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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预测储量区块升级评价方法

秦伟军，付兆辉
（中国石化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以油气预测储量区块为研究对象，以优选区块升级为目的，提出了升级性评价方法、升级率评价方法、经济评价方法及综合评价方

法。 研究提出：升级难易程度指数值用于升级性定量评价；升级概率值用于升级率评价；贴现现金流法计算的储量价值用于经济评价。
综合评价则利用升级难易程度指数值、升级概率值、经济价值“一维排队，三维优选”。 利用综合评价值，将预测储量区块分为可升级并获

得大中规模储量区块、可升级并获得中小规模储量区块、需要评价研究升级的储量区块、暂不升级的储量区块 ４类，便于勘探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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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测储量是油公司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从资源系列结构上看，它又只是由资源转化为探明

储量和产量的中间产物。 预测储量发现后，能否升

级、能升多少、价值如何，如何进行升级决策，一直

是勘探决策者关心的问题。 开展该领域研究，现实

意义重大。

１　 预测储量及相关要素

预测储量是指预探井钻探获得油气流或综合

分析有油气层存在，根据区域地质条件分析和类

比，对可能存在的油气藏估算的储量［１］。
与预测储量相关的要素包括 ３ 方面：一是储量

本身的内在要素，即储量规模与品位；二是储量所

处的外部环境要素，即油气藏地质条件；三是储量

的经济要素。

１．１　 储量规模与品位

１．１．１　 储量规模与评价标准

所谓储量规模就是指单个独立的油气藏发现

储量的大小。 储量规模的大小决定了开发方案的

设计和开采的经济效益［２－５］。 储量规范中依据规

模大小［６］，将油（气）田分为 ５ 类：特大型、大型、中
型、小型和特小型（表 １）。

表 １　 储量规模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ｓｃａｌｅ

分类 原油可采储量 ／ １０４ ｍ３ 天然气可采储量 ／ １０８ ｍ３

特大型 ≥２５ ０００ ≥２ ５００
大型 ２ ５００～ ＜２５ ０００ ２５０～ ＜２ ５００
中型 ２５０～ ＜２ ５００ ２５～ ＜２５０
小型 ２５～ ＜２５０ ２．５～ ＜２５

特小型 ＜２５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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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２　 储量品位与评价标准

（１）储量丰度与评价标准：储量丰度也是储量

评价的重要指标之一。 储量规模仅仅反映油气藏

（田）储量大小，而储量丰度更能反映储量的品质。
储量规范中将储量丰度由高到低分为 ４ 等：高丰

度、中丰度、低丰度、特低丰度（表 ２）。
（２）储量产能与评价标准：储量产能是储量评

价的重要指标之一，指油（气）藏（田）千米井深日

稳定产量，综合反映了储量的品质。 储量规范中将

产能分为 ４ 类：高产、中产、低产和特低产（表 ３）。
（３）埋藏深度分类与评价标准：按照储量的埋

藏深度由浅到深分为 ５ 类：浅层（＜５００ ｍ）、中浅层

（５００～ ＜２ ０００ ｍ）、中深层（２ ０００～ ＜３ ５００ ｍ）、深层

（３ ５００～ ＜４ ５００ ｍ）、超深层（≥４ ５００ ｍ）。
（４）储层物性分类与评价标准：储层孔隙度分

为 ５ 类：特高孔、高孔、中孔、低孔、特低孔；渗透率也

分 ５ 类：特高渗、高渗、中渗、低渗、特低渗（表 ４）。
除此之外还有含硫量和原油性质。

１．２　 储量地质条件

油气藏地质条件反映了油气储量所处的地质

环境。主要有油气藏的外部形态、内部结构以及所

表 ２　 储量丰度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分类
原油可采储量丰度 ／
（１０４ ｍ３·ｋｍ－２）

天然气可采储量丰度 ／
（１０８ ｍ３·ｋｍ－２）

高丰度 ≥８０ ≥８
中丰度 ２５～ ＜８０ ２．５～ ＜８
低丰度 ８～ ＜２５ ０．８～ ＜２．５

特低丰度 ＜８ ＜０．８

表 ３　 储量产能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３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分类
油藏千米井深稳定产量 ／

