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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多年來本所未派員參與有關國際沉積研討會，然而從事盆地

分析研究並協助現場單位探勘為本所之重點工作，在有關盆地地

層架構、地層層序與對比、沉積環境分析、沉積相研究等課題是

盆地探勘及石油系統的基礎，亦為礦區評估之首要工作。而對於

目前公司探勘策略方向要走向國外，故本次奉派參與第十七屆世

界沉積大會，研討有關各種層序地層、沉積相、古環境等及其在

油氣探勘之應用，並收集國際層序地層分析與研究論文及相關資

料，並為國外探勘作業奠定礦區評估層序地層基礎分析架構。 

具有成果有： 

1.可運用生物地層、沉積環境分析、沉積相及層序分析建立

地層架構，做為盆地分析之基礎。 

2.收集新近國際地層對比資料建立研究礦區之對比。 

3.進行相關技術之交流。 

4.日後可應用於國內外礦區評估及探勘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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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國際層序地層及油氣封閉探勘相關研討會

-17thInternational Sedimentological Congress 出國報告 
壹、出國目的 

本次出國參與第17屆世界沉積大會(17thInternational 

Sedimentological Congress)與本年度及石油基金計畫「台灣

西北部竹苗區層序地層架構與油氣封閉分析」項下完全契合。 

其主要目的研討有關各種層序地層、沉積相、古環境等

及其在油氣探勘之應用，收集國際層序地層分析與研究論文及

相關資料實為當務之急，並為國外探勘作業奠定礦區評估層序

地層基礎分析架構。 

貳、出國行程 

職於 95 年 8 月 28 日從桃園中正機場出發，前往日本福岡

參加第 17 屆世界沉積大會，於 95 年 9 月 3 日返國，共計 7 日，

其主要行程及工作內容如下： 

 

 

日 期 地    點 工  作  內  容 

95/08/28 桃園中正機場   福岡 啟程 

95/08/29-09/02 福岡 參與 17 屆世界沉積大會

(17thInternational 

Sedimentological Congress)研討 

95/09/03 福岡   桃園中正機場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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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參與第 17 屆世界沉積大會 

 

ㄧ、緣起： 

從事盆地分析研究並協助現場單位探勘為本所之重點工作，

在有關盆地地層架構、地層層序與對比、沉積環境分析、沉積相

研究等課題是盆地探勘及石油系統的基礎，亦為礦區評估之首要

工作。而多年來本所未派員參與有關國際沉積研討會，而對於探

勘策略方向要走向國外，故派員研討有關各種層序地層、沉積

相、古環境等及其在油氣探勘之應用，並收集國際層序地層分析

與研究論文及相關資料實為當務之急，並為國外探勘作業奠定礦

區評估層序地層基礎分析架構。 

 

二、 目標： 

本公司為掌握自產能源，以支援國家經濟建設之發展，歷年

來積極在本省陸海域從事油氣探勘，而其油氣探勘大都集中在中

新統及其以後之地層為主，且主要之構造幾已探勘殆盡，目前油

氣測勘作業益形艱難，再加上國外探勘景氣已見回春，故為加強

突破目前探勘瓶頸，致力尋求本公司陸海域盆地油氣探勘之第二

春，有必要結合地球物理、地球化學及石油地質多領域之等專業

技術，進而整合評估與研究，期以探討探勘地區之油氣封閉。尤

其是高解析之層序地層分析及對比應用於石油系統及油氣封閉

之探勘尤為重要。其核心技術亦有待加強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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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實施要領： 

 地層封閉的研究其最基本需正確建立其地層架構及對比，而

層序地層分析及對比則為最基礎及必備之應用工具之一，亦為震

測剖面解釋之主要架構控制之一。 

另外從過去之油氣探勘經驗得知，台灣陸海域地區仍有相當的

油氣潛能。然此一地區之沉積環境因陸相、濱海、陸棚；至西南

部具陸棚和陸坡交界，整體沉積環境變化快速，且加上後期蓬萊

造山運動影響，構造形貌亦相當複雜。為求突破探勘瓶頸，有效

評估油氣封閉潛能，亟需加強精細之地層層序分析，故派員與國

際盛名之世界沉積大會，收集相關資訊，並進行該技術交流，吸

取寶貴經驗，以應用於國內外礦區評估及探勘作業上。 

 

