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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陆地卫星 D<Ja# 图像对松辽盆地西部斜坡区进行稠油探测)图像增强方法有主成分分析*波段比

值和假彩色合成等' 主成分因子 !)*)%)4A;=*!!)*)%)4 主成分分析的第 * 主成分")!)*)4)#A;=*)()*)4)#A;=* 和

*)%)4)#A;=% 与波段比值 *Y!)%Y*)#Y4 和!%Y*" !̂(Y*"等用于假彩色合成)在合成影像上圈定烃渗漏蚀变区域' 结

果表明烃渗漏蚀变区域与地质背景密切相关)与下伏油藏的分布大致相符'

关键词!!稠油)烃渗漏)D<Ja#)主成分分析!;=3")波段比值)假彩色合成!4=="

中图分类号!+56#'Y6&!)N!*+++文献标识码!!3

!+引+言

稠油又称重质油)是含有数量较多的环烷烃*

高分 子 烃 和 杂 原 子 化 合 物 ! 5HFF?@89: 3;<@;)

!')%"' 中国重质油资源较为丰富)已在 !4 个大中

型含油气盆地和地区发现)松辽盆地西部斜坡区有

!"" 余口探井发现了稠油油藏或稠油显示!冯子辉)

(""*"' 松辽盆地是中国东北部最大的沉积盆地)

总面积 (&""""OM

(

' 从中央凹陷向西部斜坡区)伴

随着地层的抬升)盆地油藏埋深逐渐变浅)稠油和

油砂分布增多'

原油稠变过程中的轻烃逃逸现象可以形成显著的

烃渗漏现象)烃类物质微渗漏是指由油气圈闭内的伴

有,S

(

和惰性气体的甲烷等轻烃类物质穿透上覆致密

岩层渗漏到地表' 在渗漏沿途形成了一个化学还原岩

柱)地表的岩石蚀变与矿化是烃类物质渗漏在地表的

地球化学响应!V?9?_89 12!3#) !'#'"' 岩石和矿物蚀

变会在遥感图像上呈现出斑状*雾状*环形或圆形的晕

状色调异常)是有利的遥感探油标志' 目前遥感探测

较常用的烃渗漏蚀变类型主要有红层褪色*亚铁富集*

黏土和碳酸盐矿物蚀变等!18=H9F) !'''# X<M;H:8$BH<\?

12!3#) (""(8"'

利用陆地卫星 57YZ57a数据进行地表烃渗

漏蚀变的探测在国内外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使用的

图像处理方法主要有主成分分析*比值和假彩色合

成等' 例如)589I;F@89H和 7??>;!(""""使用 57数

据的 !)%)4)# 主成分提取羟基和碳酸盐岩)而 !)*)

%) 4 主 成 分 用 于 铁 氧 化 物 增 强# X<M;H:8$dH<\?

!(""("基于 Z57a& 个波段的主成分分析探测黏

土和含铁矿物的分布#57波段比值也经常用于提

取亚铁富集区 !X<M;H:8$BH<\?12!3#) !'''# (""(8#

(""(="*红层褪色*黏土和含铁矿物 !389I89:

VH9I) ("""# 7;;>12!3#) (""("'

为了增强地表烃渗漏蚀变在遥感影像上的显

示)本文对松辽盆地西部斜坡区的 * 幅不同范围的

Z57a# 图像进行了多种组合的主成分分析)提出

了适用于研究区域的最佳主成分因子' 主成分因

子与比值因子组合用于假彩色显示)根据各种烃渗

漏蚀变在主成分因子与比值因子图像上的色调特

征以及已有钻井周边影像综合显示)在整个研究区

域上圈定烃渗漏蚀变区域)最后结合已有的地面资

料进行讨论分析'

(+研究区域和 Z57a# 数据

本次研究区域位于松辽盆地西部斜坡区)该区

是盆地中浅层的一级构造单元!图 !! ="")整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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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区域性东倾大单斜)白垩系地层自东向西逐

层超覆)总厚度约 !"""(!4"" M)地层倾角小于 !j)

且彼此平行整合接触)构造平缓)断裂不发育)有利

于形成地层超覆油气藏 !王志武等) !''*"' 研究

区域内分布最广的植被为草地)图 !!G")! :")!;"

为实地拍摄的照片'

