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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地震数据采集核心装备是推动地震勘探技术和方法发展的原动力。高密度、宽方位、全波采集等地震勘

探技术已成为解决复杂地质问题的关键技术，超万道地震仪器、高保真宽频数字检波器、高效激发震源等是这

些技术推广应用的基础。本文系统地介绍了当今世界地震数据采集核心装备技术进展，剖析了中国石油地震

数据采集核心装备的发展现状。根据物探技术发展需求，提出了发展有线、无线相结合的地震仪器、数字检波

器和宽频高效采集可控震源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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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地震数据采集核心装备包括地震（记录）仪器、

地震检波器、激发震源三个主要部分，其中地震仪器

是关键装备。纵观地震勘探技术的几个发展阶段，

从光点地震、模拟地震、数字地震、三维地震，一直到

现在的高密度、全波乃至未来的矢量地震，无不受地

震仪器技术发展的驱动而发展。电子管仪器时代以

模拟光点地震为主；晶体管和模拟磁带记录时代是

模拟地震；晶体管和集成电路开始了数字地震，使野

外记录道数大幅度提升，覆盖开关技术的应用，使得

高覆盖二维地震技术、小规模三维地震技术成为可

能；１６位、２４位模数转换技术大幅度提高了勘探仪

器的分辨率，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应用又促进了千道

以上地震仪器的诞生，使三维地震技术得到普遍推

广应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促使万道地震仪器诞生，

使高密度、全波等地震技术得到迅猛发展；２００２年

Ｓｅｒｃｅｌ和ＩＯＮ相继推出的基于 ＭＥＭＳ传感器的全

数字地震仪被业界认为是第六代地震仪；２００３年英

国Ｖｉｂｔｅｃｈ公司推出的蜂窝地震系统、２００９年美国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公司推出的实时无线系统，代表了地震数

据系统发展的新趋势；Ｓｈｅｌｌ等公司现致力于发展的

百万道地震仪器，代表未来超高密度地震技术应用

的发展方向。

如今，石油勘探开发目标多为复杂地质体，对分

辨率要求更高。为了使深层目标能更好地成像、能够

准确检测油气，覆盖次数增加、观测密度不断提高、观

测方位不断增加，高密度、宽方位、多波等技术已成为

主流技术。为了适应这些需求，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基

础上，人们将现代有线和无线通信、计算机技术、网络

技术、微电子学及软件技术、遥控技术、海量数据管理

技术等纳入地震仪器，使地震仪器在信号质量、采集

能力、海量数据处理、传输方式、交互管理、施工效率

及ＨＳＥ等方面都有了质的飞跃。这些技术的发展已

经真正成为地震勘探技术发展的驱动力。

２　对地震勘探核心装备的需求

地震仪器是真实记录返回地面地震信号的核心

装备，既要求不丢失有用的地震信号，又要求对干扰

信号充分采样，以利于在野外或室内进行压制。

不同的应用对象对地震仪器的需求不同。油公

司要求地震仪器采用高位数（大于２４位）模数转换

器，高动态范围（≥１２０ｄＢ），低系统噪声和低道间串

音，线性宽频响应（几赫兹～几百赫兹），各地震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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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振幅特性和相位特性保持一致，高保真度，大道

数（十万道）控制，适宜大道数、高密度、单道接收、高

精度和宽方位采集、现场质量控制，野外实施道距灵

活，对野外环境造成的伤害最低，使用低成本技术。

物探公司则要求仪器在满足油公司需求的同时，具

有便携、稳定、可靠、灵活、便于维修和维护、工业标

准器件、更灵活的多功能操作系统和人性化的操作

界面，简化野外施工、适应各种复杂的野外环境、超

低功耗、高效采集、低 ＨＳＥ风险、利用成熟的新技

术、有线无线混合等性能特点，以减少野外施工人

员、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综合使用成本、提高生产

效益。

不同的地质目标和技术需求对地震仪器也提出

了不同的配置要求。以提高分辨率为目的的地震采

集要求高密度、超高密度观测；以提高储层预测精度

为目标的地震采集需要宽方位、宽频接收，要求仪器

的实时作业能力达到几万道甚至几十万道；另一方

面，为了同时记录强信号和受大地吸收衰减影响的

高频弱小信号，要求仪器系统的动态范围达到或接

近１２０ｄＢ，并具有高频补偿功能，以进一步推动小断

层、小幅度构造、小尺度潜山、薄储层、小砂体勘探和

精细油藏描述技术的进步。

复杂环境大道数作业则需要地震仪器具有良好

的环境适应性，能够适应平原、森林、水网、城区、山

地等不同地表类型，具有野外实时监控功能，体积

小、重量轻、操作简单、易于复杂地形布设。

对于深层地震勘探，则需要长排列、宽排列片，

除要求仪器带道能力达到万道以上外，还要求单线

带道能力足够大，以尽量减少野外设备量，改善震源

设备的通行能力。另外，具有良好的网络冗余功能，

在大排列工作当中，任何点的传输故障都可通过网

络冗余功能自动解决。

对于致密储层油气、页岩油气、煤层气等非常规

领域的资源勘探［１］，地面地震对记录仪器的要求与

常规地震相同，但增产改造过程监测的微地震监测

技术应用，则需要地震仪器具备实时不间断连续时

间记录的能力。地面监测时，除满足不间断连续记

录能力外，必需尽量少占用井场，无连接大线，不影

响车辆通行和压裂施工。

对于海洋地震勘探，要求仪器具备压制“鬼波”

