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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球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
地球科学是六大基础自然科学之一，它不仅承担着揭示地球奥秘与规律的科学使命，同时也为人类如
何适应和利用地球提供科学的方法。
随着生产和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地球科学的研究内容和领域也在不断地深入和扩展，逐渐形成了日臻
完善的综合性学科体系。
　　地质工程是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先导性工程领域，地质工程学科是地球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研究对象包括地质调查、矿产资源的普查与勘探，和重大工程的地质结构与地质背景，其学科
涉及地质学、地球物理学、地球化学、岩土工程学、遥感技术、测试技术、及信息与计算机技术等。
　　在2006-2010年教育部高等学校地矿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的成立大会上，委员们一致认为，教材建
设是本届教学指导委员会的重要任务之一。
地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被列为教学指导委员会三大规划教材（地质、采矿和矿物加工）之一，涵盖了
资源勘查工程、应用地球物理和岩土钻掘工程三个专业方向。
地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编审委员会通过多次沟通和研讨，在总结以往教学和教材编撰经验的基础上，
以推动新世纪地质工程专业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为宗旨，提出了地质工程专业系列教材的指导思想和
编写原则：①教材的体系、知识层次和结构要合理，要遵循教学规律，既要有利于组织教学又要有利
于学生学习；②教材内容要体现科学性、系统性、新颖性和实用性，并做到有机结合；③既要重视基
础，又要强调地质工程专业的实践性和针对性；④要反映地质工程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
新成果、新标准、新规范，以体现时代特性和创新精神。
　　当前，地质工程领域各个学科和各种技术都在不断发展，地质工程专业的教材需要不断完善和更
新。
全国参与地质工程专业教材编写的老师们必定能够共同努力，精益求精，写出更好的地质工程专业的
系列新教材，以适应我国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
借地质工程专业一批新教材陆续出版的机会，衷心祝愿我国地质工程学科在新世纪得以更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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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共分八章，第一、二章介绍地震勘探的物理基础和地质基础，第三章介绍地震波的时距关系，第
四、五章介绍野外地震数据采集和抗干扰技术，第六、七章介绍地震资料的数据处理和地质解释，第
八章简单介绍金属矿地震勘探、垂直地震剖面、地震层析、面波勘探、微动监测和声波探测等其他一
些地震勘探方法与技术。
    本书资料丰富，涉及面广，涵盖了从陆上到海上以及从能源、工程到金属矿等各个地震勘探领域，
可作为高等院校应用地球物理专业的教材，也可供从事物探工作的工程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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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目前，折射波法在工程勘察中的应用已十分普遍，它可用来测定覆盖层的厚度、基岩的起伏情况
、测定隐伏断层、破碎带的位置及产状以及评价岩体质量和工程地质围岩分类等，古老的折射波法至
今仍是工程地震勘探中的重要方法。
　　（2）反射波法　　由于折射波法须具备一定的物理前提，要求被探测地层的波速大于上覆地层
波速，并且观测折射波必须在盲区以外，激发点到接收点之间通常有较大的距离，因而在许多情况下
它的应用受到限制。
为了补充折射波法的不足，长期以来工程地震一直在发展浅层反射技术。
　　我国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70年代后期，浅层反射方法一直处于试验研究阶段，由于仪器设备性
能及方法技术不能适应浅层反射技术的要求，所以试验研究没有取得多少进展。
 20世纪80年代初信号增强型工程地震仪为浅层反射试验与应用提供了条件。
它有较宽的工作频率、较高的采样率、能将单次激发较弱的反射信号进行叠加增强，并有多组前置模
拟滤波器和自动增益控制器，数字记录可在计算机上进行处理。
80年代中期，地矿、铁道、水电、核工业等有关部门都广泛开展了浅层反射方法研究，其中包括多种
浅层地震震源的方法试验及震源研制、数据采集方法研究、资料电算处理方法研究以及处理软件的研
制等。
经过地震工作者的不懈努力，浅层反射技术已取得了突出的成果，在我国许多重大工程项目中得到广
泛应用。
目前采用的工作方法有：浅层纵波反射法，浅层横波反射法，反射一折射法联合应用等。
观测系统也比较灵活，有共深度点水平叠加、共炮点接收、最佳窗口技术及最佳偏移距技术等。
　　由于反射波法不受地层速度逆转的影响，受施工场地影响也较小，适应性较强，获得的地质信息
比较丰富，剖面图像直观而深受工程技术人员的欢迎。
浅层反射波法在松散沉积地层中，对地层层序的划分有很好的效果，对地基勘察和新构造运动迹象的
调查都具有明显的成效。
在我国大型坝址勘测、核电站选址、城市建筑工程勘察、地震小区划及场地稳定性评价、工程病害地
质调查、人文地质调查中都得到了广泛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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