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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质风险概率法被广泛应用于油气资源评价中的地质风险评价。 由于很难直接定义每一地质评价因子的评价（“打分”）
概率模型，专家给出的都是每一评价因子的确定性评价值（“点估计”）——— 单一的、确定性评价结果并不能够很好地反映目标区

域复杂地质情况的多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出现含油气有无的高估或低估的情况。 结合油气资源一体化评价软件（ＰｅｔｒｏＶ）的开

发经验，从如何更客观地去描述地质评价因子的不确定性入手，阐述如何采用多种不确定性分析技术，更好地融合、体现专家经

验以及客观表达地下复杂地质情况，从而提高地质风险概率法的不确定性表达能力：（１）通过自信度转换数学模型体现专家主观

认知的不确定性；（２）将专家的定性认知进行合理的知识规则化转换，充分量化地质模型的不确定性；（３）基于地质风险概率法

数学模型，利用蒙氏模拟计算符合概率分布特征的地质风险评价结果；（４）据地质风险不确定性评价结果，可获取目标区域地质

风险评价的多分位评价值，为后续的勘探决策给出尽可能全面的决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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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最新勘探资料进行地质风险评价，是回答

目标区域油气资源有无的主要研究活动。 定量地

质风险评价主要包括地质风险分析和不确定性评

价两部分内容［１－３］。 地质风险分析，也称地质风险

概率法，是在给出缺一不可的成藏地质条件的主观

评价值（也称“打分值”）基础上，通过连乘来计算

目标区域的地质风险确定性评价结果［４］；而不确

定性评价是基于成藏地质条件多种可能性的定量

描述，来获取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地质风险不确定

性评价结果。 一旦确定了评价目标以及关键地质

评价因子，合理的地质风险评价结果来自于准确了

解地质不确定因素并尽可能使其充分呈现出来。
业内学者也一直致力于如何很好地刻画油气成藏

过程的不确定性，进而获取合理的地质风险评价结

果［５－８］。 尽管如此，对地下认知的不确定性表达仍

然是地质风险评价面临的主要瓶颈。 为了合理估

算不确定条件下的某些地质条件的评价值范围，本
文结合 ＰｅｔｒｏＶ 软件的时间开发经验［９］，提出了一

种全新的定量评价思路（图 １）：强调利用多种不确

定性定量分析技术，分层次刻画从主观推测到客观

预测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最终给出尽可能全面的不

确定性地质风险评价结果。 不确定性分析技术主

要包括：（１） 通过自信度转换体现专家主观认知的

不确定性；（２） 将专家的定性认知进行合理的知识

规则化转换，使得对地质评价参数的分析从基于单

一可能性的“纯粹”定量分析过渡到基于多种可能

性的“模糊”定量分析，尽可能使不确定性降到最

低；（３）基于地质风险概率法，利用蒙氏模拟获取

多因子综合地质风险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表达，也
就是符合概率分布特征的地质风险不确定性评价

结果。

１　 基于自信度转换的不确定性分析

地质风险概率法强调油气成藏过程所受的控

制因素很多，生油层、储集层、盖层、圈闭、运移、保
存及相互之间的配置关系是其主要影响因素（式 １
中的 Ｐ ｉ）；上述成藏地质条件是决定目标区域是否

具有油气藏的系列独立事件，意味着缺一则该区域

都不能形成油气藏。 因此，目标区域是否存在油气

的可能性，就可以用独立事件同时发生的概率乘积

来表示（式 １）。 其中，单项成藏地质条件（式 １、２
中的 Ｐ ｉ）存在发生的概率，又可进一步依赖于其子

项成藏地质因素（式 ２ 中的 Ｐ ｉｊ）的好与坏，由它包

含的子项地质因素加权（式 ２ 中的 ｑｉｊ）平均值得

到［１０］ 。不同目标区域所使用的评价参数体系与参

图 １　 油气资源不确定性的渐进评价流程

Ｆｉｇ．１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数取值标准对地质评价结果有直接影响。 表 １ 是

基于成藏体系理论定义，应用于大港某区带地质评

价的评价参数体系与评价规范［１１］，本文后续不确

定性评价示例主要围绕表 １ 的评价参数与评价规

则定义展开（图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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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Ｐ 表示评价对象地质风险评价结果；Ｐｉ 表示单

