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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杭州部分地区残坡积层厚度薄、地形条件较差的特点，在余杭区鸬鸟镇典型斜坡段，开展了多道瞬态面

波和微动探测工作，对这二项技术在斜坡内部结构调查中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分别基于频率—波数（Ｆ⁃
Ｋ）和空间自相关（ＳＰＡＣ）法提取频散曲线，计算得到速度剖面，进而对表层含角砾粉质黏土、全风化凝灰岩、强风化

凝灰岩及中—微风化凝灰岩之间的界面进行了划分。 结果表明：面波勘探具有很好的分层性，能有效区分残坡积

层覆盖斜坡内部结构；多道瞬态面波和微动探测计算得到的瑞利波相速度变化趋势一致，表层含角砾粉质黏土对

应瑞利波相速度小于 ３００ ｍ ／ ｓ，全风化凝灰岩对应瑞利波相速度为 ３００～ ４００ ｍ ／ ｓ，强风化凝灰岩对应瑞利波相速度

为 ４００～６００ｍ ／ ｓ，与钻孔资料基本吻合。 数据分析还表明，频率小于 １５Ｈｚ 时，微动探测空间自相关函数与第一类零

阶贝塞尔函数具有很好的拟合关系，高于 １５ Ｈｚ 时，拟合精度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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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杭州市山地丘陵发育，属亚热带季风性气候，雨
量充沛，岩石风化作用强烈，斜坡表面多覆盖有残坡

积层，裂隙发育，在雨季极易发生滑坡等地质灾害。
这些潜在的不稳定斜坡严重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因此，查明重要斜坡地层结构，有针对性

地建立灾害预警预报系统意义重大［１］。 滑坡体与

稳定山体之间存在密度、速度和电性等物性差异，为
利用地球物理手段调查斜坡稳定性提供了物性基

础。 常用的地球物理手段包括地震反射和折射法、
面波法、电法及电磁法等。 其中面波法包括主动源

面波法（多道瞬态面波法）和被动源面波法（微动

法） ［２－３］。

地球物理手段在世界上很多易滑坡地区都取得

了成功的应用。 李来喜［４］ 利用高密度电法和地震

折射层析成像法得到甘肃某地目的位置的物性断

面，为主滑动面的确定提供了有效依据；Ｇｕéｎｏｌé
Ｍａｉｎｓａｎｔ 等［５］通过环境噪声相关技术对瑞士阿尔卑

斯山附近某易滑坡地区进行了监测，发现该滑坡体

滑动前几天 Ｓ 波速度持续性急速降低；Ｓｈｅｒｒｏｄ Ｌ
等［６］综合利用电阻率成像和探地雷达确定了纽约

Ｌｉｔｔｌｅ Ｐｏｒｔｅｒ 山活动滑坡内部冰川形态和基岩界面

等结 构； Ｓｈａｎ 等［７］ 综 合 利 用 无 线 电 大 地 电 磁

（ＲＭＴ）、电阻率层析成像（ＥＲＴ）和高分辨率反射地

震确定了瑞士西南部某滑坡体的几何特征和物理性

质；吕擎峰等［８］基于滑坡体和稳定岩体之间的电阻

率和速度差异，利用高密度电法和瑞利面波法确定

了滑动面的深度和滑动范围，为滑坡治理提供了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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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Ｌ 等［９］利用纵波和横波反射地震及面波

勘探对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滑坡体进行了探测，获
得了滑坡体地表至滑动面深度的 ２Ｄ 地质模型和速

度参数；Ｘｕ Ｘ Ｑ 等［１０］利用双源面波法（ＤＳＳＷ，即综

合利用主动源多道面波分析（ＭＡＳＷ）方法和被动源

微动探测（ＭＳＭ），以同时保证大的勘探深度和高的

勘探精度）得到四川某滑坡内部地层结构；Ｗａｎｇ Ｆ
等［１１］综合利用自电位测量（ＳＰ）和微动探测评估了

日本某滑坡坝的内部结构以及是否存在管道泄漏。
除利用速度信息进行滑坡体内部结构探测外，也可

以通过面波信号的频率特征指示土层破损程度和场

地共振特性的方位变化［１２－１３］。
终上所述，地球物理探测不仅可以有效探测滑

坡体内部结构，对滑坡机理进行评价，还可以对易滑

坡地区进行内部结构探测或长期监测，为滑坡灾害

预警提供依据。 电（磁）法受山区地形影响大，施工

效率低，探测浅部地层结构时易受降雨天气影响，故
本次选择面波法。 在杭州市余杭区鸬鸟镇残坡积层

浅覆盖区，选择典型斜坡布设剖面，通过主动源和被

动源两者相结合的方法探测斜坡内部结构，并对比

分析两种方法的适用性和有效性，为残坡积层覆盖

区地质灾害调查技术方法体系建立进行了探索性研

究。

１　 方法原理

面波是体波与自由界面或分层介质的弹性分界

面相互作用产生的一种弹性波，满足物理上的自由

边界条件［１４］。 在层状介质中，瑞利面波的速度是频

率的函数，随频率变化而变化。 在不同介质分界面

处，频散曲线会出现拐点、斜率变化、频散点疏密变

化等特征，该特性是瑞利波勘探的理论基础。 ２０ 世

纪 ５０ 年代，Ｈａｓｋｅｌｌ 利用矩阵计算了瑞利面波在层

状介质中的频散曲线，成为天然面波在探测地层内

部结构和人工面波在工程勘察等方面的基础；后来

又陆续发展了 Ｓｃｈｗａｂ⁃Ｋｎｏｐｏｆｆ 法、δ 矩阵法、Ａｂｏ⁃Ｚｅ⁃
ｎａ 法等。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面波勘探被引入中国，取
得了很大的发展。 肖柏勋、李庆春、刘庆华等分析了

