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谌 一 高密度电阻率法检测地基注浆效果了 夕 

±量挝 主盟  。 
(中国矿业大学·徐州·221008) 

采用高密度电殂率法检测新庄孜选煤厂地基注浆效果，对比地基注浆前、后进行探测结 

果，结果显示明显。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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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矿务局新庄孜煤矿选煤厂是国家投 

资的大型矿井型选煤厂之一，选定厂址位于 

老矿工业广场，该地段曾多次复采，地下开 

采情况复杂，日伪时期小煤窑开采情况不 

明，建国后地下复采资料虽有记录，但经多 

年沉降冒落后，采空边界多有变化。选煤厂 

建设前为查明设计厂址下深60 m范围内地 

下采空状况，于 1989年首次采用以高密度电 

阻率法为主的综合物探方法对该地段进行了 

普查工作，圈定地下采空范围；本次物探工 

作是在第一次物探工作的基础上，采用高密 

度电阻率法为主的电法勘探方法，通过对比 

注浆前后地基电性变化来验证注浆效果。 

1 高密度电阻率法 

高密度电阻率法是集测深和剖面与一体 

的一种多装置、多极距组合方法，它具有一次 

布极即可进行多装置、多深度数据采集，以及 

通过求取比值参数能突出异常信息的特点。 

高密度电阻率法采用温纳三极电位电极系，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设置无穷远极 

时)，还可以采用温纳联合三极装置(图1)。 

2 施工技术 

‘ 为与注浆前高密度电阻率法资料进行对 

比，在距原高密度电阻率法测线 (G1线)l m 

平行布置长200 rfl、点距为5m的高密度电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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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行之有效的物探方 

率法 c2线，(因建厂房工程施工，无法与原测 

线完全重合布置)。为检查注浆孔的注浆效 

果，本次物探根据现场施工条件，尽可能采 

用第一次观测方法。高密度电阻率法测点和 

深度记录点断面分布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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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高密度电阻率法装置形式 

(a)一温纳对称四扳装置(用 n表示)；(b)一温纳犏置 

装置(用B表示)；(c)—温纳擞分装置(用 表示)； 

(d)、(e)一温纳联音三扳测深装置(分别用A和 B表示) 

点 电撮号 

卫 __L 生 j {L生  

．

‘

．

’

．

’

．  ．

’

．

’

．

’

．

‘

．

’

． 

“ 拳 _／ 

图2 高密度电阻率法测点和深度记录点断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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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资料处理 

3．1 视电阻率计算 

高密度电阻率法由于采用了图 l所示的 

5种装置的三电极电位系，其视电阻率计算 

公式为： 

=2 ×AL~／I 

=6丌×△ ／， 

p7=3丌×△ ／I (1) 

=4丌×△ ／I 

p =4丌×△ ／I 

式中： 、 、 、 、 分别为a、J9、y、A 

和B装置测的视电阻率值。。为三电位电极 

系电极距。 

3．2 视比值参数 、 和y计算 

视比值参数是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一大特 

色。由高密度电阻率法五种电位电极系的观 

测结果换算出的视比值参数 、 和y综合 

了相关装置对同一地电体异常响应特征，不 

仅更为清晰地再现了原有异常特征。而且某 

些地质参数还具有部分压制于扰、分解复杂 

异常的能力，从而大大地改善了常规电阻率 

法反映地质对象赋存状况的能力。 

( )= (f)／ ( ) 

(i)： ( )／P ( +1)+ ( )／P (i 

— 1)一2 (2) 

1)_蒜 

图3 注浆前A装置视电阻率和比值参数 等值线拟断面图 

比值参数 是 和 差异的一种量 在界面两懊I表现为 >1和 <1的突变。 

度，由于偶极和微分装置受剖面横向和垂向 在电性分界面处，比值参数 G和^可突出电 

电性的变化影响不同，因而 值表示了这些 性不均匀体的有效异常，对于均匀介质或水 

变化。剖面垂向电性变化 的特征是：在均 平层状介质， =0，̂ ：1，存在垂直电性层 

匀介质中 ：1，对水平层状介质，由于2种 时，在高阻上方 G<0，̂ <l，分界面处取得 

装置勘探深度不同，所以在相同极距的情况 极大值，在低阻上方，c|>0，̂>1。分界面处 

下， ≠1。对于剖面横向变化， 比值曲线 取极小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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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资料解释 

