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度 TD-EleData 电阻率校正系统 
高密度电法数据快速地形校正确保正确地质解释的有效手段 

 

TD-EleData 地形校正和数据处理原理 

系统应用正交投影方法对高密度电法测深点的位置进行校正，对于地形起伏造成的测量电阻

率的畸变进行校正，使地质异常体的位置、产状和视电阻率归于真实，便于高密度电法的地

质解释。 

TD-EleData 适用范围： 

- 适用于高密度电法观测的各种数据格式 

- 适用于高密度电法温纳和斯滕贝格观测方式。  

TD-EleData 系统功能模块 

系统由一个主程序和三个子系统构成，主系统用于进行工程管理等操作，三个子系统为： 

（1）地形数据子系统，用于加载地形数据 

  

（2）测量数据子系统，用于加载电法测量数据 

 

（3）电阻率校正子系统，负责进行相关校正计算等功能。 

下图是隧道高密度电法超前预报中地形校正应用实例对比图。 



 

图 1 隧道高密度电法地形矫正前后对比效果图 

 

案例 

1．高密度电法在岩溶勘察中的应用 

某高速的隧道岩溶探

测中，隧道长近 800m，最 

大埋深 250m，进口段为灰

岩，出口段为泥质砂岩。采

用高密度电法对隧道贯穿

区域的地质条件进行勘察。 
 

结果如图所示：红色表示高阻区，导电性不好，岩体干燥、致密、稳定性好；蓝色区代

表低阻，导电性好，岩体破碎，含水量大，与断裂带、含水带、填充溶洞有关。探测发现灰

岩段有大小 7 个岩溶发育，有 4 个与隧道相交。3 个与地表落水洞相通，3 个连接地下河。

开挖中都得到证实。由于采取了预防措施，安全通过。隧道中架桥通过溶洞区。 

2．高密度电法在滑坡诊断中的应用 

 

 

图 3：滑坡纵剖面探测成果示意图 

 

 

重庆某滑坡位于渝黔

高速上。滑坡线路方向长

800m，垂直线路方向宽

200m，相对高差近 100m。

滑坡上覆松散地层为砂与

粘土坡积物，下伏地层为三

叠系砂岩与粘土岩互层。滑

坡曾经三次治理，从上至下

做了三排抗滑桩，并与坡脚

设置两排桩板墙。2006 年夏

滑坡又开始大规模活动。 

 

对滑坡进行勘查的目的是了解滑坡活动的原因、滑动面位置、滑坡体大小，以及有效

治理方案。勘查结果：电阻率剖面发现滑坡坡脚有大范围低阻区，为饱水区。该边坡的滑动

是由于坡脚松散层内大范围饱水，导致土体软化失稳，引起边坡下滑。 

 

 

 



3．高密度电法在水库渗漏勘查中的应用 

贵阳某水地处岩溶发

育地区，库区左右岸均有渗

漏地段，虽然进行了两次加 

密注浆处理，但渗漏依然存

在。本次高密度电法勘查目

的是查清地下水的渗漏通

道，包括库水渗漏补给部

位、渗漏层位、集中渗漏通

道等，为库区下一步防渗治

理提供科学依据。 

 

 

 

高密度电法对含水构造反应敏感，适合用于查找地下水渗漏通道。同时分辨率较高，地

形影响便于校正。如图所示，岩体在完整状态时表现为高阻特性，但在有断裂、节理和岩溶

发育时，特别是有水和松散物填充时，电阻率会急剧降低，可降至 500‐1000 欧姆米，表现

出局部或条带状低阻异常。根据异常幅度、位置和形态，可推断岩溶发育规模和导水特性。

根据勘查结果，针对岩溶点进行注浆加密后，蓄水效果良好，渗漏问题得到明显改善。 

 

4．高密度电法在隧道病害与含水性勘查中的应用 

 

 
图 4：隧道地质条件探测成果示意图 

 

某隧道位于个旧与蒙自之间，隧道长 3.4km，埋深超过 300m。

隧道地质构造复杂，地下水丰富。为确保工程质量与安全，

采用高密度电法沿隧道轴线进行勘探。采用高压多点供电方

法，探测深度超过 4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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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红色表示高阻区，导电性不好，岩体干燥、致密、稳定性好。蓝色区代表低阻，导

电性好，岩体破碎，含水量大，与断裂带、含水带、填充溶洞有关。蓝色区是隧道开挖中易

发生坍塌涌水灾害的地段，应特别注意。隧道开挖证实了高密度电法预报的准确性，由于事

先采取了相应措施，隧道施工未发生大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