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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赴美參加 2012年地球物理探勘師學會年會，行程自 101 年11月 

2 日至 101年11月9日，為期八日。2012年地球物理探勘師學會年會在

美國拉斯維加斯市的Mandalay Bay旅館之會議中心舉辦，投稿相當踴

躍，有超過600篇以上論文投稿(包括E-poster及口頭論文發表)，議程

包含43個主題。 

參加 SEG 2012年會的主要目的為瞭解地球物理探勘新技術，並吸

收國外探勘方面資訊。整個行程先參加兩天的會前專業訓練課程，主

題是震測地層學及震測地形學(Seismic Stratigraphy and Seismic 

Geomorphology)，內容為震測地形學原理說明與實際應用，藉由這樣

的機會，對於震測屬性的應用及實際作法有一完整的瞭解。接著參加

三天的會議，會議主題相當廣泛，與地球物理探勘相關的主題都有涵

蓋， 此次主要對於震測屬性的分析與應用和液裂的微震監測研究有比

較多的注意，其他震測相關新技術的參訪討論，可作為未來研究計畫

的參考。 

此外，展場的軟硬體服務公司對於探勘方面的新工具及新技術都

有精彩的介紹，藉著這個機會多瞭解相關的軟體及應用，比較功能差

異可作為未來系統更新/汰換時之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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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加 2012年地球物理探勘師學會年會出國報告 

1.目的 

作為石油公司研究部門的地球物理探勘師，對於這個領域的脈動與

資訊需有密切的接觸與更新，因此透過參加大型國際會議及展覽會來更

新最新資訊有其必要性。 

在地球物理探勘領域，地球物理探勘師學會（Society of 

Exploration Geophysicists, SEG）年度會議為此領域的年度大型學術

與技術研討會，主要的議題為探勘地下構造與尋找油氣等相關技術研討，

今年之SEG年會中有許多來自中國之服務公司及油公司之人員及發表論文

者，令人感受到中國人也已走向爭取油源及能源服務的行列。 

2012 年地球物理探勘師學會年度會議在美國美國拉斯維加斯市舉辦

。有超過六百多篇論文投稿，議程包含43個主題，多為地球科學範疇的

地球物理領域專業人員及學者與會發表。本次參加會議的主要目的為瞭

解地球物理探勘新技術，並吸收國外探勘方面資訊。 

2.過程 

SEG 2012年會從 11 月 2 日開始到 11月9日結束，為期八天。整個

會議期間的活動緊湊豐富，首先是會前的專業訓練課程，接著是研討會

，會議行程如下表。 

 

日  期 地  點 行  程 

101/11/2 
台北-東京-洛杉磯- 

拉斯維加斯市 
去程 

101/11/3~4 拉斯維加斯市 
參加 2012年地球物理探勘師年會會

前專業訓練課程 

101/11/5~7 拉斯維加斯市 參加2012年地球物理探勘師年會 

101/11/8~9 
拉斯維加斯市-洛杉磯-東京-

台北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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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會議，有機會報名地球物理探勘師學會所安排的會前專業訓練

課程，SEG 年會通常會在會前舉辦專業訓練課程，邀請的講師皆為這個

領域與主題中經驗豐富的資深講師，不管是在實務上或是理論上都有深

入鑽研。本人所選的課程主題為 〝Seismic Stratigraphy and Seismic 

Geomorphology〞，由Chevron 公司之Henery W. Posamentier先生講授

。Posamentier先生經歷相當豐富，曾在多家油公司專門從事震測地層學

及震測地形學之研究，著作及獲獎無數。 

課程內容主要講述震測屬性應用案例及實際操作方法及展示，雖然

僅有兩天的課程，但學員均能學會實際操作的方法與步驟，此為參加SEG

年會的主要收穫之ㄧ。 

這個課程除了講述原理外，也透過一些實例來說明這些技術的其他

應用範圍，，可應用於本公司現有的研究計畫。有關於訓練課程內容的

細節請見附錄說明。 

2-1 會議議程 

接著為會議的主要議程，主題包含震測資料採集、非均向性

（anisotropy）、振幅支距分析（AVO）、井下地球物理、電磁探勘、全

波形逆推、地熱、重力與磁力、地球物 理理論、震測解釋、近地表效

應、微震研究、岩石物理、震測逆推、波傳模擬、震測資料處理、層析成

像（tomography）等。 

SEG年會議程主要包括兩大類，壁報展示(E-poster)及口頭宣讀論文

兩部份，兩部份各有超過三百多篇論文展示，其主題包括下列： 

(1)野外震測技術與施測設計 

(2)震測信號不均一性(Anisotropy)分析 

(3)振幅與支距(AVO)分析技術 

(4)井孔測勘(Borehole Geophysics) 

