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4卷第5期

2020年10月

物探与化探
GEOPHYSICAL&GEOCHEMICAL EXPLORATION

V01．44．No．5

0ct．．2020

doi：10．1 1720／wtyht．2020．0192

何继善．广域电磁法理论及应用研究的新进展[J]．物探与化探，2020，44(5)：985—990．http：／／doi．org／lO．11720／wtyht．2020．0192

He J s．New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J]．Geophysical and Geochemical Exploration，2020，44(5)

985—990．http：／／doi．org／10．11720／wtyht．2020．0192

广域电磁法理论及应用研究的新进展

何继 善1，2，3
(1+有色金属成矿预测与地质环境监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中南大学)，湖南长沙410083；2．有色

资源与地质灾害探测湖南省重点实验室，湖南长沙410083；3．中南大学地球科学与信息物理学

院，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矿产资源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电磁法是寻找矿产资源的最有效方法之一，随着浅部资源的日渐枯竭，大

深度高精度的电磁勘探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技术难题，也是勘探地球物理学的研究热点。针对原有的人工源频

率域电磁法深度浅、精度低等问题，从理论、方法、技术到应用，开展了系统研究，发明了广域电磁法。为频率域电

磁法由粗放到精细的发展，跨越了一大步。由此形成了“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成果，2018年荣

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广域电磁法为油气勘探、深部找矿、煤矿水害探测、地质灾害防治、压裂监测、城市物探等

提供了全新的技术手段，有力地支撑了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深地探测”战略。本专栏收集的论文，主要分布在固

体矿产、页岩气和地热探测，压裂监测与航空物探应用等技术研究领域。本文重点围绕这些论文，对广域电磁法理

论及应用研究进展加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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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电磁感应法(电磁法)是地球物理电法勘探的

重要分支。该方法主要利用地下介质的导电性、导磁

性和介电性的差异。应用电磁感应原理观测和研究

人工或天然形成的电磁场分布规律(频率特性和时

间特性)，进而解决有关地质问题[I-2]。电磁法发明

至今已有百年，由于地球是复杂的非均匀、强耗散介

质，电磁波的传播方程求解困难，长期以来对电磁数

据只能做定性分析或采用近似公式做定量分析。

针对传统电磁法的不足，提出了广域电磁法。

该方法继承了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controlled
source audio．frequency magnetotellurics，CSAMT)场源

可控的优点，克服了大地电磁法(magnetotelluric，

MT)场源随机性和信号微弱的缺点，特别是摒弃了
CSAMT将本来是曲面波的电磁波简化成平面波，沿

用“卡尼亚(cagniard)视电阻率”计算公式的做法，

用电磁场的全域精确公式提取视电阻率，从而可以

在“非远区”进行测量．拓展了人工源电磁法的观测

范围，成倍地增加了探测深度；针对CSAMT变频发

送的缺点，采用一次发送包含多个频率成分且振幅

接近的伪随机信号电流[3]，大幅度提高了观测速

度、精度和野外勘探效率[4。]。
近年来，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科技部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以及行业科研专项等项目的持续资助下，

广域电磁法实现了地质结构的大面积、大深度、高精

度、高效率和多参数探测[6】。为了有效地提供最新

研究成果，在《物探与化探》编辑部组织的“广域电
磁法”专栏中将当前最新资料的研究成果与大家共

享。本专栏收录的学术论文，主要分布在固体矿产、

页岩气和地热勘探，压裂监测和航空物探方面等研

究领域。

以专栏形式刊载广域电磁法的研究进展，展现

了学术期刊服务读者面向社会的重要举措。有利于

广域电磁法技术的应用与推广，供学者们参考、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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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争论，以推动广域电磁法乃至地球电磁学的进步。