四、成果： 

1.可運用生物地層、沉積環境分析、沉積相及層序分析建立地

層架構，做為盆地分析之基礎。 

2.收集新近國際地層對比資料建立研究礦區之對比。 

3.進行相關技術之交流。 

4.日後可應用於國內外礦區評估及探勘作業。 

第 17 屆世界沉積大會今年於日本福岡舉行，見圖一，參與大

會專業人士超過兩千多人，會中分別有各項專題及會場舉行，並

有各種相關專業論文及壁報論文發表，亦有各種野外勘查及專業

訓練課程（可惜因時間限制大皆未能參與），是目前世界上有關

沉積研究最大亦最高之國際研討會，參見圖二～圖八及照片一～

照片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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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大會Special Symposia 之論文主題及會場如下： 

Theme 1:Tectonics, climate, and sedimentation 
SS1-1 Sedimentation in and around magmatic arcs in relation to 

tectonics and volcanism  
Conveners: C. Busby (UCSB) and K. Kiminami (Yamaguchi 
Univ.) 

SS1-2 Monsoons and the Himalaya: tectonics-climate and 
land-ocean linkages 
Conveners: P. Clift (Univ. Aberdeen), H. Zheng (Tongji 
Univ.) and R. Tada (Univ. Tokyo)  

SS1-3 Continental margin sedimentation and deep-water 
sedimentary systems  
Conveners: O. Martinsen (Norsk) and K. Hoyanagi 
(Shinshu Univ.)  

Theme 2: Environmental sedimentology and human society  
SS2-1 Coastal environments and human activity  

Conveners: S. Goodbred (Vanderbilt Univ.), S. Chun 
(Chonnam Nat. Univ.), A. Bartholomae (Senckenberg Inst.) 
and Y. Saito (GSJ/AIST)  

SS2-2 Catastrophic sedimentary processes: mechanisms and hazard 
mitigation  
Conveners: F. Nanayama (GSJ/AIST), K. Ikehara 
(GSJ/AIST) and S. Kiyokawa (Kyushu Univ.)  

Theme 3:New targets and innovation in resource sedimentology  
SS3-1 Gas hydrates: origin, exploration and resource potential  

Conveners: T. Collett (USGS), C. Paull (MBARI) and R. 
Matsumoto (Univ. Tok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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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3-2 3D seismic technology for exploration and sediment body 
analysis  
Conveners: H. Posamentier (Anadarko) and O. Takano 
(JAPEX)  

Theme 4: Evolution of the biosphere and geosphere  
SS4-1 Microbial processes and products in sedimentary systems  

Conveners: J. McKenzie (ETH) and A. Kano (Hiroshima 
Univ. 

SS4-2 Boundary events and global change 
Conveners: M. Tucker (Univ. Durham) and Y. Kakuwa (Univ. 
Tokyo)  

Theme 5: Frontiers in sedimentology  
SS5-1 Role of sedimentology in Earth drilling projects  

Conveners: A. Taira (JAMSTEC), H. Kudrass (BGR), P. 
Delany (UCSC), A. Mix (Oregon St. Univ.), W. Soh 
(JAMSTEC) and N. Suzuki (Hokkaido Univ.)  

SS5-2 Extraterrestrial sedimentology  
Conveners: H. Miyamoto (Univ. Tokyo) and G. Ori (Univ. G. 
d'Annunzio) 

SS5-3Integrated strata analysis 
Conveners: C. Nittrouer (Univ. Washington), S. Berne 
(IFREMER), J. Syvitski (INSTAAR) and Y. Saito (GSJ/AIST)  

Technical Sessions  

All participants are invited to submit abstracts for oral and poster 
presentations.  
Theme 1: Siliciclastic depositional systems and sequence stratigrap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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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ers:D. Nummedal (CSM), A. Schaefer (Univ. Bonn), A. 
T-S Lin (Nat. Central Univ.), 
T. Sakai (Shimane Univ.) and K. Hoyanagi (Shinshu Univ.)  

