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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电磁系统要求在“远区”观测。当发—收距较小时，测点在人工源的低频段处于过渡带

中，数据发生畸变，从而形成过渡带低谷。提出一种线性校正方法，可对过渡带数据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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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频率测深中，“过渡带”和“近区”的数据会发生畸变，这是由于测点靠近场源而产生的非

平面波效应，也称为近源效应。判别测点是否处于“近区”或“远区”的依据是综合参数!!"!值

的大小。!为大地波数

!# $-!"%／" #， （(）

其中!为工作角频率；#为大地电阻率；"%.#"/(%01，"为发—收距离。理论上!!"!#(为

“远区”，!!"!$(为“近区”，介于“近区”和“远区”之间的称为“过渡带”。

为了对“过渡带”和“近区”数据进行校正，国内外学者针对不同的装置提出过各种校正方

法，例如较为熟知的“过渡区三角形法”和“全频域视电阻率法”等等，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的效

果。作者根据!"#电磁系统的特点，认为其高频和低频段数据都能满足“远区”条件，但在中

频段的数据则有可能由于测点进入“过渡带”而发生畸变，因此提出了对“过渡带”数据进行线

性校正的方法。野外实践表明，这是一种简单可行的校正方法。

( !"#电磁系统简介

234)3)5!6!6!"#电磁系统（简称!"#）是一种同时使用天然场源和人工场源信号

的频域电磁观测系统。其天然场源信号频率从(%"7#(8"7，而人工场源信号则由一对正交

的水平谐变磁偶极子产生，频率从(#1%8"7（图(）。在!!"!#(的“远区”条件下，水平谐变

磁偶极子的电磁场接近于平面波场，因此，!"#电磁系统要求将测站设置在“远区”位置，并且

该系统的数据处理软件均建立在均匀平面波场的理论基础之上，例如卡尼亚（9:;<-:=>）视电

阻率#9的计算和博斯蒂克（?@AB-C）反演等。

然而，由于地形条件或发射功率的限制，发—收距常常不能满足“远区”的条件，这时测点

实际上处于“过渡带”中，因此人工源数据中低频部分的数据因为近源效应而发生畸变。畸变

的(个重要标志是#9曲线在低频段出现过渡带低谷，并且在与天然场接合处有明显的脱节现

象。图,是在新疆某地用!"#实测的频率测深曲线，由于".(D%E，不能满足“远区”的条

件，因此在##(8"7范围内，#9曲线出现明显的过渡带低谷并在(8"7处出现与天然场源数

据脱节的现象。由于近源效应而造成的数据畸变将对资料解释产生影响，因此，必须对畸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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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电磁系统

图% !&!’()的频率测深曲线

据进行校正。

! 校正方法

考虑到过渡带只出现在有限的频率范围内（通常为"!"#$%&），并且在!"$%&处有天

然场源的数据可供参照，为此，提出了线性校正的方法。

首先确定过渡带的上限频率。若取"!""’"#作为“远区”的标准，则由（"）式很容易算得

过渡带的上限频率#(’")!*+"#*!／"!。!可由实测!,曲线左支大致地确定。

然后，建立线性校正方程

"!$%#&’， （!）

式中，"!即为校正量；%，’为待定系数，可由以下边界条件确定

#$#- "!$"!#
#$#( "!$
#
$

% #
， （.）

这里#-’"$%&，"!#为#’"$%&时!种场源数据的差值。将（.）式代入（!）式，便可求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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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之后，便可逐一算出过渡带内每个频点的校正量!!，从而对实测数据进行校正

!!"!!
实#!!。

$ 校正实例

对图%实测曲线做了校正。当!"&"·’，#"()*’时，算得过渡带上限频率$+"$,)(
-.，同时由实测数据查出!!*"((/*("·’，于是求得!"0$/&1(*0$；""(2/3。线性校正

方程为

!!%(2&3’$&&((*’$$。

对过渡带内各频点数据的校正结果列于表(中，为了检查校正效果，表中同时列出了#"$**
’时同一测点的实测数据（!)#!"(*/*&"(*）。校正结果表明，最大相对误差不超过()4。

表! 对畸变数据进行线性校正的结果

频 率

-.
#"()*’ #"$**’

实测值 !! 校正值（!(） 实测值（!%）

相对误差

4

(*** )/$, ((/*( (3/2* (3/2 *
((&* &/*5 (*/$5 (&/23 (5/$ 2/3
($3* 5/35 ,/3& (5/$) (,/) )/,
()5* (%/$* 5/53 %(/(3 (,/) 5/)
(5)* (*/%* &/53 (5/*3 ()/& ()/*
%()* ($/* 3/&3 (,/&3 (&/% (2/,
%)(* ($/% )/2$ (5/3$ (3/& ((/3
%,$* (2/(* $/5& (&/,& ()/, ($/*
$2(* (3/) %/( (5/3 (3/3 (%/*
$,5* (3/) */* (3/) (3/2 */3

图" !#"$$%的频率测深曲线

图& 校正后的!#!’$%的频率测深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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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和图M分别为.N344?时的实测曲线和对.N1J4?数据进行校正以后的曲线，可

以看出，两者重合得非常好。

上述方法很容易编成程序，只需输入!及.值，便可对实测数据进行自动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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