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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犿序列是目前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伪随机序列，它最

早被用于直接序列扩频系统中，后逐渐被用于数字加密、同步

和误码率测量等领域．由于该序列具有类似白噪声良好的自相

关特性和频带宽等优点，基于它可以实现高信噪比电法勘探系

统，增强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因此在电法勘探中的应用越来越

被重视．本文首先介绍伪随机犿序列的本原多项式，软硬件产

生方法，及该序列的一些特性．然后系统给出扩频通讯里窄带

干扰压制算法，这些算法对地球物理勘探领域的干扰压制算法

有借鉴和启迪意义，并提供了在电法勘探中该序列参数选取方

法．最后详细阐述了该序列在电法勘探中的发展和研究进展，

及每种方法中大地系统冲激响应公式的完整推导，以推进伪随

机犿序列在电法勘探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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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随着易发现的露头矿体越来越少，再加上生产矿山存在

各种各样的电磁干扰，这就使得传统的电法勘探很难解决隐

伏矿体的探测问题（李梅等，２００８；尹军杰等，２００９；滕吉文，

２００６；吕庆田等，２００４；孟小红等，２００９；闫永利等，２００９；王若

等，２００７；雷达等，２０１０；）．因此，用来对抗强电磁干扰以提高

勘探精度和勘探效率，从而解决目前电法勘探所面临的困境

的新技术的探索和发展就显得迫在眉睫．

伪随机序列中的犿序列是目前被广泛应用的一种伪

随机序列，其在通信领域有着最为广泛的应用，如扩频通

信，卫星通信的码分多址，数字数据中的加密（王相生等，

２００２；刘家胜等，２００７）、加扰、同步、误码率测量等领域（白

等，２０１２；饶妮妮等，２０００；陶崇强等，２０１２），但在地球物

理学中的应用才开始．由于犿序列具有频带宽，能量谱密

度低和类似白噪声良好的自相关特性等优点，所以将犿序

列应用到电法勘探中将会是下一步研究工作的重点和热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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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犿序列

一个序列，如果一方面可以被预先确定，重复和复制，另

一方面它又具有白噪声序列所具有的统计特性，那么我们就

称这种序列为伪随机序列（王会华等，２００７）．也就是说伪随

机序列是具有随机序列一些特性的非随机序列．

１．１　犿序列的产生原理

犿序列又称为ＰＮ码，是最长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序列

的简称（Ａｌｆｋｅ，１９９６）．由于该序列理论较为成熟，软硬件实

现均较为简单，是研究伪随机序列的基础，所以它是应用最

广的一种伪随机序列（林智慧等，２００９）．

犿序列由若干级串接的寄存器的线性抽头经模２加法

器也就是异或单元反馈得到（图１）．设有狀级串接移位寄存

器，那么该寄存器组最大所能包含２狀 个状态，再由于寄存器

组的初始状态不能全为０，那么最大包含的状态就为２狀－１，

也就是所产生序列的最大周期为２狀－１个时钟数（俎云霄，

２００７）．

图１　犿序列产生框图

Ｆｉｇ．１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犿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图１中：犆犻＝１表明连接线导通，有反馈信号接入，犆犻＝０