TS1-1 Glacial depositional systems 
TS1-2 Aeolian systems 
TS1-3 Lacustrine and fluvial systems  
TS1-4 Barrier island and estuarine systems 
TS1-5 Delta and fan delta systems  
TS1-6 Shelf and shallow marine systems 
TS1-7 Resedimentation and deep-water sedimentary systems  
TS1-8 Sea-level changes and sequence architectures 

Theme 2: Carbonates and evaporites   
Conveners:W. Piller (Graz Univ.), G. Cabioch (IRD), D. 
Chen (Chinese Acad. Sci.), H. Matsuda (Kumamoto Univ.) 
and Y. Iryu (Tohoku Univ.)  

TS2-1 Carbonate sediments: environments and processes 
TS2-2 Carbonate diagenesis, geochemistry and hydrogeochemistry 
TS2-3 Daily to decadal environmental records in skeletal 

carbonates 
TS2-4 Dolomite and dolomitization 
TS2-5 Depositional processes and climatic records of freshwater 

carbonates 
TS2-6 Microbialites 
TS2-7 Evaporites 

Theme 3: Sedimentary processes: experiments, simulations and field 
observations  
Conveners:J. Southard (MIT), G. Parker (Univ. Illinois),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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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yata (Yamaguchi Univ.), T. Muto (Nagasaki Univ.) and M. 
Yokokawa (Osaka Inst. Tech.) 

TS3-1 Physical processes of sedimentary structures 
TS3-2 Shallow-marine processes and sedimentation 
TS3-3 Density flow processes and sedimentation 
TS3-4 Experimental stratigraphy 

Theme 4: Basin analysis and numerical modeling  
Conveners:C. Busby (UCSB), C. Paola (Univ. Minnesota) 
and O. Takano (JAPEX) 

TS4-1 Tectonics and sedimentation 
TS4-2 Sedimentation in rift basins 
TS4-3 Sedimentation in strike-slip and forearc basins 
TS4-4 Basin analysis and stratigraphic modelling 

Theme 5: Petrology, 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of sediments  
Conveners:S. Critelli (Univ. Calabria), H. Yoon (Korea 
Polar Res. Inst.), M. Kametaka (GSJ/AIST) and K. Yoshida 
(Shinshu Univ.) 

TS5-1 Sandstone petrology: provenance and diagenesis 
TS5-2 Clay 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TS5-3 Siliceous and phosphatic sediments 
TS5-4 Ironstone and metalliferous sediments 
TS5-5 Inorganic geochemistry and chemostratigraphy 

Theme 6: Volcano-sedimentology  
Conveners:J. White (Univ. Otago), U. Martin (Würzburg 
Univ.), K. Nemeth (Massey Univ.) and K. Kano  (GSJ/AIST) 

TS6-1 Eruptions and tephra dispersal on land and under the sea 
TS6-2 Sector collapse, avalanches and lah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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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6-3 Calderas and volcaniclastic sediments 
TS6-4 Facies models in volcanic settings: volcanoes and 

hydrothermal systems 

Theme 7: Marine geology and sedimentology  
Conveners:K. Ikehara (GSJ/AIST) , M. Li (BIO/GSC) and K. 
Arai (GSJ/AIST)  

TS7-1 Marine sediments and sedimentology  
TS7-2 Sediments and sedimentary processes on continental shelves 

TS7-3 Particle transport processe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suspended/sinking particle to sediment 
TS7-4 Cold seeps, gas hydrates and related phenomena: past and 

modern  

Theme 8: Palaeontology and sedimentology Conveners:G. Pemberton 
(Univ. Alberta), H. Ando (Ibaraki Univ.) and Y. Kondo 
(Kochi Univ.)  

TS8-1 Fossil records in stratigraphic framework 
TS8-2 Ichnology and sedimentary facies 
TS8-3 Palaeoecology, taphonomy and sedimentary records 
TS8-4 Microfossil and organic records for sedimentary 

environment analyses 

Theme 9: Environmental and applied sedimentology  
Conveners:K. Kashima (Kyushu Univ.), F. Nanayama 
(GSJ/AIST) and T. Ueki (GSJ/AIST) 

TS9-1 Environmental sedimentology  
TS9-2 Holocene stratigraphy and sedimentation  
TS9-3 Tsunami, storm hazards and related sedi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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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S9-4 Landslides, liquefaction and gravity flow  
TS9-5 Flood hazards and related sediments  

