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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形分类方法在松辽盆地火山岩相识别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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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松辽盆地 SP 地区营城组上部旋回火山岩为例 , 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方法进行波形分类计算 , 采

用时窗 、振幅 、频率和相位参数进行训练 ,经过 30 次迭代计算 , 划分了 15 种模型道。由计算得到的地震相图可

观察到地震波形呈块状或沿断裂呈条带状分布 , 与地质背景相吻合。 然后遵循岩相命名原则 ,根据钻井岩相标

定单井火山岩相并进行岩相平面预测。预测的火山岩相分布规律与钻井岩相统计规律一致。此岩相预测结果

应用于 SP地区火山岩气藏开发井网部署 ,取得了较好效果 , 表明该方法预测火山岩相是可行的。

关键词　松辽盆地　营城组　波形分类　火山岩相

1　概述

2002年 ,松辽盆地徐家围子断陷的 XS1 井于

营城组火山岩中获得高产油流 ,自此深层火山岩被

认为是大庆油田储量接替的重要目标层。由于火

山岩有效储层的识别是火山岩勘探的首要任务 ,而

火山岩储层分布受岩相控制
[ 1 , 2]
,所以火山岩相研

究成为储层预测的关键。有多种火山岩相划分方

案和识别模式
[ 1 ～ 6]

,其中以划分五相十五亚相的方

案(表 1)[ 2 , 7 , 8] , ①应用最多 ,故本次研究工作也采用

该分类方案。据现有钻井揭示 ,五相十五亚相分类

方案中的喷溢相上部亚相 、火山通道相火山颈亚

相 、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和侵出相内带亚相是火山

岩储层中物性最好的相带
②
。识别出上述四种亚相

的分布范围 , 对有效火山岩储层的预测具有指导

作用 。

　　传统的岩相平面预测是按成图单元的地震波构

成的外部形态 、内部结构和地震参数得到地震相图 ,

在钻井控制下或根据经验模板转化为岩相图 。随着

高精度三维地震资料和钻井资料的不断补充 ,为精

确预测火山岩相平面分布提供了详细资料 ,同时也

提出了采用新方法进行精细岩相预测的要求。如今

使用神经网络方法预测钻井岩相
[ 9 ～ 14]

,地震波多参

数组合预测沉积微相
[ 15]
,波形聚类方法识别辨状河

道[ 1 6] 都取得了成功 ,从而为进行精细沉积岩相的识

别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考虑到利用自组织

神经网络方法进行波形分类计算时不受模型和钻井

表 1　松辽盆地火山岩相分类[ 2]

相(代码) 亚相(代码)　　　

火山沉积岩相(Ⅴ)
凝灰岩夹煤沉积(Ⅴ 3)
再搬运火山碎屑沉积岩(Ⅴ 2)
含外碎屑火山碎屑沉积岩(Ⅴ 1)

侵出相(Ⅳ)
外带亚相(Ⅳ3)
中带亚相(Ⅳ2)
内带亚相(Ⅳ1)

喷溢相(Ⅲ)
上部亚相(Ⅲ 3)
中部亚相(Ⅲ 2)
下部亚相(Ⅲ 1)

爆发相(Ⅱ)
热碎屑流亚相(Ⅱ 3)
热基浪亚相(Ⅱ 2)
空落亚相(Ⅱ 1)

火山通道相(Ⅰ)
隐爆角砾岩亚相(Ⅰ 3)
次火山岩亚相(Ⅰ 2)
火山颈亚相(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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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 ,可真实反映地震信息变化 ,所以本次研究选择

