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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电磁测深法（MT）是以天然交变电流为

场源的电磁勘探方法，最大的特点在于勘探深度

大，对于解释地层深部构造来说是一种重要的方

法。尽管大地电磁测深法已经取得了广泛的应

用，但是在构造断裂带比较的复杂地区，使用

MT 方法勘探能否真实反映地下构造分布是一个

现实性的问题。为了更好的评断大地电磁测深电

阻率剖面上的异常，准确的进行地质解释，本文

通过构建模型研究构造断裂带深度变化及围岩电

性结构所造成的差异，从而得出大地电磁对低阻

断裂带分辨力能力的结论。 

1  方法及模型构建 

通过对两种复杂构造断裂带建立了理论正演

模型，再利用正演模拟所获得视电阻率和相位数

据进行反演处理，检验反演结果对地下异常体的

反映能力。为了降低正演的复杂性，将背景模型

设为均匀半空间模型，选取 800 Ωm和 1200 Ωm

作为背景电阻率。为了更充分地分析电性差异对

MT 勘查能力的影响，将断裂带的电阻率按三个

数量级分别设为 300 Ωm、50 Ωm和 5 Ωm，每种

构造分别建立 6 个正演模型（表 1）。 

2  反演结果 

理论模型中橙色部分表示地层基岩，呈高阻

特性；蓝色区域表示地层断裂带，呈低阻特性。

为了检验典型差异对 MT 断裂带勘探能力的影

响，我们将背景电阻率和低阻带的电阻率按照表

1 建立 6 个地电模型，并分别进行反演验证。 

 

图 1  算例 1 所使用的断裂带模型 A 

图 2  算例 2 所使用的断裂带模型 B 

2.1  算例 1 

图 1 为建立的断裂带理论模型 A。从图 3 的

反演结果可以看出，对于浅部的断裂，不论电性

差异的大小，在反演结果中都有很好的反映。而

对于深部低阻带的反映，从图中可看出模型 2、3

和模型 5、6 都有很好的反映，而模型 1、4 反映

效果不明显。这主要是因为随着上部的低阻带电

阻率变低，电磁信号衰减严重，导致对深部构造

的反映能力有所降低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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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算例 2 

图 2 为建立的断裂带理论模型 B，由于构造

尺度较大，绿色框体为参与反演的区域。图 4 的

反演结果表明电性差异对 MT 探测结果有很大影

响，电性差异越大，对异常体的反映越准确，但

只反映出浅部的两条低阻带，对于深部断裂的反

映均不明显。此外由于中部的断裂距离太近，虽

然能整体反映这两条断裂，不过很难将他们区分

开来。 

3  研究结论 

综合上述两种模型，反演数据结果表明，在

断裂复杂地区，MT 方法对反映分辨中、深部的

小型构造的能力较差；电性差异对反演的结果影

响较大，低阻带与围岩的电性差异越大，则被反

映的越为明显；低阻带的埋深对反演结果分辨率

影响较大，浅部断裂带通常可以被准确的反映出

来，而深部断裂带往往无法直接从反演结果断面

图中被发现；低阻带的尺寸及分布对反演结果影

响较大，相邻低阻带间距若相对异常规模过小，

则两条断裂带难以区分开；当浅部存在低阻异常

带时，电磁信号大部分被浅部低阻带所吸收，深

部异常难以得到反映。 

 

        模型 1 反演结果                              模型 2 反演结果                             模型 3 反演结果 

 

        模型 4 反演结果                              模型 5 反演结果                             模型 6 反演结果 

图 3  算例 1 地电模型二维反演结果 

 

 

        模型 1 反演结果                              模型 2 反演结果                             模型 3 反演结果 

 

        模型 4 反演结果                              模型 5 反演结果                             模型 6 反演结果 

图 4  算例 2 地电模型二维反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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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建立典型地电模型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背景电阻率（Ωm） 800 800 800 1200 1200 1200 

断裂带电阻率（Ωm） 300 50 5 300 5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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