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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石油与天然气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对社会发展和能源安全有巨大的影响。
实践表明，地震数据处理在油气勘探开发中扮演着异常重要的角色。
然而，随着勘探开发的逐步深入，其油气发现与开采的难度日渐增大，这就迫切需要持续提升地震数
据的信噪比、分辨率和保真度，获得高品质的资料，以帮助破解越来越复杂的勘探开发难题。
　　地震数据处理是一个很庞大的系统工程。
数十年来，不论其理论与方法，还是技术与应用，均取得很大进步并且快速发展。
对于从业者而言，既要掌握老知识，又要探索新方法，同时要求技术人员具备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和
非常扎实的数理基础、地质与油藏知识，二者不可偏颇，必须有机地结合，否则不会获得满意的结果
。
　　当前，一方面地震处理技术的应用有一种工匠化的倾向，部分技术人员过分依赖软件或过度使用
软件，单纯追求剖面效果，忽略方法的适用性和参数的合理性，这种习惯和做法是危险的、不可取的
。
另一方面，地震处理方法与技术的阐述相对单一，缺乏研究历程、系统性和关联性，从而导致研究人
员难以形成系统思维和创新思想，只沉湎于某个具体环节和算法的演算与推导，忽视掌握基础知识的
深度和宽度，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
　　《应用地震数据处理方法》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地震数据处理的基本方法及其发展和演绎的过程。
该书很好地体现了理论与应用、整体与分类、经典与辅助的关系，内容涵盖了地震处理领域的主要技
术和方法。
我认为有三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定义明确，准确地表述了方法的概念和作用；二是论证充分，详细地
讨论了方法的原理、算法和参数关系；三是叙述完整，全面地描述了方法的概况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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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关于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方法方面的专著。
具体分为概述、共中心点叠加、信号分析与数学变换、地震分辨率、地震信噪比、地表一致性校正、
偏移成像、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处理、地震属性和储层地震数据处理等9章。
    第1章描述地震勘探的发展和现状，适合非地震处理的相关专业人员；第2章讲述常规处理的内容，
适合普通专业技术人员；第3章是信号处理基础，适合程序设计人员；第4～9章分别讨论各专业方向的
技术和方法，可供研究和应用方面的技术人员选择使用。
    本书适合地震数据处理、方法研究和软件开发等专业人员使用，也可以供野外采集、地震解释、勘
探工程与设计等方面的专家查阅。
本书还可作为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研究生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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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概述　　地球物理勘探是通过物理测量的方法认识地下地层的物性及结构的科学实验过程，
它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接收或测量探测区域的地球物理场，然后通过数值方法计算和恢复探测对象的
特征参数和分布，再在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认识和推断探测目标的某种特性和属性。
　　地球物理场包括天然产生或3，．32激发的磁场、电场、地球重力场、地震波场等。
在天然存在的地球物理场中，探测对象（矿体或地质构造）本身就是一个场源。
例如，磁铁矿及含铁磁性物质的岩体产生的局部磁场；铬铁矿和盐丘等密度不同于围岩的矿体或岩体
产生的附加重力场。
这些附加场叠加在正常场之上，形成可以探测到的异常场。
天然地震的波场也属于天然地球物理场。
人工地球物理场是通过外部因素激发产生的，如爆炸产生的弹性波场，由于介质密度和弹性常数的变
化造成波阻抗的变化，或者由于地层内不连续面的存在，弹性波在传播过程中发生反射、折射、衰减
等现象，同时携带着关于介质的分布和属性等信息。
向地下输入电流或发射电磁波，也属于人工激发地球物理场。
　　1640年，瑞典人曾利用磁罗盘来寻找磁铁矿，被认为是历史上物探方法的开端；1922年，在墨西
哥湾根据重力勘探原理首次探测到与盐丘构造有关的油藏；1919年，在墨西哥湾使用地震折射波法成
功地寻找到盐丘含油构造；1927年，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使用地震反射波法发现了多个油田。
重力勘探、磁法勘探、电法勘探、地震勘探和地球物理测井已成为石油物探的常规方法并得到持续发
展。
　　（1）重力勘探：地下岩层密度的差异会引起天然重力场和重力加速度的相对变化。
重力勘探是利用在地表附近测量的重力加速度来寻找矿体和地质构造，并确定它们的形态、大小、空
间位置及其分布情况的应用地球物理方法。
　　（2）磁法勘探：地下岩石和矿石的磁性差异引起天然地磁场的局部变化。
磁法勘探是根据磁场异常来研究寻找磁性矿体和地质构造的方法。
它可以用于探测基底表面起伏和基底内部结构，划分区域构造单元，计算磁性体埋藏深度和沉积岩层
的厚度，也可能反映沉积岩中的火成岩侵入或喷发的情况。
　　（3）电法勘探：根据地下介质的电阻率等电学性质及电化学性质的差异，分析基底表面起伏，
划分区域构造单元；在条件有利的地区还可以估计沉积岩层构造和寻找油气。
　　（4）地震勘探：根据地下地层波阻抗的差异，测量人工激发的地层反射波和其他地震波，分析
地质构造和断层分布，寻找与背斜、断层、断块和盐丘构造等有关的构造圈闭油气藏；研究地层的岩
性和岩相变化，寻找与地层遮挡、岩性尖灭、礁块和古潜山等有关的岩性圈闭油气藏。
地震勘探方法主要分为反射法和折射法两大类，在油气勘探中得到广泛应用。
　　（5）地球物理测井：按所探测的岩石物理性质或探测目的可分为电法测井、声波测井、放射性
测井、地层倾角测井、气测井、地层测试测井、钻气测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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