［ｍ３·（ｋｍ·ｄ） －１］
气藏千米井深稳定产量 ／
［１０４ ｍ３·（ｋｍ·ｄ） －１］

高产 ≥１５ ≥１０
中产 ５～ ＜１５ ３～ ＜１０
低产 １～ ＜５ ０．３～ ＜３

特低产 ＜１ ＜０．３

处的资源丰度背景［７］。
外部形态就是含油气地质体的构造形态，可以

用圈闭类型特征来描述。 内部结构就是储集体的

结构特征，可用沉积与储层类型来描述。 资源背景

则是指油气藏所处区带的资源富集程度，可用资源

丰度来描述。
１．３　 储量价值

储量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经济价值是储量价

值一种直观常用的表达方法［８－１２］。
对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的油气资源企业，储

量本身就是核心资产，作为资产就必然有价值。 油

气储量资产价值是储量商品化中的基本市场价格，
它不能以勘探开发中的投入来确定储量的价值，而
是以在未来的开发生产中，某块油气储量将带来的

收益决定油气储量的价值。 可以用现金流评价方

法，对预测储量预期升级为可采储量，根据开发初

步设计方案进行投资估算、成本测算与财务评价分

析，确定储量价值。
根据经济评价结果的绝对值大小，可分为净现

值大于等于零的有效益储量和净现值小于零的无

效益储量。

２　 预测储量升级评价

预测储量升级评价涉及到 ３ 方面问题：储量区

块能否升级（可升级性评价）；能升多少（升级率评

价）；价值如何（经济评价）。
２．１　 可升级性评价方法

２．１．１　 影响升级性因素分析

预测储量升级性即预测储量升级的难易程度。
一般品位高的储量，已有较多的钻井、地震及研究

资料支持，就能实现储量升级，反之则要投入较多

的工作才能升级甚至仍不能升级。 影响储量升级

的难易程度因素有以下几类：①储量品位指标。 对

储量升级难易程度影响较大的有丰度、产能、埋深、
物性指标等，如产能高的储量易升级。 ②储量地质

条件。 主要有油气藏圈闭类型、储层类型和储量区

块所外区带的资源丰度背景等，如背斜构造砂岩油

表 ４　 储层孔隙度和渗透率分类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ｐｏｒｏ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ｐｅｒｍ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分类
孔隙度 ／ ％

碎屑岩 非碎屑岩基质

空气渗透率 ／ １０－３ μｍ２

油藏 气藏

特高 ≥３０ ≥１ ０００ ≥５００
高 ２５～ ＜３０ ≥１０ ５００～ ＜１ 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０
中 １５～ ＜２５ ５～ ＜１０ ５０～ ＜５００ １０～ ＜１００
低 １０～ ＜１５ ２～ ＜５ ５～ ＜５０ １．０～ ＜１０

特低 ＜１０ ＜２ ＜５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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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储量升级性就好。 ③储量参数的确定方法。 储