了能直接反映岩相变化的地震波形态参数来识别火

山岩相 ,即首先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进行波形分类

计算 ,得到地震相图 ,然后在钻井控制下进行精细火

山岩相平面预测 。

2　波形分类方法及其适用条件

2. 1　波形分类计算方法

岩相变化引起地震波形态变化(波形参数包括

振幅 、频率和相位),所以根据波形变化可以预测火

山岩相。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方法预测火山岩相 ,

在进行波形分类计算时不受模型和钻井限制 ,可真

实反映地震信息变化 。鉴于许多教科书对自组织神

经网络方法的原理均有详细阐述 ,故本文只简要叙

述应用自组织神经网络进行波形分类的过程 。

进行波形分类计算的时窗有两种类型:一种为

具有特定地质意义的不等厚时窗;另一种是不具有

特定地质意义的等厚时窗 。这两种类型的时窗在神

经网络进行训练时选取的参数不同 。等厚时窗的波

形分类计算采用的训练参数为振幅 、频率和相位 。

不等厚时窗的波形分类计算除了采用上述三种训练

参数外 ,时窗厚度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训练参数 。

本次研究采用神经网络方法在不等厚时窗内进行波

形分类计算 ,选择振幅 、频率 、相位和时窗参数对实

际地震道进行训练。通过每次迭代之后 ,神经网络

按照波形分类数合成相同数量的模型道 ,再将模型

道与实际地震数据进行对比 ,通过自适应试验和误

差处理 ,在模型道和实际地震道之间寻找更好的相

关(通常经过 20次迭代就达到网络最佳收敛),进而

划分地震相。通过观察地震相图上模型道的分布 ,

可以了解评估地震波形在所解释区域的分布 ,再检

查每一口井与地震相模型道的对应关系 ,进行岩相

预测 。

2. 2　波形分类适用条件

波形分类计算最佳时窗是半个波长到两个波长

之间 。若选择时窗层段太厚 ,期间可能包含多个相

序 ,计算的结果将无法解释;若时窗层段太薄 ,则不

能真实地反映相变引起的波形变化 。为了正确反映

岩相变化引起波形变化的关系 ,除了控制时窗的选

取 ,还需要正确选择波形分类数 、地震资料和迭代

次数 。

3　波形分类计算参数选取及计算结果
分析

　　根据岩性 、电性界面和地震反射特征 ,将松辽盆

地 SP 地区营城组火山岩划分为三个旋回 。钻井揭

示上部旋回火山岩厚度为 50 ～ 262m ,中部旋回火山

岩厚度为 100 ～ 302m ,下部旋回火山岩厚度为 20 ～

293m 。由于整段火山岩厚度大 ,超过了波形分类计

算的有效计算范围 。而各个旋回的时窗厚度符合波

形分类计算的要求 。本文以上部旋回为例 ,介绍预

测火山岩相的波形分类方法 。

3. 1　参数选择

3. 1. 1　时窗特征与地震资料选择

时窗和地震资料参数的选择是相互制约且相互

配合的 。营城组上部旋回火山岩段地震数据特征表

现为:①高分辨率地震数据的主频在 50Hz(图 1),

波长为 20ms ,用该资料进行波形分类计算的最佳时

窗为 10 ～ 40ms(图 2中的 Ⅰ类区),厚度约为 20 ～

100m;②常规地震数据的主频在 28Hz ,一个波长为

36ms ,用该资料进行波形分类计算的最佳时窗为

18 ～ 72ms(图 2中的Ⅰ类和 Ⅱ类区),厚度约为 40 ～

200m 。对比常规和高分辨率地震资料的适用时窗 ,

选用常规纯波数据进行波形分类计算更合理。

图 1　SP 地区火山岩高分辨率资料与常规资料
频谱分析对比

3. 1. 2　波形分类数(模型道)

赵政璋等人(2005)提出了一种波形分类数估算

方法
[ 17]
,即:①把层段时窗厚度除以 6 作为第一次

计算的分类数;②把上次计算分类数的50%作为第

二次计算的分类数;③ 把第一次计算分类数的

150%作为第三次计算的分类数 。在此基础上 ,再按

照波形分类数合成相同数量的模型道 ,根据模型道

分布特征和与钻井吻合程度 ,最终确定波形分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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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SP地区营城组火山岩上部旋回时窗厚度分布特征

Ⅰ :20ms≤时窗≤40ms;Ⅱ:40ms<时窗≤72m s;
Ⅲ:72ms<时窗≤95ms

这种波形分类数估算方法不适用于岩相变化快的地

区 ,如火山岩相横向上和纵向上变化都快 ,如果分类

数少则不能正确反映出岩相变化引起的地震波形变

化。鉴于此 ,本文提出了改进的波形分类方法 ,确定

过程分为三步:

　　(1)根据可能存在的岩相组合的种类 ,确定最小

波形分类数为 9 ,计算结果表明相同的岩相对应多

个模型道 ,同时也出现同一模型道对应多种岩相

组合;

　　(2)根据同一模型道对应多种岩相组合 ,增加波

形分类数使同一模型道只对应一种岩相组合;