的能力和较宽的频带响应范围，能够适应大于

１０００ｍ水深作业，海底电缆具有多分量并配备精确

的定位系统。

综上所述，对于低渗透层、深层、深海、非常规等

勘探目标，要求地震勘探的核心装备具有大道数、大

动态范围、频率响应宽、数据采集效率高等特点，因

此需要地震仪器具有灵活、适应和管理万道以上、海

量数据作业的能力，检波器具有高保真、大动态范

围、宽频响应的性能，激发设备能够环保且适应高效

采集、宽频激发的要求［２］。

３　地震勘探核心装备新进展

３．１　地震仪器新进展

地震仪器一直伴随着基础电子工业的发展在不

断地发展，经历了光点、模拟、数字、初期遥测、后期

遥测、全数字记录、节点到实时无线万道网络遥测等

七代发展历程。

第一代是模拟光点记录地震仪器。以５１型仪

器为代表，以光点感光照相纸记录作为地震勘探的

原始资料，信号的动态范围小，频带窄，接收道数少。

第二代为模拟磁带记录地震仪器。以ＣＧＧ５９

为代表，以磁带为介质。上述第一、第二阶段代表了

模拟地震阶段。

第三代是数字磁带记录地震仪器。以ＤＦＳＶ、

ＳＮ３３８为代表，采用了前置放大、瞬时浮点放大和

Ａ／Ｄ转换技术，实现了由模拟记录到数字记录的变

革，其记录的动态范围、有效频带与接收道数均有大

幅提高。这一阶段代表了数字阶段。

第四代是遥测数字地震仪器。以ＳＮ３６８、ＯＰ

ＳＥＩＳ５５８６等为代表，实现了以数字信号形式在电缆

上串行传输地震道信息，主机充分地简化，系统的采

集能力、抗干扰能力得到了显著提高，带道能力达到

１０００道。这一阶段促进了三维地震的到来。

第五代是多道遥测数字地震仪器。以ＳＮ３８８、

ＡＲＩＥＳ、ＢＯＸ、ＳＹＳＴＥＭ Ⅱ等为代表，采用集成的

２４位Ａ／Ｄ转换器取代了先前的瞬时浮点放大器和

１６位Ａ／Ｄ转换器，系统的瞬时动态范围、记录频带

又有大幅提升，带道能力达到５０００道。

第六代是全数字地震仪器。以原Ｉ／Ｏ公司的

ＶＥＣＴＯＲＳＥＩＳ和Ｓｅｒｃｅｌ的 ＤＳＵ 系列为代表，以

ＭＥＭＳ技术为核心的加速度数字检波器，使整个接

收系统的动态范围达９０ｄＢ以上，实现了全数字化

万道以上实时采集［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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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代地震仪器野外作业方式更加灵活，适宜

十万道以上的大道数作业。以有线Ｇ系统、实时无

线仪器ＲＴ２、节点仪器ＵＮＩＴＥ、ＨＷＡＫ等为代表。

野外布设灵活，具有强大的网络化数据管理能力，促

进了“两宽一高”地震采集技术、高效采集技术的推

广应用。

目前各制造商推出的第七代地震仪器具有不同

技术特点和适用能力，大体有三类系统，即有线传输

系统、节点系统、实时无线传输系统。

历代地震仪器主要性能见表１。

表１　历代地震仪器主要性能指标对比

代序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代表仪器 苏制５１
ＣＧＧ５９

ＡＳ６２６Ｘ

ＤＦＳＶ

ＳＮ３３８

ＧＳ２０００

ＭＤ２２０

ＳＮ３４８

ＳＮ３６８

ＯＰＳＥＩＳ

ＳＹＳＴＥＭ Ⅰ

ＴＥＬＳＥＩＳ

ＳＮ３８８

ＡＲＩＥＳ

ＢＯＸ

ＳＹＳＴＥＭ Ⅱ

ＳＹＳＴＥＭ Ⅳ

ＳＮ４０８／ＳＮ４２８

ＱＬａｎｄ

ＧＳＲ

ＵＮＩＴＥ

ＺＬＮＡＤ

ＨＷＡＫ

Ｇ系统

Ｇ３ｉ

ＲＴ２

记录方式 光点照相 模拟磁带 数字磁带 数字介质 数字介质 数字介质 数字介质 数字介质

动态范围／ｄＢ ≤２０ ≤２０ ≥７０ ≥７０ ≥７０ ≥９０ ≥７０ ≥７０

记录频宽／Ｈｚ ０～２０ ０～１００ ０～２５０ ０～２５０ ０～３００ ０～５００ ０～３００ ０～３００

带道能力／道 ≤２４ ≤４８ ２４０ １０００ 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

模数转换／位 １５＋１ １５＋１ １５＋１ ２３＋１ ２３＋１ ２３＋１

检波器类型 模拟 模拟 模拟 模拟 模拟 数字 模拟 模拟／数字

数传方式 模拟电缆 模拟电缆 电缆 电缆／无线 电缆／无线 电缆／无线 电缆／无线 电缆／实时无线

支持观测方式 ２Ｄ ２Ｄ ２Ｄ／３Ｄ ２Ｄ／３Ｄ ２Ｄ／３Ｄ 全数字／高密度 高密度 超高密度

３．１．１　有线传输系统

有线仪器就是从采集站到交叉站再到主机的数

据传输采用电缆来实现，其数据传输的速率及可靠

性较高。

有线仪器发展的重点是扩展实时带道能力、满

足高效施工要求、提高野外适应性。把先进的网络

遥测技术、数据压缩技术、光纤通信技术、数据存储

技术、源同步控制技术融入地震仪器当中，使仪器的

稳定性、可靠性、数传速度、存储速度、源同步控制能

力、带道能力大幅度提高。具备高密度采集、海量地

震数据管理、多组移动激发源同步控制等能力。操

作系统软件功能不断完善和强大，可进行排列监控

和野外设备测试，可以进行现场数据质量控制，几十

万道仪器同步采集时差精度大幅度提高。交叉线数

据传输速率达ＧＢ级。数据存储和显示能力大幅度

提高，系统的实时记录能力达到每秒几百兆字节［９］。

为适应可控震源高效采集（ＨＰＶＡ）、高保真采

集（ＨＦＶＳ）、以及由激发源自动驱动仪器采集的需

求，有线仪器开发了多组移动激发源同步控制技术，

包括：数据分离、连续采集、ＧＰＳ授时、导航定位、

ＴＤＭＡ通信、自动触发控制、移动源的振动信号采

集等技术。ＨＦＶＳ施工方法和几十台震源共同作

业的ＨＰＶＡ（包括ＩＳＳ、ＤＳＳＳ、ＶＩ等）施工方法等得

到实现。

目前，有线仪器的杰出代表是４２８ＸＬＧ系统和

Ｇ３ｉ系统。

４２８ＸＬＧ系统是原４２８ＸＬ系统的升级扩展版，

其技术突破主要体现在排列管理能力、源同步控制能

力、交叉线的光缆传输速度、实时采集能力和记录能

力等方面。Ｇ系统的光纤传输率达ＧＢ级，单交叉线

的最大管理能力达１０００００道，目前受主控制计算机

能力和速度制约，系统能管理的排列在２０００００道左

右。由于采集链的传输率维持１６ＭＢ，所以２ｍｓ采样

间隔条件下，带数据压缩时的二维实时采集能力仍为

２０００道。为适应快速存储海量数据，Ｇ系统选择为其

特别开发了专用ＮＡＳ盘，存储速率大于２００ＭＢ，能满

足实时５００００道数据流的记录
［６］。

Ｇ３ｉ的主要技术指标与４２８ＸＬＧ系统相近，带

数据压缩时的单交叉线最大管理能力达９６０００道，

系统采用ｅｓａｔａ３．０接口标准，极限存取速度达

４００ＭＢ，可满足实时１０００００道数据流的记录
［９］。

有线系统由于采集站之间有电缆，使得野外布

设不太灵活方便，且电缆保养维修、存储运输增加了

使用成本。道数的增加带来插头节点的增加，也使

系统的稳定性降低，如果一个接头或大线出现问题，

那么其后的排列将无法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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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节点传输系统