表明连接线断开，没有反馈信号接入．线性反馈移位寄存器

序列的特征多项式为

犳（狓）＝∑
狀

犻＝０

犆犻狓
犻，

它与寄存器组输出的序列有密切关系，式中狓犻并无实

际意义，与寄存器所处的位置相对应．

当犳（狓）满足一下三个条件时，寄存器组就能产生犿序

列，也就是犳（狓）是本原多项式．

（１）犳（狓）为非约的，也就是不能被１或本身以外的多项

式除尽；

（２）犳（狓）可整除（狓犿＋１），犿＝２狀－１；

（３）犳（狓）不能整除（狓狀＋１），狀＜犿．

１．２　犿序列的实现

１．２．１　犿序列的ｍａｔｌａｂ实现

只要知道本原多项式，就能知道此条件下的反馈函数，

就能设计出犿序列发生器（Ｇｒｉｍｓｒｕｄ，２００３）．本原多项式一

般是通过查本原多项式表得到．但如果查表不方便时可以在

ｍａｔｌａｂ软件中用调用ｐｒｉｍｐｏｌｙ函数实现．例如要求得狀＝４

时的所有本原多项式，只需在命令窗口输入ｐｒｉｍｐｏｌｙ

（４，ａｌｌ），可得到所有的本原多项式：

Ｄ^４＋Ｄ^１＋１

Ｄ^４＋Ｄ^３＋１

也可以用以下语句求得狀＝４的本原多项式，在ｍａｔｌａｂ

里建立犿文件：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狓］＝犿（狀）

狓＝ｇｆｐｒｉｍｆｄ（狀，ａｌｌ）；

ｆｏｒ犻＝１：ｓｉｚｅ（狓）；

　　ｇｆｐｒｅｔｔｙ（狓（犻，：））；

ｅｎｄ

在命令窗口输入调用语句［狓］＝犿（４）即可得到

１＋狓３＋狓４

１＋狓＋狓４

狓＝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０　　０　　１　　１．

由上述可知犿序列的本原多项式很容易得到．但值得

注意的是当狀被确定后，可得到多个本原多项式，在实际应

用中通常选取最简单的本原多项式来产生犿序列．

１．２．２　犿序列的ＦＰＧＡ实现

由于相关仪器性能的限制，电法勘探中所采用的伪随机

犿序列的周期都不是很大．选用Ｘｉｌｉｎｘ公司的ＦＰＧＡ作为设

计和验证所用的芯片，采用存储波形设计的思想来实现，编

程语言选用ＶＨＤＬ．以下是狀＝３和４时的ＶＨＤＬ语言的表述．

ｌｉｂｒａｒｙＩＥＥＥ；

ｕｓｅＩＥＥＥ．ＳＴＤ＿ＬＯＧＩＣ＿１１６４．ＡＬＬ；

ｕｓｅＩＥＥＥ．ＳＴＤ＿ＬＯＧＩＣ＿ＡＲＩＴＨ．ＡＬＬ；

ｕｓｅＩＥＥＥ．ＳＴＤ＿ＬＯＧＩＣ＿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ＡＬＬ；

ｅｎｔｉｔｙｍ＿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ｉｓ

ｐｏｒｔ（ｃｌｋ：ｉｎｓｔｄ＿ｌｏ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ｉｎｓｔｄ＿ｌｏｇｉｃ；

　　　ｒｓｔ：ｉｎｓｔｄ＿ｌｏｇｉｃ；

　　 ｍ＿ｓｅｑ：ｏｕｔｓｔｄ＿ｌｏｇ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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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狀＝３时的犿序列生成图

Ｆｉｇ．２　犿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ｗｈｅｎ狀＝３

图３　狀＝４时的犿序列生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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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Ｐ１和Ｐ２进程都是并串转换程序，实际设计中只需编写

一个然后封装调用即可，这样写是为了表述方便．当ｃｈｏｉｃｅ

＝１时，输出狀＝３时的犿序列；当ｃｈｏｉｃｅ＝０时，输出狀＝４

的犿序列．需要注意的是，ＩＳＥ软件对上述程序进行综合的

时候一般会对常数项进行优化处理，这容易导致信息缺失．

为了避免这一情况，需对相应的寄存器或者锁存器设置成异

步形式．如果勘探需要的波形种类较少，且周期不大时，可以

直接调用移位寄存器ＳＲＬ１６Ｅ赋初值实现．当所需波形较

多，周期较大时，这就需要调用ＲＡＭ模块实现．不过上述方

法本质上都是存储波形的设计思想．

２　犿序列的应用

２．１　犿序列的性质

２．１．１　犿序列具有均衡性

在犿序列的一个周期里，１的个数比０多一个（易茂祥

等，２０１２）．由于移位寄存器组的状态不能全为０，所以犿序

列的周期为２狀－１，其中１的个数为２狀－１，０的个数２狀－１－１．

当狀取值足够大时，我们就可假设１的个数与０的相等（沈

允春，１９９５）．

２．１．２　犿序列的游程分布特性

在一个序列中取值（１或０）相同的连在一起的元素合称

为一个“游程”，在一个游程中元素的个数称为游程长度．犿

序列的周期为２狀－１，所以游程总数为２狀－１．其中，长度为１

的游程占游程总数的１／２；长度为２的游程占游程总数的１／

４；长度为３的游程占游程总数的１／８，…，以此类推，长度为

犽的游程数占游程总数的１／２犽．其中最长的游程是狀个１相

连，其次是狀－１个０相连（朱近康，１９９３）．

２．１．３　犿序列的自相关性

犿序列的自相关函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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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Δ狋是时钟周期，τ为时间采样间隔，犖为周期，即犖＝

