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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对DZ/T 0080—1993《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有如下修改： 

——建立了以单孔为基础，以勘探区为总体的煤炭地球物理测井工作理念。 

——确立了以地层、煤、煤层气研究为主体，以煤、煤层气资源开发为目标，全方位煤炭地球物理测井

工作思路。 

——形成了以充分利用钻孔揭露通道，集数据采集、解释与煤、煤层气资源评价、开发相关的地质、水

文、工程、环境等信息煤炭地球物理测井体系。 

——进一步完善了设计、施工、资料处理与解释、地质成果提交的技术要求和质量控制体系。 

——淘汰了模拟煤炭地球物理测井技术。 

——添加了一些新的相对成熟的数字地球物理测井技术。 

本标准的附录A、附录B、附录C、附录D、附录E为规范性附录。 

本规范发布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1993年颁发的《煤田地球物理测井规范》自行废止。 

本规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提出并归口。 

本规范由中国煤炭地质总局负责起草，国土资源部标准化研究中心、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工程地球物理专

业委员会测井联合分会参与了编制工作。 

本规范起草人：孙升林、赵育台、刘付光、孙少平、孟明、李建伏、马祥山、张庆辉、张应文、凌毅平、

李新胜、徐定国、段铁梁、彭连富。 

本规范由国土资源部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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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煤田地球物理测井规范》自1993年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以行政法规颁发以来，对规范

煤田地球物理测井技术工作和推动煤田地球物理测井技术发展发挥了极大作用。然而，随着地球物理测

井理论的不断发展，新的方法技术不断增加，尤其是数字地球物理测井技术的应用，不仅提高了地球物

理测井勘探精度，同时也拓宽了地球物理测井勘探技术的地质应用范围。另外，现行的《煤田地球物理

测井规范》所涉及的模拟测井仪早已淘汰，已经退出煤炭资源勘查各阶段。因此，有必要修订现行的《煤

田地球物理测井规范》，进一步完善地球物理测井技术标准，形成包括各类分支方法在内的适应煤炭资

源勘探与开发各阶段的《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 

本规范是基于四十余年煤炭地球物理测井勘探的实际经验，并参考《煤田地球物理测井规范》(1993

年版)等有关标准编写而成。在编写过程中经反复征求意见、讨论和修改，是一部实用的地质矿产行业

推荐性标准。本规范采用了国内外先进的采集、处理与解释技术，正确地运用本规范可以提高煤炭地球

物理测井工程质量，获得国内外先进水平的地质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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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煤炭地球物理测井规范    

1111    范围范围范围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煤炭地球物理测井的设计、仪器设备、测量技术、原始资料质量评价、资料处理与解

释、报告编制及安全防护等方面的基本要求。 

本规范适用于煤炭资源评价、煤矿基本建设、煤矿安全生产地质勘查工作中有关的煤、煤层气、水

文、工程、环境等（以下通称：煤炭地质勘查工作）地球物理测井工作。 

2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 142—2002        油（气）田测井用密封型放射源测井卫生防护标准 

GBZ 19871—2002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DZ／T 0069—1993     地质矿产地球物理勘查图式、图例及用色标准 

DZ／T 0181—1997     水文测井工作规范 

DZ／T 0196—1997     测井仪通用技术条件 

DZ／T 0215—2002     煤、泥炭地质勘查规范 

GWF 02               放射性同位素及射线事故管理规定 

3333    总则总则总则总则    

3.13.13.13.1    煤炭地质勘查工作的钻孔应全部按本规范要求进行地球物理数字测井(以下简称：测井)。 

3.23.23.23.2    煤炭地质勘查工作中如涉及钻探工程，除在总体勘探设计中有相关测井技术章节外，一般应编写

相应的测井工程设计(以下简称：设计)。 

3.33.33.33.3    单孔测井工作结束后，一般应编制单孔测井成果说明书或按附录 D表 D.1 要求填写单孔测井成果

表，并在总体勘探设计和测井工程设计中具体明确。                                             

3.43.43.43.4    勘查区工作结束后，应由项目负责人组织有关测井技术人员编制测井专业技术报告。 

3.53.53.53.5    总体勘探报告中有关测井技术章节应由相关测井技术人员参与编写。 

3.63.63.63.6    测井工作必须重视试验和综合研究，在掌握施工区的地质和地球物理特征的基础上，选用经济技

术合理的物性参数和方法。                                                                   

3.73.73.73.7    所有方法仪器必须进行定期刻度、测试及井场检查。 

3.83.83.83.8    测井应测全各下井仪器可测量的全部信息。 

3.8.13.8.13.8.13.8.1    测井地质任务的确定 

3.8.23.8.23.8.23.8.2    测井地质任务的确定应根据总体勘探地质任务需求，结合测井技术解决地质问题的能力选择，

并在总体勘探设计中有相关测井技术章节和测井工程设计中具体明确。 

3.8.33.8.33.8.33.8.3    测井一般可以完成以下地质任务： 

a） 确定煤层的埋深、厚度及结构，计算目的煤层的炭、灰、水含量，推断煤层变质程度，判别煤

层煤种； 

b)  划分钻孔岩性剖面，确定煤岩层物性数据，计算岩层的砂、泥、水含量，推断解释地层时代； 

c)  进行煤、岩层物性对比，建立地层地质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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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确定地层倾角、倾向，研究煤、岩层的变化规律、地质构造及沉积环境； 

e)  测算地层地温，并分析、评价地温变化特征； 

f)  测算地层孔隙度、地层含水饱和度，确定含水层位置及含水层间的补给关系，测算涌水量和渗

透系数； 

g)  测算煤岩层力学参数； 

h)  初步估算目的煤层的煤层气含气量、空隙度、渗透率，并定性评价其顶底板岩层的渗透性； 

i)  确定钻孔顶角与方位角； 

j） 固井质量检查评价和套管校深； 

k） 对其他有益矿产提供信息或做出初步评价。 

3.93.93.93.9    资料的处理与解释，要综合各种测井方法、参数实测数据，同时，要正确合理地运用地质、水文、

工程、环境以及钻探、地面物探、化验等方面的资料，为煤炭地质勘查工作提供精确、合理的地质成果。 

3.103.103.103.10    测井工作的组织形式、技术力量、仪器设备、交通工具等应适应测井的施工特点。同时，鼓励采

用新技术、新方法、新参数，不断完善和发展测井技术，不断拓宽地质应用领域。 

4444    测井设计测井设计测井设计测井设计    

4.14.14.14.1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4.1.14.1.14.1.14.1.1    设计是指导和实施测井工作的数据采集、处理、解释及报告编制、成果提交的依据，应由项目

负责人组织有关测井技术人员依据本规范及项目合同要求编制。 

4.1.24.1.24.1.24.1.2    设计编制前，应广泛搜集、研究施工区及邻区的测井、地质、水文、地面物探、钻探等有关资

料。 

4.1.34.1.34.1.34.1.3    设计应充分考虑地质需要，并尽量采用新方法、新技术，以扩大地质应用范围，提高综合效益。 

4.24.24.24.2    设计编制要求设计编制要求设计编制要求设计编制要求    

4.2.14.2.14.2.14.2.1    文字部分的主要内容 

a） 概况 

说明测井工作所承担项目的来源、工作目的； 

说明测井工作所承担的地质任务、设计依据和执行标准； 

简述勘查区范围、位置交通及自然地理条件； 

简述以往测井工作，评价对本次工作的指导作用。 

b)  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特征 

简述勘查区地层、构造、岩浆岩、水文、工程、环境及煤层、煤层气等特征； 

说明勘查区地球物理特征。 

c)  工作方法及工程量、工程质量 

阐述试验目的及试验内容，确定试验孔的数量、孔位；  

说明拟采用的测井方法和参数、数据采集技术条件及技术指标等； 

说明工程量及工程质量要求。 

d)  资料处理、解释及报告提交 

简述资料处理、解释方法、技术要求及预期目标； 

简述拟提交的地质成果内容、图件及报告提交时间。 

e)  主要技术措施 

说明仪器设备的配备、人员和组织管理、质量控制、安全与健康保证、环境保护等。 

f)  经费预算 

简述经费预算依据、预算标准及计算方法； 

说明预算结果及预算明细。 

4.2.24.2.24.2.24.2.2    主要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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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地形地质及工作布置图； 

b)  勘查区物性综合柱状图； 

c)  以往具有代表性的测井综合成果图； 

d)  其他图件。 

4.2.34.2.34.2.34.2.3    对于一般小型(依据各省实际情况确定)或较低程度(预、普查)勘查项目，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

