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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在对三维数据体进行可视化解释时，通常使用以下五种方法。
 1.体内层位自动追踪 地震层位的追踪对比仍是常规过程，即利用已知井的地质信息制作合成地震记录
，或利用零偏移距VSPLOG记录进行层位对比，目的是在数据体内定义用于追踪的种子点。
根据种子体元属性值大小和定义的透明值，在数据体内按相关准则进行层位自动追踪。
体元追踪是沿着真正的三维路径追踪数据体的，追踪出来的是数据体，而不是解释的层位数据。
 体元自动追踪的控制参数有两个：属性值变化范围和体元追踪方式。
如果选择6元（体元的6个面）追踪方式，也就限定了一个体元只对最邻近的（面接触）体元进行追踪
；如果选择26元追踪方式，则允许体元追踪沿着两个邻近的面到面（6个）、边到边（12条）和角到角
（8个）的体元方向追踪。
不管使用哪种追踪方式，实现层位对比时，就是利用已有的层位数据或者层位数据进行定量时移作为
约束条件，将目的层段的数据从整个数据体中提取出来，然后针对层段内部数据体调整颜色、透明度
和光照参数，可以更有效地圈定地质体的分布范围，更准确地判断断层的延伸方向和断层之间的切割
关系。
 2.目的层面可视化 在目的层位断层可视化解释中，颜色、光照条件和观察角度是影响可视化效果的重
要因素。
在地质体的解释中，透明度和颜色是重要参数。
 目的层位可视化经常使用层拉平可视化技术，层拉平实际上是沿层将数据体拉平。
层拉平后不仅可以研究构造发育特征，而且可以使用锁定时窗可视化方向更方便和更快捷地对大倾角
地层进行可视化分析。
 3.等时体可视化 在地层比较平缓的情况下，可以使用等时体可视化技术快速浏览地质体，了解断层和
沉积体的空间分布。
其优点是：可以加快资料的显示速度，从而加快解释速度；提高透视效果（数据体时间范围太大，会
使透视效果变差）；可以限定拾取的地质体数据范围，提高解释精度。
 4.层面与监控剖面可视化 在复杂层位的自动追踪过程中，经常遇到追踪中断，即使多加种子点也难以
达到目的，甚至会产生错误的结果。
这时就要在显示已有追踪目的层的情况下，在复杂层段加入地震纵、横剖面，用于帮助解释人员按解
释规律或目的进行干预，有时要几条甚至几十条剖面动态浏览，有时要几条剖面叠合突出强振幅，提
高视觉分辨率和信噪比，以帮助作出正确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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