康

(同济大学
,

上海 2 0 0 0 9 2 )

岩石中有机质的成熟度是它在埋截史中热演化效应的累积
,

这种累积效应可用时间
一

温度指数 (T T I值)或

镜煤反射率 (R
。
)表示

。

在取得某地区研究层的 T T l( 或 R
.
)值及埋藏史后

,

就可反演出其最大埋深
,

恢友地层原

始沉积厚度
。

此法的精度取决于地退
、

厚度及 T T I或 R
.

等参数
,

当研究区地质历史上发生多次降升和沉降时
,

必须进行深度校正和时间
一

温度的热校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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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原理

现代石油成因研究表明
,

岩石有机质热演化过程中温度和时间是主要影响因素
,

近似于

化学动力学中单分子一级反应
。

确切地说
,

温度与成熟度呈指数关系
,

时间与成熟度呈正线

性关系
。

基于上述思路
,

由洛帕廷 (H
.

B
.

L叩
。t in

,

1 9 7 1) 提 出
、

后经韦普莱斯 (D
.

W 一

W
a p le s ,

1 9 7 9) 完善了的根据时间
、

温度定量计算有机质成熟度的方法
,

即时间温度指数 (简

称 T T I值)
,

公式为
:

T T I值 ~ 艺 (‘i) (尸
,
) (1 )

式中匀
;
代表 i温度间隔沉积所对应的时间

,

以 10e 为单位
;尸为某一温度区间的温度效应因

子
.

考虑到每升高 10 ℃成熟度提高一倍的关系
,

选择
r ~ 2

,

这是化学动力学中的一个近似的

经验规则
,

故式 (1) 可改写成
:

T T I值~ 革 (奴 )(2
”‘
) (2 )

由式 (2) 可以认为
,

当某个层位的源岩在埋藏史
、

地热史已知的情况下
,

可计算出在任何一段

地史时期或全部地质时期中的 T T I值
,

即由此了解某源岩自古至今的热演化效应
;
同样

,

在

地热史和 T T I值已知的情况下
,

也可以反演出某一时代源岩的埋藏深度
,

从而推算出相应

的地层厚度
,

即恢复地层原始沉积厚度
。

韦普莱斯还提供了 T T I值与镜煤反射率 (Ro )的换算表 (表 1 )
,

根据此表
,

可回归出四个

不同区问的相关式 (列于表 1 右侧)
,

用它可以由 R
。

换算出 T T I值
,

反之亦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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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时间温度指数 (T T I) 与镜质体反射率 (1{o )相关关系数

项项 目目 相 关 数 据据 线性回 归法求得公式式

IIIII R ooo 0 333 0 444 0
.

555 0
.

5 555 0
。

666 七
.

6 555 吸声.

7 000 0
。

7 777 0
.

8 555 0 9 333 1
。

0 000 T T I< 3
,

双 o 一 0 T T I
,

3 一 7 555

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双。 二 0
.

0 0 6 0 2
·

T T I+ 0
.

5 3 0 999TTTTT T III < 111 < 111 333 777 1 000 走555 2 000 3 000 4 000 5 000 755555

IIIII
ROOO 1

。

0 000 1
。

0 777 1 1 555 1
。

1 999 L
。

2 222 L
‘

乙666 l
、

3 000 1
,

3 444 1
。

3 999 1
‘

峨66666 把 ~ 0
.

8 9 0么10 999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T I一 0
,

6 6孟555TTTTT T III 7 555 9 222 1 1 000 1 2 000 1 3 000 飞4 000 1 6 000 1 8 000 2 0 000 2 6 0000000

lllll 砂砂 1 4 666 1 5 000 1
,

6 222 1
.

了666 1
.

8 777 之
.

0 000 七
.

2 000 2
.

5 000 2
.

7 6666666 汉。 ~ 1
,

0 8 666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0 9
.

T T I一 1
.

1 3 4 888TTTTT T III 2 6 000 3 0 000 3 7 000 5 0 000 6 5 000 分0 000 1 0 0 000 2 7 0 000 4 0 0 000000000

几几几 双 000 2 7 666 3 0 000 3
.

