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物探》课程教学大纲 

课程代码： 150188 

课程名称：工程物探／Engineering Geophysical Exploration 

学时学分：48/3  

适用专业：地质工程专业；城市与地下空间专业 

开课部门：地质工程学院 

一、课程定位 

（一）课程性质 

工程物探是地质工程本科专业开放选修课程模块中的专业选修课。 

（二）课程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作用 

通过本课程教学，加强学生的专业知识，提高专业实践技能。进一步扩展专业知

识的广度，使得学生在行业生产、科研领域有更好的适应性。同时，授课中结合实际

工程案例将课程思政内容引入教学中，让同学们感性认识专业课程的重要性。 

（三）本课程与其它课程关系 

本课程是以高等数学、大学物理学、应用数学及弹性力学作为理论基础，将地球

物理勘探的方法用以解决岩土工程勘察及地质灾害防治问题，因此学生还需要具备地

质学基础、构造地质学、工程地质、岩土工程勘察等方面的知识。 

二、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生掌握地震勘探的基本概念、野外工作参数的选择、地

震资料的整理和处理，多次覆盖观测系统的概念，水平叠加时间剖面的形成及其解释

技术；掌握电阻率勘探方法的电剖面法、电测深法、高密度电法和地质雷达方法的布

置与应用，对自然电场法、充电法、重力和磁法勘探技术做一般的了解。  

 （二）能力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促使学生具有满足行业生产需求的理论知识能力，能够熟练

运用工程物探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操作能力。 

（三）素质目标 

通过本课程学习，促使学生具备良好的专业素养，具备运用经济合理的工程物探

方法，灵活解决工程地质勘查问题的基本素质。与其他工程地质勘探手段相结合，对



 

工程地质条件进行有效勘查。 

三、本课程所支撑的毕业要求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

点 
毕业要求指标点具体内容 

1 毕业要求：2.2 

依据地质工程科学基本原理，针对复杂地质工程问题

的关键环节和影响因素，能够采用正确的分析方法进

行问题评价，获得有效结论。 

2 毕业要求：4.2 

能够根据正确的实验方法和技术路线，通过规范的实

验操作与正确的实验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获得研

究分析复杂地质工程问题所需的有效数据。 

 

四、毕业要求指标点在本课程中的实现路径 

 1 课程目标 

通过本课程的理论教学，旨在使学生全面了解和掌握岩体力学基本理论技能和一定的实践知

识。通过本课程的教学，达到以下列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 1：掌握工程物探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 2：掌握震法勘探的基本原理，数据采集、处理和解释的基本方法； 

课程目标 3：掌握电法勘探的基本原理，数据采集、处理和解释的基本方法； 

课程目标 4：了解和熟悉地质雷达、磁法勘探的基本原理和野外数据采集方法。 

 

2 毕业要求指标点与课程教学目标的对应关系 

序号 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课程目标 2 课程目标 3 课程目标 4 

1 毕业要求：2.2 L2 / L1 / 

2 毕业要求：4.2 L2 L2 L4 L5 

支撑关系：L1 认知；L2 理解；L3 应用；L4 分析；L5 综合；L6 评判 

五、教学内容与基本要求 

第一章  地震勘探的理论基础 

1.教学内容 

第一节 弹性理论概述 

（1）地震勘探的应用和前提条件； 

（2）弹性介质的分类；  

（3）弹性模量的数学定义及物理含义； 



 