1技术研究进展

王宏宇等从广域电磁法理论出发．推导了地面

发射一坑道接收的电磁场表达式，导出了地一坑模
式广域视电阻率计算公式。并提出了相应的观测方

式；该技术在某超大型金属矿山进行了方法试验研

究。获得了可靠的数据，经初步处理与解释取得了良

好的地质成果：表明地一坑广域电磁法值得进一步
的推广和研究，有望在金属矿山深边部盲矿体探测、

煤田巷道深部不良地质体空间定位等领域发挥作

用。

低阻覆盖区导致发射端的电磁波能量主要消耗

在浅部发热，发射效率低，导致即使是大电流发射，

接收端的信号强度也很小，传统意义上认为是电

(磁)法工作的“禁区”；田红军等将广域电磁法用于

南华盆地低阻覆盖区页岩气探测，基于深挖坑一长
导线发射，大MN距一长时间迭代的测量技术，获得
工作区地下5 km内地层电阻率分布规律和特征，查

明了工作区的构造展布。同时揭示了以二叠系太原

组、山西组和上石盒子组、下石盒子组为主要目的层

的含气页岩发育特征。表明广域电磁法可在低阻覆

盖区有效工作。

电子设备一般应用在温度从0℃～40℃的环

境下，东北地区冬季温度可达零下几十度．属于极寒

环境，一直是电法勘探仪器设备的工作禁区。江苏

省有色金属华东地质勘查局八一四队的詹少全等为

了扩展广域电磁仪器的应用范围和应用领域。做到

全气候条件下的勘探，开展了春季与极寒条件下未

揭穿冻土层、极寒条件下揭穿与未揭穿冻土层的对

比试验．在实践中应用了各类保暖方法及克服冻土

层高阻的措施。总结出一套极寒条件下勘探技术手

段。试验证明广域电磁法能在极寒环境下开展工

作，在极寒条件下对仪器要采取保暖措施，在野外给

仪器设备放人保暖箱或空调环境，配备应急电源设

备防止极寒条件设备电池损耗快，只要采取有效的

对仪器设备的保暖措施，能保证仪器能正常工作，广

域电磁法能在极寒条件下开展工作．并且取得良好

的勘探效果。

2固体矿产勘探

矿产资源是人类文明进步、国民经济发展和科

学技术革命的基础；在世界经济中，95％以上的能

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和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

料来源于矿产资源：长期来看，矿产资源作为我国国

民经济的重要基础地位不会改变。矿产资源的供应

安全，仍是我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方面[7]。

田红军等在胶西北某金矿已知地质剖面对比分

析了广域电磁法、MT、CSAMT与SIP的勘探效果，

相对于MT而言，广域电磁法具有分辨率高、数据精

度高、抗干扰能力强和施工效率高等优势；相对于

CSAMT和SIP而言，广域电磁法具有勘探深度大、

抗干扰能力强、数据精度高等技术优点：广域电磁法

成果与已知地质勘探剖面上断裂蚀变带的地球物理

场特征相吻合，表明了广域电磁法是胶西北地区金

矿勘探的有效方法。

胶西北地区发育的三山岛、焦家、招平3条区域

性主干断裂构造分别控制着一系列超大型一大中型
金矿，形成了胶西北金矿富集区。近年来通过多种

地球物理技术结合钻探验证，又在这些断裂带1 500

m以深发现了纱岭、三山岛北部、西岭等多个超大型

矿床．新发现金矿资源储量达1 200t，区内深部找矿

前景光明。但受传统地球物理技术方法的限制，在

这些主干断裂构造之间的广大覆盖区却少有金矿勘

查突破。它们之间是否有隐伏主干赋矿构造存在?

