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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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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尽管叠前逆时偏移成像精度高，但仅针对单一纵波的成像也可能形成地下介质成像盲区，由于基于弹性波

方程的逆时偏移成像可形成多波模式的成像数据，因此弹性波逆时偏移成像可提供更为丰富的地下构造信息．本

文依据各向同性介质的一阶速度应力方程组构建震源和检波点矢量波场，再利用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分解提取纯纵波和纯

横波波场，使用震源归一化的互相关成像条件获得纯波成像，避免了直接使用坐标分量成像而引起的纵横波串扰

问题．针对转换波成像的极性反转问题，文中提出一种共炮域极性校正方法．为有效节约存储成本，也提出一种适

用于弹性波逆时偏移的震源波场逆时重建方法，在震源波场正传过程中，仅保存ＰＭＬ边界内若干层的速度分量波

场，进而逆时重建出所有分量的震源波场．本文分别对地堑模型和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进行了弹性波逆时偏移成像测

试，结果表明：所提出的共炮域极性校正方法正确有效，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成像的纯波数据能够对复

杂地下构造准确成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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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叠前逆时偏移方法最早由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１９８３）在

ＳＥＧ年会上提出，随后，Ｂａｙｓａｌ等（１９８３）、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

和Ｍｕｆｔｉ（１９８３）和 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１９８３）将其运用到纵

波资料的叠后偏移．该方法基于双程波动方程理论，

对地震波的近似较少，理论上可对多种波场（一次反

射波、多次波、棱柱波等）准确成像，而且无成像倾角

限制．与单分量地震资料相比，多波多分量地震资料

含有更为丰富的波场信息，对其进行弹性波逆时偏

移（ＥＲＴＭ）能够形成多波成像数据，提供更为精确

的地下构造信息，从而减少纵波勘探的盲区（Ｄ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ＤｕａｎａｎｄＳａｖａ，２０１５；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弹

性波叠前逆时偏移是一种以矢量波理论为基础的深

度域偏移方法，考虑了地震波在地下传播过程中的

耦合特征，能够形成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成像剖面．

近年来，随着计算机硬件技术的发展，以及ＧＰＵ在

油气勘探领域的成功应用（刘国峰等，２００９；李博等，

２０１０；刘红伟等，２０１０），地震成像的计算成本得以大

幅度降低，具有矢量特征的多波多分量地震数据的

弹性波逆时偏移成像也在油气勘探中彰显了更大的

研究潜力和发展前景．

弹性波逆时偏移最初是由Ｓｕｎ和 ＭｃＭｅｃｈａｎ

（１９８６）提 出，随 后 Ｃｈａｎｇ 和 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１９８７，

１９９４）利用激发时间成像条件实现了２Ｄ和３Ｄ的弹

性波逆时偏移，但是，成像结果均受纵横波串扰

（ｃｒｏｓｓｔａｌｋ）的影响，且物理意义不明确，只能用来描

述构造，无法进行后续的解释．Ｙａｎ和Ｓａｖａ（２００８）

提出把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场用旋度和散度算子分

离为纵波和横波波场，然后再对分离的波场进行互

相关成像，这种方法不仅保留了弹性波波场的矢量

特征，也更加符合地震波在地下介质中的传播规律，

避免了多分量之间成像所引发的多波串扰，使成像

结果更具明确的物理意义．类似于声波逆时偏移，弹

性波逆时偏移在互相关成像时，也需要传播时间相

同但传播方向相反的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场．目前，

有四种方法处理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场的不同传播

方向问题：一是全波场存储，即完全保存震源或检波

点在每个时刻的波场；二是检查点（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存储（Ｓｙｍｅｓ，２００７）；三是随机边界存储（Ｃｌａｐｐ，

２００９）；四是边界存储（ＦｅｎｇａｎｄＷａｎｇ，２０１２；王保

利等，２０１２）．全波场存储要求巨大的存储资源，在实

际中不是可行方法．为了减低重算比，检查点存储方

法也必须存储许多中间时刻波场．随机边界方法无

需额外存储波场，但会在偏移结果中引入随机噪声，

而且计算量也增加近乎１倍．上述的边界存储方法

主要是针对声波方程逆时偏移开展的研究．与此同

时，专家们也一直积极地寻求非互相关成像条件的

逆时偏移成像方法，以降低数据存储空间，如激发振

幅成像条件（Ｎｇｕｙｅｎ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Ｗａｎｇ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５；Ｗａ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多

激发时间成像条件（Ｊ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稀疏互相关成

像条件（Ｎｇｕｙｅｎ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５）等，实际上

这些成像条件都是互相关成像条件的特殊情况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０８）．

对旋度和散度算子分离矢量波场的弹性波逆时

偏移方法，其转换波成像受极性反转影响（Ｄｕ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ＤｕａｎａｎｄＳａｖａ，２０１５；Ｇｕ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Ｌｉ

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当完成互相关成像的多炮数据叠加

后，偏移结果不实．Ｄｕ等（２０１２）利用震源波场和检

波点波场的方向矢量计算出符号因子，进一步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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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号因子对ＰＳ和ＳＰ成像数据进行校正．代替使用

