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瞬变电磁的逆时偏移成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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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研究了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测深的逆时偏移成像问题。针对电磁波在大地中的传播速度远小于真空中

的光速这个特性，设计了一种适用于中心同线观测方式瞬变电磁测深的逆时偏移成像的算法，其核心思想是根据

不同观测点在成像点相同时刻的波场值的叠加，进而获得成像点的总波场值。j基于该算法，对一条实测的中心回

线瞬变电磁测深资料进行了逆时偏移成像处理，结果表明，逆时偏移成像结果与实际情况比较吻合，得到了比较好

的处理效果。因此，逆时偏移成像方法足瞬变电磁测深法的一种比较有效的资料处理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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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引言

瞬变电磁测深法(TEM)是一种时间域电磁

法【1，在多个领域得到应用2。12。按照观测方式，常

用的有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法、大定源瞬变电磁法和

长偏移距瞬变电磁法。TEM是一种人工场源方法，

与天然场源方法相比，优点是信噪比高，缺点是理论

复杂，资料处理和反演的难度非常大，因此亟待提高

资料处理解释和反演的水平[13‘14]。对于瞬变电磁

法的反演而言，主要还是基于视电阻率概念而展开

的，以前主要应用晚期视电阻率，最近十多年来，许

多学者展开了全区视电阻率的研究[1 5。1引。研究人

员基本上是沿着3条路线展开反演研究，其一是瞬

变电磁法的视电阻率转化成大地电磁测深的等效视

电阻率，再利用大地电磁测深的反演理论[19‘21I，这

条路线是在频率域中进行的：第二条路线是在时问

域中进行反演[22I，如烟圈反演途径：第三条路线是

在时间域中直接进行偏移成像[23。24I。前人提m了

瞬变电磁场拟波动方程偏移成像，由于大地中的电

磁场主要服从扩散方程而不是波场方程，因此该方

法需要进行波场变换，再基于波动方程进行偏移成

像，理论与过程都比较复杂。与前人的成像方法不

同，本文的研究表明大地中的电磁波传播速度比较

慢，基于这个特性，设计了一种逆时偏移成像算法，

该算法简单直观，且无需进行大量的计算，实践表明

效果比较理想。

1大地中电磁波的速度

逆时偏移成像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是电磁波的

传播速度，如果速度太大，走时太小，与资料采集时

的采样率不匹配，无法进行逆时偏移成像，因此逆时

偏移成像能否用于电磁法中取决于电磁波的速度。

真空中电磁波的速度(即光速)是300 000 km／s，30

m距离的走时是10 ns，对于l¨s采样的数据来说，

分辨地层的能力太差。但是，我们的研究表明电磁

波在大地中的传播速度远低于光速，这就为利用逆

时偏移成像技术提供了基础。

电磁波的传播速度取决于相位因素：脚饵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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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甜是电磁波的网频率；p是介质的磁导率，由

于绝大多数岩矿石磁导率与真空中的磁导率肛。=

4订×10。7 H／m相同，因此大地中的磁导率可取真空

中的磁导率；占是介质的介电常数；y是电导率。电

磁波的速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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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2)是电磁波速度的精确计算式，而式(3)是

忽略位移电流的情况下的电磁波近似速度计算公

式。由式(3)可以看出，电磁波的频率越高，电磁波

的传播速度越快，电阻率越高，速度也越快。

大地中电磁波的速度主要取决于电阻率和频

率。表1列出了不同频率和不同电阻率时电磁波的

传播速度。例如：1 000 Hz的电磁波在电阻率为10

Q·m的介质中传播，其速度是316．23 m／ms．只有

光速的千分之一左右。也就是说，1¨s的时问，电磁
波走过的距离只有0．32 mm。目前瞬变电磁仪器的

采样间隔可达0．4¨s，采样率与速度比较匹配，逆时

偏移成像有理论基础。

2逆时偏移成像算法

下面给出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测深的一种简洁的

逆时偏移成像算法，其基本原理与地震勘探中的逆

时偏移成像原理相同25 J。在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测

深条件下，对于地下某个成像点的波场(如电位或

垂直磁场分量)值而言，是观测点的发射线框发射

的波场按照球面波的形式由发射点传播到成像点

的。存某个特定时刻，接收线圈接收的波场值可以

表1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Table 1 The electroma2netic wave velocity in medium