量参数的确定有单井评价参数法、圈闭精细描述法

和类比法等 ３ 种，如单井评价参数法确定的储量参

数最可靠，储量升级难易程度最小。 ④储量规模与

工程技术适度性。 储量规模大，对决策者吸引力越

强；工程技术适度性强，储量越易升级。
２．１．２　 升级性评价方法

储量升级性是定性指标，引用升级难易程度指

数（用 Ｋ 表示）对其定量评价。
由于影响储量升级性的因素很多，各因素影响

强度差异较大，不完全独立，多表现出相互关联性。
因此选用主评因素、辅评（背景）因素、关联因素进

行升级难易程度指数评价。
主评因素是指对储量升级性有决定性影响的

因素，如储量品位。 主评因素基本决定了储量的升

级难易程度，设置的权重值要大；辅评（背景）因素

主要是指对储量升级性有一定程度影响的因素，主
要是储量所处的地质条件（背景条件），如油气藏

的圈闭类型、储层类型［１３－１７］；关联因素是指对储量

升级性有关联作用的影响因数，如储量所属区带的

油气富集程度、储量参数的确定方法、工程技术适

应性等。辅评（背景）因素和关联因素只是对储量

升级难易程度有一定影响，因此设置的权重值要小

（表 ５）。
对每个评价因子建立赋值标准进行赋值，标准

如表 ６。 评价因素评价值计算公式（式 １）及升级

难易程度指数计算公式（式 ２）如下：

ｋ ＝ ∑
ｍ

ｉ ＝ １
ａｉ ｆｉ （１）

式中：ｋ 表示评价因素评价值；ｆ 表示因子评价值；
ａ 表示因子权重值。

表 ５　 预测储量升级性评价因素及权重值设置

Ｔａｂｌｅ ５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ｇｈｔ ｖａｌｕｅ ｓｅｔ

影响因素
分类

评价因素
（权重值） 评价因子 权重值

主评因素
储量品位
（０．６）

背景（辅评）
因素

地质条件
（０．２）

关联因素
关联因素
（０．２）

产能 ０．４
丰度 ０．３
物性 ０．３

油气藏（圈闭）类型 ０．５
储层类型 ０．５
储量规模 ０．２

区带油气富集程度 ０．２
储量参数确定方法 ０．２

深度 ０．２
工程技术适应性 ０．２

表 ６　 预测储量升级性评价因子赋值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６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评价因素 评价因子 标准及赋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权系数（ｂ）

储量
品位

地质
条件

关
联
因
素

产能

丰度

物性

油气藏（圈
闭）类型

储层类型

储量规模

区带油气富
集程度（油气
资源丰度 ／
１０４ ｔ·ｋｍ－２

储量参数
确定方法

深度

工程技术
适应性

评价标准
输入值

高产
１

中产
０．７５

低产
０．５

特低产
０．２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高
１

中
０．７５

低
０．５

特低
０．２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储层孔隙度、
渗透率特高

１

储层孔隙度、
渗透率高

０．７５

储层孔隙度中，
渗透率中—低

０．５

储层孔隙度低，
渗透率特低

０．２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构造
１

构造—地层，
构造—岩性

０．７５

地层、岩性及其他
０．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砂岩
１

砾岩、碳酸盐岩
０．７５

其他
０．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特大—大
１

中
０．７５

小
０．５

特小
０．２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２０
１

２０～１０
０．７５

１０～５
０．５

＜５
０．２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单井评价
１

圈闭描述
０．７５

类比
０．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浅层—中浅层
１

中深层
０．７５

深层
０．５

超深层
０．２５

评价标准
输入值

常规技术
１

常规技术需改进
０．７５

非常规技术
０．５

０．４

０．３

０．３

０．５

０．５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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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 ＝ ∑
ｎ

