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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地震勘探是石油物探中最成功的方法，统计表明世界上80%以上的油田都是通过地震勘探发现的
。
地震数据采集系统（也称为地震勘探仪器）则是地震勘探中最重要的设备。
地震数据采集系统的作用是在野外采集人工地震波数据，即所谓地震资料，这种资料是地震勘探的基
础，没有高质量的地震资料，地震勘探技术中的所有处理、分析、解释等其他努力都将是无本之木，
因此研制高水平的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是所有从事地震勘探人员及相应的仪器制造者共同追求的目标。
　　伴随着石油地震勘探的深入开展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地震数据采集系统从最初
的模拟光点记录地震仪，经历了模拟磁带记录地震仪、数字磁带记录地震仪、遥测地震仪、基于Σ-Δ
技术的24位遥测地震仪，发展到目前基于MEMS传感器的全数字化的大型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无论是
仪器的规模上，还是科技含量上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从仪器类型来说，也从单一的有线仪器发展到无线勘探仪器，和兼有有线与无线的仪器。
近来又出现了所谓的节点式仪器，其采集的道数达到十万道以上，单次施工规模覆盖数十平方公里，
仪器灵敏度高达1μV，动态范围达到120dB以上。
数据传输技术采用了先进的电缆和光纤传输技术、有线和无线局域网技术、无线通信和移动通信技术
。
总之，现代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是一个以计算机为核心的集数据采集、处理与记录为一体的大型系统，
吸收和应用了当代科学技术多个领域的最新成果，特别是计算机技术、电子技术、信号和信息处理技
术、网络与通信技术、传感器技术、全球导航定位技术、机电控制技术等领域的新理论、新技术和新
器件。
　　本书是关于地震数据采集系统基础的书籍，对地震数据采集系统各个部分进行了全面论述。
全书分为10章，第1～4章作为计算机与电子信息方面的基础知识，分别就现代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所涉
及的计算机技术（包括嵌入式系统）、信号处理技术、通信与网络技术和GPS技术等进行了介绍。
第5章从地震勘探的基本原理出发，说明了地震勘探数据采集的过程及对地震勘探仪器的要求。
第6章论述了产生人工地震的几种震源和用于感测地震信号的地震检波器，重点介绍了炸药震源和可
控震源，分别介绍了几种常用的模拟检波器和新型的数字检波器。
第7～8章详细论述了组成地震数据采集系统的主机系统和地面电子系统，包括仪器的系统结构、主机
的功能与配置、采集站、交叉站、供电系统的功能、组成与性能指标等，重点论述了各主要部件的体
系结构和信号流程。
第9章为地震仪器的测试方法现场质量控制系统，重点介绍了采集站与数字检波器的测试方法和在采
集过程中实时质量监测方法。
第10章简要介绍了可控震源地震数据采集中所采用的一些先进的技术和高效率施工方法。
　　作为基础性书籍，本书重点对仪器的功能、性能指标、组成原理、数据和命令的流程等进行了较
详细的分析与介绍，目的在于使读者对地震仪器总体的体系结构与各部分的功能有清晰的了解。
由于各种仪器的设计理念与侧重点不同，所采用的电路、器件，特别是作为诸如大线控制接口部件、
采集站、交叉站、电源站等各部件核心的嵌入式控制器选用的不同，自然实现各种功能的软件也不相
同，因此本书对仪器各部件实现的细节，特别是软件没有深入讨论。
从仪器类型来说也仅限于有线仪器，随着无线电技术与无线局域网技术的发展，无线仪器将是今后发
展的一个重要方向，限于篇幅本书也没有涉及。
此外，对仪器的辅助设备如排列助手、电缆测试以及维修设备也没有提及。
但作者相信，只要读者具备了本书所介绍的有关地震勘探仪器的基础，再结合各种具体仪器的说明书
或操作手册，就不难掌握各种仪器的使用、维护乃至设计。
　　本书可作为高等院校地球物理勘探、测控技术与仪器等相关专业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以及石油
物探人员的培训教材；也可供从事数据采集与处理系统特别是地震数据采集系统和其他类型地球物理
仪器研制、使用以及维护的科技人员参考。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计算机、电子信息、通信、GPS、地震勘探等方面的书籍与资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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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各种地震勘探仪器的说明书，在此对有关作者表示感谢。
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中国石油集团东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责任公司有关单位和领导、专家的帮助，
作者深表谢意。
　　由于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涉及多学科和多方面的知识，限于作者水平，缺点与错误在所难免，欢迎
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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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对地震数据采集系统进行了全面论述。
全书分为1章，第1～4章作为计算机、电子信息方面的基础知识，分别就现代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所涉及
的计算机技术、信号处理技术、通信技术和GPS技术等进行了介绍；第5章从地震勘探的基本原理出发
，说明了地震勘探数据采集的过程及对地震仪器的要求；第6章论述了产生人工地震的几种震源和用
于传感地震信号的地震检波器，重点介绍了炸药震源和可控震源，分别介绍了几种常用的检波器和新
型的数字检波器；第7～8章详细论述了组成地震数据采集系统的主机系统和地面电子系统，包括仪器
的系统结构、主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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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双绞线可分为非屏蔽双绞线UTP（Unshielded Twisted Pair）和屏蔽舣绞线STP
（Shielded Twisted Pair）。
按双绞线的性能，目前广泛应用的有5个小同的等级，级别越高性能越好。
由于UTP的成本低于STP，所以使用更广泛。
UTP可以分为6类。
 1类UTP：主要用于电话连接，通常不用于数据传输。
 2类UTP：通常用在程控交换机和告警系统。
ISDN和T1/E1数据传输也可以采用2类电缆，2类线的最高带宽为1MHz。
 3类UTP：又称为声音级电缆，是一类广泛安装的双绞线。
3类UTP的阻抗为100Ω，最高带宽为16MHz，适合于10Mbps双绞线以太网和4Mbps令牌环网的安装，
也能运行16Mbps的令牌环网。
 4类UTP：最大带宽为20MHz，其他特性与3类UTP完全一样，能更稳定地运行16Mbps令牌环网。
 5类UTP：又称为数据级电缆，质量最好。
其带宽为100MHz，能够运行100Mbps以太网和FDDI，5类UTP的阻抗为100Ω，目前已被广泛应用。
 6类UTP：是一种新型的电缆，最大带宽可以达到1000MHz，适用于低成本的高速以太网的骨干线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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