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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瞬变电磁法大线框与小线框工作装置采集数据试验,分析了二种装置受高压线干扰程度的差别,对存在高压线等线性干扰

的工区内采用大、小线框工作装置相结合的方法有效性进行了试探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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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瞬变电磁法(TEM)仪器装置类型在采空区勘查应用上常用的主要有两

种,即小功率的大线框工作装置(以下简称大线框)与大功率的小线框装置

(以下简称小线框)。本文基于太行山上党盆地西部某煤矿采空区勘查实例,

选用瞬变电磁大线框和小线框工作装置结合,将二者的优势和缺点互补,

精确定位了异常体的位置与形态,达到了本次勘探的目的。 

1 项目概况 

勘探区为新资源开发区,位于太行山中段西侧的上党盆地西部,地势

较为平缓。根据周边出露及钻孔揭示,可知地层由老到新有奥陶系、石炭

系本溪组与太原组、二叠系与第四系；设计主采二叠系山西组的3#煤和石

炭系太原组的15#煤。区内已知2条断层和3个陷落柱。 

勘探区地表干扰主要外围有1个变电站,且有110kV高压线穿过测区,

所以本次施工主要干扰源来自高压线。 

本次勘探的地质任务是基本查明3#煤及15#煤层的采空区及采空充水

情况。 

2 背景场分析 

针对高压线线状干扰,收集背景场的信噪比尤为重要,本次选用瞬变

电磁法两种线框进行数据采集,并针对高压线干扰进行了试验测试,对比

分析两种装置类型的抗干扰程度,主要分析高压线附近的地质体电性异常

情况。采集后得出高压线为中心的背景场如下表： 

干扰噪声调查数据统计表  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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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202 78 76 38 12 16 7.7 8.4 5.4 7.5 5.5

 

从表1中可知,小线框背景场随高压线的距离衰减较快,说明高压线对

小线框的背景场影响相对较小。 

3 工作思路 

测线布设原则为垂直高压线走向方向布设测线。 

工作方法：由于大线框在没干扰或干扰较弱的地区有较高的信噪比和

较好的一致性等优点,而小线框背景场随干扰源的距离衰减较快,所以选用

瞬变电磁大线框和小线框工作装置相结合,即：利用小线框对高压线两侧附

近测点进行数据采集,利用大线框对其余测点进行数据采集。经各自处理软

件独立进行解译、反演、相关计算,对成图数据按测点顺序组合在一起,用

Surfer软件将组合后的数据生成电阻率剖面图,圈定异常体的位置与形态。 

4 工作参数 

大线框：仪器采用美国ZONGE公司生产的GDP-32II多功能电法仪,工

作装置采用大定源框内回线；发射边框840m×840m；接收装置为探头式

(线圈等效面积10000m
2
)；发射电流为26A；发射频率为4Hz；叠加次数为

128次。 

小线框：仪器使用西安强源物探研究所生产的EMRS-3B型微机电磁勘

探仪,工作装置为重叠回线装置；发射边框为3m×3m；接收边框为3m×3m(6

匝)；叠加次数为16次；发射电流为1800A。 

5 两种线框成果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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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大线框采集数据反演剖面 
Z4钻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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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大、小线框组合数据反演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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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公路档案可以将公路工程信息全部呈现出来,无论是新建公路工程还是旧公路改造,都需要大量的信息作为支撑。随着公路工程数量

的增多,使得公路管理工作变得十分的繁重,尤其是公路档案管理工作。本文在深入分析公路档案管理存在问题的基础上,较为详细的阐述了提

高公路档案管理质量的有效对策,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高档案管理质量,促进公路建设和发展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公路；档案管理；问题；解决对策 

 

1 强化公路档案管理的重要性 

1.1公路档案是公路工程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公路工程立项开始就会产生各类工程档案,这就需要不断整理施工

档案,搜集档案信息,如果是旧公路改造还需要结合之前的建设档案。立项

档案作为工程决策、审批、确立的实时记录,也是整个项目费用落实的基

础。同时公路档案还包括预算、设计、招投标等文件。总之,任何建设环

节都会生成档案,对公路工程发展起着重要影响。 

1.2反映公路工程施工质量 

公路施工需要满足业主需求,并符合国家、行业的施工标准。新形势

下,精细化管理、量化管理理念深入人心,国家也在不断完善公路评价体

系。可见,工程档案能够有效反映公路施工质量,以公路档案信息作为工程

质量评价基础,对确保公路施工质量有着重要作用。对于新建公路工程来

说,如果某一道施工程序存在着质量问题,如果检查不当会被下一道工序

所掩盖,形成隐蔽工程,在工程竣工质检中无法发现这些问题,这就要求对

档案信息进行分析,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等推导出质量隐患。 

2 公路档案管理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2.1对于档案管理不够重视,硬件设施不完善 

