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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复杂结构井优化设计与钻完井控制技术》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复杂结构井优化设计与控制关
键技术”阶段研究成果为基本素材编写而成，系统反映了复杂结构井优化设计与钻完井控制技术的最
新研究进展，主要内容包括复杂结构井目标段油藏设计与完井优化、钻井设计与控制一体化、井下管
柱摩阻磨损预测、储层保护、水力压裂设计与控制、邻井距离随钻探测等关键技术。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结构井优化设计与钻完井控制�>>

作者简介

高德利，男，1958年生于山东，工学博士。
现任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油气井工程教授、石油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等
职，兼任CNPC石油管工程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两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术委员、中国石
油学会第八届理事会常务理事、中国科协第八届继续教育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
会委员等职。
长期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以“石油钻井力学与定向控制技术”为主攻方向
，已完成重要研究课题20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其中被SCI、EI、ISTP收录120多篇），出版学
术著作2部及主编3部，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5项及申请受理15项，登记软件著作权12项，研究成果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分别排名第一和第二）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3项及二等奖6
项。
自1992年以来，先后获首届“孙越崎科技教育基金”能源大奖、首届“清华大学优秀博士后”奖、第
四届中国青年科技奖及全国“留学回国人员成就奖”等，是1998年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和1994年度国家教委跨世纪优秀人才基金的获得者、1995年首批跨世纪“百千万人才才工程”国家级
人选。
2001年被教育部评聘为“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1993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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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智能，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进
行“模式识别”。
随着20世纪40年代计算机的出现以及50年代人工智能的兴起，人们当然也希望能用计算机来代替或扩
展人类的部分脑力劳动。
模式识别（计算机）在20世纪60年代初迅速发展并成为一门新学科。
 从模式识别用于对复杂类事物的分类来讲，模式识别就是指已知某类事物有若干标准类别（模式），
现判断某一具体对象属于哪一个模式。
这里所说的模式是指标准样本、式样、样品、图形、症状等。
模式识别与传统的数学观点不同，它暂不去追求精确的数学模型，而是在专家经验和已有认识的基础
上，从所得的大量数据和历史出发，利用数学方法来完成识别过程。
模式识别是一门基于概念基础上的判断学科。
 模式识别主要可以分为五类：模板匹配、统计模式识别、句法模式识别、模糊模式识别和神经元网络
模式识别。
其中，统计模式识别和句法模式识别是模式识别领域的两大丰流研究方向；模糊模式识别和神经元网
络模式识别是新近发展起来的模式识别方法，是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重要组成部分。
 2）模糊模式识别法的基本原理 3）模糊模型的识别原则 模糊模式识别有两大原则：最大隶属原则和
择近原则。
围绕两大原则形成各种模式识别方法。
最大隶属原则的关键是建立隶属函数；择近原则的关键是计算贴近度，即两个模糊集接近程度的度量
。
 4）模糊模式识别法的一般步骤 一般来说，模糊模式识别的直接方法可分为以下五步。
 （1）识别对象的特性指标提取（特征提取）。
 在影响识别对象的各因素中，抽取与模式识别问题有显著关系的诸特性指标并测出对象u各特性指标
的具体数据，然后写出对象的特性向量。
 （2）特征选择。
 特征选择是指使特征数目从多变少，淘汰掉一些特征，保留一些起主要作用的特征的过程。
 （3）确定标准模式。
 标准模式是反映领域问题全部分类的样本。
标准模式必须能覆盖问题的全部分类，每一种标准模式可以有许多样本，所有这些样本都代表这一标
准模式。
待识别样本只要能够与某一样式中的一个样本最接近，就可以确定它属于这一模式。
 （4）构造模糊模式的隶属函数。
 隶属函数的确定在模糊数学应用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恰如其分地定量刻画模糊性事物是利用模糊数
学去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关键。
 （5）完成由具体模式到类别的映射过程。
 5）模糊模式识别法在储层敏感性预测中的建立与实现 模式识别诊断储层损害所做的工作就是研究样
品与样品、特征与特征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通过距离或者相关系数来衡量，进而通过各种“隶属度
”或“相似度”来表达。
计算机通过这种技术可自动把待识别的模式（损害程度）归入到相应的模式类别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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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复杂结构井优化设计与钻完井控制技术》可供石油与天然气工程领域的科研人员及高等院校相关专
业师生参考。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复杂结构井优化设计与钻完井控制�>>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