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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电、磁、地震、重力勘探为主，兼顾岩土工程领域常用的地下管线及地下埋设物探测、桩基无
损探测等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方面的内容。
面向非物探专业的教学需求，满足“资源勘查工程”、“勘察技术与工程”专业的教学大纲要求，在
阐述物探基础理论、基本工作方法的同时，着重考虑地质应用，介绍各种勘探方法的原理、工作方法
、应用条件、解释基础、实际应用，剔除不必要的公式推导，以解决资源与工程实际问题为指导思想
。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非物探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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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电法勘探电法勘探是根据岩石及矿石的导电性、电化学活动性、介电性等电学性质差异，借
助专门的仪器设备观测和研究地球物理场的变化及分布规律，来找矿和研究地质结构的一种地球物理
勘探方法，进而达到解决地质问题的目的。
电法勘探的主要特点是利用的场源形式多（主动源、被动源）、方法变种多、解决的地质问题多，工
作领域宽广，可以在航空、海洋、地下空间实施，是一种有着较长发展历史、又有发展前途的勘查方
法。
实践证明，直流电法无论在金属矿普查、地质结构研究、水文地质工程地质调查以及能源勘查等方面
，均取得了良好的地质效果。
19世纪20年代，P.佛克斯在英国康瓦尔铜矿上测得由硫化矿床引起的自然电场，但当时仅限于科学研
究，未得到实际应用。
20世纪初，西方发达国家发展较快，需要进行大量矿床勘探，于是电法就产生了。
到20世纪20年代，初步理论已形成，在法、美、瑞典、前苏联、加拿大等国得到广泛应用，并不断发
展。
我国解放初期，只有少数人做过试验。
1936年，丁毅在安徽当余铁矿进行电法试验，仪器简陋。
1939～1942年，顾功叙在贵州水城县观音山铁矿进行电法工作。
1950年，辽宁鞍山铁矿开始使用电法勘探。
1957年，辽宁鞍山铁矿进行激发极化法勘测。
1958年，全国成立了勘探队，促进了电法的发展。
实际上电法首先起源于金属矿床勘探，后来发展到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目前，遥测技术、多功能仪器、智能化仪不断得到应用，产生了很大的经济效益。
电法勘探有多种分类方法，主要有如下几种。
1.按场源性质分类有人工场法（或主动源法）、天然场法（或被动源法），前者比较灵活，用于各种
目标；后者经济，适用于普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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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资源与工程地球物理勘探》可作为高等院校非物探专业的教材，也可以供有关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资源与工程地球物理勘探>>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