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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SPSTC 75-2021  微动探测技术规程.pdf7.5.1正式探测前和探测后应进行仪器与采集单元的一致性检查。 注：探测前的一致性检查是检查仪器与采集单元是否符合探测要求，一致性检查不合格，需分析原因，检修或更换 仪器与采集单元，一致性检查合格后，方可开始数据采集；探测后的一致性检查是评价仪器与采集单元性能的 合格性和数据采集质量的依据资料。 7.5.2一致性检查的记录采集时间宜为10min～30min，浅层探测或环境干扰弱时采集时间宜为 10min～30min，深层探查或环境干扰强时采集时间加长至2h左右。 7.5.3分析、评价仪器与采集单元一致性检查记录的方法宜采用目视或软件分析方法，可参照以下方 法执行： a）对于纸质或计算机显示的一致性检查记录可采用目视方法，依据各道记录波形的平行相似性 和幅度相同性评价仪器与采集单元的一致性； b）可通过软件处理提取分析各采集道记录的功率谱、相位谱等的相似性和相差值，评价仪器与采 集单元的一致性。 7.5.4一致性检查的采集参数应与正式探测的工作参数相同。 7.5.5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的一致性检查应包括检查探测仪器的一致性和检波器的一致性.并遵守以 
下要求： a）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的一致性检查宜采用并联各通道输入端后接人信号源，采集微动信号，分 析仪器各通道的频响与幅度的一致性； b）检波器的一致性检查宜选择相对均匀的场地，将各检波器集中安置牢固，采集微动信号，分析 幅度与相位的一致性。 7.5.6一体化地震仪的一致性检查除遵守7.5.5的规定外，尚需要遵守以下规定： a）选择相对均匀的场地，将各地震仪集中安插牢固，采集微动信号，分析幅度与相位的一致性； b）各一体机的GNSS授时和守时精度应一致。 7.5.7采用多通道微动探测系统采集微动信号需要满足以下要求： a）电缆连接与台阵内采集点的设计一致； b）检波器与电缆连接良好，防止漏电、短路和接触不良等； c）仪器应设置在无滤波状态，各道增益设置应一致； d）仪器参数设置与设计方案和现场布置一致。 7.5.8采用一体化地震仪采集微动信号除应符合7.5.4的规定外，尚需符合以下要求： a）与地面耦合良好，且处于水平状态； b）应确认仪器采集状态正常； c）应正确记录台阵内设备的位置。 7.5.9台阵的选用应根据以下要求确定： a）准确探测横波速度的项目采用二维台阵型式； b）大深度探测项目加大台阵内采集点的最大距离； c）高分辨探测项日增加台阵内采集点数量。 7.5.10数据采集时间长度应根据探测深度、精度及环境干扰等因素，并按照以下要求综合确定： a）采集记录时问长度应满足提取符合任务要求的合格的频散曲线数据； b）对于微动信号采集中能实时显示频散曲线叠加过程的采集系统，应视频散曲线特征基本稳定 后，再延长3min～10min后停止采集； C） 对于微动信号采集中不能实时显示频散曲线的采集系统，可按照表1确定采集时间 
中建信念住宅楼剪力墙施工组织设计无 采集时间长度（T 
7.5.11数据采集时，台阵内或采集单元附近应防止人为振动干扰。 7.5.12采集过程中宜监测微动信号，发现异常时，应记录异常时段。 7.5.13采集过程中发现采集单元异常时，应排除故障并重新采集。 7.5.14采集过程中，可参照附录B填写微动探测班报表，并符合以下要求： a）记录内容包括测点位置、台阵类型、采集单元类型和频率、采集单元位置、采集参数、背景干扰 情况、台阵范围内地形地貌及地质概况、采集开始和结束时间等信息； b）野外记录本宜用3H及以上硬度铅笔或签字笔记录，字迹清楚，重要参数的记录不应涂改。 7.5.15采集工作结束应及时存储数据，做好数据备份，并符合以下要求： a）按照工程名称或工程代号设置存储档夹： 
b） 在通过回放或利用数据卡回收微动数据时，应登记采集单元号并编辑各测点台阵道集记录； C） 每人收工后·操作人员应检查原始数据记录，评估数据质量，登记不合格数据并及时开展补测 
7.6.1重复观测点在测区范围内宜均匀分布，并包括异常点、拟验证点等。 7.6.2重复观测1作量不少于总1作量的5%； 7.6.3重复观测的数据特征信息与原记录数据的相应特征平均相对误差不大于5%。 
.7.1原始资料质量检查需要遵守以下要求： a）现场操作员应白检全部原始记录； b）原始记录检查的抽查率应大于30%； c）检查结束后宜编制自检报告或检查精度统计表。 .7.2原始资料满足以下全部条件时，为合格记录： a） 仪器检查记录合格，资料完整； b）观测系统和采集台阵正确，满足设计要求； c）微动探测班报表记录完整、清晰； d）微动信号记录时间满足设计要求，信号整体平稳，无明显干扰信号； e）频带范围满足勘探需要。 .7.3判定为不合格的记录，应补测 
