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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 从试井测试技术与方法、试井理论模型、试井理论模型求解技术、试井资料的分析解释方法以及

试井分析成果的应用 5 个方面概述了试井分析理论和应用的发展状况。对试井分析模型和分析方法进

行了归类 ,给出了弱非均质油藏、规律性非均质油藏和任意非均质油藏的概念范畴 ,指出了试井技术的

发展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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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utlines developments of well test analysis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well test techniques , theory model and its numerical solutions , data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as well as

analytical results. Classifies the well test analytical model and its analytical methods ; Gives the basic defini2
tions about weak inhomogeneous ,regular inhomogeneous and random reservoirs ,and points out the develop2
ing trends of well test techniq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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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试井测试技术与方法的发展

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美国已经开始研制并使用了

测量井内最高压力的仪器。到了 1933 年 ,大约已有 10

种不同类型的井下压力计付诸使用。在 1970 年以前 ,

矿场使用的几乎都是机械压力计。1975 年以后开始出

现电子压力计。1980 年开始出现了地面直读式的电子

压力计。高精度电子压力计的出现 ,使得测试方法也相

应发生了变化 ,出现了干扰试井、脉冲试井、垂向脉冲试

井技术等等。随着测试手段的提高测试分析方法也有

了新的突破 ,出现了压力导数分析方法、压力 - 压力导

数整合图版分析方法以及自动拟合分析方法等。试井

分析理论模型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2 　试井理论模型的发展

现已提出的试井解释储层模型 ,有均质地层与各种

边界条件组合的多种边界均质储层油藏模型、均质径向

复合油藏模型、多层均质油藏模型、双重介质油藏模型、

三重介质油藏模型、以及分形介质油藏和变形介质油藏

模型等 (见表 1) 。

2. 1 　试井理论模型

2. 1. 1 　均质和弱非均质油藏

2. 1. 1. 1 　无限和有限的均质各向同性油藏

对于一些均质的油藏 ,由于在形成过程中的地质成

因不同 ,因此受定压、断层、封闭等边界条件的影响而形

成了平面上存在不同性质间断的非均质油藏 ,称之为弱

非均质油藏。弱非均质油藏的实质是从微观上看油藏

是非均质的 ,但在宏观上除去边界范围的限定之外 ,整

个油藏的物理性质是均一的。在实际工程应用中 ,理想

的无限大油藏是不存在的。只要在测试资料的特征反

映中没有边界特征反映的出现 ,就可以认为被测试油藏

是无限大的 ,根据测试时间和测试地层的特征就可以推

算出探测范围的大小。

　　在研究油藏模型的早期 ,由于对油藏非均质性的认



识很少 ,所以一般在假设油藏是均质的情况下 ,提出了

各种边界油藏模型 ,如单一线性油藏模型、圆形边界油

藏模型、矩形边界油藏模型、角形边界油藏模型和“U”

形边界油藏模型等。对圆形油藏的最早研究是 Van

Everdingen 和 Hurst [2 ]给出的水入侵圆形油藏的 Laplace

空间的压力公式 ;1974 年 Hahtush[3 ]等人应用 Green 函

数法解决了带型区域边水不稳定渗流问题 ; 1967 年

Earlougher[4 ]等人第一次给出了矩形油藏的不稳定渗流

公式以及矩形油藏中的压力分布 ;无限大油藏试井理论

的半解析解最早是由 Van Everdingen 提出的 ,

表 1 　均质及非均质油藏模型综合列表

分类 试井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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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所广泛使用的理论曲线都是以 Gringarten[5 ] 和

Bourdet [6 ]的 Laplace 空间解为基础的。2001 年和 2002

年刘曰武、周蓉[7 ,8 ]利用数值方法研究了均质圆形、均质

四边形、均质三角形、均质半无限等各种边界条件下 ,定

压、封闭油藏的不稳定流动问题 ,得到了它们的井底压

力理论曲线。

2. 1. 1. 2 　双重介质各向同性油藏

1960 年 ,原苏联的 Barenblatta[9 ]首次针对裂隙油气

藏提出了双重介质的概念 ,用以描述裂缝性储集层 ,建

立了描述流体在这类储集层内渗流的双孔单渗以及双

孔双渗渗流数学模型 , 而后 Pollard、Warren[10 ]和 Odeh

等人相继研究了这种双重介质达西渗流模型。双重介

质由 2 种孔隙结构组成 :原生的粒间孔隙和由裂缝、节

理和溶孔所组成的次生孔隙 ,通常情况下 ,裂缝的截面

尺寸未能超过孔隙的尺寸 ,裂缝系统起着主要通道的作

用 ,因此 ,裂缝系统的渗透率远大于岩块系统的渗透率 ;