简化或只编制地质勘查设计的测井部分。 

4.34.34.34.3    设计的审查设计的审查设计的审查设计的审查、、、、批准和修改批准和修改批准和修改批准和修改    

4.3.14.3.14.3.14.3.1    设计应由总体项目承担单位根据本规范及总体项目勘查设计组织评审，并报项目主管单位批准。

未经审查批准的测井工程设计不得作为测井工作的作业依据。 

4.3.24.3.24.3.24.3.2    测井设计批准后，应遵照执行。在施工中如有修改和补充，须以书面形式报送项目主管单位确

认。 

4.44.44.44.4    测井方法测井方法测井方法测井方法、、、、技术参数选择原则技术参数选择原则技术参数选择原则技术参数选择原则    

采用的测井方法、参数，应按煤种、煤层结构及地质目的进行选择，要求目的层物性特征反映明显，

易于识别，主要原则如下： 

a)  凡探煤钻孔，必须选择测量电阻率、自然伽玛、补偿密度、自然电位或声波时差、井径、井斜

等；还可考虑选择测量中子—中子、地层产状、超声波成像等； 

b)  复杂结构煤层或薄煤层的地区，还应选择采用垂直分辨率高的测井方法； 

c)  凡要求进行煤层气评价的钻孔，必须选择测量补偿密度、自然伽玛、补偿声波、补偿中子、双

侧向、自然电位、双井径、井斜、井温等；还可考虑选择下列测井项目：微球形聚焦、微电极、

地层产状、超声波成像、核磁共振等； 

d） 凡要求进行水文地质评价的钻孔，还应选择测量扩散、流量、中子-中子、超声波成像等，并

按附录B中的表B.5要求测定井液电阻率； 

e） 凡要求进行工程地质评价的钻孔，还应选择测量声波时差、超声波成像等； 

f） 凡要求进行地温评价的钻孔，还应选择测量简易井温、近稳态井温、稳态井温等； 

g） 凡要求进行固井质量检查的钻孔，还应选择测量声幅、全波列（声波变密度）、磁定位等。 

4.54.54.54.5    试验工作试验工作试验工作试验工作    

4.5.14.5.14.5.14.5.1    未充分掌握地质—地球物理特征的地区及需研究或推广新方法、新技术时，应在基准孔或选择

有代表性的钻孔进行试验工作，确定有效的测井参数和解释规律。 

4.5.24.5.24.5.24.5.2    基准孔必须全孔取芯，岩、煤芯长度采取率应分别高于 75％和 90％，其它试验孔的煤、岩芯的

采样层段、采样方法、化验、物性测试内容应与试验目的相适应，煤层编号、厚度、结构、岩性、地质

构造、地层时代及岩芯倾角等应正确划分、详细描述。 

4.5.34.5.34.5.34.5.3    试验前应编写试验方案，试验后应及时写出试验总结。 

5555    施工准备施工准备施工准备施工准备    

5.15.15.15.1    测井通知书测井通知书测井通知书测井通知书    

5.1.15.1.15.1.15.1.1    钻孔钻探工程完工后，由项目组向测井工程承担单位发出“测井通知书”约定，并经地质和测

井负责人签字确认（测井通知书内容见附录 A）。 

5.1.25.1.25.1.25.1.2    电讯通知测井时，测井人员到达井场后，应及时补办正规手续。 

5.1.35.1.35.1.35.1.3    测井人员应在约定时间前抵达井场。如有特殊情况不能及时到达，应将计划到达时间及时通知

有关部门。 

5.25.25.25.2    测井准备测井准备测井准备测井准备    

5.2.15.2.15.2.15.2.1    应根据设计要求、待测钻孔钻探资料，以及邻孔测井资料，分析钻孔地质情况。 

5.2.25.2.25.2.25.2.2    现场检查仪器工作状态，并按附录 B中的表 B.3 要求填写检查结果。同时，其相关调校、测试

的数据必须做数字记录和监视记录，并绘制相应图表妥善保存。 



www.bzfxw.com

DZ/T 0080—2010 

 4 

5.2.35.2.35.2.35.2.3    清点其它所需用的仪器设备、工具、材料、资料等；放射源罐必须加锁存放保证安全。 

5.2.45.2.45.2.45.2.4    按附录 B中的表 B.1 要求开展井液电阻率、井液温度、井液密度等测定。 

5.2.55.2.55.2.55.2.5    开展电缆深度（记号）检查，并按附录 B中的表 B.5 要求填写检查结果。 

5.35.35.35.3    钻孔准备钻孔准备钻孔准备钻孔准备    

5.3.15.3.15.3.15.3.1    井场钻台前应有 10m 以上的开阔地，并能保证测井车辆的顺利进出及就位。 

5.3.25.3.25.3.25.3.2    终孔深度必须保证所有下井仪器能测到最下目的层以下 5m。终孔直径应大于下井仪外径 20mm。 

5.3.35.3.35.3.35.3.3     测井前，需将钻具下到井底冲孔，待测井人员和设备到达井场后提钻，保证下井仪器通畅。 

5.3.45.3.45.3.45.3.4     一般情况下钻孔井液应注满到井口或套管鞋以上。 

5.3.55.3.55.3.55.3.5     若钻孔条件复杂，应与有关人员研究事故防范和应急措施，保证下井仪器安全。 

5.3.65.3.65.3.65.3.6     测井期间，钻机应留有值班人员。冲洗钻孔所需设备及照明、防雨、避雷等设施必须完好。 

5.45.45.45.4    井场布置井场布置井场布置井场布置    

5.4.15.4.15.4.15.4.1    测井仪器设备应妥善安放，绞车与井口间距一般应大于 10m，且能通视。 

5.4.25.4.25.4.25.4.2    下井电缆应从孔口中心通过，地轮槽应与绞车滚筒轴线垂直，且对准滚筒中点。 

5.4.35.4.35.4.35.4.3    地面的电源线与测量线必须分开布放，并防止踏破和拉断。 

5.4.45.4.45.4.45.4.4    测量电极应放在与井液物化性质相近的液体中，并远离电话、避雷设施及仪器、设备的接地线。 

5.4.55.4.55.4.55.4.5    应使用与钻探一致的深度起算点，计算起算深度。 

5.4.65.4.65.4.65.4.6    下井仪器必须密封可靠，下井前应与地面仪器连接通电检查。 

6666    数据采集要求数据采集要求数据采集要求数据采集要求    

6.16.16.16.1    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原始记录原始记录    

6.1.16.1.16.1.16.1.1    原始记录一般应包括： 

a)  井场基础数据记录簿； 

b)  井场原始测井数据数字记录存储介质； 

c)  井场原始监视或回放曲线图； 

d)  煤层井场初步解释成果。 

6.1.26.1.26.1.26.1.2    基础数据记录 

a)  井场基础数据记录簿必须及时、准确、齐全、清楚地填写(格式见附录 B)； 

b)  原始记录严禁涂改，划改时应使原来的字迹仍可识别；严禁事后凭回忆填写。记录员不应由操

作员兼任。 

6.1.36.1.36.1.36.1.3    数字记录 

a)  每一个采样文件的文件头均应包含钻孔名称、测试日期、起始深度、终止深度、采样间隔、采

样点数等信息。每个采样点均应包含深度、速度、采样时间、方法测量值等要素。推荐按《煤

炭地球物理测井原始数据格式标准》(WOS-Ⅰ格式)存储(格式见附录 C)； 

b)  原始测井数据应记录在能够长期保存的存储介质中，现场记录于硬盘或移动存储器上的数据，

返回基地后应及时转存； 

c)  存储介质丢、错码率不得大于 1％，且不得出现连续丢、错码段。 

6.1.46.1.46.1.46.1.4    井场原始监视与回放 

a)  所有有效测井方法在实际数据采集过程中均需实施纸质式监视记录，并获取相应的井场原始监

视记录曲线。当监视记录失败时，必须进行现场回放，并获取相应的井场原始回放记录曲线； 

b)  监视记录应选取能够长期保存的纸张和打印设备，一般走纸误差不大于 1%； 

c)  监视记录应标注纵横向比例，选用的深度比例尺应能满足对目的层、岩层分层判定的要求，一

般可选用 1:200 或 1:500； 

d)  同一勘查区内，横向比例尺应力求统一。并能够清楚地识别煤层、岩层(包括松散层)、含水层、

破碎带等。主要参数曲线三分之二的可采煤层的相对幅值不应低于 4cm，与围岩没有明显差异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www.bzfxw.com

DZ/T 0080—2010 

 
5 

的 方法除外。对于侧向测井等数据动态范围大的测井方法，应选用对数比例尺记录； 

e)  不同曲线应使用不同的线型或颜色加以区分； 

f)  目的层上不得出现断记；其他层段断记每百米不超过两处，断距不大于 1mm；曲线不得出现畸

变、漏电及其他干扰。 

6.1.56.1.56.1.56.1.5    煤层井场初步解释 

a)  必须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定性、定厚物性参数，并按附录 B 中的表 B.8 要求填写煤层井场初步

解释结果； 

b)  各物性参数方法，应按各自的解释原则解释，采用成果(即：初步解释成果)由各解释结果的平

均值确定； 

c)  其初步解释成果与最终解释成果误差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表表表1111    煤层及夹矸解释误差要求表煤层及夹矸解释误差要求表煤层及夹矸解释误差要求表煤层及夹矸解释误差要求表    

单位为米 

煤层厚度 最大厚度差 最大深度差 夹层最大厚度差 

最低可采厚度～1.30 ≤0.10 ≤0.20 ≤0.10 

1.3～3.50 ≤0.15 ≤0.25 ≤0.15 

3.51～8.00 ≤0.20 ≤0.30 ≤0.20 

>8.00 ≤0.30 ≤0.40 ≤0.30 

 

6.26.26.26.2    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测量范围    

由最深目的层以下5-10m至井口深10-20m。特殊层段按设计或测井通知书要求进行。 

6.36.36.36.3    采样间隔采样间隔采样间隔采样间隔    

目的层段不大于5cm，其他层段不大于10cm。特殊测井方法应依据所要求的测量精度及仪器性能确

定并在设计中明示。 

6.46.46.46.4    采集方式采集方式采集方式采集方式    

6.4.16.4.16.4.16.4.1    一般情况下，除井斜、井液电阻率、井温等可自上而下外，其他方法应在提升电缆时连续记录。

水文测井需根据所采用的方法和设计要求确定。 

6.4.26.4.26.4.26.4.2    分段观测时，衔接处至少重复观测 20cm 或两个测点。 

6.4.36.4.36.4.36.4.3    点测量时，测点处仪器停留时间，应大于系统阻尼时间的 2 倍。 

6.56.56.56.5    仪器测量速度(以下称测速) 

6.5.16.5.16.5.16.5.1    常规测井目的层段最高测速不得超过表 2规定或按下式计算： 

tp

h
V

∆= 0063

 

式中： 

V——常规测井目的层段最高测速，单位为米每小时（m/h）； 

Δh——按不同测量目的规定的厚度值，单位为米（m）见表 2； 

tp——记录仪及探测器实测的系统阻尼时间，单位为秒(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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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2222    不同目的不同目的不同目的不同目的层层层层厚度厚度厚度厚度对应测速推荐值对应测速推荐值对应测速推荐值对应测速推荐值    

方  法 厚度/(m) 系统阻尼推荐值/(s) 目的层段测速推荐值/(m/h) 

普通电测井 0.1 0.3(0.1) 1200 

自然伽马 0.4 2.6(2.7) 550 

载源核测井 0.2 1.2 600 

普通声波测井 0.2 0.6(0.1) 1200 

其他测井 测速依据仪器说明书或试验确定 

 

非目的层段的测速不得超过上式计算值或推荐值的1倍。 

6.5.26.5.26.5.26.5.2    测速变化不应大于 5％。 

6.66.66.66.6    深度测量及回程差深度测量及回程差深度测量及回程差深度测量及回程差    

6.6.16.6.16.6.16.6.1    测井时须保持深度测量轮的清洁，防止打滑和轮径变化。 

6.6.26.6.26.6.26.6.2    校正后的各方法探管测量曲线间的深度差，孔深不大于 500m 时，不超过 0.25m；大于 500m 时，

不大于 0.05％。 

6.6.36.6.36.6.36.6.3    各方法探管的回程差不允许出现正值，且须准确记录。当回程差大于实测井深的 0.1％时，应

查明原因，必要时须重新测量。 

6.76.76.76.7    原始资料质量评价与验收原始资料质量评价与验收原始资料质量评价与验收原始资料质量评价与验收    

6.7.16.7.16.7.16.7.1    原始资料质量评价采用单孔单参数评价与单孔综合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6.7.26.7.26.7.26.7.2    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价分为甲、乙、丙、废四级。各级别质量标准指标见表 3、表 4。 