(5)電磁波電探(EM expl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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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磁探勘(Gravity and Magnetics) 

(7)人工智慧技術/應用 

(8)震測解釋 

(9)多向量震測技術 

(10)採礦與地熱探勘 

(11)地表淺層震測 

(12)被動式震測(Passive Seismic) 

(13)儲集岩震測(Reservoir Characterization) 

(14)岩石物理(Rock Physics) 

(15)震測逆推(Seismic Inversion) 

(16)震測模擬(Seismic Modeling) 

(17)震測資料處理，包括： 

移位處理(Migration) 

去除複反射(Multiples) 

雜訊抑制(Noise Attenuation) 

內插與規一化(Interpolation and Regulation) 

(18)震測理論(Seismic Theory) 

(19)震測速度估算 

(20)4D震測技術(Time Lapse Seismic) 

(21)垂直震測剖面法(VSP) 

(22)特殊議題，包括： 

微地震應用(Micro Seismic) 

寬頻震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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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岩儲集岩(Unconventional Shale Reservoir) 

水文地球物理(RIP、GPR等) 

不確定因素量化技術 

目前SEG年會已不提供紙本論文及摘要，有興趣者可以從SEG之網站自

由下載所有論文摘要(SEG之官網網址：WWW.SEG.ORG)。 

2-2 軟硬體服務公司參訪 

本年SEG參展之服務公司及油公司共約400多家，其中以軟體系統公司

居多，硬體服務公司則以重磁力、地電阻為主，少部分電腦系統及油公

司，各參展公司之進一步資料亦可由SEG網站連結。 

軟體系統主要有(1)資料處理(2)震測整合解釋(2D/3D)(3)震測逆推(4)

震測屬性分析與應用等。 

屬於定常作業也是油公司較常採用之軟體系統，包括SMT Kingdom，

Paradigm，Furgo-Jasson，Roxar，Petrel，Petrosys，Landmark等系統

屬於常態性展出，本報告不予詳述，但因軟體系統間經常因購併而消失或

正在消失者，就值得油公司注意，如震測逆推軟體由Jason變成Furgo-

Jasson，SMT Kingdom 變成IHS Kingdom，軟體系統變成購併商品後，研

發變成非核心工作時就必須特別謹慎。 

以下就參訪較具特色之軟體系統服務公司，予以摘要如下： 

(1)Resolve GeoSciences公司 

Resolve GeoSciences(以下簡稱RGS)目前僅提供製作震測屬性服務，

搭配其免費提供之交談式屬性分析解釋軟體(SeisShow)，開啟新的商業模

式，SeisShow為目前市場上少數專門設計用在震測屬性分析方面，這在一

般震測解釋軟體系統屬於比較弱的一環，RGS的出現令人印象深刻。 

RGS之第二特點是提供高解析震測處理，其解析處理結果(如圖-1

右)，效果極佳，其第二個特點是交談式頻譜分解技術(Spectral 

Decomposition)，大大提高震測屬性的應用效率，值得繼續追蹤其發展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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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 

圖-1 

(2)AGM公司 

RECON為其發展及商業化之軟體系統，為一綜合性震測地質構造解釋

(2D/3D)、井測分析、剖面構造、繪圖以及整合震測屬性之系統，特別強

調地質解釋而非機械性的震測電腦解釋，包括對震測、電測、地質資料之

整合性良好，使用者介面亦友善，未來可考慮使用此系統於本公司之未來

探勘。 

圖-2及圖-3為其作業流程與範例



 7

圖-2 

 

 

 

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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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OpenTect震測解釋系統 

OpenTect為一完全免費的二維及三維震測解釋軟體，它具備日常工作

所需的大部分功能，包括層位、斷層、屬性及繪圖等，僅在進階項目(如

震測層序解釋)及訓練需要付費，在目前震測解釋軟體一套動輒3~4百萬台

幣情況下，若公司需要對每位探勘人員配備震測解釋軟體，此系統或可滿

足此方面之需求。 

(4)DugInsight系統 

DugInsight系統由DownUnder公司所發展，包括基本及進階的二維/三

維震測解釋系統，其特點為只租不賣(基本型)，且年租金包括維護僅美金

3000~5000元(依增加模組而定)，在震測解釋市場中頗具競爭力，另外有

多項功能為別家系統所沒有，如其可同時應用震測重合(seismic gather)

