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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井电场测量不极化电极特性研究

刘长胜1”，马金发1”，朱文杰1”，周海根1’2
(1．吉林大学地球信息探测仪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长春 130061；2．吉林大学仪器科学与电气工

程学院，长春130061)

摘要：深井自然电场观测是监测地球深部地质活动的有效手段，对预防地震灾害、深部资源探测有着重要意义。

地电场信号一般为mV级甚至斗V级的微弱电信号，作为电场传感器的不极化电极，其性能会对测量结果产生重要

影响。现有不极化电极主要依靠电化学原理进行工作，按照电化学相关理论，深井中的高温、酸性腐蚀等因素会对

不极化电极性能产生严重影响。为检验深井高温及酸性环境对不极化电极的影响情况和电化学原理的不极化电

极是否适用于深井测量，进行了相关实验，选取3种电极——cu．CuSO。固体不极化电极、铅电极、石墨电极，在模拟

深井环境下进行了实验测试。结果表明：常规不极化电极并不适合于深井环境下的电场测量，而石墨电极表现稳

定，石墨材料适合作为深井电极制作材料。

关键词：深井观测；电场测量：不极化电极

中图分类号：P3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918(2020)04—0816—04

0引言

随着地球资源勘探开发由浅层走向深部及深井

钻探技术的成熟，深井观测技术已经引起各国普遍

重视。深井观测的主要优点，一是在深井之中减小

了地面人为活动产生的工业游离及宇宙空间引起的

电磁场影响，电磁环境噪声相对较低；二是在井中搭

建测试平台，可以进一步增大测量深度；三是可在井

中不同位置直接获取对应深度的大地电位信息。深

井测量在发掘地球深部资源、监测深部地质活动、预

防地震灾害等方面有重要意义。目前，国际上将大

地电位变化作为地震前兆的相关研究较为广泛，在

日本、希腊等地质活动频繁的地区均有台站进行长

期观测．并获得了大量相关数据和经验积累．为地震

预测发挥了重要作用[1圳。我国在20世纪70年代开

始了相关研究，在海城、松潘、龙陵、盐源等7级地震

的短临预报实践中，地电场观测曾起过重要作用[5]。

地球物理测量方法中，自然电场法是直接测量

地质活动产生的自然电场的测量方法。深井中较低

的电磁环境噪声有利于自然电场法测量。《自然电

场法技术规程》要求其测量电极必须为不极化电

极．其原因就是该测量方法对测量电极的极差的大

小和稳定性对测量信号有着重要影响。前苏联科学

家谢苗诺夫于1937年发明的铜一硫酸铜(Cu．Cu．

SO。)电极是最早的不极化电极。此后，法国、美国、

德国、加拿大等国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人力．相继

研制了铅．氯化铅(Pb．PbCl，)、镉．氯化镉(Cd．

CdCl2)、甘汞(Hg—HgCl：)、银一氯化银(Ag-AgCl)电极

等各种电极。这类电极和硫酸铜电极一样，都是用

金属棒(丝)和该金属的盐溶液与多孑L陶瓷罐构成

的“液体”不极化电极。稳定性较差，不能长时间使

用。1977年法国科学家研制了一款Pb—PbCI，固体

不极化电极，其极差电位小、稳定性能好、使用时间

长，各方面都优于液体不极化电极[6]。我国对于不

极化电极的研究，以Pb—PbCl，不极化电极和Ag一

收稿日期：2020．01—15；修回日期：2020．05—24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4159)；吉林省教育厅“十三五”科学技术项目(JJKH20200968KJ)

作者简介：刘长胜(1979一)，男，湖北咸宁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探测方法及仪器。Email：liuchangsheng@jlu．edu．cn

通讯作者：周海根(1990一)，男，河南南阳人，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电磁探测仪器开发与应用。Email：zhouhaigen@jlu．edu．cn

万方数据



4期 刘长胜等：深井电场测量不极化电极特性研究 ·817·

AgCl不极化电极居多。中国地质大学、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等高等院校研究的Ag—AgCl不极化电极主要

