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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C / IN FO 和 A r e V ie w 在油气地质

研究中的应用二

曾 怡 金 强 梁 鸿
(石油大学计算机系

,

山东东营 2 5 7 0 6 2)

本文以油气地质综合研究为目的
,

介绍基于地理信息系 统的 A R c / IN FO 和 A rc v ie w 绘图与 综合研究软件的主要功能
、

特点及

其使用方法
。

认为这套软件将成为石 油地质综合研究的主流工具
,

它能极大地提高油气地质综合分析的水平和效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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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30 年来
,

国外许多领域广泛地应用地理信息

系统 (G IS )
,

20 世纪 80 年代末引入我 国
,

在地理
、

环

境
、

城市规划和交通等领域有较多应用 (王学军等
,

1 99 3 )
。

但是在国内石油地质界的应用很少
,

由地质

研究人员根据解释数据
、

手工编绘和分析图件
,

再 由

描图员清绘图件的传统模式
,

始终没有打破
。

而在美

国等发达 国家
,

计算机技术在地质界的应用 已十分

深入
,

地质家所 有的数据分析
、

编绘 图件
、

综 合分析

都在计算机上进行
,

取消了描图员的工作
,

所以工作

效率和研究水平有较大提高
。

由美国环境系统研究

所 (E S R I)开发的 A R C / IN FO 和 A r e V ie w
,

目前是

世界领先的 G IS 软件产品
,

前者用于编绘和分析具

有地理坐标 (或相对坐标 )
、

一定 比例尺 的各种投影

的二维平面图和三维立体图
; 后者用于数据库

、

图形

数据库的查询和综 合分析
。

这两个软针在国外广泛

用于人文
、

地理
、

环保
、

交通
、

军事
、

旅游和市场营销

等领域
,

最近 3一 4 年引入石油地质界
,

在油气地质

综合分析 (如含油气系统研究
、

资源评价 )和油气 田

勘探开发的规划部署等方面获得非常好的效果
,

已

成为石油地质工作者的强有力工具
。

作者通过应用

这些软件
,

认为它们必将是地质工作计算机化和现

代化的重要的软件平台
,

因此有必要对其 深入探讨

和介绍
。

1 A R C /I N FO 的组成和性能特点

A R C /I N F O 软件是 由美国环境系统研究所开

发研制的
,

在使用 中不断更新升级
,

目前用得较多的

是 A R C /I N FO 7
.

2 版本
。

A R C /I N FO 提供一套数据

输入
、

自动分类
、

管理
、

编辑
、

显示和输出高质量的地

理 图形及相关的多媒体数据
,

可为研究和决策人员

提供最佳的二维
、

三维图形和表格数据的生成
、

可视

化和查询操作
。

它可在多种型号的工作站和微机上

运行
。

A R c /I N FO 软件由 6 个基本模块组成
:

¹ 输入

和数据转换模块
。

该模块可以接受数字化仪的矢量

数据
、

扫描仪的光栅数据和影像数据
、

卫星遥感和航

空 摄影 图片
、 G PS 数据和 其 它 图形 数据 文 件 ( 如

A u t o C A D 、 F o x Pr o 、 E x e e l
、

C a n v a s 生成 的 数 据 文

件 )
。

然后将有关数据转换成具有坐标的
“

地形
”

数

据
。

所谓的
“

地形
”

数据是 由点 (如两弧的交点
、

井位

等离散点 )
、

线 (主要为弧线 )和 多边形组成
,

系统对

这些点
、

线和多边形 自动形成相应的属性数据表
。

例

如
: “

点
”

的属性表包括座标
、

识别号
,

点的属性等
.

如

果点是一 口井
,

则可将井名
.

井深
、

产油层位
、

产量等

等数据输入已生成的属性表中
。 “

线
”

的属性表包括

长度
、

识别号
、

线的属性等
,

如果线是断 层
,

则可将断

层名和类型等数据输入此表
。 “

多边形
”

的属性表包

括多边形的面积
、

识别号等
,

假如输入的是油气分布

图
,

则可将每个多边形的含油
、

含气
、

产能
、

油气水性

质 等 信 息 输 入 此 表
。

º 图 形
、

文 字 编 辑 模 块

A R C E D I T
。

该模块可方便快捷地编辑图形和表格

数据
,

其中图形分割和拼接功能尤为方便
,

是同类其

它软件所不能及的
。

» 图形
、

文字显示和绘制模块

O 山东省自然基金资助项 目 ( 编
一

号
: Q 9 5E o 4 40) 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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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 C PL O T
。