节点仪器是一种没有实时信息交换能力、以站

为单位独立工作、按精确时序连续采集、存储式地震

数据采集系统。

节点仪器站单元采用分布式供电，检波器有内

置和外接两种方式。节点系统由于不采用实时数据

回传，避开了传输系统的限制，道数可随意扩展。采

集站采用ＧＰＳ定位和精确计时，数据连续采集并保

存在大容量的存储设备中，每天收工以后或一个阶

段后，一般采用手持设备或遥控回收数据。有些仪

器虽不能回传数据，但可及时监视野外采集站的工

作状态，避免数据的大量丢失。典型的仪器如ＯＹＯ

公司的ＧＳＲ节点式采集系统，该系统无大线传输、

无电台传输、无主机记录、连续记录时间可长达３０

天；ＩＮＯＶＡ公司的 ＨＡＷＫ系统，该系统有部分现

场监控能力；Ｓｅｒｃｅｌ公司的ＵＮＩＴＥ系统，该系统采

用存储式或蜂窝式数据回收；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的ＺＬＡＮＤ

系统，有部分现场监控能力；东方地球物理公司的

ＧＰＳ授时系统等。节点系统也可和现有的有线系

统混合使用，弥补有线仪器野外布设不方便，增强野

外使用的灵活性等［１０，１１］。

节点系统的不足是不能及时根据地震监视记录

来指导下一步的生产，后期回收需要庞大辅助设备，

而且大道数接收仪器数据回收工作量大，数据编排

繁琐，存在数据错误和丢失的风险。

３．１．３　无线传输系统

无线仪器的优势在于依靠无线电波实现信息的

传递和交换，采集站与采集站、或者采集站与主机之

间没有电缆，提高了系统的灵活性。无线仪器的通

信频带一般选择微波域甚高频段，核心技术在于通

信协议，不同协议下的信道个数和带宽也不同。近

几年，无线仪器在编码技术、调制技术、抗干扰技术、

同步技术、授时技术等方面都有大的突破，地震道管

理能力和通信速率都得到了显著提高，能够实现万

道以上地震数据实时回传采集。

常规无线传输系统地震仪器大多使用甚高频波

段，其传播方式接近于光波，可在视距范围内有效通

讯。如Ｆａｉｒｆｉｅｌｄ公司的ＢＯＸ系统，工作频率在２１４～

２３４ＭＨｚ的通带范围内，每个频道带宽２０ｋＨｚ，可提

供多达１０００个无线通道，如果单采集站为８道，最

大扩展道数理论上为８０００道。主机发射功率可达

４０Ｗ，采集站的发射功率可在０～２Ｗ 内自动调整，

通视控制范围可达 １０ｋｍ 左右，最大传输速率

６０ｋＢ。由于传输距离较大，容易受到电视台及其他

空间电磁干扰，数据安全和完整性受到影响，功耗、

传输速率也不尽人意。射频带宽和传输速率也限制

了带道能力的扩展。

随着无线网络技术的发展，地震勘探仪器将这

一成熟技术纳入其中。开放的２．４ＧＨｚＩＳＭ 波段

局域网无线传输速率高，小区域使用遭遇的干扰少，

射频频带可重复利用，以及低功耗的优势，促进了无

线传输地震仪器的发展。美国 ＷｉｒｅｌｅｓｓＳｅｉｓｍｉｃ公

司巧妙地利用这一技术，并研发了５项专利技术，克

服了无线网络传输协议的局限性，提高了原有的传

输速率，开发了ＲＴ２无线实时遥测系统。该系统工

作方式类似于有线传输系统的结构，同时具备了节

点系统的轻便布设和扩道随意的优点。主要特点

是：实时无线传输地震数据，轻便和简单快速的布设

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减少了运输和电缆维修成本，

具有超低功耗。

ＲＴ２无线实时传输地震仪器主要由记录中心

单元、无线遥测单元和回程单元三个部分组成。记

录中心单元类似于有线系统，采用开放式主从结构，

适应不同震源控制器。系统可实时回收地震数据，

监视排列信息。可实现被动地震的长时间连续数据

采集，如微地震监测，连续实时数据采集，也可实现

可控震源和其他脉冲震源的按需传输采集方式，放

炮可连续进行零等待间隔。系统可分别监视排列动

态、放炮序列、地震数据、排列背景噪声、实时ＱＣ状

态和地面布设状态等，系统带道能力达１０００００道以

上，与有线仪器相近。其无线遥测单元执行自测，联

系它的邻居自动组建排列，中继上一个站的信息和

数据以无线方式传输到上游。采集站自动调节发射

功率适应不同道距和射频环境。数据采用采集站和

采集站之间短距离无线传输，有效避免了以往大距

离面积无线传输带来的抗干扰能力差和无线射频传

输不稳定的弊病。每个采集站既是采集站也是中继

站，以逐个接力方式回传到线接口单元，实现一个排

列的数据传输。线接口单元，类似于有线系统的交

叉站，可有线、无线或混合连接到主机或其他排列。

接口单元负责上传数据和信息，下传主机的命令，发

送高精度ＧＰＳ同步计时时钟（误差微秒级）。一旦

采集站布设后，该系统将自动寻找左右邻居联系，无

需地面人工干预，自动建立排列。如排列某个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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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集站出现问题，信号可以越过一个站继续传输。传

