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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波分析在航空放射性谱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李兵海?，陈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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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航空放射性数据处理过程中引入小波分析技术，可得到较传统数据处理方法更为真实、理想的谱数据。研

究结果表明：处理后的谱数据能准确识别主能量窗以外的航空放射性谱数据中所包含的微弱信息，从而获得有关

研究对象的更多信息；在航空放射性环境测量中，能够正确有效地提取谱数据中低能谱的信息，提高对人工放射性

核素的分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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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作为重要的对地观测技术，和遥感技术一样，航

空物探以其宏观性强、快速低廉以及对地面条件适

应力强等特点，在地质调查、土地资源调查与监测、

油气与矿产资源勘查等许多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已成为国土资源调查、评价和管理工作中的重要高

科技手段［?］。

在航空放射性测量中，测量系统所收录的数据

包含了丰富的信息。航空放射性测量数据是地表、

地下不同深度地质体的放射性特征在地表的综合反

映，同时还包含了各种噪声。如何将这些复合的数

据通过数学的方法进行分解，提取深部砂岩型铀矿

化的有关信息，是铀资源航空放射性勘查发展领域

中的重要课题。

另一方面，具一定埋深的砂岩型铀矿体放射出

的伽马射线中，只有很少的伽马光子能够保持其原

有的特征能量并被主能量窗（D、E、<F 窗）所捕获。

矿体放射的伽马射线在穿越矿体盖层时发生的康普

顿散射现象，会使相当数量的伽马光子能量变低。

即在主能量窗以下的全谱数据中，仍有可能包含着

相当的深部砂岩型铀矿化的有关信息。正确提取这

些非主能量窗信息，去除噪音，对航空放射性测量寻

找铀矿非常重要。在航空放射性环境调查中，正确

有效提取低能谱数据的信息，对正确识别环境航空

放射性测量中的人工核素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 小波分析

*# 世纪 ,# 年代初期，法国地球物理学家 9&G’HI
在研究地球物理信号处理方法时，首先提出了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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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概念，其基本思想是通过一个母函数在时间上的

平移和在尺度上的伸缩，获得一种能自动适应各种

频率成分的有效的信号分析手段。传统的信号分析

是建立在傅里叶（J&=GKHG）变换的基础之上的。由于

傅里叶分析使用的是一种全局的变换，要么完全在

时域，要么完全在频域，因此无法表述信号的时频局

域性质，而这种性质恰恰是非平稳信号最根本和最

关键的性质［* B "］。小波分析自提出以来，已在信号

分析、图像分析、量子物理和非线性科学等领域得到

了迅速发展［$ B A］，小波分析也为航放资料处理提供

了新的手段。

设 !（ !）!"*（#）（"*（#）表示平方可积的实数

空间，即能量有限的信号空间），其傅里叶变换为 $"
（#），当 $"（#）满足允许条件（完全重构条件或等分

辨率条件）

%" & "
#

’ $"（#）’ *

’ # ’ L# ( M （?）

时，称 !（ !）为一个基本小波或母小波（N&IFHG OPQHR
’HI）。将母函数 !（ !）经伸缩和平移后得：

")，*（ !）& ?

!’ ) ’
"（ ! + *

) ）， （*）

)，*! #，)# #。

其中，) 为尺度参数，* 为位置参数。与此对应，在频

域上则有

$")，*（#） !& )H + K# $"（)#）。 （"）

可以看出，当 S ) S减小时，时域宽度减小，频域宽度增

大，而且 * 的窗口中心向 S # S 增大方向移动。这说

明连续小波的局部是变化的，在高频时，时间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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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率高，在低频时，时间窗分辨率低，即小波变换具

有更好的时频窗口特性。

令 ! # !"
$，# # $!"