图 !+研究区域概况

!&" 松辽盆地地理分布# ! :" 松辽盆地一级构造图)* 个矩形区域表示用于增强处理的 * 幅图像范围#

!7" 点 7的实地照片#! 5" 点 5 的实地照片# !*" 点 *的实地照片

4/01!+<9*0*%*$&'./,#&,/"% "(,9*.,#5I &$*&

!&" ,9*'"7&,/"% "(-"%0'/&" :&./%#

! :" ,9*,*7,"%/7#%/,.+&8 "(-"%0'/&" :&./%1$*7,&%0'*./%5/7&,*,9**C,*%,."(,9$**.#:A.7*%*.#

!7" 89","0$&89I "(./,*7# ! 5" 89","0$&89I "(./,*5# !*" 89","0$&89I "(./,**

++西部斜坡区是重油勘探的有利远景区!UHD 89:

QD) !'''"' 白垩纪地层是松辽盆地最重要的含油

气地层之一)表 ! 列出了松辽盆地早白垩纪的含油

组合!王志武等) !''*"'

研究使用的 Z57a# 影像为 (""!$!"$"4 !("Y"(#

和 !("Y"() 的拼合影像)图像获取的时间为秋季)在

这个时节)研究区域的草原开始枯萎)植被覆盖率降

低)但是尚未开始冰冻期)地表裸露状况较好' 研究

区域面积为 !%"OMT!&"OM)左上角地理坐标 0`

%44""")2 4̀(4%""")右下角坐标 0 4̀'4""")2`

4"'%"""' 为了检验研究中使用的图像处理方法在不

同尺度的空间范围内的适用性)如图 !!=")我们对两

个具有重油勘探基础的地区单独进行了图像处理&

!*扎赉特旗)位于整个研究区域西南部)面积 %"OMT

&"OM)在该区的嫩江组 ! 段地层!.!9!"中探测发现

油砂#(*富拉尔基)位于整个研究区域东北部)面积

%"OMT%4OM)富拉尔基是西部斜坡区稠油的有利勘

探区之一!王志武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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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松辽盆地早白垩系地层和油气组合

+,-./$!G21,2391,?03=,:;1/</147312,-./76C,1.L

F1/2,=/75<3:G7:9.3,7 -,<3:

年代 组 段 储油层

早

白

垩

系

!.!"

嫩江组

!.!9"

姚家组

!.!C"

青山口组

!.!m9"

.!94

.!9%

.!9*

.!9(

.!9!

.!C*

.!C(

.!C!

.!m9*

.!m9(

.!m9!

黑帝庙油层

萨尔图油层

葡萄花油层

高台子油层

*+图像处理

通过主成分分析获得适用于西部斜坡区的特

征主成分)结合特定的波段比值来共同增强烃渗漏

蚀变引起的地物波谱特征)通过假彩色合成综合了

多种烃渗漏蚀变信息)使得特征晕状更加清晰'

%#$!主成分分析

主成分分析通过多光谱空间中向量的旋转)增

强特定波段的光谱信息)从而增强特定地物' 根据

参与主成分分析的波段数)可以分为所有波段参与

的标准主成分分析和特定波段参与的选择主成分

分 析 ! ,>?F@8 89: 7??>;) !')'# 589I;F@89H89:

7??>;) ("""")( 种主成分分析可以根据特征向量

矩阵和地物的光谱特征预测目标像元的明暗状况'

表 ( 列出了由烃渗漏所引起的地面蚀变矿物

在 Z57a# 可见光波段!波段 !)*"及近红外和中红

外波段 !波段 %) 4) # " 上的波谱特征' K?DI\<H9

!!''!"指出)当输入波段减少到可以避开某些光谱

对比时)通过某一特定的 6,来增强某一特定矿物

类别的几率就会提高' 本次研究从 Z57 a & 个

*"M空间分辨率中选取波段组合进行选择主成分

分析)根据每个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向量矩阵)参照

烃渗漏蚀变矿物的波谱特征!表 ("选择增强效果最

好的主成分' 分析结果表明)对于整个研究区域以

及 ( 个重点勘探区!扎赉特和富拉尔基")% 个波段

组合的 !)*)%)4#!)*)4)##()*)4)# 和 *)%)4)# 主成

分分析对于烃渗漏蚀变矿物的增强效果较好'

表 "!烃渗漏蚀变矿物在 C+\ ha 波段上的波谱特征

+,-./"! G?/=21,.=0,1,=2/13<23=<760L;17=,1-7:

./,_,9/3:;5=/;>3:/1,.<7:C+\ ha -,:;<

波段 ! 波段 * 波段 % 波段 4 波段 #

亚铁 反射 反射 吸收 反射 吸收

红层褪色 反射 反射 吸收

黏土和碳酸盐矿物 反射 吸收

表 %!C+\ ha 影像 $%%%K%J 主成分分析第 % 主成分

#$%%%K%J@YF%$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C39/:4/271.7,;3:9<,:;/39/:4,.5/<

7620/2031;?13:=3?,.=7>?7:/:2<617>

$%%%K%J #$%%%K%J@YF%$ 76C+\ ha 3>,9/

!)*)%)4 6̂,* 整个区域 扎赉特 富拉尔基

Z57a! "̂N*4* "̂N(%# "̂N%")

Z57a* "̂N!)! "̂N!&' "̂N*)"

Z57a% "N)&) "N)%' "N)"4

Z57a4 "̂N('' "̂N%*4 "̂N!')

特征值 %!N(#' !'N&4( *)N#"&

信息量Y[ %N"*& *N*"' 4N&4"

由表 ( 和表 * 可知)!)*)%)4$6,* !!)*)%)4 主

成分分析的第 * 主成分"对亚铁矿物和红层褪色有

较强的增强' 表 ( 显示亚铁矿物和红层褪色在波

段 !)*)4 上表现为很强的反射)而在波段 % 上表现

为吸收' 表 * 列出了整个研究区域*扎赉特和富拉

尔基 * 幅图像的 !)*)%)4$6,* 的特征向量' * 个特

征向量不论在数值和符号上很相似&在波段 !)*)4

上表现为负值)在波段 % 上表现为很高的正值)这

就意味着亚铁矿物和红层褪色明显的区域在该因

子图像上表现为低值像元'

从表 % 中可以看出)!)*)4)#$6,* 和 ()*)4)#$

6,* 在波段 4 上的负值和在波段 # 上的正值的绝对

值较大)结合羟基矿物在这两个波段上的波谱特征

!表 (")羟基矿物富集的区域在这两个因子图像上

均表现为低值像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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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K!C+\ ha 影像 $%%%J%a 波段和 "%%%J%a 波段主成分

分析的第 % 主成分#$%%%J%a@YF% 和 "%%%J%a@YF%$

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K! C39/:4/271.7,;3:9<,:;/39/:4,.5/<7620/

2031;?13:=3?,.=7>?7:/:2<617> $%%%J%a ,:;"%%%J%a

#$%%%J%a@YF% ,:;"%%%J%a@YF%$ 76C+\ ha 3>,9/

整个区域 扎赉特 富拉尔基

!)*)4)#$6,*

Z57a! "N!&% "N!4% "N(#4

Z57a* "̂N()* "̂N"'& "̂N(#(

Z57a4 "̂N4)4 "̂N&#' "̂N44%

Z57a# "N#%( "N#!( "N#*#

特征值 ('N&%4 !'N*"4 (%N!#'

信息量Y[ (N*!% %N4') (N'"#

()*)4)#$6,*

Z57a( "N"&# "N!"& "N!%#

Z57a* "̂N("" "̂N"#% "̂N(!(

Z57a4 "̂N&(( "̂N&'" "̂N4'*

Z57a# "N#4% "N#!( "N#&*

特征值 ()N)*! !'N!"* ((N)"4

信息量Y[ (N("" %N%*) (N&#(

尽管在已有的很多研究中报道 !)%)4)# 主成分对

羟基矿物有较好的增强作用 !X>E) !''(# 5\>8F\;>

12!3#) !''&# 589I;F@89H89: 7??>;) ("""# .8>HDOH12!3#)

(""%")但是从表 %和表 4可知)相对于 !)*)4)#$6,* 和

()*)4)#$6,*)!)%)4)#$6,%在波段 4和 #上的绝对值较

小)增强效果并不明显)所以本次研究没有使用 !)%)4)

#$6,%增强羟基矿物'

表 J!C+\ ha 影像 $%K%J%a 波段主成分分析的

第 K 主成分#$%K%J%a@YFK$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J! C39/:4/271.7,;3:9<,:;/39/:4,.5/<

7620/67120?13:=3?,.=7>?7:/:2<617> $%K%J%a

#$%K%J%a@YFK$ 76C+\ ha 3>,9/

!)%)4)#$6,% 整个区域 扎赉特 富拉尔基

Z57a! "̂N*%' "̂N(() "̂N(()

Z57a% "N%!" "N&!) "N&!)