输路径也可以迂回进行，在特殊情况如某个排列点不

能越过障碍，可在其附近放置一个或多个采集站作为

中继站，引导改变传输路径达到迂回传输。野外系统

布设如图１所示。该系统采用短距离的无线传输，提

高了越障能力，可适用于城市、山地等多种复杂的地

表环境。实时的数据回传避免了数据丢失。野外操

作简单轻便，减少了人力和运输设备，野外的综合使

用成本降低［８］。该系统堪称目前最先进的无线遥测

地震系统，有望成为地震勘探仪器的换代产品。

３．２　地震检波器技术新进展

常规油气勘探中大多使用模拟动圈式速度型或

加速度型检波器。主要供应商有 Ｓｅｒｃｅｌ、ＩＯＮ 和

Ｇｅｏｓｐａｃｅ公司。为适应２４位地震仪器和提高勘探

精度及信号保真要求，Ｓｅｒｃｅｌ、ＩＯＮ公司分别推出了

模拟超级检波器和数字检波器，Ｇｅｏｓｐａｃｅ公司也推

出了模拟超级检波器。表２列出现今５家公司的数

字检波器技术指标对比。

图１　ＲＴ２系统野外布设示意图

ＷＲＵ指无线遥测单元；ＬＩＵ指线接口单元

表２　主要厂商检波器对比

厂　　家 Ｓｅｒｃｅｌ ＩＯＮ／ＩＮＯＶＡ Ｇｅｏｓｐａｃｅ ＢＧＰ 双丰

超

级

检

波

器

型号 ＧＳ１０ ＳＭ２４ ＧＳ３２ＣＴ ＳＮ７Ｃ ＰＳ１０ＥＳ

自然频率／Ｈｚ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１０

频响／Ｈｚ ＞２４０ ＞２４０ ＞２５０ ＞３００ ＞２４０

失真度／（％） ＜０．０７ ＜０．０３ ＜０．０３ ＜０．１ ＜０．１

倾斜角度／（°）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０～１５

灵敏度／（Ｖ·ｍ－１·ｓ） ２２．８ ２８．８ ２７．５ ２８．８ ２８．８

开路阻尼 ０．６８ ０．６ ０．３１６ ０．１ ０．６８

精度／（％）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２．５

温度范围／（℃） －４０～９０ －４０～１００ －４５～１００ －４０～１００ －４０～１００

数

字

检

波

器

型号 ＤＳＵ３ Ｖｅｃｔｏｒｓｅｉｓ

倾斜角度／（°） ±１８０ ±１８０

噪声／（μｍ·ｓ
－２／槡Ｈｚ） ０．４ ０．４４

失真／ｄＢ ＜０．００３ ＜０．００３

精度／（％） ±０．２５ ±０．５

频率响应／Ｈｚ ０～８００ ０～８００

采样率／ｍｓ ０．２５，０．５，１，２，４ ０．５，１，２，４

动态范围／ｄＢ １２０ 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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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９３年，荷兰Ｓｅｎｓｏｒ公司推出了与２４位遥测