同时 ,由于裂缝系统所占的体积远小于岩块孔隙所占的

体积 ,因而 ,岩块的孔隙度显著地大于裂缝系统的孔隙

度。1980 年刘慈群[11 ]对双重介质非线性渗流进行了系

统的研究。1990 年、1991 年刘慈群[12 ]、杨 δ 、王晓冬对

双重孔隙介质中垂直裂缝井和水平井试井分析方法进

行了研究。

2. 1. 1. 3 　三重介质各向同性油藏

随着碳酸盐油气田的大规模开发 ,人们发现 1963

年 Warren 等提出的双重介质渗流模型与很多实际情况

不相符合 ,Closmann、刘慈群等人提出了三重介质渗流

模型的概念。三重孔隙介质模型是在双重介质基础上

将基岩岩块孔隙系统按其孔隙度和渗透性的差异分为

2 类 ,一类与裂缝的连通性较好 ,另一类较差 ,即均匀分

布具有相同性质的裂缝与 2 种渗透率和孔隙度明显不

同的分类基岩相互作用所组成的系统。早期的研究证

实了三重介质的压力曲线具有 2 个台阶的典型特征。

1991 年刘曰武[13 ]等给出了一类三重介质油藏试井物理

模型描述 ,建立了考虑井筒存储和表皮效应的数学模

型 ,通过 Laplace 变换方法求出了井底压力的拉式空间

解以及早期、中期、晚期压力表达式 ,从理论上揭示了三

重介质油藏压力导数曲线存在 2 个凹陷 ,这 2 个凹陷分

别反应了第一类孔隙介质与裂缝、第二类孔隙介质与裂

缝的窜流特征。1997 年程时清[14 ]给出了一类三重介质

油藏的有效井径数学模型 ,从而使模型的使用更方便

了。

2. 1. 2 　规律性非均质油藏

径向复合油藏。径向复合油藏是指径向上由 2 种

或 2 种以上岩石或流体物性不同的区域复合而成的储

层 ,但每一区域里的储层物性是均一的。在石油工程文

献中 ,Albert , Jaisson 和 Marion(1959)应该是首先研究复

合系统的。这方面的研究还有 Loucks 和 Guerrero

(1961) ,他们提出了积分项形式的压力分布表达式。

多层油藏。近年来的油藏开采发现很多储层都是

由 2 层或多层储层组成 ,层间常被低渗透或不渗透的岩

层隔开 ,这样的油层叫做多层油藏。关于这方面理论的

研究近年来很活跃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的代表人物有

高 承 泰[15 ]、Kuchuk、Larsen、Ehlig - Economides[16 ]、

Raghavan、Stewart、Bourdet 和 Olarewaju 等人在这方面的

研究。

分形介质油藏。分形介质储层模型是近年来才提

出的概念 ,常规的压力不稳定试井模型假定储层是均质

的 ,大量的测井和岩心资料表明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假设

不能满足。分形介质储层模型把储层考虑成同时含有

可渗透和不可渗透岩块的非均质系统 ,并假定所形成的

可渗透裂缝网具有分形结构 ,分形结构在任何长度的比

例内都可展示出非均质性。由于在任何位置 ,渗透率可

以是 0 也可以是一个固定值 ,所以渗透率的分布是双峰

的。分形介质储层模型的建立应用了分形几何学。

1990 年 Chang 和 Yortsos[17 ]首先研究了裂缝分形介质 ,

并建立了分形油藏的数学模型。Acuna 等人 1992 年应

用分形几何方法成功地研究了天然裂缝性储层的不稳

定压力动态把裂缝网格看成分形介质系统。

变形介质油藏。目前所考虑的变形介质油藏都是

按地层参数一定规律变化的油藏 ,因此也将此类油藏看

成是一种有规律的非均质油藏。当地层中的液体压力

降低时 ,岩石会发生变形而使孔隙空间减小 ,以致渗透

率减低。这种孔隙空间会发生变形的多孔介质称作变

形介质。变形介质的渗透率往往不是常数 ,而是压力的

函数。2000 年宋付权、刘慈群在假定多孔介质渗透率随

压差呈指数规律变化 ,用有限差分法求解得到了试井理

论曲线 ,并在定压生产的情况下 ,计算和分析了油井产

量变化。

2. 1. 3 　任意非均质油藏

对任意非均质油藏建立普适的数学模型的研究还

刚刚开始。Vela 和 Mckinley[18 ]研究了平面非均质对于

脉冲试井结果的影响 ,发展了有关脉冲测试井影响范围

的概念 ,在这样的范围内 ,其非均质性对脉冲试井结果

的影响是很大的。Pecher 等人研究了具有非均匀厚度