表表表表3333    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一一一一））））    

序

号 
项  目 甲 乙 丙 废 

1 原始数据 主要技术数据无遗漏，无涂改。 无使用价值。 

2 测速 不超过规定的 1.5 倍。 超过规定的两倍。 

3 丢、错码率 
丢、错码率不大于 2%；不超过两个连续丢、错码每百

米不超过两处，且不在目的层及界面上。 
丢、错码率大于 5%。 

4 深度误差 不超过 6.6.2 规定的两倍。 超过规定的四倍。 

5 
采样 

间隔 

应测自然伽马异常段为 0.1m，其余符合 6.3 要求。 
均大于 0.1m。 

6 
监视或 

回放曲线 

走纸误差不大于 3%，井壁规则段声波跳动不超过规定

的两倍；无畸变现象；目的层及其界面处无干扰。 

走纸误差大于 6%； 

目的层严重畸变。 

7 仪器刻度 
距前次刻度间隔不超过规定的 1.5 倍；刻度项目不少

于规定的二分之一。 

各项目的刻度间隔均 

超过规定的三倍。 

8 井场检查 

符合本规范

相应条款要

求。 

检查误差不超过相应规定的 1.5 倍。 

达
不
到
乙
级
又
不
属
于
废
品
者
。

 

 

9 单参数综合 以上 1～8 项单项最低等为综合等级。 

说明：其他参数的质量评价标准指标可参考上表的相关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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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4444    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单参数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二二二二））））    

项  目 甲 乙 丙 废 

井径 符合本规范相应条款要求。 

符合 7、8 项要求，点距及最

下测点与井底距离均不大于

50m；检查点及加密点不低于

应测数的三分之二，且检查误

差不超过规定的 1.5 倍。 

达不到乙级

不 于 废 品

。 

均未检查；检查

点误差超过规定

的三倍。 

井斜 符合本规范相应条款要求。 

符合 7、8 项要求，点距及最

下测点与井底距离均不大于

50m；检查点及加密点不低于

应测数的三分之二，且检查误

差不超过规定的 1.5 倍。 

达不到乙级

不 于 废 品

。 

均未检查；检查

点误差超过规定

的三倍；井斜大

于 5 时无方位。 

井温 符合本规范相应条款要求。 

符合 7、8 项要求，点距及最

下测点与井底距离均不大于

20m；检查点及加密点不低于

应测数的三分之二，且检查误

差不超过规定的 1.5 倍。 

达不到乙级

不 于 废 品

。 

均未检查；检查

点误差超过规定

的三倍。 

说明：其他参数的质量评价标准指标可参考上表的相关要求执行。 

 

6.7.36.7.36.7.36.7.3    综合原始资料质量评价分为甲、乙、丙、废四级。各级别质量标准指标见表 5。 

表表表表5555    综合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综合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综合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综合原始资料质量评级标准    

项  目 甲 乙 丙 废 

原始资料综合评价 

(1)四种有效物性参数达

到甲级或测量了 种及

以上参数，其中三种达到

甲级、其余两种达到乙

级；井径、井斜达到甲级。 

(2)设计要求的井温、扩

散法、流量测井、双侧向、

声波、中子等达到甲级。 

三种有效参数达到乙级

或以上；井径、井斜及设

计要求的井温、扩散法、

流量测井等达到乙级或

以上。 

达不到乙级

不 于废

品 。 

全部参数方法

数据均无法利

用；或测斜为废

品。 

说明：因测井原始数据 破 ， 对监视记录进行了数字化，且质量达到6.7.2要求 ，原始资料综合评

级最高不得高于乙级。 

 

6.7.46.7.46.7.46.7.4    验收与评级 

a） 项目组应设专人对原始资料质量进行现场评级，评定单条曲线及全孔质量等级； 

b） 测井后，项目组应及时验收、审定全部原始资料并办理有关手续。 

7777    方法技术要求方法技术要求方法技术要求方法技术要求    

7.17.17.17.1    自然伽玛测井自然伽玛测井自然伽玛测井自然伽玛测井    

7.1.17.1.17.1.17.1.1    自然伽玛计数率单位为 cps( 冲/秒)，经刻度校正后，自然伽玛单位为 pA/kg。 

7.1.27.1.27.1.27.1.2    仪器下井前用刻度环或标准源进行检查，其响应值与基地 数比较，误差不大于 5％。同时，

在照射率相当于 2.9pA/kg 情况下，计算 引起的相对标准误差，其值不大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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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7.1.37.1.37.1.3    于下列情况之一 ，应进行 1:50 曲线测量。 

a)  异常值达 7.2pA/kg，厚度 在 0.7m 以上的岩层； 

b)  厚度 小于 0.7m， 异常值与厚度的 积大于 5.0(pA/kg).m 的岩层； 

c)  异常值超过 4.3pA/kg 的可采煤层。 

7.1.47.1.47.1.47.1.4    勘查区内有分布规律的异常层，经取芯化验分析确定无工业价值后，可不按 7.1.3 要求测量。 

7.27.27.27.2    补偿密度测井补偿密度测井补偿密度测井补偿密度测井    

7.2.17.2.17.2.17.2.1    长源距和 源距计数率单位为 cps( 冲/秒)，经处理计算后的补偿密度单位为 g/cm
3
。 

7.2.27.2.27.2.27.2.2    仪器下井前用检查 置测量长源距和 源距的响应值，与基地 数相比，相对误差不大于 3％。 

7.2.37.2.37.2.37.2.3    计算煤层处由 引起的相对标准误差，其值不大于 2％。 

7.2.47.2.47.2.47.2.4    使用的放射源种类和 度必须准确记录， 度 变 1％后，应填写 变后的值。 

7.37.37.37.3    低能伽马伽马测井低能伽马伽马测井低能伽马伽马测井低能伽马伽马测井    

7.3.17.3.17.3.17.3.1    低能伽马伽马记数率单位为 cps( 冲/秒)。 

7.3.27.3.27.3.27.3.2    仪器下井前用检查 置测量，其响应值与基地 数相比，相对误差不大于 5％。 

7.47.47.47.4    中子中子中子中子————中子测井中子测井中子测井中子测井    

7.4.17.4.17.4.17.4.1    中子—中子计数率单位为 cps( 冲/秒)，处理计算后的视 灰岩孔隙度单位为％。 

7.4.27.4.27.4.27.4.2    仪器下井前在检查 置上测量，其响应值与基地 数相比，相对误差不大于 5％。 

7.57.57.57.5    声波时差测井声波时差测井声波时差测井声波时差测井    

7.5.17.5.17.5.17.5.1    时差单位为 s/m，速度单位为 m/s。 

7.5.27.5.27.5.27.5.2    仪器下井前或测井时在 管(或 管)中检查，其响应值与标准值相差不得超过 8 s/m。 

7.5.37.5.37.5.37.5.3    在井壁规则的井段，非地层因素引起的跳动，每百米不得 于 4次。且不允许在目的层上出现(孔

径扩大除外)。 

7.67.67.67.6    声幅测井声幅测井声幅测井声幅测井    

7.6.17.6.17.6.17.6.1    声幅记录曲线的单位为 mV；经建立相对评价标准刻度后，单位为％。 

7.6.27.6.27.6.27.6.2    以测量钻井自由套管井段的曲线幅值标定为 100%。 

7.6.37.6.37.6.37.6.3    如固井水泥返至井口，井内无自由套管，应 类 条件（ 或 质长槽）的测量曲线幅值标

定为 100%。 

7.6.47.6.47.6.47.6.4    测量范围从井底 阻处起，至水泥返高面之上至少 5根接 反映明显的自由套管处止。 

7.77.77.77.7    声波全波列测井声波全波列测井声波全波列测井声波全波列测井    

7.7.17.7.17.7.17.7.1    自由套管井段， 质套管波形清 、幅值较大。 

7.7.27.7.27.7.27.7.2    声波变密度对比度适中。 

7.7.37.7.37.7.37.7.3    声波全波列幅度适中，无饱和现象。 

7.87.87.87.8    超声波成像测井超声波成像测井超声波成像测井超声波成像测井    

7.8.17.8.17.8.17.8.1    声幅记录曲线的单位为 mV。 

7.8.27.8.27.8.27.8.2    深度比例尺应根据精度要求及岩层倾角大小进行选择。 

7.8.37.8.37.8.37.8.3    仪器下井前，应在专用泥浆筒中作声反射和磁 描线的监视检查。测井时，仪器必须 正 中。 

7.8.47.8.47.8.47.8.4    测量范围按设计要求。 

7.97.97.97.9    自然电位测井自然电位测井自然电位测井自然电位测井    

7.9.17.9.17.9.17.9.1    自然电位单位为 mV。 

7.9.27.9.27.9.27.9.2    电极系下井前，应清除电极上的 化物。 

7.9.37.9.37.9.37.9.3    测量时应辨清极性，使曲线异常 向为正， 向为负。曲线的基线应在岩性较 的泥岩或 砂

质岩层段确定。 

7.9.47.9.47.9.47.9.4    测量线路的总电阻，应大于接地电阻变化值的 10倍。 

7.9.57.9.57.9.57.9.5    有工业杂散电流干扰的地区，可用套管或电缆 做 电极，也可测量自然电位 度曲线。 

7.107.107.107.10    电阻率测井电阻率测井电阻率测井电阻率测井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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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0.17.10.17.10.17.10.1    电阻率单位为 m，电导率单位为 ms/m。 