地震仪相配套的超级检波器ＳＭ４ＳＨ，失真度由

０．２％降低为０．１％以下。１９９４年，Ｓｅｎｓｏｒ公司又推

出了低失真度ＳＭ２４超级地震检波器，失真度小于

０．１％，是国际上最早推向物探市场的真正满足２４

位数字地震仪的超级检波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

日本ＯＹＯ公司推出了ＧＳ３０ＣＴ超级检波器，失真

度小于０．１２％，随后又推出了 ＧＳ３２ＣＴ超级检波

器。美国 ＭＡＨＫ公司为满足国际物探市场需要，

也积极开发超级检波器，１９９５年推出了一种低失真

的 ＭＡＲＫ２超级检波器，失真度小于０．０５％，代表

了现今国际上最新一代超级检波器。

所谓数字检波器是相对于常规检波器的输出信

号而言的。数字检波器输出的是直接数字化的信

号，主要由 ＭＥＭＳ传感器、ＡＳＩＣ电路（专用集成电

路）和ＤＳＰ（数字信号处理器）及其他辅助电路组成。

具有动态范围大、噪声水平低、频率响应范围大、失真

小等特点。代表产品有Ｓｅｒｃｅｌ公司的ＤＳＵ１、ＤＳＵ３、

ＤＳＵＧＰＳ和ＩＯＮ（Ｓｅｎｓｏｒ）公司的Ｖｅｃｔｏｒｓｅｉｓ。

另外，为适应深层勘探需要，各厂家在积极研究

宽频检波器，其显著特点是自然频率降至４．５Ｈｚ及

５Ｈｚ，提高了对低频信号的记录能力。代表产品有

Ｓｅｒｃｅｌ的Ｇ５、威海双丰的ＰＳ４．５等产品。

３．３　可控震源技术新进展

在地震勘探中，地震信号的激发源分为爆炸震

源和非爆炸震源两种。其中非爆炸震源包括电火花

震源、重锤震源、电磁驱动可控震源、液压式可控震

源以及精密可控主动震源等。陆地石油勘探中主要

采用大吨位液压式可控震源。

液压可控震源采用液压伺服系统、液压传动、自

动控制、电子控制等技术，由电控箱体产生线性或非

线性的正弦调频信号，经过液压伺服系统放大，控制

伺服阀开启，高压液压油驱动震动锤体作往复运动，

驱动与之相连接的落在地面上的平板做往复震动，

产生连续地震波。

现代可控震源技术起源于 １９５２ 年。历经

Ｃｏｎｏｃｏ等石油公司和装备制造厂的发展，可控震源

从早期的２００００ｌｂ（９ｔ左右）出力已经发展到目前

８００００ｌｂ（近４０ｔ）的出力；从纵波激发发展到了纵波、

横波激发。目前，法国 Ｓｅｒｃｅｌ公司生产的 Ｐ２３／

ＬＲＳ３５１、Ｐ２８Ｍ２８、ＳＭ２６ＨＤ／６２３Ｂ、ＮＯＭＡＮＤ６５、

ＮＯＭＡＮＤ９０等系列可控震源车，具有更好的性能

和适应各种地形的需要，最大出力达到４０ｔ。美国

ＩＶＩ公司生产的低频、高频震源、横波及小型高频可

控震源，具有轻便、灵活及多种功能的特点；中美合

资 的 ＩＮＯＶＡ 公 司 生 产 ＬＲＳ３１５、ＬＲＳ３２１、ＡＨＶ

ＩＶ６２３等系列震源，具有先进的降低震源振动产生的

谐波畸变功能和野外攀爬功能。另外，Ｍｅｒｔｚ公司还

推 出 了 Ｍ１０／６０１、Ｍ１２／６０２、Ｍ１８／６１２、Ｍ１８／６１５、

Ｍ２７／６２３、Ｍ２６ＨＤ／６２３Ｂ、Ｍ２６ＨＤ／ＳＦ６０等系 列震

源，丰富了Ｓｅｒｃｅｌ公司的产品系列（Ｍｅｒｔｚ公司已被

Ｓｅｒｃｅｌ公司收购）。东方地球物理公司（ＢＧＰ）自主研

发推出了 ＫＺ系列震源，具有低畸变输出信号的特

点，其主要技术指标与国外产品技术水平相当。表３

是几家主要设备制造厂商２８ｔ可控震源性能对比。

可以看出，各厂家产品的技术指标处于同一水平。

表３　２８ｔ可控震源性能对比（指标为蓝色型号）

厂　　家 Ｓｅｒｃｅｌ ＩＮＯＶＡ ＩＶＩ ＢＧＰ

代表产品
ＮＯＭＡＮＤ６５

ＮＯＭＡＮＤ９０

ＬＲＳ３１５

ＬＲＳ３２１

ＡＨＶＩＶ６２３

Ｔ１５０００

ＨＥＭＩ５０

ＨＥＭＩ６０

ＫＺ２８

ＫＺ３４

最大理论出力峰值／ｋＮ ２７６ ２７５ ２７４ ２７５

扫描频率／Ｈｚ ７～２５０ ５～２５０ １０～３００ ６～２５０

液压驱动平衡法 空气气囊 空气气囊 空气气囊 空气气囊

液压驱动隔离法 空气气囊 空气气囊 空气气囊 空气气囊

伺服阀虑芯精度／μｍ ３ ３ ３ ３

温度范围／（℃） －１２～５３ －５０～５０ －２０～４５ －３０～５０

轮胎 轮胎 轮胎／履带 轮胎 轮胎

地表适应性 相对平坦
相对平坦

半丘陵
相对平坦 相对平坦

作业方式 常规／滑动／交替 常规／滑动／交替 常规／滑动／交替 常规／滑动／交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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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中国石油地震数据采集核心装备研
发现状

４．１　地震仪器研发现状

由于以往我国电子制造业落后，我国地震仪器

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引进、消化吸收、合作生产、自主

研发的过程。

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从国外引进模拟光点地

震仪生产线，在西安石油仪器厂进行生产，简称５１

型地震仪，采用电子管电路。该仪器的记录是模拟

波形光电感光记录，动态范围只有２０ｄＢ，作业能力

为２６道，频宽仅３０Ｈｚ。６０年代初，自行研制了轻

便型ＤＺ６１１电子管地震仪。

１９６６年，西安石油仪器厂成功研制了脉冲调宽

式ＤＺ６６１型地震仪器，并不断改进，升级成ＤＺ６６３、

ＤＺ７０１型地震仪。采用模拟磁带记录数据、热敏纸

模拟波形监视记录，可以实现多次覆盖，动态范围为

４０～５０ｄＢ，地震道数为４８道，频宽１５～１２０Ｈｚ。

随着瞬时增益控制放大技术、模数转换技术、数

字磁记录技术、通讯技术的发展，１９７５年，西安石油

仪器厂设计生产了４８道的ＳＤＺ７５１Ａ、ＳＤＺ７５１Ｂ

仪器，物探局仪器厂设计生产了２４道的ＳＣＤ２地

震仪器。

随着三维地震技术的发展，对仪器道数需求不

断提高，西安石油仪器厂对引进的ＤＦＳＶ数字仪进

行了革新改造，并设计生产了ＳＤＺ２４０型地震仪

器，带道能力为２４０道。同期，物探局仪器厂设计生

产了ＳＫ８０００、ＳＫ８３地震仪器。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末，国内所有地震队全部实现数字采集，淘汰了模拟

磁带地震仪。

为适应三维地震、高分辨率勘探等技术需求，在

２０世纪８０～９０年代，又推出了分布式遥测地震仪。

西安石油仪器厂先后自主研发了 ＹＫＺ４８０、ＹＫＺ

１０００等千道地震仪，物探局仪器厂推出了 ＳＫ

１００４、ＳＫ１００５、ＳＫ１００６等千道地震仪。由于基础

机械制造业比较薄弱，制造工艺较差，系统的稳定性

和可靠性较低，难以适应野外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

在随后的十多年间，地震仪器主要依赖进口，并

与国外仪器厂合作生产ＳＮ３８８、ＳＮ４０８／４２８、Ｉ／Ｏ２

等仪器，自主研发基本处于停顿状态。

２００６年，为提升我国物探技术国际竞争力，中

国石油科技管理部启动了“新型地震数据采集记录

系统研制”项目，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地震仪

器，实现地震数据采集系统设计制造技术的突破，打

破地震仪长期依赖引进的局面。项目研究推行“扁

平化核心＋网络化协作”的组织模式，提出了多项关

键技术并行研发“优中选优”的工作思路，采用产学

研结合方式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等国内知名大学和

院所合作，进行数据传输等关键技术的开发。至

２００９年，成功研制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与同期

国外主流地震采集仪器技术水平相当的ＥＳ１０９新

型地震数据采集记录系统（图２）。其中地震仪器的

标志性技术———高速数据传输率到达国际领先水

平，比同期国际主流产品的数据传输能力提高２～５

倍，达到４０ＭＢ（法国Ｓｅｒｃｅｌ公司的４２８ＸＬ仪器传

输能力为１６ＭＢ、原美国ＩＯＮ公司的ＳＹＳＴＥＭＩＶ

仪器传输能力为８ＭＢ）。此外，该仪器嵌入式软件

开发、时钟同步、通讯底层设计，协议制定等其他关

键技术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４，６］。

２００９年２月，ＥＳ１０９仪器投入野外试验及试生

产，采集数据质量达到国际同类系统水平（图３）。

２０１０年，该仪器投入规模化生产，其带道能力达到

１５０００道，并在新疆准东地区高密度地震项目中进

图２　ＥＳ１０９系统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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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ＥＳ１０９（ａ）与ＡＲＩＥＳ（ｂ）仪器采集地震剖面对比

行了生产性应用。实践表明，ＥＳ１０９仪器经过全面

测试，其主机软件工作稳定，操作界面灵活、实用，野

外工作稳定，标志着我国自主研发的地震仪器技术

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２０１０年，中国石油与美国ＩＯＮ公司合作成立

了ＩＮＯＶＡ合资公司，集成了ＳＣＯＲＰ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和ＥＳ１０９系统的优势技术，同时又针对当前地震勘

