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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大地电磁法正演模拟在安徽某矿区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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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大地电磁（AMT）主要应用于大地构造、石油、地热资源勘探等领域，并且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

果。在金属矿产勘查中 AMT 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在实际勘探中因为地形的影响会导致 AMT 数据的畸变，

特别是对于 TM 模式，整个采集频段都会受到地形的影响。前人通过数值模拟，获得了简单地形的影响。

在实际勘探中，地形非常复杂，研究任意地形的正反演技术非常重要，并且由于野外采集的数据会受到低

电阻率屏蔽，以及薄层分辨率的影响，直接反演获得的结果不一定能够反映地电结构，所以需要通过正演

建模，探讨 AMT 是否能够反映目标异常，然后进行反演，观察该异常是否能被反映出来，以进一步确定

反演的正确性。 

1 地质概况 

该勘探区域地层主要为寒武系下统黄柏岭组和寒武系中统杨柳岗组，出露的岩浆岩主要为花岗闪长斑

岩。本区及外围地区燕山期岩浆活动剧烈，引起了本区广泛的热液蚀变，从而具有良好的成矿作用。断层

较多，其中主断层产状大致呈北 55°东走向，倾向南东，倾角约 75°。 

2 音频大地电磁法以及正演模拟在该工区的应用 

2.1 AMT 测量和反演 

该区域测量的测线共计 8 条，其中 4 条为 2 km，4 条为 1 km，点距 50 m。经过处理采集的数据，通过 1D 和 2D
反演，得到反演的电阻率剖面。区域主断层在 AMT 的反演剖面中得到验证，表现为低阻，并且在多个剖面中具有连续

性。在反演剖面不同深度切片中存在一条相对低阻带，结合野外踏勘工作将其推断为一条断层。同时，根据前人地质

工作，发现该位置附近的确存在两条推测断层，与我们的解释相吻合。 

2.2 AMT 正演模拟 

根据反演得到的电阻率剖面以及已知的钻孔数据和地质背景为依据，建立地球物理模型，进行 AMT
的数值模拟和反演成像分析。我们分别对不带地形的层状模型，二维构造模型以及结合地形和断层等信息

得到的复杂地电模型进行模拟，得到的反演结果均能够较好的反映真实模型和异常位置。尽管细节部分会

出现假异常，尤其是对于断层的宽度和深度，但是 AMT 的反演剖面对于整体结构的反映是比较可靠的。 

2.3 激发极化法正演的应用 

在金属矿勘探中，激发极化法的应用非常广泛并且有效。在该工区中，我们开展了双频激电的测量工作，

但是并没有能够成功。在仪器测量时提示“小信号测量”，推测为地下低阻体的屏蔽作用。完成 AMT 的测量和

资料处理之后，我们利用得到的剖面数据，建立地球物理模型，进行激发极化法的正演模拟，模拟供入相同

的电流，得到的结果与实际测量类似，测量电压数量级均为 0.1 mV 级别，仪器并不能进行有效测量。 

3 结 论 

通过建立地球物理模型进行正演模，结合 AMT 反演，能够有效地反映出真实的地电结构，并且对于

薄层以及低阻体的分辨率也是较高的，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演异常的位置和深度。在地形条件下对于异常的

分辨也是较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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