7.10.27.10.27.10.27.10.2    电极系下井前，须外接标准电阻作两点检查，检查值与计算值的相对误差不得大于 5％。 

7.10.37.10.37.10.37.10.3    同一勘查区应采用同一类型的电极系。 

7.10.47.10.47.10.47.10.4    接地电阻的变化对测量结果的 响不大于 2％。 

7.117.117.117.11    电极电位测井电极电位测井电极电位测井电极电位测井    

7.11.17.11.17.11.17.11.1    电极电位单位为 mV。 

7.11.27.11.27.11.27.11.2    刷子电极 和比较电极 ，应用同种 材料制作。 

7.11.37.11.37.11.37.11.3    刷子电极 与岩、煤层接 的 露部分不大于 1cm，并能和井壁连续接 。 

7.11.47.11.47.11.47.11.4    电极系必须有 正 置， 置应 能保证测量电极 不与比较电极 路， 能使比较电极

不与井壁接 。 

7.11.57.11.57.11.57.11.5    测量线路的总电阻应大于接地电阻变化值的 20 倍。 

7.127.127.127.12    发极化测井发极化测井发极化测井发极化测井    

7.12.17.12.17.12.17.12.1    视极化率单位为％， 发极化电位单位为 mV。 

7.12.27.12.27.12.27.12.2    目的层的异常值(极化电位)应大于同种电极 列所记录的自然电位异常值的 5倍。 

7.12.37.12.37.12.37.12.3    泥浆孔中供电 用负极下井，地面供电电极应放在清水中或使用套管。 

7.12.47.12.47.12.47.12.4    发极化电位曲线与同种电极 列记录的视电阻率曲线形态相 时，不应使用。 

7.137.137.137.13    磁定位测井磁定位测井磁定位测井磁定位测井    

7.13.17.13.17.13.17.13.1    磁定位单位为 mV。 

7.13.27.13.27.13.27.13.2    接 反映应清 ，其幅度应大于 1.5cm。 

7.13.37.13.37.13.37.13.3    特殊 套管和目的层附近井段不得 失接 信号，非目的井段不得连续 少两个接 信号。 

7.147.147.147.14    井径测井井径测井井径测井井径测井    

7.14.17.14.17.14.17.14.1    井径单位为 mm。 

7.14.27.14.27.14.27.14.2    仪器下井前必须用已知直径进行检查，误差不大于 10mm。 

7.14.37.14.37.14.37.14.3    在钻孔套管内，测量值与套管内径相差不得大于 10mm。实测资料不得出现小于测量 全收

或大于全放开的实际值。 

7.157.157.157.15    井斜测井井斜测井井斜测井井斜测井    

7.15.17.15.17.15.17.15.1    仪器下井前必须进行试测，顶角和方位角的检查点各不少于两个；实测值与 盘测定值相差：

顶角不大于 1 ，方位角不大于 20 (顶角大于 3 时)。仪器下井前、后必须在井口进行 检查，误

差不大于 0.5 。 

7.15.27.15.27.15.27.15.2    点测时，当顶角大于 1 ，每一测点应同时测量顶角和方位角。当顶角小于 3 或测斜点附近

(10m 以内)有铁磁性物体，方位角误差不作要求。 

7.15.37.15.37.15.37.15.3    点测时测点间距一般不大于 50m，定向斜孔不大于 20m，最深测点距孔底不大于 10m。相邻两

个测点间顶角变化大于 2 或方位角变化大于 20 (顶角大于 3 ) 时，应加密测量；测点加密到 10m

后可不 加密。 

7.15.47.15.47.15.47.15.4    点测时检查测量每 200m 不少于一个点，最深测点必须检测。检测值与原测值相差：顶角不大

于 1 ，方位角不大于 10 。连续记录的仪器可不作检查测量。 

7.15.57.15.57.15.57.15.5    有电缆电阻补偿 置的仪器，测量中严禁改变补偿值。 

7.15.67.15.67.15.67.15.6    测量段井径和井斜仪直径之差与井斜仪长度的比值应小于 0.035(si 2 )。当钻孔直径达不到

上述要求时，可采用在同一深度上 井壁周围 点测量的方法。 

7.15.77.15.77.15.77.15.7    如采用点测方式测定井斜，按附录 B中的 B.6 要求填写测定结果。 

7.167.167.167.16    井温测井井温测井井温测井井温测井    

7.16.17.16.17.16.17.16.1    井温单位为 。 

7.16.27.16.27.16.27.16.2    仪器下井前应进行检查，检查点不少于两个，且给定的两点温差应大于 5 ，实测值与给定值

相差不大于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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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37.16.37.16.37.16.3    测量范围应自井液液面至孔底，且距孔底的距离不应大于 10m。 

7.16.47.16.47.16.47.16.4    点测时测点间距为 20m。相邻两个测点温差大于 2 时应加密测点，点距加密到 5m后，可不

加密。当曲线形态反常时，应进行检查测量，测量值与检测值相差不大于 1 。 

7.16.57.16.57.16.57.16.5    测温期间不得 环井液。 

7.16.67.16.67.16.67.16.6    简易测温应在其他参数测量结束后进行。 

7.16.77.16.77.16.77.16.7    近稳态测温孔应按 12、12、24、24h 间隔顺序用同一仪器进行测温，直至 24h 内温度变化不大

于 0.5 或总测温时间已达 72h 为止。 

7.16.87.16.87.16.87.16.8    稳态测温孔测量时间间隔及精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7.16.97.16.97.16.97.16.9    井液有纵向流动的钻孔不应作近 稳态、稳态测温。 

7.16.107.16.107.16.107.16.10    测量时必须准确记录停止井液 环时间及各次测量最深点的起测时间(精确到分)。 

7.16.117.16.117.16.117.16.11    如采用点测方式测定井温，按附录 B中的表 B.7 要求填写测定结果。 

7.177.177.177.17    地层倾角测井地层倾角测井地层倾角测井地层倾角测井    

7.17.17.17.17.17.17.17.1    测量范围按设计要求。 

7.17.27.17.27.17.27.17.2    井径测量：要求与 7.14 相同。 

7.17.37.17.37.17.37.17.3    井斜测量：要求与 7.15 相同。 

7.17.47.17.47.17.47.17.4    微聚焦电阻率应使用同一标准电阻，对各个测量道进行一致性检查，其幅值相差不大于 10％。 

7.187.187.187.18    扩散法测井扩散法测井扩散法测井扩散法测井    

7.18.17.18.17.18.17.18.1    应在清水孔中测量，并准确记录水位。泥浆孔必须洗孔后测量。 

7.18.27.18.27.18.27.18.2    化前后两条井液电阻率曲线幅值变化应大于 25%。 

7.18.37.18.37.18.37.18.3    化井液应均 (差异不得大于 15％)；因水文地质条件 响或井径变化(超过 100mm)，均 程

度不作要求。 

7.18.47.18.47.18.47.18.4    对单一水位含水层的钻孔应至少测量三条在含水层段差异明显的曲线；对存在纵向补给关系的

钻孔，应至少测量四条反映补给全过程的曲线，且最后两条界面位置接近不变。36h 后仍达不到上述要

求可终止扩散测量。 

7.18.57.18.57.18.57.18.5    井液 化 12h 后曲线无明显变化，可采用提水或注水办法测量；并记录提(注)水量及水位。 

7.18.67.18.67.18.67.18.6    每条曲线的测量技术条件必须一致，测速应均 且不 大于 15m／mi 。测量时应记录每条曲

线起止时间(精确到分)。 

7.197.197.197.19    流量测井流量测井流量测井流量测井    

7.19.17.19.17.19.17.19.1    流量测井应由水文、测井人员共同做出设计，并按设计施工。 

7.19.27.19.27.19.27.19.2    按解决地质任务不同可施行简易流量测井和常规流量测井。测量方式可采用点测、连续测量和

定点持续测量。 

7.19.37.19.37.19.37.19.3    井液不得 、不得含有 响仪器 度的杂质。 

7.19.47.19.47.19.47.19.4    、注水前应测量井径(推荐使用 井径仪)和自然条件下的流量。 

7.19.57.19.57.19.57.19.5    测量时测速变化不应大于 5％。在每次水位 低(或 高)时，应分别测量提升和下放时的曲线。 

7.19.67.19.67.19.67.19.6    简易流量测井，可在一次水位 低(或 高)时测量，自然条件下有井液纵向水流的钻孔可直接

测量。 

7.19.77.19.77.19.77.19.7    常规流量测井应在 (注)水量、水位稳定后测量流量，测量次数应与 水次数一致。 

8888    资料处理资料处理资料处理资料处理、、、、解释解释解释解释    

8.18.18.18.1    测井资料的处理测井资料的处理测井资料的处理测井资料的处理    

8.1.18.1.18.1.18.1.1    测井资料的预处理 

8.1.1.18.1.1.18.1.1.18.1.1.1    必须使用实测的回程差、起算深度和深度校正 式计算深度。在解释处理时，各方法曲线的

深度应取齐。 

8.1.1.28.1.1.28.1.1.28.1.1.2    对丢、错点编 时，应综合考虑各方法间的相 联系，且不得修改原始磁介质记录。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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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8.1.28.1.28.1.2    测井资料的处理 

8.1.2.18.1.2.18.1.2.18.1.2.1    测井资料作 波处理时，应选择合理的 波方法和参数。 

8.1.2.28.1.2.28.1.2.28.1.2.2    在计算物理量时，应使用最新的刻度数据并进行各种 响因素的校正。 

8.1.2.38.1.2.38.1.2.38.1.2.3    应制作 率交会图、Z 值图或其他统计性图表。 

8.1.2.48.1.2.48.1.2.48.1.2.4    凡测井岩层应计算砂、泥、水含量，目的煤层应计算炭、灰、水含量，并满足一定的精度要

求。 

8.1.2.58.1.2.58.1.2.58.1.2.5    其他处理项目按测井设计要求进行。      

8.28.28.28.2    单孔资料解释单孔资料解释单孔资料解释单孔资料解释    

8.2.18.2.18.2.18.2.1    测井钻孔均应进行全孔地质解释，解释原则应合理，依据须充分。 

8.2.28.2.28.2.28.2.2    研究施工区地质地球物性特征和规律，选择合适的岩性识别和分层方法。 

8.2.38.2.38.2.38.2.3    煤层解释 

a） 必须有两种或两种以上定性、定厚物性参数，并按附录 D中的表 D.2 要求填写煤层解释结果； 

b)  各物性参数方法，应按各自的解释原则解释，采用成果(即：最终解释成果)由各解释结果的平

均值确定； 

8.2.48.2.48.2.48.2.4    岩性解释 

a)  必须有三种或三种以上定性、定厚物性参数，并按附录 D中的表 D.3 要求填写结果； 

b)  岩层、标 层、破碎带应结合地质、钻探、区域规律等方面资料进行综合解释，岩性解释成果

与采取率较高的岩心比较应基本符合。 

8.2.58.2.58.2.58.2.5    井斜确定 

依据测斜资料，确定钻孔顶角与方位角，并按附录 D 中的表 D.4 要求填写结果，深度间隔一般不大

于 50m。 

8.2.68.2.68.2.68.2.6    含水层(带)、 ( )隙带的解释应结合水文地质资料进行，定性解释必须有分别能反映地层储

水空间和渗透性能的物性参数曲线。定厚解释确定成果应采用两种物性参数解释成果的平均值。 

8.2.78.2.78.2.78.2.7    井温确定 

依据测温资料，分析地温变化特征，确定孔内温度，并按附录 D 中的表 D.5 要求填写结果，深度

间隔一般不大于 50m。 

8.2.88.2.88.2.88.2.8    煤层气及其他有益矿产评价 

结合地质、钻探、化验测试资料，开展目的煤层的煤层气含气量、空隙度、渗透率等参数的初步估

算，评价其顶底板岩层的渗透性；并对其他有益矿产提供信息或做出初步评价。 

8.2.98.2.98.2.98.2.9    岩层、标 层、破碎带应结合地质、区域规律等方面资料进行综合解释。 

8.2.108.2.108.2.108.2.10    成果质量评价 

8.2.10.18.2.10.18.2.10.18.2.10.1    成果质量评价按煤层、全孔分别进行。 

8.2.10.28.2.10.28.2.10.28.2.10.2    煤层成果质量评价分为 质、合格、不合格三级。各级别质量标准指标见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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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6666    煤层及夹矸解释精度要求煤层及夹矸解释精度要求煤层及夹矸解释精度要求煤层及夹矸解释精度要求            