Theme 10: Resource sedimentology  
Conveners:H. Arato (Teikoku Oil Co.), A. Mizobe (Teikoku 
Oil Co.), T. Nakanishi (INPEX) and O. Takano (JAPEX)  

TS10-1 Hydrocarbon deposits; coal, petroleum and gas 
TS10-2 Organic sedimentology and geochemistry 
TS10-3 Placer deposits and aggregate resources 

Theme 11: Palaeoclimate and sedimentation  
Conveners:Y. Il Lee (Seoul Nat. Univ.), S. Ji (NIGLAS), L. 
Jansa (BIO/GSC), T. Sakai (Kyushu Univ.) and H. 
Fukusawa (Tokyo Met. Univ.) 

TS11-1 Lake sediment information and environmental change 
TS11-2 Sedimentary record of deep marine Cretaceous: an archive 

of palaeoceanography, palaeoclimate and global tectonics 
TS11-3 Palaeoclimate of the Cretaceous in Asia 
TS11-4 Palaeoclimate of the Cenozoic Asia 
TS11-5 Sediment record on palaeoceanography and palaeoclimatology 

Theme 12: Sedimentolog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Conveners:G.M. Friedman (formerly President, IAS), H. 
Okada (formerly President, SSJ),H. Machiyama 
(JAMSTEC), O. Takano (JAPEX) and K. Hoyanagi (Shinshu 
Univ.) 

TS12-1 History of sedimentology 
TS12-2 New technology for sediment analysis 
TS12-3 IODP and ICDP: new horizon of sedimentology 
TS12-4 Extraterrestrial Sedimentology: techniques and interpretations 



 - 12 - 

 
 

圖一、第 17 屆世界沉積大會 2006 於日本福岡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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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第 17 屆沉積大會時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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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第 17 屆沉積大會壁報論文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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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第 17 屆沉積大會壁報論文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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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第 17 屆沉積大會壁報論文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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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六、第 17 屆沉積大會壁報論文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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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七、第 17 屆沉積大會壁報論文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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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第 17 屆沉積大會壁報論文之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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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一、壁報展示情形之ㄧ 

照片二、發表論文會場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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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三、展覽會場之ㄧ 

照片四、岩心分析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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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五、國際油公司參展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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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六、日本油公司參展之ㄧ 

照片七、大學參展場景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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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八、發表會場外作者準備情況之ㄧ 



 - 25 - 

照片九（a.b.）野外勘查之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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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a.b.）野外勘查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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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十一（a.b.）野外勘查之三 



 - 28 - 

 
 

 
 

照片十二（a.b.）野外勘查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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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討心得 

本次參與此國際研討會除ㄧ般有關古生物。沉積外，特別注意

研討有關高分辨層序地層分析技術，有關研討心得如下： 

 一、研討建立高分辨層序地層架構分析技術 

（一）震測層序架構 

震測層序架構的研究是以震測反射資料為基礎的。震測反射界

面基本上是等時面或平行於地層內的等時界面，而地層基準面旋

迴與界面具有成因地層單元和時間界面的含義，因此震測反射界

面平行於或相當於基準面旋迴的界面。 

解釋有 7個步驟：1.震測層序分析；2.測井層序分析；3.用合

成震波聯結並與生物地層結合；4.震測相分析；5.岩相與沉積環

境的解釋；6.震測模型正推或反推；7.綜合解釋及繪圖。 

 1.建立震測層序架構的基礎 

首先在進行區域古地理和構造運動分析的基礎上，選擇好標準

震測剖面。在探勘的地區，應在進行全面重力、磁力和震測資料

綜合分析的基礎上，把現有的震測測線都進行詳細的震測層序分

析，選擇一個標準剖面網，以便從不同方位追蹤判別震測層序，

並選取其中較好張裂構造剖面，作為震測層序架構標準剖面。 

 2.層序邊界及震測層序劃分 

所謂震測層序就是從震測剖面識別出以不整合面及其與之可

以對比的震測反射為界，內部反射相對一致的震測反射單元。劃

分震測層序首先就是要識別限定震測層序的界面。按照層序定

義，震測層序邊界為不整合及與之可以對比的整合面在震測剖面

上的對應。而震測剖面上的反射波型特徵是地質事件的最好記

錄。指示層序底界面的反射終止類型有上覆(onlap)和下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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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lap)，指示層序頂界的反射型式有頂覆(Toplap)和截切

