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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量化不确定性的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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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化 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北京　 １０００８３）

摘要：未升级、动用储量多数为低品位储量，如何评价储量升级动用潜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低品位储量存在地质条件复

杂、储层非均质性强、数据资料有限和阶段认识局限等不确定性，常规评价方法效果不佳。 为此，建立了一套基于量化不确定性

的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方法，实现了 ３ 个方面的改进：一是改变了以往国内储量采用确定性法估算的唯一值，储量用范围值来

描述不确定性，并提出了用确定性程度来定量表征储量的风险；二是建立了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关键参数不确定性

的评价方法及评价流程；三是由以往重视储量规模向储量价值转变，利用风险—价值评估技术，建立了“确定性程度、单位储量 ／
资源量价值和储量 ／ 资源量”的三因素潜力评价模型，潜力区块划分为四类，即Ⅰ类低风险高价值、Ⅱ类低风险低价值、Ⅲ类高风

险高价值和 ＩＶ 类高风险低价值，从而实现储量—产量—价值评估三统一的潜力评价平台。 通过应用实例表明，利用上述方法可

以有效地实现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和目标优选，筛选出的升级动用潜力区块与后续的升级动用效果基本吻合，验证了上述方

法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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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国家对能源需求的加大和石油公司落实

国家“大力提升油气勘探开发力度”的要求，急需

盘活未升级动用的储量。 目前我国未升级动用地

质储量规模大，油藏类型以特低渗、稠油油藏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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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岩性油藏等低品位储量为主，这些未升级动用储

量已成为增储上产不可忽视的资源基础，如何评价

储量的升级动用潜力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目前储量升级潜力评价采用确定性方法，潜力

评价的储量均采用一个定值，对未升级动用储量区

块的不确定性和风险考虑不足，缺乏明确的不确定

性范围描述。 我国也没有出台相关的储量升级动

用潜力分类评价的规范［１－５］，不同油公司采用不同

的储量潜力分类评价思路。 如中国石油注重按照内

部收益率进行分类评价；中国石化以往主要按储量

落实程度进行分类，近年按照不同油价进行储量潜

力分类评价，储量潜力评价方法主要采用类比法和

统计法［６－１０］。 类比法和统计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主要是由于没有考虑不同类型油藏储量升级动用

主控因素、升级条件、升级率变化规律以及改善开

发效果潜力的差异性。 类比法一般用升级率进行

升级地质储量规模预测，比较适用于规划计划部署

编制。 以往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比较注重对储

量的品质和储量规模的评价，缺乏从储量价值和不

确定性角度来考虑储量的升级动用潜力；多数学者

和专家采用多参数的蒙特卡洛法和灰色聚类等数

学模型［１１－３１］ 进行潜力区块优选排队，其实现难度

大、可操作性差。 本文采用范围值来描述储量的不

确定性、评价风险，从储量价值和风险角度开展储量

的升级动用潜力评价研究，建立了一套基于风险—
价值的潜力评价指标体系，重点对关键参数的不确

定性进行描述，创立了“确定性程度、单位储量 ／资
源量价值和储量 ／资源量”三因素模型，将储量升

级动用潜力区块划分为四类，比较科学、合理地描

述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的不确定性和风险。

１　 评价方法原理

从 ３ 个方面改进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方法：
一是改变了以往国内储量采用确定性法估算的唯

