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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里木盆地潜在的油气区带
:

构造楔
.

范小林

(地矿部石油地质中心实验室
,

无锡 2 1 4 1 5 1 )

塔里木盆地内部
,

受不 同地质年代的造山 (形变 )作用影响
,

在 毗邻烃 源岩区正向单元 (构造褶皱隆起 )一

侧或两侧的斜坡地带上所形成的
“

构造楔
”

将成为油气运聚圈闭成藏的场所
。

当它们有良好的储集与封盖条
、

件
,

可望成为塔里木盆地今后油气勘查并实现突破的新领域
。

关键词 构造楔 油气区 非背斜 新领域 塔里木

作者简介 范小林 男 42 岁 高级工程师 石油地质

长期以来
,

塔里木盆地的油气勘探靶 区大多是以与构造 (造山 )运动有关的背斜圈闭为

主
,

钻遇的油气亦大都存在于中新生代地层中
,

如塔北油气田 (藏 )群
。

盆地内部具有丰富的

烃类资源
,

潜力巨大
,

但在何处寻找大油气 田
,

至今仍然不明朗
。 ·

塔里木盆地地下 12 一 18k m 以内
,

具古生代和中新生代双层结构及两类互不协调的形

变样式
,

这 已被沙漠地震剖面 (图 l) 所揭示
。

面对图 1
,

我们设想
,

受构造 (造山)作用影响而使得盆地发生正的或负的
“

反转
”
(5

.

M i
-

t r a ,

1 9 9 3 )
,

在相对隆起区的两侧或单侧形成
“

构造楔
”
(t e e t o n ie s w e d g e )

。

以 T昙(或 T g)不整

合反射界面所限定的古生代削截楔和因盆地周边造山冲断作用伴生
,

以 T 吕与 T 呈反射界面

所夹峙的中新生界前陆式沉积楔 (或削截楔 )的存在
,

反映了不同地质年代的构造运动对盆

地 的作用
,

是在敛合动力背景下盆地形变之产物
。

盆地发生反转或形变
,

必然有一部份相对早期的油气藏被破坏
,

但笔者认为
,

挤压大地

构造环境对盆地的作用也有建设性的一面
,

就是部份有效源岩仍可转化为油气
,

沿构造不整

合或断裂 (或裂隙 )运移
。

如果毗邻生油岩 (源 )区的上述楔层中有一定封存条件的圈闭
,

就可

能捕获油气
,

并在更相对晚期的构造变动中调整成为有效的油气藏
。

这样
,

它们将成为未来

勘探者在塔里木盆地发现大型或巨型油气田 (藏 )的新领域
。

1 楔层的构成与展布

图 1 和图 2 宏观地表达了塔里木盆地内部构造楔的存在
。

显然
,

它们是受相对晚期聚敛

大地构造环境控制
,

盆地周边造山作用对先期造盆阶段的盆地所改造而形成
。

O 国家
“

八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

编号 8 5
一

10 1 一 0 2 一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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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塔里木盆地地质结构与形变祥式

油气田 ( 藏 ) ; 2
.

主要冲断层
; 3

.

主要地震反射界面

L l 古生代构造楔

这类楔层主要展布在塔北
、

塔中( 巴楚 )两大古生代褶隆边缘的斜坡地带 (图 1
,

2 )
。

据钻井资料 (贾润肯等
,

1 9 9 1 ;
童晓光等

,

1 9 9 2) 改编的图 3 可知
,

盆 内古生代隆起区均缺

失部份古生代地层
。

塔中地 区的石炭系直接不整合覆于早奥陶世地层之上
,

塔东为中生代地

层覆盖在下古生界地层之上
,

塔北隆起 区的高部位则大都缺失志留系一二叠系地层
。

由图

1
,

图 2 可知塔里木盆地在华力西期受造山作用影响
,

含部份 0
2一 3

地层在 内的中
、

晚古生代

地层因盆地形变反转而不同程度地被削截
,

并且与上覆地层构成楔状层体 (以 S 一 D 和 C 一

P 两套层系为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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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
、

新生代构造楔

塔里木古生代盆地再次被反转 (以负反转为主 )是在 中
、

新生代
,

盆地周边造山带的
“

活

化
”

对盆地内部产生的
“

造山作用
”

形成
“

前陆盆地
”