项成藏条件的成功概率；Ｐｉｊ表示子项成藏要素的地质

成功概率；ｑｉｊ表示不同子项评价时所占的比重。
对各子项成藏地质因素评价的主观评价（也

称“专家打分”），主要有两种方法：一是专家针对

最新勘探资料的定性认知，直接设定其主观成功概

率值；二是基于子项成藏地质因素的量化定义，根
据表 １ 中的评价规则进行线性插值来计算其评价

值。 不管何种模式，上述两种方式赋予子项成藏地

质因素的评价值都是确定性的定值，往往对应的是

子项成藏地质因素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而在实际

钻井前，受限于目标区域的勘探程度以及勘探资料

可信度，对子项成藏地质条件的认知本身是不确定

的。 可见，上述计算规则规避了此问题，只能在多

种情况中选一种，把不同子项要么高估、要么低估

的结果通过式 ２、１ 传递到最终的地质风险量化评

价结果上 ——— 由于地质风险概率法提供的是单

一的、确定性（“点估计”）评价结果，其蕴含的不确

定性信息不够充分，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后续相关

决策方案的片面或单一。 当然，形成“点估计”的

真正原因并不在于概率数学模型本身，而是对模型

中涉及的地质评价因子的不确定性评价，缺少一种

有效的量化方法。 即，通过提升地质评价因子的不

确定性表达与计算能力，地质风险概率法将会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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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应用于大港某区带地质评价的评价参数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ａｂｌ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ｅｄ ｆｏｒ ｏｎｅ ｐｌａｙ ｉｎ Ｄａｇａｎｇ Ｏｉｌ Ｆｉｅｌｄ

成藏
条件

子项成藏
地质条件

“打分”规则

好（１．０～０．７５） 较好（０．７５～０．５０） 中等（０．５０～０．２５） 差（＜０．２５）

权值

子项 单项

烃
源
体

输
导
体

圈
闭
体

有机碳含量 ／ ％ ＞３．０ ３．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１
有机质类型 Ⅰ Ⅱ１ Ⅱ２ Ⅲ ０．１

成熟度 成熟、高成熟 过成熟 低成熟 未成熟 ０．２
源岩厚度 ／ ｍ ＞５００ ５００～３００ ３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２
供烃面积系数 ＞１．５ １．５～１．０ １．０～０．５ ＜０．５ ０．１
生烃强度 ／

（１０４ ｔ·ｋｍ－２） ＞１ ０００ １ ０００～５００ ５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 ０．３

输导层 储层＋断层、（＋不整合） 储层 断层 不整合 ０．３
供烃方式 汇聚流 平行流 发散流 线形流 ０．４

运移距离 ／ ｋｍ ＜５ ５～８ ８～１０ ＞１０ ０．１
时间匹配 早或同时（１．０～０．５） 晚（０．５～０） ０．１

生储盖匹配 自生自储、下生上储 上生下储、异地生储 ０．１
圈闭类型 背斜为主 断背斜、断块 地层 岩性 ０．１

圈闭面积系数 ＞０．６ ０．６～０．４ ０．４～０．２ ＜０．２ ０．２
圈闭幅度 ＞４００ ４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 ０．２

储层沉积相 三角洲、滨浅湖 扇三角洲
水下扇、河道、

重力流
洪、冲积相 ０．０２

储层百分比 ／ ％ ＞５０ ５０～４０ ４０～３０ ＜３０ ０．０５
储层孔隙度 ／ ％ ＞３０ ３０～２０ ２０～１０ ＜１０ ０．０５

储层渗透率 ／ １０－３ μｍ２ ＞６００ ６００～１００ １００～１０ ＜１０ ０．１
储层埋深 ／ ｍ ＜１ ５００ １ ５００～２ ５００ ２ ５００～３ ５００ ＞３ ５００ ０．０３
盖层厚度 ／ ｍ ＞５００ ５００～２００ ２００～５０ ＜５０ ０．０５
盖层岩性 膏盐岩、泥膏岩 厚层泥岩 泥岩 脆泥岩、砂质泥岩 ０．０５