2555 3 5 000 4
、

OOO 4
,

匕OOO 5
,

e ooooooooooo 人 O 一 1
.

7 3 6 4 10 999

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T ll 一 3 5 6 0 777TTTTT T III 4 0 0 000 6 0 0 000 兮0 0 000 1 ) n 门nnn 2 9 0 0 000 4 2 0心口口 8 5 0 。 (zzzzzzzzzzzzz

!!!!!!!!!!!!! 一 }}}}}}}}}}}}}}}}}}}

2 原始沉积厚度恢复方法和步骤

在地质历史中
,

华北地块经历了加里东期
、

印支一燕山期和喜山期三次较大的地壳升降

或褶皱断裂活动
,

晋西和中原地区三叠系 (T )
、

下奥陶统峰峰组 (O
,

f) 和亮甲山组 (O
,
l) 顶部

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剥蚀
,

尤其 T
、

0
,

f 残存零星
。

为了对晋西
、

中原地区奥陶系及石炭一二叠

系含油气远景作出评价
,

研究其在漫长的地质时期中沉降埋藏历史及建立相应的构造热演

化模型
,

恢复剥蚀厚度
,

重建地层的原始沉积状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下面就此作为实例

加以论述
。

首先
,

根据野外实测剖面或钻井
一

测井剖面及有关地温资料
,

编制地质模型图
,

即时间
-

埋深
一

温度关系图
。

具体作法为
:

在以纵坐标为深度
、

横坐标为时间的方格纸上
,

选择适当比例尺
,

再确定所

要计算的某层位的底或顶面 (如下二叠统山西组 Pl :
底)开始沉积的时间和埋深 (两者均为

零 ) ;
再依次确定出随后各地质时期的时问和深度 (由各地质时期厚度资料而得 )

,

并联结成

时间
一

埋深关系折线
;
其它层位(如下奥陶统冶里组 0

, y
,

下马沟组 O
, x 底等 )依次类推

,

即可

得出一张不同研究层位的时间
一

埋深关系图
;在此基础上

,

根据地温资料 (地表年平均温度
、

地温梯度 )
,

以 10 ℃为一温度问隔
,

编制温度剖面
,

最后编制成时问
一

埋深
一

温度关系图
,

即地

质模型 (图 1
、

2 )
。

其次
,

分别计算各研究层 (P
‘: 、

O
, x

、

O
, y 底等 )不同时间间隔的 T T I值

。

计算时
,

规定 10 0一 1 10 ℃间隔为基数
,

指数
n ~ 0 ,

当温度每升高 10 ℃
, n 递加 l

,

反之
,

即每降低 1 0 ℃
, , :

递减 1
。

如 1 1 0 一 1 2 0 0C 区问
, , ‘

值为 1
,

9 0一 2 0 0 ℃区I可
, n
值为一 1

,

其余区

问指数值类推
。

根据地质模型图上某个研究层每经历一个温度问隔 (即增加 10 ℃ )所需的时间
,

按公式

(2 )算出各区间的 T T I值
,

最后计算不同区间累加的 T T I值
。

计算区问和累计的 T T I值的

数据如表 2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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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根据晋西地质模型计算 T T I值一览表

温温度区间(℃ ))) 沮度因子子 层 位 及 项 目目

PPPPPPP 一: 底底 0 1二 底底 0 1 , 底底

△△△△ttt 区间 T T III 累计 T T III △ttt 区间 T T III 累计 T T III △ttt 区间 T T III 象计 T T III

222 0 ~ 3 000 2一一 1 111 0
。

0 444 T T 卜卜 1 222 0
,

0 555

卜
T lo : “

·

。555 1 555 0
.

0 666 TT IO i + :::

00000000000
。

0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0
。

0 999

9999999999999 888 0
.

3 000 T T Io : 一 DDDDDDDDD

7777777777777 666 0
.

3 000 T T Ie _ TTTTTTTTT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3 333333333333333333333

333 0 ~ 4 000 2
·

,, 111 0
。

0 11111 2 999 0
.

