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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地震勘探中!小波理论是去除地震资料中的噪声以提高信噪比的有力工具#将最优估计理论与第
$

代

小波变换相结合!获得了反映数据特征的小波变换!改善了资料处理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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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震勘探中!小波理论是去除地震信号中随

机噪声!进而提高地震资料信噪比的有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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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方法既可保持原小波的特

性!又能克服平移不变性带来的局限#为了使这种

基于提升理论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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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波变换更能反映所处理

数据资料的特点!我们将最优估计理论与之结合!

并应用于地震资料的处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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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预测算子!一般通过插值细分方法构造!

常用的方法有线性插值与立方插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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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在线性

插值中!一个点的插值位于它左右两点的连线上"

在立方插值中!采用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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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点拟合成一个多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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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构算法由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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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值细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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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波变换过程中!预测算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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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选择是非常重要的!在设计预测算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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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噪处理后的结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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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波去噪处理后的结果#可以看出!经过第
$

代小波变换去噪处理后!地震剖面的面貌大为改

观!不但同相轴清晰可见!而且连续性也大大改

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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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波变换去噪处理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但经过改进后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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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小波变换去噪处理后的剖

面更加清晰!同相轴的连续性也更好#这也说明了

最优插值估计给出的预测系数更合理#

在实际地震资料处理中!去噪效果的好坏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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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插值方法也会有不同的效果!例如上述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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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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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晰#这一点实际上也

与数据的相关性有关!在实际处理中可以通过试验

来确定适当的插值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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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线的原始地震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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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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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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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剖面经改进后小波处理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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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第
$

代小波变换的基本原理及其

改进#并通过实际地震资料的试处理!对此分析了

第
$

代小波变换和改变后第
$

代小波变换的去噪

效果!证明了改进后的第
$

代小波变换可以更好地

适应地震资料去噪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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