Z57a4 "̂N&*" "̂N4)& "̂N4)&

Z57a# "N44' "N%#( "N%#(

特征值 'N'!' %N&(% %N&(%

信息量Y[ "N&'! "N'#4 "N'#4

++表 & 显示了 *)%)4)#$6,% 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虽然该主成分因子只占有了约 ![的信息量)但它不但

能够增强黏土和碳酸盐矿物!羟基矿物")而且对亚铁

矿物和红层褪色也有增强作用&由于波段 4 的较低的

负值和波段 #的正值)羟基矿物区域表现为低值像元)

同时由于波段 * 的负值和波段 % 的正值)亚铁和红层

褪色区域也显示为低值像元)所以烃渗漏蚀变区域在

该因子图像上突出显示为暗色调'

表 H!C+\ ha 影像 %%K%J%a 波段主成分分析的第

K 主成分#%%K%J%a@YFK$的特征向量和特征值

+,-./H! C39/:4/271.7,;3:9<,:;/39/:4,.5/<

7620/67120?13:=3?,.=7>?7:/:2<617> %%K%J%a

#%%K%J%a@YFK$ 76C+\ ha 3>,9/

*)%)4)#$6,% 整个区域 扎赉特 富拉尔基

Z57a* "̂N*#& "̂N*!( "̂N*&4

Z57a% "N4!) "N4&* "N%4#

Z57a4 "̂N44& "̂N&"* "̂N4&!

Z57a# "N4*" "N%#! "N4)&

特征值 !"N"&# %N!%# )N'''

信息量Y[ "N#!& "N)&! "N'*!

%N"!波段比值

特定波段的比值可以增强特定地物)比如)标准

化植被指数 UVWR用于提取植被覆盖区域' 根据烃

渗漏蚀变矿物的波谱特征!表 (")采用了经常用于矿

物 勘 探 的 波 段 比 值& *Y!) %Y*) #Y4) (Y* 和

!%Y*" !̂(Y*"!X<M;H:8$BH<\?12!3#) !'''# 589I;F@89H

89: 7??>;) ("""# 7;;>12!3#) (""(# .8>HDOH12!3#)

(""%#k\89I12!3#)(""#)(""' ")见表 #'

表 a!波段比值和烃渗漏蚀变矿物的反映

+,-./a!b,:;1,237<,:;1/<?7:</<760L;17=,1-7:

./,_,9/3:;5=/;>3:/1,.,<</>-.,9/

比值 烃渗漏蚀变矿物的反映

* Y! 红层褪色以低值显示

# Y4 黏土和碳酸盐矿物以低值显示

% Y* 和!% Y*" !̂( Y*" 亚铁矿物以低值显示

%N%!假彩色合成

由于人眼对于色调比灰度敏感得多)所以由主

成分因子和波段比值合成的假彩色图像可以更加

显著地显示色调变化!X<M;H:8$BH<\?) (""("' 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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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所选取的主成分因子和波段比值)对扎赉特和

富拉尔基的多种假彩色图像进行对比分析)选取在

已有钻井周边区域有较明显的色调和纹理特征的

假彩色图像)对整个研究区域进行相同的假彩色合

成)寻找色调和纹理特征显示类似的区域)这些区

域就是可能的烃渗漏异常区域'

%+解译和结果

烃渗漏所引起的地表蚀变矿物在主成分因子

和比值图像上表现为低值像元)在色调上显示为暗

色调)它们在 A/-合成影像上的色调特征为暗色'

已有钻井周边的影像特征可以为烃渗漏异常特征

在 A)/)-假彩色合成影像上的确定提供参考' 假

彩色合成解译显示 * 个组合$!)*)%)4$6,* !A")!)

*)4)#$6,* !/"和 *Y! !-"%#$!)*)4)#$6,* !A")

()*) 4) #$6,* !/" 和 #Y4 !-"%# $ !) *) %) 4$6,*

!A")!)*)4)#$6,* !/"和 *)%)4)#$6,% !-"%对于

扎赉特*富拉尔基和整个区域的烃渗漏异常有较好

的表现' 扎赉特地区的另外一个组合为$!)*)4)#$

6,* !A") *) %) 4) #$6,% !/" 和 ! %Y* " ^! (Y* "

!-"%)富拉尔基和整个区域的相应组合为$!)*)4)