2 33333 444 O
。

0 33333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 888 0
.

7 777 1 1 几o : 一 ,,

555555555 0
。

0 444 T T IMzzzzzzzzzzzzz n 7 777

111111111115 3
。

1 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9999999999999999999 555 O
。

7 444 T T 耻一 TTT

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2 7
.

1 444

444 0 ~ 5 000 2一一 666 0
。

0 99999 888 0
。

1 33333 1 555 0
。

233333

555 0 ~ 6 000 2
一

‘‘ 666 0
。

1 99999 555 0
,

1 66666 555 0
。

166666

666 0 ~ 7 000 2 二二 555 0
.

3 11111 666 0
。

3 88888 666 0
。

388888

777 0 ~ 8 000 2一一 444 0
.

55555 555 0
。

6 33333 777 0
.

888888

888 0 ~ 9 000 2- ... 444 11111 333 0
,

7 55555 555 1
。

2 55555

999 0 ~ 1 0 000 2
·
111 444 22222 2

。

555 1
.

2 55555 555 2
。

55555

111 0 0 ~ 1 1 000 2ooo 14 999 1 4 99999 2
。

555 2
.

55555 555 55555

6666666 444 6 444 T T玩玩玩玩玩玩玩玩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111 1 0 ~ 1 2 000 2 lll 111 22222 222 44444 555 100000

1111111111111 4 888 2 9 666 l l lJ 一KKKKKKKKK

222222222222222229 666666666

5555555555555 666 11 222 T T Ia 1 5 222222222

111 2 0 ~ 1 3 000 2ttttttttt 999 3 66666 1 555 66666

1111111111111111111 4 888 5 9 222 上
‘

l幻一 KKK

55555555555555555555555 9 222

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444 2 5 666 T T 知 2 6444

111 3 0 ~ 1 4 000 2 ,,,,, 0
。

555 44444444444444444444444 111111111111111111111 88888

22222222222 1 9
.

1 8888888 4 5 8
.

7 6666666 8 8 444

以晋西早二叠世山西组底 (P
; : )埋藏为例

,

在其地质模型图上
,

取地表年平均温度为

13
.

5℃
,

(古)地温梯度为 3
.

8℃ / l o om
。

计算三叠系地层原始真厚度的步骤为
:

2
.

1 由图 1 先求得 Pls 底在二叠世埋藏过程中所经历的各区间温度和时间
,

然后按公式

(2 )计算出其二叠世的 T T I值(为 。
.

0 5 )
,

用 T T I
,

表示
;

2
.

2 用同样的方法可计算出 Pl :
底在新生代所获得的 T T I值 (为 6 6 )

,

用 T T I:
表示 ;

2
.

3 以 P
, :
实测的镜煤反射率数据 (R

。

一 1
.

8% 0 )对照表 (1) 查出其从二叠世至今的总 T T I

值(为 5 6 6 )
,

用 T T I总 表示
;

. 长庆石油助探局实侧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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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 P
: :
底在中生代应获得 T T I叽值

,

可用下式求得
:

T T IM
:
= T T I总一 (T T I

r

+ T T I
R
)= 5 G6 一 (0

.

0 5 + 6 6 )
: = 4 9 9

.

9 5

表 3 根据中原地质模型计算 T T I值一览表

温温度区间(℃ ))) 温度因子子 层 位 及 项 目目

PPPPPPP
, s
底底 0 lx 底底 0 1 y 底底

△△△△ttt 区间 T T III 累计 T T III △ttt 区间 丁T lll 累计 丁T lll △ttt 区间 T 丁III 累计 T T III

222 0~ 3 000 2一一 3 000 0
.

1 222 T T卜卜 1 000 0
.

0 444 T T 玩 ::: 3 333 0
。

1 333 T T Io
一+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

1 888888888888888888888 0
。

12222222222222222222 0
。

2 777
333 0 ~ 4 000 2

一
,, 888 0

.

0 66666 1 000 0
.

0 88888 1 000 0
。

0 88888

333333333 0
.