该模块可以对编辑好的图形数据用 系

统提供的各种模式和色彩
,

或者用户 自定义的模式

和色彩显示输 出
。

例如
,

可用各种符号和颜色充填 多

边形
;可用粗细不 同

,

色彩和线型不同来绘制线条
;

对于点则可用大小
、

颜色和形状不同来绘制
,

并且对

于点
、

线和多边形可标注上各种表明属性 的文字
。

此

外还可方便地给出比例尺
、

方向指针和图例等内容
。

¼ 宏语言模块
。

可用宏语言编写程序对 图形进行迭

加和复盖等处理
。

例如
,

我们对某一区域分别作出了

沉积相及砂体等厚 图
、

构造图
、

油气分布及井位
、

生

油岩厚度及成熟度图
,

然后用宏语言编写一个简短

程序
,

对这些 图件进行取舍
、

增补
,

得到一张新的石

油地质综合图件
,

同时可根据需要增添文字和符号

等
。

½ 基 于工 业标 准化 的数 据转换 模 块
。

A R C /
I N FO 通 过

“ IM PO R T ”

和
“ E X PO R T ”

命 令 可 与

A r e V i e w 共享图形资源
;
可与

“M i e r o s o ft O ffi e e ”

系

统共享图形资源
;可与

“A U T O C A D ”

的
.

d xf 格式文

件相互转换
;可与标准数据库文件

.

d bf 相互转换
,

实现了数据库资源的共享
。

¾ 其它功能模块
。

主要

包括共享网络数据功能
、

各种来源的数据转换
、

离散

数 据 的 各 种 插 值 方 法
、 .

与 o R A c L E 、 I N G R E s 、

I N FO PM I X 和 S Y BA S E 大型数据库的接口 等功能
。

数据
,

同时供多个研究人员分析研究
,

实现了对同一

研究区的地质问题
,

进行独立分析
,

然后汇总交流得

到统一结论
。

3 油气地质综合评价图的研制过程

2 A rc V ie w 的功能简介

A rc V ie w 是采用面 向对象技术 设计 的软件
,

它

可在各种微机和工作站上运行
。

主要功能是完成输

入
、

显示
、

查询和输 出 A R C /I N FO 产生的图形及其

数 据库
; 它能与 sQ L 、

D BM s 、

A s c H 、 D B A s E 相结

合查询有关的数据 库
; 显示有地理坐标的 图形和相

应的属性表
;
并具有 A R c E D I T 和 A R c PL O T 中的

部分功能
,

对查询出的数据
、

图表可进行编辑
,

增加

新的分析和设计内容
,

编绘得到的新图件
,

再存入图

形数据库中或输出
。

这完善的图形编辑及输入输出

功能
,

给研究人员提供 了极大的方便
。

例如
,

油田勘

探 布署 时
,

我 们可用 A rc V ie w 调 出 目的层的 构造

图
,

根据 已有的钻井和综合研究的成 果将有利的油

气分布 区块填充不 同色彩
,

再根据不同的观 点做出

若干张新探 井井位布署方案图
,

供研 究讨论 定出新

井位
。

这些工作都在计算机上进行
,

工作效率和研究

水平都很高
。

值得指 出的是
,

在网络 环境下 使用 A rc v ie w
,

可以使某一 A R C /I N FO 产品 (图形数据库 )或其它

综合评价是油气 地质经常性的研究工作
,

小至

一个断块
,

大到一个 盆地或一个国家
,

地质家每年都

要 作 出各 种 各 样 的 综 合 评 价 图
,

A R C /I N FO 和

A r c V ie w 提供了所有的研制手段
。

现在以盆地的油

气地质综合评价为例说明其应用过程
。

油气地质综 合评价图一般包括
:

盆地边界及行

政 区界和主要城镇 (简称边界 )
、

构造分 区及 目的层

构造简图 (简称构造 )
、

主要生油层厚度和成熟分布

(简称生油 )
、

井位及探明的油气分布 (简称井位 )
、

远

景 区和新设计井位及有关参数 (简称远景 )和特殊要

求的内容 (如油藏剖面 图
、

柱状图等
,

简称特殊 )等
。

人工编绘综合评价图时
,

首先分别编绘边界
、

构造
、

生油等图件
,

再有选择地汇总到一张图—
综合评

价图
。

用 A R C /I N FO 来研制也是如此
。

先将边界
、

构造
、

生油等图都作 为单独的层 ( co ve r a ge )贮 存在

A R C /I N FO 的图形数据库中
。

在 A R C /I N FO 中
,

每

个层都是 由点
、

线和多边形 3 个要素组成
,

每个要素

都具有各 自的属性表 (如多边形属性表中包括 每个

多边形 中心点坐标
、

识别号
、

面积
,

以及角户输入的

每个多边形名称
、

性质
、

绘图代号等 )
。

3
.