8.1.1数据采集工作结束后应对原始资料进行整理，运用质量合格的数据进行数据处理和计算解释。 8.1.2原始资料包括纸质记录和电子记录。 8.1.3纸质记录包括微动探测班报表（可参照附录B)、试验记录、仪器自检记录和测量记录等。纸质记 录应符合以下规定： a）内容完整、数据正确、字迹清晰，不应涂改、转抄； b）应及时校核、分类和装订成册。 8.1.4电子记录包括微动采集记录和测量记录，相关资料应符合以下规定： a）采集记录应按照场地、试验内容、测线分类存储、备份； b）校核测点坐标和高程，形成地形文件 
8.2.1对一体化地震仪，在回收数据后应根据探测点号编辑采集记录形成台阵道集记
对一体化地震仪，在回收数据后应根据探测点号编辑采集记录形成台阵道集记录 对现场采集山已编辑成台阵道集的记录进行去均值、去趋势、滤波和剔除瞬时强干扰等处理 
8.3.1数据处理软件应具有以下
V：一第i个频散点的拟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 ? t： 第i个频散点的周期，单位为秒(s)； VR.一 一第i个频散点面波速度的4次方； t一1 第i个频散点前一点的周期，单位为秒(s)； Vk.：1第i个频散点前一点面波速度的4次方。 8.3.7计算探测深度，可依据公式（2）。 
八 V 2 =α 2f 
式中： H一探测深度，单位为米(m)； α一校正系数，通常取1，当有已知资料时可调整； 入一波长，单位为米(m)； VR 一面波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f 一频率，单位为赫兹（Hz)。 B.3.8H/V谱比法计算： a）将微动数据分成若十个时窗，分别计算每个时窗的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的谱比； b）通过平均所有时窗的谱比得到H/V谱比曲线； C） 覆盖层厚度的计算：H/V谱比曲线的频率峰值（F。)与松散覆盖层的平均横波速度和厚度相 关，可参照公式（3）计算。 
频率峰值； 覆盖层加权平均横波速度，单位为米每秒(m/s)； D 松散覆盖层厚度，单位为米（m）。 
8.3.9成果图绘制；
测点和测线的成果图宜包括以下内容： E司） 测点成果为频散曲线的深度一速度图、速度分层与横波速度图和物探地质成果图； b） 测线成果为面波速度剖面图或拟速度剖面图、横波速度剖面图、地质物探解释图， 
8.4.1资料解释应符合以下基本要求： a）根据物性参数和已有资料，按照从已知到未知、由浅及深、点面结合、综合分析、定性定量相结 合的原则进行地质解释； b）依据频散曲线特征、面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横波速度剖面图及物探地质成果图等进 行物性分析利地质推断； c）采用多种物探方法时，应综合解释； d）在有地质、钻孔等资料的情况下·应结合已知资料进行解释。 8.4.2H/V谱比法可依据曲线峰值确定强波阻抗界面，结合已知资料进行地质解释。 8.4.3覆盖层勘察与地质分层等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a）根据频散曲线的拐点、斜率、频散点疏密等特征确定速度层厚度和横波速度，解释覆盖层和地 质分层； b）利用拟速度剖面图和横波速度剖面图，结合已知钻孔等资料总结速度和与地层的对应关系，解 释和推断覆盖层分层、地质分层及岩土性质； c）分析拟速度剖面图及横波速度结构图，依据速度值的高低、变化及分布形态，推断地层岩土性 质和分布形态。 注：根据获得的横波速度，依据GB50011的规定评价场地土性质。 8.4.4基岩面深度与起伏形态的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a）依据覆盖层和基岩具有明显速度差异，在岩土界面频散曲线的频散点由密集明显变为稀疏，曲 线斜率也明显加大的特征，并结合区域地层分层波速的变化特征，综合解释基岩面； b）依据频散曲线反演计算的横波速度结构层的速度突变特征，推算基岩顶界面理深和风化分带； c）利用已知钻孔资料总结覆盖层与面波速度或拟速度的关系，绘制面波速度或拟速度的速度等 值线，以确定的速度线推断基岩界面的起伏形态； d）根据H/V谱比曲线峰值频率并结合已有资料可估算基岩界面的埋深。 8.4.5地质构造带的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a）依据在面波速度剖面图或拟速度剖面图中的速度变化异常带推断地质构造带，依据速度变化 的幅度和延伸中断情况推断地质构造带的发育位置及规模； b）依据面波速度或拟速度等值线的速度梯度变化段推断地质构造带位置，依据速度梯度变化段 的陡缓解释地质构造界面产状的陡缓。 8.4.6边坡、滑坡的探测解释可依据以下原则： a）依据纵向测线的拟速度剖面图中低速异常带的速度和分布，推断滑动带的性质、连续性和 坡度： 