单层的层状系统对压力相应的影响。2000 年刘月田、葛

家理对各向异性圆形油藏分析了渗流的解析解。试图

发展非均质油藏分析方法的各种努力 ,几乎都是将所研

究的系统假定为几个均质系统 ,或者是特殊的有规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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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均质系统 ,从而得出其解析解或经验解 ,但是 ,使用这

些方法是有限的 ,因此 ,发展非均质油藏分析方法将是

试井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数值试井将成为其关键手

段。只有将测试资料与地质静态资料和油田动态资料

相结合 ,才能更深入了解油田开发动态 ,指导油田合理

开发 ,为试井理论的发展找到一个新的途径。

2. 1. 4 　流体非均质油藏

上述试井理论模型的研究 ,都是基于单相流体假设

基础之上 ,而实际油藏中的流体几乎都是两相或多相

的。为了提高采收率 ,技术上要求将油藏描述的更为准

确 ,这就要求对含有两相和多相流体的油藏进行研究。

试井分析技术发展到现阶段 ,对于单相渗流范畴的试井

分析已经较为容易实现 ,但对于复杂、多相的非均质油

藏的试井问题 ,目前尚无公认可行的解决办法。这些方

法中 ,从最初的衰竭式开采到现在的三次采油 ,很多方

法都在多孔介质中形成两相、三相甚至多组份的复杂流

动 ,依靠传统的达西定律 ,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显得力不

从心。这时就需要考虑研究与实际情况相符的油气储

层在非均质条件下两相流及多相流的流体和压力分布

规律就显得尤为重要。

对于均质的油水两相流 ,目前常用的分析方法是

Perrine 于 1956 年基于经验观察提出的压力方法 ,即用

总压缩系数和按饱和度加权的各相总流度代替单相流

方程中的相应系数。Martin[19 ]在 1959 年从理论上证明

了 Perrine 的方法 ,前提条件是压力、饱和度梯度可以忽

略。Al - Khalifa 等人利用压力平方法推导了油水两相

流动情况下的无穷大地层中 1 口井的点汇解。Ragha2

van 提出了溶解气驱条件下的压力恢复和压力降落试井

方法。

韩大匡等人[20 ]在 1980 年研究了非均质亲油砂岩

油层层内油水运动规律的数值模拟研究。同年陈钟祥

等人研究了双重孔隙介质中二相驱替理论。目前所研

究的模型如表 2 所示。

2. 2 　试井理论模型求解技术的发展

早期有 Puchyr[21 ]和 Levitan 等人开始用数值的方

法来研究试井问题 ,称为数值试井模拟器 ,这个时期主

要应用的是有限差分法。2001 年胡勇用交错网格建立

气水两相数值试井模型。同年刘立明建立了等效的油

水两相渗流压降数值差分试井模型。由于试井问题对

解的精度要求很高 ,而在井眼附近 ,压力梯度很大 ,要想

真实地逼近这个压力分布 ,网格需高度的细化 ;在远离

井眼的地方 ,要让网格变粗 ,以保持有较高的计算效率。

出于上面的需要 ,非结构化网格应运而生。由于非结构

化网格特别是在逼近复杂边界方面具有优异的性能 ,并

能消除网格的取向效应 ,在油藏数值模拟界引起了广

泛的关注。2001 年周蓉、刘曰武等人[7 ]利用有限元技

术成功地解决了圆形油藏中偏心井测试资料的数值试

井分析问题。

3 　试井分析方法的发展

3. 1 　试井分析方法

3. 1. 1 　常规分析方法

常规试井分析方法主要有 Horner 压降和压恢分析

表 2 　流体非均质性模型列表

分类 试井模型 基本理论方程 提出年代/ a

油水

两相

模型

忽略重力、毛管力

的油水两相不稳

定渗流数学模型

油相 ¨
KO

μO BO
¨ p = <

5
5 t

SO

BO

水相 ¨
KW

μW BW
¨ p = <

5
5 t

SW

BW

饱和度方程 SW + SO = 1

1942

1965

油气

两相

模型

油气两相不稳定

渗流数学模型

油相 ¨
Kro ( SO)

