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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法国Etienne Robein编著的《地震资料叠前偏移成像——方法原理和优缺点分析》深入浅出地介绍了目
前地震资料处理中常用的克希霍夫叠前时间偏移(PSTM)、克希霍夫叠前深度偏移(PSDM)，以及各自
的速度建模方法，详细地讲解了高斯束叠前深度偏移、单程波动方程叠前深度偏移、双程波动方程叠
前深度偏移(RTM)的基本原理和实现过程，简要地阐述了波动方程延拓法叠前深度偏移速度分析及目
前最前沿的全波形反演速度建模技术(FWI)；同时，用实例分析和说明了这些偏移成像技术各自的优
缺点，强调了偏移策略选择和多学科一体化结合在做好偏移成像项目中的重要性。
    《地震资料叠前偏移成像——方法原理和优缺点分析》内容全面、通俗易懂，图文井茂，是一本实
用性强的教材。本书还可作为从事油气地球物理勘探专业的技术人员、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参考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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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个约束条件是精确的波场外推对每个波长所要求的必要点数，与该点数相关的是利用差分近
似求导的精度要求。如图6.19中的二阶方法对每个波长将要求至少需要10个点，这对应于空间上等于
波长1/10的网格尺寸，即当最高频率为100Hz，最低速度为1500m/s时，空间网格尺寸为1.5m。　　一
旦确定了最高频率，最好用该频率对数据进行带通滤波，目的是避免高于该频率的信号带来频散噪声
。　　炮偏移孔径的优化是提高效率的另一关键因素，在图6.8中对于二维资料的偏移孔径已经介绍过
，在图6.23中对于三维资料的偏移孔径概念又一次进行介绍。偏移孔径是同相轴（无论它的倾角、方
位角和深度是多少）正确偏移所需的空间范围。“全偏移孔径”与整个目标偏移成像范围一致，即三
维排列区加上经典的偏移边界，这样做会带来一些不必要的成本开销，因此，需要在x、Y方向上分别
定义每炮的偏移孔径。如前所述，偏移孔径可以是炮点到最远检波点的距离或是到最大炮检中心点的
距离，由于成本的制约可以减小偏移孔径的尺寸，但需视反射点的地球物理特性而定。对于复杂的地
质体，例如需要应用RTM时，很难预测地下反射来自哪里。太小的偏移孔径将导致一些同相轴得不到
偏移，如图6.23中的橙色区域，单炮中可能已经记录了反射波，但是由于偏移孑L径不够而不能得到最
好的偏移。　　由检波点位置确定偏移孔径的方法也是一个关键因素。如图展示了具有规则分布检波
器的某炮的偏移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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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国Etienne Robein编著的《地震资料叠前偏移成像——方法原理和优缺点分析》叠前偏移成像技术涉
及复杂的数学和地球物理知识，但本书从叠前偏移成像技术的基本原理和概念人手，正文公式不是很
多，更多地通过简明扼要的图示让读者非常直观地理解各种复杂叠前偏移技术的基本原理和实现流程
，为广大从事生产应用的地震资料处理技术人员更好地学习、掌握和应用这些先进的叠前偏移成像技
术提供了一本非常通俗易懂、内容全面、清楚实用的教材。本书还可作为从事油气地球物理勘探专业
的技术人员、大学本科生及研究生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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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对于提高一下地震处理的同志有些帮助
2、原著的内容非常好，翻译的也非常好！值得专业人士购买，但价格偏高呀，建议如果降低书纸张
的品质，减少印刷成本。
3、内容涉及面很广，很有参考价值

Page 7



《地震资料叠前偏移成像》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000.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