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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上地震勘探数据处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陆上地震勘探纵波数据处理、质量控制和成果验收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陆上(包括水陆交互带)地震勘探纵波数据处理和成果验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SY/T5314 陆上石油地震勘探资料采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宽方位观测系统 wideazimuthgeometry
在野外三维地震数据采集过程中,横向最大炮检距与纵向最大炮检距之比大于0.5小于1.0的观测

系统。

3.2
全方位观测系统 fullazimuthgeometry
在野外三维地震数据采集过程中,横向最大炮检距与纵向最大炮检距之比等于1.0的观测系统。

3.3
十字排列道集 crossspreadgather
由互为中垂线的一条接收线和炮线组成的排列称为十字排列,在此基础上,把每炮记录按炮点位置

重排所组成的三维道集。

3.4
共炮检距矢量片 offsetvectortile或commonoffsetvector
具有大致相同炮检距和方位角的地震数据子集,通常被称为一个OVT(OffsetVectorTile)片或

COV(CommonOffsetVector)片。

3.5
螺旋道集 snailgather
在一个具有炮检距和方位角信息的道集内,以炮检距的分组区间为第一关键字、以方位角为第二关

键字进行排序而形成的地震数据道集。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IP:共成像点(CommonImage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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