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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重力场模型计算陆海布格

均衡异常便捷流程

只需四步，陆海全球适用，人人都能!

布格均衡重力异常/布格均衡

扰动重力计算流程完全相同



由重力场模型计算布格/均衡异常的便捷流程

2′地面/海面
大地高格网

计算目标区域模型大地水
准面高格网

2′模型大地水准面高格网 目标区域2′零值格网

超高阶地形质量
球谐系数模型2′陆海数字地形模型格网

大地水准面上空间异常与
扰动重力球谐综合计算

大地水准面上重力完全布
格影响球谐综合计算

经典布格影响量和经典
均衡影响量积分计算

超高阶地球重
力位系数模型

格网加权运算

2′经典布格重
力 异 常 格 网

2′经典均衡重
力 异 常 格 网

2′布格扰动
重 力 格 网

2′均衡扰动
重力格网

大地水准面上2′完全
布格重力异常格网

大地水准面上重力模型
完全布格影响格网

大地水准面上2′完全
布格扰动重力格网

经典布格影响量
格网和经典均衡
影响量格网

大地水准面上模型空间异常
格网和模型扰动重力格网



目标区域2′陆海数字地形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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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观测扰动重力归算与平均地形等高面扰动重力格网计算



（2）计算大地水准面上空间异常与扰动重力模型值

大地水准面2′模型扰动重力格网



（3）计算经典布格影响量和经典均衡影响量



陆海统一的经典均衡重力异常与均衡扰动重力

陆海统一的经典布格重力异常与布格扰动重力

（4）生成大地水准面上经典布格和均衡异常



（3′）计算大地水准面上重力的陆海完全布格影响模型值

大地水准面2′重力模型完全布格影响



陆海统一的完全布格扰动重力模型陆海统一的完全布格重力异常模型

（4′）生成大地水准面上完全布格重力异常与完全布格扰动重力



地形等高面上陆海完全布格

扰动重力计算流程

七步完成计算，陆海全球普适!

抑制高海拔地区传统重力归算

的信号衰减与算法不准确问题

陆海地形球谐模型+剩余地形

影响积分 — 移去恢复方案

完全布格重力梯度与完全布格

垂线偏差计算流程完全相同



平均地形高度面上陆海完全布格扰动重力典型计算流程

计算并移去测点处扰动重力
剩余地形影响

计算并移去测点处扰动重力
超高阶重力场模型值

计算扩展区域60″地形模
型值与剩余地形格网

平均地形高度面120″扰动
重力模型值格网

平均地形高度面120″完全布格扰动重力格网

地面/航空测点扰动重力数据 拓展区域60″地面数字高程模型

超高阶地形质量球谐系数模型

120″平均地形高度面
大地高格网

60″数字高程900阶模
型值球谐综合计算

测点处高分剩余地形
影响积分计算

120″平均地形高
度面大地高格网

地面/航空测点剩余
残差扰动重力

超高阶地形质量
球谐系数模型

数据文件加权运算

高阶地球重力场位系数
模型球谐综合计算

超高阶地球重力场位系数模型

900阶完全布格影响模
型值球谐综合计算

平均地形高度面120″扰动重力
900阶模型完全布格影响

加权基函数
格网化运算



地面数字高程模型（60″）与扰动重力测点空间分布



积分计算时，地面大地高和地
形等高面大地高格网，用于表
示地形面和归算面的空间位置

构造地面大地高格网和平均地形等高面大地高格网

60″地面大地高格网 平均地形等高面大地高格网



（1）计算并移去模型地形高度值，构造60″剩余地形模型

60″剩余地形模型resdtm60s.dat



（2）计算并移去测点处超高阶模型扰动重力

测点残差扰动重力mGal

测点扰动重力mGal



（3）计算并移去测点处扰动重力剩余地形影响

测点剩余残差扰动重力mGal



（4）平均地形高度面120″剩余残差扰动重力格网化

省略剩余残差扰动重力径向
梯度法解析延拓流程

平均地形高度面120″剩余
残差扰动重力格网



（5）计算平均地形高度面120″扰动重力模型值



（6）计算等高面120″扰动重力完全布格影响模型值格网

（7）生成平均地形高度面120″完全布格扰动重力格网成果



多种异质观测量解析融合的

重力勘探建模方案

观测数据任意复杂分布：空天地海、

不同高度、交叉混叠、陆海共存

多种异质观测数据混叠：重力，重

力梯度，垂线偏差，GNSS水准…



具备不同高度、交叉分布陆海多种异

质数据全要素重力场解析建模能力

具备任意类型重力场元、多种性质地形

影响统一的高精度解析计算能力

任何复杂观测情况下，地球重力场理论全过程解析约束控制，

深度融合多源异质数据中所有重力场信息的重力勘探建模

多种异质重力勘探解析建模PAGravf4.5计算原理



☆ 第一步：确定计算范围、计算面（建议用地形等高面）

与重力勘探目标模型类型，获取（收集）计算范围及周边各

种重力场探测与大地测量数据。

☆ 第二步：调用[高精度重力场逼近与全要素建模]有关程序，

精密确定计算面上目标重力场元格网模型。

☆ 第三步：调用[不同高度各类场元多种地形影响计算]有关

程序，计算与重力勘探模型类型一致的地形影响格网模型。

☆ 第四步：将第三步重力场元格网模型，直接减去第四步

地形影响格网模型，就是充分融合所有可能重力场数据信息

的重力勘探格网模型。

重力勘探解析建模PAGravf4.5技术路线



解决系列技术瓶颈，实现全面突破

没有直接重力归算与延拓过程 避免信号衰减、算法不准确

无需进行非解析的格网化运算
解决重力场失真、地形影响不

易控制难题

重力、重力梯度、卫星测高、

垂线偏差、GNSS水准等多种

异构数据一步解析建模

实现单一类型重力探勘向多源

异构重力勘探重大转变

解析融合空天地海、交叉混叠、

陆海共存数据

充分融合能获取的所有各类重

力场与大地测量信息

同步实现重力勘探全要素解析

建模(如完全布格重力梯度/垂

线偏差建模)

显著提升重力场精细结构与精

细重力勘探能力与技术水平



更多创新与应用潜力需要您在计算

实践过程中进一步发现与挖掘！

多源异构重力勘探解析建模理论基础

-发展 趋势

外部各种地形影响 地球重力场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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