(3)重复第(2)步直到同一模型道只对应一个岩

相组合 ,最后将波形分类数定为 15种。

3. 1. 3　迭代次数选择

迭代次数是神经网络方法中的一个重要参数 。

通常情况下 ,应用神经网络大约在 10次迭代后就收

敛到实际结果的 80%。在实际应用中采用 10 ～ 20

次迭代便能确保较好的分类。比较波形分类计算结

果 ,30次迭代以后计算结果相差就很微小 ,最终选

用的迭代次数为 30次。

3. 2　计算结果分析

以 SP地区营城组上部旋回火山岩为例 , 选用

常规纯波地震资料 ,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方法 ,采用

时窗 、振幅 、频率和相位参数进行训练 ,经过 30次迭

代计算 ,划分出 15种模型道 ,结果如图 3所示 。由

图 3a左侧可看出 ,模型道 13 ,14 和 15 的组合呈明

显条带状分布;模型道 4 ,7和 11的组合呈块状规律

分布 。由图 3a 右侧可看出 ,模型道 1 ,2和 3的组合

呈块状分布和条带状分布;模型道 4 , 5 和 6的组合

呈圆状和块状分布;模型道 7和 8的组合呈块状分

布和条带状分布;模型道 9 , 10 和 11 的组合呈块状

分布;模型道 13 和 14的组合呈东西向条带分布。

这与断裂控制火山岩相带展布是吻合的 ,所以可认

为该结果是可靠的 。

图 3　松辽盆地 SP 地区营城组上部旋回
火山岩波形分类图(a)及模型道(b)

由于是不等厚层段的波形分类 ,所以按时窗厚

度 、频率 、相位和振幅参数进行模型道拟合 。模型道

具有以下特征:模型道 1 ～ 15是分段时窗厚度变小 ,

模型道分为 1 ～ 6 ,7 ～ 10和 11 ～ 15三个不同厚度的

时窗段 ,各段的模型道从左到右呈频率变低 、振幅减

弱 、相位变大的趋势 。模型道呈块状分布反映岩相

变化小;而由多模型道组成的杂乱状分布 ,反映岩相

变化大 。此外 ,模型道组合能提供火山岩体厚度变

化的趋势 ,从而反映出岩体的外部形态 。从 AA′测

线来看模型道由 2(SS2-1)→12→6(SS2-7)→8→4

(SS203)→9 ,厚度变化为厚→薄 →厚→薄→厚→

薄 ,反映出火山岩体外形为复合丘形 。这与这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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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处在火山中心位置的事实吻合。

4　利用波形分类计算结果识别火山
岩相

4. 1　岩相命名原则

利用钻井岩相标定模型道 ,将波形分类地震相

图转化为岩相图 。在标定过程中要突出火山通道相

(Ⅰ)、火山颈亚相(Ⅰ1)或侵出相(Ⅳ),因为它们指

示火山口位置。找出火山口位置后就便于预测火山

口附近的岩相分布 ,用Ⅰ1(+Ⅳ)表示。当在钻井岩

相中没有见到上述两种相时 ,假如只见到喷溢相上

部亚相(Ⅲ3)和爆发相空落亚相(Ⅱ1),而且喷溢相

上部亚相厚度占地层厚度的 55%～ 70%,则认为喷

溢相上部亚相为优势相 ,用 Ⅲ3 +Ⅱ1 表示;若喷溢

相上部亚相超过地层的 70%,并确认喷溢相上部亚

相夹爆发相空落亚相 ,用 Ⅲ3 +Ⅱ1 表示;若喷溢相

上部亚相和爆发相空落亚相均为 45%～ 55%,而且

认为是爆发相空落亚相和喷溢相上部亚相的混合

相 ,则以 Ⅲ3 和 Ⅱ1 表示 。据此原则可类推其他火山

岩(亚)相的组合命名。

4. 2　岩相单井标定和识别

遵循上述原则 ,根据钻井岩相标定了 SP 地区

营城组上部旋回火山岩波形分类模型道(表 2)。

表 2　SP地区营城组上部旋回火山岩波形分类模型道钻井岩相标定

井号 模型道 岩　　　　相 备注

SSG2 2 火山通道相火山颈亚相 、侵出相外带亚相+喷溢相 (Ⅰ 1+Ⅳ3) 2 与 3 呈块状

SS4 3 火山通道相火山颈亚相 、侵出相中带亚相+喷溢相中下部亚相 (Ⅰ 1+Ⅳ2) 3 与 4 呈杂乱块状

SS201 7 喷溢相中上部亚相夹热碎屑流亚相(Ⅲ 2+3夹Ⅱ 3) 7 与 8 呈块状

SS202 8 喷溢相中下部亚相夹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Ⅲ 2+1夹Ⅱ 3) 8 和 7 呈块状