一值，应用 ＳＰＥ－ＰＲＭＳ 储量标准，考虑用范围值来

描述储量的不确定性，并提出了确定性程度定量指

标来表征储量的风险，从而更好地表征由于油藏地

质条件的复杂性、资料的有限性和阶段认识的局限

性等带来的储量风险；二是为科学、合理地描述储

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的不确定性，构建了一套系

统、完整的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流程、评价指标

体系和关键参数确定方法；三是注重经济效益，突
出储量价值，采用风险分析、储量价值评估方法和

多情景分析等技术，形成了油气藏全生命周期的储

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方法，可以实现储量—产量—

价值评估三统一的潜力评价平台，不同盆地、不同

地区及不同储量区块在统一的平台上进行排队优

选，从而减少储量的不确定性，降低投资风险。
针对未升级动用的储量区块，首先分析不同类

型油气藏已升级动用储量的变化规律，明确升级动

用的主控因素；在此基础上，开展潜力评价指标体

系计算，应用 ＳＰＥ－ＰＲＭＳ 储量标准，进行未升级动

用储量区块的储量分级分类，采用储量价值评估方

法和多情景分析等技术，确定关键参数的计算方法

和取值原则，定量计算潜力评价的关键参数。 根据

关键参数的计算结果，确定本次潜力评价的门槛值

和目标值，建立“风险—价值”的升级动用潜力评

价模型，开展储量升级动用潜力区块优选排队，最
终提出储量升级动用的目标区块和储量升级动用

的对策（图 １）。

２　 关键评价参数及确定方法

潜力评价指标体系分为两级指标（表 １）：一
级指标包括储量 ／资源量、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

和确定性程度；二级指标包括原地量、技术可采

量、剩余经济可采量、储量 ／资源量价值、原地量

Ｐ ９０和 Ｐ ５０。
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评价方法、不确定性关键

参数和不确定性的影响因素详见表 １。 储量评估

通常在勘探、开发各个阶段采用不同的方法，并常

常是几种方法的有机整合，以便科学、合理地给出

不确定性的范围值［１１－１６］。
２．１　 储量 ／资源量

储量评估的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地质条件的

复杂性和油气藏的非均质性、开发技术水平及效

图 １　 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原理

Ｆｉｇ．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０７１·
石　 油　 实　 验　 地　 质　 　 　 　 　 　 　 　 　 　 　 　 　 　 　 　 　 　

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ｙｓｙｄｚ．ｎｅｔ　 　 　 　 　 　 　 　 　 　 　 　 　 　 　 　 　 　 　 　 　 　 　 　 　 　 　 　 　 第 ４３ 卷　 　



表 １　 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指标体系的不确定性描述

Ｔａｂｌｅ １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序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方法
不确定性
关键参数