断裂破坏程度 无 弱 较强 强 ０．１５

０．３

０．３

０．４

图 ２　 评价参数主观推测面板与评价结果图形显示（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２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ａｎｄ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ｉｎｇ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ｖｉｓ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步有利于决策人员的综合评价，从而制订出合理的

勘探部署决策方案。
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自信度转换模型来量

化体现专家主观评价时的不确定性 ———“自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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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意味着评价结果相对确定，“自信度低”则体现

了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 也就是说，对不同地质评

价因子的相关勘探资料的把握和认知程度，某种程

度上反映了其对成藏贡献程度的不确定性描述

（图 ２，右上图）：主观推测结果接近分值 １．０，对其

“好”的成藏贡献的自信度越高，用绿颜色表示；同
理，主观推测结果接近分值 ０．０，对其“破坏”成藏

的自信度越高，用红颜色表示；而分值接近于 ０．５，
体现了其相对“纠结”的成藏贡献度，自信度最低，
用黄颜色表示。 因此，通过双线性转换可把主观推

测结果的 ０．５～１．０ 分值区间映射到 ０．０ ～ １．０ 自信

度区间，主观推测结果的 ０．０～０．５ 分值区间映射到

－１．０ ～ ０．０ 的自信度区间。 ＰｅｔｒｏＶ 通过自信度转

换，把子项成藏地质条件的主观评价结果转换为不

确定性的量化描述，并结合三色可视化方案（红绿

灯）用于后续地质评价系列结果图件，使得对地质

评价结果一目了然（绿灯“行”，红灯“停”）。 如，
金之钧对地质风险结果进行了进一步量化区分，用
以表征成藏成熟度并提出了对应的图版［１２］，利用

上述双线性转换和三色表达，可以进一步将地质风

险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转换为不同油气藏的成藏

成熟度（图 ２，右下图，成熟度结果为 ０．２１）。
基于自信度模型的不确定性量化转换，并不是

直接建立在对子项成藏地质条件多种可能性的量

化定义基础上，评价结果还是具有很强的主观随机

性。 本文通过借鉴模糊逻辑推理相关数学模型，在
定义相关模糊（知识）规则基础上构建模糊推理流

程，从基于单一可能性的纯粹定量分析过渡到基于

多种可能性的定量分析，为地质评价的不确定性研

究提供一种新的不确定性评价思路。

２　 基于模糊逻辑推理的不确定性分析

得益于 Ｚａｄｅｈ（１９６５）、Ｍａｍｄａｎｉ（１９７５）等学者

的研究成果［１３］，模糊逻辑推理被应用于多种信息

处理系统，尤其是相关自动控制系统的研发。 区别

于传统集合理论的单值逻辑推理（“非此即彼”），
模糊逻辑的多值逻辑推理可有效模拟不确定性推

理过程。 如，针对表 １ 的“储层埋深”成藏地质因

素，假定其埋深是 １ ４００ ｍ，根据图 ３ａ 的单值推理

模型，该子项成藏条件被直接归为埋深较浅的一

类———“浅”意味着该子项主观评价结果高（表 １
的分值在 ０．７５～１．０ 之间）。 而根据图 ３ｂ 的多值推

理，储层埋深 １ ４００ ｍ 被转换成边界模糊定义：某
种程度属于埋深“浅”一类（比重为 ０．６５），同时某

种程度又属于埋深“中等”一类（比重为 ０．３５），通
过加权平均合理地减低了评价值，客观体现了对该

地质因子认知的不确定性。
除了有效处理边界模糊问题外，模糊逻辑推理

也可很好地应用于基于定性描述（如，“低成熟”，
“过成熟”，“未成熟”）或非数值型描述（如，排序

问题）的地质评价因子的推理过程（图 ４）。 可见，
在刻画相关地质条件的不确定性以及基于对地下

认知的定性描述进行推理等方面，模糊逻辑的多值

推理具有很好的应用切入点［１４－１５］ 。本文遵循模糊

图 ３　 评价参数单值与多值推理示意（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３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ｄｅｍｏ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图 ４　 定性值域的评价参数的模糊成员函数示意（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４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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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逻辑推理的一般流程，将基于模糊逻辑推理的