# 6̂,* !A")*)%)4)#$6,% !/"和!%Y*" !-"%)见

表 )' 这表明本研究所得到的主成分因子和波段比

值图像在西部斜坡区适用于多级空间尺度'

表 Z!用于圈定烃渗漏蚀变的假彩色组合

+,-./Z!D,.</=7.71=7>?7<3237:<27 3;/:236L

0L;17=,1-7:@3:;5=/;,:7>,.3/<

区域 假彩色组合

三个区域

!)*)%)4$6,*!A"#!)*)4)#$6,*!/"#*Y!!-"

!)*)4)#$6,*!A"#()*)4)#$6,*!/"##Y4!-"

!)*)%)4$6,*!A"#!)*)4)#$6,*!/"#*)%)4)# 6̂,%!-"

扎赉特 !)*)4)#$6,*!A"#*)%)4)#$6,%!/"#!%Y*" !̂(Y*"!-"

富拉尔基 !)*)4)#$6,*!A"#*)%)4)#$6,%!/"#!%Y*"!-"

整个研究

区域
!)*)4)#$6,*!A"#*)%)4)#$6,%!/"#!%Y*"!-"

以$!)*)%)4$6,* !A"#!)*)4)#$6,* !/"和 *Y!

!-"%假彩色合成影像!图 ("为例' 图 (中烃渗漏异常

区显示出墨绿色的晕状特征)根据该影像特征圈定的

烃渗漏异常区的走向与地层走向基本保持一致'

图 (+!)*)%)4A;=*!)"#!)*)4)#A;=*!K"#

*Y!!F"假彩色影像

白色点位为已有钻井)黄色多边形是圈定的

异常区域)黑框为扎赉特和富拉尔基的区域范围

4/01(+ 4&'.*7"'"$7"+8"./,/"% "(!)*)%)4A;=* !)"#

!)*)4)#A;=* !K"# *Y! !F"

,9*B9/,*5",./%5/7&,*,9**C/.,*5 B*''.) I*''"B

8"'I0"%.&$*,9*$*7"0%/M*5 &%"+&'"#.&$*&.&%5 ,9*

,B" :'&7G 8"'I0"%.&$*,9*&$*&."(H9&'&/,*&%5 4#'&.*$O/

4+讨+论

JN$!异常与地质背景分析

++扎赉特发现的油砂储存于嫩 !段!.!9!"的萨尔图

油层' 嫩江组是晚白垩纪的湖相沉积)白垩纪沉积在

西部斜坡区从东至西层层超覆减薄直至尖灭)有利于

形成地层超覆油气藏' 从图 * 可看出)位于扎赉特的

靠近盆地边界内缘异常区被第三纪和第四纪沉积覆

盖)出露岩层年代主要为侏罗纪时期)并且伴随着大面

积的花岗岩侵入'

研究区域西部的地质图!图 *!G""显示该区的

主要沉积为第四纪' 嫩江自北向南穿越了整个研

究区域)除了最北的异常区)几乎异常区域处于 l\

!l\

8<

)l\

!8<

和 l\

(8<

"沉积)属于全新世河漫滩沉积)

地面覆盖多为草原和农田' 图 ! !G"和! :"是现场

拍摄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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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异常区域的地面资料分析

!&" 图 *! :"和图 *!7"在研究区域上的分布范围#! :" 扎赉特地区的地质图与异常圈定和盆地边界叠合#

!7" 研究区域西部地区的地质图和异常圈定*一级构造线*地层剖面叠合#

! 5" 经过井 !A!)!A()!A*)!A%)!A4)!A&)!A#)!A) 和 !A' 的剖面 FFU示意图# !*" 经过井 !A!")!A!! 和 !A!( 的剖面 33U示意图

4/01*+4/*'5 6&'/5&,/"% "(,9*/5*%,/(/*5 &%"+&'/*.

!&" ,9*'"7&,/"% "(,9*0*"'"0/7&'+&8 : &%5 */% ,9*.,#5I &$*&#

! :" ,9*0*"'"0/7&'+&8 "(,9*.#:A.7*%*"(H9&'&/,*"6*$'&/5 :I ,9*:"#%5&$I 8"'I0"% "(&%"+&'I &%5 :&./% :"#%5&$I#

!7" ,9*0*"'"0/7&'+&8 "(,9**&.,8&$,"(,9*.,#5I &$*&"6*$'&/5 :I ,9*:"#%5&$I 8"'I0"%."(&%"+&/'*.)