ｊ ＝ １
ｂ ｊｋ ｊ （２）

式中：Ｋ 表示升级难易程度指数；ｂ 表示评价因素

权重值。
计算出的 Ｋ 值在 ０～１ 之间，Ｋ 值越大，表示升

级性越好，反之越差。 根据 Ｋ 值大小将预测储量

分为 ４ 级：Ｋ≥０．７５，储量易升级；Ｋ 在 ０．７５ ～ ０．５ 之

间，储量较易升级；Ｋ 在 ０．５ ～ ０．２５ 之间，储量较难

升级；Ｋ＜０．２５，储量极难升级。 据此可以用 Ｋ 值进

行预测储量升级分类、排队。
２．２　 升级率评价方法

储量升级性反映的是升级难易程度，而升级率

反映的是升级量的大小。 预测储量升级率指的是

预测储量升级为控制储量的比例。 储量升级前，需
要对升级率进行预测。 故引进概率学概念，用升级

概率（Ｐ）来表达。 储量升级后，可用实际发生的升

级率对升级概率进行检测。
预测储量升级概率，一是与资料达到升控制储

量的资料程度，特别是与井控程度有关［１８－２１］。 如

果已达到提交控制储量的井控程度，预测储量升级

概率理论上为 １００％（预测储量就是控制储量，可
形象称为“高质低报”）；二是与储量计算的 ３ 个关

键参数（含油（气）面积、有效厚度、有效孔隙度）的

精确度有关。 计算储量的关键参数越接近地下的

真实情况，概率越高，储量的升级概率越大。 ４ 种

因素逻辑上是独立关系，用 ４ 种因素同时发生的各

自概率的乘积表示预测储量升级概率。 升级概率

越大，预测储量升控制越多。

Ｐ＝ΠＰ ｉ

式中：Ｐ 表示预测储量升级概率；Ｐ ｉ 表示单项因素

存在的概率，Ｐ１、Ｐ２、Ｐ３、Ｐ４ 分别代表井控程度条

件、油（气）面积条件、有效厚度条件和有效孔隙度

条件。
对每个因素建立赋值标准进行赋值（表 ７）。
升级概率的有效性校验方法：利用盆地、区带、

油（气）藏的预测储量升级率对预测储量升级概率

进行真实性检验。 理论上没有升级率为 ０ 的储量

区块，因为即使所有评价井落空，含油（气）面积将

大大缩小，但发现井井区仍有极少量升级的储量。
由于现实中多对含油（气）面积、油（气）层有效厚

度有较乐观的预测，加之油（气）层有效厚度的变

化对圈定计算储量的面积参数影响较大，一般预测

储量升级概率大于预测储量升级率［２２－２４］。 二者对

照值如表 ８。

表 ７　 预测储量升级概率评价因素赋值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７　 Ａｓｓｉｇｎｍ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ｆｏｒ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ｆａｃｔｏｒｓ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因素
标准及
赋值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井控程度
（井距）条件

油（气）
面积条件

有效厚
度条件

有效孔隙
度条件

标准

　 背斜油气藏≤３ ｋｍ，大
面积碎屑岩岩性油气藏
≤３ ｋｍ；大面积碳酸盐岩
岩性、 岩 溶 油 气 藏 ≤ ４
ｋｍ；其他油气藏≤２ ｋｍ

　 背斜油气藏≤４ ｋｍ，大
面积碎屑岩岩性油气藏
≤４ ｋｍ；大面积碳酸盐岩
岩性、 岩 溶 油 气 藏 ≤ ５
ｋｍ；其他油气藏≤３ ｋｍ

　 背斜油气藏＞４ ｋｍ，大
面积碎屑岩岩性油气藏＞
４ ｋｍ；大面积碳酸盐岩岩
性、岩溶油气藏＞５ ｋｍ；其
他油气藏＞３ ｋｍ

　 新区：储量块内仅 １ 口
或极少量井；
　 老区：储量块内无井或
仅 １ 口井

输入值 １ ０．７５ ０．５ ０．２５

标准

　 依据钻遇油（气）水界
面、或测井解释油（气）水
界面、或同一油气藏的探
明储量区向外推测的油
（气）水界面圈定的面积

　 依据井距外推，在井区
外超过半个井距 （ 约 ２
ｋｍ）圈定的面积

　 依据井距外推，在井区
外超过 １ 个井距 （ 约 ４
ｋｍ）圈定的面积

　 依据推测的油（气）水
界面、圈闭溢出点、油气
遮挡边界圈定的面积

输入值 １ ０．７５ ０．５ ０．２５

标准

　 采用取心、测试井的资
料确定的有效厚度。 用
取心、测试井资料建立的
有效厚度标准图版符合
率大于 ８０％

　 采用测试井的资料确定
的有效厚度。 用测试井资
料建立的有效厚度标准图
版符合率大于 ６０％

　 采用取心井的资料确定
的有效厚度。 用取心井资
料建立的有效厚度标准图
版符合率大于 ４０％

　 新区采用测井和录井
资料确定的有效厚度；老
区采 用 邻 区 类 似 的 油
（气）藏资料确定的有效
厚度

输入值 １ ０．７５ ０．５ ０．２５

标准

　 采用岩心实测或测井
解释确定的有效孔隙度。
测井解释孔隙度与岩心
实测孔隙度误差小于 ８％

　 采用岩心实测或测井解
释确定的有效孔隙度。 测
井解释孔隙度与岩心实测
孔隙度误差小于 ３０％

　 采用测井解释确定的
有效孔隙度

　 新区采用测井解释确
定的有效孔隙度；老区采
用邻区类似的油（气）藏
资料确定的有效孔隙度

输入值 １ ０．７５ ０．５ 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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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预测储量升级概率与预测储量升级率对照值

Ｔａｂｌｅ ８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ｔｙ ｖｓ．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ｒａｔｅ