２狀－１．根据上述函数可得图４．由图４可知，当犖越大Δ狋越

小，犿序列的自相关函数就越接近δ函数．（李白南，１９８７；段

少华等，２００１；陈罡等，２００８）

图４　犿序列自相关函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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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直接扩频系统原理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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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犿序列干扰压制

伪随机犿序列最早被广泛用于扩频通讯里的直接序列

扩频系统中（陶崇强等，２０１２）．其实现方法是先将要发送的

信息经伪随机犿序列扩展到宽频谱上后再发送．接收端采

用相同的伪随机犿序列对接收的信号进行解括处理，从而

还原原信息（图５）．由于干扰信号与伪随机序列不相关，在

接收端被解扩，使得落入信号频带内的干扰和噪声的频谱被

扩展，大大降低了其功率谱密度，甚至是在有用信号功率低

于干扰信号功率的情况下，仍能够高质量可靠地进行通信，

从而提高了系统的输出信噪比，加强了扩频系统的抗干扰性

能，较好地完成了抗干扰的目的（王理德等，２００３）．在接收解

扩时用相关技术从多径信号中分离出最强的有用信号，这样

就可以有效地消除信号衰落现象．利用上述优点，我们可以

将扩频技术引入到电法勘探中来对抗强电磁干扰，从而实现

微弱信号的有效提取（王立松等，２０１０）．

２．２．１　干扰压制技术

扩频通讯中的一些宽窄带干扰压制技术在地球物理领

域内具有很广泛的应用，两个领域内的技术具有很强的借鉴

意义．扩频通讯对宽窄带干扰压制的技术一般分为时间域抑

制技术、频率域抑制技术和变换域抑制技术（彭建亮等，

２０１２）．其中时间域和频率域的抑制技术可通过傅里叶变换

相互转换（彭真明等，１９９９）．

时间域抑制技术主要采用自适应滤波算法器实现．自适

应滤波器又可以分为线性自适应滤波器和非线性自适应滤

波器．线性自适应滤波技术应用的是宽带有用信号和窄带干

扰信号在可预测性上的差异来抑制窄带干扰，只利用了两者

的谱结构特性．而非线性自适应滤波技术除利用两种信号的

谱特性之外，还利用宽带有用信号和窄带干扰信号的一阶概

率分布，获得了更好的抑制效果．线性自适应滤波技术应用

最为广泛的是固定步长ＬＭＳ滤波技术和变步长ＬＭＳ滤波

技术，它们均是在维纳滤波和卡尔曼滤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的（Ｗｉｄｒｏｗ，１９９７）．固定步长ＬＭＳ滤波算法的收敛速度与