／罄篙 篙 膨兰 篇萼兰 E鬣搿豢似 与光龇t／({2·m) ／Hz ／(m·s 1) ／f m．s 1) 涑摩／fm．m-1、—’“11。。o‘。

10 O．00l 316 23 316 23 0 32 1．05409E一06

lO O．Ol 1000．00 1000．oo 1．00 3．33333F．06

10 0．1 3162．28 3162 28 3．16 1．05409E一05

“) l 10000．00 10000 00 10 00 3．33333E一05

10 10 31622．78 31622．78 31．62 O．000105409

lO 100 100000．00 00000．oo 】OO．00 O．O00333333

10 1000 316227．68 316227 77 316．23 0．001054092

10 looOO 999997．22 1000000 00 1000 00 O．003333324

100 O．001 1000．00 1000．00 1．00 3．33333E．06

100 O．01 3162．28 3162．28 3．16 1．05409F．05

l(】() O．1 10000．00 10000 00 10 00 3．33333E一05

100 l 31622 78 31622 78 3l 62 O．000105409

100 1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O．000333333

100 100 316227．68 316227．77 316．23 0．001054092

1(】() 1000 999997．22 1000000 00 1000 00 O．003333324

100 looOO 3162189．82 3162277 66 3162 19 O．010540633

1(】() 0．00】 】OOO．00 】OoO．00 】．OO 3．33333F．06

1000 O．01 10000．00 10000．oo 10．00 3．33333E一05

1000 O．1 31622 78 31622 78 3l 62 O．000105409

1000 1 100000．00 100000．00 100．00 O．000333333

1000 IO 316227．68 316227．77 316．23 O．001054092

l【)(】() 100 999997．22 1000000 00 1000 00 0．003333324

1000 1000 3162189．82 3162277 66 3162 19 O．010540633

1000 10000 9997222．61 10000000．00 9997．22 O．033324075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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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成是由该时刻之前成像点的波场传播到观测点的