瑞利面波勘探技术应用情况及面波分析常用方法的

优缺点［１４ １６］。 主动源面波勘探从稳态到瞬态再到

多道面波勘探，在方法应用和仪器研发等方面都有

了很大的进步［１６－１７］，主要用于工程勘察方面。 被动

源面波勘探也称作微动和环境随机振动，早期主要

是利用长周期信号研究地壳结构等深部信息和用于

地热资源勘查等方面［１８－１９］，近年来，许多学者在利

用微动探测进行城市地质和环境地质调查等方面做

了大量研究［２０ ２４］。
１．１　 多道瞬态面波

瞬态面波法通过锤击、落重乃至炸药震源，产生

一定频率范围的瑞利波，再通过振幅谱和相位谱分

析把记录中不同频率的瑞利波分离出来，从而得到

频散曲线。 目前常用的是多道瞬态面波法。 多道瞬

态面波在工程场地勘察和滑坡等地质灾害调查方面

有广泛的应用，如：识别溶洞以及回填土和膨胀土等

土层分类［２５］；划分斜坡结构；探测滑坡体内部 Ｓ 波

速度结构，确定滑坡体岩土分层、软弱带和滑动面，
为滑坡体稳定性评价提供依据等［２４，２６ ２７］。

多道瞬态面波一般采用单边或双边激发、多道

拾震器线性排列接收。 数据处理多采用频率—波数

法［１７］，该方法通过傅里叶变换，将时间—空间域记

录信号转换到频率—波数域处理。 某排列原始记录

信号用 ｆ（ｘ，ｔ）表示，傅里叶变换后有：

Ｆ（ω，ｋ） ＝ １
２π∫

∞

－∞
∫∞

－∞
ｆ（ｘ，ｔ）ｅｘｐ（ － ｉωｔ ＋ ｉｋｘ）ｄｔｄｘ，

（１）
式中：ｋ 为波数，ω 为角频率，ｘ 为拾震器到震源的距

离，ｔ 为时间。 由于接收的地震信号中，瑞利波能量

占比大于 ６０％，根据 Ｆ（ω，ｋ）能量谱上极大值对应

的频率—波数对，就可以根据式（２）求取频率—相

速度对：

ｖＲ ＝ ｆ
ｋ

。 （２）

１．２　 微动探测

微动探测不需要震源，分为单台和阵列 ２ 种方

式。 单台微动又称为地脉动，主要利用单台三分量

拾震器接收信号，通过微动信号的频率振幅特征分

析进行场地评价等。 阵列微动则是利用多台拾震器

按照不同的采集阵列同时接收信号，经处理提取频

散曲线，反演得到不同深度的地层结构信息。 近年

来，微动探测在地质灾害调查方面也取得了很好的

应用效果，如：探测地铁沿线的孤石；探测煤矿陷落

柱等地质异常体［２０－２１］；探测深部隐伏岩溶覆盖层结

构［２２］；反演滑坡体 ３Ｄ 模型，利用 Ｈ ／ Ｖ 计算场地主

频，为滑坡稳定性评价提供参考等［２８－２９］。
微动探测频散曲线提取方法主要有空间自相关

法（ＳＰＡＣ）、拓展空间自相关法（ＥＳＰＡＣ）、频率—波

数法（Ｆ⁃Ｋ）等［２２］。 ＳＰＡＣ 法是用中心点与各半径圆

周上各拾震器采集的信号进行相关，再进行方位平

均，得到空间平均相关函数，最后经 Ｈａｎｋｅｌ 转换，得
到其功率谱表达式［３０］，记作：

·９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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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ｒ） ＝ １
π ∫

∞

０
ｈ（ω）Ｊ０

ωｒ
ｃ（ω）

é

ë
êê

ù

û
úú ｄω ， （３）

其中：ｃ（ω）是相速度；ｈ（ω）是信号垂直分量功率

谱；ω 是角频率； ｒ 是中心拾震器到圆周拾震器之间

的距离，即半径；Ｊ０ 是第一类零阶贝塞尔函数。 通过

中心频率为 ω０ 的窄带滤波器，则有：

（ ｒ） ＝ Ｊ０
ω０ｒ

ｃ（ω０）
é

ë
ê
ê

ù

û
ú
ú 。 （４）

　 　 已知频率 ｆ 和空间平均相关函数，就可以根据

零阶贝塞尔函数宗量 Ｊ－１
０ ［（ ｒ）］，由方程（５）求得相

应的相速度 ｃ（ ｆ）：

ｃ（ ｆ） ＝ ２πｆ ｒ

Ｊ －１
０ ［（ ｒ）］

。 （５）

２　 研究区概况

研究区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鸬鸟镇全城坞

村附近（图 １）。 该地区植被发育，以竹林为主，地形

坡度多在 ２０° ～ ３５°之间；残积和残坡积层广泛分布

于山体顶部、斜坡及坡麓表部，岩性主要为含砾石黏

性土及碎石土层等，厚 ０．２～２．５ ｍ。

图 １　 研究区地形地貌

Ｆｉｇ．１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ｓｉｏｎ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研究区典型斜坡东侧，坡底紧邻房屋，曾做过地

质灾害工程处理。 从现场踏勘情况看，该区山坡较

陡，与房屋紧邻且残坡积层易滑脱，仍有发生地质灾

害的可能。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６ 日强降雨过程中，该区域

附近发生过 ２ 处崩塌、１ 处滑坡和 １ 处山洪，是重点

地质灾害调查区域，故选为本次方法分析的典型斜

坡。 研究区整个斜坡单元植被茂密，多为竹林，工程

地质分层从上到下依次为表层耕植土、全风化层、强
风化层和完整基岩。 本次在典型斜坡上顺着高程等

值线方向布设综合测线 ＡＢ，同时进行多道瞬态面波

和微动探测（见图 １）。

３　 数据采集

为了方便进行数据对比分析，在典型斜坡上布

设了综合测量剖面 ＡＢ，走向 ＮＮＥ，测线总长约 １４５
ｍ，微动探测 １１ 点，多道瞬态面波 ３３ 点。

已有资料表明，微动探测采集阵列中的嵌套三

角形和圆形阵列频散能量集中度更高，Ｌ 型和直线

型阵列频散能量具有方向性［３１］。 十字阵列可以看

作一种特殊的圆形阵列，即 ４ 点圆形阵列。 十字阵

列布设方便，工作效率高，尤其适用于有植被覆盖区

·０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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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小半径数据采集。 １０ 台拾震器的十字阵列，主
要有 ６ 种半径组合方式，如图 ２ａ～ ｆ 所示。 若各拾震

器以 ｒ 为距离等间隔排列，则各组合的半径分别为：

ｒ１ ＝ ｒ、ｒ２ ＝ ２ｒ、ｒ３ ＝ ３ｒ、ｒ４ ＝ ２ ｒ、ｒ５ ＝ ２ ２ ｒ、ｒ６ ＝ ５ ｒ。 本次

微动探测采用北京市水电物探研究所生产的 ＷＤ⁃１

智能微动勘探仪，拾震器主频为 ２ Ｈｚ，十字阵列，ｒ ＝
２ ｍ，观测时长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不少于 ３０ ｍｉｎ，以
得到稳定的频散曲线。 如果采集环境存在噪声干