(Truncation) 。 

3.碎屑岩和碳酸鹽岩沉積層序在震測剖面上的反射特徵及所代表

的地質意義 

在震測層序劃分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層序內震測相的反射屬性

便可進一步分析層序的沉積環境及古地理，重建盆地的沉積史和

構造史。 

不同構造背景下沉積的碎屑岩和碳酸鹽岩沉積層序，在震測反

射剖面上的反射特性是不同的，並且同一沉積層序的不同體系域

其反射特性亦不相同，並且都各自代表著不同的地質意義。 

（二）建立高分辨率井下層序地層架構 

 1.井下層序分析原則 

井下層序分析主要依據測井資料和岩性地層解釋剖面。由於在

工作中常常缺少系統岩心資料，因此，在層序分析時應特別注意： 

(1)重點井的選擇。由於井所處的盆地位置的不同，在同一盆地不

同地理位置的井所反映出的層序發育特徵是不同的。在研究

中，盡量選擇位於凹陷深處地層發育齊全的深井來進行垂直方

向層序分析，以建立各自凹陷中的垂向層序地層架構，通過測

井曲線的深度一時間轉化合成記錄，進行測井一震測對比聯

結。 

(2)利用震測層序來訂定測井層序的級次。在垂向上，由於不同級

次的層序不易區分，且由於它生旋迴與自生旋迴共存的干擾，

不同人可能作出不同數目的層序。同時，由於一個反射層是由

許多不同反射係數和不同阻抗的層面相互干涉所組成的，並且

在用測井曲線進行對比解釋時往往存在某些不確定性和多解

性。根據聲波曲線做成震測合成記錄，並與鄰近的實際震測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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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反複對比，以提高解析精度。同時，利用震測層序訂定測井

層序中主要不整合面的位置來限定高級次的井下層序是至為

重要的步骤。通過震測層序和沉積環境分析，確認各個時期鑚

井所在的盆地古地理位置，從而可對各時期體系域發育特徵作

觀察及瞭解，以減少在確定體系域性質上的失誤。由於震測與

測井資料的解析度不同，將震測層序邊界標定到測井中，對應

著井測曲線深度段其具體的邊界位置，需要對這一深度段的測

井曲線作進一步分析，用這種方法可提高井下層序分析的可靠

性。 

(3)基準面上升到下降的轉換位置，即緻密段，是古生物發育、有

機碳富集的層段，可以依據古生物種類、豐度、有機碳含量分

析來幫助確定緻密段的位置，以及判定其從屬關係。 

(4)多種資料綜合應用。層序劃分中盡可能利用岩性剖面、岩性分

析和古生物資料進行綜合判斷，綜合分析各層序的形成條件和

層序演化史。 

 2.確定短期基準面旋迴 

 (1)岩心短期基準旋迴 

岩心短期基準旋迴的分辨：以岩心剖面來識別短期基準面

旋迴，並以此來確定短期基準旋迴界面性質是非常重要的。利

用岩心剖面的結構變化、地層終止方式和上下地層的接觸關係

可以分辨出短期基準旋迴。在碎屑岩層序分析中的識別標幟

有： 

(A)河道沖刷侵蝕界面。該界面是由於基準面下降到地表之下

時發生侵蝕作用而形成的界面，常發育河道塊狀砂岩和河

底的滯留沉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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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作為層序界面的濱岸上覆相對於下伏地層向盆地方向遷