b）依据拟速度剖面图中低速异常带深度与覆盖层的关系，计算滑体厚度和推断滑坡性质； 注：低速异常带深度小于覆盖层厚度属于覆盖层中的滑坡·低速异常带深度与覆盖层厚度接近属于岩土界而滑坡 依据横向测线的拟速度剖面图中低速异常带的分布，推断滑玻体的横向边界 
状等低速异常及形态变化，解释探测目标体的空间延伸、发育规模和空间位曾等； b）依据测点频散曲线的连续性和中断性特征，可解释测点下目标体的顶界面深度； c）结合H/V谱比曲线的特征峰值及峰值类型、局部速度异常区，推测目标体顶界面； d）结合其他物探方法和钻探资料，依据面波速度、拟速度与地层的对应关系进行地质解释。 8.4.8地基加固效果解释应根据加固前、后成果的对比，并依据以下原则评价： a）依据探测点频散曲线的形态及面波速度的变化确定加固深度； b）依据测线剖面图中的面波速度或反演计算的横波速度变化，分析测线加固深度、均匀性和连 续性； c）结合已知钻孔和原位测试资料、静载荷试验资料，总结面波速度、拟速度与地层有关岩土参数 的关系，评价地基加固质量。 8.4.9探测地热、固体矿产资源时，可依据以下原则解释： a）一般以热储层或赋矿层岩性、埋深、厚度和控热、控矿断裂构造位置为探测目标。 b）单点微动探测可依据单点微动频散曲线的斜率、拐点和疏密变化，结合横波速度结构图解释地 层垂向分层，划分不同速度的岩性界面。 c）微动剖面探测可依据面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或横波速度剖面图，将垂向速度变化的梯 度带解释为地层界面。 d）根据钻探资料总结的主要地层界面与速度的关系，以某一等速度线确定地层界面；将横向速度 异常带依据8.4.5解释地质构造带，并结合区域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综合分析，解释控水 断裂、控矿断裂等。 c）面积性微动探测工作，可依据三维面波速度剖面图、拟速度剖面图或横波速度剖面图，分析垂 向和横向的速度变化特征·解释区域内基岩起伏形态和埋深.评价热储层埋藏深度和厚度等 
9.1.1 微动探测成果应包括文字报告和成果图件。 9.1.2 文字报告中应包括质量检查结果和探测结果验证的内容， 9.1.3 文字报告的原始记录、数据和图件应编录、整理、检查、分析，确认无误后，方可使用 9.1.4根据工程要求，可提交阶段性探测成果，其内容可简化 
9.2.1文字报告应结构严谨、内容齐全，分析有据，结论明确。 9.2.2文字报告的插图、插表应清楚、表述规范，附图、附表等资料齐全 9.2.3文字报告应包括以下内容： 
9.2.1文字报告应结构严谨、内容齐全九江武宁220kV变电站输变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分析有据，结论明确。
a） 项目概况； b)  技术依据； C）  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d）工作方法与技术； 
日） 项目概况； b)  技术依据； C）  地质及地球物理特征； d）工作方法与技术； 
e) 数据处理及成果解释； f）  质量评价； g）  成果验证分析； h）结论和建议 
9.3.1成果图件应包括实际材料图、探测成果图、地质解释成果剖面图、成果平面图、成果表及其他 图件。 9.3.2成果图件应层次清晰，图式、图例、注记和比例尺等要素齐全。 9.3.3实际材料图应清楚表达测点和测线、检查点、地质调查点和图名、图例、责任表等。 9.3.4探测成果图应包括单点图和剖面图。单点图应包括频散曲线图、分层与反演的横波速度图等； 剖面图应包括拟速度剖面图、地质解释剖面图等。 9.3.5地质解释成果剖面图宜在微动探测剖面图基础上标注专项地质问题解释。 9.3.6成果平面图应反映通过探测解释和地质调查查明的地质问题，清晰表述其位置、类型、延伸状 况等。 9.3.7成果表应包括反演地质分层和速度数据。 9.3.8其他成果图件可根据需要制作专项成果图 
9.3.1成果图件应包括实际材料图、探测成果图、地质解释成果剖面图、成果平面图、成果表及其他 图件。 9.3.2成果图件应层次清晰JG／T 408-2019标准下载，图式、图例、注记和比例尺等要素齐全。 9.3.3实际材料图应清楚表达测点和测线、检查点、地质调查点和图名、图例、责任表等。 9.3.4探测成果图应包括单点图和剖面图。单点图应包括频散曲线图、分层与反演的横波速度图等 剖面图应包括拟速度剖面图、地质解释剖面图等。 9.3.5地质解释成果剖面图宜在微动探测剖面图基础上标注专项地质问题解释。 9.3.6成果平面图应反映通过探测解释和地质调查查明的地质问题，清晰表述其位置、类型、延伸状 况等。 9.3.7成果表应包括反演地质分层和速度数据。 9.3.8其他成果图件可根据需要制作专项成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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