不确定性评价主要分为三步：（１） 定义每一地质评

价参数的多值模型，也可看成对地下认知的不确定

性量化处理；（２） 建立不同评价参数间的地质评价

规则；（３）反模糊化推理结果，计算每一地质评价

参数的定量结果。

３　 地质评价参数的模糊化

模糊化就是将每一地质评价参数的值域进行

多种可能性区分，进而对应为系列模糊成员函数，
利用模糊成员函数量化表述其多种可能性。 此外，
每个成员函数都有明确的名称定义，以便于后续建

立基于定性描述的模糊评价规则［１６］。 模糊成员函

数的纵轴取值范围为 ０．０ ～ １．０，为不同成员函数

（不同地下认知的可能性）与该评价参数的关联度

描述，横轴对应的是该评价参数值域范围内的某一

区间；不同成员函数的取值区间可以重叠（地下认

知的不确定性），但关联度累加和为 １．０。 如，图 ３
中“浅”成员函数对应的储层埋深为 ０～１ ８００ ｍ，而
“中等”成员函数对应的是 １ ２００～２ ５００ ｍ，它们重

合部分的比重和为 １．０。 模糊成员函数的类型（几
何形状）主要分为非参数型（图 ５ａ）和参数型（图
５ｂ，ｃ）两类：基于非参数定义的几何形状，代表了

单值推理数学模型（式 ３）。 考虑到后续反模糊计

算的简单与有效，参数化数学模型往往采用基于线

性插值的梯形和三角形几何形状（式 ４、５）。 当然，
根据实际地质评价参数的分布特点，成员函数也可

以直接被定义为某种概率分布曲线。

μ（ｘ）＝
１，ｘ⩽ｘ１

０，ｘ＞ｘ１
{ （３）

μ（ｘ）＝

０，　 　 　 　 　 ｘ⩽ｘ１

ｘ－ｘ１

ｘ２－ｘ１
，　 　 ｘ２＜ｘ⩽ｘ３

０，　 　 　 　 　 　 ｘ＞ｘ３

ì

î

í

ï
ïï

ï
ïï

（４）

μ（ｘ）＝

０，　 　 　 　 ｘ⩽ｘ１

ｘ－ｘ１

ｘ２－ｘ１
，　 　 ｘ１＜ｘ⩽ｘ２

１，　 　 　 　 ｘ２＜ｘ⩽ｘ３

ｘ４－ｘ
ｘ４－ｘ３

，　 　 ｘ３＜ｘ⩽ｘ４

０，　 　 　 　 ｘ＞ｘ４

ì

î

í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５）

式中：ｘ 表示地质评价参数的评价值；μ（ｘ）表示模

糊成员函数；ｘ１、ｘ２、ｘ３、ｘ４ 表示当前评价参数的关

键评价值，用于区分不同评价情形。
可见，ＰｅｔｒｏＶ 对地质评价参数的模糊化就是将

地下认知的多种可能性映射成系列模糊成员函数

的边界重叠（图 ６），后续利用不同的模糊逻辑操作

进行客观逻辑推理。 “模糊化”的基本步骤是（图
６）：（１）识别每一地质评价参数的量化内容是数量

定义（Ｒａｔｉｏｎａｌ）还是定性描述（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来指定

其值域类型（Ｖａｌｕｅ Ｔｙｐｅ）；（２）选定三角（Ｔｒｉａｎｇｕ⁃
ｌａｒ）还是梯形（Ｔｒａｐｅｚｏｄｉａｌ） “概率”分布形态来约

定成员函数类型（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Ｔｙｐｅ）；（３）据表 １ 中每

一地质评价参数的不同“打分”值域区间对应不同

成员函数，左、右调整现有值域区间，进一步区分出

不同成员函数的确定性区间（Ｌｏｗｅｒ－Ｕｐｐｅｒ）和不

确定性区间（Ｌｅｆｔ－Ｌｏｗｅｒ， Ｕｐｐｅｒ－Ｒｉｇｈｔ），其中不同

成员函数的不确定性区间的叠合体现了对地下认

知的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４）最后，为每个成员

函数（地下认知）给出对应的定性地质评价结果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ｖｏｒａｂｉｌｉｔｙ），用于后续模糊评价规则