检波点波场的方向矢量信息，Ｄｕａｎ和Ｓａｖａ（２０１５）

利用纵横波传播方向与界面法线方向关系，校正了

ＰＳ和ＳＰ成像极性反转问题．Ｌｉ等（２０１６）提出利用

弹性波解耦方程组的极化方向矢量计算符号因子，

进而校正ＰＳ和ＳＰ成像的极性．上述三种极性校正

方法均在炮域完成，也有更为直接的在角度域完成

的校正方法（ＲｏｓａｌｅｓａｎｄＲｉｃｋｅｔｔ，２００１；Ｒｏｓａｌｅｓｅｔ

ａｌ．，２００８），角度域方法相对准确，但是计算量较大．

本文在前人研究工作的基础上，针对各向同性

介质的弹性波逆时偏移成像开展研究，利用散度、旋

度算子将矢量波场分离为纵波和横波波场，纯波的

互相关成像大大降低纵横波成像串扰．详细分析了

分离的横波在纵波垂直入射位置两侧发生极性反

转，从而导致转换波成像极性反转，由此提出一种在

共炮域估算入射角度的极性校正方法．将降低存储

成本的震源波场逆时重建策略用于弹性波逆时偏移

成像中，利用少量弹性参数做震源波场重建，为弹性

波逆时偏移的进一步实用化研究提供可选方案．

２　方法原理

２．１　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

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包括三个步

骤：（１）构建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场；（２）分离矢

量波场；（３）应用互相关成像条件．本文基于震源

波场重建的弹性波逆时偏移算法流程如图１所示，

它包括震源波场的正传并保存犚 层边界内速度波

场值（犚为空间差分阶数的一半）；利用边界内存储

的波场和最后时刻所有弹性参数波场反传重建震源

波场；在震源波场重建的同时，反传检波点波场；在

相同时刻，利用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分离震源和检波点矢量

波场；对ＰＰ波以及ＰＳ波分别应用互相关成像条

件．图中犻狋表示时间变量，狀狋表示最大时刻．对弹性

波正演、震源波场反传重建及检波点波场反传等成

本较高的计算，均采用ＧＰＵ加速．图中提及的矢量

波场分离和极性校正详见后文．

考虑各向同性介质，构建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

场的一阶速度应力方程为

ρ
狏狓

狋
＝
σ狓狓

狓
＋
τ狓狕

（ ）狕 ，

ρ
狏狕

狋
＝
σ狕狕

狕
＋
τ狓狕

（ ）狓 ，

σ狓狓

狋
＝ （λ＋２μ）

狏狓

狓
＋λ
狏狕

狕
，

σ狕狕

狋
＝λ
狏狓

狓
＋（λ＋２μ）

狏狕

狕
，

τ狓狕

狋
＝μ

狏狕

狓
＋
狏狓

（ ）狕

烅

烄

烆
．

（１）

其中，狏狓和狏狕分别为质点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

振动速度，σ狓狓 和σ狕狕 分别为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

正应力，τ狓狕 为切应力，ρ为介质的密度，λ和μ为介

质的拉梅常数，狋为时间变量．文中采用时间二阶，

空间十二阶交错网格（Ｍａｄａｒｉａｇａ，１９７６；Ｖｉｒｉｅｕｘ，

１９８６）进行有限差分数值计算，采用ＰＭＬ吸收边界

压制来自边界的反射，式（１）所示的一阶速度应力

方程的离散形式为

图１　弹性波逆时偏移流程

Ｆｉｇ．１　Ｆｌｏｗｃｈａｒｔ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ＥＲＴＭ）

５１８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０卷　

　　　　　　

狏
犽＋
１
２

狓（犻，犼）＝狏
犽－
１
２

狓（犻，犼）＋
Δ狋

ρ
犇狓（δ

犽

狓狓（犻＋
１
２
，犼）
）＋犇狕（τ

犽

狓狕（犻，犼＋
１
２
）［ ］），

狏
犽＋
１
２

狕（犻＋
１
２
，犼＋

１
２
）＝狏

犽－
１
２

狕（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Δ狋

ρ
犇狕（δ

犽

狕狕（犻＋
１
２
，犼）
）＋犇狓（τ

犽

狓狕（犻，犼＋
１
２
）［ ］），

δ
犽＋１

狓狓（犻＋
１
２
，犼）＝δ

犽

狓狓（犻＋
１
２
，犼）＋Δ狋 （λ＋２μ）犇狓（狏

犽＋
１
２

狓（犻，犼）
）＋λ犇狕（狏

犽＋
１
２

狕（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

δ
犽＋１

狕狕（犻＋
１
２
，犼）＝δ

犽

狕狕（犻＋
１
２
，犼）＋Δ狋 （λ＋２μ）犇狕（狏

犽＋
１
２

狕（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λ犇狓（狏

犽＋
１
２

狓（犻，犼）
［ ］），

τ
犽＋１

狓狕（犻，犼＋
１
２
）＝τ

犽

狓狕（犻，犼＋
１
２
）＋Δ狋μ犇狕（狏

犽＋
１
２

狓（犻，犼）
）＋μ犇狓（狏

犽＋
１
２

狕（犻＋
１
２
，犼＋

１
２
）［ ］）

烅

烄

烆 ．

（２）

其中，Δ狋为时间步长，犽为时间变量，犇狓 和犇狕 为空间高阶差分算子，公式为

犇狓（犳
犽

犻，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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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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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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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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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Δ狓和Δ狕分别表示沿狓和狕方向的空间网格