SS2-1 2 侵出相外带亚相 、火山通道相火山颈亚相+喷溢相中下部亚相 (Ⅳ3+Ⅰ 1) 2 与 1 呈块状

SS2-6 4
火山通道相火山颈亚相和隐爆角砾岩亚相 、喷溢相中上部亚相夹爆发相热碎屑
流亚相 (Ⅰ 1+3)

4 与 2 呈块状

SS2-7 2 火山通道相隐爆角砾岩亚相 、喷溢相中上部亚相夹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 (Ⅰ 1) 2 与 3 呈块状

SS2-12 5 喷溢相中上部亚相夹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和空落亚相 (Ⅲ 2+3夹Ⅱ 3+1) 5 与 4 呈块状

SS2-17 2 火山通道相火山颈亚相 、喷溢相中部亚相和上部亚相夹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 (Ⅰ 1) 2 与 3 呈块状

SONGS1 5 喷溢相夹爆发+火山沉积相 (Ⅲ夹Ⅱ+Ⅴ) 5 呈块状

WS3 12 爆发相热碎屑流亚相夹喷溢相上部亚相(Ⅱ 3 夹Ⅲ 3) 12 、7 和 8呈杂乱块状

　　综上所述 ,除了模型道 6 ,9 , 10和 11之外 ,其他

模型道均有钻井标定 。根据模型道 6零散分布在模

型道 1 ～ 4 ,7和 8之间 ,且范围小 ,推测模型道 6 为

喷溢相。另外模型道 9 ,10和 11分布在构造高平台

的区域 ,厚度变化较小 ,且单一模型道呈块状分布 ,

推测为喷溢相中下部亚相 。

单模型道岩相标定以后 ,需要将模型道组合起

来预测岩相。首先是将火山颈亚相或侵出相的模型

道与其他模型道组合 ,确定火山喷发中心;其次是寻

找 AA′测线的模型道组合类型 ,因为丘状外形是近

火山口相组合的标志 ,预测岩浆流动方向 ,在火山机

构相序相律的约束下进行岩相预测 。

在没有钻井控制区域 ,首先按距离最近的火山

口控制岩相的原则来预测岩相 ,然后根据波形分类

的模型道预测 ,认为同一模型道代表岩相相同 。最

后参考火山岩厚度 、火山岩顶面及底面构造图预测

岩相分布。

图 4为 SP 地区营城组上部旋回火山岩相识别

结果。从整体上来看 ,火山岩相分布受断裂的控制 ,

具有如下特征:横向上的相序为火山通道相 —侵出

相 —喷溢相 —爆发相 。以喷溢相所占比例最大

(66%),爆发相次之(27%), 火山通道相排第三

(6%),侵出相占比例最少(2%)。此分析结果与钻

井统计规律相符[ 8] 。由此可验证该方法是有效的 。

5　结束语

利用自组织神经网络方法进行波形分类计算时

不受模型和钻井限制 , 能真实反映地震信息变化 ,

故选用此法预测火山岩相。该方法具有受经验因素

干扰小和快速精确的特点。采用自组织神经网络方

法计算得到的SP地区营城组上部旋回的地震相图



　444　　 石 油 地 球 物 理 勘 探 2007 年　

图 4　松辽盆地 SP地区营城组火山岩相预测图

Ⅰ —火山通道相 , Ⅰ 1 —火山颈亚相 , Ⅰ 3 —隐爆角砾岩亚相;Ⅱ—爆
发相 , Ⅱ 1—空落亚相 , Ⅱ 2 —热基浪亚相 , Ⅱ 3—热碎屑流亚相;Ⅲ—
喷溢相 , Ⅲ 1 —下部亚相 , Ⅲ 2—中部亚相 , Ⅲ 3—上部亚相;Ⅳ—侵出
相 , Ⅳ3 —外带亚相;Ⅴ—火山沉积相 , Ⅴ2—含外碎屑火山碎屑沉积

岩。摘自五相十五亚相分类方案[ 2]