图3中(a)和(b)分别为注浆前高密度电 

阻率法 A装置视电阻率和视比值参数 等 

值线拟断面图。由于高密度电阻率法 GI线 

和 G2线布置在已圈定的采空范围内，由图3 

(a)可以看出，从记录号一15—3范围内，由 

浅到深视电阻率等值线扭动明显，变化剧烈 

且凌乱，由正号点向负号点方向逐渐升高，呈 

高阻反映，为地下采空范围和裂隙带的反映； 

在记录号3～15之间，其浅部视电阻率等值 

线变化平缓，呈层状特征，说明该地段浅部地 

层稳定，未被采空，但其深部视电阻率等值线 

有明显的扭动，反映深部有被采空或受附近 

采动影响裂隙发育的可能。图 3(b)为视比 

值参数 等值线拟断面图， 参数等值线 

变化比A装置视电阻率等值线变化更剧烈， 

等值线凌乱，出现高低阻相间异常，为采空区 

或采空区外延裂隙影响带的反映，其电性异 

常特征反映与图3(a)基本一致。 

图4 注浆后 A装置视电阻率和比值参数 G目等值线拟断面图 

图4中(a)和(b)分别为注浆后高密度电 象，参数相对稳定，说明经注浆后，地层电 

阻率法 A装置视电阻率和视比值参数 G目等 性变化较均匀，已形成一整体。 

值线拟断面图。由图4(a)可见，浅部等值线 

出现扭动，但不剧烈，为近地表电性不均匀 

体影响所致，深部等值线变化平缓，呈层状 

特征，说明注浆后裂隙和采空破碎岩体已固 

结，形成一整体，故电性反映均匀稳定。在 

图40,)上，浅部比值参数 等值线变化与 

图30,)中基本相同，均为近地表电性不均匀 

体反映，深部等值线变化平缓，无扭动现 

5 结论 

(1)注浆前，由于地下采空和裂隙带的发 

育，致使电性变化复杂；注浆后，裂隙和采空 

破碎岩体固结，形成一整体，电性变化稳 

定，采用电阻率法勘探具有物理依据。 

(2)由于高密度电阻率法是集测深和剖 

面与一体的一种多装置、多极距的组合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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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具有一次布极即可进行多装置、多深度数 

据采集，以及通过求取比值参数能突出异常 

信息的特点，所以采用高密度电阻率法检测 

地基注浆效果，结果很理想。 

参考文献 

I刘天放，幸志聃．矿井地球物理勘探．煤炭工业出版杜． 

1994 

2 中国矿业大学物探教研室 新庄玫煤矿选煤厂物探报 

告．1994 

THEHIGH DENSIIT RES~rlVITY M I丑0D U圈Ⅲ m RDEIECI粥  

F0I D 皿̂ 0N G确叭，rD 

Yu丑叫 哪，Li 2)ddan 

TheI岫 d呻曲  v-时嘣  was usedin 唱bIr 叫 _ⅢtheⅪ如  ∞ mine．The咖q如i删 beh哪 gout— 

i and 粤硎 kx：Seatedt1．althe effectW田 由 脚 The 。e showedtl'mt出eh deity red~vity 丑n曲 "和呻h事‘蚺l 

叫 I form∞n口 0f m ∞ ． 

1【 wolds 出d￡ 印瞄i v畸，wc~lked—out锄 。 Jls．hⅡ ∞ 

c上接第36页) 

本达到了表 1锯切生产的要求； 

(2)采用所研制的以Fe代C0的配方及 

工艺参数制作的镀膜金附石圆锯片超过 了 

c0基胎体金刚石圆锯片的锯切性能，建议推 

广使用； 

(3)要成功地应用 Fe基胎体配方，除了 

其机械性能应满足锯切要求之外，还必须使 

用镀膜金刚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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