大小，犖等于空间差分阶数的一半，犆
犖

狀
为差分系数．

２．２　边界存储策略逆时重建震源波场

类似于声波逆时偏移，应用互相关成像条件的

弹性波逆时偏移也需要同一时刻的震源波场和检波

点波场值，但是两波场的传播方向相反，因此最直接

的方法就是存储两者之一所有时刻的波场值，另一

波场传播时再把存储的波场提取出来做互相关，这

样将会产生巨大的存储需求．因此，为了减少存储需

求，本文发展了一种适用于弹性波逆时偏移的逆时

重建震源波场方法，并采用ＧＰＵ并行加速弹性波

正演，利用了以计算换存储的思想．

图２　边界存储

Ｆｉｇ．２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ｓｔｏｒａｇｅ

边界存储示意图如图２所示，Ａ为未加边界的

原模型区域，Ｂ为一部分ＰＭＬ边界区域，它为震源

波场正传过程中存储波场的边界区域，文中边界存

储区域厚度为６层（空间差分阶数的一半，即图１中

犚的值）．Ｆｅｎｇ和 Ｗａｎｇ（２０１２）等提出在靠近 Ａ区

域边界处，空间采用变阶数的差分格式，边界存储区

域Ｂ的厚度可以减少到１层，可以进一步减少存储

成本，但重建精度也随之降低．由于一阶速度应力

方程共有五个波场变量（狏狓，狏狕，δ狓狓，δ狕狕，τ狓狕），在存储

波场时，为了减少ＧＰＵ显存的花费，文中选择存储

两个分量的速度波场，因为应力和速度之间的递推

关系，应力波场可以由速度波场重建出来，因此在正

传过程中不需要存储Ｂ区域内的应力波场．综合图

１和图２，逆时重建震源波场可以概括为：在给定的

初始条件和加ＰＭＬ边界的速度模型情况下，进行

弹性波正演，并存储Ｂ区域内所有时刻的速度波

场，直到震源波场正传结束时，保存最大时刻（狀狋）的

原模型区域Ａ的全波场分量．当检波点波场逆时反

传时，利用最大时刻的震源波场进行反传，在反传的

每一个时刻，将Ｂ区域内的速度场用正传过程中保

存的速度场更新，再利用更新后的速度场以及公式

（２）的逆时反传形式，重建出计算区域内应力场，然

后根据应力和速度之间的关系，则可以实现速度和

应力波场之间的递推，逆时重建出所有时刻的震源

波场．

为了验证边界存储方法逆时重建震源波场的有效

性，设计了一个均匀各向同性弹性介质模型，模型的大

小为２００×２００网格，两个方向的网格尺寸均为１０ｍ，

纵波速度为３０００ｍ·ｓ－１，横波速度为１７３４ｍ·ｓ－１，密

度为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ＰＭＬ边界厚度为５０个网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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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采样间隔为１ｍｓ，在模型中央放置纯纵波源，

采用了主频为２５Ｈｚ的雷克子波作为激发震源．图

３ａ和３ｃ分别是不同时刻（狋＝０．１１ｓ，０．２１ｓ，０．３１ｓ

和０．４１ｓ）正传的水平和垂直速度分量波场；图３ｂ

和３ｄ分别是不同时刻（０．４１ｓ，０．３１ｓ，０．２１ｓ和狋＝

０．１１ｓ）逆时反传的水平和垂直速度分量波场．观察

可知，边界存储方法可较好地重建模型区域内的震

源波场．进一步的单道数据分析如图４和图５所示，

抽取了狋＝０．３１ｓ，狓＝０．８ｋｍ位置的正传和反传弹

性波波场，分别对比了水平分量和垂直分量，计算了

图３　均匀各向同性介质的弹性波波场快照（狋＝０．１１ｓ，０．２１ｓ，０．３１ｓ，０．４１ｓ）

（ａ）正传的水平分量波场；（ｂ）逆时反传的水平分量波场；

（ｃ）正传的垂直分量波场；（ｄ）逆时反传的垂直分量波场．

Ｆｉｇ．３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ｏｆｈｏｍ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ｍｅｄｉｕｍａｔ０．１１ｓ，０．２１ｓ，０．３１ｓａｎｄ０．４１ｓ

（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ｂ）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

（ｃ）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ｄ）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

图４　正传及反传的水平分量弹性波波场（狋＝０．３１ｓ）

单道对比

（ａ）正传；（ｂ）逆时反传；（ｃ）绝对误差．

Ｆｉｇ．４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ａｔ０．３１ｓ

（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ｂ）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

（ｃ）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

图５　正传及反传的垂直分量弹性波波场（狋＝０．３１ｓ）

单道对比

（ａ）正传；（ｂ）逆时反传；（ｃ）绝对误差．

Ｆｉｇ．５　Ｓｉｎｇｌｅｔｒａｃｅ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ｏｆ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ａｎｄ

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ａｔ０．３１ｓ

（ａ）Ｆｏｒ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ｂ）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ｎｇ；

（ｃ）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ｅｒｒｏ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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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之间的绝对误差，可以看出，单道分析的绝对误