μO ( p) BO ( p)
¨ p = <

5
5 t

SO

BO

气相 ¨ C( p)
Krg ( SO)

μg ( p)
¨ p + ¨

γp Kro ( SO)

μO ( p) BO ( p)
= <

5
5 t

Sg

Bg

1956

1959

1987

1990

气水

两相

模型

裂缝性气水两相

渗流模型

控制方程 5
5 t

(φρg Sg) = div(ρg aggrad<g) +λ[βgρg ( <gm - <g) ] + Qg

5
5 t

(φρw Sw) = div(ρw awgrad<w) +λ[βwρw ( <wm - <w) ] + Qw

Sg + Sw = 1

1987

1990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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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MDH分析法 ;MBH 分析法 ; Y函数分析法 ;叠加

时间分析法等。MDH 法是由 Miller、Dyes 和 Hutchinson

等 3 个人提出来的 ,当Δtmax ν tp 时 ,Horner 压力恢复分

析公 式 即 可 转 变 为 MDH 公 式。MBH 法 是 由

Matthews、Brone 和 Hazekroek 等 3 个人提出来的 ,是计

算平均地层压力的基本方法 ,也是确定各种形状的有界

储层平均地层压力的一种方法。Y函数分析法也称为

一阶压力导数方法 ,可用于压降资料的处理与分析。叠

加时间函数法又称为广义的 Horner 法 ,是目前几乎所

有试井解释软件中都采用的传统分析方法 ,适合分析多

个流动期数据和变流量资料的数据 ,又能分析 2 个流动

期的压力恢复和单个流动期的压力下降资料 ,所以这种

方法可以代表整个不稳定压力分析的常规分析法。

3. 1. 2 　现代试井分析方法

现代试井分析方法主要分为 4 类 ,即图版拟合法

(包括压力图版拟合法和压力 - 压力导数图版拟合法) 、

自动拟合分析方法、特征点分析拟合方法、自由理论曲

线分析拟合方法。自动化拟合方法是指选定模型后 ,计

算机可以自动计算一条与实测曲线拟合较好的理论曲

线。但并非每一个模型都有很好的自动拟合结果 ,完全

靠计算机自动拟合会产生错误结果 ,同时又由于自动拟

合方法的不完善性会得不到任何结果 ,因此 ,后来发展

了特征点分析拟合方法和自由理论曲线分析拟合方法。

特征点分析拟合方法是指在计算机屏幕的理论曲线上

标注模型的特征点 ,拖动特征点改变理论曲线形状 ,使

之与实测曲线有一个好的拟合。其优点在于一定程度

地提高了分析拟合的方便程度 ,缺点是对应参数表述不

明确。自由理论曲线分析拟合方法是指选定模型中的

任意参数 ,则屏幕上即可显示该参数对理论曲线的影响

方向 ,根据实测曲线的特征移动鼠标就可以实时改变曲

线的形状并同时显示参数改变值的大小 ,极大提高了拟

合的方便程度 ,增强了试井解释的直观化程度。

现代试井分析方法的特点是由于考虑了井筒存储

和井壁污染对压力动态的影响 ,确立了早期资料的解释

方法 ,在过去认为不能利用的早期数据中获得了很多有

用的信息 ;完善了常规试井分析方法 ,给出了半对数直

线段开始的大致时间 ,提高了半对数曲线分析的可靠

性 ;通过实测压力数据曲线和理论图版中的无因次压力

和无因次时间曲线的拟合 ,可以对油藏参数进行局部或

全面的定量分析 ,并能获取常规分析方法中无法获取的

一些参数值 ;利用导数曲线可以识别不同的油藏模型 ,

