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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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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东缘噪声层析成像的重要性
青藏高原东缘地区地质构造复杂，地震活动频繁，对该地区进行高精度的噪声层

析成像研究有助于深入了解地下结构，为地震预测和防灾减灾提供重要依据。

模拟退火法在噪声层析成像中的应用

模拟退火法是一种全局优化算法，具有跳出局部最优解的能力，在噪声层析成像

中应用模拟退火法可以提高成像精度和分辨率，为地质解释提供更准确的信息。

研究背景与意义



目前，国内外学者在噪声层析成像方面已经开展了大量研究

工作，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在青藏高原东缘等复

杂地区，由于地下结构复杂、数据质量差等原因，噪声层析

成像仍面临许多挑战。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地震观测数据的不断积累，未

来噪声层析成像将朝着更高精度、更高分辨率的方向发展。

同时，随着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引入，噪声层析成像的自动化

和智能化水平也将不断提高。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本研究旨在通过基于模拟退火法的噪声层析成像研究，揭示青藏高原东缘地区的地下结构特征，为地震预测和防

灾减灾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模拟退火法进行噪声层析成像模型的优化。首先，构建初始模型并设置算法参数；然后，通过不断迭

代更新模型参数，使目标函数达到最小值；最后，对优化后的模型进行正演计算和成像分析。在数据处理方面，

采用先进的数据预处理技术和质量控制方法，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研究方法

研究内容、目的和方法



青藏高原东缘噪声层析成像基本
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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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自然或人工产生的噪声作为信号源，通过布
置在青藏高原东缘的接收站接收噪声信号。

噪声源与接收

噪声信号在地下介质中传播时会发生衰减，不同
介质对信号的衰减程度不同。

信号传播与衰减

根据接收到的噪声信号及其衰减特征，利用层析
成像技术反演地下介质的结构和性质。

层析成像原理

噪声层析成像概述



模拟退火法是一种模拟固体退火过程的优化算法，通过模
拟物体内部粒子由无序向有序的转变过程，寻找全局最优
解。

模拟退火法原理

将模拟退火法应用于噪声层析成像中，可以在全局范围内
搜索最优的地下介质模型，提高成像精度和分辨率。

在成像中应用

在模拟退火过程中，需要选择合适的退火策略（如线性退
火、指数退火等）以及相应的参数设置（如初始温度、降
温速率等），以保证算法的收敛性和效率。

退火策略与参数设置

模拟退火法原理及在成像中应用



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

数据采集

在青藏高原东缘布置接收站，长时间连续记录噪声信号，获取大量的
原始数据。

数据预处理

对原始数据进行预处理，包括去噪、滤波、归一化等操作，以提高数
据质量。

特征提取

从预处理后的数据中提取出与地下介质结构和性质相关的特征参数，
如信号传播时间、振幅衰减等。

反演成像

利用提取的特征参数和模拟退火法进行优化反演，得到地下介质的结
构和性质信息，实现噪声层析成像。



基于模拟退火法的噪声层析成像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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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模型建立与参数设置

初始模型建立

基于青藏高原东缘的地质、地形等信

息，建立初始的地下结构模型，为后

续噪声层析成像提供基础。

参数设置

根据研究区域的特点和实际需求，设

置合适的模拟退火算法参数，如初始

温度、降温速率、迭代次数等。



目标函数定义

初始解生成

邻域搜索与状态转移

温度更新与迭代终止

模拟退火算法实现过程

将噪声层析成像问题转化为优

化问题，定义目标函数，用于

评估模型的优劣。

在每一步迭代中，对当前解进

行邻域搜索，根据一定的概率

接受或拒绝新解，实现状态转

移。

在初始模型的基础上，生成一

组初始解，作为模拟退火算法

的起点。

随着迭代的进行，逐渐降低温

度，减小接受劣解的概率，直

到满足终止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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