0 222 T T IM zzzzzzzzzzzzzzz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4 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7

444 0 ~ 5 000 多
一‘‘

1 111 0
.

1 77777 9 888 1
.

5 333 T T Io : 一 DDD 444 0
.

0 66666

11111111111111111
.

5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3 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9888 l
·

5 3

月月
’

T lo s一 P l
·

555

9999999999999 666 1
。

555 T T Ie 一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丁

99999999999999999
。

1999 8 111 1
.

2 777 T T 玩
_ TTT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0
。

2 444

555 0 ~ 6 000 2
一

sss 1 111 0
.

3 44444 1 444 0
.

444444 2 555 0
。

7 88888

666 0 ~ 7 000 2
一‘‘

1 5 999 9
。

944444 1 222 0
.

755555 l 111 0
。

6 99999

2222222 777 1
。

6 999 T T IRRRRRRRRRRRRRRR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4
。

9 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4

777 0 ~ 8 000 2
一

,, 1 888 2
。

255555 1 222 1
.

55555 1222 1
。

55555

888 0 ~ 9 000 2
一

222 888 22222 1 222 33333 1222 33333

999 0 ~ 1 0000 2 一 111 888 44444 444 22222 888 44444

11111111111114 888 1444 T T IJ
一 K 7 444 1 4 888 7 444 T T IJ

一 K 7 444

4444444444444 111 20
。

555 T T IR 8 111 3 333 1 6
.

555 T ,r To I n 守 111

111 0 0 ~ 1 1 000 2 000 333 33333 8
。

555 8
.

55555 1 333 133333

111 1 0 ~ 1 2 000 2 111 111 22222 8
.

555 1 77777 888 1 66666

111 2 0 ~ 1 3 000 2 222222222 5
.

2 555 2 11111 888 3 2222222222222222222

111 3 0 ~ 1 4 000 2
,,,,,

1
。

7 555 144444 2
。

888 2 2
.

44444

111 4 0 ~ 1 5 000 2
............... 0

.

222 3
。

22222

222222222225
。

5 9999999 16 5
.

8 4444444 18 9
.

1444

孟

2
.

5 由于该区缺失 J一 K
,

故可以直接用上述的 T T IM :

值反演三叠系原始厚度
。

在反演过程

中
,

可用不同的三叠系厚度导出一组 P
: :
底埋藏于中生代期问的 T T I值

,

即 T T IM :

值
;然后

用以控制三叠系最大埋深反复进行
“

逼近
”

的拟合运算
,

一直达到满意的接近值(3 2。。m ) ;
从

而筛出最理想的三叠系厚度值
:

现存厚度 [刘家沟组 (T
,
l:. 6 6 6m 十和 尚沟组 (T

: h ) 7 8 2 m + 二

马营组 (T
: e r )4 5 6 m + 延长组 (T

3y ) 10 9 2m )〕加剥蚀厚度 (艺2 0 om 一 PT 现存厚度 2 3 so m )等于

2 7 4 1 m
。

用同样的方法恢复中原地区三叠系原始沉积厚度
,

生图 2 得到
:
T T I

,

为 。
.

1 8
,

T T I
,

为

1 4
.

9 4 ; P
, s
实测 R

o

为 0
.

8 5
,

T T I总 为 4 0 ,

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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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T IM ~ 4 0 一 (0
.

1 8 + 1 4
.

9 4 )~ 2 4
.

8 8

经反复拟合运算得出三叠系最大埋深曾为 ZO3Om
,

剥蚀厚度为 48 Om
.