的建立。
３．１　 定义地质评价规则（模糊规则）

通过图 ６ 给出每一地质评价参数的多值模型

后，定义系列地质评价（模糊或知识）规则是后续

计算不确定性量化结果的充分必要条件。 每一条

地质评价规则采用的是专家系统中典型的 ＩＦ －
ＴＨＥＮ范式，包括逻辑条件和结论两部分：逻辑条

图 ５　 ３ 种典型成员函数数学模型

Ｆｉｇ．５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 ｍｏｄｕｌｅ ｏｆ ｆｕｚｚｙ ｍｅｍｂｅｒ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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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定义地质评价因子多值模型面板（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６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ｆｏ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ｖａｌｕｅ ｍｏｄｅｌ ｆｏｒ ｅａｃｈ ｆａｃｔｏｒ

件的“主”、“谓”、“宾”分别对应“评价参数”、“模
糊集合运算子”与“评价参数的某一成员函数”；结
论部分（也称“地质评价结果”）被定义为面向所有

评价参数的统一地质评价结果，其不同成员函数对

应为表 １ 中约定的不同“打分”区间，包括“很不好

（ｕｎ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 “ 不 好 （ 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ａｂｌｅ ）”、 “ 一 般

（ｎｅｕｒａｌ）”、“好（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ｉｎｇ）”、“很好（ ｆａｖｏｒａｂｌｅ）”
５ 个评价层次。 说明的是，在实际工作中，地质评

价结果的评价层次可以灵活调整，以便更合理获取

定量地质评价结论。
基于地质评价参数和统一地质评价结果的多

值模型，模糊规则的解译或推理关键在于二者不同
成员函数间逻辑运算子的合理运用。 常见的模糊
逻辑运算子主要包括：“求交”、“求和”、“求补”等
（式 ６、７、８）。 “求交”意味着取两个成员函数的最
小值，“求和”意味着取两个成员函数的最大值，
“求补”则意味着取某一成员函数的反值。 在约定
某一地质评价参数的地质认知（式 ６、７、８ 中的 Ｘ）
情况下，ＰｅｔｒｏＶ 主要采用“求和”逻辑运算子来联
合（Ｕｎｉｏｎ）地质评价结果中的邻接成员函数图形，
ＰｅｔｒｏＶ 解译地质评价规则的过程如下：（１）基于地
质评价参数的多值模型，计算该地质评价参数的
“打分”结果，计算模式主要包括“单值推测” （图
７ａ），“线性插值” （图 ７ｂ）和“不确定性推测” （图
７ｃ，ｄ）；（２） 关联地质评价结果中的成员函数，将

上述打分结果投影到该成员函数的纵轴和横轴上，
形成以多边形形状表达（图 ７ 阴影部分）的评价结

果；（３）针对不确定性推测关联的两个成员函数，
采用“求和”联合阴影部分，形成最大可能的分值

分布（图 ７ｃ，ｄ）。

μＡ∩Ｂ（ｘ）＝ ｍｉｎ｛μＡ（ｘ），μＢ（ｘ）｝，ｘ∈ （６）

μＡ∪Ｂ（ｘ）＝ ｍａｘ｛μＡ（ｘ），μＢ（ｘ）｝，ｘ∈ （７）

μＡ（ｘ）＝ １－μＡ（ｘ），ｘ∈ （８）

式中： μＡ（ｘ）、μＢ（ｘ）表示 Ａ、Ｂ 两个成员函数体现

当前评价值打分结果的几何阴影图形；μＡ∩Ｂ（ ｘ）、
ｍｉｎ｛ ｝表示两个几何阴影图形的交集；μＡ∪Ｂ（ ｘ）、
ｍａｘ｛ ｝表示两个几何阴影图形的并集；μＡ（ｘ）表示

当前成员函数几何阴影图形的补集。
以图 ３“储层埋深”的多值模型为例，假定两条

地质评价规则来进行不确定性计算（图 ７）：第一

条，如果储层埋深属于“浅”，那么其地质评价结果

为“很好”；第二条，如果储层埋深属于“中等”，那
么其地质评价结果为“好”。 在计算（推理）过程

中，除了可很好地兼容地质风险概率法的单值推理

模式外，模糊逻辑推理还充分考虑了评价参数地下

认知的不确定性。如，假设储层埋深为８００ 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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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７　 基于模糊规则的系列推理场景（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７　 Ｋｉｎｄｓ ｏｆ 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ｃｅｎ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ｆｕｚｚｙ ｒｕｌｅｓ