探技术的发展需求开发了Ｇ３ｉ地震数据采集系统，

包括可控震源高效采集等其他独特技术，使得系统

的综合采集能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Ｇ３ｉ采集站单站４道，具有低失真振荡测试器，

支持与ＳＭＴ兼容的检波器测试，具有自动无错数

据传输，ＬＥＤ指示灯能实时显示排列连接、供电和

数传状态（图４）。该系统包含地震处理模块（ＳＰＭ）

的标准组件，支持脉冲式震源和高效可控震源

（ＨＰＶＳ），支持多屏显示，支持多种输出设备

（ＮＡＳ、ＬＴＯ、３５９２、ＨＤＭ），具有冗余高容量内置硬

盘驱动器，使用更少的互连集成地震采集数据接口

板，支持集成的项目和数据质量控制模块，支持基于

网络的远程监控，具有炸药、可控震源、ＨＰＶＳ、气

枪、线缆和混合采集功能。

如前所述，Ｇ３ｉ系统带数据压缩时的单交叉线

的最大管理能力达９６０００道，理论上系统的最大管

理能力达３８４０００道。传输率随着道间距的变化自

动调整，系统的数据传输电缆是多数据对（三对）结

构，在５０ｍ道距情况下带数据压缩时的二维实时采

集能力达２７００道。在数据记录方面，系统采用ｅｓａ

ｔａ３．０接口标准，极限存取速度达４００ＭＢ，可满足单

交叉线实时１０００００道数据流的记录。

Ｇ３ｉ软件能够向操作员提供关键信息，从ＳＰＳ、

ＳＥＧＰ１、ＧｅｏＴｉ或用户定义表中导入关键信息，并

在地图叠置中显示；能够跟踪车辆和人员位置，并监

测速度、位置或安全性；能够参考实际勘探图，执行

遥测质量控制并排除故障，管理与实际地面位置、通

道和障碍相关的部署，操作员实时接收与环境相关

的信息，并能够进行当前接收道的ＲＭＳ值、噪声、

信噪比以及相邻道的相关分析等实时采集质量控

制［１５］。

目前，Ｇ３ｉ系统带道能力超过７２０００道，并在中

国国内及国外超过２０个地震采集项目中推广应用，

效果良好。表４为中国石油系统的地震仪器研发

历程。

图４　Ｇ３ｉ系统地面电子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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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中国石油系统历代地震仪器研发历程

代　序
引进仿制阶段 消化吸收阶段 自主创新阶段 合作创新阶段

第一代 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第五代 第六代 第七代

研究成果 ＤＺ６１１

ＤＺ６６１

ＤＺ６６３

ＤＺ７０１

ＳＤＺ７５１

ＳＣＤ２

ＳＤＺ２４０

ＳＫ８０００

ＹＫＺ４８０

ＹＫＺ１０００

ＳＫ６

ＥＳ１０９ Ｇ３ｉ

国外参照仪器 苏制５１
ＣＧＧ５９

ＡＳ６２６Ｘ

ＤＦＳＶ

ＳＮ３３８

ＧＳ２０００

ＭＤＳ２０

ＳＮ３４８

ＳＮ３６８

ＳＹＳＴＥＭⅠ

ＳＮ３８８

ＡＲＩＥＳ

ＢＯＸ

ＳＹＳＴＥＭⅡ

ＳＹＳＴＥＭ Ⅳ

ＳＮ４０８／ＳＮ４２８

ＱＬＡＮＤ

ＧＳＲ

ＵＮＩＴＥ

ＺＬＮＡＤ

ＨＷＡＫ

Ｇ系统

Ｇ３ｉ

ＲＴ２

研发方式 部分自主 部分自主 部分自主
消化吸收

部分自主
独立自主 国际合作

技术水平
相当

稳定性低

相当

稳定性低

相当

稳定性低

相当

稳定性低

国际水平

部分领先
世界领先

技术能力 覆盖开关 １２０～２４０道 １０００道

数传能力比国际

主流产品高２～５

倍，达到４０ＭＢ

１０００００ 道 有

线、节点网络

技术实时质控

　　ＩＮＯＶＡ 公司研发的 ＨＡＷＫ 节点地震仪，采用

了高精度ＧＰＳ同步技术、可控震源高效采集技术、高

精度采集及测试技术、低功耗设计技术、高端的机械

设计技术等多项关键技术，整体达到了国际先进水

平，适合于复杂山地及障碍区的采集施工，可节省大

量的人力。该设备已在国内外项目中得到推广应用。

４．２　地震检波器研发现状

１９７８年前，西安石油仪器总厂生产了ＤＪ５４１、

ＤＪ５８ｌ和ＤＪ５９１、ＤＪ６３１、ＤＪ６４１、ＤＪ６５１型系列地

震检波器，但频带窄（１４～６０Ｈｚ）、灵敏度低（３０ｄＢ）。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国开始自行研制生产数字级

地震检波器，到８０年代后期，先后引进荷兰Ｓｅｎｓｏｒ

公司的ＳＭ４系列和美国Ｇｅｏｓｐａｃｅ的ＧＳ２０ＤＸ系

列数字级地震检波器的技术和设备。经过消化吸收

及改进，推出了ＳＮ４和ＪＦ２０ＤＸ系列检波器，促进

了我国地震检波器的发展。至９０年代，随着三维地

震推广、四维地震、多波多分量及井间地震等新技术

应用，与之相配备的地震检波器如三分量检波器、四

分量检波器、涡流检波器等也得到了相应发展。进

入２０００年以来，西安石油仪器总厂研制了ＳＮ７Ｃ超

级检波器，技术指标达到国际水平。

２００４年，东方地球物理公司、河北俊峰公司、西

安石油勘探仪器总厂与Ｓｅｒｃｅｌ公司联合成立了河

北俊峰赛舍尔股份公司，生产包括ＳＧ１０检波器、

ＪＦ２０ＤＸ系列地震检波器芯体、ＪＳＦ沼泽检波器、

ＪＳＸ水下检波器、ＪＪＸ井下检波器等类型，技术指标

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水平。

此外，我国威海双丰物探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还

生产五大系列地震勘探检波器，包括超级检波器、陆

用检波器、水下检波器、井下检波器等。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模拟地震检波器的主要