扰，适当延长采集时间或避开干扰时段。
　 　 多道瞬态面波一般采用单边或双边激发、多道

ａ～ ｆ—微动十字阵列半径组合示意；ｇ—瞬态面波单端放炮多道采集排列示意

ａ～ ｆ—ｒａｄｉｕｓ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ｃｒｏｓｓ ａｒｒａｙ；ｇ—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ａｒｒａｙ ｗｉｔｈ ｓｉｎｇｌｅ ｓｈｏｔ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ｔｒａｃ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

图 ２　 面波数据采集排列示意

Ｆｉｇ．２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ｆｉｅｌｄ ｄａｔａ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ａｒｒａｙ ｄｉａｇｒａｍ

拾震器线性排列接收，图 ２ｇ 为单边激发，１２ 道接收

的等间距线性排列示意。 采集参数根据地质任务给

出，并根据现场试验适当调整。 检波器频率选择根

据勘察深度要求，利用 ｆ＝ ｖ ／ λ 和 ｈ≈λ ／ ２ 估算，其中

ｆ 为检波器频率，ｖ 为地层面波速度，λ 为波长，ｈ 为

探测地层的深度。 检波器固有频率越高对低频部分

的压制越强，在满足分辨率的情况下，应尽量采用固

有频率较低的拾震器［２４］。 偏移距的大小需考虑炮

检距和震源弹塑带的范围，偏移距过小，干扰波能量

强，偏移距过大，远道有效波能量弱；因此，偏移距选

择应根据现场试验确定，目的是在数据处理时直达

波、反射波和瑞利波能够有效分离［３２］。 本次主动源

瞬态面波采用北京市水电物探研究所生产的 ＳＷＳ⁃
６Ａ 工程勘探与工程检测系统，使用人工锤击的震源

激发方式，并在激震点铺设垫板，单边激发，拾震器

主频为 ４ Ｈｚ，２４ 道采集，道间距 １ ｍ，最小偏移距

５ ｍ，全排列滚动。

４　 数据处理分析

瑞利面波频散曲线提取的常用方法有空间自相

关法（ＳＰＡＣ）、表面波谱法（ＳＡＳＷ）、频率—波数法

（Ｆ⁃Ｋ）、τ⁃ｐ 变换法、相位展开法等［１５ ２２］。 本次多道

瞬态面波选用 Ｆ⁃Ｋ 法，微动探测选用 ＳＰＡＣ 法。 剖

面资料处理需先按常规面波勘探方法对野外采集的

资料进行单点处理。 多道瞬态面波单点数据处理流

程一般为：切除干扰波—拾取面波—频率波数域谱

分析—提取频散曲线—反演［２６］；Ｆ⁃Ｋ 域分析时，可
通过二维滤波突出基阶面波能量，确认基阶面波频

散曲线。 微动探测单点数据处理流程一般为：数据

预处理—计算空间相关系数—第一类零阶贝塞尔函

数拟合—提取频散曲线—反演；采用最小二乘法进

行贝塞尔函数拟合，不能呈现第一类零阶贝塞尔曲

线形态的自相关系数曲线应舍弃，以免影响最终频

散曲线的求取精度［２３］。 图 ３ 为微动探测数据 Ｗ０２
部分频率点的贝塞尔函数拟合，从图中可以看出，频
率低于 １５ Ｈｚ 时，各半径相关系数与第一类零阶贝

塞尔函数具有很好的拟合关系，误差小于 ０．０１；频率

高于 １５ Ｈｚ 的拟合精度有所降低，推测是因为高频

信号随机性强且易受噪声影响。
　 　 图 ４ 为部分微动测点与同位置多道瞬态面波测

点频散曲线对比。从图中可以看出，２条频散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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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Ｗ０２ 微动探测点贝塞尔函数拟合

Ｆｉｇ．３　 Ｂｅｓｓｅ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ｏｉｎｔ Ｗ０２

图 ４　 部分微动测点与对应多道瞬态面波测点频散曲线对比

Ｆｉｇ．４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总体形态相似，但多道瞬态面波频散曲线相同相速

度对应频率整体较微动探测高。 如果直接利用半波

长经验公式进行深度转换，则会出现相同深度多道

瞬态面波探测相速度高于微动探测的情况，故需结

合钻孔数据，对深度转换系数进行拟合。 具体拟合

公式为 Ｈ＝αＶ ／ ２ｆ；式中，Ｈ 为勘探深度，Ｖ 为相速度，
ｆ 为频率，α 为校正系数。 本次微动探测深度校正系

数为 ０．５，瞬态面波校正系数为 １。
　 　 根据拟合后的转换系数，可以把频散曲线从频

率域转换到深度域，直接插值得到相速度等值线剖

面，如图 ５ 所示。 剖面走向 ＮＥ 约 １８°，过两个已知

钻孔 ＺＫ１ 和 ＺＫ２，钻孔数据详见表 １。 ＺＫ１ 终孔深

度为 １６ ｍ，终孔岩性为中风化花岗岩，未对全风化

和强风化岩进行划分。 ＺＫ２ 终孔深度 １２．５ ｍ，终孔

岩性为中风化凝灰岩。 除 ＺＫ１ 外，在该斜坡其他位

置搜集的钻孔资料揭露的基岩岩性皆为凝灰岩，故
后续解释中基岩岩性统称为凝灰岩。 图 ５ａ 为多道

瞬态面波探测瑞利波相速度等值线剖面，１～３０ 号点

为等间距排列，间隔 ４ ｍ，３０ ～ ３２ 号点之间由于施工

环境限制，间隔调整为 １２ ｍ。 从图中可以看出，完
整基岩面埋深总体趋势为南深北浅。 图 ５ｂ 为微动

探测瑞利波相速度等值线剖面，共 １１ 个点，尽量以

·２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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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 ｍ 的点距布设。 由于微动每个单点都需要多台

拾震器按阵列形态和半径组合布设采集，对采集地

面环境有一定要求，阵列内场地高程变化应尽量平

缓，故部分点距稍有变化。 从图中可以看出，多道瞬

态面波与微动探测得到的瑞利波相速度变化趋势具

有很好的一致性。 含角砾粉质黏土和全风化凝灰岩

之间的界面对应的瑞利波相速度约为 ３００ ｍ ／ ｓ，强风

化和中风化凝灰岩之间的界面对应的瑞利波相速度

约为 ６００ ｍ ／ ｓ，２ 个钻孔资料 １ 个划分有强风化层，１
个没有区分，仅参考 ＺＫ２ 数据认为强风化层顶界面

对应瑞利波相速度约为 ４００ ｍ ／ ｓ。

表 １　 研究区钻孔资料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ｔａｂｌｅ ｏｆ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ａｔａ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