差较小，进一步验证了文中所述的边界存储方法逆

时重建震源波场的有效性．接下来，我们以该模型为

例，对比分析全波场存储和边界存储内存消耗，设波

传播时间为５ｓ，波场数据类型为４字节浮点型，全

波场（五个波场变量）存储需要消耗约３．７３Ｇ存储

空间，而文中所用的边界存储策略仅消耗约１８３Ｍ

存储空间（计算方式为：４×（狀狓＋狀狕）×狀狋×犚×４犫狔狋犲，

狀狓和狀狕分别表示沿狓 和狕方向的网格点数，狀狋为

总时间采样间隔），因此文中所述方法大幅度降低了

弹性波逆时偏移的存储成本，为它的进一步实用化

研究提供可选方案．

２．３　矢量波场分离

为了减少矢量分量（如速度矢量分量）成像引发

的串扰，使成像结果物理意义更加明确，需要在应用

成像条件之前将震源和检波点速度矢量波场分离为

纵、横波场．在各向同性介质中，根据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分

解理论，弹性波矢量场可以分解为一个无旋的标量

纵波波场犝ｐ和一个无散的横波矢量场犝ｓ，即：

犝 ＝

Δ

Φ＋

Δ

×Ψ＝犝ｐ＋犝ｓ， （６）

其中，Φ和Ψ 分别为标量和矢量势．对于各向同性

弹性波波场，公式（６）并不能直接实现波场分离，可

以对延拓的弹性波矢量波场应用旋度散度算子进行

分离．文中矢量波场犝 代表速度矢量波场，对其求

散度和旋度，能够得到标量纵波分量Ｐ和矢量横波

分量犛为

Ｐ＝

Δ

·犝 ＝

Δ

·犝ｐ＝
犝狓

狓
＋
犝狕

狕
， （７）

犛＝

Δ

×犝 ＝

Δ

×犝ｓ＝
犝狓

狕
－
犝狕

狓
． （８）

　　利用高阶有限差分算子对上两式离散，便可以

在构建震源波场和检波点波场过程中实现纵、横波

波场的分离．在２Ｄ各向同性介质中，Ｓ即代表ＳＶ

波．图６为均匀各向同性介质多分量波场快照（狋＝

０．３１ｓ）及波场分离结果，模拟时采用混合震源，其

余参数与波场重建模拟参数相同，可以看出散度和

旋度算子较好地分离了纵横波场．

２．４　成像条件

对于震源和检波点波场中分离的纵波分量和横

波分量，文中使用震源归一化互相关成像条件（９）和

（１０）．公式为

犐ＰＰ（狓，狕）＝
∑
犻狋＝０

犻狋＝狀狋

犛犉Ｐ（狓，狕，狋）犚犉Ｐ（狓，狕，狋）

∑
犻狋＝０

犻狋＝狀狋

犛犉
２

Ｐ
（狓，狕，狋）

，（９）

犐ＰＳ（狓，狕）＝
∑
犻狋＝０

犻狋＝狀狋

犛犉Ｐ（狓，狕，狋）犚犉Ｓ（狓，狕，狋）

∑
犻狋＝０

犻狋＝狀狋

犛犉
２

Ｐ
（狓，狕，狋）

，（１０）

其中，犐ＰＰ表示ＰＰ成像，犐ＰＳ表示ＰＳ成像，犛犉Ｐ表示

震源波场中分离的纵波分量，犚犉Ｐ 表示检波点波场

中分离的纵波分量，犚犉Ｓ表示检波点波场分离的横

波分量，（狓，狕）代表空间位置，狀狋为总采样时间间

隔数，因此应用公式（９）和（１０）能得到纯波成像数据．

２．５　转换波成像极性反转

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面临着一个严

重的问题，即利用 Ｈｅｌｍｈｏｌｔｚ分解定理提取纵波和

横波分量时，分离的横波分量发生极性反转，而分离

的纵波分量为标量，在直接使用互相关成像条件计

算犐ＰＳ时，ＰＳ成像就发生了极性反转，当多炮偏移成

像叠加之后，极性的反转导致虚假的同相轴信息，因

此对转换波成像犐ＰＳ的极性校正显得尤为重要．

下面先分析利用旋度算子分离矢量波场，进而

分析转换波成像发生极性反转的原因．在２Ｄ各向

同性介质中，可在波数域研究旋度算子分离弹性波

波场的本质特征，式（８）在波数域中可以表示为（Ｄｕ

图６　多分量波场快照及波场分离结果

（ａ）水平分量；（ｂ）垂直分量；（ｃ）Ｐ波分量；（ｄ）Ｓ波分量．

Ｆｉｇ．６　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ｏｆ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ａｎ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

（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ｃ）Ｐｗａｖｅ；（ｄ）Ｓｗａｖｅ．

８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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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ｔａｌ．，２０１２）：