覆盖区深部地质结构特征?三山岛和焦家断裂深部

构造样式?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王洪军通过广域

电磁法勘探推断了三山岛和焦家断裂带及其之间隐

伏的5条断裂带地质特征，获得了覆盖区地层和岩

浆岩深部地质结构特征．推测了三山岛和焦家断裂

带深部构造样式，最新钻探验证结果证明广域电磁

法在胶西北金矿集中区强干扰环境下具有优异的应

用效果，其解译成果为胶西北金矿集中区三山岛和

焦家主干断裂之间的隐伏区深部探测提供了坚实的

基础。

上宫金矿集区位于豫西熊耳山地区，大地构造

位置位于华北地台南缘，区内构造活动频繁，岩浆活

动强烈。自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地矿局地调一

队发现了国内典型的构造蚀变岩型上宫金矿以来，

矿集区内陆续发现了干树、吉家洼、虎沟、七里坪等

多处金矿床，是河南省重要的黄金生产基地。随着

浅部资源的开采，寻找复杂的、深部的矿体难度越来

越大，成本也越来越高。刘耀文等将广域电磁法用

于上宫金矿集区深部勘探，目的是探测区内3 000～

5 000 m范围内的深部矿体异常信息，开展新方法试

验，提交可供工程验证的找矿靶位。试验识别了中低

电阻率电性特征的新太古界太华群石板沟岩组片麻

岩类(Arth)，中高电阻率电性特征的中元古界熊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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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许山组安山岩类(Pt，菇)和高电阻率电性特征的元