步长成正比，而稳态误差又与步长成反比，因此该算法对步

长的要求在收敛速度与稳态误差之间是矛盾的（田宝凤等，

２０１２）．变步长ＬＭＳ算法（苏飞等，２００４）因为具有收敛速度

更快和能适应输入信号更大的变化范围，减轻梯度噪声放大

的问题等优点，所以较固定步长ＬＭＳ算法得到更广泛的应

用．常用的非线性自适应滤波算法是极性ＬＭＳ自适应算法，

该算法包括误差极性算法、信号极性算法和极性极性算法．

在一个系统中，当其窄带干扰信号强度超过系统干扰容

限后，系统性能急剧地下降．必须借助一定的抗窄带干扰滤

波技术，才能让系统恢复正常工作．窄带干扰信号的功率谱

主要集中在很窄的频带上，且具有表现为脉冲形状的特点，

因此，变换域滤波技术（Ｄｅｎｔｉｎｏ犲狋犪犾，１９９７）利用这一特点，

将混合信号通过合适变换，将干扰映射到很窄的变换域子

带，同时将有用信号尽可能地扩散到整个变换域带宽中，映

射成与窄带干扰正交的，具有平坦谱特性的波形（Ｂｅａｕｆａｙｓ，

１９９５；Ｎａｒａｙａｎ犲狋犪犾，１９８３；王宏禹等，１９９９；张贤达，１９９７）．

然后判断出干扰的位置和带宽后，将相应变换域子带置０，

从而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变换域滤波技术采用批处理和滑

动ＤＦＴ变换，运算速度较前面的时域自适应算法更快，同时

可抑制多个窄带干扰（Ｕｔ－ＶａＫｏｃ犲狋犪犾．，１９９５；Ｗｕ犲狋犪犾．，

１９９８；Ｈａｙｋｉｎ，１９８５）．

图６是解括和滤波前后信噪比对比示意图．

２．３　伪随机犿序列参数的选择

在以伪随机序列作为信号源的电法勘探中，为了得到最

好的勘探效果，必须考虑伪随机序列的周期犕，每个码元所

持续的时间犜０即系统时钟周期和序列重复的周期数狇这些

参数的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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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６　解括和滤波前后对比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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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伪随机序列周期犕的选取

伪随机序列周期犕的选取以大于整个勘探系统的响应

时间狋犲为原则，也就是让电流与整个系统有足够的作用时

间，即犕狋０＞狋犲．当犕确定后就可以由公式犕＝２狀－１确定最

小移位寄存器的级数．

（２）伪随机序列系统时钟周期犜０的选取

系统时钟的频率犳０＝１／犜０，伪随机序列的频宽为

０．４５犳０．由公式（１）可知，犳０越大，伪随机序列的自相关函数

越接近δ函数，辨识精度越高，但结合考虑能量谱密度就只

能在二者之间选择一个折中值．一般规定，若系统频带的宽

度小于伪随机序列频宽的３倍左右，我们就可以把该伪随机

序列当做白噪声信号处理．由于观测的大地系统的阻抗是呈

容性的，这就使得系统的频带宽度变小，所以伪随机序列频

宽的选择一般为系统频宽的４～１０倍（李梅等，２００８）．最终

该参数的选择是通过测采样岩芯参数确定的．

（３）伪随机序列重复的周期数狇的选取

为了压制噪声干扰提高信噪比，在勘探效率和勘探成本

的允许下，应尽可能选择大的重复周期数狇．

２．４　犿序列在电法勘探中的应用

在电法勘探中，一般把大地看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通

过阶跃法和频率法分析该系统对激励信号的响应，从而获得

地下信息（李金铭，２００５；汤井田等，２００５）．但传统电法存在

工作效率低，精度差和抗干扰能力低等缺点（汤井田等，

２００６；赵璧如等，２００６）．犿序列的出现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

供了可能．

犿序列在电法勘探中的应用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在传统的电法勘探中，采用伪随机犿序列作为人工激励场

源，利用犿序列频带宽和能量谱密度低这一特性来压制随

机干扰以提高信噪比．这种方法是最开始把犿序列引入到

地球物理勘探中的思想．另一类是，利用伪随机犿序列具有

类似于白噪声良好的自相关特性，结合系统的相关辨识理

论，通过相关运算得到系统的单位冲击响应和频率响应，再

通过反演从而得到反映地下地质结构的电性参数，进而达到

勘探的目的．

赵璧如（赵璧如等，２００６）采用的方法是属于第一种方

法．在传统的直流电阻率法的装置和理论基础上，采用犿序

列伪随机信号作为人工激励场源，如图７所示，通过供电极

ＡＢ将信号供入大地，测量电极ＭＮ对电位信息进行采集并

存储．由于供入的犿序列具有很好的自相关特性，用该序列

与ＭＮ两极的测量信号进行相关运算就可以很好的压制噪

声干扰，在资料处理中仍采用直流电阻率法的相关软件和反

演方法处理数据，从而提取含有地质结构的电位信息，进而

达到勘探的目的．该方法利用了犿序列频带宽，能量谱密度

低这些特性来压制随机干扰和自然电位干扰，提高信噪比，

这是一种类似于扩频通讯里的直接序列扩频技术．由于该方

法采用的接收测量装置本质上仍是直流装置，所以在犿序

列丰富的频率信息中只对零频信息进行了提取．所以该方法

所得到的地电信息量还是很少．

图７　赵璧如方法观测系统原理图（赵璧如等，２００６）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ｔｈ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ｂａｓｅｄｏｎ犿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ＺｈａｏＢＲ犲狋犪犾．，２００６）