移，表現為淺水相的粗粒沉積物直接覆蓋於深水的細粒沉

積物之上。 

(C)岩石類型或相組合的垂向剖面上轉換的位置，如水體向上

變淺的相序或相組合向水體逐漸變深的相序或相組合的轉

換處。 

(D)砂、泥岩厚度旋迴性變化，如層序界面之下，砂岩粒度向

上變粗，厚度向上變大，而泥岩向下變純、變厚。層序界

面之上則相反。這種旋迴的變化特徵常以疊加模式的改變

表現出來。 

(E)反映水深、水體性質及沉積環境的泥岩原生顏色也可做為

識別短期旋迴的依據。 

 (2)岩心短期基準面旋迴特徵 

位於不同的沉積環境、處在不同相帶部位的岩心可以識別

出不同相的微相類型，這些亞相或微相以特定的相序相組合構

成了與短期基準面相當的短期地層旋迴。這種短期地層旋迴的

厚度、對稱性都是不同 A/S 比值的響應，它們出現於特定 A/S

比值的中期基準面旋迴的特定位置上。需要提及的是，在同類

可容空間控制下，由不同的相序組合成的短期旋迴，其岩性特

徵、粒度、厚度、層理等可能並不相同。 

(A)高可容空間的短期基準面旋迴：高可容空間的短期旋迴出

現在中期基準面上升半旋迴至基準面下降半旋迴的轉換

位置附近，此時 A/S 比值較高。 

(B)低可容空間的短期旋迴：低可容空間的短期旋迴一般發育

於最低可容空間，低 A/S 比值條件下的中期基準面旋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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兩個地層位置上，即中期旋迴的底部附近，或者基準面下

降到上升的轉換點附近。 

(C)中等可容空間的短期旋迴：此類短期旋迴主要發育於中等

A/S 比值條件下、中等可容空間旋迴中。中等可容納間的

短期旋迴往往是不對稱或對稱性較差。基準面下降半旋迴

發育的短期旋迴，往往出現在中期基準面上升半旋迴中。 

中等可容空間的短期旋迴的相序或相組合與高可容

納和低可容空間旋迴的相序或相組合特徵之間，呈現一種

過渡的相組合或相序特徵，常表現在某種相序或相組合厚

度的變化上。如在辮狀河砂岩沉積中，中期旋迴基準面下

降半旋迴發育的中等可容空間的短期旋迴，其砂岩厚度大

於高可容空間形成的短期旋迴的砂岩的厚度，而小於低可

容空間的短期旋迴中的辮狀河砂岩的厚度。 

 (3)測井曲線的短期基準面旋迴 

沉積岩是沉積物源及其搬運機理與沉積環境的產物，它可

反映沉積物在經歷搬運、沉積和埋藏過程中的物理、化學條件

的變化。其粒度、分選性及泥質含量與岩石的電阻率、天然放

射性、自然電位都有良好的對應關系。由於這種岩石物理參數

與沉積特徵的相關性，因此幅齒形曲線組合，實際上為正常淺

湖相沉積，越岸沉積表現為中低幅一指形曲線組合。 

 3.測井曲線的中期基準面旋迴的確定及其特徵 

 (1).測井曲線中期基準面旋迴 

具有特定疊加樣式的一組短期基準面旋迴組合構成中期

基準面旋迴，它是在大致相似的地質背景下形成的一套成因上

有聯系的岩石組合，這些疊加樣式常常具有鮮明的測井響應。

向(湖)海盆方向推進的疊加樣式(進積)，形成於中期基準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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降時期，此時 A/S<1，即沉積物補給速度大於可容空間增加速