古宙闪长岩侵入岩体，在区内共推断划分了8条断

裂构造带，2条构造蚀变带。其中F1、F5两条构造

破碎带，延伸长度大。具有较好的深部找矿空间和潜

力，在其深部圈定了2处成矿有利区。
东昆仑祁漫塔格地区是青海省重要的铁多金属

成矿带之一，区内目前已发现有尕林格、四角羊一牛
苦头、虎头崖、野马泉、肯德可克、沙丘、它温查汉、它

温查汉西等一批大中型铁多金属矿床。前人对野马
泉矿床成矿条件和成矿规律进行了大量研究．认为

其为典型的矽卡岩型铁多金属矿床，目前认为低缓

磁异常及剩余重力梯级带对野马泉矿区铁多金属找

矿具有重要作用和实际意义．但在这些区域内仅从

平面上对铁多金属矿体的分布范围有了大致的定性

了解，而对纵向上岩体及地层的埋深及分布情况没

有一个定量的认识。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完成了

7条广域电磁法剖面，获得了调查区内电性结构分

布特征，并综合重力资料，基本查明了M1至M3之

间地层与岩体分布范围、延伸、埋深情况及深部接触
关系，为探寻深部多金属赋矿有利部位提供了有力

依据，经钻孔验证取得了很好的地质找矿效果。勘
探成果表明广域电磁法在野马泉矿区寻找铁多金属

矿效果显著。并扩大了野马泉矿区的找矿规模及远

景。

梁维天等将广域电磁法应用到河洼地区、辽东

裂谷和新房多金属矿的深部勘查．实践证明浅部的

广域电磁法推断成果与已知地质资料高度吻合，广

域电磁法的反演成果对于存在物性差异的各个界面

划分十分明显，与钻孔岩性变化吻合度也较高，广域

电磁法勘探深度大，对存在明显物性差异地层的辨
识程度较高，对辽东地区金矿以及多金属矿成矿模

型建立等矿产资源研究意义重大。
郑向光等[8]在小秦岭潼关地区开展的广域电

磁测深工作，对相同场源、不同场源的同一条剖面两

次测量，反演的电阻率断面图基本一致，据此认为广
域电磁法在小秦岭复杂构造区能够有效进行深部探

测，而且具有抗干扰能力强、探测深度大、分辨率好

的特点，对同一地质体可实现结果相同的重复测量。
经与地震剖面、钻孔资料对比，结合1：5万重力资

料，以广域电磁剖面电阻率断面图约束反演，其结果

清楚地反映了巡马道断裂、太要断裂和太华群的深

部形态及结构特征。

3地热勘探

地热能是一种绿色低碳、可循环利用的可再生

能源，具有储量大、分布广、清洁环保、稳定可靠等特

点，是一种现实可行且具有竞争力的清洁能源。我

国地热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发展前景广阔。当

前我国的地热勘探大部分在电磁干扰严重的城市周

边开展，要求探测技术达到相当的探测深度和精度，

并且要查明工区内盖、储、通地热资源特征，对电磁

法勘探技术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才智杰等在共和盆地开展干热岩勘探．该区域

太阳能电板密布，电缆错综复杂，电磁干扰严重，

2018年青海省第三地质勘查院在已知GR2钻孔布

设1条广域电磁法和音频大地电磁测深综合剖面．

对比两种电磁法的抗干扰能力、施工效率．勘探深度

和探测效果。认为广域电磁法抗干扰能力强、探测

深大，细节刻画精细，探测效果优于音频大地电磁测

深法，优势明显，适于在电磁干扰严重，要求大深度、

高精度的干热岩勘查。

曾何胜等将广域电磁法用于城市地热勘探，通

过先进行干扰场12 h或者24 h监测，了解电磁干扰

场强度，摸清电磁干扰规律。避开强干扰时间段进行

观测，查明了三叠一二叠系灰岩、志留系砂岩、奥

陶一寒武系白云岩地层以及构造的产状及空间展布
特征，符合地质模型规律，为地热资源钻孔提供了依

据，取得良好的勘探效果。为今后广域电磁法在开展

类似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示范。

田红军等将广域电磁法应用到扬子准地台黔北

台隆地热勘探，获得了地下5 km地层电阻率分布特

征，其中奥陶系下统湄潭组、寒武系下统金顶山组、

明心寺组、牛蹄塘组低电阻层为试验区盖层，奥陶系

下统花园组、桐梓组、寒武系娄山观组、石冷水组、高

台组、清虚洞组、震旦系灯影组高阻层为储热层．同

时也揭示了深部断裂构造对储热层的影响．广域电

磁法成果揭示的电性层与钻井SZKl揭示的地层信

息相吻合，表明在扬子准地台黔北台隆地热强干扰

区，广域电磁法是一种有效的探测手段。
李麒麟等将广域电磁法应用于甘肃临泽县城区

深部地热资源调查评价，以区域水文地质为基础，以

物探勘查成果为依据，解释推断了研究区地质构造

及岩体的分布特征，分析评价了研究区地热勘查前

景。同时，初步构建了研究区地热勘查“地质一地

球物理一地热”模型，为研究区及邻区的地热勘查
提供借鉴和指导。工程实践证明广域电磁勘查深度

大、抗干扰能力强，测量数据重现性高，质量可靠，在

城郊等干扰大的地区也能取得较好的勘查效果；广

域电磁法对层状地质体具有较高的分辨能力，在盆

地勘查地热资源具有明显的优势，是高效的地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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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调查评价方法，值得大力推广。

江西宜春的温汤温泉历史悠久。为我国著名温

泉之一，有记载以来距今已有900余年历史，现代温

汤地热利用相对较早，开发程度较高。温汤温泉历

来以温度高、涌水量大而闻名．为高矿化天然热矿泉

水。温汤镇温泉地处主要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毗

邻明月山5A级景区。随着近几年交通事业的飞速

发展，周边旅游、休闲、养生业蓬勃兴起，使该区成为

以地热水资源为优势产业的黄金地段。危志峰等将

广域电磁法用于温汤一万龙山地热带北东段寻找
“温汤式”对流型地热水资源。共推测断裂构造11

条，富水区2处。初步了解了控热、导水构造的大致

空间分布情况。综合研究分析了富水区、北东向主推

覆构造和北西向次级构造的空间关系，提取了与深

部隐伏地热水资源相关地质体地球物理信息，并进

行了钻孔验证．该孔在深部钻遇推覆构造F1与F9

复合部位，这与前述“温汤式”对流型地热水资源形

成模式吻合，验证了本次地热勘查成果；认为广域电

磁法是高效的针对复杂地区中深部地热勘查的物探

方法。

4页岩气勘探

非地震勘探技术，尤其是大深度电磁法勘探技

术，在盆地基底构造研究、油气资源勘探等方面都发

挥了重要的作用；广域电磁法因其诸多优点．被广泛

应用于油气勘查领域，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喻忠鸿等将广域电磁法应用于东昆仑八宝山盆

地页岩气勘探，获得了盆地内地下电性体电阻率空

问分布特征，基本查明了该区基底特征、盆地格架、

暗色泥页岩的走向延伸、垂向变化、埋藏深度等。揭

示了八宝山泥页岩层位的电性分布规律．经钻探验

证取得了很好的地质效果。古志文等将广域电磁法

应用于准噶尔盆地南缘山前地带的勘探中，认为广

域电磁法探深大，精度高，适合在复杂山区地形等难

于取得较好地震资料的区域开展工作．能较好地弥

补地震等其他物探方法的缺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桂中凹陷是中国南方重要的含油气盆地之一，