                                                                          单位为米 

级别 

分类 
质 合格 不合格 

解释依据 

煤层及夹矸定性可靠；有两种或两

种以上按各自的解释原则解释定

性、定厚物性参数，且与采用成果

的厚度、深度误差均不大于下列规

定。 

煤层及夹矸定性可靠；有两种或两

种以上按各自的解释原则解释定

性、定厚物性参数，且与采用成果

的厚度、深度误差均不大于下列规

定。 

煤层厚度 
最大 

厚度差 

最大 

深度差 

夹层最大 

厚度差 

最大 

厚度差 

最大 

深度差 

夹层最大 

厚度差 

最低可采厚度～1.30 ≤0.10 ≤0.20 ≤0.10 ≤0.15 ≤0.25 ≤0.15 

1.30～3.50 ≤0.15 ≤0.25 ≤0.15 ≤0.20 ≤0.30 ≤0.20 

3.51～8.00 ≤0.20 ≤0.30 ≤0.20 ≤0.25 ≤0.35 ≤0.25 

>8.00 ≤0.30 ≤0.40 ≤0.30 ≤0.35 ≤0.45 ≤0.35 

达 不 到

合 格 标

准 。 

注1：采用成果(即：最终解释成果)由各解释结果的平均值确定； 

注2：当已知岩芯倾角时，可使用 厚度。 

 

8.2.10.38.2.10.38.2.10.38.2.10.3    全孔成果质量单项评价分为 质、合格、不合格、废品四级。各级别质量标准指标见表 7。 

表表表表7777    成果质量标准表成果质量标准表成果质量标准表成果质量标准表    

序

号 

项

目 
质 合格 

不

合

格 

废品 

1 
煤

层 

（1）符合 6.1.5 C 款规定。 

（2）可采煤层定厚解释 90%达到

质，其余煤层达到合格。 

（1）符合 6.1.5 C 款规定。 

（2）可采煤层定厚解释不低于合格

要求。 

煤层及夹层定性不可

靠或深度、厚度误差

有一项超过合格标准

的 1 倍以上。 

2 
岩

层 

有三种物性参数曲线划分岩层，

解释结果与岩芯分层基本吻合，

岩性分析资料可靠。 

有两种物性参数曲线划分岩层，主

要层段的解释结果与岩芯分层基本

吻合，岩性分析资料基本可靠。 

无法划分岩层或划分

的岩层与岩芯分层误

差大于 50%。 

3 

含

水

层 

两种物性参数曲线对主要含水层

深度解释误差不大于 2m，厚度的

解释误差不大于 2%。 

两种物性参数曲线对主要含水层深

度解释误差不大于 4m，厚度的解释

误差不大于 4%。 

成果无法利用。 

4 
断

点 

在物性标 层稳定的地区，有两

种物性参数曲线进行解释，且不

遗漏断距大于 20m 的断点。 

在物性标 层稳定的地区，有两种

物性参数曲线进行解释，且不遗漏

断距大于 30m 的断点。 

成果无法利用。 

5 
井

斜 

按规范规定进行测斜，重复测量

差值，顶角不大于 1 ，方位角不

大于 10 （在顶角大于 3 时）。 

工作有 ， 不 响成果，重复

测量差值，顶角不大于 1.5 ，方

位角不大于 15 （在顶角大于 3

时）。 

 
 
  

  
  

  
  

  
  

  

达
不
到
合
格
标
准
又
不
属
于
废
品
者
。

 

成果无法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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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续） 

序号 项目 质 合格 

不

合

格 

废品 

6 井径 
仪器供电电流的变化对测量结

果造成的误差不大于 0.5cm。 

仪器供电电流的变化对测量结果

造成的误差不大于 1cm。 
成果无法利用。 

7 井温 

按设计要求和规范规定进行测

量，检查测量差值不大于

0.5 。 

工作有 ， 不 响使用，检

查测量差值不大于 1 。 

 成果无法利用或

检查测量差值大

于 2 。 

说明：在物性较差的地区， 于下列情况 煤层成果为合格：  

1、对于夹矸，可采用两种物性参数有显示，其中一种参数两种方法解释的厚度差值符合合格标准规定。 

2、结构单一煤层，有井径曲线证实采用密度参数定性可靠，且重复测量的深度，厚度相差符合 质标准规定。 

 

8.2.118.2.118.2.118.2.11    综合质量评价 

综合质量评价分为甲、乙、丙、废四级。各级别质量标准指标见表8。 

表表表表8888    测井质量综合评级标准测井质量综合评级标准测井质量综合评级标准测井质量综合评级标准    

序

号 
项目 甲 乙 丙 废品 

1 原始资料 原始资料综合等级为甲级。 
原始资料综合等级为乙

级。 

原始资料综合等级

为废品。 

2 煤层成果 

（1）符合 6.1.5 C 款规定。 

（2）可采煤层定厚解释 90%达

到 质，其余煤层达到合格。 

（1）符合 6.1.5 C 款规

定。 

（2）可采煤层定厚解释

90%不低于合格要求。 

煤层及夹层定性不

可靠或深度、厚度误

差有一项超过合格

标准的 1 倍以上。 

3 全孔成果 
岩层、井径、井斜为 质，其

余为合格。 

岩层、井径、井斜不低于

合格，其余无废品。 

达 不

到 合

格 标

准

不

于 废

品

。 

岩层、井径、井斜有

一项为废品 。 

4 测井全孔评级 以上三项中的最低级别，为本孔的综合质量等级。 

 

8.38.38.38.3    全区研究全区研究全区研究全区研究    

8.3.18.3.18.3.18.3.1    对全区煤、岩层的测井物性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其物性特征、变化规律及特殊性。 

8.3.28.3.28.3.28.3.2    分析煤、岩层物性和测井曲线的 响因素，研究和确定 响因素校正的方法。 

8.3.38.3.38.3.38.3.3    研究和总结工作地区的定性、定厚和定量解释的方法和规律。 

8.3.48.3.48.3.48.3.4    煤、岩层对比分析 

必须采用有三种或三种以上定性、定厚物性参数，确定煤、岩层对比。 

8.3.58.3.58.3.58.3.5    地层分析 

以煤、岩层对比资料为基础，建立地层地质主干剖面，分析煤、岩层的沉积环境、沉积规律及地质

构造。 

8.3.68.3.68.3.68.3.6    煤层分析 

以煤、岩层对比资料为基础，建立主要可采煤层地质面，分析煤层分布特征和变化规律。 

9999    成果提交成果提交成果提交成果提交、、、、验收验收验收验收    

9.19.19.19.1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9.1.19.1.19.1.19.1.1    测井成果的提交，应广泛搜集、研究施工区及邻区的测井、地质、水文、地面物探、钻探等有

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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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9.1.29.1.29.1.2    测井成果的提交，应充分考虑地质需要，并尽量采用新方法、新技术、新参数，以扩大地质应

用范围，提高综合效益。 

9.1.39.1.39.1.39.1.3    测井成果编制过程中，应加 勘查区物性规律的综合研究，对不合理的单孔处理解释成果应重

新处理。 

9.29.29.29.2    单孔成果说明书编制单孔成果说明书编制单孔成果说明书编制单孔成果说明书编制、、、、提交与验收提交与验收提交与验收提交与验收    

9.2.19.2.19.2.19.2.1    在单孔解释成果说明书编写前，编写技术负责人应根据设计要求，结合区域地球物理特征、测

井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以本规范为基础拟定 合实际的编写提 。 

9.2.29.2.29.2.29.2.2    文字部分的主要内容 

a） 序言 

说明测井工作所承担项目的来源、工作目的； 

简述钻孔情况，包括钻孔名称、钻孔性质、地理位置、目的煤层 、终孔深度及层位、套管程

序、井液性质（密度、电阻率、温度）等一般性内容。 

b） 测井施工概况 

说明测井工作所承担的地质任务、作业依据； 

详述 次测井施工日期； 

详述测井仪器测试与标定（包括 内和井场）； 

详述测井设计完成情况，增、 测井内容及原因； 

详述测井数据采集方法、测井程序； 

详述测井项目及曲线质量； 

详述测井完成的工作量及质量。 

c） 测井资料数据处理、综合解释 

简述地质、地球物理特征； 

详述测井资料的环境校正及预处理； 

详述测井解释模型的选择； 

详述测井处理 件、处理程序及主要解释参数选择； 

详述煤岩层的定性、定厚解释； 

详述综合解释成果。 

d） 工程、水文及其它测井概况 

分别详述井斜、井径、井温、水文测井、其它测井情况。煤层气钻孔应增加井 质量、固井等

方面的评述。 

e)  结论及建议 

简述完成地质任务情况； 

说明主要经验 、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9.2.39.2.39.2.39.2.3    单孔成果说明书附图 

a） 钻孔测井综合成果图(1:500 或 1:200)； 

b)  钻孔煤层综合测井曲线图(1:50)； 

c)  钻孔测井曲线图(测井综合解释成果图中未能放置的其它曲线) (1:500 或 1:200)； 

d)  钻孔地层岩 度参数曲线图； 

e)  其他有关图件。 

9.2.49.2.49.2.49.2.4    单孔成果说明书附表 

a)  井场原始数据记录薄； 

b） 测井成果薄； 

c） 其他相关表格。 

9.2.59.2.59.2.59.2.5    “钻孔测井综合成果图”应包含如下内容：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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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图名及图头； 