率。相鄰的短期旋迴，其上覆的短期旋迴在沉積學、岩石學方

面的性質與下伏旋迴相比具有可容空間減小的特徵；向陸推進

的疊加樣式(退積)形成於中期旋迴的上升時期，此時 A/S>1，

即可容空間增加速率大於沉積物供給速率，上覆短期旋迴性質

與相鄰下伏短期旋迴相比，在沉積學、岩石學方面表現為可容

空間增大的特徵。短期基準面旋迴呈加積的疊加樣式，則出現

在中期基準面上升到下降的轉換時期，A/S：1，相鄰短期旋迴

形成時，可容空間的變化不大。利用以上三種短期旋迴的疊加

樣式來確定中期旋迴。 

 (2)測井中期旋迴特徵 

根據研究層段地層的岩性特點，選擇以自然伽馬測井曲線

為主，電阻率與自然電位曲線為輔的測井系列劃分地層基準

面。測井曲線基準面旋迴的確定，特別是層序界面性質的確定

是在取心井段岩石一聲波特性標定的基礎上進行的。也就是

說，首先要利用取心井建立短期旋迴的岩相組合與測井響應的

對應模型，然後再運用到設取岩心之井中。 

 4.測井曲線的長期基準面旋迴 

長期基準面旋迴反映了比中期基準面旋迴更長時間的基

準面旋迴的變化，它是由若干個具有相同地質背景和沉積特徵

的中期基準面旋迴相互疊加面形成的。長期基準面旋迴可與震

測層序對比。 

（三）震測層序架構與井下層序架構對比 

 1.震測層序與鑽井下層序對比 

震測層序和鑽井下層序是從兩個不同的途徑來分析盆地

內層序地層架構。因此，利用合成震測記錄和/或測井深度一



 - 35 - 

時間轉換資料，將測井曲線標定到連井震測剖面中以檢驗震測

和測井層序劃分的結果，最終完成盆地震測一井下對比方案，

建立起盆地內綜合層序系統。其在陸相層序地層研究中尤為重

要。此由於在陸相地層，尤其是在河流相地層中，許多沉積表

現為近於平行的水平反射，震測層序及其界面的識別很難與大

陸邊緣或海(湖)斜坡沉積中常用的不整合面或反映地層不協

調的震測反射終止類型來分析。因而，震測地層的確定是通過

合成記錄將自然電位與電阻率轉換成雙程傳播時間坐標，對連

井震測剖面進行標定，並結合地層旋迴界面的震測標志和震測

相的區域變化來進行。 

 2.中、長期基準面旋迴相組合的平面作圖 

在一個盆地中，盡管中長期旋迴內的相組合在平面上有較

大的變化，但由於厚度、旋迴對稱性變化較小，因此可在盆地

內進行追蹤與對比。同時由於高解析度二維和三維震測剖面可

分辨的地層單元也可與鑽井、測井中可識別出的中長期旋迴相

對應，而且震測相與幾何形態也可用中長期旋迴的性質加以解

釋及預測，因此，中長期旋迴是一個地區高解析度地層架構建

立與對比的基礎。在震測剖面上，對已確定的中長期旋迴進行

封閉追蹤，並投影到平面圖上即可完成時間地層單元的平面作

圖。 

 

二、隨著層序地層學理論及其應用技術的不斷發展，其應用範圍已

從早先單純的海相地層擴展到目前各種環境類型的地層，其研

究精度已由原來的三級層序發展到高分辨率(四、五級)層序，

並在油氣勘探和開發有著越來越重要的應用。隨著研究精度的

提高，根据鑽、測井資料進行基準面旋迴劃分進而劃分層序的

工作也變得更重要；同時，對同一口井、同一層段、同樣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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料基礎，不同的人可能有不同的旋迴劃分結果，這也增加了旋

迴識別劃分的不確定性。在電腦技術快速發展的今天，根据已

有的基準面旋迴區別和劃分，可編制相應的電腦軟體，由計算

機來進行基準面旋迴的識別與劃分，既節省了大量的工作量，

又可以消除人為因素劃分的不確定性。 

三、高分辨率層序地層分析技術至少可以在兩方面直接用於較精確

的儲層描述和儲層預測研究，一是高分辨率的地層對比，由於

控制流体流動路徑的絕大多數性質－－岩石的岩性、物性、幾

何形態和連續性，形成於沉積物在地貌環境中的沉積過程，因

此，精確的地層對比可以揭示這些岩石性質的四維空間(時間

－空間)的分布。二是高分辨率層序地層分析技術可以揭示對

控制流体流動有重要作用的岩石性質和成因層序在較長期基

準迴旋內所處地層位置之間的關系，與普遍認為沉積環境單獨

控制地層特性的觀點不同，由於地層形成過程決定於沉積對應

系統，沉積記錄的許多性質是沉積環境內可容納空間變化的函

數。基準面旋迴變化伴隨著可容納空間的增加和減少，可容納

空間控制了時間域內任何特定位置可能堆積的沉積物的最大

量。從地層沉積過程(A／S 值變化)對儲集層控制作用之觀點出

發研究儲集層，不僅可以提高儲集層特性的準確性和精確性，

同時高分辨率時間地層對比還為把從鑽井獲取的一維信息轉

變為三維地層關係預定量化，使地層幾何形態、大小和沉積相

的位置、岩石物性的預測更加精確。 

四、河相沖積地層的層序劃分一直是層序地層研究中的難處，主要

是其基準面旋迴的識別比較困難，如一般很難分辨由河流改道

等自旋迴作用形成的旋迴和與控制層序形成的其他旋迴作用

產生的旋迴，或將基準面下降產生的河道切割不整合面與河道

改道作用形成的不整合面加以區別。然而可應用層序地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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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沖積河流相進行分析。在河流相中基準面旋迴的判別方法