珘犛＝
犽ｓ
犽ｓ

×珟犝ｓ， （１１）

其中，珘犛和珟犝ｓ分别为公式（８）中犛和犝ｓ的傅里叶变

换，犽ｓ定义了Ｓ波的传播方向．在各向同性介质中，

横波波场犝ｓ与传播方向犽ｓ垂直．根据公式（１１）知，

施加旋度算子得到的横波波场犛垂直于犝ｓ和犽ｓ所

组成的平面，图７是施加旋度算子得到的横波Ｓ发

生极性反转的示意图，犝ｐ 是纵波波场，狀表示反射

界面的法线方向，犖 为Ｏ点的法线入射点，犽
Ａ

ｓ
和犽

Ｂ

ｓ

分别代表Ａ和Ｂ点的Ｓ波的传播方向，根据右手定

则可知，在法线入射位置Ｎ两侧，Ａ和Ｂ点的Ｓ反

射波极性相反，即图中箭头所指示的·，分别代表

的垂直平面向外和向内．由此可知，施加了旋度算子

后的横波波场分量犛在纵波垂直入射两侧极性相

反．当纵波为入射波时，根据公式（７）分离得到的纵

波分量Ｐ为标量，不发生极性反转现象，所以应用

互相关成像条件（１０）得到的犐ＰＳ 成像结果在纵波垂

直入射的位置的两侧极性反转，导致多炮叠加数据

的不真实．在共炮域，若能够计算出来每个时刻的纵

波传播方向（或角度）和界面方向（或角度），根据图

７所示的几何关系，则能够计算出每个成像时刻每

个成像点纵波入射角度，那么就可进行犐ＰＳ 成像的

极性校正．

图７　Ｓ波的极性反转

Ｆｉｇ．７　Ｓｃｈｅｍａｔｉｃｄｉａｇｒａｍｏｆ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

ｏｆＳｗａｖｅｓ

值得说明的是，文中仅研究犐ＰＰ 和犐ＰＳ 成像，对

于犐ＳＰ成像，由于ＳＰ波发生极性反转，因此它也发

生类似犐ＰＳ成像的极性反转情况，校正方法此处不

做详细讨论．对于犐ＳＳ 成像则不会发生极性反转，这

是因为震源和检波点波场中分离的Ｓ波分量互相关

时，自动补偿了Ｓ波分量的极性反转．

３　极性校正

从上面的分析看出，在２Ｄ各向同性介质中，

犐ＰＳ成像极性反转发生在纵波垂直入射的位置两侧，

若能够计算出每个成像时刻每个成像点的纵波入射

角度，再将负的入射角度（或正入射角度）的成像值

乘以－１，那么犐ＰＳ成像的极性反转能够校正．因此，

校正犐ＰＳ极性的震源归一化互相关成像条件可以改

写为

犐ＰＳ（狓，狕）＝
∑
犻狋＝０

犻狋＝狀狋

犛犉ｐ（狓，狕，狋）犚犉ｓ（狓，狕，狋）ｓｉｇｎ（θｐ）

∑
犻狋＝０

犻狋＝狀狋

犛犉
２

ｐ
（狓，狕，狋）

，

（１２）

其中，ｓｉｇｎ（θｐ）＝

＋１ θｐ＞０

０ θｐ＝０

－１ θｐ＜

烅

烄

烆 ０

，θｐ代表纵波的入射

角度．下面阐述如何估算纵波的入射角度．

３．１　纵波传播方向（角度）计算

基于方向矢量的方法能够高效地估算波的传播

方向（角度），在逆时偏移的角度域共成像点道集

（ＡＤＣＩＧＳ）提取中得到广泛应用（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

２０１１ａ，ｂ；Ｗａｎｇ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５）．对２Ｄ各向

同性介质，纵波的极化方向和传播方向平行，对纵波

波场作用梯度算子可获得传播方向，即：

狀＝ （狀狓，狀狕）＝

Δ

·犛犉ｐ＝
犛犉ｐ
狓

，犛犉ｐ
（ ）狕

， （１３）

其中，（狀狓，狀狕）为纵波传播方向，

Δ

为梯度算子．因

此，纵波的传播角度αｐ为

αｐ＝ａｒｃｔａｎ（狀狓／狀狕）． （１４）

３．２　界面法线方向（角度）计算

瞬时波数可用于估算界面法线方向．考虑２Ｄ

弹性波逆时偏移ＰＰ成像犐ＰＰ（狓，狕），为了计算偏移

剖面的法线方向，首先分别计算偏移剖面沿狓或狕

方向的希尔伯特变换，公式为

犙（狓，狕）＝犎狓（犐ＰＰ（狓，狕））＝
１

π∫
＋∞

－∞
犐ＰＰ（狓－ξ，狕）

ｄξ
ξ
，

（１５）

犙（狓，狕）＝犎狕（犐ＰＰ（狓，狕））＝
１

π∫
＋∞

－∞
犐ＰＰ（狓，狕－ξ）

ｄξ
ξ
，

（１６）

公式（１５）—（１６）中，犎狓和犎狕分别代表沿狓和狕方

向的希尔伯特变换，犙（狓，狕）代表犐ＰＰ（狓，狕）沿狓或狕

方向的希尔伯特变换．

因此，ＰＰ成像犐ＰＰ（狓，狕）的复地震信号犮（狓，狕）

可以表示为

　　犮（狓，狕）＝犐ＰＰ（狓，狕）＋ｉ犙（狓，狕）

＝犪（狓，狕）ｅｘｐｉφ（狓，狕［ ］）， （１７）

其中，犪（狓，狕）是复信号的瞬时振幅，φ（狓，狕）是复信

９１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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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瞬时相位，ｉ代表虚数单位．瞬时相位φ（狓，狕）的

梯度就给出了空间位置的瞬时波数方向，即界面法

线方向（Ｚｈａｎｇａｎ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２０１１ａ，ｂ）．公式为

犽＝ （犽狓，犽狕）＝

Δ

φ（狓，狕）＝ｒｅａｌ

Δ

犮（狓，狕）

ｉ犮（狓，狕［ ］） ， （１８）
其中，犽狓 和犽狕 分别为波数犽的水平和垂直分量，它

们表示界面的法线方向，ｒｅａｌ表示复数的实部．因此

成像剖面的局部倾角可以表示为

β＝ａｒｃｔａｎ（犽狓／犽狕）． （１９）

３．３　纵波的入射角度计算

从上面计算得到纵波的传播角度αｐ 和界面的

局部倾角β，根据两者之差即可以得到纵波的入射

角度θｐ为

θｐ＝αｐ－β， （２０）

将上式代入公式（１２），可校正犐ＰＳ 成像的极性，进而

解决成像的极性反转问题．

４　模型测试

为了验证文中所述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

偏移方法和极性校正方法的有效性，文中测试了地

堑模型和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模型．

４．１　地堑模型

设计地堑模型，如图８ａ所示，纵波和横波速度满

足关系犞Ｓ＝犞Ｐ／槡３，密度为常值ρ＝２０００ｋｇ·ｍ
－３，

模型大小为４００×３００网格（分别沿狓和狕方向），网

格间距均为１０ｍ．为了更好地说明转换波成像出现

极性反转问题，在此测试中，仅做一次震源激发，纯

纵波震源放置于模型中央对应的地表位置，主频为

２５Ｈｚ的雷克子波，图８ａ中 Ａ、Ｂ、Ｃ分别是不同反

射界面的纵波垂直入射点，４００个检波点均匀分布

于地面，检波点间距为１０ｍ，时间采样为１ｍｓ，总记

录时间长度为３ｓ．

将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方法和极性

校正方法应用于该地堑模型，成像结果如图８所示，

图８ｂ、８ｃ和８ｄ分别为ＰＰ成像，ＰＳ成像和极性校正

后的ＰＳ成像．由于应用散度算子分离得到的纵波

为标量，因此ＰＰ成像不会发生极性反转，剖面成像

清晰，同相轴自然连续．未做极性校正的ＰＳ成像，

如图８ｃ所示，在纵波垂直入射位置（对应于图８ａ中

的Ａ、Ｂ、Ｃ点）附近能量消失，同相轴断开，垂直入射

图８　地堑模型参数及单炮成像结果

（ａ）地堑模型；（ｂ）ＰＰ成像；（ｃ）ＰＳ成像；（ｄ）校正极性后的ＰＳ成像．

Ｆｉｇ．８　Ｇｒａｂｅｎｍｏｄｅｌ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ｓｉｎｇｌｅｓｈｏｔｉｍａｇｉｎｇ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Ｇｒａｂｅｎｍｏｄｅｌ；（ｂ）ＰＰ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Ｐ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ｄ）ＰＳｉｍａｇｉｎｇｗｉｔｈ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０２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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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９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速度模型及不同类型的叠加成像剖面

（ａ）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纵波速度模型；（ｂ）ＰＰ成像剖面；（ｃ）未校正极性的ＰＳ成像剖面；（ｄ）校正极性后的ＰＳ成像剖面．

Ｆｉｇ．９　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ａｎｄ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ｙｐｅｓｏｆｓｔａｃｋｅｄｉｍａｇｉｎｇ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ｆｏｒ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ｍｏｄｅｌ

（ａ）Ｐｗａｖｅ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ｆｏｒ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ｍｏｄｅｌ；（ｂ）ＰＰｉｍａｇｅ；（ｃ）ＰＳ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ｄ）ＰＳ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点两侧同相轴极性相反．利用前述的极性校正方法，