钻孔 岩性层
底界面
深度 ／ ｍ 厚度 ／ ｍ

ＺＫ１
含角砾粉质黏土 ３．３ ３．３
全风化花岗岩 １４ １０．７
中风化花岗岩 — —

ＺＫ２

含角砾粉质黏土 １．５ １．５
全风化凝灰岩 ５ ３．５
强风化凝灰岩 １０．５ ４．５
中风化凝灰岩 — —

ａ—多道瞬态面波探测瑞利波相速度等值线断面；ｂ—微动探测瑞利波相速度等值线断面

ａ—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ｂ—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图 ５　 ＡＢ 测线瑞利波相速度等值线断面

Ｆｉｇ．５　 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Ｂ ｌｉｎｅ

　 　 综上所述，多道瞬态面波和微动探测具有很好的

分层性，能有效探测残坡积层覆盖斜坡的内部结构。
　 　 除直接将频散曲线转换到深度域进行分析外，
也可以根据拐点、斜率、频散点疏密以及不收敛段的

起始拐点等特征确定初始模型，经反演计算 Ｓ 波速

度结构。 为避免反演过程中初始模型设置等人为因

素的影响，更客观地反映地层的岩性及构造变化，也
可以直接根据经验公式计算视 Ｓ 波速度。 视 Ｓ 波速

度剖面可以突出显示具有较大速度差异的界面，通
常也对应地质分界面［２１，２３］。 图 ６ 为 ＡＢ 测线视 Ｓ 波

速度剖面。 由于多道瞬态面波点距更小，测点更密，
能更好地反映地层横向变化细节，故本次视 Ｓ 波速

度等值线剖面是基于多道瞬态面波数据计算的。 从

图中可以看出，斜坡沿 ＡＢ 测线横向变化较大，含角

砾粉质黏土厚度变化范围 ０ ～ ４ ｍ，全风化凝灰岩厚

度变化范围 １．５ ～ ６ ｍ，强风化凝灰岩厚度变化为 ２ ～

２０ ｍ。 总的来说，测线北部基岩完整性较好，南部风

化层较厚，Ｒ０９～Ｒ１３ 点之间的中风化界面以上岩层

厚度最厚，超过 ２０ ｍ。

５　 讨论

瑞利波的频散特性和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与岩

土介质的物理力学性质有关，同一波长的面波特性

反映地层在水平方向上的变化，不同波长的面波特

性反映地层介质在竖直方向上的变化［２４］。 当岩土

层介质较为均匀时，瑞利波的相速度随深度的加大

而线性增加；存在不同介质分界面时，频散曲线会出

现拐点、斜率变化、频散点疏密变化等特征，由此可

推断地下岩性变化的分界面［１７］。 主动源与被动源

面波联合勘探通常是将主动源的高频信息与被动源

的低频信息进行拼接，以兼顾浅层和深部探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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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６　 ＡＢ 测线视 Ｓ 波速度等值线断面

Ｆｉｇ．６　 Ａｐｐａｒｅｎｔ 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ｏｆ ＡＢ ｌｉｎｅ

果［１０，３１］。 本次是综合利用主动源（多道瞬态面波）
和被动源（微动探测）勘探形成综合剖面，对比分析

两者在残坡积层覆盖斜坡内部结构探测中的应用效

果，结果表明两者得到的瑞利波相速度在整体趋势

上具有很好的一致性，且各岩土层相速度范围与庄

师柳等在佛山飞鹅岭探测滑坡体内部结构总结的数

据有较好的对应，即：坡积层和全风化层对应面波速

度为 ４０～３００ ｍ ／ ｓ；强风化层对应面波速度为 ３００ ～
６００ ｍ ／ ｓ；中风化层对应面波速度为 ６００ ～ １ ２００ ｍ ／ ｓ；
微风化层对应面波速度高于 １ ２００ ｍ ／ ｓ［２６］。

与钻探等方法相比，面波勘探误差主要来源于

反演、介质横向变化以及波速分界面与介质分界面

的对应性等［９，１５］，为了降低误差，可从提高反演精度

和复杂地质条件下精确成像等方面进行尝试。 在反

演 Ｓ 波速度结构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算

法，如瑞利面波反演常用的 Ｔｈｒｏｍｓｏｎ⁃Ｈａｓｋｅｌｌ 法，是
基于平面波理论导出相邻两界面的传递矩阵公式，
在高频计算时会出现数值溢出和精度降低的现象；
Ｓｃｈｗａｂ⁃Ｋｎｏｐｏｆｆ 法可以避免高频计算时精度降低，
具有快速稳定的特点；Ａｂｏ⁃Ｚｅｎａ 法避免了高频数据

的不稳定性，且对存在低速夹层的介质分析很有

效［１５］。 除了反演算法的选择外，还可以综合利用高

阶面波和 Ｈ ／ Ｖ 谱比特征进行联合反演，以减少反演

的多解性［３３］。 为避免反演带来的多解性，也可以避

开反演过程，直接由剖面上各点面波频散曲线计算

得到剖面，直观地反映地层弹性结构特征，或者根据

经验公式计算视 Ｓ 波速度，为划分地层内部结构提

供客观依据［２０ ２４］。 多道瞬态面波和微动探测求取

的都是采集阵列下方介质的平均速度，当介质物性

参数横向变化剧烈时，会影响探测效果。 尹晓菲等

基于波场分离技术提出一种方法，利用相位扫描互

相关获取任意两道间的面波走时，在此基础上求取

频散曲线［３４］，并认为该方法可提高浅地表面波勘探

水平分辨率，但该方法抗干扰能力值得商榷。 对于

倾斜界面、复杂地形以及物性参数横向变化剧烈等

复杂介质情况，瑞利面波的传播特征还有待进一步

研究［１５］。
主动源面波勘探对浅部分辨率较好，但很难采

集到低频信号；锤击震源的勘探深度通常在 ２５ ｍ 左

右，被动源面波在提取低频信号方面具有很好的优

势。 传统的空间自相关法（ＳＰＡＣ）对采集阵列和场

地有较高的要求，不少学者提出了改进的方法，如扩

展空间自相关法和背景噪声互相关技术（ＮＣＦ）等。
本文采用的十字阵列较常用的嵌套三角阵列施工效

率更高，适用范围更广，尤其是在沿城市道路或在有

茂密植被覆盖的场地施工时，优势更为明显。 ＮＣＦ
对拾震器数量和布置没有要求，尽量保证射线分布

均匀即可。 在相同拾震器数量下，能更好地覆盖探

测区域，降低三维面波勘探成本［３５］。 环境噪声成像

技术目前多用于分析地壳上地幔结构和地震灾害调

查中［３６－３７］。 除了以面波为有效信号的面波勘探技

术外，传统地震勘探也不再只把面波当作噪声去除，
而是加以利用，解决复杂地表静校正和近地表结构

等问题［１６，３８］。
综上所述，面波勘探在地层内部结构调查中有

很好的应用效果，但也有很多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
例如：当介质具有较强的各向异性，如何提高面波探

