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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内 容 简 介
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界定于近区磁源的瞬变电磁法专著。
它包括了方法理论、物理模拟、讯号检测与工作方法技术、数
值处理、成果分析、地井工作及实例，共九章。
本书的特点是着眼于实用，写法深入浅出，附大量插图及众多精选实例，可
谓文图并茂。
对后沿改正、地形影响、两种实用有效的一维反演，既有理论分析，又有实例比较，阐述尤为详细。

本书可供大中专地球物理专业师生、野外工作者、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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