对转换波成像进行校正，ＰＳ成像结果如图８ｄ所示，

校正后的三个点Ａ、Ｂ和Ｃ两端的同相轴极性一致，

提高了转换波成像精度．由于相同频率的纵波波长

比横波波长长，因此ＰＳ成像比ＰＰ成像的分辨率更高．

４．２　犕犪狉犿狅狌狊犻２模型

进一 步 借 助 国 际 通 用 的 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 模 型

（Ｍａｒｔｉ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测试所述方法的有效性，该模

型构造极为复杂，具有多个密集薄互层，浅部有陡倾

角断层，深部有不整合面以及刺穿盐丘结构，横向速

度变化大，地层倾角不断变化．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的纵波

速度模型如图９ａ所示，横波速度按犞Ｓ＝犞Ｐ／槡３计

算，重采样后的模型的网格大小为１７００×４００（分别

沿狓和狕方向），网格间距均为１０ｍ．沿地表自左至

右布置激发震源，炮间距为１００ｍ，共１７０炮，采用

主频为１５Ｈｚ的雷克子波，６００个检波点均匀分布

于炮点两侧，检波点间距为１０ｍ．时间采样间隔为

１ｍｓ，总时间长度为６ｓ．

从成像剖面看出，ＰＰ成像能够对背斜和断层清

晰成像，同相轴连续无错段，如图９ｂ所示．而未进行

极性校正的ＰＳ成像可见同相轴不连续，如图９ｃ箭

头所示，多炮成像叠加剖面严重受损，成像精度大幅

度下降．为了改善ＰＳ成像质量，利用了文中所述的

极性校正方法，校正后的成像剖面如图９ｄ所示，可

见背斜和断层构造成像清晰，同相轴连续，而且可获

得比ＰＰ成像分辨率更高的效果．值得说明的是，文

中在模拟时使用了爆炸震源，横波是由纵波转换而

来，能量相对较弱，因此这里未对ＳＳ和ＳＰ的成像

做深入讨论．

将图９ｂ所示的框内区域与图９ｃ和９ｄ的相应

区域进行局部放大显示，如图１０ａ，１０ｂ和１０ｃ所示．

对比发现，图１０ａ所示的ＰＰ成像的振幅和相位保

持很好，同相轴连续，成像精度较高．图１０ｂ所示的

未校正极性的ＰＳ成像效果变差，同相轴错段，能量

不聚焦，伴有随机噪声出现，这是因为在ＰＳ成像

中，叠加了极性相反的同相轴，导致最终成像结果遭

到破坏．校正极性后的ＰＳ成像，如图１０ｃ所示，其振

幅和相位保持很好，同相轴连续，成像清晰，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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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ａ所示的ＰＰ成像，分辨率有明显提高．

为测试所述偏移算法及极性校正方法的抗噪

性，对所观测的地震记录加入 Ｇａｕｓｓｉａｎ随机噪声

（狊狀＝５），含噪声的两分量地震记录（第８５炮激发）

如图１１所示．图１２ａ、１２ｂ和１２ｃ分别给出了利用文

中方法计算的ＰＰ成像、ＰＳ成像以及校正极性后的

ＰＳ成像结果．研究发现，ＰＰ成像仍然能够对背斜和

断层清晰成像，同相轴连续无错段，除层间含少量随

机噪声外，整体成像效果与未加入噪声测试的ＰＰ

成像（图１０ｂ）一致；未进行极性校正的ＰＳ成像的同

相轴不连续，多炮成像叠加剖面严重受损，随机噪声

同时也淹没了有效同相轴，成像精度大幅度下降；校

正极性后的ＰＳ成像同相轴连续，但是层间的随机

噪声较ＰＰ成像更多，这是由于观测记录中的横波

是由纵波转换而来，能量较弱，所以ＰＳ成像更易受

噪声的影响，但是，背斜和断层构造仍能够清晰成

像．在噪声适度的情况下，文中所述的偏移和极性校

正方法，具有良好的抗噪性．

图１０　图９的局部放大

（ａ）图９ｂ的局部放大显示；（ｂ）图９ｃ的局部放大显示；（ｃ）图９ｄ的局部放大显示．

Ｆｉｇ．１０　ＰａｒｔｉａｌｅｎｌａｒｇｅｍｅｎｔｏｆＦｉｇ．９

（ａ）ＰａｒｔｉａｌｚｏｏｍｉｎｏｆＦｉｇ．９ｂ；（ｂ）ＰａｒｔｉａｌｚｏｏｍｉｎｏｆＦｉｇ．９ｃ；（ｃ）ＰａｒｔｉａｌｚｏｏｍｉｎｏｆＦｉｇ．９ｄ．

图１１　含高斯噪声（狊狀＝５）的第８５炮地震记录

（ａ）水平分量；（ｂ）垂直分量．

Ｆｉｇ．１１　Ｓｅｉｓｍｏｇｒａｍ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狊狀＝５）ｏｆｔｈｅ８５ｔｈｓｈｏｔ

（ａ）Ｈｏｒｉｚｏｎｔ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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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７期 王维红等：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移

图１２　含高斯噪声的地震记录偏移结果

（ａ）ＰＰ成像剖面；（ｂ）未校正极性的ＰＳ成像剖面；（ｃ）校正极性后的ＰＳ成像剖面．

Ｆｉｇ．１２　Ｒｅｓｕｌｔｓ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Ｇａｕｓｓｉａｎｎｏｉｓｅ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ｍｏｄｅｌ

（ａ）ＰＰｉｍａｇｅ；（ｂ）ＰＳ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ｏｕｔ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ｃ）ＰＳｉｍａｇｅｗｉｔｈ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

５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波场分离的弹性波逆时偏

移成像的可行方法，在应用互相关成像条件的情况

下，采用边界存储方法逆时重建震源波场，仅保存

ＰＭＬ边界内若干层的速度分量，再逆时重建震源波

场相关的所有分量，大大降低了弹性波逆时偏移存

储成本，为弹性波逆时偏移的实用化研究开辟了新

的思路．本文详细分析了转换波成像发生极性反转

的原因，源于施加旋度算子分离横波时发生的极性

反转，对此提出一种共炮域估算入射角度进而校正

转换波成像的极性，极大地提高了转换波成像精度．

文中所提出的弹性波逆时偏移形成的纯波成像剖

面，能够对复杂地下构造准确成像，相比于纵波成

像，极性校正后的成像数据提高了分辨率．

犚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狊

ＢａｙｓａｌＥ，ＫｏｓｌｏｆｆＤ Ｄ，ＳｈｅｒｗｏｏｄＪ Ｗ Ｃ．１９８３．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４８（１１）：１５１４１５２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