b)  深度标尺和横向比例尺； 

c)  主要物性参数曲线； 

d)  测井解释的岩性剖面； 

e)  标 层、含水层及其他有益矿产。 

9.2.69.2.69.2.69.2.6    测井现场工作结束后，应在 个工作日内提交。 

9.2.79.2.79.2.79.2.7    单孔成果说明由项目组根据本规范及设计组织验收。 

9.39.39.39.3    专业技术报告编制专业技术报告编制专业技术报告编制专业技术报告编制、、、、提交与验收提交与验收提交与验收提交与验收    

9.3.19.3.19.3.19.3.1    测井专业技术报告在编写前，报告编写技术负责人应结合区域地球物理特征、测井工作的实际

情况，并以本规范为基础拟定 合实际的报告编写提 。 

9.3.29.3.29.3.29.3.2    专业技术报告文字部分的主要内容 

a)  概况 

简要说明测井项目的来源、工作目的； 

简要说明测井工作所承担的地质任务、勘查区范围、作业依据； 

简述勘查区位置及自然地理条件； 

以往地球物理测井工作评价； 

详细说明本阶段完成的地质任务情况，工程量及质量评述。 

b)  地质概况及地球物理特征 

简述勘查区地层、构造、岩浆岩、水文、工程、环境及煤层、煤层气等特征； 

说明勘查区地质-地球物理特征，提出完成地质任务的依据。 

c)  工作方法及测井仪器 

述本阶段测井使用的仪器型号、设备类型、仪器刻度、测试方法及精度；  

阐述试验目的、试验孔的数量、孔位及试验内容；  

说明采用的方法技术、参数及技术指标等。 

d)  资料处理、解释 

详细说明资料处理目的、思路、内容、方案及流程； 

详细说明资料解释方法、技术，解释依据、解释原则。 

e)  地质成果 

详细说明岩、煤层对比、构造、沉积环境、开采技术条件、煤层气及其他有益矿产等的地质应

用成果。 

f)  结论与建议 

简述完成地质任务情况，评价解释精度； 

说明主要经验 、存在问题，提出建议。 

9.3.39.3.39.3.39.3.3    专业技术报告附图部分的主要内容 

a)  钻孔测井综合成果图(1:500 或 1:200)； 

b)  地层物性综合柱状图； 

c)  煤、岩层曲线对比图(1:50)； 

d)  复杂结构煤层对比图(1:50)； 

e)  测井设计要求的平面等值线图； 

f)  其他有关图件。 

9.3.49.3.49.3.49.3.4    专业技术报告附表部分的主要内容 

a)  测井工程量、质量 总表； 

b)  煤层解释成果及综合利用表； 

c)  断层解释成果表； 



DZ/T 0080—2010 

 16 

d)  测井解释成果与其它方法结果对照表； 

e)  井斜测量及 算成果表； 

f)  地温测量成果表； 

g)  其它需附表格。 

9.3.59.3.59.3.59.3.5    对于一般小型(依据各省实际情况确定)或较低程度(预、普查)勘查项目，其专业技术报告可根

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或仅编制地质勘查报告的测井部分。 

9.3.69.3.69.3.69.3.6    专业技术报告提交一般应在全区测井工作结束后 1个 或根据合同约定时间内提交。 

9.3.79.3.79.3.79.3.7    专业技术报告的验收与批准。 

9.3.7.19.3.7.19.3.7.19.3.7.1    专业技术报告的验收一般应分初审、评论、审查、批准 4个阶段进行。 

9.3.7.29.3.7.29.3.7.29.3.7.2    初审：由项目施工单位的主管部门负责。检查设计及设计批准书中所规定的地质任务完成情

况，检查基础资料及地质成果的可靠性，并提出报告初步审查意见。 

9.3.7.39.3.7.39.3.7.39.3.7.3    评论：由总体项目承担单位 报告评论组完成。 查原始资料质量、资料处理成果、“三

”图纸及中间解释结果（一般应达到 20%～30%），确定基础资料的可靠性；检查解释结果的合理性，

报告文字、附图、附表、附件的完 性；根据本规范及总体项目勘查设计、设计要求，提出评论意见书。 

9.3.7.49.3.7.49.3.7.49.3.7.4    审查：采用审查委员会方式进行，其组成审查委员会的相关技术专 由总体项目承担单位

。审查委员会在听取项目组、报告评论组及其它方面(如：项目监理等)情况 报的基础上，通过 异、

审 部分基础资料(一般应达到 5%～10%)和报告、讨论 ，根据本规范及总体项目勘查设计、设计要

求，确定报告所获得的地质成果和不足，提出处理意见，写出审查意见书。 

9.3.7.59.3.7.59.3.7.59.3.7.5    批准：由项目主管单位在评论意见书、审查意见书的基础上下达审查批准书。 

9.3.7.69.3.7.69.3.7.69.3.7.6    对于一般小型勘查项目(依据各省实际情况确定)，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简化。 

9.49.49.49.4    成果归成果归成果归成果归     

9.4.1 单孔测井工作结束后，按附录 E要求填写相应内容，并与附录 A、附录 B、附录 D统一 理成 、

存 。 

9.4.2 所有测井成果资料，包括测井成果说明书、专业技术报告、附图、附表及相关的电子存储介质，

必须按有关规定 理、存 。 

10101010    仪器与设备仪器与设备仪器与设备仪器与设备    

10.110.110.110.1    仪器设备的配置仪器设备的配置仪器设备的配置仪器设备的配置    

10.1.110.1.110.1.110.1.1    应根据测井设计、地质任务的要求和施工条件选配测井仪器、绞车、电缆和运 设备。 

10.1.210.1.210.1.210.1.2    应配置必须的刻度 置、测试仪表和器材。 

10.210.210.210.2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 护和管理护和管理护和管理护和管理    

10.2.110.2.110.2.110.2.1    置仪器设备时，应对各项性能指标及有关资料进行验收，且其性能指标应满足本规范的技术

要求。 

10.2.210.2.210.2.210.2.2    各种仪器设备必须按说明书和操作手 的规定使用和 护。 

10.2.310.2.310.2.310.2.3    操作人员必须熟 仪器设备的性能和操作方法， 修人员必须掌握仪器设备的工作原理，并经

考核合格方可上 。 

10.2.410.2.410.2.410.2.4    每台仪器设备 应建立技术 案(内容包括说明书、使用情况、检修记录、测试和刻度图表等)。 

10.2.510.2.510.2.510.2.5    仪器设备及电缆的 电阻应符合表 9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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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9999    仪器设备及电缆的 性能要求仪器设备及电缆的 性能要求仪器设备及电缆的 性能要求仪器设备及电缆的 性能要求    

序号 项                目 
最低  

( . ) 

1 地面仪器线路间及对地、绞车集电环间及对地。 10 

2 发电机、电动机、变 器对地。 1 

3 井下仪器线路对外 （接通 除外）， 状态下电缆缆芯之间及对地。 2 

4 测井后表 干 状态下电极系电极间及对地。 2 

注：凡仪器设计对 有特殊要求 ，应达到设计要求。 

 

10.2.610.2.610.2.610.2.6    仪器中电 的电 低于 定值的 15％时，应及时 。长期停用时，必须将电 取出。 

10.2.710.2.710.2.710.2.7    凡需在特殊环境下工作的仪器和部件，必须按所要求的环境使用。 

10.2.810.2.810.2.810.2.8    下井仪使用后，必须 洗干 ， 动部分应涂油防 ，易松动部件应检查 固。 

10.2.910.2.910.2.910.2.9    长期不使用的完好仪器设备应存放在专用库 中，且每三个 通电检查一次。 

10.2.1010.2.1010.2.1010.2.10    轮、地轮、导向轮和测量轮的直径应大于电缆直径 30倍。 

10.2.1110.2.1110.2.1110.2.11    电缆应在滚筒上 齐 ，测孔 计深度达 1 10
4
m 时应 头使用。 电缆测井后须及时

清洗，长期停用时应涂油防 。 

10.2.1210.2.1210.2.1210.2.12    电缆需加长时，必须使用类型相同的电缆。 

10.2.1310.2.1310.2.1310.2.13    测井专用的仪器设备和 车不准 为其他工作使用或随意 ，仪器车应停放在专用车库中。 

10.2.1410.2.1410.2.1410.2.14    车内仪器 必须保持 洁，禁止吸 。 

10.2.1510.2.1510.2.1510.2.15    计算机 应符合所用计算机工作环境条件的要求。 

10.2.1610.2.1610.2.1610.2.16    在用的计算机，应具有防 措施。 

10.2.1710.2.1710.2.1710.2.17    各种存储介质记录的程序及数据文件必须存放在防磁、防 电、防 、防 ，以及温度、

度符合要求的专用 中。程序及原始数据文件必须留有备 ，原文件与备 应分别存放，其他文 资料

也应妥善保存。 

10.2.1810.2.1810.2.1810.2.18    存储介质记录的程序及数据文件，每 6 个 需作例行检查，每 12个 需重新 。 

10.2.1910.2.1910.2.1910.2.19    采集程序(含固化程序)开发和修改后，必须通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专 定。 

10.310.310.310.3    仪器的调校仪器的调校仪器的调校仪器的调校、、、、测试与刻度测试与刻度测试与刻度测试与刻度    

10.3.110.3.110.3.110.3.1    一般要求 

10.3.1.110.3.1.110.3.1.110.3.1.1    用于定量解释的方法仪器的刻度 置，其物理量必须由高一级的刻度 置 或经精密仪器

测定，并定期监测。 

10.3.1.210.3.1.210.3.1.210.3.1.2    各种仪器设备均须按说明书和本规范的要求进行调校、测试与刻度。 

10.3.1.310.3.1.310.3.1.310.3.1.3    各种仪器设备除下文特别指明的外，调校、测试、刻度间隔为 6 个 。因 器件、调

工作状态引起仪器 度变化或井场测试检查误差超 时，也须重新调校、测试或刻度。 

10.3.1.410.3.1.410.3.1.410.3.1.4    测井系统中各方法仪器每 12 个 必须测试稳定性，连续工作 4h，其 出变化不大于 3.5％。 

10.3.1.510.3.1.510.3.1.510.3.1.5    调校、测试、刻度的数据必须同时做数字记录和监视记录，并绘制相应图表妥善保存。 

10.3.210.3.210.3.210.3.2    电缆深度 

10.3.2.110.3.2.110.3.2.110.3.2.1    深度记号及其要求 

    a） 发现记号移位、或电缆在孔内经 力拉 、或 计测孔深度达 1 10
4
m 时，须在孔内检查记号

间距，并填写检查记录； 

    b） 检查中发现标准记号间的误差超过 0.10m、或 计误差超过 0.1％时，必须重作。 

10.3.2.210.3.2.210.3.2.210.3.2.2    使用测量轮 置的电缆在启用或 头使用、或在孔内经 力拉 、或 计测孔深度达 1 10
4
m

时，应在深度大于 500m 的钻孔中，以提升运动状态下检查电缆与测量轮之间的配合误差。仪器测量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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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实际 量值对照，误差超过 0.3％时，须调 测量系统；不大于 0.3％时，须求得各方法仪器的深