及与之相应的前缘隆起
。

在此过程 中
, “

板

内递进形变
”
(孙肇才等

,

1 9 9 3) 生成 了与构造 (造山)地质事件相关的楔层 (削截楔与超覆

楔 )
。

这类楔层主要分布在塔西南斜坡
、

塔中隆起北坡和库车拗陷南坡 (图 1
,

2 )
。

它们大致由

T g
、

T 呈
、

T g 3 个波阻抗 (不整合)界面夹持
,

朝正向隆起方向减薄尖灭
,

由 T 一J 和 K 一 E 地

层为主体构成的楔层最为明显
。

中生代以来
,

特提斯域 内的一些地块与不稳定的古欧亚大陆边缘 发生
“

碰撞造山作用
”

(H e
nd

r ix
, e t a l

,

1 9 9 2 )
。

碰合后的远场效应使塔里木盆地周边造山冲断作用的加强
,

前陆褶

皱冲断带往盆内有序推进
,

随板 内造山带与前缘隆起的形成
,

在盆地内出现沉积超覆楔或构

造削截楔
。

E W 5 0 0 剖面 (图 2) 表现 出满加尔北坡与塔北隆起接壤部位
,

T 足
、

T 孚
、

T 言等反射波组重

合
,

T 父跨越了 T 旦
、

T 昙
、

T 宇
,

说明塔北隆起的抬升与剥蚀作用 自加里东晚期持续到印支
一

燕 山

期
,

三叠系一侏罗系地层在此构成削截楔
。

Y H
一

79
一

32 0 线和 H A
一

8 1
一

0 1 剖面 (图 1) 表现为塔

西南麦盖提斜坡地带发育 K 一 E
、

J一K 沉积超覆楔
,

与塔西南前陆盆地发展期相 匹配
;
塔中

隆起
一

满加尔拗陷
一

塔北隆起区段 内
,

T 呈与 T 旦夹峙的 K 一 E 沉积楔在 S N 52 o 剖面上显而 易

见 ;罗布庄隆起往北
,

切过塔东隆起达满加尔拗陷东部 区段 内
,

侏 罗系相对奥陶系的超覆 同

样在 S N 81 5 剖面上被揭示 (图 1 )
。

,’/ 又五
”

近期研究成果 已证实 .
,

塔里木盆地的中生代地层在第三系早期
,

仅 J一 K 地层

就被剥蚀达 40 0一 l0 0 0 m
。

这说明印度与欧亚碰 合后的板 内形变
,

随天山和 昆仑山的造山冲

断作用及塔里木前陆盆地 (前缘隆起 )有序的迁移与隆升
,

盆内一边发育 K 一 E 地层超覆楔
,

一边产生与 K 一 E 地层发育同步的 T 一 J地层削截楔 ;

由此可见
,

中新生代盆内楔层的形成与展布
,

同样是
“

造山
”

的贡献
。

2 构造楔层油气潜力

判定现今楔层是 否具有勘探远景
,

我们有必要认识相对晚期
,

受盆地形变控制的楔层是

否毗邻现今仍然具有生烃 能力的烃源岩区
,

是否具一定储集性能的空间以及能否构成在油

气运聚过程中捕获油气的圈闭
。

么 1 盆地原型与烃源岩

国家
“

七五
”

及
“

八五
”

油气勘探工作已证实
,

塔里木盆地重要的烃 源岩 区主要在塔东北

(满加尔 )早古生代盆地
、

塔西南晚古生代盆地和中新生代库车前陆盆地近天山山前的
“

前渊

地带
” 。

近期研究成果认为 .
,

塔西南及塔东南均存在源于奥陶系烃源岩的油气显示
。

而 C 一

O (奥陶系为主 )
、

C 一 P(以石炭系为主 )和 T 一J( 侏罗系为主 )3 套烃源岩系为主力源岩 已是

王英民等
.

国家
“

八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8 5
、 1 0 1一 0 2 ~ ()4一 04 专题报告

, 19 94

胡民等
·

国家
“

八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8 5一 l() l一 0 2 一0 4 一0 2 专题报告
, 19 94

0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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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公认
。

它们的盆地原型决定了烃源岩的存在和分布
。

表 1 展示塔里木盆地与 3 套源岩

相关的盆地原型
。

其中
,

C 一O 源岩 系腐泥型或偏腐泥型
,

有机 质丰度高
,

残余有机碳含量

。
.

6一 1
.

6 ;石炭系泥岩现今残余有机碳含量为 。
.

4一 0
.

