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球物理与空间信息学院 

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复试科目《应用地球物理勘探》考试大纲 

一、适用专业 

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专业（勘查地球物理方向） 

地质工程专业（勘查地球物理方向）  

二、试卷结构 

（一）内容比例 

试卷内容包括重磁勘探、电法勘探、地震勘探、测井等 4 个方面的地球物理方

法原理、处理、解释、应用以及新方法技术及其应用，试题设置为选做，考生可根

据题目要求任意选择其中的 2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回答。 

重磁勘探部分  最多 60% 

电法勘探部分  最多 60% 

地震勘探部分  最多 60% 

测井部分      最多 60% 

（二）题型 

问答题（包括论述题、计算题、作图题、分析题等）。 

三、考试大纲 

（一）重磁勘探 

考试内容 

1、重磁法勘探基本原理与应用领域。 

2、区域异常与局部异常区分方法，包括趋势分析、数字滤波和平均场方法。 

3、空间延拓、分量变换、磁异常磁化方向变换，以及重磁异常的导数换算方法

与运用。 

4、掌握重、磁法勘探正反演基本原理与解释方法。 

5、掌握综合地球物理处理解释中重磁勘探方法的应用。 

6、复杂几何形体重磁异常模拟计算：复杂几何形体重磁异常模拟计算的思路和

常用的方法，常用 2D和 3D形体的正演问题。 

7、重磁法勘探野外工作方法，包括数据采集与资料整理过程。 

8、重磁异常反演：位场反演基本思路和常用方法。 

9、重磁勘探新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重、磁勘探基本原理、野外工作方法，野外数据采集过程。 

2、掌握数据处理的各种方法原理，能够对主要转换处理方法公式进行推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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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掌握重、磁法勘探正反演基本原理与解释方法。 

4、掌握综合地球物理处理解释中重磁勘探方法的应用。 

5、了解重磁勘探学科前沿研究结果及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拓宽视野

和知识面。 

（二）电法勘探 

    考试内容 

1、电法勘探基本原理、研究内容与应用领域。 

2、电阻率法的基本原理与应用：视电阻率的基本概念、电剖面法、电测深法和

电阻率法的应用实例。 

3、充电法的基本理论与应用：充电法的基本理论，充电法的应用范围及应用实

例。 

4、自然电场法的基本理论与应用：自然电场法的基本理论，应用范围及应用实

例。 

5、激发极化法的基本理论与应用：主要介绍激发极化法的基本理论，正演计算

及应用实例。 

6、电磁法的基本原理与应用：电磁法的基本理论，常用的频率域电磁法和时间

域电磁法的基本理论及应用实例。 

7、电法勘探数据反演理论基础：电法反演问题的描述，广义反演问题和电法非

线性反演问题的线性化反演的基本方法。 

8、电测深曲线数字解释法、频率域电磁测深数据处理与解释、时间域电磁测深

法数据处理与解释。 

9、电法勘探新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 

1、熟悉常用电法勘探的基本原理、基本概论和基本方法。 

2、掌握电法勘探数据反演理论基础，了解广义反演方法和基于最小二乘法的各

种反演方法的反演算法。 

3、了解滤波方法计算层状模型视电阻率ρs数值计算的计算思路。 

4、了解频率测深的基本思想及其实现技术，数据处理的基本流程以及观测数据

的反演方法。熟悉大地电磁测深的工作原理，了解视电阻率的定义方法以及资料处

理与解释方法。 

5、了解瞬变电磁测深法的基本工作方法、层状模型瞬变电磁测深响应的计算方

法。 

6、了解电法勘探学科前沿研究结果及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拓宽视野

和知识面。 

（三）地震勘探 

    考试内容 



 2 

1、地震勘探基本原理和方法：地震波在岩层中传播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点，主

要地震勘探方法及应用领域。 

2、地震勘探野外工作方法：干扰波类型，组合法及水平多次覆盖技术。 

3、地震反射资料的数字处理：处理流程和处理目的，主要处理方法的基本原理

和处理步骤。 

4、各种速度的概念，影响地震波传播速度的因素，地震波速度测定方法和地震

波速度的应用。 

5、地震反射信息的解释：地震反射信息类型，构造解释、岩性解释和地震地层

解释主要方法。 

6、地震勘探新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考试要求 

1、掌握地震勘探基本原理和方法，地震波在岩层中传播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点。 

2、掌握地震勘探野外工作方法、野外数据采集过程以及组合法和水平多次覆盖

方法及其原理。 

3、掌握地震反射资料的数字处理流程、各主要处理方法的基本原理、处理目的。 

4、掌握各种速度的概念、影响因素，了解地震波速度测定方法和地震波速度的

应用。 

5、掌握地震反射波解释的理论基础、地震反射资料的构造解释、岩性解释和地

震地层解释的基本概念和方法。 

6、了解地震勘探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拓宽视野

和知识面。 

（四）测井 

考试内容 

1、电阻率测井：普通电阻率测井、微电极测井、侧向测井等。 

2、自然电位测井：自然电位的成因、曲线特征、影响因素、应用等。 

3、感应测井：感应测井原理、基本理论、线圈系的探测特性、理论曲线分析、

多线圈系介绍等。 

4、声波测井：声学基础、声波速度测井、测井曲线的应用、声幅测井等。 

5、放射性测井：自然伽马测井、密度测井、中子测井原理、影响因素、应用等。 

6、地层倾角测井：地层倾角测井原理及应用。 

7、成像测井等：微电阻率扫描成像测井、超声波成像测井、多极子阵列声波成

像测井、核磁共振成像测井、阵列感应成像测井、方位电阻率成像测井等。 

8、综合测井解释：储集层（碎屑岩剖面、碳酸盐岩剖面、膏盐剖面）特征、测

井参数、测井交会图技术、评价油气层的基本方法、测井资料分析沉积环境等。 

9、井中地球物理：井中电法、井中磁法、井中电磁波、井中瞬变电磁法等基本

测量方法、基本解释方法及应用等。 

10、测井新方法技术及其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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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试要求 

1、掌握各种常规测井方法（包括：电阻率、侧向、自然电位、感应、声波、自

然伽马及自然伽马能谱、密度测井、中子测井等）的基本原理、基本概念、影响因

素及初步应用； 

2、掌握各种测井资料的定性、定量评价储集层的方法、概念及其针对性应用，

进行综合测井解释； 

包括：储层划分、油水层测井曲线特征、储层参数（孔隙度、饱和度、泥质含量

等参数）计算方法、油水层解释（识别）方法等。 

3、掌握成像测井（包括：超声波成像测井、微电阻率扫描测井、核磁共振测井、

阵列声波测井、阵列感应测井等）新技术的方法原理和基本应用等； 

4、掌握井中电法、井中磁法、井中电磁波、井中瞬变电磁法等的基本方法原理

和基本解释方法及应用等。 

5、了解测井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及国内外本领域研究的最新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