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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文结合野外卖侧结果
,

分析了 人 法中的发射场地 效 应 与

地电构造的对应关系
,

归纳了发射场地效应的基本特征
,

并从 理 论上

对其实质进行了探讨
。

认为发射间距 大小有限及地下电性构造的横向

不均匀性
,

是造成发射场地效应的主要原因
。

关 祠 法 , 发射场地效应 , 地电构造

发射场地效应是指改变发射点位置时
,

在同一点观测的 曲线形态不一 致的

现象
。

它是 法中特有的一 种效 应
,

致使实际应用受到 一定限制
。

本文结合野外

实例
,

着重讨论发射场地效应及其与地电构

造的对应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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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问题的提出

在 法中
,

通常采用赤道偶极方

式工作
, 即固定 不动

,

使测量 极 与

保持乎行
,

并在与 中垂线成 一 定 夹

角的扇形范围内进行观 测 图
。

通 常

一次发射不足以班盖整条测线
,

需改变发射

点位置再进行观测
。

在实际工作中
,

为使前

后两次观测的资料能对比解 释
,

必 须 重 复

个观测点
。

这些重复点上两次观测的结

果与发射点位置无关 收发 间 距 基 本 不

变
,

因而两条比值电阻率 曲 线 下称

频侧曲线 应该墓本重合
。

但在实际中它们

却常常不一致
,

甚至无法对比
。

图 是东北

沈抚地区的一个野外实例
。

由图可见
,

发射

点位置改变前后频测 曲线在低频段 出现明显

分离
。

发射场地效应的存在不仅 使

资料的处理解释更加复杂
,

而且常常导致对

地下介质电阻率的错误估计
,

直 接 影 响

法的应用效果
,

因而研究这一 盯 题 育

实际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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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射场地效应与地电

构造的关系

为了弄清发射场地效应的规律
,

收集 了

安徽颖风
、

明龙山一上窑
、

西寺坡
,

东北沈

抚及瓦房店等 个地区的 资 料
、

对

其中出现的发射场地效应迸行了研究
,

并结

合已知地质资料进行了分析
。

虽然各个地区



地质
、

物性条件不同
,

频测曲线形态各异
,

但发射场地效应仍有共同的特点
。

在地层倾角不大
、

构造比较简单的情况

下
,

发射场地效应 一般不 明显
。

即发射点位置

改变对观测结果影响不大
。

图 是淮南刘庄

地区 线 号点的实测结果
。

该地段岩层基

本水平
,

两个发射点到接收点连线之间无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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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的构造变化
,

因而发射场地效应很小
,

两

条频测曲线在所有频点上基本重合
。

上述情况在实际中比较少见
,

较为常见

的是接收点与发射点下 电性特征不同
,

在它

们的连线之问存在着断层或岩性变化
。

按电

性构造相对于两个发射点的位置
,

发射场地

效应一般出现以下情况

若断层仅在发射点附近通过
,

而 在其他

地段两个发射点所处地质情况相 叭
,

则两条

频测 曲线在所有频点上基本重合
。

如颖风地

区 线 号点
,

尽管 断层在 发射 点附

近通过
,

但两条频测 曲线基本一致
,

表明发

射场影响不大 图
。

若断 层距接收点较近
,

几相对于两个发

射点的位置不同
,

两条频测 曲线在高频段基

本重合
,

但在低频段相差较大
。

断层两盘岩

层的电性相差越大
,

两个发射点相对 于断层

走向越不一致
,

发射场地效应越明显
。

图

是西寺坡地区的 一 个实测结果
,

号
、

号发

射点分别位于断层两盘的新
、

老地层
。

由图

可见
,

两条频测 曲线在低频段的形态完全不

同
。

在断层下降盘一侧的低阻地层上发射时
,

频测 曲线在很低的频率才进人到近场区
,

出现明显的极大值
,

较好 地反映 了推覆体的

存在
。

相 比之下
,

发射点位 于断层 升盘一

侧的高阻地层上时
,

频测曲线对应的远场 区

范围明显减少
,

对地电断面的反 应 能 力 减

弱
。

在倾斜地层上
,

发射场地效应 也 ’类心

的特征
。

图 是颖风地区 试 线 的 实 测结

果
。

发射点位于推覆体的 边 缘
,

而 发

射点下推覆体厚度较大
。

山图可见
,

两条频

测 曲线在低频段也 出现较明显的分离
。

此外颖风地区的实验结 果表明
,

随 价发

射点到接收点间距 增大
,

两条频测 曲线 重

合的范围增大
,

说明发射场地影 响变小
。

图

了是西 寺坡地区试 孔的实 测 结 果
,

对 比
,

的频测曲线
,

不难看出上

述特征
。

综 上所述
,

发射场地效应有以下特点

发射点位置不同对频测曲线的影响

主要表现为低频段 出现分离
,

而高频段基本

一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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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积中心是测点正下方的某 一深度范围
。