么可根据规则直接获取“很好”的地质评价结果

（图 ７ａ 阴影部分，且充满）；假设储层埋深 ２ ２００
ｍ，那么可根据规则直接获取“好”的地质评价结果

（图 ７ｂ 阴影部分，未充满）；假设储层埋深 １ ３００ ｍ
或 １ ６００ ｍ（图 ７ｃ，ｄ），则评价结果取决于“很好”与
“好”成员函数的逻辑运算。 可见，基于不同地质

评价规则获取的地质评价结果并不是纯粹性的定

量分值，而是具有一定分布区间的不规则几何形

状。 同时，评价结果的几何形状或分布趋势（“正
向”或“负向”分布）也可作为后续该地质评价参数

概率数学模型选择的依据。
３．２　 反模糊化

通过解译不同地质评价参数的系列地质评价

规则，地质评价结果并不是一定值，而是由不同成

员函数联合形成的具有不同分布特点的联合多边

形（图 ７ 阴影部分）。 因此，如何利用适合的数学

方法计算体现不同成员函数的综合贡献度（或单

一评价值）变为关键 ——— 需要通过系列反模糊化

技术手段获取最终的地质风险分析的量化结果

（质心法、奇异点法、最大值法等［１７］）。 ＰｅｔｒｏＶ 采用

的是质心法，即，通过计算阴影多边形的质心，获取

质心点的纵轴投影作为目标区域地质评价的风险

分析结果。 相对于自信度转换的不确定性表达，利
用模糊逻辑推理相关数学模型获取的地质风险评

价结果（反模糊化），在某种程度上是蕴含了不同

评价参数自身地质不确定性的表达，进而通过式

１、２ 可以获取相对客观的地质风险评价结果。 问

题是，该结果还是“点估计”评价结果，还不能够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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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意义上为决策人员提供符合某种概率分布的地

质风险评价结果。

４　 基于蒙氏模拟的不确定性分析

理论上，蒙特卡洛方法的核心就是通过人为构

造一合适的依赖随机变量（评价参数的地质评价

结果）的概率模型，使某些随机变量的统计量为待

求问题的解（式 １ 中的独立事件连乘），进行大统

计量的统计实验［１８］。 因此，最终不确定性表达的

关键在于如何把每个评价参数的不确定性联合、衍
变为目标区域综合地质评价结果的概率分布：
（１）约定每一地质评价参数的不确定性定义（也称

多值模型），并通过建立合理的地质评价规则来计

算不确定性评价结果（阴影部分）；（２） 根据评价

结果（阴影） “分值”分布趋势（正向、负向还是对

称），选择适合的随机数产生器，产生对应的分值

概率曲线；（３）根据式 １、２，将不同地质评价参数的

概率“打分”曲线作为输入，同时可结合不同地质

评价参数间的相关性，进行大统计量模拟计算，获
取最终多分位地质风险评价结果。

蒙特卡洛模拟的效果“好”与“坏”与每个评价

参数的评价结果的概率分布模型，或随机数产生器

有直接的关系。 ＰｅｔｒｏＶ 基于模糊逻辑推理获取的

评价结果的几何形状，为随机数产生器提供了合理

的参考和约定。 如，采用三角分布随机数产生器，
通过 ５ ０００ 次随机采样，图 ７ｃ 和图 ７ｄ 的阴影部分

合理地转换为分布趋势相同的图 ８ａ 和图 ８ｂ 的直

方图统计分布。 在为每个评价参数选取合适的概

率分布模型之后，本文利用式 １、２，进行 ５ ０００ 次随

机统计分析，基于直方图（分 １００ 组）统计获取的

蒙特卡洛模拟结果能够很好地反映地质评价中的

不确定性，包括“联合概率”分布曲线和 ７ 分位对

应的地质风险量化评价结果（图 ９）。 可见，相对于

基于表 １ 打分规则直接计算获取的单一地质风险

评价结果（０．２１，图 ２ 右侧下图），基于模糊逻辑推

理，进而利用蒙氏模拟获取的结果具有更多的选择

判断：大于 ５０％的概率，风险评价值是 ０．２２；大于

９０％的概率，风险评价值是 ０．１；大于 １０％的概率，
风险评价值是 ０．３８。

５　 结论

油气资源评价中最确定的事情就是评价结果

的不确定性。 本文提出、引进的自信度转换、模糊

逻辑推理和蒙氏模拟等技术，通过分层次刻画地质

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目的就在于使得不同勘探

图 ８　 利用图 ７ｄ 的模糊概率原型进行 ５ ０００ 次
随机取样的三角概率分布模型（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８　 Ｔｒｉａｎｇｕｌａｔ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ｆｏｒ ｏｎ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ｇｉｖｅｎ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ｔｒｅｎｄ