6 ;
塔西南前陆盆地内生烃能力以 Jy

(杨叶组 )为主
,

但不排除有来自 C
、

O 原生成熟油 (如曲 1 井
,

麦 3 井
,

胡民等
,

1 99 4 ) ;
塔北地

区绝大部份原油来 自下古海相奥陶系
,

库车依矿油主要来 自侏罗系陆相
,

沙西及阿克库勒地

区有部份油系海陆相混杂
;
塔中以海相奥陶系油源岩为主

,

亦出现奥陶系与石炭系混源的迹

象
。

表 l 塔里木地区 C 一 O
,

C 一 P l ,

T 一J 盆地类型与烃源岩系简表

地地 层时代代 塔东北 (阿
一

满拗陷))) 塔西南(昆仑 山北 ))) 泛塔中中 库 车拗陷陷

三三叠 系一侏罗系系 板内挠曲盆地地 前陆盆地地 板内挠曲盆地地 前陆盆地地

湖湖湖泊一洪泛平原相相 以侏罗系湖相暗色 泥泥 浅湖
一

半深湖暗 色 泥泥 同左左

以以以三叠系浅湖 一 半深湖暗色泥泥 岩
、

泥页岩
、

煤线为主主 岩
、

页岩
、

砂岩
、

煤系系系

岩岩岩
、

泥页岩为主主主主主

石石炭系 一早二叠世世世 海湾型静水盆地地地地

台台台台缘浅 海相 碳 酸 盐盐盐盐

岩岩岩岩
、

泥质暗色页岩岩岩岩

寒寒武 系一 奥陶系系 深水静海 盆地地 同左左左左

黑黑黑色硅 质泥岩
、

泥质碳酸盐 岩
、、、、、

暗暗暗色薄层页岩岩岩岩岩

2
.

2 储盖简析与成藏条件

据地震层序
、

地震相及钻井地质
、

露头地质等综合分析 后认为
,

古生代以志留系一泥盆

系地层构成的楔层
,

其岩性主要为来 自
“

再旋回造山带
”

的岩屑砂岩
。

中新生代盆地内的楔层

(T 一 J
、

K 一 E )主要由来 自典型
“

再旋回造山带
”

陆源碎屑岩组成储集空间
。

表 2 粗略地表达

表 2 塔里木盆地 S 一 D
.

(T ) 一 K 一 E 楔层储集岩系岩性概述表

中
、

新生代

(E
l
一 K 一 T )

沉积超覆楔

K 一 E
l :

冲积扇
,

辫状河流相
,

中
、

细砂岩
,

粉砂岩 (K
l

卡普沙 良群
,

K
:
巴什基克组 )

T 3一 J
、 :

薄层细砂岩
,

粗砂岩
,

中
、

粗砂岩
、

细砂岩 (河流相 )

古生代 (D 一 S )

构造削截楔

泥盆系
:

滨海岸岩屑砂岩
,

干旱 风尘砂屑岩石 } D I(东河砂岩 )井下见油

志留系
:

海相陆源 含长石石英成份的碎屑砂岩
、

泥

质砂岩

沙 11 井
,

S 一 D
,

孔隙度 2 1
.

9 3 %

渗透率 2 2 8
.

7 z x l o 一协m Z (蒋炳南
, 1 9 9 4 )

了塔里木盆地内部储集岩系的主要岩性
,

由此构成的楔层将为来 自烃 源岩区的油气运移聚

集成藏提供场所
。

目前在塔里木 已发现了位于构造背斜圈闭中的这类储层是主力产油层
,

如

塔北轮南
、

塔西南柯克亚油气 区
。

尤其是在塔东北和塔西南两个 自白奎系以来就发展成前陆

盆地某些地带 中的楔层
,

包括 N ,

苏维依组冲积扇砂岩体在内的楔层也 将作为有前景的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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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楔层
。

上述 S 一D 海陆相砂岩和 K 一 E (N
,
)陆相砂岩构成的储集层在楔 层中可望成为油气藏

的 良好储层
。

从区域油气地质条件分析
,

与楔层油气潜力匹配的时空展布特征为
:

伸展造盆堆积烃源

岩 (C 一 O
,

C
.