用于海洋大地电磁勘测[71；中国地震局以中法合作

项目为基础I 8。，通过技术引进、自主研发等途径研

究并不断改进的Pb—PbCl，固体不极化电极，主要用

于地表电场的探测与研究【9：。这两类不极化电极

南于可以实现同态封装，被称为固体不极化电极，在

携带、安装和使用等方面更加具有优势。

目前井中测量常见方法有井中激发极化法、井

巾瞬变电磁法、井中无线电波透视法、井中j分量磁

测法等，但对于井中电场测量用的固体不极化电极

鲜有应用。为实验研究深井环境对不极化电极的影

响进行了本文实验研究。

1极差产生原因分析

极化电位的产生属于电极过程的结果，极化现

象普遍存在于多种介质中，如固体一同体之间、固

体一液体之间以及液体一液体之间o 0：。以同体金

属一液体之间为例，即电子导体与离子导体，二者之

间接触后，因氧化还原反应或离子的浓差等原因在

界面上形成了电位，两种介质的交换电荷量平衡后

便形成一个稳定的电位，当在平衡状态下的两相界

面问施加电压(或有流经过)则平衡电位被打破发

生极化，这个偏离平衡的电位就是极化电位。多个

电极间的极化电位差值就是极差。

不极化电极常为金属一金属化合物不极化电

极，是以电化学反应原理实现大地离子导电向金属

电子导电转换，以抵消金属直接与大地介质接触产

生的较大的极化电位，进而得到较为稳定且较小的

极差，在效果上等同于不极化电极以满足测量要求。

由电化学原理可知，单电极系统符合Tafel公式¨一：

77=n+blog t，I；

n：一等。“，，：i2．3RTb 。
n 2一—i—logt，o，2————；■。

d凡， ollz，

其中：J=RT／nFR。，为换流密度(A·cln。2)；R为摩

尔气体常数；r为开氏温度(K)；OZ为反应传递系数；

F为Faraday常数；凡为反应电子数。

由上述公式可知，温度、反应离子数等因素对电

化学反应产生直接影响，而深井多达数千米的深度。

井中存在高温酸性腐蚀及水汽等情况，极易造成电

极的损坏失效。为了验证高温、酸碱、离子浓度等不

同环境对极差的影响程度和差异及不极化电极是否

适用深井环境，对Cu．CuSO。固体不极化电极、铅电

极、石墨电极，在模拟环境下进行了对比实验。

2实验

2．1仪器材料准备

信号采集仪器为吉林大学研制的分布式电场采

集站，采集通道数4个、本底噪声100 nV／√Hz(0．1

～10Hz)、输人阻抗大于1 MQ、24位AD、频带范同

0．1～10 kHz。Cu—CuSO。固体不极化电极直径90

mrn，高100 mm，电阻500 n；纯铅板长100 mm，宽5

mill，厚1 mm；石墨电极电阻率2斗Q·m，长100mm，

直径25 mm。电子pH测试笔，解析度0．1，测量范围

0．1～14．0。电子温度计测量范同一50～300℃。

H，S0。浓度为33％，NaOH纯度99％。测得的极差

数据利用Matlab编程进行读取处理成图，信号采集

时间1 rain。

2．2酸碱度对极差的影响

配制3组NaCl饱和溶液，pH分别为2．0、7．0、

12，溶液温度均为20℃，分别在各组溶液中同时对

不极化电极、铅电极、石墨电极的极差进行测量，信

号采集时间1 ruin。通过实验得到了同一环境下3

种电极的极差以及不同pH下各个电极极差情况

(图1～图3)。

实验结果表明：①酸|生环境对Cu．CuSO。不极

图1 Cu-CuSO。电极在不同pH下的极差(20℃)

Fig．1 Range of non—polarized electrode at different p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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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石墨电极在不同pH下的极差(20℃)

Fig．3 Range of graphite electrode at different pH(20。C)