第二节 弹性波的形成 

（1）纵波的传播特点，极化性质和速度； 

（2）横波的传播特点，极化性质和速度，与纵波的区别； 

（3）面波的传播特点，极化性质和速度，频散现象。 

第三节 弹性波的描述 

（1）振动图形和波剖面的形成； 

（2）波前面、等相位面、时间场的概念； 

（3）波在频率域中的描述，傅里叶变换及性质； 

（4）地震波的频谱概念，振幅谱和相位谱； 

（5）地震子波的延续时间长度及在频率域频带宽度的概念。 

第四节 弹性波的传播 

（1）地震传播原理，惠更斯原理、费马原理； 

（2）视速度定理； 

（3）反射定律斯奈尔定律； 

（4）法向入射时反射系数的表达式； 

（5）反射波和折射波的形成的地质条件； 

（6）波在界面上的能量分配关系； 

（7）绕射波和散射波的形成及传播特点。 

第五节 地震波的衰减 

（1）波前扩散和衰减的含义； 

（2）岩土介质对地震波的吸收作用，吸收规律，什么叫大地滤波作用； 

（3）地震波的透射损失，什么是透射损失因子； 

第六节 地震反射波记录道的形成 

地震反射波的形成机制，即地震道褶积模型的概念。 

第七节 地震波速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1）岩浆岩、变质岩及沉积岩的地震波速度变化特征； 

（2）影响地震波速度的因素，浅层地震地质条件。 

2、重点难点 

重点：振动图形和波剖面的形成，视速度定理，反射波和折射波的形成条件。面

波的频散现象、地震道卷积模型、地震子波的延续时间长度及在频率域频带宽度的关



 

系、波的频谱特性； 

难点：地震反射记录道的形成机制，即地震道褶积模型、弹性波的传播方程。  

3.基本要求 

掌握什么是振动图形、什么是波剖面，对视速度定理进行剖析，掌握其应用；有

关地震道卷积模型要求用图形说明地震反射波记录到的形成过程。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结合地震勘探技术的发展历程介绍物探的重要性。对于地质或物探专业的学生来

讲，地震方法是常用的、也是行之有效的方法之一。近年来，高分辨率地震勘探、VSP

（Vertical Seismic Profile，垂直地震剖面）、瞬态瑞雷波法、反射波测桩技术、横波勘

探技术及常时微动观测技术等迅猛发展，自会有它们发展的必然性。另外，从国家对

物探工作的总体投入来看，地震占到了 95%，也可以说明问题。 

 

第二章  地震波的时距曲线 

第一节 反射波的时距曲线 

（1）了解什么是地震勘探的正演问题； 

（2）时距曲线在地震记录上与同相轴的关系； 

（3）掌握反射波的理论时距曲线与正常时差的概念； 

（4）掌握水平多层介质反射波的时距曲线，掌握均方根速度 

（5）倾斜界面情况下反射波时距曲线的偏移规律，倾角时差； 

（6）多次反射波的时距曲线、与一次反射波的区别，推导出识别多次波的 t0 标

志； 

（8）视速度与真速度、均方根速度之间的关系； 

第二节 折射波的时距曲线 

（1）水平界面和倾斜界面折射波时距曲线具有什么特征； 

（2）典型地质构造的时距曲线特征； 

（3）弯曲界面的时距曲线变化。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各种情况下的反射波理论时距曲线及其形成，时距曲线与地震记录上

同相轴的关系；对折射波只做一般了解； 

难点：水平多层介质的反射波时距曲线及均方根速度的含义。 

3.基本要求 

（1） 理解时距曲线的推导用虚震源原理。 

（2） 掌握视速度定理、惠更斯原理在推导时距曲线中的应用，能在同一坐标系

里绘制出直达波、反射波及折射波的时距曲线。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结合地震台站监测地震实例介绍地震波的传播特征，说明地震传播规律在实际中

的应用，强调地震波传播规律准确分析的重要性。 

 

第三章 地震勘探野外数据采集技术与方法 

第一节 有效波和干扰波 

（1）有效波、干扰波概念； 

（2）规则干扰波和不规则干扰波的表现形式； 

第二节 测线设计和观测系统 

（1）地震测线设计的基本原则，特别是灾害探测时的测线布置； 

（2）观测系统的基本概念，什么是单次覆盖，什么是反射波的多次覆盖观测系

统；掌握炮点距的计算公式及各量的物理含义 

（3）折射波的相遇观测系统和追逐观测系统 

第三节 地震波的激发 

（1）炸药激发的波谱特征； 

（2）锤击激发的频谱特征； 

（3）震源对分辨率的影响。 

第四节 地震数据采集系统 



 