不确定性影响因素

１ 储量 ／
资源量

２ 单位储量 ／
资源量价值

３ 确定性程度

原地量
　 概率法、确定性（增量）法
和确定性（方案或情景）法

　 含油气面积、有效
厚度、有效孔隙度、
含油气饱和度、原油
体积系数等

　 地震资料、时深转换、储层连续性、储层
品质、已知烃底和推测的充注高度、流体
性质、油气藏类型等

技术可采量
　 理论公式、经验公式或类
比法

　 采收率
　 驱动机理、水或气窜、地层伤害、注入压
力、设备完整性、计量精度、垂直举升和改
善开发效果等

剩余经济可采量
和储量 ／ 资源量

价值

　 现金流法、类比法（对比
销售法）、经验法（单位储量
价值法、单位产量价值法和
利润投资比率法）等

　 初产、递减率、投
资、成本、油价

　 价格、成本、商业性、法律、政治、财税体
制等

原地量 Ｐ９０和
Ｐ５０

　 概率法、增量法和情景法
　 含油气面积、有效
厚度等

　 地震资料、时深转换、储层连续性、储层
品质、已知烃底和推测的充注高度、流体
性质、油气藏类型等

果、数据资料的质量和数量、经营环境以及评估人

员的技能和经验等。 在勘探阶段，由于地质认识程

度和资料所限，面临地震资料、时深转换、储层连续

性、储层品质、已知烃底和推测的充注高度、流体性

质、油气藏类型等的不确定性，应用概率法和确定

性方法等来有效表征原地量的“不确定性”。 本文

主要采用确定性法计算原地量，类比法计算技术可

采量。
ＳＰＥ－ＰＲＭＳ 确定性法包括增量法和方案法或

情景法［１１－１６］，都是采用低估值 （ Ｐ ９０ ）、最佳估值

（Ｐ ５０）与高估值（Ｐ １０）表征不确定性。 两者差别是

当使用增量法进行容积法评估时，每个参数都采用

唯一值计算原地量或储量 （ Ｐ１ ／ Ｃ１、 Ｐ２ ／ Ｃ２、 Ｐ３ ／
Ｃ３）；方案法或情景法用 ３ 个确定方案即三套地质

和工程数据的关键输入参数代表低估值（１Ｐ ／ １Ｃ）、
最佳评估（２Ｐ ／ ２Ｃ）和高估值（３Ｐ ／ ３Ｃ）。 目前常用

的方法是增量法（或井控法），井控法比较适用于

储量评估，不适用于潜在资源量评估，潜在资源量

评估应结合成藏的地质认识和井控原则，采用方案

法或概率法确定。
对地质储量（原地量）结果影响最大的 ２ 个参

数是含油（气）面积和有效厚度。 由于勘探开发早

期认识程度的不同，含油面积一般不会是一个定

值，因此含油（气）面积的确定中，首先要确定油气

藏边界，在确定了油气藏边界后，要考虑油气藏类

型、井控程度、储层连续性和生产连续性要求，以及

钻遇流体界面、边界类型等因素，根据各类资料，按
照 ＳＰＥ－ＰＲＭＳ 规则，综合判断边界的不确定性类

型，进而划分 １Ｐ ／ ２Ｐ ／ ３Ｐ 或 １Ｃ ／ ２Ｃ ／ ３Ｃ 的面积。 对

于勘探新区，以地质认识为主确定，结合区域类

比；开发老区结合地质认识和井控原则确定。 勘

探开发早期资料偏少，推荐的方法是首先基于

“合理的确定性” 和“井控原则” 结合 “可靠技

术”，确定 Ｐ ９０边界，然后结合地质认识进一步确定

Ｐ ５０和 Ｐ １０的边界，归纳为以地质认识为基础，可靠

技术与井控范围为约束的 ＳＰＥ－ＰＲＭＳ 地质储量评

估方法。
类比法无论是在地质储量估算，还是在可采储

量评估中都有广泛应用，尤其是在采收率的选取过

程中。 国内一般采用理论公式法、经验公式法或类

比法确定技术采收率，再与原地量相乘计算技术可

采量。 通常取一个定值或平均值，实际上可采量因

受油气藏开发方式、油气藏类型、储层物性、流体性

质和驱动类型等因素影响，即使某一开发技术得到

广泛应用，针对具体油气藏，由于地质特征以及操

作条件的千差万别，实际采收率也存在较大的不确

定性，尤其是勘探开发早期其不确定性程度更大。
采用类比法时，应选择具有一定规模、井网基本完

善、开发方式合理、开发时间较长、规律性较好的开

发单元类比，目标油气藏综合评价参数应与类比油

气藏基本相近。 类比评价参数包括但不限于计算

的深度、压力、温度、油气藏驱动机理、原始流体饱

和度、油气藏流体重力、油气藏大小、总厚度、产层

厚度、净毛比、岩性、非均质性、孔隙度、渗透率和开

发方案等。 可类比油气藏需要有相同或非常相似

的成因，如沉积、成岩、压力、温度、化学和机械作用

以及构造形变。 相同类型的油气藏，尽管采用相同

的开采方式等，但由于地质及油藏条件等的差异，
导致开发效果不同，最终采收率不同。 对比几个相

似油气藏、相同提高采收率方法的不同效果，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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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确定目标油气藏可采量估算的不确定性范

