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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勘查区概况

勘查区位于吉林省与黑龙江省交界的舒兰市境

内，面积约 110.25 km2. 舒兰煤田大地构造位置处于天

山－兴安地槽褶皱区（Ⅰ）吉黑褶皱系（亚Ⅰ）吉林优地

槽褶皱带（Ⅱ）吉林复向斜（Ⅲ）伊兰-伊通断陷内，为

中国东部郯庐断裂带北延分支之一. 盆地性质为裂谷

裂陷式地堑盆地，盆缘断裂为早期（喜马拉雅期）形成

并控制古近系新安村组、舒兰组煤系地层沉积.
勘查区是伊-舒断裂带的一部分，其构造类型属

地堑式断裂拗陷带. 地堑式两侧高角度断层对舒兰组

主要含煤段有重要控制作用. 成煤期后的构造活动破

坏了主要含煤段的原始沉积形态，使构造趋于复杂，

形成了现在的主要含煤段的分布和保存形态.

2 资料处理

2.1 资料处理难点

本勘探区地下构造复杂，其特征为大倾角的陡斜

构造. 受其复杂构造影响，在采集过程中产生大量的干

扰波，包括断面波、回转波、绕射波及地堑狭窄出现的

虚反射、多次波等，造成地震资料信噪比和分辨率低，

给处理工作带来难度，如不采取有效措施，则不能满足

地震解释的要求. 在资料处理过程中如何压制削弱干

扰波，提高有效波信噪比和分辨率，是本区处理工作的

重点和难点［1-2］.
2.2 技术模块选择及效果

（1）采用精细的叠前叠后去噪技术

对于全区普遍存在面波干扰，根据其视速度及频

率低的特点，对面波进行提取，采用信噪分离技术，在

面波区域内去除面波干扰. 部分单炮存在折射干扰，根

据折射干扰与有效波在速度上的差别及其线性分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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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利用线性噪音衰减技术去除折射干扰［1-2］. 单炮

上存在的 50 Hz、幅值较大的脉冲及幅值异常的地震

道将影响后续的处理. 根据这些噪音的振幅能量与有

效波的振幅能量的明显差异，采用地表一致性异常振

幅压制技术对其进行压制，从时间剖面上看效果较好

（见图 1、2）.

（2）静校正

静校正是确保地震资料处理精度的重要环节 .
做好静校正及剩余静校正，是保证地震资料同一层

位准确同相叠加的关键 . 静校正的好坏直接影响到

资料的成像连续性，如果静校正做的不好会出现假

的构造现象.
由于区内地表条件复杂，首先采用了折射静校

正，解决了地表静校正问题，再通过地表一致性剩余

静校正与速度分析多次迭代，消除剩余时差，改善了

反射面元内各道的同相性，提高了剖面同相轴的连

续性和叠加剖面的品质. 比较剩余静校正前后剖面，

可见剖面同向轴的连续性得到了加强（见图 3、4），效

果明显.

（3）反褶积参数选择

反褶积参数合适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地震资料的

分辨率和信噪比. 在做好叠前去噪、能量补偿等基础

工作后，做好反褶积试验，选取合理的方法及参数，

突出各反射层的波组特征. 首先进行了反褶积方法对

比试验［1-2］，试验结果表明，使用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后

消除由于地表因素的变化而造成的子波不一致性，子

波形状趋于一致，使反射波的振幅特性和相位特性更

真实地反映地下特点，剖面分辨率适中，整体效果要好

于两种反褶积. 最终采用地表一致性反褶积.
在确定使用地表一致性反褶积的方法后，对地表

一致性反褶积主要参数进行试验，其中包括预测步长、
白噪系数、因子长度、计算时窗等，并且对关键参数预

测步长进行扫描. 通过对比不同预测步长的反褶积叠

加剖面，我们认为，预测步长为 10 ms 时叠加剖面效果

整体要好于其他预测步长. 从反褶积前后的剖面对比

看，剖面的纵向分辨率得到了提高，面貌得到了较大改

善（见图 5、6）.

图 1 去噪前剖面

Fig. 1 Section before denoising

图 2 去噪后剖面

Fig. 2 Section after denoising

图 3 折射波静校正前剖面

Fig. 3 Section before static correction for refraction

图 4 折射波静校正后剖面

Fig. 4 Section after static correction for refr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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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叠加和偏移处理

经过前期的静较正、去噪、补偿、反褶积、剩余静校

正等各处理过程之后，进行叠加和偏移处理. 本区资料

特点是目的层构造特征非常复杂，因此反射层正确的

空间归位就显得尤为重要. 偏移速度是偏移的一个关

键参数，偏移速度场合理与否将直接影响到处理成果

的精度. 经过合理的选择速度参数，最终得到叠后偏移

的成果剖面绕射波收敛、反射波归位、断点干脆、断裂

清晰，构造断裂带特征明显，地层接触关系清晰，深层

内幕清晰，基底清楚，提高了剖面的横向分辨率，为后

续解释工作打下了良好基础［1-2］（见图 7、8）.

3 结论

勘查区范围构造呈狭长地堑式，控制地层沉积的

地堑边缘断裂呈陡倾角状，断层面形成的断面波与煤

系地层大倾角形成的有效波互相交叉干涉. 经资料精

细处理后的地震剖面，对来自侧面干扰波及交叉干扰

收敛和归位效果好，明显提高了地质体成像效果. 对查

清区内构造及煤系地层的赋存范围，大大地提高了其

精度要求.
通过地震资料处理方法在狭长地堑、高角度断陷

复杂构造带进行压制干扰波，提高信噪比处理的效果

分析，证实了狭长地堑式构造复杂区开展压制干扰波，

提高信噪比及分辨率地震数据处理的可行性. 通过不

断完善，使地震数据处理后解释的地质体成像趋于客

观真实，使地震勘查方法成为在狭长地堑内寻找煤炭

资源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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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前剖面

Fig. 5 Section before deconvolution for surface consistent

图 6 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后剖面

Fig. 6 Section after deconvolution for surface consistent

图 7 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前剖面

Fig. 7 Section before deconvolution for surface consistent

图 8 地表一致性反褶积后剖面

Fig. 8 Section after deconvolution for surface consis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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