１４４１４３４．

ＣｈａｎｇＷＦ，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１９８７．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５２（１０）：１３６５１３７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１４４２２４９．

ＣｈａｎｇＷＦ，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１９９４．３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ｉｍｅｄｅｐｔｈ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５９（４）：５９７６０９，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０／１．１４４３６２０．

ＣｈａｔｔｏｐａｄｈｙａｙＳ，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 Ａ．２００８．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３（３）：Ｓ８１Ｓ８９，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２９０３８２２．

ＣｌａｐｐＲＧ．２００９．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ｒａｎｄｏｍ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７９ｔｈ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２８０９２８１３．

ＤｕＱＺ，ＺｈｕＹ Ｔ，ＢａＪ．２０１２．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ｆｏ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７（２）：Ｓ３１Ｓ４１，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１０３４８．１．

ＤｕａｎＹ Ｔ，ＳａｖａＰ．２０１５．Ｓｃａｌａｒｉｍａｇｉｎｇ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８０（４）：Ｓ１２７Ｓ１３６，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４０４５３．１．

ＦｅｎｇＢ，Ｗａｎｇ Ｈ Ｚ．２０１２．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ｓｏｕｒｃｅ

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ｇｙ．犑．犌犲狅狆犺狔狊．犈狀犵．，９（１）：

６９７４，ｄｏｉ：１０．１０８８／１７４２２１３２／９／１／００８．

ＧｕＢＬ，ＬｉＺＹ，ＭａＸＮ，ｅｔａｌ．２０１５．Ｍｕｌｔｉ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ｅｌａｓｔｉｃ

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ＰａｎｄＳｗａｖｅ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

３２８２



地 球 物 理 学 报（ＣｈｉｎｅｓｅＪ．Ｇｅｏｐｈｙｓ．） ６０卷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ｓ．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 犃狆狆犾犻犲犱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

１１２：６２７８，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ｊａｐｐｇｅｏ．２０１４．１１．００８．

ＪｉｎＨ，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ＮｇｕｙｅｎＢ．２０１５．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ｉｎｐｕｔ／ｏｕｔｐｕ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２Ｄａｎｄ３Ｄ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ａｔｈｅｒｓ

ｆｒｏｍ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８０（２）：Ｓ６５Ｓ７７，ｄｏｉ：

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４０２０９．１．

ＬｉＢ，ＬｉｕＨ Ｗ，ＬｉｕＧＦ，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Ｃｏｍｐｕｔ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ｏｆ

ｓｅｉｓｍｉｃ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ｎＣＰＵ／ＧＰＵ．犆犺犻狀犲狊犲

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３（１２）：２９３８２９４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

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７．

ＬｉＺＹ，ＭａＸ Ｎ，Ｆｕ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ｅｐａ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ｃｏｒｒ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犑狅狌狉狀犪犾狅犳犃狆狆犾犻犲犱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１２７：５６６７，ｄｏｉ：１０．１０１６／ｊ．

ｊａｐｐｇｅｏ．２０１６．０２．０１２．

ＬｉｕＧ Ｆ，Ｌｉｕ Ｈ，Ｌｉ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ｔｉｍ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ｅｉｓｍｉｃｄａｔａｏｆｍｏｕｎｔａｉｎｏｕｓ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ｉｔｓＧＰ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２（１２）：

３１０１３１０８，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９．

ＬｉｕＨ Ｗ，ＬｉＢ，Ｌｉｕ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０．Ｔｈｅａｌｇｏｒｉｔｈｍｏｆｈｉｇｈｏｒｄｅｒ

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ＧＰＵ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３（７）：

１７２５１７３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０．０７．０２４．

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Ｄ，ＭｕｆｔｉＩＲ．１９８３．Ｒｅｖｅｒｓｅｄ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ｓｐａｔｉａｌ

ｆｒｅｑｕｅｎｃｙｄｏｍａｉ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４８（５）：６２７６３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

１．１４４１４９３．

ＭａｄａｒｉａｇａＲ．１９７６．Ｄｙｎａｍｉｃｓｏｆａｎ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ｃｉｒｃｕｌａｒｆａｕｌｔ．

ＢｕｌｌｅｔｉｎｏｆｔｈｅＳｅｉ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６６（３）：６３９

６６６．

ＭａｒｔｉｎＧＳ，ＷｉｌｅｙＲ，ＭａｒｆｕｒｔＫＪ．２００６．Ｍａｒｍｏｕｓｉ２：Ａｎｅｌａｓｔｉｃ

ｕｐｇｒａｄｅｆｏｒＭａｒｍｏｕｓｉ．犜犺犲犔犲犪犱犻狀犵犈犱犵犲，２５（２）：１５６１６６，

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２１７２３０６．

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 Ａ．１９８３．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ｅｘｔｒａｐｏ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ｉｍ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ｂｏｕｎｄ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ｓ．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犪犾犘狉狅狊狆犲犮狋犻狀犵，３１（３）：４１３４２０，

ｄｏｉ：１０．１１１１／ｊ．１３６５２４７８．１９８３．ｔｂ０１０６０．ｘ．

ＮｇｕｙｅｎＢ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２０１３．Ｅｘｃｉｔａｔｉｏｎａｍｐｌｉｔｕｄｅｉｍａｇ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８

（１）：Ｓ３７Ｓ４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２００７９．１．

ＮｇｕｙｅｎＢＤ，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 Ａ．２０１５．Ｆｉｖｅｗａｙｓｔｏａｖｏｉｄｓｔｏｒｉｎｇ

