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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塔里木盆地是中国最大的含油气盆地，面积达56×10^4km2。
盆地被天山、阿尔金山和昆仑山环抱，腹地是号称“死亡之海”面积达33×10^4km2的塔克拉玛干大
沙漠。
盆地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地下构造经历多期构造运动，呈现三隆四坳的构造格局。
塔里木盆地油气资源十分丰富，三次资源评价结果表明：盆地最终可探明石油地质储量60×10^8t、天
然气地质储量8×10^12m3。
塔里木盆地目前已探明26个油气田，形成了4个油田群、3个天然气富集区，累积探明石油地质储量5
．8l×10^8t、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9255．28×10^12m3，天然气三级储量达1．6×10^12m3，可以确保
西气东输工程年输气200×10^12m3、稳定供气20年以上，已成为中国重要的油气资源战略接替区和油
气生产基地，是“勘探家找油的乐园，物探人攻关的舞台”。
　　1989年在中国石油工业部的领导下，拉开了塔里木盆地大规模找油找气的序幕，采用“两新两高
”的新体制，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塔里木石油大会战。
在此之前，石油物探作为油气勘探的先驱，从1978年石油地球物理勘探局进疆，1983年开始与美国地
球物理公司（GSL）合作开展塔里木盆地地震勘探，从1983年到1986年，南北穿越沙漠13次，东西穿越
沙漠9次，完成地震测线16300km，重力测线31138km。
这些横跨盆地的骨干大剖面展示了塔里木盆地的构造格局，揭开了“塔克拉玛干”神秘的面纱。
地球物理勘探成果奠定了六上塔里木，开展新一轮塔里木石油会战的基础。
从此，塔里木盆地不断掀起找油找气的高潮，在“几度兴奋、几度困惑”的探寻中一路走来。
截至2007年年底，塔里木油田在盆地探明油气当量超10×10^2t，建立了塔中、克拉2等10个油气生产
作业区，年产油气当量达到1950×10^4t，原油产量643×10^4t，“西气东输”工程全面建成投产，年
输气能力超过150x10^3m3，塔里木油田成为中国石油第三大油气田，昂首跨入了大油气田行列，现在
正在为实现“1521”大发展的目标迈进。
塔里木盆地每一个油气田的发现都凝聚着物探人的心血和汗水；每一片勘探的热土都留下了物探人跋
涉和攀登的足迹；每一项攻关技术的突破都离不开物探人的探索和创新。
王涛老部长在塔里木勘探技术座谈会上曾有精辟论断：“成也物探、败也物探”，原塔里木石油勘探
开发指挥部指挥、中国工程院院士邱中建用毕生的勘探实践提出：“物探是地质家的眼睛，圈闭是勘
探家的生命”。
当然我们也没有忘记“油气勘探不息，物探攻关不止”，“高点带弹簧，构造带轱辘”的警言。
老领导的期望，勘探家的要求永远是物探人的责任和使命，是一种激励、一种约束，更是我们物探工
作的指导方针和行动指南。
毋庸置疑，会战以来，塔里木物探技术在几代人的努力下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在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的领导下，塔里木油田大打物探攻关进攻战
，持续开展物探攻关年活动，每年投入千万元投资搞地震技术攻关。
甲乙方广大物探人以找油找气为己任，坚持矢志找油，持续创新，抓住关键技术不放松，遇到世界级
难题不泄气，发扬众人划桨的团队精神，地震技术突飞猛进，地震勘探解决石油地质问题的能力已今
非昔比，形成了具有塔里木特色的山地地震勘探技术系列、大沙漠地震勘探技术系列、碳酸盐岩勘探
地震技术系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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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山地地震资料的采集、处理和解释等方面系统总结了塔里木盆地会战以来，尤其是“十五”期
间山地地震勘探技术的发展及其应用效果。
可供从事地震勘探工作的地质和地球物理技术人员及有关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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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塔里木盆地山地地震资料采集技术及应用　　地震资料采集是地震勘探工作的基础，采
集资料质量的好坏对勘探家的认识和勘探成效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塔里木盆地山地地震勘探困难多、难度大，山地勘探经历了从山前戈壁、沿沟侦察、一般山地到复杂
山地的发展历程。
经过多年长期不懈的艰苦探索和攻关，逐渐形成了适合塔里木山地地震勘探特点的技术系列和管理体
系。
特别是近几年，通过解放思想，加大攻关力度，挑战工区和方法两个极限，塔里木盆地山地地震采集
技术攻关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地震资料品质大幅度提高，极大地推动和促进了塔里木盆地山地、山前
带的油气勘探工作。
　　第一节　山地地震采集难点及攻关思路　　塔里木盆地周边山地地震勘探工作以其复杂的地表和
地下特点著称，这里存在诸多世界级的地震勘探难题，复杂的地震地质条件极大地增加了地震采集施
工的难度，对地震技术和装备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山地地震采集难点　　受复杂的地表和地下地震地质条件的制约，塔里木山地地震采集工作
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难点。
　　1.复杂地表激发接收难　　山前带由于巨厚砾石区覆盖，野外钻井施工难度大，地震波能量散射
严重，面波、折射波等线性干扰异常发育，有效波反射相对较弱，致使原始地震记录的信噪比低（
图2—1）；山体部位地表风化严重使得激发、接收条件变差，地震波能量吸收衰减快，记录上侧向干
扰和次生干扰发育，从而降低了记录的信噪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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