度校正 式。 

10.3.310.3.310.3.310.3.3    核测井仪器 

10.3.3.110.3.3.110.3.3.110.3.3.1    光电倍增管、调 放大倍数或调 电 后，应重新测试或标定。 斜不超过 2％的

区宽度不 小于 100V，工作电 应位于 区中心部位。 

10.3.3.210.3.3.210.3.3.210.3.3.2    最高地温大于 50 或小于-15 的施工区，应测试仪器的温度稳定性。其 出与常温值相差

不超过 5％。 

10.3.3.310.3.3.310.3.3.310.3.3.3    每次标定或刻度时，应同时测试井场检查 置的响应值。 

10.3.3.410.3.3.410.3.3.410.3.3.4    密度测井仪每 3个 刻度一次，要求如下： 

a） 测点不得少于 2个，计算刻度系数后将测量值回代，误差不大于 0.03g／cm 
3
。 

b)  用同一照射率测定伽马伽马和自然伽马响应值的 算系数。 

10.3.3.510.3.3.510.3.3.510.3.3.5    自然伽马测井仪使用标定或刻度 置计算计数率与照射率的 算关系。 

10.3.3.610.3.3.610.3.3.610.3.3.6    中子—中子测井仪使用标定或刻度 置刻度，孔隙度相对误差不大于 10％。 

10.3.410.3.410.3.410.3.4    电阻率测量仪器 

10.3.4.110.3.4.110.3.4.110.3.4.1    电阻率测井仪（主要包括三侧向、双侧向、微球形聚焦、微电极、视电阻率）：给定值不少

于 6个，测量值与给定值比较，20～100 m 时，相差不超过 5 m；大于 100 m 时，误差不大

于 5％。 

10.3.4.210.3.4.210.3.4.210.3.4.2    井液电阻率测井仪和井液电阻率计：给定值不少于三个，测量值与给定值比较，误差不大于

5％；井液电阻率测井仪还应分别用 管和 管 ，置于同一液体中，两 测量的相对误差不大

于 5％。 

10.3.4.310.3.4.310.3.4.310.3.4.3    地层倾角测井仪各 微聚焦电阻率：给定值不少于 3个，各 间电阻率相对误差不大于 10

％。 

10.3.510.3.510.3.510.3.5    声速测井仪 

在校验筒( 或 )内测试纵波时差和稳定性，连续工作2h，各次实测值与标准值相比，相差不大于

5 s／m。 

10.3.610.3.610.3.610.3.6    超声波成像测井仪 

在已知倾角、方位刻度 置上测试，误差不大于出 指标。 

10.3.710.3.710.3.710.3.7    井斜仪(包括地层倾角仪、超声波成像测井仪中井斜测量部分) 

每 3 个 在校验 上进行校验。方位角在 0 ～360 、顶角在 0 至极 值之间，至少各有 8个校

验点，且均 分布。顶角误差不大于 0.5 、方位角误差不大于 5 (顶角大于 3 时)。 

10.3.810.3.810.3.810.3.8    井径仪 

在开 和收 两个方向测量，误差不大于10mm。 

10.3.910.3.910.3.910.3.9    井温仪 

给定温度应 测区地温变化范围，且均 分布。测量值与精度为0.1 的水 温度计比较，误差

不大于0.5 。同时测定系统阻尼时间。 

10.3.1010.3.1010.3.1010.3.10    流量测井仪 

10.3.10.110.3.10.110.3.10.110.3.10.1    用于定量计算时，每 12 个 标定一次。选择三种直径不同、长度大于 1.5m 的 管， 次(至

少三次)改变注水量，确定转速、孔径和流量之间的关系。与精度为 1％的流量计比较，相差不大于 2

％。 

10.3.10.210.3.10.210.3.10.210.3.10.2    采用井中实测标定时，可不执行 10.3.10.1 条。井中实测标定应选择三种不同直径、长度

大于 2m 的 管， 管直径应尽可能 测量井段的钻孔直径。 

11111111    安全施工安全施工安全施工安全施工、、、、健康防护健康防护健康防护健康防护    

11.111.111.111.1    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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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11.1.111.1.111.1.1    各施工单位必须 执行有关测井安全生产的规章制度，依据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安全生产实

施细则，并配备兼 的安全工作人员。 

11.1.211.1.211.1.211.1.2    施工时工作人员不得 离 ，未经许可不得动用非本 位的仪器设备。 

11.1.311.1.311.1.311.1.3    仪器车等工作场所的电源、温度、 度应符合安全需要，并备有有效的 防设施。 

11.1.411.1.411.1.411.1.4    机 设备不得在运转中检修；仪器通电检修或有可能接 36V 以上电 时，应采取相应措施。 

11.1.511.1.511.1.511.1.5    施工现场如不具备基本的安全保 ，不得进行作业。 

11.211.211.211.2    仪器车及行车安全仪器车及行车安全仪器车及行车安全仪器车及行车安全    

11.2.111.2.111.2.111.2.1    仪器车必须由熟 的 员定人 。 

11.2.211.2.211.2.211.2.2    行车前及长 行车 中应做好车况、放射源及仪器设备安全检查。 中留 ，必须将车辆停放

在安全场所。 

11.311.311.311.3    仪器与孔仪器与孔仪器与孔仪器与孔内安全内安全内安全内安全    

11.3.111.3.111.3.111.3.1    仪器开机前应对以下内容进行复查： 

a） 电源电 、 率与极性； 

b)  仪器接线及接地； 

c)  各开关、部件及计算机是否处于安全状态； 

d)  需固定 置的安 状况； 

e)  绞车的刹车及变速 置。 

11.3.211.3.211.3.211.3.2    施工过程中，操作人员应观 仪器、设备工作状态，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置。 

11.3.311.3.311.3.311.3.3    仪器工作结束后，须将各操纵部件 复到安全位置；严禁在通电状态下 运仪器设备和 、

接线。 

11.3.411.3.411.3.411.3.4    仪器设备运 前，应妥善包 和固定，运 中禁止与有 安全的 物 ；车载计算机须采取

防 、防 措施，其 、光 和硬盘必须处于安全状态。 

11.3.511.3.511.3.511.3.5    检查电缆 须断开缆芯与地面、井下仪器间的连线；检查各仪器设备 必须选用与其

相应的仪表。 

11.3.611.3.611.3.611.3.6    电缆拉出绞车时，应防止打结。 

11.3.711.3.711.3.711.3.7    下井仪器与电缆连接处须设有拉力薄 环节， 点拉断力应小于电缆允许拉力的二分之一。 

11.3.811.3.811.3.811.3.8    绞车启动、电缆提升和下放时，严禁 急刹车和 然加速。电缆提升时，仪器和工作人员应避

开电缆 动 响区。 

11.3.911.3.911.3.911.3.9    严禁超井深下放电缆。仪器距井口 20m 时，应有 速 信号。 

11.3.1011.3.1011.3.1011.3.10    电缆提升及下放速度不得过 。当仪器接近井底、套管鞋、井口、井况复杂时，须 低速度。 

11.3.1111.3.1111.3.1111.3.11    仪器在井底停留不得超过 60s， 井段停留时间不应超过 3mi 。 

11.3.1211.3.1211.3.1211.3.12    严禁用下井仪器冲 孔内 物。 阻时，应将仪器提出井口，通、冲孔后重新测量。 

11.3.1311.3.1311.3.1311.3.13    施工过程中，须将井口附近的无关物品移开；电缆提出后须及时 好井口。 

11.3.1411.3.1411.3.1411.3.14    施工时应先使用无推靠(聚中) 置的井下仪器试测；安全性差的钻孔必须采取有效的安全措

施。 

11.3.1511.3.1511.3.1511.3.15    下井仪器 时，应立即停车，收 井下推靠 ， 上下 动；如仍未解 ，应 速研究

处理事故的具体措施，指定专人处理。 

11.3.1611.3.1611.3.1611.3.16    施工中有雷电 时，须立即关 仪器电源。 

11.411.411.411.4    放射源的保管放射源的保管放射源的保管放射源的保管、、、、运运运运 、、、、使用及健康防护使用及健康防护使用及健康防护使用及健康防护    

11.4.111.4.111.4.111.4.1    放射源不使用时必须存放在专用源库中，源库的设计及源库内外的剂量当量率应符合 GBZ 

142-2002 和 GBZ 19871-2002 的要求。源库的选 应经环保等有关部门批准。 

11.4.211.4.211.4.211.4.2    施工区应建立 时源库，源库应设有 标 并有防 、防 、防 等措施； 时源库距

区距离须大于 20m。. 

11.4.311.4.311.4.311.4.3    井场 时放置的放射源罐距工作人员距离应大于 10m，且应采取防止丢失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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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11.4.411.4.411.4.4    必须建立放射源的使用 案及健全的领用、保管制度。 

11.4.511.4.511.4.511.4.5    严禁打开放射源的密封外 和严禁使用密封破 的可 性放射源测井。放射源应定期检查密封

的表面 及 漏情况， 或 漏超标时必须采取措施。 

11.4.611.4.611.4.611.4.6    放射源的调 、处理、转 及废 放射源的处理，必须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GWF 02）规定办理各种手续，并取得主管单位的批准。 

11.4.711.4.711.4.711.4.7    有放射源 、遗失等放射性事故时，用源单位必须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GWF 02）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妥善处理，并 速呈报主管单位和当地环保、 安等有

关部门。事后应将事故经过、事故责任、造成的 响及处理结果，写出详细报告并建立专项 案。 

11.4.811.4.811.4.811.4.8    放射源 入孔内必须尽量打 ，并指定专人负责实施；如打 无效，必须按《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GWF 02）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的要求妥善处理，检测放射源所在位置，并

速呈报主管单位和当地环保、 安等有关部门。当确认未破 时，可用水泥全孔封井。提交地质

报告时，须将孔号、事故日期及放射源的详细情况写明，并在平面图及钻孔柱状图上标注。 

11.4.911.4.911.4.911.4.9    车辆运 放射源时，车内及车附近的剂量当量率应符合 GBZ 142-2002 和 GBZ 19871-2002 的要

求。 

11.4.1011.4.1011.4.1011.4.10    拟参加放射性工作的人员，必须经过体检；有不适应 ，不得参加此项工作。从事放射性

工作的人员要定期进行 体检查；确认放射 ，应及时 或调离放射性工作。 

11.4.1111.4.1111.4.1111.4.11    所有的放射性工作人员，应由所在单位建立健康 案。 

11.4.1211.4.1211.4.1211.4.12    操作放射源时应在源罐中进行，禁止直接接 放射源。当必须 露使用放射源时，应使用专

用工具。具有定向 置的载源仪器，人体应在定向 口 面操作。 

11.4.1311.4.1311.4.1311.4.13    放射性工作人员接 的剂量当量不得超过 GBZ 142-2002 和 GBZ 19871-2002 的规定；超过时

须 停接 放射源，安 必要的 复期。 

11.4.1411.4.1411.4.1411.4.14    放射性工作人员的安全防护用品、保健、 等应按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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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AAAA    

（（（（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    

测井通知书测井通知书测井通知书测井通知书    

A.1A.1A.1A.1    测井任务测井任务测井任务测井任务    

地区 孔 ， 孔深 m，测量范围自 m至 m。 于 日 时到达井场，

完成下列测井任务： 

    a) 

    b) 

    c) 

    d) 

    e) 

    f) 

    g) 

    h) 

A.2A.2A.2A.2    钻孔情况钻孔情况钻孔情况钻孔情况    

A.2.1A.2.1A.2.1A.2.1    安全情况及测井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A.2.2A.2.2A.2.2A.2.2    孔径变 ：从 m至 m， mm；从 m至 m， mm；从 m至 m， mm。 