符合地质规律。经过钻井岩相标定识别岩相 ,其分

布规律与钻井岩相统计规律一致。这表明利用该方

法进行火山岩相预测是可行的 。

为做好这项工作 ,需要根据资料特征和目标层

段特征进行波形分类数和地震资料选择 。此外 ,在

利用此法时要注意:①此法不能控制模型道的选取 ,

势必增加解释工作量;②地层中含油 、气和水时也会

引起地震波形态变化 ,增加了岩相解释的难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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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itive:the varia tion of at t ributes is the largest
fo r gas-bearing vugs , second for oil-bearing and
the smallest fo r w ater-bearing . Abovementioned
seismic at t ributes feature can provide useful help

fo r recogni tion of vug and f luid-bearing nature.
Key words:seismic at t ribute , seismic phy sical
model , vug , seismic data processing , att ribute de-
tection , feature analy sis
Ji Min , CNPC Key Lab of Geophysical Explo ra-
tion , Co lleg e of Earth Resource and Info rmation ,
China Univ ersity of Pe tro leum , Changping Dis-
t rict , Beijing City , 102249 , China

Analysis of underwater fan in Q-32 well of Qigequan
area , Qaidam basin. Chen Hai-qing , Yang Bo ,
Wang Guang-hua , He Li-hong and Feng Guang-
zhan. OGP ,2007 ,42(4):429 ～ 434
　　Studying the palaeo topog raphic feature and
rule o f st ructural evolution in an area is the precon-
dition and foundat ion to look fo r and analyze vari-
ous fans and deltas. Dif ferent in internal st ructure

of fan w ith surrounding beds , there is dif ference in
litholo gy and dips wi th surrounding beds , which
becomes po ssible that uti lize s seismic at tributes to

analyze the inte rnal st ructure , configurat ion and
development size of fan. The feature analy sis o f

ho rizontal seismic at t ribute is an effective tool to

dete rmine the development size o f fan and describe

spatial dist ributing feature of fan. The Qigequan

area is situa ted in the margin o f Qaidam basin ,
where developing the litho logic and st ratigraphic e-
rosion pinchouts;and at the same time , af fected
by Alar source area and A rjin piedmont steep-slope
near source area , developing various dif ferent
types o f sedimenta ry bodies in dif ferent geolo gic

epochs , including alluvial fan , near-sho re under-
water fan , fan delta , turbidite fan and braided riv-
er fan ,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prospectiv e areas
fo r lo oking for various lithologic (st ratig raphic)
t raps in Qaidam basin. T he discovery o f underw a-
ter fan in Q32 well started fi rst ly f rom studying

palaeo topographic and palaeotectonic feature in E3
1

and E3 2 epochs , used such technical tools as seis-
mic att ributes and horizontal slices to de scribe and

demonst rate the internal st ructure , conf iguration
and dist ribution range of discovered sedimentary

bodies that are f inally proved by drilling results ,
which provided meaning ful refe rence for follow ing

development of study on (li tholog ic) st ratig raphic
t raps.

Key words:slope-broken zone , underw ate r fan ,
seismic at tribute

Chen Hai-qing , Geo logical Research Center of

GRI , BGP , Zhuozhou City , Heibei Pro vince ,
072751 , China

Gray approximation-based elastic wave impedance e-
quation and inversion. Wang Bao-li , Yin Xing-yao
and Zhang Fan-chang. OGP ,2007 ,42(4):435 ～ 439
　　In order to mo re accurate pet rophy sical pa-
rameters data vo lume and reduce the accumulation

effects o f computed erro rs , the people want to di-
rectly pick up petrophy sical parameter s by some

approach. U sing Connolly elastic impedance (EI)
formula to car ry out inversion only directly yields

the info rmation of P-, S-waves veloci ties and den-
sity , and again y ields co rresponding elastic param-
eters by computation. The dimension of elastic im-
pedance in different ang les is non-unifo rm. In view
of the shortage of Conno lly appro ach and represen-
t ing Zoeppri tz's equation as the ref lectivity being
the function of shear modulus μ, Lame coeff icientλ
and density ρby Gray approximation , the paper
presented a new elastic w ave impedance inversion

formula based on G ray's AVO approximate equa-
t ion , standardized the fo rmula in order to unifo rm
the dimension among the elastic w ave impedances

in dif fe rent ang les. The inver sion w as carried out

for practical seismic data in A area by standardized

elast ic w ave impedance inversion formula in the pa-
per , shear modulus μand Lame coef ficient λcan be
direct ly picked up from inverted elast ic impedance

data vo lume , which show ed using the approach
presented in the paper to pick up elastic parameters

is mo re robust and accurate.