图 ９　 进行 ５ ０００ 次随机统计分析的
地质风险不确定性体现（ＰｅｔｒｏＶ）

Ｆｉｇ．９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阶段的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降到最低或最大可能

地描述出来。 在勘探阶段初期，自信度转换能够有

效量化不同专家主观推断情形，可以较好地在最终

地质评价结果中体现地质资料自身的不确定性、可
信度等。 随着勘探资料的丰富，通过建立地质评价

参数的多值模型，能够客观表达对不同评价参数地

下认知的不确定性，进而通过模糊逻辑推理计算关

键地质评价因子的评价值，使得地质风险概率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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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结果蕴含了客观不确定性信息。 基于模糊逻辑

推理获取的地质评价参数“打分”分布趋势，合理

约定不同地质评价参数评价结果的概率分布曲线，
进而基于蒙氏模拟能够给出更加客观的地质评价

的多分位评价值，使得决策人员在后续的勘探决策

中能够充分考虑评价结果的不确定性。 显然，在充

分融合专家对目标区域深层次认知以及客观表达

地下认知的不确定性的基础上，本文基于自信度转

换模型、模糊逻辑推理和蒙特卡洛模拟等技术手

段，除了显著提升地质风险概率法的“决策能力”
外，更重要的是，为地质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分

析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

参考文献：

［１］ 　 武守城．石油资源地质评价导论［Ｍ］．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
１９９４：２９２－２９４．

　 　 　 Ｗｕ Ｓｈｏｕｃｈｅｎｇ．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２９２－２９４．

［２］ 　 国土资源部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中心．新一轮全国油气资源评

价［Ｍ］．北京：中国大地出版社，２００９：６６－７１．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Ｏｉｌ ＆ Ｇａ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Ｌａｎｄ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ｌａｔｅｓｔ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Ｍ］．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９：６６－７１．

［３］ 　 郭秋麟，米石云．油气勘探目标评价与决策分析［Ｍ］．北京：石
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４：２１－２２．

　 　 　 Ｇｕｏ Ｑｉｕｌｉｎ，Ｍｉ Ｓｈｉｙｕｎ．Ａｓｓｅ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４：２１－２２．

［４］ 　 盛秀杰，金之钧，鄢琦，等．成藏体系油气资源评价中的统计

方法体系［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１３，３４（６）：８２７－８３３．
　 　 　 Ｓｈｅｎｇ Ｘｉｕｊｉｅ，Ｊｉｎ Ｚｈｉｊｕｎ，Ｙａｎ Ｑｉ，ｅｔ ａｌ．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ｓｅｒｉ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Ｊ］．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３，３４（６）：８２７－８３３．

［５］ 　 Ｒｏｓｅ Ｐ Ｒ．油气勘探项目的风险分析与管理［Ｍ］．北京：石油

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２：６－５０．
　 　 　 Ｒｏｓｅ Ｐ Ｒ．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６－５０．

［６］ 　 Ｏｔｉｓ Ｒ Ｍ，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ｍａｎｎ Ｎ．Ａ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Ｊ］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７，８１（７）：１０８７－１１０９．

［７］ 　 Ｗｈｉｔｅ Ｄ Ａ．Ｇｅｏｌｏｇｉｃ ｒｉｓｋｉｎｇ ｇｕｉｄｅ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ｐｌａｙｓ［ Ｊ］ ．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３，７７（１２）：２０４８－２０６１．

［８］ 　 Ｈｏｕｇｈｔｏｎ Ｊ Ｃ，Ｄｏｌｔｏｎ Ｇ Ｌ，Ｍａｓｔ Ｒ Ｆ，ｅｔ ａ１．Ｕ．Ｓ．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ｅｓ⁃
ｔｉｍ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ｉｚ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ｂｙ ｐｌａｙ［Ｊ］．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３，７７（３）：４５４－４６６．