英国ＰＧＳ公司的 ＭＴＥＭ 多道瞬变电磁系统（Ｍｕｌｔｉ

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Ｈｏｂｂｓ犲狋犪犾．，２００６；

Ｂｕｒｅｌ犲狋犪犾．，２０００；Ｚｉｏｌｋｏｗｓｋｉ犲狋犪犾．，２００７；Ｗｒｉｇｈｔ犲狋犪犾．，

２００２；Ｄｕｎｃａｎ犲狋犪犾．，１９８０；Ｗｒｉｇｈｔ犲狋犪犾．，２００５）也是属于第

一种方法．该系统的设计思想是通过采集的数据，利用反卷

积方法求得大地的冲积响应，从而推得地下电导率的分布，

达到勘探的目的．它最先采用阶跃波作为发送信号，为了有

效提高信噪比，第二代产品采用频带宽能量谱密度低的伪随

机犿序列作为发送信号．装置如图８所示：

从装置图中可以看出，发送机以电偶极源的形式发送伪

随机犿序列，线性排列的接收机同时接收激励响应信息，再

者由于收发距从左到右依次增加，收发距越大所探测的深度

越大，所以发送机只需发送一次伪随机犿序列就可得到不

同深度丰富的频率信息（Ｚｉｏｌｋｏｗｓｋｉ，２００９）．这大大提高了勘

探效率和勘探精度．

整个勘探系统可以用图９表示，

接收机测得的地电响应为

狕（狋）＝犳（狋）犺犲（狋）犺狊（狋）＋狀（狋）， （２）

其中犳（狋）为发送机发送的伪随机犿序列，犺犲（狋）为要求的大

地冲积响应，犺狊（狋）为观测系统本身的冲积响应，狀（狋）为随机

噪声．

３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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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８　ＭＴＥＭ系统多道瞬变电磁系统（ＷｒｉｇｈｔＤ犲狋犪犾．，２００７）

Ｆｉｇ．８　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ｈａｎｎｅｌｔｒａｎｓｉｅｎ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ｓ（ＷｒｉｇｈｔＤ犲狋犪犾．，２００７）

图９　地电观测系统模型

Ｆｉｇ．９　Ｓｙｓｔｅｍ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ｅｏ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在发送机周围采用相同的接收机来测量未经过大地的