T
,

J) 和聚敛造山生
、

运聚成藏 (S 一 D
,

K 一 E
,

D 彗
,

N l )
。

尽管代表多期造山运动在

盆内响应 的多个构造不整 合地震反射界面存在 (图 1
,

2 )
,

但在破坏相对早期成藏的过程 中
,

油气的二次运聚形成新的油气藏仍有可能
,

前述塔北地区中新生代地层构造圈闭中 已发现

有海陆两套油源便是一证
。

同时
,

多期次构造变动
,

使不同地质年代盆地的叠置性对油气的

生
、

运
、

聚成藏极为有利
, “

多期生烃
,

多期运聚
”
(王英民等

,

1 9 9 4) 的特征在塔里木盆地 不乏

其例
。

那么
,

在地史演化期间
,

楔层或楔层内合适的圈闭与
“

造山作用
”

同期
,

盆地性质发生变

化
,

古地温梯度增加
,

产生适 合烃源岩 系深埋与温 压条件
,

则生
、

排烃后
,

使油气沿
“

输导 网

络
”
(断裂

、

不整合
,

裂隙 )朝正向单元的高部位运聚
。

在此期间
,

与
“

造 山
”

同期生成的盆内楔

层捕获油气后将形成可供勘探的油气构造带
。

3 楔层的勘探前景

伸展造盆与聚敛造山在塔里木地区彼此交替发展
,

可由盆内若干地震反射界面体现 (图

1
,

2 )
,

考虑到与此相伴生的构造削截楔和沉积超覆楔
,

在形成时间上对 油气聚集的控制
,

可

望在楔层中发现大型油气田 (藏 )
。

3
.

1 大油气田 (藏 )勘探方向

塔里木盆地在平面上呈
“

三隆四拗
” ,

在剖面上表现为古生代
“

隆拗
”

相间和中新生代
“

中

央隆起
”

两侧单斜特征
,

这些已被沙漠地震剖面 (图 1) 揭示
。

受构造地质事件控制的
“

构造

楔
”
(削截与上超 )位于可供油气运移指向的高部位

,

尤其是正负向单元的枢扭地带
。

前已述

及
,

古生代志留系一泥盆系地层的岩性反映了它的原 始沉积环境是位于海
、

陆相变区带
,

以

滨 (近 )海岸砂坝为主
,

中生代 K 一 E 楔层则以陆源冲积扇及辫状河流相沉积环境为主
,

在侧

向上岩性具一定的孔隙率
、

渗透率
。

现今 已找到的由碎屑岩储层构成的油气 田 (藏 )
,

如东河

塘
、

沙西构造带
、

曲苦恰克等
,

大多为多期次运聚
,

相对晚期成藏 (燕山或喜山期 )
。

哈 1 井在 志留系地层中钻遇厚达 2 88 m 的含沥青砂岩
。

沥青砂岩孔隙率 5 % ~ n
.

5 %
、

渗透率 (0
.

06 一 3 0 ) 又 1 0 一乍rn2
,

产于塔北古生代
“

褶隆带
”

南坡一个 巨大的沉积削截楔体背

景上
,

削截面为 T 昙不整合
,

其上覆东河砂岩 (D ; )无显示
,

成藏期显然是加里东期
,

经对 比分

析
,

认为源岩属满加尔拗陷的 C 一O ;
塔 中 10 井位于

“

塔中隆起
”

构造带北坡
,

井中见到志 留

系地层的稠油
。

从 区域构造背景看
,

该产层处在加里东晚期一华 力西早期形成的削截楔
,

相

对塔中
“

褶隆
”

上倾方向
。

结合前述沙 n 井 S一 D 具 良好储集条件与 D I东河砂岩 已成为油

气储层
,

显然
,

塔里木盆地古生代楔层中油气勘探工作应该加强
,

因为它是寻找古生代大油

气 田的一个重要方向
。

中生代 T 一J 的油气 已在沙雅隆起区发现
,

它们与来自满加尔海相 C 一 O 油气混杂
,

这

意味着近山前的库车前陆盆地内部中生代油气已从 山前越过东秋构造带运移到前陆盆地的

南斜坡地带
。

由地震资料解释的地质断面确定
,

库车中生代前陆盆地叠加在塔北古生代褶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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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负反转构造背景上
,

发育了 N E 倾向沉积楔
;
塔西南地震剖面提示我们

,

在麦盖提 SW 倾

斜坡带上
,

发育往 N E 方 向上超沉积尖灭楔 (K 一 E 为主 )( 图 1
,

2 )
,

这样
,

只要有油气生
、

排
、

运聚条件
,

T 呈界面之上的沉积楔将成为寻找中新生代大油气 田 (藏 )另一个重要方向
。

3
.