［９］ 　 盛秀杰，金之钧，郭勤涛，等．油气资源评价一体化技术及软

件实现的探讨［Ｊ］ ．地质论评，２０１４，６０（１）：１５９－１６８．
　 　 　 Ｓｈｅｎｇ Ｘｉｕｊｉｅ，Ｊｉｎ Ｚｈｉｊｕｎ，Ｇｕｏ Ｑｉｎｔａｏ，ｅｔ ａｌ．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ｎ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ｅｄ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ｆｔｗａｒ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Ｊ］ ． Ｇｅｏｌｏ⁃
ｇｉｃ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１４，６０（１）：１５９－１６８．

［１０］ 　 金之钧 张金川．油气资源评价技术［Ｍ］．北京：石油工业出

版社，１９９９：６６－７１．
　 　 　 Ｊｉｎ Ｚｈ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Ｊｉｎｃｈｕａｎ．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６６－７１．
［１１］ 　 陈善勇，金之钧，刘小平．黄骅坳陷第三系油气成藏体系定

量评价［Ｊ］ ．石油与天然气地质，２００４，２５（５）：５４４－５４７，６０２．
　 　 　 Ｃｈｅｎ Ｓｈａｎｙｏｎｇ，Ｊｉｎ Ｚｈｉｊｕｎ，Ｌｉｕ Ｘｉａｏｐｉｎｇ．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ｅｒｔｉａｒｙ ｐｅｔｒｏｌｅｕｍ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ｓ ｉｎ Ｈｕａｎｇｈｕａ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Ｊ］．
Ｏｉｌ ＆ Ｇａｓ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０４，２５（５）：５４４－５４７，６０２．

［１２］ 　 金之钧，张一伟，王捷，等．油气成藏机理与分布规律［Ｍ］．北
京：石油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Ｊｉｎ Ｚｈｉｊｕｎ，Ｚｈａｎｇ Ｙｉｗｅｉ，Ｗａｎｇ Ｊｉｅ，ｅｔ ａｌ．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 ａｃｃｕｍｕ⁃
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ａｎｄ ｏｉｌ ／ ｇａ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ｔｒｏｌｅ⁃
ｕ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

［１３］ 　 Ｚａｄｅｈ Ｌ Ａ．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ｓ ａ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Ｊ］ ．
Ｆｕｚｚｙ Ｓｅｔｓ ａｎｄ Ｓｙｓｔｅｍｓ，１９７８，１（１）：３－２８．

［１４］ 　 Ｃａｒｒａｎｚａ Ｅ，Ｈａｌｅ Ｍ．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ｌｙ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ｆｕｚｚｙ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ｏｆ
ｇｏｌｄ ｍｉ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Ｂａｇｕｉｏ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Ｐｈｉｌｉｐｐｉｎｅｓ ［ Ｊ］ ．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０１，１０（２）：１２５－１３６．

［１５］ 　 Ｃｈｅｎ Ｈ Ｃ，Ｆａｎｇ Ｊ Ｈ．Ａ ｎｅｗ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ｐｐｒａｉｓａｌ［ Ｊ］ ．
ＡＡＰＧ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１９９３，７７（１）：９－１８．

［１６］ 　 Ｐａｓｓｉｎｏ Ｋ Ｍ，Ｙｕｒｋｏｖｉｃｈ Ｓ．Ｆｕｚｚｙ 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Ａｄｄｉ⁃
ｓｏｎ Ｗｅｓｌｅｙ，１９９８．

［１７］ 　 Ｒｏｓｓ Ｔ Ｊ． Ｆｕｚｚｙ ｌｏｇｉｃ ｗｉｔｈ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１９９５．

［１８］ 　 Ｒｏｂｅｒｔ Ｃ Ｐ，Ｃａｓｅｌｌａ Ｇ．Ｍｏｎｔｅ ｃａｒｌｏ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Ｍ］．２ｎｄ
ｅｄ．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４．

（编辑　 徐文明）

·１４６·　 第 ５ 期　 　 　 　 　 　 　 　 　 　 　 　 　 盛秀杰，等． 地质风险评价中的不确定性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