資料進行交談式分析解釋，另外其可直接與Petrel系統連接，在不啟動

Petrel系統情況下，可使用Petrel的各種解釋結果(層位及斷層)與大部分

功能，本公司可考慮引進一套此系統進行測試，或可考慮提供每位探勘師

檢視/應用震測資料的機會。圖-4為其解釋案例之ㄧ。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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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iKon公司之RokDoc系統 

RokDoc系統類似Furgo-Jasson系統，為一震測逆推分析軟體，功能包

括岩性及儲集岩流體性質估算、模擬、AVO分析等，RokDoc屬於Window作

業系統，Furgo-Jasson則為Linux作業系統，前者有較為友善的使用介

面，與其它震測解釋軟體間之整合性較佳，其學習使用曲線較短，不失為

未來取代Furgo-Jasson之選項之ㄧ。 

有機會在SEG會場與軟體服務公司面對面檢視其功能性、介面友善

性，並與其討論在探勘方面之應用，可用來協助公司未來探勘系統之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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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心得與建議： 

3-1 心得 

本次出國開會研習時間雖然僅有五日(扣除起返程3日)，但因事前已

做好規劃與準備，因此行程、課程、議程等均順利進行，且非第一次至賭

城拉斯維加斯，因此能專心且全程參與各項議程及參觀訪問各地球物理軟

硬體服務公司，了解目前之發展趨勢及可借鏡之處，獲致心得如下： 

(1)會前短期專業課程方面 

此次參加〝Seismic Stratigraphy and Seismic Geomorphology〞二

整天之訓練課程，由Posamentier 先生講授及實機示範，Posamentier先

生目前在Chevron油公司工作，他在Seismic Geomorphology方面之研究工

作已超過二十年，著作論文及獲獎許多，在世界各地亦有多年之授課、顧

問經驗，本課程雖然只有二天，但其課程安排適當，如上午講授方法/理

論及案例，下午則以實機操作示範實際作法，其所用之軟體系統與本公司

目前所用相同( Paradigm系統)，因此學習效率大為提高。 

Seismic Geomorphology之觀念與方法已成為三維震測解釋不可或缺

之ㄧ環，對三維震測資料摘取除構造繪圖解釋訊息外，能夠獲得更多地質

解釋(沈積環境/岩性)之主要方法，本法之引進對本公司之三維震測水平

應能有所提昇，此法已提供/傳授予相關同仁。 

(2)震測屬性應用方面 

三維震測屬性的應用，是三維震測解釋的重要項目之ㄧ，對於震測屬

性的開發、理論基礎、應用普遍存在一些障礙，如震測資料的調整或品

管、不同震測屬性的比較方法、軟體操作的友善性與交互性等，使得目前

附屬在震測解釋系統中之屬性模組的使用效率與效能不高，也降低了物探

師的工作熱誠，對震測屬性的應用自然就無法正常進展。 

目前單獨發展與應用震測屬性的公司，有(1)Resolve Geoscience公

司(2)AGM公司，其中Resolve GeoSciences公司只提供震測屬性製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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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其檢視分析軟體只送給相關客戶AGM公司之Recon系統則整合有三維構

造解釋，特別強調從三維震測資料中獲取地質方面訊息，此二公司之產品

或許對本公司目前進行中之探勘工作(震測解釋)能有所助益。 

(3)SEG年會參加人員方面 

SEG年會每年在美國舉辦一次，參加人員與參展軟體服務公司很多，

論文發表、技術展示均極豐富，是一個多元學習之機會。本公司本年只派

一人參加，反觀中國僅BGP(東方物探公司)派出多達50多人參與，在經費

預算許可下，本公司若能多派些物探師參與會議，相信對其個人或公司未

來工作應有所助益。 

(4)SEG培養學生物探師方面 

SEG對培養學生物探師方面不遺餘力，如有專人負責學生在SEG之活

動，如互相交誼、論文發表、認識油公司或服務公司等，對於學生會員亦

有各種優惠，如參加短期課程、專業書籍購置等，讓學生在進入職場前對

地球物理探勘有廣泛的認識。 

(5)中國地球物理探勘已走上世界市場 

此次SEG年會中國有許多大型服務公司參展，如BGP及SINOPEC等，其

地球物理服務(主要為海陸震測及資料處理)除中國本土外，已遍及全世

界，中國地球物理服務公司及油公司亦派有許多人員參與本年SEG年會。 

SEG會場中E-poster 有超過300篇展出，其中約有一半來自中國石油

公司研究單位或有中國人在國外念書/研究所共同發表的，展場中參展公

司(如Furgo-Jasson)亦有派中國人員以中文解說。 

(6)頁岩氣探勘方面 

多數軟體服務公司之展示介紹仍以頁岩氣探勘為案例，另外以微地震

檢測液裂效率仍是會場焦點之ㄧ，在在顯示未來幾年頁岩氣探勘仍會持續

發展且仍以美國為主，美國除具備發展頁岩氣之地質條件外，其他的科

技、人才、政府態度及相關基礎設施完備也有相當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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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建議 