预测储量升级概率 预测储量升级率

０．２～０．４ ０．２５
０．４～０．６ ０．４５
０．６～０．８ ０．６５
０．８～１ ０．８５

２．３　 经济评价方法

对于已有预测储量的油气藏勘探目标，应用常

规经济评价方法，即贴现现金流法（收入预测法）
进行经济评价。 贴现现金流法通常也称为收入预

测法，这类方法基于对未来的收入进行预测的基础

上。 使用这类方法可以使投资者用一个统一的投

资标准来比较在石油工业中的投资和在其他领域

的投资。
该方法是利用在目标内部收益率下未来从待

评价的储量中获得的现金流的净现值确定储量市

场价值。 即：油气储量价值＝ＮＰＶ

ＮＰＶ ＝ ∑
ｎ

ｔ ＝ １
（ＣＩ － ＣＯ） ｔ × （１ ＋ ＴＩＲＲ） －ｔ

式中：ＣＩ 为第 ｔ 年的现金流入；ＣＯ 为第 ｔ 年的现金

流出；ＴＩＲＲ 为目标内部收益率；ｎ 为计算年限。
该方法的优点是它考虑了所有预测的生产因

素，以及包括通货膨胀在内的所有预测的经济因

素。 影响储量价格计算结果的因素比较复杂，比如

储量本身的质量、油价以及所处的地理环境等都会

对其产生重大影响。 但总的来说可以归纳为技术

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三类，其中技术因素在

储量升级性评价中已有体现。
２．４　 综合评价优选决策

预测储量区块综合评价采用三因素法 “一维

排队，三维优选”的模型进行优先决策。 “一维排

队”指的是用单指标：预测储量能否升级的“质”指
标———升级难易程度指数（Ｋ）、预测储量升多少的

“量”指标———升级概率（Ｐ）、储量价值指标———经

济价值（Ｖ）分别进行排队，为决策提供建议。 “三
维优选”指的是同时考虑 Ｋ、Ｐ 和 Ｖ，开展分类评价

优选，为决策提供建议。 “三维优选”采用 Ｒａ 排队

原理（图 １）进行。
坐标图上的 ｘ、ｙ、ｚ 均在 ０ ～ １ 之间变化。 坐标

图上的评价目标 Ｐ 距 Ａ 点的距离越近，对评价目

标 Ｐ 的评价就越高。 用 Ｐ 点距 Ａ 点远近的关系式

Ｒａ 值作为排队系数。 Ｒａ 计算式如下：

图 １　 Ｒａ 排队原理

Ｆｉｇ．１　 Ｒａ ｑｕｅｕｉｎｇ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Ｒａ＝ （１－ｘ） ２＋（１－ｙ） ２＋（１－ｚ） ２

　 　 Ｒａ 在 ０ ～ １．７３ 之间变化。 就预测储量升级性

综合评价而言，ｘ 为升级难易程度指数（Ｋ），ｙ 为升

级概率（Ｐ），ｚ 为储量价值（Ｖ）。 其中 Ｖ 需要作归

一化处理。 计算公式为：

Ｖｉ ＝
Ｖｉ－Ｖｍｉｎ

Ｖｍａｘ－Ｖｍｉｎ

　 　 根据上式可求得 Ｒａ。 求得 Ｒａ 后，可以由地质

专家给予人工干预，确定几个 Ｒａ 界限值，按照给

定的界限值，对预测储量区块进行分类统计，进一

步综合排队。
预测储量区块分类统计一般分 ４ 类：Ⅰ类预测储

量区块（Ｒａ≤０．５），升级难易程度指数大，升级概率值

大，经济价值大，升级吸引力大，是可升级并获得大中

规模储量区块；Ⅱ类预测储量区块（０．５＜Ｒａ＜１），升级

难易程度指数较大，升级概率值较大，经济价值较大，
升级吸引力较大，是可升级并获得中小规模储量区

块；Ⅲ类预测储量区块（１＜Ｒａ＜１．５），升级难易程度指

数较大，升级概率值较大，但经济价值小；或是经济

有规模价值，但升级难易程度系数小，升级概率值

小，升级吸引力一般，是需要评价研究升级的储量

区块；Ⅳ类预测储量区块（１．５＜Ｒａ＜１．７３），升级难

度指数小，升级概率值小，经济价值小，升级无吸引

力，是暂不升级的储量区块。

３　 应用事例

３．１　 单块预测储量评价值计算事例

预测储量区块 Ａ：位于渤海湾盆地× ×凹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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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区块于 ２０１２ 年在古近系沙河街组四段一砂组提