因此
,

中原地区三叠系

的原始沉积厚度约为 1 4 8 om
。

3 关于深度和时间
一

温度热效应的校正

上述用洛
一

韦法 (T T I值 )反演某个时代源岩的原始沉积厚度
,

只考虑到研究层位在整个

地质历史时期有一次明显的升降运动或只遭受到一次构造运动的剥蚀
,

并且在此间断面 (地

层不整合面)以下的层位 (包括研究层位 )未遭受剧烈的构造变动—岩层遭水平挤压及强

烈的褶皱
、

错断等
,

这样
,

研究层位的埋藏史的恢复或编制它的地质模型较容易与实际相接

近
;否则

,

必须考虑强烈褶皱或断裂给研究层源岩的埋藏条件带来的影响
。

简言之
,

在上述方

法中求取 T T I值只注意到各时期岩层的厚度资料给研究层源岩埋深带来的影响
。

并未考虑

由于地层倾斜(或褶皱
、

断裂)可使其埋藏史
、

热演化史在短距离内发生显著的不 同
,

源岩上

翘部分与其下倾部分相比
,

T ri 值明显变小
,

这并不是因为前者比后者遭受更多的剥蚀
.

由

此可见
,

运用此法来推算间断面以下层位的剥蚀量或恢复原始沉积厚度最理想的地区是构

造变动较小的相对稳定地区
,

如鄂尔多斯地区效果较好
;
而对于构造变动大的复杂地 区则应

根据研究层源岩埋藏条件的差异应分块
、

分带处理
,

即区别不同情况作出更符合实际的埋藏

史地质模型图
,

并取得较多的实测 Ro 资料
,

然后再分别作进一步运算
。

当然
,

后者的误差肯

定会更大些
。

我们试图以上述方法来计算下奥陶统峰峰组 (O
,

f )和亮甲山组 (0
1
1) 顶部间断面的剥

蚀厚度
,

经反复核实有关地层
、

地温资料及图解计算 T T I值
、

实测 Ro 值等发现
,

运用此法恢

复 0
:

f 与 O
:
l的原始沉积厚度误差太大

,

其主要原因为
:

3
.

1 研究层顶部的间断面在地质模型图上处于低温度区间里
,

温度因子小于 10
一 , ;
如果剥

蚀厚度达千米
,

其恢复了的时间
一

埋深
一

温度折线亦只落于 1 0 一
‘

温度因子区间里
,

说明由于温

度低热演化效应进行得极其缓慢
.

因此
,

研究层顶部剥蚀前后所获得的 T T I值很小 (< 1~

0
.

1 )
,

此数值与实测 Ro 换算过来的 T T I值
:
O

: x 为 2 5 0 5 (尺
。

~ 2
.

4 5肠)
,

O口 为 4 0 0 0 (尺
。

~

2
.

75 % )相比可以忽略不计
,

由此看来
,

由 O
, x

、

O
: y 的 Ro 值通过地质模型图来反演 0

:

f 与

0 11 顶部剥蚀厚度就不可能达到预期的效果
。

3
.

2 研究层顶部不仅早期由于怀远运动
、

加里东晚期运动抬升遭受剥蚀
,

并且于三叠纪后

因受印支
、

燕山运动影响使覆盖于上的中生界地层再一次抬升且遭受严重剥蚀
,

这对研究

0
1

了
、

O
;l 顶部的埋藏史

、

热演化史带来更为复杂的因素
.

多次的区域性的抬升和长时期的遭

受剥蚀将近占研究层整个地质历史时期的一半
。

而此过程本身目前研究得很不够
,

即中奥陶

纪一晚泥盆纪及三叠纪一 白圣纪末是什么样的发展过程 ?是一种直线型的抬升过程
,

还是单

折型 (中间曾有一次下降过程然后再抬升)或是多折型 (中间曾有二次或多次下降过程 )的过

程 ? 很明显
,

不同的抬升过程对研究层的热演化史影响颇大
.

研究者为了计算方便
,

往往在

拟合运算中采用简便的直线型模式
,

因此一般会造成由生面责模型图推算出的 T T I值大大低

于 由研究层实测得到的 Ro 换算而得的 T T I值
,

岩区的对代愈老这种差别愈大 (表 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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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 T T I法恢复地层原始沉积厚度

表 4 T l,1 图解计算值与 Ro 换算值对照表

TTT乍I值值 晋 西西 中 原 (龙 王 庄 )))

PPPPP一sss 0 1 二二 0 1 yyy P、,, 0 一二二

图图解计算值值 2 19
.

1 888 4 58
.