围。 基于不同置信度的原地量规模，结合 Ｐ ９０、Ｐ ５０

和 Ｐ １０的采收率，综合确定 Ｐ ９０、Ｐ ５０和 Ｐ １０的技术可

采量。
２．２　 储量 ／资源量价值

油气储量资产价值是衡量石油公司勘探、生产

和经营状况的依据，有助于石油公司领导层决策。
国外油气资产价值评价方法主要有三类七种，包括

现金流法、类比法（对比销售法）、经验法（单位储

量价值法、单位产量价值法和利润投资比率法）
等。 现金流法是国际石油公司通用的方法，也是最

常用的主要方法，是其他方法的基础，本次研究主

要采用现金流法。
ＳＰＥ－ＰＲＭＳ 标准储量价值现金流法的不确定

性主要体现在关键参数的选取上。 由于受到地质

认识、技术水平和经营环境等方面的影响，关键参

数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特别是开发指标（如初期

产量和递减规律等）和经济评价等关键参数的合

理选取至关重要。 不同类型油气藏、采用不同的开

发方式，在不同的开发阶段其开发规律和经济评价

参数都可能存在差异，因此需要深化不同类型油气

藏的开发规律研究，确定合理的单井产能和递减率

等。 根据试油（气）、试采及系统试井确定合理的

生产压差，计算单井产能，也可采用产量折算法或

类比法确定合理的单井产能。 根据油气藏类型、开
发方式和开发井型等，结合相似已开发油气藏递减

规律研究，确定合理的稳产期年限和递减期、递减

率等。 不同级别的储量 ／资源量的投资取值没有原

则性区别，未来开发投资和成本水平取值要结合项

目特点，可按照当前投资和成本水平取值，也可参

考当前水平考虑一定的技术降本与管理降本效果

取值。 为了减少参数估值的不确定性和编制三套开

发概念 ／开发方案的复杂性，可以简化计算 ２Ｐ ／ ２Ｃ
的储量价值，再结合敏感性分析，估算 １Ｐ ／ １Ｃ 和

３Ｐ ／ ３Ｃ的储量价值，并评价其开发风险或潜力。
２．３　 确定性程度

常规储量评估采用确定性方法均采用一个储

量定值，当面对非均质性严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的油气藏时，由于缺乏明确的不确定性范围描述，
勘探开发风险大，不利于勘探开发部署决策。

通过不确定性评估，可以充分研究影响不确定

性的因素，通过低估值、高估值与最佳估值的差异

分析，可以揭示项目风险程度，有利于降低决策风

险，提高投资效益。 通常用 Ｐ １０ 与 Ｐ ９０ 的比值来

反映资源量参数或结果的不确定性［１７］ 。本文确定

性程度指标采用原地量 Ｐ ９０ ／ Ｐ ５０来表征。 随着地质

认识程度的加深和勘探开发程度的提高，不确定性

不断降低，逐步接近最佳估值，确定性程度（Ｐ ９０ ／
Ｐ ５０）的比值逐渐接近 １。

３　 评价流程

３．１　 建立潜力评价模型

多数学者和专家采用多参数的蒙特卡洛、灰色

聚类等数学模型和软件工具开展区块潜力评价和

区块优选，但实现难度大、可操作性差。 由于储量

区块升级动用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本

文考虑用定量化指标来描述储量的不确定性，建立

“确定性程度、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和储量 ／资源

量规模”三因素的四宫格模型，确定性程度大于０．５
为低风险高确定性程度，小于 ０．５ 为高风险低确定

性程度。 根据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的大小、储量 ／
资源量规模和确定性程度，将储量区块划分为四

类，储量升级动用的序列依次为Ⅰ类＞Ⅱ类＞Ⅲ类＞
Ⅳ类（图 ２）。

Ⅰ类属于积极推进的低风险、高价值、可快速

升级动用储量优质区块；Ⅱ类属于稳步推进的低风

险、低价值、可升级动用储量区块；Ⅲ类属于油价回

升后实施的高风险、高价值的可升级动用储量区

块；Ⅳ类属于暂缓实施的高风险、低价值的暂不可

升级动用储量区块。
３．２　 评价流程

第一步，针对储量区块，采用 ＳＰＥ－ＰＲＭＳ 标准

开展储量及资源量分级分类。 划分标准主要引用

《ＳＰＥ－ＰＲＭＳ ２０１８ 修订版》 和 《 ＰＲＭＳ 应用指南

２０１１版》中相关标准规范条款。ＳＰＥ评价以项目

图 ２　 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模型示意

Ｆｉｇ．２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ｒｅｓｅｒｖｅ ｕｐｇｒａｄｅ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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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基础，根据项目的商业性机会和资源数量估算的