$#$，则式（%）为离散小波系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若令 !$ # %，#$ # &，则得二进小波

! "，$（ %）& % ’" ( %!（% ’" % ’ $）。 （’）

! ! 设 )（ %）是需要分析的实数空间 *%（+）一个离散

信号，若以｛,% " )（$）｝$!-表示其二进小波变换，则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式（)）相应的逆变换为

)（ %）& %
"!-
",% " )（$）!% "（% ’" % ’ $）($， （*）

其中，!$（% + " % + $）与 !% "（% + " % + $）为复共轭函数，

笔者所进行的小波变换均是通过式（)）分解信号，

通过式（*）重构信号的。

在航空放射性测量数据处理中，对数据进行小

波分解，其实质就是把采集到的数据分成 % 个部分，

即高频部分和低频部分，而低频部分通常包含了数

据的主要信息。根据分析的需要，可以继续对所得

的低频部分进行分解，如此又得到了更低频率部分

的信息和频率相对较高部分的信息。当然，也可以

对高频部分进行分解，这样，就把航空放射性混频数

据分解为若干个互不重叠的频带数据，从而完成数

据的滤波或检波，达到提取特征信号的目的。

%! 处理航空放射性谱数据的试验

航空放射性测量是一种单次测量，主要受统计

涨落影响，测量结果可以认为是真实信息与噪声的

叠加。噪声的主要来源为统计涨落，统计涨落是符

合高斯分布的随机噪声。如何降低统计涨落的影

响，去除这种噪声，一直困扰航放数据处理人员。小

波如果能从航空放射性测量数据中去除这种噪音，

提取真实谱数据，就能提取主能量窗以下的其他能

量峰信息，上述问题就可迎刃而解。为此我们作了

以下试验：在标准正弦信号上叠加一正态分布的随

机噪音，用 (,)（-./,012304 系列的小波简写为 (,0，

图 !" 小波分析实验曲线

其中 0 表示阶数，(, 是小波名字的前缀）小波分解

并重构，结果如图 & 所示。

小波处理后的数据基本上正确反映了正弦信号

的信息；这说明小波能够把叠加在真实信息上的符

合高斯分布的随机噪音去除掉，再现被噪音掩盖的

真实信息，由此可以认为小波分析在航空放射性测

量数据处理方面应该有一定的效果和优势。

单点航空放射性测量谱数据是航测伽马能谱仪

记录一次得到的数据，有 %’) 个，即 %’) 道谱数据，

第一道数据为宇宙射线窗，不用考虑；% 5 6" 道数据

没有被仪器记录（为了减少需要能谱仪处理的脉冲

数，仪器被设置一个能量阈，阈值以下的所有脉冲都

不会被记录），全部为 $；为了处理方便，& 5 6" 道数

据被删除。

图 % 为用滑动平均和小波分析对某航空放射性

单点实测全谱数据处理的总体对比结果。为了更清

楚地进行对比，将曲线重叠在一幅图上，得到图 6、

图 "。可以看出，’ 点滑动平均滤波反映的信息和第

二层小波分析低频信息基本类似，但是不如小波反

映的明显，曲线光滑程度也远远不及小波分析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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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小波和滑动平均处理谱数据总体对比