波场值，这样就可以由某个特定时刻的观测波场值

按传播时间计算得到成像点的波场值。之所以说简

洁，是因为不是按照波动方程理论而是按照射线理

论，按照成像点与观测点之问电磁波的走时，把观测

点的波场逆时传播到成像点。逆时传播时，速度的

确定非常重要，由于瞬变电磁测深方法的频带具有

一定的宽度，而速度取决于频率、电阻率等因素，依

据采样定理，采样的频率f决定了观测数据的最高

频率工⋯=O．瓢，因此，瞬变电磁测深观测数据的频

带范围是[0Z。。]。在电阻率一定的情况下，速度主

要决定于频率。本文利用频带范围[0，^。。]内能谱

最大对应的频率来计算速度。

1)算法的输人数据

①所有观测点的位置数据(M，秽)，u表示测点

距离测线头的距离，秽表示测点的高程，单位m。

②每个测点的观测数据序列(y．，y。，y，，⋯，

v，，)，观测数据可以是感应电动势、磁场或者电场等

波场数据。采样时间问隔delta丁。

③成像网格数据，也就是成像点P的坐标(戈，

。)，可按照纵、横方向的步长自动由程序代码产生。

2)算法的输出数据

所有测点成像点的成像数据(戈，。，F)，其中戈，z

是剖面上成像点的位置，F是成像点的波场数据。

3)成像算法

①渎取数据，存人数组中：测点4坐标M(i)、

口(i)，采样时间问隔delta丁，观测数据yobs(i，．j)；其

中i代表测点，j代表时间。

②设置成像点P坐标戈(i，矗)、y(i，厶)，其中i

代表测点，七代表深度。

③依次计算每个成像点P的波场值F：

a)计算成像点P到每个测点4的距离R，路程

5=2R．时间丁=5／y。速度y与电阻率和频率有关，

存工区范围不大的情况下，可认为电阻率基本不变，

这样速度可以是常数。

b)根据观测数据yobs(：，?)的开始时刻、采样

时间间隔delta丁、时间丁找到测点4的对应时间的

波场值只。

c)南观测点的波场值F。，按照电磁波传播的

规律，计算成像点P的波场值F，。具体计算方法视

波场采用的参数(感应电动势、垂直磁场)而定。如

果波场参数是感应电动势，那么F。=0．5 F。；如果波

场参数是垂直磁场，那么F，=0．25F．。

d)把所有测点在P点的波场值进行叠加，得到

成像点P的总波场值F。总波场值是成像点处电磁

波波阻抗的间接反映，与地下电性分布直接相关。

因此总波场值断面等值线图反映了断面的电阻率分

布状态。

④把所有成像点的波场值，按照戈(距离)，三

(深度)，F。(波场值)输出到数据文件中，再利用等

值线绘图软件(如surfer)绘制等值线断面图。

需要说明的是，在均匀半空间中瞬变电磁观测

数据具有早强晚弱的衰减特性，存进行偏移成像之

前需要进行均衡校正。均衡校正的意义类似于地震

勘探中的道数据增益补偿，也就是不同时问采集的

数据采用不同的放大倍数进行放大，时间越晚放大

倍数越高。由于实践中很难进行精确的均衡校正，

文中采用了二代小波变换算法进行均衡校正的替代

方案。

3实测资料的逆时偏移成像

为了检验该算法的有效性，在某煤矿采空区进

行了实验研究。以5 m的点距，在一条测线上对10

个测点进行了数据采集；采用中心回线瞬变电磁观

测方式，发射电流20A，观测数据是感应电动势，采

样时问间隔为0．8ns，共观测32000个数据。图1是

这10个测点中一个测点的实测感应电动势曲线，总

记录时间是24 ms。

0 2 4 6 8 10 12 14 16 18 20 22 24

时间／111s

图1一个测点的实测感应电动势曲线

Fig．1 The measured induced electromotiVe fbrce curVe

of a site

此时，观测数据的频带范围『0，0．625×108]Hz，

由表1可知，不同频率的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不同，需

要确定用于成像的平均速度。虽然观测数据的频带

范同很宽，但成像时使用的频带范罔很窄，具体范同

根据勘探目标的最小深度和最大深度来确定，这样

平均速度的误差不大。

利用这10个测点的感应电动势数据，首先进行

均衡校正．也就是剔除背景值，提取异常数据；而后万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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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逆时偏移成像算法，计算了地下不同位置

的波场(即电动势)数据：最后利用得到的地下各个

点波场数据，采用surfer绘图软件，绘制m该测线的

波场等值线断面(图2)。由图可见，在坐标点(17

m，一15 m)附近有一个低波场异常体，与实际煤矿采

空区一致。采空区由于充填地下水而具有低阻特

性，理论上说低阻具有低波场值的特性，这就初步说

明了本文提出的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法的逆时偏移成

像算法是有效的。

毒
蜊
送

■■■■■■■■■I工二■__———■__
-7-6-5-4-3_2—1 0 1 2 3 4 5

感应电位，mv

图2 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法逆时偏移成像断面

Fig．2 The inverse time migration imaging section 0f the

center loop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method

4结论

针对中心回线瞬变电磁法反演十分困难的问

题，基于大地中电磁波的低速特性，依据地震逆时偏

移成像的基本原理，设计并编写程序代码实现了瞬

变电磁逆时偏移程序算法，通过实际验证，该算法能

有效揭示地下地质异常体。主要认识有以下几点：

1)大地中电磁波的传播速度与电阻率和频率

成正比关系，电磁波的频率越高、电阻率越大，则速

度越快。100 Hz的电磁波在电阻率为10 n·m的

大地中传播的速度是316．23 m／ms，远低于光速

300 000 m／ms，只有光速的千分之一左右。

2)由于大地中电磁波速度慢，可对自激自收观

测方式的电磁资料进行逆时偏移成像。

3)依据成像点与观测点之间的双程走时，把观

测点的波场逆时传播到成像点获得该测点存成像点

的波场，把所有测点在成像点的波场进行叠加得到

成像点的波场。

4)逆时偏移成像算法的一个关键是速度，在进

行逆时偏移成像时．要依据频率和当地的电阻率给

出合理的速度参数，而且要用群速度而非相速度。

该方法目前只适用于收发同点的瞬变电磁观测

方式，也适合探地雷达资料的偏移成像。发射点和

接收点相距很远的观测装置不适用于本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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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inVerse time migration imaging method

CHEN Zi—Jin91，CHEN Qing—Li2
(1·Ⅳo·l O以ProdHc砌，}Pf㈣f o厂A10n矗州部f()都“e埘co玎!p㈣y，Jsi“唧M，如n￡谢 841600，佩in。；2＆^。oZ o厂＆叩^声弧nnd Pe￡rofP“m，№ng拓e￡／n如er

s妙，贶^㈣430100，C^inn)

Abstract：In this paper，inVerse time migration imaging of center loop transient electIumagnetic sounding is studied．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propagation Velocity of electIumagnetic wave in the earth is much lower than that of the speed of light in the vacuum，an inverse

time nligration imaging algorithm is designed which is suitable for 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sounding in the center loop obsen，ation con—

figuration．The core idea of the algorithm is to obtain the total wave field value of the imaging point according to the superposition of the

waVe“eld Value of dif、ferent obsenration points at the same time of the imaging point．Based on this algorithm， inverse time migration

lma91ng wa8
pedormed on a measured center loop transient electIumagnetic sounding data．It is shown that the results of inverse time

migration imaging are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can obtain better processing efkct．Therefore，inverse time migra—

tion imagjng is an e±Ibctjve data processing metbod fbr transient electmmagnetic sounding．

1【ey words： electrical prospecting；transient electromagnetic sounding；inverse time
migration imaging； electromagnetic veloci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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