在工作实践中,除了专门管理档案的部门之外,档案管理在其他单位

并不是主要的工作,只是基础性工作之一,一般单位的领导者都将主要的

管理精力集中在主要业务之上,对于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

科研单位公路档案管理同样也不例外。在公路建设过程中并未意识到档案

管理工作的重大意义,仍然按照传统的管理观念和管理模式开展工作,在

公路档案管理过程中,也不进行相应的资金投入,从而导致在实际的档案

管理过程中基础设施不够完善。信息化管理是当前时代的发展趋势,而对

于档案信息化管理工作来说,基础设施占有很重要的部分,基础设施建设

跟不上,信息化管理的水平就很难有效提升,这就会给公路档案管理带来

一定的安全风险,不利于公路档案管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2.2管理者的重视程度不足 

公路档案的管理工作主要是在施工过程中不断的积累出来的,其主要

的使用价值是为日后的施工以及养护提供原始资料的参考,为了保证数据

的完整性、准确性,需要各个单位相互配合,包括勘察、设计、施工、监管

单位提供相应的数据,但是在实际的档案数据搜集的过程中,由于各部门

的管理人员对于档案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该工作与自己单位没有关

系,对于档案管理工作不予配合,阻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 

2.3资金投入有限,硬件实施不足 

由于重视程度缺乏,公路单位决策者分配给公路档案建设的资金相当

缺乏,导致用于完善更新公路档案管理硬件设施的投入远远不足。很多地

方公路档案管理的硬件设施出现不齐全、损坏严重、功能落后的现象。缺

少必要的保存、传输、扫描、碎纸等办公设备,造成检索与查阅时,仅依赖

于传统的手工方式。 

经过各自的软件的原始资料整理,数据格式的转换,滤波(去伪存真),

反演成视电阻率断面图,分别得出两种方法的各自的电性特征。 

(1)单点曲线的对比分析。实际工作中通过对比小线框的单点曲线

和大线框的单点曲线,发现大线框受高压线的影响大约为100m,小线框

受高压线的影响范围大约为40m。在高压线附近的同一测点处,小线框的

曲线也相对圆滑,说明小线框受干扰程度相对较小。(2)剖面对比分析。

图1、图2为2060线的断面图,110kV高压线位于1240点与1460点正上方,

图1为整条测线采用大线框采集的数据经处理后的反演剖面。图2是采用

小线框采集1140点至1560点数据,其余测点均采用大线框采集,分别将

数据处理后进行数据组合得到的反演剖面。从图1与图2可以看出：对于

瞬变电磁法测量,无论大线框或是小线框采集的二次场信息均有高压线

产生的电磁场的干扰,但是干扰影响范围和程度有所不同。从图1中可以

看出：高压线影响水平范围在1140点-1560点左右且影响深度范围较大,

从图2中可以看出：高压线影响水平范围在1200点-1280点与1420点

-1500点且影响深度范围较小。 

经钻孔Z4验证,在物探圈定的异常区中心即在1480点处3号煤与15号

煤之间存在采空充水。试验证明利用大、小线框采集数据,组合后成果可

靠、准确,取得了较理想的勘探效果,达到了勘探目的。 

6 结论 

基于上党盆地西部某煤矿采空区勘查项目,本次试验选用瞬变电磁法

大、小线框工作装置组合法进行采集数据,经物探解译分析并钻探验证,

达到了预期的勘探效果。通过成果的对比分析,说明该组合方法有效。 

(1)高压线对瞬变电磁法大、小线框工作装置影响距离不同,一般对大

线框影响距离较小线框远。(2)高压线对瞬变电磁法大、小线框工作装置

影响深度不同,一般对大线框影响深度较小线框深。(3)对于有线性干扰

(如高压线)的工区内开展瞬变电磁工作,利用大、小线框相结合的工作方

法,可以取得相对理想的勘探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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