pT

化电极影响较大。根据能斯特方程：E=Eo一—ll-=I 1nd，
tt，

可推出溶液中电极电位与pH的关系式：yh。l=Vc，

j。v．-59．2pH(％是pH为0时的电极电位)。J 21，根

据该式，pH越小其极化电位值越大；且该固体不极

化电极内部有高岭土等与CuSO。进行掺杂填充，高

岭土成分中的Al，(SiO，)，以及A1(OH)，都会和硫酸

发生反应，破坏电极内部填充物的微观结构产生极

化电位不稳定，导致极差产生较大波动。②铅电极

会在早期与H，SO。发生反应产生PbSO。在铅表面

沉淀堆积，形成保护层阻碍下一步反应，反应逐步弱

化最后反应停止。所以，在初始阶段极差会有个波

动而后趋于平稳，j种环境下的铅电极极差相差不

大。③石墨电极因本身材料具有较好的稳定性不

与酸碱反应，所以在各实验溶液中极差具有较好的

稳定性。

相同环境下三种电极进行对比。20％下只有酸

性条件下的Cu—CuSO。固体不极化电极极差波动最

大，且无法工作，其余环境下三种电极极差波动情况

差别不大。

2．3高温对极差的影响

配制二三组NaCl饱和溶液，pH分别为2．0、7．0、

12，温度均保持90℃。分别在各组溶液中同时对

Cu—CuSO。固体不极化电极、铅电极、石墨电极三种

电极的极差进行测量(图4～图6)。

结果分析：①高温对Cu—CuSO。固体不极化电

极极差影响很大，幅值接近1 V，同时酸性溶液中极

差也明显增大，其原因是高温提升了离子活跃度，进

一步增大了极化电位导致极差增大；此外，加速了

H，S0。与Cu．CuSO。电极中的高岭土成分之间的反

应．导致极差更加不稳定。②高温下的酸性溶液对

铅电极极差的影响相对中性和碱性溶液较为明显，

同常温酸性溶液一样，仅在实验开始阶段影响最为

明显，但随着时间增加．之后极差较为平稳。但高温

图4 Cu-CuSO。电极在不同pH下的极差(90℃)

Fig．4 Range of non-polarized electrode at different pH(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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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铅电极在不同pH值下的极差(90℃)

Fig．5 Range of lead electrode at different pH(9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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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石墨电极在不同pH下的极差(90。C)

Fig．6 Range of graphite electrode at different pH(90℃)

增加了H：SO。与铅的反应，相对常温环境，高温下

极差更大。③石墨材料具有很好的耐高温性能，高

温对石墨电极极差影响不大。

3结论

1)采用电化学原理制作的不极化电极受环境

温度、酸碱度及离子浓度影响较大，并不适用于在深

井中酸性腐蚀等恶劣环境下进行长周期测量。

2)铅电极在耐酸碱性上表现较好，但其熔点仅

为327．502℃．受使用环境温度限制，且在使用前要

进行表面钝化处理．以确保在复杂环境下的稳定性。

3)石墨材料具有优良的导电性、耐高温性及不

受酸碱腐蚀的特性，十分适合作为深井测量用的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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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制作材料。

4)深井测量用的电极要进行单独设计制作，不

仅要考虑使用环境的特殊性，还应考虑井中空间狭

小、井壁套管加固等因素导致的安装问题。

此外．井中压力会随着深度的增加不断增大，因

此深井环境除高温、腐蚀以外还存在高压的情况。

当电极组处在井中不同深度且距离较大工作时，压

力的不同可能会导致电化学反应中的离子活跃度产

生差异．进而引起极差不稳定。但由于目前井中高

压模拟环境实现相对困难，高压对电极特性影响将

在后续过程中开展深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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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non-polarized electrode in deep well electric field measurement

LIU Chang—Shen91，2，MA Jin．Fal’2，ZHU Wen．Jiel，2，ZHOU Hai．Genl，2

(1．Key Laboratoryfor Geophysical Instrumentation ofMinhtry ofEducation，Jilin Unive=ity，Changchun 130061，China；2．College ofInstrumentati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61，China)

Abstract：Deep well natural electric field observation is an effective means to monitor the geological activities in the deep earth．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prevention of earthquake disasters and the exploration of deep resources．In general，the ground electric field

signal is a weak electrical signal of the mV level or even the light V level．As a non．polarized electrode of the electric field sensor，its

performance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measurement results．The existing non—polarized electrode works mainly on the prinei．

ple of electrochemistry，but in the deep well，the high temperature．the acid corrosion and other harsh conditions exist．According to

electrochemical theory，factors such as high temperature and acid corrosion will severely impact the performance of non—polarizable e．

1ectrode．In order to make high temperature and acidic environment inspection of wells of non．polarizable electrode and the suitabilitv of

the principle of electrochemical non—polarizable electrode to deep well measurement and the related experiment．the authors selected

three kinds of electrodes and tested them under simulated conditions of deep well testing．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inciple of electro．

chemical non—polarizable electrode electric field measurement is not suitable for deep well environment，graphite electrode performance

is stable，and graphite substances are suitable electrode materials for deep wel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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