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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eismic facies analysis technology is mainly applied to the blocks with relatively few drilling wells at the initial stage of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drilling core information and other sensitive seismic attributes, it provides a certain basis 
for implementing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paper, the division method, naming principle, mapping principle and common 
seismic	reflection	structure	of	seismic	facies	are	summarized	based	on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perience	in	production.	Seismic	reflection	
structure has advantages in identifying geological phenomena such as stratum thickness, various over-voltage, pinchout and denudation,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solutions in identifying lithology by using seismic facies (amplitude, phase, waveform, etc.), so reliable 
sedimentary characteristics can be obtained by comprehensive study combined with drilling data, seismic attributes and sedimentary 
structural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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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震相分析技术主要应用于勘探初期钻井相对较少的区块。结合钻井岩芯信息和其它敏感地震属性综合分析，从而为落实沉
积特征提供一定的依据。论文结合生产中的实际应用经验，对地震相的划分方法、命名原则、成图原理及常见的地震反射结
构做了一个小结。地震反射结构在识别地层厚度、各种超伏、尖灭、剥蚀等地质现象具有优势，但利用地震相 ( 振幅、相位、
波形等 ) 识别岩性仍然具有多解性，应该结合钻井资料、地震多种属性以及沉积构造背景综合研究，才能得到可靠的沉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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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国际比较流行的地震相分析方法主要有：①波形

分类法，主要通过分析地震道间的振幅等属性的异常来分析

沉积相的变化，这是大部分商业软件所采用的算法；②地震

属性特征映射法 [1-2]，地震属性特征映射起源于地震地层学，

通过定义典型地震相的反射特征来进行映射；③基于地震地

貌学的相划方法，地震地貌学 [3] 主要借鉴了地貌成像的方法，

能够立体地反映沉积空间的特点。虽然中国早已开展了地震

相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丰富的成果，但地震属性参数在地震相

中的应用以及地震相的自动识别的研究比较少，尤其是对地

震属性进行优化后自动识别地震相的几何形态和内部结构研

究没有深入。随着对地震相不断研究，多地震属性参数在地

震相中的应用研究会得到进一步深入，地震相的自动识别技

术会进一步发展。

2 地震相的定义

地震相是指沉积物 ( 岩层 ) 在地震剖面图上所反映的主

要特征的总和。地震相标志分为：内部反射结构、反射连续性、

反射振幅、反射频率、外部几何形态及其伴生关系。

3 地震相成图原理

将各地震剖面上同一地层中的地震相单元投影到平面图

上，并将它们连结成为平面相区，就可以得到某一时期地层

的地震相平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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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地震相划分原则