生产和供应商。

ＩＮＯＶＡ公司研制的 ＭＬ２１数字检波器，是全

球最低噪声数字传感器，能够满足全波场、宽频采集

的需求，支持连续采集，采样精度高 （０．２５ｍｓ），量程

宽（３３５ｍＧａｌ），畸变低（０．００２％），与 Ｓｅｒｃｅｌ公司

ＤＳＵ系列数字检波器性能基本相当，总体性能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４．３　可控震源研发现状

１９７８年，原物探局与玉门机械厂和上海七机局

合作先后试制了ＫＺ７可控震源。其后相继推出了

ＫＺ１３、ＫＺ２０、ＫＺ２３／２０００等系列可控震源，在我

国中西部油气勘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２００５年，中国石油科技管理部部署，自主设计

生产了大吨位可控震源ＫＺ２８（２８ｔ），真正实现了自

主创新设计和自主知识产权。该型震源在大激发能

量水平下具有低畸变输出特征，激发信号信噪比高，

在关键系统上首次应用了冗余结构设计，极大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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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震源的可用性。整体结构简单，便于操作与维

护，强化了复杂环境下的作业能力，可以实现连续、

高效作业，已成为中国石油系统和国内外可控震源

作业的主体设备［６］。

在此基础上，２００７年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ＫＺ３４（３４ｔ）大吨位可控震源，进一步提升了深层

地震勘探的能力。

２０１０年，又推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ＫＺ

２８ＬＦ低频可控震源，低频扫描频率拓展至３Ｈｚ，是

全球技术先进的经过野外采集检验的６×１０４ｌｂ级

低频震源，引起了世界物探行业和壳牌石油公司等

国际知名公司的极大关注，并进行了低频震源采集

试验。该产品在塔里木盆地、吐哈盆地、准噶尔盆地

山前带采集、高效采集、宽频采集、安全环保施工等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我国中西部复杂地表

条件下中深层油气勘探的主力震源。

图５是 ＫＺ２８ＬＦ低频可控震源在库车拗陷博

兹山前带作业图片，８６％的地表使用２台１次交替

可控震源低频扫描激发技术，扫描频率为４～８４Ｈｚ，

并利用ＤＧＰＳ（高精度差分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提

高震源炮点准确率，平均日效１３０３炮，仅用６４天就

完成了８０４ｋｍ２ 的采集任务。

图５　ＫＺ２８ＬＦ低频可控震源在库车博兹山前带作业

　　

５　地震勘探核心装备发展展望

现今中国石油的勘探区域中，复杂地表约占

６０％～９０％；深层目标油气占３５％以上；低渗透、低

丰度油藏约占总探明储量的６５％以上。深海勘探

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地震技术将向更高的空间采

样密度、全方位、全弹性处理、综合一体化解释方向

发展。地震仪器作为地震技术发展的驱动力和实现

手段，必将迎来发展的高潮。

５．１　陆地地震仪器发展

如前所述，自２００６年启动大型地震仪器研制以

来，我们已跨入地震仪器国际先进行列。为适应复

杂目标勘探需求，应发展新一代开放式一体化全数

字地震仪，集有线、无线、节点等多项能力，以降低高

密度、单点采集成本，促进物探新技术应用。新型地

震仪应具备以下基本功能。

（１）大道数。近年来，物探新技术的应用对地震

仪器的带道能力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一是实现

宽方位角采集，有利于提高成像精度及辨识定向断

裂；二是便于高密度地震技术刻画小尺度地质体；三

是发挥单点采集技术优势，利于提高分辨率、利于室

内压制噪声和静校正处理。

（２）无线遥测数据实时传输。随着地震勘探道

数的不断增加和环保形势日趋严峻，越来越多的区

域不允许大量设备进入，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野外成

本攀升、排列布放效率、装备重量和数量、队伍人数、

运输及 ＨＳＥ等问题，而无线系统能比较有效地解

决这些问题并具有野外使用灵活的特点。主要有：

①任意密度、任意方位布设；②可无限扩展接收道

数，连续采集；③各道独立，无接触故障，单点故障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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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生产进行；④没有传输电缆和接插件，减少了大

量的排列检查工作量；⑤重量轻、体积小，大幅度降

低运输、搬迁成本，提高施工效率；⑥施工痕迹少，环

境影响小。图６为接力式无线数据传输示意图
［１６］。

在确保数据传输安全、数传速度满足野外施工要求

的情况下，无线仪器是未来大道数、高密度地震技术

应用和地面微地震监测技术推广应用的最佳选择。

（３）有线、无线、节点混装系统。无线地震仪器

备受甲方和各物探公司的推崇，但在某些特别困难

的地形区，以及无线数据传输受限的地区，应用有

线、无线与节点仪器相结合，能够实现所有地表类型

的全覆盖。

（４）远程技术支持及实时质量控制。利用区域

网络技术，将仪器车作为一个网络节点，扩展至远

方基地，以便专家对远在千里之外的施工作业现场

进行分析和指导，甚至可将采集数据通过卫星实时

传回基地进行质量控制。在大道数作业情况下，地

震仪器应具备实时 ＱＣ分析和数据质量存在重大

问题时的报警功能，以便野外及时采取相应的

措施。

图６　新一代无线系统数传示意图（数字为自适应频点）

　　