不确定性进行分级分类。 纵向上，依据商业性机会

进行分级，随商业性机会的不断增加，分为远景资

源量（Ｕ 级）、潜在资源量（Ｃ 级）和储量（Ｐ 级）。
第二步，关键参数计算。 首先确定关键参数的

计算方法和取值原则，采用容积法、类比法和现金

流法等，分别计算以下 ３ 个关键参数。
（１）储量 ／资源量（万吨） ＝ 原地量（ＯＯＩＰ 或

ＯＧＩＰ）；（２）年度决策油价下的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

值（万元 ／万吨）＝ 储量 ／资源量价值 ／剩余经济可采

量；（３）确定性程度＝原地量（Ｐ ９０ ／ Ｐ ５０），值越大，确
定性程度越高。

第三步，门槛值确定与目标淘汰。 年度决策油

价下的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门槛值，可以根据所

有储量区块的具体情况确定或采用平均值，储量价

值大于 ０ 即为有效益，否则淘汰。 确定性程度门槛

值为 ０．５。
第四步，潜力区块优选排队。 将各储量区块计

算的确定性程度、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和储量 ／资
源量规模投到评价图版上，作散点图，１ 个点代表

一个储量区块。 根据散点所落的地区，进行升级动

用区块优选，Ⅰ类区块优于Ⅱ类区块，Ⅱ类区块优

于Ⅲ类区块，Ⅲ类区块优于Ⅳ类。 同类目标采用

“潜力储量区块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大小排队。

４　 实例应用和方法验证

４．１　 关键参数及其确定方法

基于以上建立的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模型

和评价流程，对某公司某年度新增控制储量的 ４４
个区块，采用 ＳＰＥ－ＰＲＭＳ 标准开展储量升级动用

潜力评价研究，确定可升级动用的潜力区块，为勘

探开发部署提供依据。
（１）开展计算 ＳＰＥ－ＰＲＭＳ 标准下的储量分级

分类。 经过试油并投产，但目前没有正式开发方

案，尚未投入商业开发的区块暂定为 Ｃ 级潜在资

源量（３７ 个）；区块是已发现的油藏，已经过试油并

投产，目前已有正式开发方案，投入开发的区块定

为 Ｐ 级储量（７ 个）。
（２） 关键参数计算。 原地量 （ １Ｐ ／ ２Ｐ ／ ３Ｐ 或

１Ｃ ／ ２Ｃ ／ ３Ｃ）计算方法为容积法，含油（气）面积和

有效厚度等取值原则采用以地质认识为基础、可靠

技术与井控范围为约束的评估方法。 依据开发概

念设计 ／开发方案，对原地量（２Ｐ ／ ２Ｃ）进行井网部

署、勘探开发投资估算和开发指标预测。 采用现金

流法计算折现率１２％和油价７０美元 ／ 桶条件下

２Ｐ ／ ２Ｃ 的经济可采量和单位储量 ／资源量价值。
（３ ） 计 算 区 块 的 确 定 性 程 度， 即 原 地 量

Ｐ ９０ ／ Ｐ ５０。
４．２ 　 潜力评价结果和后续实施效果

４．２．１　 储量区块（Ｐ 级）
７０ 美元 ／桶为公司决策油价，Ｇ 区块的单位储

量 ／资源量价值为 ０ 即剔除 Ｇ 区块，剩余 ６ 个区块

的评价结果：Ⅰ类 １ 个和Ⅱ类 ５ 个，具有升级动用的

潜力区块 ６ 个，优先升级动用的区块为 Ｄ 区块（图
３）。 Ｄ 区块是近年来新发现的油气藏，９ 口完钻井

中 ７ 口获得高产工业油流，已编制开发方案，满足商

业性条件，按照 ＳＰＥ－ＰＲＭＳ 标准定为 Ｐ 级储量。
含油面积等取值原则为基于“合理的确定性”和

“井控原则”结合 “地震可靠技术”，确定 Ｐ ９０边界，
然后结合油藏地质认识进一步确定 Ｐ ５０和 Ｐ １０的边

界；采用容积法计算原地量（Ｐ ５０）为 ４ ４７８ 万吨，确
定性程度 ０．７。 开发指标预测主要依据 Ｄ 区块的

开发方案，投资成本税费等参数取值原则参考本地

区最新的投资成本等经济参数，采用现金流法，折