图 #" 小波和 $ 点滑动平均处理谱数据对比

曲线；$ 点滑动平均在第 %$ 点即第 &# 道的小峰已

经非常不明显了，基本呈平滑的曲线，而第二层小波

低频信息曲线却反映出一个峰值，从而把被 $ 点滑

图 %" 小波和 & 点滑动平均处理谱数据对比

动平均处理后所淹没的信息显现了出来。可见 $ 点

滑动平均处理方法所反映的信息少于第二层小波分

析低频信息，并且曲线光滑程度也不及小波，这就说

图 $" 原始数据、小波、$ 点滑动与真实值的相关系数比较

·’""·

万方数据



! " 期 李兵海等：小波分析在航空放射性谱数据处理中的应用

表 !" 小波与滑动平均处理结果

始道 终道

原始 数 据 与 真

实值 相 关 系 数

平均值

小波 分 析 与 真

实值 相 关 系 数

平均值

滑动 平 均 值 与

真实 值 相 关 系

数平均值

原始 数 据 与 真

实值 相 关 系 数

均方差

小波 分 析 与 真

实值 相 关 系 数

均方差

滑动 平 均 值 与

真实 值 相 关 系

数均方差

全谱 #$ %&’ () $*+*(’ () $$’*%, () $$(($$ () ((,+’*( () ((($#&$ () ((,+%*$

低能部分 #$ ,%* () $’#&#& () $$(&+ () $+,#,% () ((’(+"" () ((#,+#( () ((&&&$&

高能部分 ,%$ %&’ () $,&%,, () $+++"# () $’$’#" () (,’&&$$ () ((+,*$ () ((’+&,(

明，小波分析在单点滤波方面要优于滑动平均处理

方法。

小波提取的低频信息是否能反映真实信息呢？

为此，我们测了 ’($ 个,#+ -. 源谱数据，其平均值代

表真实值，对这 ’($ 个,#+ -. 源谱数据分别用小波分

析和 & 点加权平均方法进行处理，用其结果和真实

值作相关分析，结果见图 & 和表 ,。

前 ’($ 个数据为原始谱数据与真实谱值的相关

系数，平均值为 () $*+ *；第 ’,( 个数据为 ’($ 个谱

数 据平均值与真实谱值的相关系数，第’,, / 第

, %%( 个数据为小波处理后的谱信息与真实谱值的

相关系数，平均值为 () $$’ *；第 , %%, / 第 , *#( 个

数据为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后的谱信息与真实谱

值的相关系数，平均值为 () $$( ,；相关系数越接近

于 ,，说明数据的真实程度越高，非常明显，小波分

析低频信息的真实程度高于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

和原始谱数据。

相关系数的标准偏差可以反映受统计涨落影响

的大小，标准偏差越小，受统计涨落影响越小。由表

, 可知，小波处理后的全谱标准偏差是原始数据标

准偏差的 &%) $"0，精度提高 () *$ 倍，& 点加权滑动

平均处理后的全谱标准偏差是原始数据标准偏差的

$+) +$0，精度仅提高 () (% 倍，小波处理后的全谱标

准偏差是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后的 &") ,#0，说

明小波处理比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的精度提高

() *& 倍。在低能谱段，小波处理后的标准偏差是原

始数据标准偏差的 &%) %"0，提高精度 () $, 倍，& 点

加权滑动平均处理后的标准偏差是原始数据标准偏

差的 $,) &%0，精度几乎没提高，小波处理后的标准

偏差是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后的 &+) (+0，说明

小波处理比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精度提高 () +&
倍；在高能谱段，小波处理后的标准偏差是原始数据

标准偏差的 "#) ",0，提高精度 ,) #( 倍，& 点加权滑

动平均处理后的标准偏差是原始数据标准偏差的

"() ++0，精度提高 ,) "& 倍，说明在高能部分小波处

理与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相比，没有明显的提高，

这可能是由于所测谱数据中高能核素含量太低（ 房

间内本底的水平）的缘故。从表 , 中也可以看出小

波分析在处理放射性航空测量低能谱数据具有明显

的优势，能够更真实的反映数据低能谱的信息。

#! 结论

（,）小波分析能够有效地去除叠加在测量数据

上的噪声，再现被噪声掩盖的真实信息。

（%）小波分析航空放射性单点数据可得到较 &
点加权滑动平均处理方法更为真实、理想的谱数据，

这样能够更加真实地反映地下地质体的放射性特征

信息。

（#）小波分析在处理航空放射性谱数据，特别

在低能谱部分，能够有效地提高数据低能谱部分处

理后的精度，为识别人工核素准确度的提高准备了

条件，使得航空放射性测量应用于航空放射性环境

测量成为可能，拓宽了航空放射性测量的应用领域。

（"）小波分析为航空放射性全谱数据处理的后

续工作提供了较好的谱线形状，使全谱剥离的全能

峰面积法可以得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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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序补充说明

（,）当剖析图数量过多时，运行 #$%&’()*( 中途

会出错，程序重启，从出错的地方再做一次即可。

（-）对 于 剖 析 图 中 要 求 填 充 的 情 况，在 启 动

#$%&’()*( 时，先打开任意一个图并手动使之为填充

方式，再启动本程序即可，有问题请联系，必定答复。

（.）增加 /01 文件可以实现 !、" 坐标及图框的

美化要求。

2! 结束语

在现有的 345 系统没有该功能的情况下，此程

序便利的、无需太多的学习即可实现图册绘制。3&6
789 是个方便的环境，这里仅是抛砖引玉。

!"# $%&’#(( &) *$$+,-./ 0-.(1)#% !& *1!&2*!-’ 3%*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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