ｓｏｕｒｃｅ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ｎａｐｓｈｏｔｓｉｎ２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８０（１）：Ｓ１Ｓ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４

００１４．１．

ＲｏｓａｌｅｓＤ，ＲｉｃｋｅｔｔＪ．２００１．ＰＳｗａｖｅｐｏｌａｒｉｔｙｒｅｖｅｒｓａｌｉｎａｎｇｌｅ

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ａｔｈｅｒｓ．∥７１ｓｔ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１８４３１８４６．

ＲｏｓａｌｅｓＤＡ，ＦｏｍｅｌＳ，ＢｉｏｎｄｉＢ，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Ｗａｖｅｅｑｕａｔｉｏｎａｎｇｌｅ

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ｏｒｃｏｎｖｅｒｔｅｄｗａｖｅｓ．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３

（１）：Ｓ１７Ｓ２６，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２８２１１９３．

ＳｕｎＲ，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１９８６．Ｐｒｅｓｔａｃｋ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ｆｏｒ

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ｔｏ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ｏｆｆｓｅｔｖｅｒｔｉｃａｌｓｅｉｓｍｉｃ

　　ｐｒｏｆｉｌｅｓ．犘狉狅犮．犐犈犈犈，７４（３）：４５７４６５，ｄｏｉ：１０．１１０９／ＰＲＯＣ．

１９８６．１３４８６．

ＳｙｍｅｓＷ Ｗ．２００７．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ｗｉｔｈｏｐｔｉｍａｌｃｈｅｃｋｐｏｉｎｔｉｎｇ．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２（５）：ＳＭ２１３ＳＭ２２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２７４２６８６．

ＶｉｒｉｅｕｘＪ．１９８６．ＰＳＶ ｗａｖｅ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ｉｎ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ｏｕｓｍｅｄｉａ：

Ｖｅｌｏｃｉｔｙｓｔｒｅｓｓｆｉｎｉｔ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ｍｅｔｈｏｄ．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５１（４）：

８８９９０１，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１４４２１４７．

ＷａｎｇＢＬ，ＧａｏＪＨ，ＣｈｅｎＷ 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ｂｏｕｎｄａｒｙ

ｓｔｏｒａｇｅ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ｅｓｆｏｒｓｅｉｓｍ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犆犺犻狀犲狊犲犑．

犌犲狅狆犺狔狊．（ｉ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５５（７）：２４１２２４２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ｊ．

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２．０７．０２５．

ＷａｎｇＷ Ｌ，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 Ａ．２０１５．Ｖｅｃｔｏｒｂａｓｅ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

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８０（６）：Ｓ２４５Ｓ２５８，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

ｇｅｏ２０１４０６２０．１．

ＷａｎｇＷＬ，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Ｔａｎｇ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６．Ｕｐ／ｄｏｗｎａｎｄ

Ｐ／Ｓ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ｌａｓｔｉｃｗａｖｅｆｉｅｌｄｓｕｓｉｎｇｃｏｍｐｌｅｘｓｅｉｓｍｉｃ

ｔｒａｃｅｓｗｉｔｈ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Ｐｏｙｎｔｉｎｇｖｅｃｔｏｒｓａｎｄ

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ｓ．

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８１（４）：Ｓ１８１Ｓ１９４，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５０４５６．１．

ＷｈｉｔｍｏｒｅＮＤ．１９８３．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ｄｅｐｔｈ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ｂｙ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ｔｉｍｅ

ｐｒｏｐａｇａｔｉｏｎ． ∥５３ｒｄ Ａｎｎｕａｌ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ｅｅｔｉｎｇ，ＳＥＧ．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８２７８３０．

ＹａｎＪ，ＳａｖａＰ．２００８．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

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３（６）：Ｓ２２９Ｓ２３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１．

２９８１２４１．

ＺｈａｎｇＱＳ，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２０１１ａ．Ｄｉｒｅｃｔｖｅｃｔｏｒｆｉｅｌｄｍｅｔｈｏｄｔｏ

ｏｂｔａｉｎ 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 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 ｇａｔｈｅｒｓｆｒｏｍ ｉｓｏｔｒｏｐｉｃ

ａｃｏｕｓｔｉｃａｎｄｅｌａｓｔｉｃ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６（５）：

ＷＢ１３５ＷＢ１４９，ｄｏｉ：１０．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００３１４．１．

ＺｈａｎｇＱＳ，ＭｃＭｅｃｈａｎＧＡ．２０１１ｂ．Ｃｏｍｍｏｎｉｍａｇｅｇａｔｈｅｒｓｉｎｔｈｅ

ｉｎｃｉｄｅｎｔｐｈａｓｅａｎｇｌｅｄｏｍａｉｎｆｒｏｍｒｅｖｅｒｓｅｔｉｍｅ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２Ｄ

ｅｌａｓｔｉｃＶＴＩｍｅｄｉａ．犌犲狅狆犺狔狊犻犮狊，７６（６）：Ｓ１９７Ｓ２０６，ｄｏｉ：１０．

１１９０／ｇｅｏ２０１１００１５．１．

附中文参考文献

李博，刘红伟，刘国峰等．２０１０．地震叠前逆时偏移算法的ＣＰＵ／

ＧＰＵ实施对策．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１２）：２９３８２９４３，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０．１２．０１７．

刘国峰，刘洪，李博等．２００９．山地地震资料叠前时间偏移方法及

其ＧＰＵ实现．地球物理学报，５２（１２）：３１０１３１０８，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０９．１２．０１９．

刘红伟，李博，刘洪等．２０１０．地震叠前逆时偏移高阶有限差分算

法及ＧＰＵ实现．地球物理学报，５３（７）：１７２５１７３３，ｄｏｉ：１０．

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０．０７．０２４．

王保利，高静怀，陈文超等．２０１２．地震叠前逆时偏移的有效边界

存储策略．地球物理学报，５５（７）：２４１２２４２１，ｄｏｉ：１０．６０３８／ｊ．

ｉｓｓｎ．０００１５７３３．２０１２．０７．０２５．

（本文编辑　张正峰）

４２８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