有： 

   (一)較高級次的旋迴界面常是呈區域分布的規模較大的河道 

沖刷切割面。 

    (二)通過河道類型和河道砂体垂向組合的特征分析可容納空

間的變化，進而劃分基準面旋迴。 

    (三)在河流相地層中“最大洪泛面＂，即海(湖)相層序地層中

的緻密段，處於基準面上升至基準面下降的轉換位置。在

近海海岸平原河流相中該轉換位置較易判別，表現為海泛

面的出現或受潮汐影響的河道沉積；在遠離海、湖盆位置

的沖積平原中，基準面的上升常伴隨著地下水面的上升，

在河間地區形成河間湖泊、湖沼或沼澤，具暗灰色泥岩、

炭質泥岩、煤層或碳酸鹽岩發育為特徵。 

五、在湖相沉積地層中，地層層序的劃分首先應判別地層記錄中的

反映多級次基準面的地層旋迴。判別過程中應注意： 

(一)鑚井主要基準面旋迴界面的確定 

(二)最大湖泛面的識別 

(三)震測強反射同相軸與層序界面 

六、河湖沉積體係是陸相地層的重要組成部份，有許多主要的油氣

資源均賦存其中。對湖相地層進行精準分析，可建立適合陸相

地層的高分辨率層序地層模式及其研究方法，為該類沉積地層

中的隱藏封閉預測及油藏精細描述提供理論基礎和模式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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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與建議 

多年來本所未派員參與有關國際沉積研討會，而從事盆地分析

研究並協助現場單位探勘為本所之重點工作，在有關盆地地層架

構、地層層序與對比、沉積環境分析、沉積相研究等課題是盆地

探勘及石油系統的基礎，亦為礦區評估之首要工作。而此次參與

第十七屆世界國際沉積大會，除ㄧ般有關古生物、沉積學外，特

別注意研討有關高分辨層序地層架構建立與分析技術。 

高分辨率層序地層分析技術至少可以在兩方面直接用於較精

確的儲層描述和儲層預測研究，一是高分辨率的地層對比，由於

控制流体流動路徑的絕大多數性質－－岩石的岩性、物性、幾何

形態和連續性，形成於沉積物在地貌環境中的沉積過程，因此，

精確的地層對比可以揭示這些岩石性質的四維空間(時間－空間)

的分布。二是高分辨率層序地層分析技術可以揭示對控制流体流

動有重要作用的岩石性質和成因層序在較長期基準迴旋內所處地

層位置之間的關系，與普遍認為沉積環境單獨控制地層特性的觀

點不同，由於地層形成過程決定於沉積對應系統，沉積記錄的許

多性質是沉積環境內可容納空間變化的函數。基準面旋迴變化伴

隨著可容納空間的增加和減少，可容納空間控制了時間域內任何

特定位置可能堆積的沉積物的最大量。從地層沉積過程(A／S 值

變化)對儲集層控制作用之觀點出發研究儲集層，不僅可以提高儲

集層特性的準確性和精確性，同時高分辨率時間地層對比還為把

從鑽井獲取的一維信息轉變為三維地層關係預定量化，使地層幾

何形態、大小和沉積相的位置、岩石物性的預測更加精確。 

本次研討成果： 

1.可運用生物地層、沉積環境分析、沉積相及層序分析建立

地層架構，做為盆地分析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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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集新近國際地層對比資料建立研究礦區之對比。 

3.進行相關技術之交流。 

4.日後可應用於國內外礦區評估及探勘作業。 

並建議公司： 

（一）日後多派研究員參與相關研討以增進專業技術 

（二）期研討會前後之訓練課程值得參與。 

（三）藉助野外調查研討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四）整合運用古生物、沉積學、地球物理、地球化學等專業在

高分辨率層序地層分析工作。 

（五）加強應用於盆地分析與國外探勘作業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