7 666 8 8 444 2 5
。

5 999 2 65
。

8 444

RRR
。

换算值(Ro ))) 5 6 6 (1
.

8 写))) 2 3 0 5 (2
.

4 5 写))) 4 0 00 (2
.

7 5 , ‘))) 4 0 (0
.

8 5 写))) 1 6 6 0 (2
.

25 % )))

3
.

3 T TI 法所依据的地质模型图其埋深资料取之于各个时代的真厚度
,

作图时以水平层

处置
,

而实际情况决非如此简单
,

也就是地层的产状往往是倾斜的
,

甚至是褶皱加断裂的
,

这

对研究层的埋藏史
、

热演化史的恢复带来极大的影响
。

尤其是印支一燕山期强烈的差异性构

造运动影响更甚
,

例如中原淮阳地区一些探井从 Pl :
实测到的 Ro 值就可看出 (表 5 )

:

表 5 中原溉阳地区二叠系山西组 r 数据表

并并别别 龙古 1 并并 范古 1 井井 范古 2 井井 范古 3 井井 卫古 1 井井 淮深 l井井 长 1 井井

RRRooo 0
。

8 555 0
.

8 1 1~ 0
.

8 2 999 0
。

8 13 ~ 0
.

8 333 0
。

8000
{J

.

8 0 ~ 1
,

000 1
。

555 3
.

4 ~ 3
.

8 888

低的只有 0
.

8
,

高的达 3
.

88
,

换算成 T T I值
,

其差别更大
:

低的为 33
,

高的为 1 0 700
.

究其原

因
,

并不是前者三叠系剥蚀得多或后奢兰叠系裸称得奸引起
,

例如
,

范古 1 井于 3 1 5 om
,

P,

的 R
。

实测值为 0
.

8 %
,

长 1 并于 3 o g om
,
P

l :
的 Ro 实测值为 3

.

4 %
‘

,

而 比长 1 井埋藏更深的

淮深 1 井 P户的 R
。

值却只有 1
.

5% (4 4 2 4 m 歹
,

这明显反映出由于地层倾斜的原因引起研究

层埋藏史的差异
:

淮深 1 井处印支运动初期就很快上倾抬升且长期遭受剥蚀
,

于燕山晚期才

接受早第三纪沉积
;
而范古 1 井抬得更高或下沉得更晚

,

故热演化程度更低
;
相反

,

长 1 井处

印支期时相对下倾深埋
,

燕山期缓慢抬升
,

晚期再下沉接受第三系沉积
。

上述 P
: :
因构造变

动
,

R
。

值在近距离内有这样明显的变化
,

这对于更老的奥陶系地层来说
,

它经历的更多次的

构造运动必然会引起热演化程度更为复杂的影响
,

也使得用 T T I法恢复下古生界地层厚度

更困难
。

由此可见
,

运用 T T I法恢复地层原始沉积厚度除了有足够的地质模型 (时间
一

埋深
一

温

度关系曲线 )外
,

应满足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
1 研究层顶部的间断面在地质模型图上处于较

高温区间里
,

温度因子> 1 0 ‘ ,

即要求其在最大埋深时具备较明显的热演化效应
, 2

.

研究层所

在地区的构造运动比较简单
,

无强烈的褶皱和挤压
,

地层产状平缓
,

沉积后主要只遭一次明

显的剥蚀
。

在基本满足上述条件下
,

如剥蚀面之下的研究层有明显的倾斜或褶曲
,

则应根据

所在构造部位的地层产状作必要的深度校正—即变真厚度 (H )作图为垂直于地面的视厚

度 (H /s in o
,

日

—地层倾角)作地质模型图
;
如研究层沉积后其抬升过程不是单一而平稳的

直线型
,

而是呈波折状发展的单折型或多折型
,

则应根据区域地层发育史
,

特别是沉积后的

水进水退层序的研究对间断面的埋藏史作进一步的解释
,

即所谓时间与温度的
“
热效校正

” 。

这样
,

经过胶正后得到的地质模型图再来运用 T T I法恢复地层原始沉积厚度就更接近实

际
,

也就更为可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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