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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水平井和大斜度井的增多，随钻测
井（LWD）技术越来越重要。随钻电磁波电阻
率测井在随钻测井中应用最为广泛。在国外，
随钻电磁波电阻率测井方法已经成为一种成熟
的测井技术，但我国仍处于研究发展阶段。仪
器仿真对国内引进该仪器进行生产以及实际测
井资料处理解释具有指导意义。

计算方法：本文借助 COMSOL Multiphysics®
仿真平台，建立了二维轴对称模型，模型分为
三层和多层（图2），选择 AC/DC 模块中的磁
场接口。通过 LiveLinkTM for MATLAB® 实现
脚本加载模型并控制数据按一定格式输出为文
本文件。考查了 APS 公司的随钻电磁波电阻
率仪器 WPR 仪器的探测特性，对比了仿真结
果与 APS 公司商业宣传介绍的仪器特性。

结果：WPR 仪器深浅探测模式均可识别
0.2m 以上的地层（图4）；对于深探测，
相位差的探测深度为 30in、幅度比的探
测深度为 50in，对于浅探测，相位差和
幅度比的探测深度相近均为 30in 左右
（图5）

结论：结果表明该仪器商业宣传介绍的仪
器探测特性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对石油公
司选择和应用该测井仪器具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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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二维轴对称模型（脉冲地层模型）

图 3. 三维中观察磁场（左）与电场
分布（右）

图 4. COMSOL 软件与其他有限元软件
深浅探测模式下幅度比相对误差对比

图 5.WPR 仪器深浅探测模式下幅度
比和相位差的纵向分辨率(上为浅探
测模式，下为深探测模式)

图 6.WPR 仪器浅探测（左）、深探测
（右）模式下幅度比和相位差的径向探
测深度(上为幅度比，下为相位差)

图 1. WPR仪器原理图（左）、实际仪器结构（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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