1 每个层的输人与投影设定

A R c /I N F O 支持多种输入设备
,

如可用数字化

仪输入盆地边界 图等
,

用扫描仪输入构造
、

井位和特

殊图等
,

用键盘或文件输入离散点数据 (如生油岩厚

度
、

成熟 度等 )
,

还可用 工M PO R T 直接将 已有的 图

形 数据文件输入到 A R C /I N FO 中
。

除离散数值要

用 G E N E R A T E 形成
c o r e ra ge 外

,

其余的均能 自动

生成 e o v e r a g e 。

每一个
e o v e r a g e 至少有 4 个座标控

制点 ( T IC )
。

我 们知道将球形的地表绘在纸面上有

多种投影方法
,

中国处 于 中纬度 地 区
,

常用 L A M
-

B E R T 投影
。

在设定投影参数时要注意将所绘 图件

的中心设定为投影的中心
,

以使做出的图形美观
。

投

影设定用 P R O JE C T 命令组完成
。

3
.

2 编辑
、

叠加和研制新图件

在 A R c E D I T 下可以用系统提供的编辑工具
、

键盘命令
,

以及 自己制作 的图形菜单系统来对点
、

线
、

多边形
、

标识 符 及 文 字进行编辑
。

编辑后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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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LE A N 和 BU IL D 命令来更新 原图形 数据库 中的

属性表等内容
。

当 两 个 层 或 多 个 层 编 辑 满 意 后
,

可 用

MA PJ O IN 将它们叠加成一个新的层
。

例如边界
、

构

造 和 井位层 均 已 产 生
,

并 且不 需再 改 动
,

则调用

M APJ O IN 将它们叠加在一起
,

形成一张新图
。

这样

可使后续的图形显示
、

输出等工作简化
。

对于经常要

修改的层 (如远景层 )不必叠合
。

油气远景 区是有利的油气聚集区块
,

需要综合

分析构造及圈闭发育区
、

有利储集相带
、

油气生成条

件等数据
,

最后作出判断
。

在 A R C E D IT 中
,

我们可

用不同颜色将构造
、

相带
、

生油等层叠加作为远景层

的背景
,

一目了然地勾绘出不同级别的远景 区
,

也可

根据不同层的参数进行某种计算
,

得到评价参数
,

再

作出评价参数的等值线
,

以此对研究区作出评价
。

3. 3 离散数据点的插值

利用若干离散点进行插值得到等值线 图
,

是一

项常观地质工作
。

A R C /I N F O 中的 T IC 就是功能

很强的插值模块
。

它的插值方法有两类
:

一类是三角

网点插值法
,

要求离散点较多
,

且分布较均匀
。

另一

类是网格化后用趋势面
、

各种克里金等方法插值
。

当

离散点数太少或数值相对集中时
,

插值精度不高
,

但

是 T IC 允许地质人员根据区域地 质特 征定出等值

线走向或初步勾 画一
、

二条等值线
,

然后再进 行插

值
,

这样可使插值精度提高
。

3. 4 评价图的拼接

油气勘探常常是滚 动进行的
,

所 以在研究了盆

地内某一区块后
,

又要进行相邻 区块的油气地质综

合评价
。

新 区的研究要参考老区的成果
,

新区与老区

整体分析可得到客观的结果
。

通常将新 区的构造图
、

沉积相
、

生油等资料分层输入
,

与老区的对应层相拼

接
。

拼接有 两种方法
:

一是在 A R C 根 目录下
,

用

A P PE N D 命令将新 区的层加到老区对应层上
,

再用

A R C E D IT 编辑连接 处
。

二是 在 A R C E D IT 中用

MA PJ O IN 或 E D G E MA T C H 实现拼接
,

系统根据

新
、

老区的多边形
、

线
、

点的属性 自动拼接
,

拼接后生

成一个新的
e o v e r a g e ,

对新
e o v e r a g e

需进行适当地

编辑
。

然后进行圈闭
、

储层分布和远景评价等分析
,

就得到新的油气地质综合评价成果 (图 )
。

3. 5 评价结果的输出

不同级别 的远景 区充填不同颜色
,

设计 的井位

(点)用不同形 态的图形表示
、

断层和等值线用不同

的线 条 画出
,

这 些 是评价图 的基 本 要求
,

可 以在

A R C PL O T 中对每个 编辑好的
。
ov er a ge 进行 这些

操作
。

然 后利 用 A R C /I N FO 提供 的宏语言
,

把边

界
、

构造
、

井位
、

生油
、

远景和特殊等
c o v e r a g e

转换

成 M A P
,

同时 将图名
、

图 例
、

说 明等等也 转换 到

M A P 上
。

这个 M A P 实际上是彩色描绘好的
、

文字

修 饰好的各 co ve ra ge 的叠加
。

因此在编程 时要 注

意
,

为了在评价 图上突 出远景区分布
、

井位和图例
、

说明等
,

要将它们叠加在上层
,

以达到醒 目明了的效

果
。

最后根据具体设备
,

将 M A P 转换成相应的绘 图

文件
,

由绘图仪绘图输 出
。

3
.

6 评价结果的充实和完善

一个地区的油气地质评价结果往往是 由一个 人

或几个人作出
,

然后提供给上级勘探决策或其它同

事们研究之用
。

我们可用 E X PO R T 命令将做好的

不 同 co ve
r a
ge 翻译成工业标准的图形文件

,

当其它

研 究人员使 用时
,

可用 A r e
Vi

e w 中的 IM PO R T 恢

复成所需的图形数据
,

对其进行查询分析
,

提 出修改

意 见
,

既可 以用 A rc V ie w 也可用 A R C /I N FO 修改

相应的图形数据库
。

例如
,

用 A rc V ie w 对评价图进

行编辑
,

将原砂体等厚线的等值中 20 m 改为 lo m
,

以显示某些细微变化
。

对不合理的远景区划分也能

更改等等
。

修改后的结果可随时输出
。

这样就做到

了集思广义
,

提高研究水平
。

4 结束语

通 过 上 述 介 绍
,

可 以 看 出 A R C /I N F O 和

A rc Vi
e w 是实现油气地质研 究计算机化

、

提高研究

水平和效率的强有力工具
。

尽管作者对 A R C /I N FO

和 A r 。v ie w 的应用和开发还是初步的
,

但是它们完

备的功能
、

标准化的数据结构和简便的操作
,

值得油

气 地 质 工 作 者 深 入 研究地理信 息系统
、

推 广 应

A R C /I N F O 和 A rc V ie w
,

使我国油气地质综合研究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

参 考 文 献

王学军
,

贾冰媛
.

地理信息 系统
.

北京
: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

1 9 9 3

曾怡
,

梁鸿
.

重视和加强地质学计算机应用研究
.

计算机应用研

究
, 1 9 9 7 (3 )

李金惠
.

环境容量区域划分中的地理信息系统技术探讨
.

环境

保护
, 1 9 9 6 (1 1 )

: 1 0 ~ 1 3

(收稿 日期
:
1 9 9 7 年 2 月 2 8 日 )



.

3 6 2
·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第 19 卷

A PP L IC A T IO N O F A R C / IN F O A N D A R C V IE W

IN PE T R O L E U M G E O L O G Y

Ze n g Y i Jin Q ia n g L ia n g H o n g

(U n iv e r sity of P e tr ol e u m
,

S h a n g d o n g 2 5 7 0 6 2 )

A b st r a C t

T h is p a p e r in t r o d u e e s s o ftw a r e s o f the A R C / IN F O a n d A r e V ie w in t o in t e g r a t e d r e s e a r eh o f

p e t r o le u m g e o lo g y
, a n d d is e u s s e s t h e ir fu n e t io n s a n d m e th o d s o f t h e in p u t

, e d it a n d m a e r o 一

m a p p in g o n

p e t r o le u rn e x p lo r a tio n a n d d e v e lo p m e n t d a ta
.

T h e a u tho r s s u g g e s t th a t t h e A R C / IN F O a n d A r e V iew w ill

b e e o m e t h e m a in s o ftw a r e s in s tu d y o f p e t r o le u m g e o lo g y
,

b e e a u s e th e s o ftw a r e s im p r o v e g r e a tly th e e ffi
-

e ie n e y a n d p r e e is io n o f in t e g r a te d a n a lys is o f p e t r o le u m g e o lo g 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