测的精度；如何减少 Ｓ 波速度结构反演的多解性，提
高反演精度；对于微动信号微弱的区域，如何有效提

取面波频散信息；如何去除体波和其他面波的干扰；
如何有效识别复杂地质情况下面波发育特征等。

·４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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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结论

１）面波勘探具有很好的分层性，能有效区分残

坡积层覆盖斜坡内部结构。 本次选取的典型斜坡内

部结构沿 ＡＢ 测线横向变化较大，测线北部基岩完

整性较好，南部风化层较厚。 含角砾粉质黏土厚度

变化范围为 ０～４ ｍ，全风化凝灰岩厚度变化范围为

１．５～６ ｍ，强风化凝灰岩厚度变化范围为 ２～２０ ｍ。
２）面波勘探在深度转换时多采用半波长经验

公式，具有一定的误差，需结合研究区钻孔等已有资

料进行校正。 多道瞬态面波和微动探测的转换系数

不一定相同。
３）多道瞬态面波和微动探测计算得到的瑞利

波相速度变化趋势具有较好的一致性。 表层含角砾

粉质黏土和全风化凝灰岩分界面对应的瑞利波相速

度约为 ３００ ｍ ／ ｓ，全风化凝灰岩与强风化凝灰岩分界

面对应的瑞利波相速度约为 ４００ ｍ ／ ｓ，强风化凝灰岩

与中风化凝灰岩分界面对应的瑞利波相速度约为

６００ ｍ ／ ｓ，与钻孔资料基本吻合。
４）微动探测空间自相关函数与第一类零阶贝

塞尔函数拟合关系中，频率低于 １５ Ｈｚ 时，各半径相

关系数与第一类零阶贝塞尔函数具有很好的拟合关

系，误差小于 ０．０１，高于 １５ Ｈｚ 时，拟合精度有所降

低。 推测是因为高频信号随机性强，且易受噪声影

响。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詹良通，李鹤，陈云敏，等．东南沿海残积土地区降雨诱发型滑

坡预报雨强—历时曲线的影响因素分析［ Ｊ］ ．岩土力学，２０１２，
３３（３）：８７２ ８８０．
Ｚｈａｎ Ｌ Ｔ，Ｌｉ Ｈ，Ｃｈｅｎ Ｙ Ｍ，ｅｔ ａ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ｒ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ｄｕｒａ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ｆｏｒ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ｎｇ ｒａｉｎｆａｌｌ⁃ｉｎｄｕｃｅｄ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ｉ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ｌｏｐ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ａｒｅａ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Ｊ］ ．Ｒｏｃｋ ａｎｄ Ｓｏｉ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２０１２，３３（３）：８７２ ８８０．

［２］ 　 刘彦华，熊章强，方根显，等．综合物探方法在泰井高速公路滑

坡调查中的应用［ Ｊ］ ．工程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４（ ４）：２９５
２９８．
Ｌｉｕ Ｙ Ｈ，Ｘｉｏｎｇ Ｚ Ｑ，Ｆａｎｇ Ｇ Ｘ，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ｏｆ Ｔａｉｈｅ⁃Ｊｉｎｇｇａｎｇｓｈａｎ Ｅｘｐｒｅｓｓ⁃
ｗａｙ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７，４（４）：
２９５ ２９８．

［３］ 　 徐兴倩，苏立君，梁双庆．地球物理方法探测滑坡体结构特征研

究现状综述［Ｊ］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０（３）：４７３ ４８２．
Ｘｕ Ｘ Ｑ，Ｓｕ Ｌ Ｊ，Ｌｉａｎｇ Ｓ Ｑ．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
ｏｄｓ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Ｊ］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０（３）：４７３ ４８２．

［４］ 　 李来喜．物探在多期次巨型滑坡勘察中的应用［Ｊ］ ．工程地球物

理学报，２００９，６（５）：５７５ ５７９．
Ｌｉ Ｌ Ｘ．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ｏ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ａｎｄ ｓｕ⁃
ｐｅｒ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
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６（５）：５７５ ５７９．

［５］ 　 Ｍａｉｎｓａｎｔ Ｇ，Ｌａｒｏｓｅ Ｅ，Ｂｒöｎｎｉｍａｎｎ Ｃ，ｅｔ ａｌ．Ａｍｂｉｅｎｔ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ｎｏｉｓｅ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ｏｆ ａ ｃｌａｙ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Ｔｏｗａｒｄ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 ［ 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２０１２，１１７：１ １２．

［６］ 　 Ｓｈｅｒｒｏｄ Ｌ，Ｓｃｈｌｏｓｓｅｒ Ｋ，Ｋｏｚｌｏｗｓｋｉ Ａ，ｅｔ ａｌ．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Ｋｅｅｎｅ Ｖａｌｌｅｙ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Ｓｔａｔｅ ［Ｊ］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４，１９（３）：１３９
１５５．

［７］ 　 Ｓｈａｎ Ｃ Ｌ， Ｂａｓｔａｎｉ Ｍ，Ｍａｌｅｈｍｉｒ Ａ，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２Ｄ 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ｔｏ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ｑｕｉｃｋ ｃｌａｙｓ ａｔ ａ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ｉｔｅ ｉｎ ｓｏｕｔｈｗｅｓｔ Ｓｗｅｄｅｎ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１４，７９（４）：ＥＮ６１ ＥＮ７５．