现率 １２％和油价 ７０ 美元 ／桶条件下计算储量价值

２ ２０７ 万元，单位储量价值 ７６２ 万元 ／万吨。
通过对 ６ 个潜力区块近三年的储量升级动用

情况跟踪分析，Ｐ 级储量区块全部实现升级动用，
升级动用储量规模为 １ ８３３ 万吨，符合率 １００％。
其中Ⅰ类 Ｄ 区块第一年实现储量升级动用建产，
三年实际动用地质储量 １ ３５３ 万吨，优质规模储量

是储量升级动用的基础，并为提升储量价值做出了

贡献。 Ⅱ类的 Ｃ 区块单位储量价值 ６７ 万元 ／万吨，
三年共动用地质储量 ２９４ 万吨。 由于 Ｃ 区块为勘

探新发现的断块油藏，储量价值评估参数取值不太

合理，评估结果偏保守。 第二年该区块单位储量价

值高达 ４０６ 万元 ／万吨，与近三年实际升级动用情

况相符。 Ｃ 区块属于小而肥的优质规模储量，针对

远离油源、储层薄、横向变化快、地震分辨率低等问

题，强化油气成藏规律研究、采用波形指示反演等

图 ３　 ７０ 美元油价下 Ｐ 级储量区块潜力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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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４　 ７０ 美元油价下 Ｃ 级储量区块潜力评价

Ｆｉｇ．４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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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实施勘探开发一体化运行，实现了高质量勘

探开发，升级动用效果好，实现当年升级动用当年

建产。
４．２．２　 潜在资源量区块（Ｃ 级）

７０ 美元 ／桶为公司决策油价，单位储量 ／资源

量价值为 ０ 的 ８ 个区块剔除，剩余 ２９ 个区块评价

结果：Ⅰ类区块 １０ 个，Ⅱ类区块 １１ 个，Ⅲ类区块

２ 个，Ⅳ类区块 ６ 个（图 ４）。
对 ２９ 个潜力区块开展近三年的升级动用情况

跟踪分析，其中 ２０ 个区块近三年实现升级动用，符
合率 ６９％，升级动用储量规模 ２ ３９１ 万吨。 其中

Ⅰ类潜力区块 １０ 个，实际升级动用 ８ 个；Ⅱ类潜力

区块 １１ 个，实际升级动用 ９ 个；Ⅲ类潜力区块

２ 个，实际全部升级动用；Ⅳ类潜力区块 ６ 个，实际

５ 个未实现升级动用，这也证实了该分类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 对于Ⅳ类暂不可升级动用的储量区块，
今后应补充评价部署工作量，进一步评价落实储

量，同时开展技术攻关和降本增效等措施，不断降

低区块的平衡油价，从而实现储量升级动用。

５　 结论

（１）基于量化不确定性的储量升级动用潜力

评价和评价方法，采用“确定性程度、单位储量 ／资
源量价值和储量 ／资源量规模”３ 个潜力评价指标，
实际效果验证表明筛选出的升级动用潜力区块与

该区块后续的升级动用效果基本吻合，验证了该方

法的可靠性与合理性。
（２）储量升级动用潜力评价的合理性取决于

关键参数选取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因此需要加强对

储量价值结果的后跟踪对比分析，不断修正和完善

地质、工程及经济等方面的参数，以提高对储量价

值评估参数的科学、合理的选取能力。
（３）以地质认识为基础、井控原则为约束，充

分发展和应用可靠技术，是合理确定 ＳＰＥ－ＰＲＭＳ

标准下原地量的三项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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