（1）动圈式检波器的工作原理； 

（2）检波器的安置条件； 

第五节 地震勘探的分辨率 

（1）地震纵向和横向分辨率的概念，第一菲涅带的范围、半径，  

（2）影响分辨率的因素各因素：主频、频带宽度、信噪比、大地滤波作用 

第六节 地震勘探工作参数选择 

（1）采样定理的时间域与频率域表示；  

（2）野外工作参数，如最大和最小炮检距、道间距、排列长度； 

（3）仪器参数的选择，采样率、采样点数与记录长度的关系；干扰波调查及最

佳时间窗口技术。 

第七节 浅层地震勘探野外抗干扰技术 

（1）组合法的基本概念，如组合激发和组合接收； 

（2）水平叠加和垂直叠加； 

（3）正常时差、动校正、压制多次波的基本原理； 

（4）水平叠加特性参数：偏移距、道间距、叠加次数对叠加特性的影响 

（5）影响水平叠加效果的因素，如速度、界面倾斜、地形等的影响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地震野外工作参数的选择、采样定理、地震分辨率、野外抗干扰技术、

多次覆盖观测系统，水平叠加技术压制多次波的原理； 

难点：掌握分辨率问题、如何正确选择工作参数，多次覆盖系统的设计。 

3、基本要求 

（1） 理解多次覆盖观测系统； 

（2） 掌握多次覆盖观测系统炮点距的计算公式，学会地震野外工作参数的选

择，如采样率、记录长度、采样点数的关系，道间距、最大和最小炮检距的确

定等。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结合西安地裂缝勘察地方规范，分析野外采集覆盖次数对数据采集和分析精度的

影响，进而分析野外采集工作布设的原则。强调在实际工作中需要最大化的消除干扰

波，采集有效波。 

 

第四章  地震数据处理 

第一节 预处理 

（1）地震数据处理的流程； 

（2）预处理：理解抽 CDP 道集、数据编辑与编辑、真振幅恢复的概念； 

第二节 参数提取与分析 

（1）参数提取的基本概念、用途； 

（2）频谱分析的目的，傅里叶变换的基本性质，频谱（振幅谱、相位谱）的计

算，了解不同性质的波的振幅谱特性； 

（3）相关系数与相关函数的计算、自相关、互相关、多道相关的概念； 

（4）相关分析的应用，相关滤波、应用互相关分析提取道间时差等； 

（5）速度分析的目的用途，速度谱的制作方法及如何求速度； 

（6）速度扫描技术的应用，各种速度之间的关系。 

第三节 数字滤波 

（1）数字滤波的目的用途，数字滤波与电滤波的区别，掌握脉冲响应、频率响

应及其之间的关系； 

（2）线性时不变滤波器的滤波机理，在时间域是卷积、在频率域是乘积，变换

到 Z 域是多项式的乘法运算； 

（3）一维频率滤波的概念，低通、高通、带通滤波器的使用； 

（4）离散采样会引起的伪门现象，克服的办法，伪门出现的周期； 

（5）吉普斯现象的形成原因及克服办法； 

（6）二维滤波的基本概念，二维滤波的原理、用途； 

（7）一维频率滤波及二维滤波的应用。 

第五节 校正和叠加处理 

（1）校正和叠加的基本概念，用途； 

（2）静校正所包括的内容，如井深校正、地形校正、低速带校正静校正中静的

含义； 



 

（3）动校正的目的用途、动校正量的计算、动校正的方法，动校正中动的含义； 

（4）动校正引起的波形拉伸畸变，拉伸畸变的规律及切除方法； 

（5）剩余静校正的概念，剩余静校正时差的提取方法、炮点与检波点剩余静校

正量的分离方法； 

（6）垂直叠加与水平叠加的区别，水平叠加时间剖面的形成及其解释，在水平

叠加时间剖面上同相轴和相位的含义; 