［８］ 　 吕擎峰，卜思敏，王生新，等．综合物探法在滑坡稳定性评价中

的应用研究［Ｊ］ ．岩土工程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ｓ１）：１４２ １４７．
Ｌｙｕ Ｑ Ｆ，Ｂｏ Ｓ Ｍ，Ｗａｎｇ Ｓ Ｘ，ｅｔ ａ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３７（ ｓ１）：
１４２ １４７．

［９］ 　 Ｐｅｔｒｏｎｉｏ Ｌ， Ｊａｃｏｐｏ Ｂ，Ｇｉｏｒｇｉｏ Ｃ．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ａｎ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 ｍｅｄｉａ：Ｔｈｅ ｃａｓｅ ｏｆ ｍｏｕｎｔ
ｔｏｃ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 ｔｈｅ ｖａｊｏｎｔ ｖａｌｌｅｙ ［Ｊ］ ．Ｉｔａｌ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１３（６）：５９３ ５９８．

［１０］ Ｘｕ Ｘ Ｑ，Ｓｕ Ｌ Ｊ，Ｚｈａｎｇ Ｇ Ｄ，ｅｔ 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ｎ 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 ｇｒａｖｅｌ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ｕａｌ⁃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Ｊ］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２０１７，１４（３）：１１２７ １１３７．

［１１］ Ｗａｎｇ Ｆ，Ｏｋｅｋｅ Ｃ Ｕ，Ｋｏｇｕｒｅ Ｔ，ｅｔ 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ｔｏ 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ｐｉｐｉｎｇ ｅｒｏｓｉｏｎ ｂｙ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ｃｈａｉｎ ａｒｒａｙ ａｎｄ ｓｅｌｆ⁃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ｓ ［Ｊ］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
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２０１８，２３４：１１ ２６．

［１２］ Ｄｗａ Ｄ Ｗ，Ｒｉａ Ａ Ａ，Ｗｉｄｙａ Ｕ．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ＨＶＳＲ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ｓｉｔ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ｉｎ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ｓｏｉｌ ｓｌｏｐｅ ［ Ｊ］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ａｓｉｃ ＆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０１１，１１（ ４）：１００
１０５．

［１３］ Ｇａｕｄｉｏ Ｖ Ｄ，Ｗａｓｏｗｓｋｉ Ｊ，Ｌｅｅ Ｃ Ｔ． Ｉｎｆｅｒｒｉｎｇ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ｏｆ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ｐｒｏｎｅ ｓｌｏｐｅｓ ｆｒｏｍ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ｔｕｄｙ［ Ｇ］．Ｍａｒｇｏｔｔｉｎｉ Ｃ，
Ｃａｎｕｔｉ Ｐ，Ｓａｓｓａ Ｋ，ｅｄｓ．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ｐｒｉｎｇｅｒ，
Ｂｅｒｌｉｎ，Ｈｅｉｄｅｌｂｅｒｇ，２０１３：１９９ ２０９．

［１４］ 刘庆华，鲁来玉，王凯明．主动源和被动源面波浅勘方法综述

［Ｊ］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０（６）：２９０６ ２９２２．
Ｌｉｕ Ｑ Ｈ，Ｌｕ Ｌ Ｙ，Ｗａｎｇ Ｋ Ｍ．Ｒｅ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ｎｅａｒ⁃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ｓｉｃｓ，２０１５，３０（６）：２９０６ ２９２２．

［１５］ 肖柏勋，李长征．瑞雷面波勘探技术研究述评［ Ｊ］ ．工程地球物

理学报，２００４，１（１）：３８ ４７．
Ｘｉａｏ Ｂ Ｘ，Ｌｉ Ｃ Ｚ．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１
（１）：３８ ４７．

［１６］ 李庆春，邵广周，刘金兰，等．瑞雷面波勘探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Ｊ］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２００６，２８（３）：７４ ７７．
Ｌｉ Ｑ Ｃ，Ｓｈａｏ Ｇ Ｚ，Ｌｉｕ Ｊ Ｌ，ｅｔ ａｌ．Ｐａｓｔ，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Ｒａｙ⁃

·５６２·



物　 探　 与　 化　 探 ４６ 卷 　

ｌｅｉ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２００６，２８（３）：７４ ７７．

［１７］ 刘云祯，王振东．瞬态面波法的数据采集处理系统及其应用实

例［Ｊ］ ．物探与化探，１９９６，２０（１）：２８ ３４．
Ｌｉｕ Ｙ Ｚ，Ｗａｎｇ Ｚ Ｄ．Ｄａｔａ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
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ｅｘａｍｐｌｅｓ ｏｆ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Ｊ］ ．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６，２０（１）：２８ ３４．

［１８］ 冉伟彦，王振东．长波微动法及其新进展［ Ｊ］ ．物探与化探，
１９９４，１８（１）：２８ ３４．
Ｒａｎ Ｗ Ｙ，Ｗａｎｇ Ｚ Ｄ．Ｔｈｅ ｌｏｎｇ⁃ｗａｖｅ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ｄｖａｎｃｅｓ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４，１８
（１）：２８ ３４．

［１９］ 何正勤，丁志峰，贾辉，等．用微动中的面波信息探测地壳浅部

的速度结构［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７，５０（２）：１７０ １７６．
Ｈｅ Ｚ Ｑ，Ｄｉｎｇ Ｚ Ｆ，Ｊｉａ Ｈ，ｅｔ ａｌ．Ｔｏ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ｈａｌｌｏｗ ｃｒｕｓｔ ｗｉｔ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７，５０（２）：１７０ １７６．

［２０］ 徐佩芬，李传金，凌甦群，等．利用微动勘察方法探测煤矿陷落

柱［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７）：１９２３ １９３０．
Ｘｕ Ｐ Ｆ，Ｌｉ Ｃ Ｊ，Ｌｉｎｇ Ｓ Ｑ，ｅｔ ａｌ．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ｏｌｌａｐｓｅｄ ｃｏｌｕｍｎｓ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ｅｓ ｕｔｉｌｉｚｉｎｇ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５２（７）：１９２３ １９３０．

［２１］ 徐佩芬，侍文，凌甦群，等．二维微动剖面探测“孤石”：以深圳

地铁 ７ 号线为例［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２，５５（６）：２１２０ ２１２８．
Ｘｕ Ｐ Ｆ， Ｓｈｉ Ｗ， Ｌｉｎｇ Ｓ Ｑ， ｅｔ ａｌ．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ｓｐｈｅｒｃａｌ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ｂｏｕｌｄｅｒｓ” ｕｓｉｎｇ ２Ｄ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ｐｒｏｆｉｌ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ａ⁃
ｌｏｎｇ ｓｕｂｗａｙ ｌｉｎｅ ７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
ｉｃｓ，２０１２，５５（６）：２１２０ ２１２８．