A.2.3A.2.3A.2.3A.2.3    套管最终深度 m；内径 mm；孔内液面深度 m。 

A.2.4A.2.4A.2.4A.2.4    泥浆性质 ；比重 g／cm
3
； 度 s。 

 

A.3A.3A.3A.3     交通交通交通交通情况情况情况情况((((附示意图附示意图附示意图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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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A.4A.4A.4     钻孔情况钻孔情况钻孔情况钻孔情况((((附钻孔附钻孔附钻孔附钻孔 1:5001:5001:5001:500 地质柱状图地质柱状图地质柱状图地质柱状图，，，，包括岩性及其深度包括岩性及其深度包括岩性及其深度包括岩性及其深度、、、、厚度厚度厚度厚度、、、、采长采长采长采长)))) 

 

 

 

 

 

 

 

 

 

 

填发 年 日                                                        地质技术负责人  

收到 年 日                                                        测井技术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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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BBBB 

（（（（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    

井场基础数据记录簿井场基础数据记录簿井场基础数据记录簿井场基础数据记录簿    

 

                          区                       钻孔                      综合质量评价                

 

表 B.1 外作业基本情况记录表 (  )  

表 B.2 外作业工作班报 (  )  

表 B.3 仪器井场检查记录表 (  )  

表 B.4 井液电阻率测定记录表 (  )  

表 B.5 电 深度(记号)检查记录表 (  )  

表 B.6 点测井斜原始记录表 (  )  

表 B.7 点测井温原始记录表 (  )  

表 B.8 煤层井场初步解释成果表 (  )  

 

 

                                            内验收人员                           

                                           施 工 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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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1B.1B.1B.1 外作业基本情况记录表外作业基本情况记录表外作业基本情况记录表外作业基本情况记录表    

基   本   情   况 

孔深 m 仪器型号  计算机型号  操作员  

套管深度 mm 仪器编号  监视设备型号  解释员  

套管直径 mm/m 采集 件名称  监视设备编号  质量监 员  

井液深度 m 采集 件版本  放射源种类  安全监 员  

井液电阻率 .m 绞车型号  放射源 度 B  外负责  

井液温度  绞车编号  放射源种类  源人员  

井液密度 g/cm
3
 电缆最低    放射源 度 B  源人员  

作   业   情   况 

  日期 时间 安 用时   孔内故 用时  备  

出发时间     测井用时   冲孔用时  

到达时间     故 用时   等孔用时  

始测时间     用时   其他用时  

结束时间     其它用时      

返回时间      测井用时  非测井用时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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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2 B.2 B.2 B.2    外作业工作班报外作业工作班报外作业工作班报外作业工作班报    

                                                                                                       共           

测量深度 测量速度 监视记录 

起始(m) 最低(m/h) 
序号 探管名称及编号 数据文件名 

终止(m) 

采样 

间隔 

(m) 
最高(m/h) 

回程差 

(m) 

对 点 

高度 

(m) 

方法 

(曲线) 

名称 深度比例 横向比例 

初步 

质量 

评价 

备注 

        

        

        
    

        

        

        

        

      

  

  

  

    

        

  

        

        

        
    

        

        

        

        

      

  

  

  

    

        

  

  

仪器操作员：                              初步质量评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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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3  B.3  B.3  B.3 仪器井场检查记录表仪器井场检查记录表仪器井场检查记录表仪器井场检查记录表    

 

  操作：               记录：                                                                         共           

仪器名称 文件名 刻度器 基地测量值 长计数率 计数率 井场测量值 误差 

      
补偿密度  

      

      
自然伽玛  

      

补偿声波        

      
中子—中子  

      

      
电阻率  

      

      
井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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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4 B.4 B.4 B.4 电缆深度电缆深度电缆深度电缆深度((((记号记号记号记号))))检查记录表检查记录表检查记录表检查记录表    

                                                                                                        共              

地区  井下仪器  电缆型号  操作  

孔号  井下仪重量             kg 电缆长度              m 记录  

孔深              m 井液密度           g/cm
3
 提升速度          m/mi  量  

        

        

    

孔深(记号)（m) 误差(m) 孔深(记号)（m) 误差(m) 

起 止 
实测长度(m) 

 - 

实测 长 

(m) 

计误差 

(m) 起 止 
实测长度(m) 

 - 

实测 长 

(m) 

计误差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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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5 B.5 B.5 B.5    井液电阻率测定记录表井液电阻率测定记录表井液电阻率测定记录表井液电阻率测定记录表    

仪器型号               编号             记录点至电缆 记号长         m 起算深度          m                       共             

校  电  流 

序号 
深度 

比例尺 取 

电阻 

 

电  

常数 

mV/cm 

电流 

mA 

系统阻

尼 

时间 

s 

电  

常数 

mV/cm 

基底 

补偿 

mV 

横向 

比例 

m/cm 

测量 

范围 

m 

始测 

时间 

日 

/ 

时 

/ 

分 

止测 

时间 

日 

/ 

时 

/ 

分 

操作 记录 
质量 

评价 
备注 

                

化                

1                

2                

3                

4                

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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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6B.6B.6B.6    点测井斜原始记录表点测井斜原始记录表点测井斜原始记录表点测井斜原始记录表    

 共           

测前检查 给定 测量 误差 给定 测量 误差 仪器型号  操作  

顶角( )       仪器编号  记录  

方位( )       

 

套管深度 m 质量评价  

    

顶角( ) 方位角( ) 顶角( ) 方位角( ) 
序号 

孔深 

（m) 测量 检查 取值 测量 检查 取值 
序号 孔深(m) 

测量 检查 取值 测量 检查 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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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7B.7B.7B.7    点测井温原始记录表点测井温原始记录表点测井温原始记录表点测井温原始记录表    

         共           

测前检查 给定 测量 误差  仪器型号  气温  操作  

    仪器编号  停钻时间  记录  
温度( ) 

    井液深度            m 测井时间  质量评价  

    

序号 
孔深 

(m) 

温度 

( ) 
序号 

孔深 

(m) 

温度 

( ) 
序号 

孔深 

(m) 

温度 

( ) 
序号 

孔深 

(m) 

温度 

( ) 
序号 

孔深 

(m) 

温度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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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B.8B.8B.8B.8    煤层井场初步解释成果表煤层井场初步解释成果表煤层井场初步解释成果表煤层井场初步解释成果表    

解释：           审核：           . 共              

确  定  值 各 方 法 解 释 值 最 大 相 差 

深度 厚度（结构） 深度 厚度（结构） 深度 厚度 
煤层 

编号 

(m) (m) 

方法名称 

(m) (m) 

曲线反映 

(m) (m) 

质量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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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C  C  C  C    

（（（（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    

《《《《煤炭地球物理测井原始数据标准煤炭地球物理测井原始数据标准煤炭地球物理测井原始数据标准煤炭地球物理测井原始数据标准》（》（》（》（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推荐性标准））））    

(WOS (WOS (WOS (WOS --------ⅠⅠⅠⅠ格式格式格式格式))))    

(WOS We  O igi ai Sta da d)(WOS We  O igi ai Sta da d)(WOS We  O igi ai Sta da d)(WOS We  O igi ai Sta da d)    

 

钻孔名称： 

测井日期： 

起始深度： 

终止深度： 

采样间隔： 

空值表示： 

曲 线 数： 

采样点数： 

曲线 1代号： 

曲线 1名称： 

曲线 1单位： 

曲线 2代号： 

曲线 2名称：  

曲线 2单位： 

曲线 3代号： 

曲线 3名称： 

曲线 3单位： 

曲线 4代号： 

曲线 4名称： 

曲线 4单位： 

 

深度     速度     时间   曲线 1名称   曲线 2名称   曲线 3名称   曲线 4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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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D  D  D  D    

    （（（（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    

    测井成果簿测井成果簿测井成果簿测井成果簿    

                      区              孔                  质量评价： 

测井单位：  

测井日期：  

成果提交日期：  

  Z  

成果说明书 或 表 D.3 成果说明表 共（  ）  

表 D.4 煤层成果及质量评级表 共（  ）  

表 D.5 地质剖面解释成果表 共（  ）  

表 D.6 测斜成果表 共（  ）  

表 D.7 测温成果表 共（  ）  

 共（  ）  

 共（  ）  

 共（  ）  

 共（  ）  

 共（  ）  

 共（  ）  

数据库文件名  

全孔数据打包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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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续续续续））））                                                         续     

成  果  图  件 

深度比例 主要内容 电子版文件名 

   

   

   

   

   

   

   

   

其  他  文   

文件名 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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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D.1 D.1 D.1 D.1        成果说明表成果说明表成果说明表成果说明表    

1.钻孔及施工概况： 

 

 

 

2.煤、岩层定性定厚的解释原则： 

 

 

 

3.简述测井处理解释 件及主要解释参数的选取： 

 

 

 

4.测井质量评述： 

 

 

 

5.存在问题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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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D.2D.2D.2D.2        煤层成果及质量评级表煤层成果及质量评级表煤层成果及质量评级表煤层成果及质量评级表    

解释：             审核：           . 共              

确  定  值 各 方 法 解 释 值 最 大 相 差 

深度 厚度（结构） 深度 厚度（结构） 深度 厚度 
煤层 

编号 

(m) (m) 
方法名称 

(m) (m) 
曲线反映 

(m) (m) 

质量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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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D.3D.3D.3D.3    地质剖面解释成果表地质剖面解释成果表地质剖面解释成果表地质剖面解释成果表    

解释：              审核：                                                                            共              

厚  度 深  度 
地层 

(m) (m) 
岩 名称 煤层或标 层名称及编号 物性描述 可靠性评价 

        

       

       

       

       

       

       

       

       

       

             

             

       

       

       

       

       

    



 

38 

表表表表    D.4D.4D.4D.4    测斜成果表测斜成果表测斜成果表测斜成果表    

制表：             审核：           .                                      共             

序号 深  度(m) 顶  角 方 位 角 序号 深  度(m) 顶  角 方 位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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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表表表    D.5D.5D.5D.5        测温成果表测温成果表测温成果表测温成果表    

 

制表：             审核：                                                                            共             

序号 深  度(m) 温  度( ) 序号 深  度(m) 温  度( ) 序号 深  度(m) 温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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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附附附        录录录录  E  E  E  E    

（（（（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规范性附录））））    

测井记录测井记录测井记录测井记录、、、、处理盘处理盘处理盘处理盘((((带带带带))))入库登记表入库登记表入库登记表入库登记表    

 

盘(带)编号 勘探区 孔号 测井日期 记录长度(容量) 记录内容 存放位置 入库日期 移交人 接收人 

          

          

         

          

         

          

          

          

          

          

          

          

          

          

 

 

------------------------------------------------------- 

标准分享网 www.bzfxw.com 免费下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