因

而
,

不论发射点位置如何变化
,

只要 的大

小基本不变
,

频测曲线的高频段 应 基 本 重

合
。

实际结果也正是这样
。
另一方而

,

频测曲

线的低领段对应着过渡场区和近场区
,

这时

电磁波不再满足平面极化波的条件
,

在成分

上不仅包含有地面波
,

而且还有沿地下岩层

传播到接收点的地层波
。

换句话说
,

低频段

电磁波的特性与其传播路径有关
。

因而频侧

曲线的低频段所反映的体积中心不再是测点

正下方
,

而是向发射点方向偏移
。

当两个发射

点到接收点连线下地电构造不同时
,

地层波

传播路径就不同
,

频测曲线的低频段必然分

离
。

总之
,

发射场地效应实质上是由于接收

点到发射点的间距 有限而引起的一种附加

效应
。

它与近场效应的区别在于
,

近场效应

完全是由于 的变化引起的
,

即使在一维层

状介质条件下也会出现 而发射场地效应主

要是由于地下电性构造的横向不均匀性所产

生的
,

水平均匀的层状大地不会出现发射场

地效应
。

田

两个发射点到接收点连线下的电性

特征相差越大
,

发射场地效应越明显
,

否则

越不明显
。

两个发射点分别位于断层两侧
,

且

断层两盘岩性相差较大时
,

发射场地效应最

为明显
。

并且在断层上升盘的低阻地层上发

射效果较好
。

收发间距 犷 越大
,

发射场地影响越

小
。

结论与建议

发射场地效应的实质

发射场地效应与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

有直接的关系
。

理论上
,

频测曲线的高频段

对应着电磁波的远场区
。

在这 一频段
,

电磁

波是垂直向下传播的平面极化波
,

与其沿水

平方向的传播路径无关
,

颇测曲线所反映的

地下电性构造的横向不均匀性及收

发间距 的大小有限是产生发射场地效应的

主要原丙
。

只有地下 电性均匀或是 很大
,

以保证对所有频率电磁波都 处 于 远 场区
,

才能避开发射场地效应
。

发射场地效应在频测 曲线 上主要表

现为低频段的分离
,

在高频段曲 线 基 本 重

合
。

发射点到接收点连线下构造电性相 差越

大
,

发射场地效应越明显
。

高阻发射不如低阻发射效果好
,

实

际中应尽量选择在低阻岩层上发射
。

发射场地效应是地下 电性变化的客

观反应
,

因而采用各种方法对频测曲线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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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衰性全矿区的矿床地质特征裹

矿 床 名 称 胶东灵山沟 小 秦 岭 长江中下游 美 国
一

卜林

斌矿岩石

胶东群斜长角闪

岩中石英脉及蚀变

岩

太华群含金富铁

沉积岩
,

位于大理

岩与石英岩界面上

震旦系 组地层

与奥陶系三尖群浅

变质岩系糜棱岩中

角砾岩
、

碳酸盐

岩与岩体接触带

碳酸盐岩为主
,

含粉砂岩
、

砂岩
、

页岩
,

隧 石

次级断裂 广宁一 罗定韧性

剪切带
,

宝鸭塘一

坑尾断裂

接触带或破碎带

构 造

走向断裂
,

纬向

系复式背
、

向 料

罗伯茨 山 推 砚

体
,

挤压摺皱

蚀变特征

硅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绢英岩化
、

钾

化

硅化
、

硫化
、

碳

酸盐化

硅化
、

黄铁犷化
、

黄铜矿化
、

碳酸盐

化
、

纲云母化
、

绿

泥石化

硅化
、

黄铁矿化
、

碳酸盐化
、

绢云母

化
、

绿泥石化

硅化
、

碳酸盐化
、

黄铁犷化
、

泥化
、

局部脱碳
、

脱钙作

用

成因条件

包裹体研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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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热液
矿液来源

、

热源
重熔花岗岩变质

热液

岩浆热液 岩浆热液 大气降水
、

火山

热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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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正意义不大
。

当两条频测曲 线 相 差 不大

时
,

可 用简单的算术平均值作为改正值 频

测曲线相差较大时
,

说明地下 电性构造较为

复杂
,

这时应适当减少扇形施工范围 即图

中的 角
,

并在重复点 七采用 的赤道

装置补充观测
,

以利于资料的对比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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