（7）各种深度的概念和区别、时深转换公式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抽 CDP 道集、动校正的目的用途、水平叠加时间剖面的形成； 

难点：了解偏移归位处理，剩余静校正处理的作用。 

3、基本要求 

（1） 了解静校正、偏移归位处理； 

（2） 理解频谱分析、相关分析和速度分析的方法和用途。 

（3） 掌握数据处理的流程，动校正的实现方法，拉伸畸变的规律，水平叠加时

间剖面的形成；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通过介绍我国重要石油勘探软件公司开发的地震数据处理软件的发展历程，阐述

地震数据处理在找油找矿行业的重要性，进而引入工程物探数据处理方面，强调学生

一定要对数据处理的基本原理熟练掌握，方能开发出先进的软件和设备，进而为工程

物探的发展做出贡献。 

第五章  地震资料的解释与应用 

第一节 地震反射特征的识别和构造解释 

（1）同相轴是进行资料解释追踪的对象； 

（2）波形对比的三个标志：同相性、振幅突出、波形相似； 

（3）背斜、向斜、绕射波、断面波、回转波等在时间剖面上的同相轴特点和不

同； 



 

（4）断裂构造的识别标志； 

第四节 地震勘探的应用 

（1）在灾害探测中的应用：如岩溶塌陷、采空区、滑坡调查、核辐射二度富集

地调查等方面的应用； 

（2）在活断层、地下水资源、地热及环保等领域的应用。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地震在活断层调查、灾害探测中的应用，了解断层识别标志； 

难点：是地震同相轴的追踪，地震标准层的寻找； 

3、基本要求 

（1） 理解地震在灾害探测中的应用； 

（2） 掌握同相轴的追踪方法及各种灾害体的地震波场特征。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结合三河市活断层探测中的断层物探实例，阐述断层解释的方法，分析断层地震

数据分析和解释的准确性对城市地震安全评价结果的影响，进入让学生更直观的领会

断层的工程物探和勘察方法。 

第六章  地震新技术 

1、教学内容 

第一节 瞬态瑞雷波勘探技术 

（1）瞬态面波勘探技术的勘察原理； 

（2）瞬态面波资料的采集方法、速度随深度变化的频散曲线成果图件的形成过

程； 

（3）用频散曲线进行岩土分层、灾害探测及在工程环境检测与监测中的应用. 

第二节 隧道超前预报技术 

（1）隧道超前预报原理； 

（2）隧道超前预报数据采集方法和数据处理、解释。 

2、重点难点 



 

重点：使学生掌握瞬态瑞雷波勘探技术和隧道超前预报的原理和布设方式； 

难点：是瞬态瑞雷波勘探技术和隧道超前预报的数据解释； 

3、基本要求 

（1） 掌握瑞雷波勘探技术的原理、布设和数据处理。 

（2） 掌握隧道超前预报技术的原理、现场数据采集和后期处理。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结合采用不同地震勘探方法的经济成本的分析，提出面波物探方法的优点。瞬态

瑞雷波勘探方法是一种新的地震方法。它可以快速和经济地测定岩土层的瑞雷波速

度。由瑞雷波速度可换算成横波速度。 

 

第七章  电阻率法的基础知识 

1、教学内容 

第一节 岩土介质的电阻率 

（1）电法勘探的方法分类、特点、用途等； 

（2）火成岩、变质岩、沉积岩的电阻率变化特征； 

（3）影响电阻率的因素，如温度、组分、结构构造、矿化度等； 

（4）横向与纵向电阻率的概念；纵向电导与横向电阻，层状介质的各项异性性

质。 

第二节 大地电阻率的测定 

（1）电阻率法地电断面的定义； 

（2）电阻率的测定，装置系数的问题 

第三节 电阻率法的物理实质 

（1）视电阻率的概念，影响视视电阻率的因素，电阻率的计算公式和定性分析

公式； 

（2）电流密度随深度的变化及影响深度变化的因素； 

（4）电阻率法的仪器设备、探测时注意的事项：如检查漏电、减少接地电阻的



 