环江凹陷位于桂中凹陷的东北隅，具有良好的油气

地质条件及资源潜力，由于地形和地质条件复杂、勘

探程度低、深部岩溶广泛发育等原因。致使页岩气勘

探尚无重大突破。韩凯等利用广域电磁法对环江凹

陷南部进行探测，获得了其深部电性结构，推断了页

岩气勘探有利区段。

5盐湖深层卤水勘探

青海境内盐湖资源丰富，100余个盐湖湖区探

明的锂资源储量为1 724万t，约占全国保有储量的

83％、世界卤水锂资源储量的三分之一，锂资源作为

21世纪的战略性能源资源，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国内外锂及其产品的需求与日俱增，它对国家的经

济和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盐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对青海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卤水矿富

集层位与围岩的物性差异极为特殊，传统电磁法无

法兼顾探测深度和探测精度．长久以来没有突破。

近年来，为寻找一种适合于卤水矿勘探的电法。曾投

入过多种方法和仪器进行对比试验，包括常规电法、

TEM、MT、AMT、CSAMT等方法，WDJS一2、GDP一32、

V8等国内外先进仪器，但从试验的结果来看，各种

方法无论就勘探深度还是分辨率来说均未能达到预

期的要求。林佳富等在柴达木盆地深层卤水勘探中

尝试使用了广域电磁法。认为广域电磁法的大功率

E．E，装置具有大功率发射、信号衰减速度较慢的特

点，采用挖机掘去地表薄层盐壳以及用铝箔作为接

收电极等措施．能在柴达木卤水矿区有效地克服

“高阻屏蔽”效应．当采用较小的收发距时可采集到

品质可靠的野外数据，可以在较浅的层位上对卤水

矿富集区进行精确定位。

6结语

广域电磁法建立了以曲面波为核心的电磁勘探

理论，构建了全息电磁勘探技术体系。实现了频率域

电磁法由平面波到曲面波的理论跨越，在常规油气、

页岩气、生物气、固体矿产、地热及煤矿水害探测等

领域中成功应用，为我国矿产资源保障、经济发展和

社会安全提供了有效支撑，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和

市场前景。

广域电磁法诞生还不久，在广大地质和物探工

作者的大力支持下，取得如此丰硕的实际与理论成

果，十分可喜，它也反映了广域电磁法的生命力。任

何新生事物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广域电磁法需要

大家的呵护。笔者深信，在中华辽阔的热土上，经过

我们的共同努力，广域电磁法这一中国人自己发明

的方法，一定能够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发挥应有的作

用。

必须强调，任何地球物理方法都有其应用条件，

广域电磁法也不例外。一定要根据地区实际，紧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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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HE Ji—Shanl，2，3

(1．Ministry of Education Key Laboratory of Metallogenic Prediction of Nonferrous Metals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Changsha

China：2．Hunan Key Laboratory ofNonferrous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Detection，Changsha 410083，China；3．School ofGeosciences and lnfo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Changsha 410083，China)

410083

-physics

Abstract：Mineral resources are the lifeblood of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Electromagnetic method is one of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to search for mineral resources．With the depletion of shallow resources，developing a both large—depth and high—precision elec—

tromagnetic method has become big challenge for all countries in the world．which is also the research hotspots．Aiming at the problems

of shallow depth and low precision of the original artificial source frequency domain electromagnetic methods，from theory，method，

technology to application，the author carried out systematic research and invented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It is

a great leap forwar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requency domain electromagnetic method from coarse to fine．As a result，the achievements

of”large depth and high precision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exploration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have been formed，it won the First

Prize of National Technological Invention in 2018．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provides a new technical means for oil and gas ex—

ploration，deep prospecting，coal mine water disaster detection，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fracturing monitoring and urban geo—

physical exploration．It has strongly supported the”deep ground”strategy oriented to the major needs of the country．The papers collect—

ed in this column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technical research fields of solid mineral，shale gas and geothermal exploration，fractu—

ring monitoring and airborne geophysical application．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se papers and discuss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

Key words：large deep；high precision；wide field electromagnetic method；pseudo—random sig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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