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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笔者分别于1985年和1993年主编出版了《脉冲瞬变电磁法及应用》和《时间域电磁法原理》两本
书，也主编出版了两册译文集。
实际上是我校与冶金部第一地勘局、新疆有色地勘局、湖南有色地勘局、华北有色地勘局、华东有色
地勘局、湖南煤炭地质局、安徽煤炭地质局、长沙智通新技术研究所及长沙白云仪器开发有限公司等
单位合作开发研究成果的总结。
大量的理论研究、物理模拟、正反演计算程序、仪器研制、野外试验和实践应用实例等资料来自合作
开发的成果。
在近十几年中，笔者继续与冶金部第一地勘局、云南有色地勘局、湖南有色地勘局、山西煤炭地质局
、核工业203所等单位合作继续开展方法技术野外试验研究和实践，在探测深部金属矿、地热勘查、勘
查深层水、工程勘察、湖海水面作业勘查等方面取得成效，编制了用于实践的数据处理和半定量解释
用的软件包。
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行业标准:地面瞬变电磁法技术规程》。
在仪器研制方面，协助白云仪器开发有限公司在原已经省部级鉴定并获湖南省科技创新金奖的SD-l瞬
变电磁系统的基础上，改进成型为MSD一1瞬变电磁仪；并于1998年与杜其江高工、潘秋明研究员等
合作，研制成功GPS信号同步中功率瞬变电磁仪。
这些点滴成果都有待总结、充实、提高，在我国进一步推广应用时间域电磁法中发挥作用。
　　我国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矿产、矿业、油气田、交通、电力、工程建设、环境保护、古建筑(古
墓等)勘测等对应用地球物理提出了新需求，尤其需要适应勘查深部隐伏矿的需求。
此外，在对煤矿生产至关重要的煤田水文地质勘查方面，瞬变电磁法已经成为了首选的物探手段。
有鉴于此，近十年来，时间域电磁法在国内外备受青睐并得到很快发展，应用领域涉及方方面面，新
技术、新观测系统不断涌现。
不少合作者及同行朋友都提出需要重新编著一本适应于当前形势的需要的书。
考虑了很久，笔者还是下定决心编写新版《时间域电磁法原理》一书，好在现在条件有所改善，可以
上网查阅近几年所空缺的资料，此外还有众多合作者的支持。
　　本书从应用的角度出发，阐述讨论有关时间域电磁法的理论基础、方法技术和应用实例。
全书分以下五篇：理论基础、瞬变电磁信号检测原理及仪器、剖面测量方法、测深方法和井中瞬变电
磁方法。
为了避免篇幅过大，一些电磁场理论的详细推导过程已删除，直接引用其结论，指明所引用的文献。
建立在电磁感应原理基础上的时间域电磁法，二维、三维正反演方法(包括成像)所引用的仍然是经典
理论推导结果的公式，人们引入了一些现代计算方法及技巧，把复杂的地质问题作了许多简化，成为
诸多的方法。
至今，这些方法应用于实践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书中仅作简要介绍，指明具有代表性的文献。
另外，野外应用中，剖面测量和测深方法的资料整理和解释，通常并没有明显界线，有时剖面测量的
结果可以整理出测深的图件，反之亦然；书中只是为了系统阐述方便而将其截开。
在仪器方面，这些年国内外发展很快，书中重点叙述近代仪器检测原理；具体的仪器仅主要介
绍Geonics公司的PROTEM系统等世界公认的一流仪器，使读者了解这类仪器的技术指标和突出优点，
能够与其他各类仪器(可上网查询)有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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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从应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有关时间域电磁法(即瞬变电磁法)的理论基础、方法技术和应用实例
。
全书分以下五篇：理论基础，瞬变电磁信号检测原理及仪器，剖面测量方法，测深方法，井中瞬变电
磁方法。
书中列举了笔者和合作者在勘查深部金属矿产及扩大应用领域方面取得效果的实例，也将近些年来与
作者合作的合作者提供的卓有成效的实例分成十个专题编入本书的附录。
全书理论联系实际，从基本的电磁场理论(或物理概念)出发，深入浅出地论述了方法原理，充实和阐
述了近代电子技术及计算机计算技术在仪器系统和数据处理、成图、解释软件等方面的应用及发展动
向。
本书反映了笔者及合作者20多年来的研究成果和业绩，同时精选了众多国内外文献和手册中的内容。
本书可供地质、地球物理工作者，大专院校高年级学生，研究生等作为“电磁法勘探专题”的主要参
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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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篇 时间域电磁法的理论基础　　第1章　激发场源　　1.1　常用激发场波形及其频谱　　时域
电磁法中，激发场的波形可以采用多种具有周期性的脉冲序列，如：距形、梯形、半正弦形、三角形
、伪随机等波机。
根据傅里叶颇谱分析理论，任何一种脉冲波都可以分解成许多正弦或余弦谐波成分。
显然，每个谐波成分将对导电体激励起按频率域电磁法中的规律产生的电磁感应响应，这种响应将具
有相对应的振幅值和相位。
如果在不同的时域采样时刻，把各个谐波激励起来的二次场相叠加起来，便得到人们所感兴趣的瞬变
电磁场。
可见，时域电磁法的测量结果相当于频率域方法中使用多频观测的效果。
　　实际应用中，为了有效地抑制观测系统中的直流移和噪声的干扰，往往采用周期性重复的双极性
脉冲序列。
几种常用的激励场波形，其傅里叶级数近似表达式如下。
　　（1）双极性矩形脉冲。
它是我国仪器和SIROTEM、EM等地面系统使用的激励场波形。
　　（2）双极性半正弦脉冲。
大多数航空TEM系统使用，双级性半正弦脉系列。
　　可见，不同波形、不同脉冲持续时间d及前、后沿d1，其频谱并不完全相同。
众所周知，频域电磁法的工作频率在n～n×10Hz的范围之内，因此，相应地时域电磁系统中也应适当
选择波形参数，使它的频谱落在此范围之内。
此外，据理论计算的结果，在导电围岩或导电层覆盖的条件下，频域方法只有使工作频率低于30Hz时
矿体的响应才能充分地分辨清楚。
因此，地面TEM系统的一次场频谱能量应集中于n～n×10Hz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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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时间域电磁法原理》共分五大篇：时间域电磁法的理论基础、瞬变电磁信号检测原理及仪器、
剖面测量方法、瞬变电磁测深方法、井中瞬变电磁方法。
全书从应用的角度出发，阐述了有关时间域电磁法（即瞬变电磁法）的理论基础、方法技术和应用实
例。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时间域电磁法原理>>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