对有目的分析提供了依据 ,同时也提高了分析精度 ;整

个解释过程是一个“边解释边检验”的过程 ,几乎对每一

个流动阶段的识别以及每个参数的计算 ,都可以从 2 种

不同的途径来获取 ,然后进行结果比较 ;对最后的解释

结果进行模拟检验和历史拟合 ,因此 ,提高了解释结果

的可靠性和正确性。各种试井分析方法如表 3 所示。

3. 2 　试井分析成果的应用与发展

(1) 推算地层能量。对于探井 ,推算出地层的原始

能量 ,即原始地层压力的大小 ;对于开发井 ,推算出目前

地层的平均能量 ,即目前地层平均压力的大小。

(2) 确定地下流体的流动能力。即地层流动系数

Kh/ u、产能系数 Kh、地层平均渗透率 K 的大小。

(3) 判断措施井的选井。通过试井资料分析 ,确定

地层污染系数/ 表皮系数的大小 ,判断井的完善程度 ,根

据污染系数的大小决定是否采取酸化、压裂等激励措

施。

(4) 判断措施效果。通过措施前后的测试资料分

析成果 ,确定措施是否有效。对于酸化井主要判断表皮

系数是否减小。对于压裂井除了判断表皮系数的大小

外 ,还要检查是否出现压裂井的特征 ,并通过产注量进

行辅助识别。

(5) 判断完井效果。通过表皮系数的大小或堵塞

系数的大小判断井的完善程度。

(6) 推算探测范围和估算单井控制储量。根据测

试压力历史资料和分析所得的地层参数推算探测范围

的大小 ,结合地质静态资料估算单井控制储量和生产能

力。

(7) 判断边界性质、距离、形状和方位等。根据测

试资料的特征反映判读边界性质 ,由曲线拟合分析得到

各边界的距离 ,通过地质资料和其它井的测试分析资料

得到边界的形状和方位。

(8) 判断井间连通情况。井间是否连通、连通厚度

是多少、连通渗透率大小等。

(9) 判断地层的方向性发育情况。根据测试资料

特征和地质资料 ,判定是否有地层的方向性发育情况 ,

为注水方案的设计和调整提供可靠依据。

(10) 对于低渗油藏 ,可以确定启动压力梯度大小 ,

确定合理生产制度。

(11) 对于稠油热采油藏 ,可以判定地下流体的非

牛顿流幂律指数 ,判定热采有效范围的大小。对于聚合

物驱油藏 ,可以判定聚合物驱替的区域变化。

(12) 更进一步发展的数值试井理论 ,将可能得到

地层压力分布 ,地层流体的分布等有关油藏描述的更详

细的信息。

总的来讲 ,试井理论的应用向这 2 个方向发展 ,一

是油田开发的上游———地质方向发展 ,将成为油藏精细

描述的辅助手段 ;二是向油田开发的下游———采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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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试井分析方法发展综合列表

分类 分析方法名称 该方法的主要理论 提出年代/ a

常

规

试

井

分

析

方

法

MDH方法

该方法是计算平均地层压力的基本方法

pave (ΔtDA) = pws +
mpD (ΔtDA)

111513

1950

Horner 分析方法

生产了 tp 时间后关井 ,关井时间为Δt ,则在Δt 时刻的压降 pi - pws

为等于以产量 Q 生产 tp + 1 +Δt 时间引起的压降加上以产量 - Q 生

产Δt 时间引起的压降

pws = pi - mlog
tp +Δt

Δt

1951

MBH方法

该方法是计算平均地层压力的基本方法 ,也是确定各种形状的有界储

层平均地层压力的一种方法

pave (ΔtDA) = p 3 -
mpD (ΔtpDA)

