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卵石层覆盖石灰岩区域 内电法勘探溶洞的方法研究 

韦思兵，郝俊胜 

(广东省核工业地质调查院，广东 韶关 512028) 

摘 要：在广西柳州某石灰岩地区，覆盖着厚度不均的卵石层，卵石层下面岩溶发育。我们就如何利用高密度电法 

查明岩溶的规模、空间位置及展布方向进行 了研究，为以后从事此类工程的物探工作者提供一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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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概况 

本勘探区为卵石层覆盖区，地形起伏不大，地表 

为 20cm左右的地表土，下面是厚度为 10~25m的 

卵石层，再下面是石灰岩，岩溶发育。为了便于说明 

问题，我们选取里程为 k149+279～k149+609作 

为研究对象。 

2 勘探方法的选择 

在岩溶勘探中，勘探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地 

质雷达、地震映像，电法勘探等，由于卵石层中含水 

较多，对电磁波有较强的吸收作用，而卵石层的厚度 

有 10~25m，由于地质雷达勘探深度的限制，所以本 

勘探区域不宜用地质雷达方法勘探。对于地震映 

像，是地震反射波法的一种应用，经过测试，该方法 

可以应用，但是该方法较为复杂，最佳视窗随着卵石 

层覆盖厚度的不同而不同，面波干扰也很严重，而连 

续的锤击造成勘探的效率低下。有关这方面的内容 

可以参考“地震映像法在岩溶探测中的应用”。本文 

主要探讨电法勘探在卵石层覆盖区的岩溶勘探问 

题，尤其是高密度电法勘探，一次布线，仪器自动测 

量，方便，快捷。电法勘探是以岩、矿石的电学性质 

(如导电性)差异为基础，通过观测和研究与这些电 

性差异有关的(天然或人工)电场或电磁场分布规律 

来查明地下地质构造及有用矿产的一种物探方法， 

称为“电法”。电流场的分布是影响电法勘探最本质 

的因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非均匀地质条件下的电 

流密度。首先讨论电流密度大小的变化，当电流流 

经电阻率为P 和lD2的不同导体时，电流密度的法 

向是连续的，其切向的电流密度J 和Jz满足： 

pljl一 2 (1) 

式中： 、 z——电阻率；P1、l0z为导体中的切向电流 

密度。 

由于本勘探区域 内的卵石的直径一般小于 

8cm，所以不会造成电流场的畸变，再加上 20cm左 

右的地表土，保证了良好的接地条件，所以本勘探区 

域适合电法勘探。 

3 勘探结果 

我们在里程为 k149+279～k149+609的区域 

内做了大量的剖面，通过不同的极间距结合钻孔验 

证进行对比研究，由于剖面较多，无法一一列举 ，现 

选取两个便于说明。我们用的是重庆奔腾仪器厂生 

产的 WGMI)_9超级高密度电法系统，该 系统 以 

WDA-1超级数字直流电法仪为测控主机，6O根电 

极，极间距为 5m，测量方法为施仑贝谢尔，测试结果 

如图 1所示。 

从图1我们发现，在卵石层下面几乎都是低阻， 

而且分布比较广泛，规模也较大，为验证电法勘探结 

果，我们在剖面的中心打孔验证，发现两者也比较吻 

合，由于地表覆盖层较薄，没有分辨出，卵石层厚度 

为 14．8m，岩溶深度为 17．0m。但在沿线的其他地 

方打孔验证，该剖面和实际情况有的地方有所出入， 

溶洞规模、空间位置及展布方向比较模糊。这是为 

什么呢?我们带着问题，在测站不变的情况下做了 

极间距为 2m的电法勘探，测试结果如图2所示。 

由上图1和图2对比可知，该剖面的岩溶规模、 

空间位置及展布方向非常明显，后来沿测线方向经 

过打孔验证，和钻孔都吻合的非常好，这说明用 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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