５．２　陆地地震检波器发展

陆上地震采集仪器发展的关键是检波器。对于

一个完整的地震数据采集系统来说，传统地震检波

器的指标和性能与采集仪器（主机与地面采集站）差

距甚大，地震仪器的动态范围普遍大于１２０ｄＢ，分辨

率达到几微伏，而传统检波器的动态范围只有７０ｄＢ

左右，分辨率远低于地震记录仪器。所以，提高地震

采集系统精度的关键是提高检波器的动态范围和灵

敏度，研究的重点是数字型检波器。

全数字系统就是数字检波器加先进的网络控制

和数据传输技术。ＭＥＭＳ数字检波器具有：①动态

范围大（９０ｄＢ）、信号畸变小、频带宽的特征，对高、

低频信息均具有较强的录制能力；②对层间弱反射

的接收效果要优于模拟检波器，对中浅目的层勘探

具有更为明显的优势；③由于抗电磁干扰能力较强，

因此适合用于电磁干扰比较严重的地区；④可用于

单点高密度采集、宽频接收，室内组合或进行三维去

噪，是提高分辨率和保真度的有效途径；⑤矢量保真

度高，对地震属性的研究具有明显优势 ［６，７］。

综上所述，数字传感器的应用将是大势所

趋［１１］，是地震技术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的是，目

前的三分量检波器包括数字三分量检波器，仅是记

录垂直分量和两个剪切分量，而不是矢量地震信号。

应研究记录矢量地震信号的地震数据采集方法，推

动矢量地震技术发展。

５．３　海洋地震仪器发展

海洋油气勘探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及国家战略

安全。大多数海洋地质勘探都采用声学探测的方

法。在声学探测中，产生强脉冲压力波的声源（电火

花、水枪、气枪）、地震波记录仪器、导航、定位等设备

是海洋油气勘探的关键设备。其中震源、导航、定位

技术与工业技术紧密相关，比较成熟，地震记录设备

发展是海洋地震勘探新技术应用的基础，主要表现

如下。

（１）大道数长排列多缆拖缆系统。在拖缆地震

采集中，为了拓展地震低频成分、压制海洋环境噪

声，目前采用震源和拖缆之间不同的排列方式，通过

上下缆的组合填补虚反射陷频，扩展频带宽度，将上

行波与下行波分离，压制与海平面有关的多次波。

另外，多方位、宽方位海洋地震勘探技术获得的多方

位角地震数据，增加了覆盖次数，同时还扩大了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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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覆盖范围，能够明显提高地震成像精度。尤其是

盐底之下的区域，经过简单处理后清晰度和照射度

都有了明显提高。宽方位角地震勘探是一艘配有一

个震源的拖缆船和两艘震源船沿着３个方位角

（３０°、９０°、１５０°）放炮完成采集作业，允许每一个爆破

点至少可以重复３次地震勘探，能够消除更多的噪

声假象，产生更清晰的盐底照射及盐下反射，甚至还

能够确定盐层内的反射［１２］。海上存在大量的高速

层（火山岩丘等）覆盖于储层之上的现象，造成储层

内部反射弱、信噪比低、多次波发育，此时利用广角

反射地震技术，可以避开近炮检距上的各种干扰，提

高高速覆盖层之下的资料品质。这些技术的应用，

需要大道数、多缆记录设备的支持［１３］，所以在拖缆

采集中，大道数、多缆、支持长排列的采集系统是未

来发展方向。

（２）多分量海底采集系统。固定的海底接收器

被广泛用于海洋地震调查。设备本身包括记录单

元，通过缆线或者回收船回收数据。海底地震仪

（ＯＢＳ）和海底电缆（ＯＢＣ）具有更多的优势，它们能

放置的范围超过声纳浮标无线传输的最大距离，因

而可以用来进行长偏移地震，探测深至几十公里和

海底下更深的部分；固定的海底接收器降低了因地

形不平坦和构造水平变化造成地震走时解释的不确

定性；来自浅部构造的纵波被 ＯＢＳ设备记录为首

波，这提供了更精确的速度—深度曲线，对于深海研

究尤为重要；深水中的海底接收器噪声水平通常很

低，可很好地记录压缩波、剪切波和表面波，对物性

和属性研究提供了可靠资料。针对这种需求，近年

来发展了海洋节点地震仪、４Ｃ海底电缆等系统。为

适应海洋三维地震勘探需求，网络冗余数传系统、多

道（点）管理系统、长寿命供电系统等是未来海底接

收系统发展方向。

５．４　陆地激发设备发展

地震激发包括炸药、可控震源、气枪、电火花、重

锤等不同震源形式，其中气枪、电火花、重锤等震源

由于能量弱，不适合陆地石油天然气勘探，故陆地勘

探通常使用炸药震源及可控震源。

炸药震源应用的关键是如何选择激发井深、激

发岩性、药量、药型、组合形式，通常是依据现场实际

情况进行必要的理论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野外试

验结果确定。此外需要发展适应各种地表条件的钻

机，这里不做进一步分析。本文认为当前激发设备

发展主要是可控震源技术的发展。

可控震源因其采用地面激发，不污染地下水，比

炸药更安全，激发频带宽度和主频可以控制，出力大

小可调整，施工效率高、激发成本低等特点，被国内

外地球物理公司广泛使用。据统计，全球主要地球

物理公司完全使用可控震源的队伍占１６％，可控震

源与炸药震源结合使用的占３３％，即使用可控震源

施工的队伍达到４９％。巨大的应用市场促进了可

控震源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以提高作业效率为

目标，形成了交替扫描、滑动扫描、滑动扫描同步激

发、独立同步扫描等可控震源高效采集技术，大幅度

降低了单炮费用和高炮点密度的野外施工成本，提

高了高炮密度野外施工日效率，推动了高密度、宽方

位地震技术的发展和推广应用。随着设备机械可靠

性的提高，低频可控震源技术也得到快速发展，起振

频率最低可达１．５Ｈｚ，可以有效增加地震资料低频

信息，为全波场反演、能量屏蔽区域的勘探、深层勘

探、高分辨率勘探等提供了有效手段。

中国石油陆地地震勘探地表类型复杂，山地、水

网、人口商业密集区、大沙漠等不完全适应可控震源

施工。据统计，中石油系统国内适宜可控震源施工

的勘探面积达３０×１０４ｋｍ２，占中石油陆上矿权面积

的１７％，可控震源在国内有很大应用空间。

经过２０多年的发展，国产ＫＺ系列震源已占总

震源数的４０％以上，已使用过可控震源的作业队伍

２６支，占施工队伍的１３％；使用混合震源的队伍有

２３支，占施工队伍的１１％。但是，我们在用的技术

仍处于交替扫描、滑动扫描、单台点源激发、低频率

扫描的初级阶段。当前要大力发展和推广多台同步

及滑动、多台随机激发的可控震源高效采集技术，进

一步挖掘可控震源的应用潜力。在我国东部平原

区，开展单台次可控震源分散能量扫描、垂直能量叠

加激发试验，探索东部平原区低成本环保型激发技

术；研发通行能力强的、适应不同地表类型的可控震

源装备，并不断提高可控震源的质量及稳定性；针对

深层目标，发展大吨位低频可控震源，不断提高低频

可控震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６　结束语

地震仪器及震源作为地震勘探的核心设备，其

发展进程一直受到人们的持续关注，Ｇ３ｉ地震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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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Ｚ系列可控震源的成功研发和规模应用，标志着

中国石油集团跨入了地震勘探装备设计制造的国际

先进行列。为推动高密度宽方位地震勘探，实现绿

色物探、安全物探，中国石油集团将不断加大物探装

备科技创新力度，研发新一代一体化的全数字地震

仪和低畸变、宽频、高精度可控震源，为复杂油气藏

勘探开发的物探新技术应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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