［２２］ 李巧灵，雷晓东，李晨，等．微动测深法探测厚覆盖层结构———
以北京城市副中心为例［ Ｊ］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１９，３４（４）：
１６３５ １６４３．
Ｌｉ Ｑ Ｌ，Ｌｅｉ Ｘ Ｄ，Ｌｉ Ｃ，ｅｔ 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ｉｎｇ ｔｈｉｃｋ ｏｖｅｒｂｕｒｄｅｎ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ｂｙ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Ａ 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ｉｄｉａｒｙ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
ｔｉｖｅ ｃｅｎｔｅｒ ［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３４ （ ４）： １６３５
１６４３．

［２３］ 李巧灵，雷晓东，杨勇，等．北京西郊玉泉山地区岩溶水强径流

路径地球物理分析［Ｊ］ ．中国地质，２０１９，４６（２）：３４６ ３５８．
Ｌｉ Ｑ Ｌ，Ｌｅｉ Ｘ Ｄ，Ｙａｎｇ Ｙ，ｅｔ ａｌ．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ｆｌｏｗ ｐａｔｈ ｉｎ Ｙｕｑｕａｎｓｈａｎ
ａｒｅａ ｏｆ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 ｇｅｏｇ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Ｊ］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２０１９，４６（２）：３４６ ３５８．

［２４］ 许新刚，岳建华，李娟娟，等．面波勘查技术及在滑坡地质调查

中的应用研究［Ｊ］ ．地球物理学进展，２０１６，３１（３）：１３６７ １３７２．
Ｘｕ Ｘ Ｇ，Ｙｕｅ Ｊ Ｈ，Ｌｉ Ｊ Ｊ，ｅｔ ａｌ．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ｓｕｒｖｅｙ ［ Ｊ］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Ｇｅｏｇ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６，３１（３）：１３６７ １３７２．

［２５］ 崔建文，乔森．瞬态面波勘探技术在工程地质中的应用［ Ｊ］ ．岩
土工程学报，１９９６，１８（３）：３５ ４０．
Ｃｕｉ Ｊ Ｗ，Ｑｉａｏ 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ｔｏ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１９９６，１８（３）：３５ ４０．

［２６］ 庄师柳．瞬态面波法在滑坡勘察中的应用效果［ Ｊ］ ．华南地震，
２０１０，３０（３）：１１６ １２２．
Ｚｈｕａｎｇ Ｓ Ｌ．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 Ｊ］ ．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０，３０（３）：１１６ １２２．

［２７］ Ｗａｎｇ Ｇ，Ｆｕｒｕｙａ Ｇ，Ｄｏｉ Ｉ，ｅｔ 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Ｈｉｇａｓｈｉ⁃Ｔａｋｅｚａｗａ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ｄａｍ ｕｓｉｎｇ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ａｒｒａ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Ｊａｐａ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１５，５２（５）：２３３ ２３８．

［２８］ Ｙｏｓｈｉｙａ Ｏ．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Ｇｏｒｇｅｓ ｒｅｓｅｒｖｏｉｒ ａｒｅａ ［ Ｊ］ ．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ｅｄ Ｓｌｏｐｅｓ，２００８，Ｓ１：３０７ ３１２．

［２９］ Ｒｅｎａｌｉｅｒ Ｆ，Ｊｏｎｇｍａｎｓ Ｄ，Ｃａｍｐｉｌｌｏ Ｍ，ｅｔ ａｌ．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ｍ⁃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ｉｇｎｏｎｅ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 Ｆｒ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
ｆａｃｅ，２０１０，１１５（Ｆ３）：１ １４．

［３０］ Ａｋｉ Ｋ．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 ｓｐｅｃｔｒａ ｏｆ ｓｔａｔｉｏｎａｒｙ ｓｔｏｃｈａｓｔｉｃ ｗａｖｅｓ，ｗｉｔｈ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ｔｏ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ｓ ［ Ｊ］ ．Ｂｕｌｌ．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 Ｒｅｓ． Ｉｎｓｔ．
Ｔｏｋｙｏ Ｕｎｉｖ．，１９５７，３５：４１５ ４５６．

［３１］ 李娜，何正勤，叶太兰，等．天然源面波勘探台阵对比试验［ Ｊ］ ．
地震学报，２０１５，３７（２）：３２３ ３３４．
Ｌｉ Ｎ，Ｈｅ Ｚ Ｑ，Ｙｅ Ｔ Ｌ，ｅｔ ａｌ．Ｔｅｓｔ ｆｏ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ｒｒａｙ ｌａｙｏｕｔ ｉｎ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ｓｏｕｒｃ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Ａｃｔａ 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 Ｓｉｎ⁃
ｉｃａ，２０１５，３７（２）：３２３ ３３４．

［３２］ 黄真萍，朱鹏超，胡艳．主动源与被动源面波勘探方法对比分析

与应用［Ｊ］ ．路基工程，２０１５（１）：１５ １９．
Ｈｕａｎｇ Ｚ Ｐ，Ｚｈｕ Ｐ Ｃ，Ｈｕ Ｙ．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ｔｉｖｅ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Ｊ］ ．Ｓｕｂｇｒａｄｅ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２０１５
（１）：１５ １９．

［３３］ Ｌｉｎ Ｆ Ｃ，Ｓｃｈｍａｎｄｔ Ｂ，Ｔｓａｉ Ｖ Ｃ． Ｊｏｉｎｔ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ｙｌｅｉｇｈ ｗａｖｅ
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ｌｌｉｐｔｉｃｉｔｙ ｕｓｉｎｇ ＵＳＡｒｒａｙ：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ａｎｄ ｄｅｎｓ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 ｔｈｅ ｕｐｐｅｒ ｃｒｕｓｔ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２０１２，３９（１２）：１ ７．

［３４］ 尹晓菲，胥鸿睿，夏江海，等．一种基于层析成像技术提高浅地

表面波勘探水平分辨率的方法［ 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１８，６１
（６）：２３８０ ２３９５．
Ｙｉｎ Ｘ Ｆ，Ｘｕ Ｈ Ｒ，Ｘｉａ Ｊ Ｈ，ｅｔ ａｌ．Ａ ｔｒａｖｅｌ⁃ｔｉｍ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ｓｕｒｆａｃｅ⁃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１８，６１（６）：２３８０
２３９５．