①基本上只按照主测线的地震相特征编图，对联络线仅

用作参考。

②在勾图时，选择可以反映垂直沉积相走向的地震相特

征。例如，当一个方向为前积构型而另一方向为波状构造时，

将该点作为前积构型处理。再如，当一方向为高振幅高连续

结构，而另一个方向为中振幅中连续结构时，把该点当作后

者处理。

5 地震相命名原则

对所划分出的地震相单元可根据地震反射构型 + 地震反

射结构 ( 视振幅、视频率、连续性 ) 的顺序来命名。当地层单

元内部上述三个方面的特征上、下都比较均匀时，可直接按“视

振幅 + 视频率 + 连续性”的顺序进行描述和命名如“强振幅

高频高连续性反射结构”，当地层单元内部以上特征上下不

均匀时，则可在上述命名基础上加上垂向上的变化特点进行

描述和命名如“振幅向上增强反射结构”。

6 地震相转沉积相思路

从盆地整体着眼，从沉积体（骨架相）识别入手，以盆

地宏观沉积模式为指导，以钻井做为控制点，与地震宏观岩

性预测技术相结合，综合分析推断，以预测沉积相的性质和

展布（见图 1）。

图 1 地震相转沉积相思维导图

沉积体是水流体系和物源的最直接的体现，构成了沉积

体系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骨架相。而只要把骨架相的性

质和展布规律搞清楚，充填于其间的其他沉积相单元乃至于

沉积体系域的性质也就迎刃而解，正所谓“纲举目张”。

从地震相的特点上看，识别宏观沉积体是其独到的长处。

它可以在三度空间上清楚地刻划沉积体的外形和岩层的叠置

模式，而这是识别沉积体的极为重要的依据。由于沉积体的

识别主要利用的是几何地震学的信息，因此其受地震资料采

集和处理因素的影响比较小，可靠程度比较高。大多数沉积

体都有明显的差别，故“同一地震相对应多种沉积相”的问

题相对比较小。即使那些多解性较强的沉积体，也可以根据

其它标志综合研究而加以区分。

盆地宏观沉积模式是关于沉积盆地之构造、气候背景对

于沉积环境进而对沉积体系域特征的时空发育演化控制作用

的全面深入的概括和总结。因此，掌握了沉积盆地的背景控

制因素就可以通过沉积模式对其沉积相特征进行预测和推断。

在地震相分析时，因地震资料中具有的沉积信息比较少，

加上多解性强、分辨率低的问题，深感可用资料不足。然而

地震资料在反映盆地的构造背景、演化规律、古地形特征、

物源区远近等背景控制因素方面具有独到能力，所以有必要

采用盆地宏观沉积模式类比方法。

以钻井作为控制点，可有力地增强对地震反射特征地质

意义的理解。这与由钻井出发建立地震相模式进而“转相”

有着本质不同，地震相与沉积相之间不具有一一对应关系，

因此在其二者关系对照中，一种地震相可以与多种沉积相相

对应。钻井的作用在于确定该处这种地震相应当属于什么沉

积相。至于其他地区相同地震相应当作何解释，应当根据该

区与骨架相的相互关系，以及与控制井点的相互关系，根据

盆地沉积模式加以推断。

7 常见的地震相反射结构

7.1 杂乱反射结构

杂乱反射结构的基本特征就是振幅很强，但又不连续，

故显得很杂乱。振幅强意味着岩性或岩层厚度横向变化剧烈，

从而反射系数横向上变化很大。这种反射结构往往发育于冲

积扇、陡崖浊积扇、海底扇等扇体中，或者由于重力滑动或

构造变动而强烈变形了的地层里（见图 2）。

7.2 无反射结构 ( 极低振幅中连续性结构 )

无反射条件的基本特征就是振幅极低，几乎看不出同相

轴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评价连续性的好坏，故笼统地

称之为中连续性。形成无反射结构的根本原因是岩性均一，

形不成反射界面。这与岩性本身无直接关系，巨厚的深湖相

泥岩、滨海相砂岩、陆棚相灰岩、白云岩以及泥质沉积很贫

乏的辫状河砂岩中都可发育这种反射结构。它们的岩性差别

很大，但都在宏观上都很均一（见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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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杂乱反射结构

图 3 无反射结构

7.3 三高反射结构 ( 高振幅、高频、高连续性结构 )

三高反射结构的特征是振幅、频率、连续性都很高。振

幅高意味着界面上下岩性差异大；频率高意味着层厚较薄且

频繁交替；连续性高则意味着岩性和岩层厚度横向上很稳定。

它是浊积砂发育的深海相、深湖相或者薄煤层稳定发育的浅

湖沼泽相的典型特征（见图 4）。

图 4 三高反射结构（高振幅、高频、高连续性）

8 结论

地震相分析是进行沉积相研究的一种强有力的方法，过

去一直沿用传统的“相面法”，即通过肉眼来观测地震反射

特征，并与所建立的标准地震相特征进行比较，判别属于何

种地震相，这种方法应用于局部的地震资料解释和分析中尚

可，但是多解性强，解释和识别精度较低。随着地震数据处

理技术、计算机技术的提高，采集资料品质的提高，通过一

定的数学方法对地震数据体进行分析和计算，提取出能够反

映沉积相变化的属性参数，依据地震属性参数的空间变化划

分地震相，这种方法得到的地震相和沉积相更为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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