213026

1955

现

代

试

井

分

析

方

法

压力拟合

分析方法

通过实测压力数据曲线和理论图版中的无因次压力和无因次时间曲

线的拟合 ,可以对油藏参数进行局部或全面的定量分析 ,并能获取常

规分析方法中无法获取的一些参数值

1974

压力 - 压力

导数拟合方法

提出了利用导数曲线可以识别不同的油藏模型 ,对有目的分析提供了

依据 ,同时也提高了分析精度
1983

自动拟合

分析方法

解释过程是一个“边解释边检验”的过程 ,几乎对每一个流动阶段的识

别以及每个参数的计算 ,都可以从两种不同的途径来获取 ,然后进行

结果比较

1991

特征点分析

拟合方法

在计算机屏幕的理论曲线上标注模型的特征点 ,拖动特征点改变理论

曲线形状 ,使之与实测曲线有一个好的拟合
1995

自由理论曲线

分析拟合方法

选定模型中的任意参数 ,则屏幕上即可显示该参数对理论曲线的影响

方向 ,根据实测曲线的特征移动鼠标就可以实时改变曲线的形状并同

时显示参数改变值的大小

2002

方向发展 ,为油田开发的采油方案调整提供更详细的动

态信息 ,辅助与开发方案的进一步调整。

4 　结　论

非均质试井分析方法研究的发展趋势是从单相流

的研究向两相流、多相流的研究方向发展 ;对储层的描

述也由假设储层是均质的向更附合实际的非均质性发

展 ;在研究手段和方法上 ,也由最初的解析方法 ,发展到

现在的数值试井。数值试井方法从最初的单纯的有限

差分方法 ,发展到针对具体的模型和边界条件 ,选择不

同的数值模拟方法 ,如有限元法、有限体积方法、离散元

方法等 ;试井分析技术逐步从常规分析发展到自动拟合

技术以及特征点方法和自由曲线拟合分析方法。对于

更接近实际的复杂形状的多相流试井问题 ,还需要进一

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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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采油一队 2002 年开发综合曲线

313 压裂改造

应用监测资料补孔压裂 4 口井 ,累计增油 283 t。

对于已动用的高饱和度层 ,配套应用采出剖面等监测资

料进行再次压裂改造 ,应用监测资料普通压裂 5 口井 ,

累计增油 305 t。

314 指导编制调剖方案

通过对东一区 4 口井的碳氧比、6 口井的产液剖面

和 4 口井的注水剖面对比分析 ,总结出东一区 3 个小层

平面水洗的特点 ,是孔隙度高、渗透性强、饱和度低 ;产

液剖面上表现为高产液、高含水。根据这一特点 ,该区

针对 3 个小层发育的井采取了分调工艺 ,调剖后见到了

明显地调剖效果 ,日产液下降 ,日产油上升 ,综合含水下

降。

4 　结　论

剩余油的分布受地质条件和开采井网等诸多因素

的影响 ,而且不同储层中剩余油潜力的分布特点及富集

程度不同 ,必须因井制宜、因层制宜确定调整挖潜措施。

扶余油田在精细地质研究的基础上 ,以注水为中心 ,以

储层改造为手段 ,通过地质与工艺的密切配合 ,可以探

索出改善开发效果的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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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现从事套管井测井解释。(地址 :陕西西安

市高陵泾河工业园泾渭东路方元大厦　邮编 :

710201 　电话 :029 - 86029717)

王金钟　1982 年毕业于华东石油学院测井专业 ,现任大

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测试技术服务分公司总

工程师。(地址 :黑龙江大庆市红岗区红卫村

　邮编 :163412 　电话 :0459 - 4898038)

郑希科　高级工程师 ,1963 年生。1985 年 7 月毕业于

长春地质学院地质专业。现从事测井解释方

法研究。(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西

柳街 4 号生产测井研究所 　邮编 :163453 　电

话 :0459 - 5592202)

钟兴福　高级工程师 ,1967 年生。1988 年毕业于大庆

石油学院测井专业。从事生产测井研究。(地

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丰收村测试技术服务分公

司计算站 　邮编 : 163153 　电话 : 0459 -

5821715)

张耀文　工程师 ,1966 年生。1992 年毕业于大庆石油

学院石油地质专业。现从事注入剖面测井的

研究工作。(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

西柳街 4 号生产测井研究所 　邮编 :163453 　

电话 :0459 - 5592495 　电子邮件 :zhangyw @

cjs. dq. cnpc. com. cn)

胡金海　高级工程师 ,1966 年生。勘探地球物理专业。

(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丰收三村测

试技术服务分公司三采实验室 　邮编 :163153

　电话 :0459 - 5820716 　E - mail :hujinhai0586

@sina. com)

张同义　高级工程师 ,1966 年生 ,2000 年 5 月石油大学

(北京)博士毕业生 ,现在清华大学核物理研究

院读博士后。(地址 :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

区西柳街 4 号生产测井研究所 　邮编 :163453

　电话 :0459 - 5592302)

刘曰武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博士生。目

前从事油藏测试评价和水文地质分析。(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西路 15 号 　电话 :

010 - 62615528)

梁军彬　工程师 ,1968 年生。1991 年毕业于石油大学

(华东)勘探系矿场地球物理专业。长期从事

油田动态监测技术应用及研究。现为青岛海

洋大学在读硕士。(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胜利

油田有限公司胜利采油厂 　邮编 :257051 　电

话 :0546 - 8776641 )

周恒涛　经济师。吉林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现任中

国石油股份有限公司吉林油田分公司采油三

厂厂长。(地址 :吉林省松原市吉林油田分公

司采油三厂　邮编 :138000)

·49· 测 　井 　技 　术 　　　　　　　　　　　　　　　　　　　　2004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