Key words:G ray approx imation , elast ic impedance
inversion , standardization , Lame parame ter
Wang Bao-l i , College of Earth Resource and Info r-
mation , China University of Pet roleum , Dongy ing
City , Shandong Province , 257061 , China

Application of waveform classification to identify

volcanic facies in Songliao basin. Tang Hua-feng ,
Wang Pu-Jun , Jiang Chuan-jin , Yu Jing , LiuWan-
shu and Cheng Ri-hui. OGP , 2007 ,42(4):440 ～ 444
　 　 Taking the volcanic in upper cycle of

Yingcheng Formation in SP area of Songliao basi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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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aper utilizes self-o rganiza tion neural netw o rk
approach to carry out w aveform classification , uses
such parame ters as time-w indow , ampli tude , f re-
quency and facies to implement training and divides

15 kinds o f model t races af ter 30 i terative computa-
tions. The seismic w avefo rms can be seen as pieces

distribution o r st rips dist ribution along the faults

on the resulted seismic facies map , which is coinci-
dent wi th geo logic background. T hen , follow ing
the li thofacies-naming principle , we calibra ted vol-
canic facies at sing le w el l based on drilling litho fa-
cie s and conducted planar prediction of li thofacies.

The distribution law of predicted volcanic facies is

consistent w ith the stat istical raw o f drilling lo tho-
facies. Application of the predicted lithofacies re-
sults to deploy the development w ell netw o rk o f

volcanic gas reservoir in SP area achieved good

ef fects , show ing the feasibi li ty using the approach
to predict the vo lcanic facies.

Key words:Songliao basin , Yingcheng Fo rmation ,
waveform classification , vo lcanic facies
Tang Hua-feng , Co llege o f Geo science , Jilin Uni-
ve rsity , Gezi Bui lding , No. 2199 , Jianshe Stree t ,
Changchun Ci ty , Ji lin Province , 130061 , China

Analysis on seismic feature of reservoir in Neogene

Shawan Formation first oil-sand layer in Chepaizi
area of Junggar basin. Dong Chen-qiang and Wang
Jun. OGP ,2007 , 42(4):445 ～ 447
　　The 2-D geolo gic model w as constructed based
on the practically drilled st ratig raphic sequence and

measured velo city and density data at Pai-2 w ell ,
f rom which the fo rw ard simulation w as conducted.

The resulted fo rw ard simulation w as co rrelated

wi th practical seismic data , and bo th o f them had
similar feature o f seismic response to the sand body

in Shaw an Formation reservoir at Pai-2 w ell:the
oil-bearing sand body on the higher parts show ed
st rong reflection energy , all rapidly energy-
changed points appeared when seismic reflection e-
vents st retched tow ard low er parts , and ref lection
energy changed from strong to w eak until disap-
pearing in these changed points. The f requencies

related to oil layer and w ater lay er also have dis-
tinct ive dif ference:lowe r for oil layer and higher
fo r w ater layer. Combing application o f amplitude

wi th f requency parameters can successfully predict

the reservoi r in Shaw an Fo rmation fir st oil-sand

layer in Chepaizi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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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ing velocity inversion of seismic Rayleigh wave to

compute S-wave statics of P-SV wave. Meng Xiao-
hong and Guo Liang-hui. OGP , 2007 , 42(4):448 ～
453

　　In mul ti-wave and mul ti-component seismic
explo ration , it has been very diff icult to compute
S-wave statics of P-SV wave up-to-now . Aid by
the principle of M uyzert appro ach , the paper pres-
ented using dispersion informat ion of Ray leigh

w ave in land seismic P-SV wave data to invert

shallow S-wave velocity st ructure , and then com-
pute S-wave statics of P-SV wave. The paper li sted
in de tai l the f low chart comput ing S-wave statics.
It is show n by the test o f practical 2-D seismic P-
SV wave data that using the dispe rsion information

of seismic Ray leigh w ave can ef fectively invert the

S-wave shallow velocity st ructure and predict the
long w aveleng th t rend of S-wave statics of P-SV
w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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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echnology and effects of mountainous MT data

processing. Zhang Xiang , Yan Liang-jun , Su Zhu-
l iu and Hu Wen-bao. OGP , 2007 , 42(4):454 ～ 456 ,
473

　　The M T data in mountainous area inevitably
suf fered from the various interfe rences and inf lu-
ence of topog raphy and local anomalous bodies. In

view of this issue , the paper presented new moun-
tainous M T data processing and interpre tation ap-
proaches:①using reg ression algo rithm based on

suppo rting vecto r compute r fo r denoise , which
play s some ro le in diminishing the inf luence of to-
pog raphy at a part o f survey points and local anom-
alous bodies;②using 1-D non-linear inversion that
approaches g lobal opt imum by MT second-o rder
function to const ruct ini tial geoelect ric model o f 2-
D inve rsion;③using 2-D mountainous inver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