交含油面积 ６５．３４ ｋｍ２，石油预测储量 １ ３５２×１０４ ｔ，
储量丰度 ２０．７×１０４ ｔ ／ ｋｍ２，技术可采储量 ２５６．８８×
１０４ ｔ，储量规模属于中型油藏。 储量参数是由单井

评价参数确定的。 油气藏（圈闭）类型为构造—岩

性复合圈闭，储层岩性为粉细砂岩；储层孔隙度为

１２％，渗透率 ５．５９×１０－３ μｍ２；埋深 ２ ９００ ｍ。 区带

油气富集程度（油气资源丰度）达到 １３×１０４ ｔ ／ ｋｍ２，
储量区块资源背景好。 该区块莱 ８７－斜 １０ 井初产

日产 ２５．７ ｔ，其他井平均日产油 １７．２ ｔ。 目前的工

程技术已适应储量升级。 根据储量地质条件与品

位参数，遵循上述赋值标准，计算的升级难易程度

指数 Ｋ 值为 ０．６８，属于易升级储量。
同样，参照升级难易程度指数 Ｋ 值计算方法，

利用升级概率计算、经济价值计算必须的参数，计
算的升级概率值和经济价值分别为 ４１％和 ５７ ３１７
万元。

总体上，预测储量区块 Ａ 属于易升级、升级概

率值高、储量经济价值较大的区块。
３．２　 多块预测储量评价优选事例

预测储量区块 Ａ：位于渤海湾盆地× ×凹陷。
升级难易程度指数为 ０．６８，升级概率值 ４６％，经济

价值 ５７ ３１７ 万元。
预测储量区块 Ｂ：位于苏北盆地××凹陷。 预

测储量 ３６２×１０４ ｔ，为低渗岩性油藏，埋深 ３ ９７４ ｍ。
采用预测储量区块 Ａ 同样的方法，计算的升级难

易程度指数为 ０．５８，升级概率值为 ２５％，经济价值

为 ２３ ３０６ 万元。
预测储量区块 Ｃ：鄂尔多斯盆地××勘探区块

中。 预测储量 １２ ０９４．９×１０４ ｔ，为特低渗岩性油藏，
埋深 ２ ６７８ ｍ，但需要技术攻关提高产能实现储量

升级。 采用预测储量区块 Ａ 方法，计算的升级难

易程度指数为 ０．２９，升级概率值为 １８％，经济价值

为 ４０ ３１０ 万元。
储量价值归一化后，预测储量区块 Ａ 的 ＶＡ 为

１；预测储量区块 Ｂ 的 ＶＢ 为 ０，预测储量区块 Ｃ 的

ＶＣ 为 ０．５。 利用储量块的升级难易程度系数值、升
级概率值、经济价值归一化值综合计算，预测储量

区块 Ａ 的 ＲＡ 为 ０．６３，Ｂ 的 ＲＢ 为 １．３２， Ｃ 的 ＲＣ 为

１．１９。 三区块储量升级排队顺序为 Ａ、Ｃ、Ｂ。 其中

区块 Ａ 为可升级并获得中小规模预测储量区块，Ｃ
和 Ｂ 为需要评价研究升级的区块。

４　 结论

（１）影响预测储量升级性的主要因素是储量

品位，重要因子是产能、丰度、物性指标。 其他因素

对储量升级性有影响，影响程度相对小。 储量升级

性评价采用对主评因素、辅评（背景）因素、关联因

素的因子赋值方法，计算升级难易程度指数进行定

量评价。
（２）预测储量升级为控制储量的数量，用预测

储量升级概率来表达。 预测储量升级概率与掌握

的资料程度，特别是井控程度、储量计算的 ３ 个关

键参数（含油（气）面积、有效厚度、有效孔隙度）精
确度有关。 ４ 个参数逻辑上是独立关系，概率的乘

积表示预测储量升级概率。
（３）经济价值是评价预测储量的重要指标。 用

贴现现金流法（收入预测法）计算预测储量价值。
（４）根据综合升级难易程度指数、升级概率

值、经济价值，将预测储量区块分为 ４ 类：Ⅰ类为可

升级并获得大中规模储量区块；Ⅱ类为可升级并获

得中小规模储量区块；Ⅲ类为需要评价研究升级的

储量区块；Ⅳ类为暂不升级的储量区块，便于勘探

部署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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