2 油气成藏组合的有效性

无论从构造学角度研究油气盆地或从油气地化角度分析盆地 中油气成藏的有效组合
,

都可获得一个共同的认识
,

即伸展造盆堆积烃源
,

聚敛造山油气成藏在塔里木地区是彼此交

替进行
,

现今勘探发现的油气田 (藏 )均属
“

造山型油气体系
”
(A

.

Pe r r o d o n, 1 99 2 )
,

只是在
一

位

史进化过程中被
“

多旋回
”

地改造
,

而最终有效成藏仍属
“

造山型
” 。

据塔中 1 井奥陶系储层油气与沥青的地质构造
一

地化综合分析成果 (图 4) 和近期分

柯克亚油气 田成藏史的地化成果 .
,

塔里木地区有可能存在与相应的造山事件相关的 4 莺

期进油史 及成藏史
,

至少塔中
、

塔西南如此
。

年年代一M a ) 5

入
。 0 4

}
。5 4

}
。 D 。

}
。 C 一 p 〕 . 2

1
。_ 2

;
。 ,

人
3 T Z

一 J 、

{
。 K

能
E

{
555

,,
n

、 进油¹ .

火
进油、、

宇宇由 刃 . ‘、J l - 、 . 自」 I _ 、 : 什品阶
.

迸 子由场
、、

飞飞二 。、 . 百 1 月 、 . , P r 气 坦 ‘几 1勺J
一 口 ___

气气
.

一 l / .P卜、 1 1 几
‘

、
,

二 _ , 二 一 。 二 。 _ 、

。
.

(
’

f = 35 了丁〔一 36 49
.

7 C 、、

111. ‘ 曰- . J 翻 、 . 1 卜 、 i
一 J 夕 ‘曰 、 J J门凸 L ) 户户

月月丝 赐 t / 日 、八 l / 11 1 、
, 、 广 一

. n 七 1333

化化 札 。 l一‘尸从卜尸‘干岛 - 日Z‘俐」
J
, 二冲

- l 拭 嘴
“

! AAA

iii 、
: {:

饱
秘

; 二

:。:
饱
械

。 二 。:

件军井
气

以半:::
,, 川下、

_

丫 乙
J

下、 p 育 正烷烃 正烷烃烃

嫉嫉 纂
’

叮比~ 沪

了
v
、

’。

1仪~ 刀闪 、 第川二
W 期 第v 期期

类类
”

下万
~ -
下不花若

~ L,

试州丁又于了
.

