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电磁勘探 

特色： 电磁勘探是我校主干学科地球物理学中的特色研究方向。 该研究方向学术队伍稳定，

现有教师 11人，其中博导 1人，楚天学者 1人，教授 3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7人。配备有世界

一流的实验设备，如多功能电磁勘探发射与采集系统（加拿大的 V2000和 V8系列）、地质雷达、

阻抗张量分析仪以及曙光 64 节点并行计算机等。 地球电磁学方向在 复杂介质电磁响应理论与正

演算法研究、高分辨率电磁成像方法及理论、油气藏电磁响应实验研究、油气储层不同物理场的特

征及相互关系研究、复合源电磁勘探方法与应用技术研究、激电法直接找油应用技术研究、高分辨

率浅层瞬变电磁方法及应用、四维瞬变电磁勘探方法与应用技术研究 、 剩余油检测与地下流体识

别的电磁方法与技术、 油藏开发与动态监测新技术与新方法、 浅层电磁方法和地质 B超方法理

论、电磁法深部构造探测和地球动力学研究、仪器设备开发研制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性的研究工作。  

学术地位： 该研究方向的应用基础理论与新方法新技术试验研究已达国际先进水平，电磁感应

模拟研究为国内首家，面向困难或复杂地区石油勘探与开发的非地震物探方法攻关始终紧跟世界前

沿高、新、尖技术的发展， 为 “油气资源与勘探技术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重要研究方向。近年

来， 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973”和 “863”项目、中石油科技创

新基金等纵向课题 30余项 ， 2项科研成果分获省部级一、二等奖，发表论文 100余篇，其中三

大检索文章 20篇，拥有专利 10余项。与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和巴西等国家的大学和公司建立

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系。  

作用和意义： 在电磁勘探研究中开发了阵列大地电磁测深（ SAMT）、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测

深（ CSAMT）、长偏移距瞬变电磁测深（ LOTEM）和浅层瞬变电磁勘探、重磁处理转换信息可视化

系统、综合约束重磁可视化交互反演建模系统和三维物性反演成像系统等新方法新技术和新软件。 

研究成果在全国十多个油田和困难地区的油气勘探和地质勘探中推广应用，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二、地球物理测井 

特色 测井学科是我校在国内最早创立的学科之一 , 具有 24年的研究生培养经历，是“油气

资源与勘探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的主要研究方向，经过 57年的发展，形成了鲜明特色。  

学科与专业特色 



1 、生产测井新技术 在低产液高含水三相流动油层评价领域取得了创新性突破 ,提出了井下高



4 、油藏地球物理方法 通过岩石物理地震特征响应和地震资料叠前、叠后反演方法研究，形成

了储层参数、物性、含油气性预测方法体系及软件，为储层评价提供技术支撑。  

5 、压裂微震监测方法 通过对压裂过程中岩石产生的微震信号的接收、处理分析，实现了破裂

点定位，确定了裂缝延伸方向及形态展布，为油气开采提供技术支撑。  

优势 五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及面上项目 5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973” 、 

“863”项目 8项，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 1项，省部级攻关项目 19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及发

明专利 5项。依托中石油物探重点实验室和国际领先的 V5-2000 和 V8多功能电磁探测系统、曙光

集群机等设备，通过自主研发，并与加拿大凤凰地球物理公司、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麦夸里大学

等机构长期合作 ，形成的电磁勘探专有技术解决了我国南方碳酸盐岩地区复杂条件下电磁法三维勘

探、正反演难题，攻克了地震难以解决的勘探难关，节省勘探成本近 2亿元。自主开发的“地震属

性优化与神经网络储层参数预测”软件在胜利、江汉等 12个油田得到广泛应用，创造经济效益 

2000 多万元；开发的国内第一套“压裂效果微地震监测”软件，使江汉油田低产油井的单井日产量

从 0.3 吨提高到 1.7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