［３５］ Ｒｅｎａｌｉｅｒ Ｆ，Ｊｏｎｇｍａｎｓ Ｄ，Ｃａｍｐｉｌｌｏ Ｍ，ｅｔ ａｌ．Ｓｈｅａｒ 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ｍ⁃
ａｇ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Ａｖｉｇｎｏｎｅｔ ｌａｎｄｓｌｉｄｅ （ Ｆｒ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ａｍｂｉｅｎｔ ｎｏｉｓｅ
ｃｒｏｓｓ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Ｅａｒｔｈ Ｓｕｒ⁃
ｆａｃｅ，２０１０，１１５（Ｆ３）：１ １４．

［３６］ 刘启元，李昱，陈九辉，等．汶川 Ｍｓ８．０ 地震：地壳上地幔 Ｓ 波速

度结构的初步研究［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２）：３０９ ３１９．
Ｌｉｕ Ｑ Ｙ，Ｌｉ Ｙ，Ｃｈｅｎ Ｊ Ｈ，ｅｔ ａｌ．Ｗｅｎｃｈｕａｎ Ｍｓ８．０ ｅａｒｔｈｑｕａｋｅ：Ｐｒｅ⁃
ｌｉｍｉｎａｒｙ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Ｓ⁃ｗａｖ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 ａｎｄ ｕｐ⁃
ｐｅｒ ｍａｎｔｌｅ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５２（２）：３０９
３１９．

［３７］ 何正勤，叶太兰，丁志峰．华北东北部的面波相速度层析成像研

究［Ｊ］ ．地球物理学报，２００９，５２（５）：１０９ １１８．
Ｈｅ Ｚ Ｑ，Ｙｅ Ｔ Ｌ，Ｄｉｎｇ Ｚ Ｆ．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ｔｏｍｏｇｒａｐｈｙ ｆｏｒ ｔｈｅ ｐｈａｓ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ｅｒｎ ｐａｒｔ ｏｆ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Ｊ］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
ｎａｌ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２００９，５２（５）：１０９ １１８．

［３８］ 曾校丰，钱荣毅，邓新生，等．油气反射波地震勘探记录中面波

·６６２·



　 １ 期 李巧灵等：综合利用多道瞬态面波和微动探测分析斜坡内部结构

信息的提取［Ｊ］ ．物探与化探，２００１，２５（６）：４４３ ４４６．
Ｚｅｎｇ Ｘ Ｆ，Ｑｉａｎ Ｒ Ｙ，Ｄｅｎｇ Ｘ Ｓ，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ｒｅｃｏｒｄ ｏｆ ｏｉｌ⁃ｇａｓ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ｗａｖｅ ｓｅｉｓｍｉｃ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 Ｊ］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Ｇｅｏ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１，
２５（６）：４４３ ４４６．

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ＬＩ Ｑｉａｏ⁃Ｌ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 Ｈｕｉ２，ＬＥＩ Ｘｉａｏ⁃Ｄｏｎｇ１，ＬＩ Ｃｈｅｎ１，ＦＡＮＧ Ｈａｏ３，ＧＵＡＮ Ｗｅｉ１，
ＨＡＮ Ｙｕ⁃Ｄａ１，ＺＨＡＯ Ｘｕ⁃Ｃｈｅｎ１

（１．Ｂｅｉｊ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１２０，Ｃｈｉｎａ；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ｃａｄｅｍｙ ｏｆ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３７，Ｃｈｉｎａ；３．Ｃｈｉｎａ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ｏｆ Ｇｅ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ｉｎ ｅｌｕｖｉｕｍ ａｎｄ ｐｏｏｒ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ｒｅａ，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ｉｔ⁃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ｓｌｏｐ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
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ｓｌｏｐｅ ｉｎ Ｌｕｎｉａｏ Ｔｏｗｎ，Ｙｕｈａｎｇ 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Ｃｔｉｔｙ．Ｔｈｅ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 ｉｓ 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ｗａｖｅ ｎｕｍ⁃
ｂｅｒ （Ｆ⁃Ｋ）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ＰＡＣ）．Ｂａｓｅｄ ｔｈｅ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ｐｒｏｆｉｌｅ，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ｓｉｌｔｙ ｃｌａｙ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ｃｃｉ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ｗｅａｔｈ⁃
ｅｒｅｄ ｔｕｆｆ，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ｔｕｆｆ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ｔｕｆｆ ｉｓ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ｄ．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ｄｉｓｔｉｎｇｕｉｓ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ｓｌｏｐｅ ｃｏｖｅｒｅｄ ｂｙ ｔｈｉｎ ｅｌｕｖｉｕｍ．Ｂｏｔｈ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 ａｎｄ ｍｉｃｒｏ⁃
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ｈａｖｅ ａ ｈｉｇｈ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ａｎｄ ｍｅｄｉｕｍ⁃ｓｌｉｇｈｔ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ｔｕｆｆ，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ｗｅｌｌ ｃｏｎｓｉｓｔ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ｂｏｒｅｈｏｌｅ ｄａｔａ，ａｎｄ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ａ ｌｉｔｔｌｅ ｂｉｔ ｏｆ ｅｒｒｏｒ ｉｎ ｄｅｐｔｈ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ｕｒ⁃
ｆａｃｅ ｓｉｌｔｙ ｃｌａｙ ｗｉｔｈ ｂｒｅｃｃｉａ ａｎｄ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ｌｙ ｗｅａｔｈｅｒｅｄ ｔｕｆｆ．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Ｂｅｓｓｅ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 Ｊ０ ｉｓ ｇｏｏｄ ｗｈｅｎ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ｌｅｓｓ ｔｈａｎ １５ Ｈｚ，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ｃｕｒａｃｙ ｌｏｓｅ ｗｈｅｎ ｉｔ ｉ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ｔｈａｎ １５ Ｈｚ．
Ｆｕｒｔｈｅｒｍｏｒｅ，ｔｈｅ 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ｉ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ｌｏｗ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ｌｕｖｉｕｍ ａｎｄ ｄｅｌｕｖｉｕｍ；ｓｌｏｐ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ｍｉｃｒｏｔｒｅｍｏｒ ｓｕｒｖｅｙ；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 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ｗａｖｅ；ｓｐａｔｉａｌ ａｕｔｏ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ＳＰＡＣ）；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 ｗａｖｅ ｎｕｍｂｅｒ（Ｆ⁃Ｋ）

（本文编辑：叶佩）

·７６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