方法等.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稳定电流场的基本定律，掌握视电阻率的概念、视电阻率的定性分析

公式；  

难点：非均匀介质中稳定电流场的实质及其满足的基本定律。 

3、基本要求 

（1） 掌握视电阻率的概念、影响视视电阻率的因素，非均匀介质中稳定电流场

的实质； 

（2） 掌握直流电阻率测深提高勘探深度的方法。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电阻率法是电法勘探中研究应用最早、使用最广泛的方法。利用地壳中不同岩石

间导电性(以电阻率表示)的差异，通过观测与研究在地下人工建立的稳定电流场的分

布规律，来寻找煤和其它有益矿产和地下水，以及解决有关地质问题的一种电法勘探

方法。通过介绍电法的发展历史来说明研究来源于生活的实际需求，创新思想来自于

对生活的细微观察。 

第八章  电剖面法 

1、教学内容 

第一节 电剖面法简介 

（1）三种电剖面的法的工作布置，三种电剖面法（联合剖面法、对称四极法、

中间梯度法）的应用范围； 

（2）每一种剖面法主要用来解决的特定地质问题； 

第二节 高密度电法 

（1）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三电位电极系； 

（2）高密度电法的特点、应用.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高密度电阻率法的三电位电极系，三种剖面法的布置、应用、分辨率



 

的区分 

难点：如何根据地质问题合理选择装置型式。 

3、基本要求 

重点掌握高密度电法的测量方法，对其它三种电剖面法仅作简单介绍和一般性了

解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通过介绍高密度电法在重大场地的工程地质调查、坝基及桥墩选址、采空区及地

裂缝探测等众多工程勘查领域的应用，说明近年来高密度电法取得了明显的地质效果

和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激发学生对电法勘探学习的兴趣。 

 

第九章  电测深法 

1、教学内容 

第一节 水平层状介质电测深曲线的类型及特征 

（1）对称四极电测深的工作布置，二层及三层介质电测深曲线的类型； 

（2）电测深法的布极方向的确定，电测深曲线的类型及特征分析； 

（3）电测深如何通过改变供电极距加大测深的工作方法，供电极距的影响； 

第二节 电测深的资料解释 

（1）电测深法的定性解释：如根据视电阻率断面图、电测深曲线类型图、平面

等值线图件的形成及其解释； 

（2）电测深法的应用：如探测古河道、地热调查、水资源地调查等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电测深曲线的类型、工作方法、掌握根据视电阻率断面图定性解释的

方法； 

难点：电测深法的工程应用范围。 

3、基本要求 

要掌握根据视电阻率断面图定性解释的方法,电测深在灾害探测中的应用技术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通过电测深法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中的案例，介绍电测深方法的应用领域。当

地下岩层界面平缓不超过 20°时，应用电测深量板进行定量解释，推断各层的厚度、

深度较为可靠。 

第十章 其它电探方法 

1、教学内容 

第一节 充电法 

（1）充电法的基本原理； 

（2）充电法的应用条件：导电性、人工或天然露头，被测地质体有一定走向等； 

（3）充电法的实际应用：管线探测、地下水的流速流向、地下暗河的确定等； 

第三节 探地雷达技术 

（1）脉冲时间域探地雷达的基本原理； 

（2）电磁波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 

（3）电磁波在介质中的吸收特性； 

（4）电磁波在两种不同介质分界面上的特性； 

（5）探地雷达波的形成； 

（6）探地雷达的测量方法； 

（7）探地雷达的应用：基岩面的雷达探测、溶洞调查、采空区调查、管道调查

等. 

