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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是一部全面介绍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测井施工与研究的工程技术专著，汇集了科
钻一井的各种测井数据、资料，展示了我国在变质岩测井领域的****和成果。全书内容
包括该孔钻遇的各类变质岩的测井响应特征分析、变质岩岩性识别和重构、利用成像测
井资料实现岩心定深、定向归位、成像测井地质分析、岩石各向异性及地应力分析和利
用测井资料标定变质岩地区地震反射剖面性质等方面的理论、方法技术和成果。
  本书可作为从事科学钻探工程及各类资源钻探测井工程技术的人员和在校大学生、研
究生的参考书。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全面介绍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科钻一井）测井施
工与研究的工程技术专著，汇集了科钻一井的各种测井数据、资料，展示了我国在变质
岩测井领域的*技术和成果。
  全书分十章和结语，第一章简单说明了地球物理测井在国际科学钻探中的应用情况，
其余各章介绍了中国大陆科学钻探主孔（0～5100m）的变质岩地球物理测井实施、变质
岩地球物理测井方法技术研究和应用。内容包括该孔钻遇的各类变质岩的测井响应特征
分析、变质岩岩性识别和重构、利用成像测井资料实现岩心定深、定向归位、成像测井
地质分析、岩石各向异性及地应力分析和利用测井资料标定变质岩地区地震反射剖面性
质等方面的理论、方法技术和成果。
  本书可作为从事科学钻探工程及各类资源钻探测井工程技术的人员和在校大学生、研
究生的参考书，也适用于国家重大科学工程项目的组织实施人员、科研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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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章 科学钻探与测井
人类从来就没有停止过破译地球之谜。长期以来，人类通过对地表地质研究和地球物理
探测来推测地球深部岩石的成分、结构和构造，提出了各种设想和假说。近20年以来，
地球科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地学研究和科学探测等目的所进行的科学钻探活动，
从海洋、大洋到大陆，遍布全球，取得了丰硕成果和许多新的重大发现。百闻不如一见
，科学钻探可提供验证设想和假说的直接证据，是科学家深入地球内部原位认识和研究
地球的唯一途径。
地球物理测井利用各种先进仪器在钻孔中连续观测，可获得钻孔剖面物理、化学、结构
和构造等各种原位信息，是科学钻探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技术之一，为科学钻探的施
工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和重要保证。
第一节 科学钻探简介
科学钻探是为地学研究而实施的钻探，它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流体（
气体和液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孔中安放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岩
层中的各种地学信息，进行地学研究。它可以分为大洋科学钻探、大陆科学钻探、湖泊
钻探和极地钻探。其钻孔的深度可浅到数十米，也可深至数千米、甚至上万米。世界上
最深的科学钻孔是俄罗斯的科拉超深钻，深度为12262m。
一、海洋科学钻探
深海钻探计划（DSDP，1968～1983）和大洋钻探计划（ODP，1985～2003）是20世纪地
球科学规模最大、历时最久、成效最大的国际合作海洋科学钻探研究计划。30余年来在
全球各大洋钻井近3000口，取心近30万m，验证了板块构造理论，创立了古海洋学，导
致地球科学一场真正的革命；进而揭示了洋壳结构和海底高原的形成，证实了气候演变



的轨道周期和地球环境的突变事件，分析了汇聚大陆边缘深部流体的作用，发现了海底
深部生物圈和天然气水合物，导致地球科学一次又一次重大突破。当ODP计划已于2003
年10月结束时，一个规模更加宏大、科学目标更具挑战性的新的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
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缩写为IODP）已经开始实施。
1.从大洋钻探计划ODP）到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 第一章 科学钻探与测井 人类从
来就没有停止过破译地球之谜。长期以来，人类通过对地表地质研究和地球物理探测来
推测地球深部岩石的成分、结构和构造，提出了各种设想和假说。近20年以来，地球科
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地学研究和科学探测等目的所进行的科学钻探活动，从海洋
、大洋到大陆，遍布全球，取得了丰硕成果和许多新的重大发现。百闻不如一见，科学
钻探可提供验证设想和假说的直接证据，是科学家深入地球内部原位认识和研究地球的
唯一途径。 地球物理测井利用各种先进仪器在钻孔中连续观测，可获得钻孔剖面物理、
化学、结构和构造等各种原位信息，是科学钻探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技术之一，为科
学钻探的施工和科学研究提供了基础信息和重要保证。 第一节 科学钻探简介 科学钻探
是为地学研究而实施的钻探，它是通过钻孔获取岩心、岩屑、岩层中的流体（气体和液
体）以及进行地球物理测井和在钻孔中安放仪器进行长期观测，来获取地下岩层中的各
种地学信息，进行地学研究。它可以分为大洋科学钻探、大陆科学钻探、湖泊钻探和极
地钻探。其钻孔的深度可浅到数十米，也可深至数千米、甚至上万米。世界上最深的科
学钻孔是俄罗斯的科拉超深钻，深度为12262m。 一、海洋科学钻探 深海钻探计划（DSD
P，1968～1983）和大洋钻探计划（ODP，1985～2003）是20世纪地球科学规模最大、历
时最久、成效最大的国际合作海洋科学钻探研究计划。30余年来在全球各大洋钻井近300
0口，取心近30万m，验证了板块构造理论，创立了古海洋学，导致地球科学一场真正的
革命；进而揭示了洋壳结构和海底高原的形成，证实了气候演变的轨道周期和地球环境
的突变事件，分析了汇聚大陆边缘深部流体的作用，发现了海底深部生物圈和天然气水
合物，导致地球科学一次又一次重大突破。当ODP计划已于2003年10月结束时，一个规
模更加宏大、科学目标更具挑战性的新的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ntegrated Ocean Drilling
Program，缩写为IODP）已经开始实施。
1.从大洋钻探计划ODP）到综合大洋钻探计划（IODP）  国际大洋钻探计划（ODP）是
一个勘查海洋下面地球结构和历史的国际科学调查合作机构。计划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和国际合作伙伴——加拿大、澳大利亚联合，法国、德国、日本、欧洲科学基金、俄罗
斯和英国等提供资金，由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联合海洋学研究有限公司管理。计划的
科学操作者为得克萨斯A&M大学，而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Lamont Doherty地质学观测站
负责决定测井工作。科学方向由计划委员会确定，南几个专家顾问组做支撑。计划委员
会由各成员组织的代表组成。计划使用一条名为JOIDES
Resolution的深水钻井船。通过有组织的科学考察或称航次实现计划的各种科学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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