(/$.,A7'&..,*7,"%/7#%/,&%5 .,$&,&8$"(/'*$"#,*.#

! 5" ,9*.,$&,&8$"(/'*FFU7$"../%0 ,9*B*''!A!) !A() !A*) !A%) !A4) !A&) !A#) !A) &%5 !A'#

!*" ,9*.,$&,&8$"(/'*33U7$"../%0 ,9*B*''!A!") !A!! &%5 !A!(



章桂芳等&松辽盆地西部斜坡区烃渗漏蚀变信息遥感探测 ***++

++地表的异常指示的是油气运输路径的终点)运

输路径可能是一条垂直的短距离路径)也可能是一

条长距离路径的一个分支 !5\>8F\;>12!3#) !''&"'

研究表明烃类运输的路径在没有断裂系统控制或

者其他可能路径的情况下往往是垂直的!78@@\;JF)

!')&# X>E) !''(# .<DFM89 89: 18;;:) !''&"' 如果

有侧支或者另外可选的路径)异常可能并不是垂直

位于油藏的上方)从而使得解译工作变得更加困

难' 在研究区域有两条大断裂)一条是大型隐伏正

断裂滨州断裂)走向 U3)全长 *'"OM)另一条是 UZ

走向)绵延 ('"OM的富裕(泰来断裂' 在断裂经过

的区域!例如)最北的异常圈定区")烃类运移会受

到影响)需要更多的研究进行详细的分析' 在其他

区域)由于断裂系统的缺失以及平坦的地形)烃类

物质通过微断裂系统和岩石孔隙运移)地表异常可

以直接指示下伏油藏'

JN"!异常与地层剖面分析

高台子油层和萨尔图油层是西部斜坡区最重

要的含油层' 如表 !)高台子油层属于青山口组)萨

尔图油层属于嫩 ! 段!.!9!")姚 ( 段!.!C("和姚 *

段!.!C*"属于晚白垩纪的湖相沉积' 剖面 XXq和

剖面 --q是已有的 ( 条经过圈定的异常区域的地层

剖面!图 *!G""'

剖面 XXq穿过井 n$!")n$!! 和 n$!(!图 *!:""#萨

二和萨三平行不整合于高台子油层上)从东至西逐渐

变薄' 含油砂岩的埋藏从 *'"(%#"M)厚度约为

!"M' 这与该区的钻井在 %""M左右钻遇含油砂岩层

的情况相符' 该剖面表明高台子组是稠油的有利储

层' 从遥感解译的情况来看!图 *!G"")远景区位于

井 n$!" 和 n$!! 之间)呈 UU3向分布)事实上)井 n$!!

是一口重油生产井' 井 n$!! 以西地区)地面异常的

水平分布与剖面中含油砂岩的分布一致)但是对于 n$

!! 以东地区)虽然剖面中分布有含油砂岩)对应的地

面却没有烃渗漏异常显示' 原因可能是东倾的斜坡

为油气运移提供了从东向西的通道)从而使得地表异

常相对于下伏油藏向西偏移'

剖面 --q!图 *!:""经过 ' 口井!n$!)n$()n$*)n$

%)n$4)n$&)n$#)n$) 和 n$'")穿越了富拉尔基南部区

域的一块异常圈定区' 从剖面上可以看出)萨二和

萨三均有含油层分布)并且间有含水层' 在萨零和

萨一则有一些含气层和干层' 井 n$!)n$( 和 n$' 并

没有钻遇油层)井 n$* 和 n$) 之间的含油层并不是连

续的)夹有含水层' 异常区域主要分布在井 n$& 和

n$# 之间)区域范围比剖面所显示的含油层的延续

范围小' 由于井 n$* 和 n$% 之间的区域是富拉尔基

城区)极大地影响了烃渗漏异常信息显示和探测'

另外)干层和含水层也有可能对烃类运移产生干

扰)从而影响烃渗漏信息的地面显示'

&+结+论

本文提出了适用于西部斜坡区 Z57a遥感影

像烃渗漏蚀变提取特征因子&!)*)%)4$6,*#!)*)4)

#$6,*#()*)4)#$6,*#*)%)4)#$6,%)*Y!)%Y*)#Y4 和

!%Y*" !̂(Y*"#图像解译所圈定的烃渗漏异常大部

分位于 l\ 沉积)异常区域方向与地层走向基本保

持一致#在地物干扰较少的区域)地面异常的水平

分布与剖面中含油砂岩的分布大致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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