2、重点难点 

重点：掌握探地雷达技术基本原理、探测方法、雷达剖面的形成、参数选择、应

用； 

难点：是脉冲时间域探地雷达的基本原理； 

3、基本要求 

掌握探地雷达技术原理、探测方法、参数选择。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通过地质雷达扫描这种技术在公路厚度检测中的应用，说明准确的观察某一路段

中的路面厚度.对于路面厚度不达标的地方,及时发现并给与处理措施，进一步对地质

雷达的原理,特点,应用实例等进行分析说明,进一步说明地质雷达在隧道，公路检测中

的重要性和我们生活的相关性。 

 

第十一章  磁法勘探技术简介 

第一节 教学内容 

（1）磁法勘探的基本概念、地磁场的构成、地磁要素、了解地磁场的分布规律

等； 

（2）磁法勘探测量的参数，磁异常的获得，磁化率及磁化强度的概念； 

（3）地面磁法勘探野外工作方法、日变改正、基点改正概念； 

（4）简单形体磁异常的特征； 

（5）磁异常的定性解释，定量解释的选择法； 

（6）磁法在水、工、环方面的应用：如城市管线探测、探测水下潜艇，煤田火

烧区、地热调查等方面的应用. 

第二节 重点难点 

重点：磁异常的获得、地磁场的构成、在水、工、环方面的应用 

难点：磁测资料的改正、处理，简单形体磁异常的特征 

3、基本要求 

（1） 掌握地磁场的形成，理解磁异常的概念和异常改正方法，磁法野外工作方

法。 

掌握简单形体磁异常的特征，在环境勘查中的应用。 

4.教学方法 

对课程基本理论结合 PPT 采用讲授法，阐述清楚相关重点和难点知识。对需要重

点掌握的课程内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和相互讨论，并以作业形式加深理解。涉及到仪

器设备介绍的内容，结合实物展示进行讲解，以便学生有直观认识。 



 

5. 课程思政 

介绍苏联、英国、加拿大、丹麦等地利用地面磁法圈定古建遗迹的实际资料，指

出在我区利用地面磁法开展古建筑遗迹勘查探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对这一规律的认

识和注意,将可使原有的一些认识和方法进一步完善，并将指导我区旅游地质资源的进

一步开发，介绍磁法勘探其重要性。 

 

   六、课程内实践教学内容与要求 

     本课程实践教学采用集中实习形式，为三年级生产实习中的工程物探模块，实

践学时为 40 学时，课内不设置实验学时。 

   七、课程学时分配（以章节为单位） 

章次 各章名称 
学时分配 学时

合计 理论 实践（实验） 讨论/习题 

0 工程物探绪论 2 0 0 2 

1 地震勘探的理论基础 6 0 0 6 

2 地震波的时距曲线 6 0 0 6 

3 地震野外工作方法技术 6 0 0 6 

4 地震资料数据处理 6 0 0 6 

5 地震资料解释与应用 4 0 0 4 

6 地震新技术新方法 6 0 0 6 

7 电阻率法的基础知识 2 0 0 2 

8 电剖面法 2 0 0 2 

9 电测深法 2 0 0 2 

10 其它电探方法 4 0 0 4 

11 磁法勘探 2 0 0 2 

 合计 48 0 0 48 

 

   八、推荐教材和教学参考书 

1.推荐教材：工程与环境地震勘探技术，王俊茹，地质出版社， 2002 年 2 月第

一版； 

2.教学参考书：地球物理勘探概论，刘天佑编著，地质出版社， 2007 年 9 月第

一版。 



 

   九、考核方式 

工程物探考核方式为百分制考核形式。课程的成绩评定由期末考核成绩、平时成

绩组成，期末考核成绩占总成绩的 50％，平时成绩占 50％。采用平时成绩及格线、

期末考核成绩及格线，两个及格线均达到的学生通过本门课程考核。平时成绩及格、

期末考核成绩不及格者，总成绩按期末成绩记载为不及格。期中考试采用大型作业、

开卷、闭卷等考试形式，期末考试采用闭卷考试，考试题型主要有填空、判断、选择、

名词解释、简答、论述、计算等。试卷命题保证各章节学时的比例与各章节考试分值

的比例基本一致。 

 

修订人：王伟                         修订日期：2020 年 3 月 6 日 

审核人：王磊                         审核日期：2020 年 3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