场源的电磁响应狋（狋），再

狋（狋）＝犳（狋）犺狊（狋）， （３）

由式（３）可得到观测系统本身的冲积响应犺狊（狋）．

再因为随机噪声狀（狋）随着测量次数的增加和叠加次数

的增加而减弱，而有用信号却增强，所以多次测量后上式中

的狀（狋）结果可略去不做考虑，那么上式可变成

狕（狋）＝犳（狋）犺犲（狋）犺狊（狋）， （４）

再用犜（狋）的逆系统犜（狋）－１对式（４）两边做卷积运算就可得

到大地冲积响应犺犲（狋），即

狋（狋）－１狕（狋）＝狋（狋）－１犳（狋）犺犲（狋）犺狊（狋）

＝犳（狋）－１犺狊（狋）－１犳（狋）犺犲（狋）犺狊（狋）＝犺犲（狋），

（５）

也可对式（３）（４）进行拉普拉斯变换，变换到频率域求

解，则

犜（犼ω）＝犉（犼ω）·犎狊（犼ω）， （６）

犣（犼ω）＝犉（犼ω）·犎犲（犼ω）·犎狊（犼ω）， （７）

联立式（６）（７），得

犎犲（犼ω）＝
犣（犼ω）

犜（犼ω）
． （８）

从以上过程可看出变换到频率域求解只需做除法即可，

避免了反卷积运算，从而减少了计算量（Ｗｒｉｇｈｔ犲狋犪犾．，

２００６）．

在准静态条件下，不同频率的电磁信号在导电率不同的

介质中传播速度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大地冲激响应的峰值时

间可反映地电阻率的变化．ＨｏｂｂｓＢ等推导了利用冲激响应

峰值时间确定地电阻率的办法（Ｈｏｂｂｓ犲狋犪犾．，２００６）：

ρ＝
μ狉
２

１０狋狆犲犪犽
， （９）

式（９）中μ为传播介质的磁导率，狉为收发距，狋狆犲犪犽为大地系

统冲激响应峰值所对应的时间．根据收发距和峰值所对应时

间的不同，利用此公式和地震资料解释方法可获得不同深度

的丰富的地电信息，得到伪电阻率断面．在没有任何先验知

识的情况下，ＭＴＥＭ的分析结果可以和地震和测井的分析

结果媲美，被称为是钻孔前的测井技术（Ｌｏｇｇｉｎｇｂｅｆｏｒｅ

ｄｒｉｌｌｉｎｇ）（Ｗｒｉｇｈｔ犲狋犪犾．，２００５）．

罗维斌，汤井田等人提出的编码电磁法是属于第二种方

法（罗维斌，２００７；罗维斌等，２０１２；汤井田等，２００８ａ，ｂ；罗维

斌等，２００８）．该方法是在 ＭＴＥＭ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与

ＭＴＥＭ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大地系统冲激响应的求取方法

上．ＭＴＥＭ采用反卷积的方法求取大地的冲激响应，而编码

电磁法充分利用伪随机序列具有很好类似白噪声自相关性

这一优点，采用相关辨识法来求得大地系统的冲激响应和频

率响应．编码电磁法观测系统（图１０）与ＭＴＥＭ观测系统类

似，采用逆重复犿伪随机序列作为输入信号，线性排列的接

收机同时接收激励响应信息，一次发送就可获得不同深度丰

富的频率信息．逆重复犿序列是由犿序列隔位取反得到的，

它的长度是犿序列的２倍（黄金峰等，２０１１）．

图１０　编码电磁法观测系统图（罗维斌等，２０１２）

Ｆｉｇ．１０　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ｃｏｄｉｎｇ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ＬｕｏＷＢ犲狋犪犾．，２０１２）

整个勘探模型如图１０所示．接收机测得的地电响应为

狕（狋）＝犳（狋）犺犲（狋）犺狊（狋）＋狀（狋）， （１０）

再用输入的逆重复犿序列对上式两边做相关运算，即

犳（狋）!狕（狋）＝犳（狋）!犳（狋）犺犲（狋）犺狊（狋）＋犳（狋）!狀（狋），

（１１）

由于噪声信号狀（狋）与逆重复犿序列犳（狋）不相关，所以二者

做相关运算结果为０．那么上式变为

犳（狋）!狕（狋）＝犳（狋）!犳（狋）犺犲（狋）犺狊（狋）， （１２）

即

犚狕犳（τ）＝犚犳犳（τ）犺犲（τ）犺狊（τ）， （１３）

将式（１３）经拉普拉斯变换到频率域求解，而式（１４）中

犎狊（犼ω）可由式（６）确定，即

犘狕犳（犼ω）＝犘犳犳（犼ω）·犎犲（犼ω）·犎狊（犼ω）， （１４）

犎犲（犼ω）＝
犘狕犳（犼ω）

犘犳犳（犼ω）·犎狊（犼ω）
． （１５）

以上方法得到的大地冲激响应及阶跃响应含有丰富的

地电信息（ＬｉＭ犲狋犪犾，２０１２），可以在频率域分析大地的频率

特性，也可以在时间域分析大地的时间特性．该方法对电阻

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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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的变化有较高的灵敏度，为实现大埋深薄层的高精度探测

提供了可能．但该方法目前仍处于理论推导阶段，并没有进

行仿真研究，目前也还没有相应仪器和软件的问世．

刘义国，董浩斌等人（２０１０）提出的方法是属于第二种方

法，只是该方法是编码电磁法的一种简化形式．李梅（李梅，

２００８；Ｌｉ犲狋犪犾．，２０１２；李梅，２０１０）提出的相关辨识技术在时

间域谱激电的应用是对编码电磁法做更深入研究，完成了理

论的完整推导和仿真实验，并研制了一个基于ＦＰＧＡ的犿

序列和逆重复犿 序列信号产生模块．公式推导与编码电磁

法的类似，这里不再做赘述．

３　结论与展望

伪随机序列在通讯和雷达探测领域中已被广泛应用，但

在电法勘探中的应用还只是开始．本文详细介绍了伪随机序

列软件和硬件产生的方法、勘探中序列参数的选取、并介绍

了伪随机序列在电法勘探的应用和及有关公式推导．基于伪

随机序列的电法勘探为大埋深薄层目标体的高精度勘探和

强电磁干扰背景下的电法数据可靠采集提供了可能，具有很

好的研究价值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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