布
‘氧化棍源油’ ‘现今工业油流 )))

~~~ 芳烃 芳烃烃

第第 l 期沥青 第 n 期沥青青
((( 先氧化后演化 ) ( 先氧化后演化 )))

图 4 士菩中 l 井进油期与成藏史示意 图 (据邱蕴玉
, 19 9 3 )

由图 4 可知
,

成藏最终的有效性在塔里木盆地仍 以晚期成藏为主
。

以 C 一O 静海盆地相作主力烃源
, S一 D 作主力储层

,

石炭系膏泥岩作盖层的成藏组合
,

伴随 T 昙(或 T Z)作代表 的华 力西造山作用事件的发 生与 C 一 O 烃源岩生油高峰之匹配
,

在

T 昙( T 里)面之下的褶隆带及其相邻的
“

构造楔
”

中形成圈闭
,

构成 了相对早期的第 I 套成藏组

合
。

然而
,

该早期成藏组合的有效性伴随 T g( T 忿)为代表的古生代盆地形变或反转
,

遭受了强

烈抬升剥蚀而开启逸散或因淡水冲刷
,

使得人们对它的有效性提 出疑问
。

但从现今塔中 l

井
,

4 井
,

10 井以
“

东河砂岩
”

为 目的层储量的增长
,

志留系地层 中见油苗或稠油
,

使我们感

到
,

仍需从动态观念看待这一组合的远景
,

应努力地去寻找该组 合中得到保存的那些地方
,

O 章平澜等
.

国家
“

八五
”

重点科技攻关项 目 8 5一 1〔) 1一〔)2一

既 专题报告
, 19 9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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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仍然有效的早期组合可能是华力西期后原生油藏沉降深埋而残存
。

以 T 一 J 为主力源岩
,

K 一 E 为主 力储层
,

N
:

为区域盖层的成藏组合
,

因受喜山期 T且(含

部份燕山期
,

T 扣造山作用
,

使中生代盆地深埋
,

烃类生成并排出
,

且与 T 吕(T 扣不整合面之下

的
“

构造楔
”

中适时的圈闭构成相对晚期的第 l 套有效成藏组合
。

在形成该套成藏组合过程

中
,

相对早期的第 I 套残存有效成藏组合仍作
“

均衡调整
” 。

以至于在现今钻遇的以第 l 成藏

组合为主的油气田 (藏 )中找到来 自第 I 组合中二次运聚的油气
。

因此
,

寻找以第 l 套相对晚

期成藏为主的有效组合最具有现实意义
。

4 结 语

8 0 年代
,

地矿部首次在沙雅隆起 (古生代 )发现海相油气藏
,

人们群情激 昂
,

于是便根据

塔北经验
,

于 90 年代在塔中地区大量布钻
,

结果仅在 1 号井
,

4 号 井
,

10 号井等少数几个井

中获得成功
。

而在塔北隆起带上却发现了轮南油气田区
,

在库车前陆南坡带上发现了牙哈油

气构造带
。

1 9 9 4 年在塔西南麦 4 井又有新突破
。

但总体上因全盆油气勘探程度低而进展并

不显著
。

在古生代和中新生代两大成藏组合中
,

与油气相关的储层 (S 一 D 和 K 一 E )在地史过程

中
,

从沉积到经受了褶隆
、

埋藏
、

剥蚀
,

都有可能使相对早期成藏的油气被分割或逸散或二次

运聚而混迹于现今有勘探价值的相对晚期的成藏组合中
。

因此
,

我们提出在塔里木盆地 内部

楔层 中寻找以第 I 期成藏组合为主的油气区带的同时
,

应加强对第 I 期成藏组合的寻找
。

本文是作者参加塔里 木盆地油气选区评价专题 (85
一

1 0 1
一

0 2
一

05 )研究工作 中的部份成

果
,

在工作过程中
,

得到孙肇才教授
,

蔡立国高级工程师的指导和帮助
,

在此深表谢意
。

(收稿 日期
:
1 9 9 5 年 1 月 12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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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 tr a Ct

In t he 11、t e r io r o f the T a r im B a s in
,

d u e t o th e in fltle一l e e s o f o r o g e z le s e s (d efo r m a t io ll )

in d iffe r e n t g e o lo g ie a g e s ,
te e t o n ie w e d g e s o e e t一r r e d 111 t he a n t ie lin e z o n e s , o n o n e o r b o th

s id e s o f a n o r m a l u n it (te e to n ie fo ld 一 u Plift ) a d ja e e n t t o the a r e a s o f h yd r o e a r b o n s o t : r e e

r o ek s
.

T h e s e w e d g e s w ill b e e o m e th e p la e e s fo r t he m ig r a t io n , a e e u m u la t io n ,
t r a p a n d

P o o l o f 0 11 a n d g a s
.

It 15 e x p e e t e d th a t th e y w ill b e n o w d o m a in s in th e T a r im B a s in w h e r e

fu t u re 0 11/ g a s s u r v ey a n d e x p lo r a t io n ,

m o r e o v e r th e r e a lis a t io n o f a b r e a k
一
th r o u g h e a n b e

b a s e d
,

w he n t he r e a r e fa v o u r a b le
r e s e r v o ir

, s e a lin g a ll d e a p p in g e o n d it io n 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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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ho u L ih o n g L iu G u o fa n g

(R e s e a ,二h l , : s tit :‘te of G e o lo g i。 E xP lo r a tio , : a , Zd De
v e lo Pn ‘e ,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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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st r a c t

O
, l e o f irn p o r t a n t jo b s in t he d e ; ig n in g o f o ilfield d r illin g 15 to p r e d ie t th e fo r m a t io n

p r e s s t lr e
.

T he p a P e r d e s e r ib e s in d e t a il th e f、lxld a m e n t al p r in e ip le s b a s e d o n w hie h t o e s ti
-

m a t e fo r m a t io n P r e s s u r e b y a P p lyin g in te r v al t r a n s it t im e
.

M e a n w h ile
.

t he a u th o r s e o rn Pile s

t e e h n ie a l s o ftw a r e s w ith t he b a s is o f th e P r ille ip le
s

.

It 15 e o n s id e r e d th a t t h is m e t h o d 15

eh a r a e t e r is tie o f a hig h a e e t一r a ey
, e a s y o p e r a tio n a n d p r o fo t一n d ixi g s ig n ifie a n e e in t h e d e v e -

lo Pm e n t a xld a p Plie a tio n w ith ixi the o ilfie ld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