(1)請公司適度增派有經驗且具工作熱誠之物探師參與每年之SEG年會

及參加其專業訓練課程。 

(2)請公司考慮引進震測屬性應用專用系統/服務，如Resolve 

GeoSciences及AGM公司。 

(3)建請公司考慮邀請SEG之專業訓練講師至本公司講授相關探勘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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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震測地形學( Seismic Geomorphology) 

1.震測地形學起源 

震測地形學為接續自震測地層學的一門技術，震測地層學以二維震測

剖面為主要研究對象，它以震測剖面中振幅的二個不連續反射面(如

onlap、downlap、toplap、truncation等)所界定的反射型態，經解釋及

繪製在平面或立體空間後，推測其可能之沈積系統，再進而推測其可能的

岩性組成。這些技術由AAPG Memoir No.26 (1977)之出版而發揚光大，而

AAPG Memoir No.26則為Vail 等人在Exxon 油公司工作之結果。 

自1980年起，隨著三維震測的普及資料品質的提昇，電腦軟硬體的效

能更加快速，使得工作站或個人電腦能有效的應用三維震測資料，並且除

了傳統上之振幅外，震測屬性的應用，特別是在構造面上的震測屬性解釋

與應用而引導出〝震測地形學〞的技術與方法(Posamentier,2000)。 

震測地形學的基本概念式，在傳統的構造解釋面上展示不同的震測屬

性(如Variance、Coherence、dip、Sweetness……等)，再將此構造解釋

面拉平(flatten)進行沈積環境的分析與解釋，基本上震測地形學乃在三

度空間內直接用震測屬性做為平面解釋。 

2.震測地形學的作業方法及步驟 

震測地形學主要利用三維震測之水平切面來做沈積環境解釋，其水平

切面的定義有三種(如附錄圖-1)。 

(1)水平時間切面(Seismic Time Slice) 

此乃傳統震測解釋工作慣常使用之時間切面，在目標地層起伏不大

時，此切面與地層面(Horizon)切面接近相同。 

(2)地層面切面(Horizon Slice) 

地層面切面只平行於參考層面(即解釋後之構造層面)，往上或下等時

間間隔截切出之地層面，當往上或往下之時程不長，或上下地層多少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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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行時，此種地層面切面，比較能獲得接近真實的同時間沈積地層面，這

是震測地形學使用較多之地層切面。 

(3)等距地層切面(Stratal Slice) 

對地層厚度有較大變化時，按等比例方式切出地層切面，此法雖較符

合實際之地質沈積狀況，唯其切出之厚度可能以小於震測之有效垂直解析

度，且須在深度域內進行。 

瞭解以上三種地層切面之定義與實際作法，有助於應用震測地形學技

術。 

震測地形學之主要工作流程摘要如下： 

(1)產生各種震測屬性之三維震測資料體。 

(2)截切出小範圍，猜測可能屬於同一沈積體系之次三維震測資料體。 

(3)在此次三維震測資料體進行傳統構造面解釋(手動或自動解釋)。 

(4)結合欲分析之震測屬性三維資料體與解釋成之地層面，在此地層面

上摘取並展示此種震測屬性。 

(5)經驗上建議在構造面展示之震測屬性以黑白展示並適度調整光源位

置，比較容易檢視出各種可能的沈積地形/環境。 

(6)將此展示之震測屬性在構造層面上往下或往上自由移動，一旦能檢

視出特定或可能的地質形貌(線狀、彎曲狀或其他)後，查看其(地質

形貌)各種二維剖面(屬性或振幅)上之特徵，進一步再來回驗證地質

解釋之合理性與空間分佈之關係。 

(7)如果附近有井測資料一定得用來對比/驗證。 

附錄圖-2及附錄圖-5為利用震測地形學所製作出之地質/地形形貌，

經適度的調整展示顏色尺規、光源位置，一些隱蔽的現象得以顯現。 

附錄圖-6為使用本公司查德礦區三維震測資料應用震測地形學方法亦

找出類似古河道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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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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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2 

 

 

 

 

附錄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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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4 

 

 

附錄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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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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