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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内超声波合成孔径成像与多频扫描探测系统

汪进超 ，韩增强 ，王益腾 ，刘厚成 ，王　超 ，胡　胜

（中国科学院武汉岩土力学研究所，岩土力学与工程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 湖北 武汉 430071）

摘要：通过地下岩体的结构特征和深部空区的勘测技术研究，查明岩体的缺陷区域及地下空间形态的精

细化结构特征，对岩溶发育区的地下工程设计及施工具有重要作用。为了进一步了解深部地下岩体的“黑匣

子”结构，攻破地下空间精细化勘探的关键技术，文章介绍了一种孔内超声波合成孔径成像与多频扫描探测

系统。该系统在钻孔内光学与声学协同作用的基础上，建立了适用于探测复杂地质钻孔岩体结构的多频超声

波扫描技术体系，以及具有智能感知和识别能力的钻孔岩体结构综合勘测装备。此外，该系统还能够实现复

杂地质环境下钻孔岩壁、孔内溶洞和近场围岩的同步勘测，结合其配套的分析方法，构建了 1套集“观察、测

量、表征”于一体的钻孔岩体结构综合勘测体系。测试结果表明：孔内超声波合成孔径成像与多频扫描探测

系统能够沿钻孔深入到难以触及的地下空间进行 360°精细探测，能够丰富地下空间开发与建设中的岩体结构

勘测数据，具有较好的前瞻性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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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及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

大型水利、交通、市政、矿山开采及边坡治理等重

大工程建设项目越来越多，其中很多工程项目位

于地质情况复杂的山区或海域，对工程地质条件

的要求也相对较高。因此，详细查明建设场地的

工程地质特征尤为重要。裂隙、节理、层理和断

层等不连续结构面是工程地质研究的重要内容，

对揭示地质构造特征以及研究岩体的工程地质条

件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矿产资源地下开采往往

会形成大量的采空区，导致矿山开采条件恶化，可

能引发井下大面积冒落、岩移及地表塌陷，造成

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设备破坏。岩溶的发育对油气

资源的富集与运移、地下水资源的分布与径流、

与岩溶相关矿产资源的发育以及工程建设等均产

生了重要影响。为了掌握岩体缺陷区域和地下空

间形态的精细化结构特征，亟需开展地下岩体结

构和深部空区的勘测技术研究（何继善等，2022；
孙平等，2023；王栎等，2022；尚鲁宁等，2024）。

目前，常见的地下岩体结构探测方法分为直

接法和间接法。直接法包括地质探洞、钻孔取芯

和钻孔摄像等；间接法包括地质雷达法、地震波

反射法、可控源音频大地电磁法、瞬变电磁法、激

发极化法、地震 CT法和红外探测法等。钻探是

目前使用最广泛的地质勘察手段，利用钻探形成

的钻孔可以进行多种孔内探测，这些探测方法包

括电阻率法、电磁法、地震勘探法、微重力勘探法、

放射性勘探法、扫描激光法、声波测井技术和钻

孔摄像技术等（林孝城等，2012；刘垚鑫等，2020；
马良慧等，2019；张鸿等，2023；周黎明等，2016）。
其中，扫描激光法对孔内溶洞形态探测的精度较

高，但对钻孔环境要求也较高，且无法在充水的空

区内进行探测；钻孔摄像技术能够直观地探测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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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岩体特征并计算裂隙参数，但仍无法在浑水区

和空区内进行立体探测；声波测井技术能够解决

浑水区和空区内的探测问题，但目前声波测井设

备存在成像精度不高、探测频率单一和探测结果

不够直观等问题（Long  et  al.， 2015；Wang  et  al.，
2015; Zou et al.，2004）。受岩体介质的复杂性和各

种方法的局限性所限，目前地下岩体结构与深部

采空区的探测精度和准确度还难以满足工程的实

际需求。因此，相关的探测技术需要逐步向高精

度、多功能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进一步压制干

扰，提高分辨力，提取更多的有用信息，并将地质

方法和物探方法相结合，提高数据处理能力以及

对各类地质问题的解释推断效果（胡磊磊等 ，

2022a，2022b；张学亮等，2023）。
针对复杂地质条件下钻孔内岩体结构精细化

勘测存在的直观性差、测量精度低和解译繁琐等

技术难题，本文介绍了一种孔内超声波合成孔径

成像与多频扫描探测系统的研究成果，构建了多

频超声波理论体系并提出了多源数据融合技术方

法，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套装置并服务

于国家重大工程建设。通过对该系统进行研究，

形成的相应成果能够丰富地下空间开发与建设中

的岩体结构勘测数据，其对应的技术方法具有较

好的前瞻性和广泛的应用前景。 

1　技术路线

孔内超声波合成孔径成像与多频扫描探测系

统研究主要从技术方法和设备研制两方面入手，

通过构建钻孔内复杂地质体的多频超声波测试方

法，研发基于光-声融合的钻孔岩壁结构精细测量

和可视化技术，以及钻孔内岩体结构综合成像与

精细扫描一体化的智能化勘测装备，从而解决钻

孔内不同尺度的岩体缺陷（如裂缝、溶洞、孔洞和

破碎带等）精细化测量的技术难题。

该系统主要利用不同频率的超声波换能器感

知目标对象的差异性响应，获取岩体结构的多元

几何特征（裂隙、溶洞、孔洞和破碎带等），并融合

光学影像技术和多频超声波综合分析技术，实现

钻孔内不同尺度的裂缝、溶洞和孔洞的精细化测

量。在复杂地质环境下的钻孔勘测中，由于勘测

岩体通常具有多尺度、多形态、多成分等特征，导

致常规的光学和声学测量技术和装备难以完全胜

任孔内岩体结构的精细化勘测。该系统的总体研

究路线如图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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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孔内超声波合成孔径成像与多频扫描探测系统的研

究路线框图

Fig. 1　Research route of the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ultra-
sonic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and  multi-frequency
scanning

  

2　技术方法

钻孔内可能存在裂隙、溶洞、孔洞及软弱带

等岩体缺陷。针对不同的研究目标，结合多频超

声波传递理论，本节介绍了孔壁合成孔径成像、

多频超声溶洞扫描、围岩隐伏构造解译、纹理智

能拼接与识别、多源数据匹配与融合等关键技术。 

2.1　孔壁合成孔径成像

为了解决钻孔内复杂传播介质环境下孔壁的

声学成像问题，结合多频超声波在孔内的扫描方

式，笔者提出了一种基于超声波合成孔径技术的

钻孔成像方法（汪进超等，2019），从而提高钻孔图

像的分辨率和图像质量。首先，采用高分辨率的

SAFT成像技术综合处理断面扫描回波信号，达到

增强反射信号和抑制干扰信号的目的，使其对应

的岩壁特征区域回波更加突显，在此基础上，提取

扫描断面回波信号的声幅和声时参数。其次，综

合声幅和声速参数，提出了基于相关性的超声波

80 华　　东　　地　　质 2025 年



Qh

Qh

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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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孔图像重建原则，选择合适的成像数据点，在叠

加不同深度的探测数据后，形成关注区域更加明

显的钻孔重建图像，从而达到提供钻孔岩壁声学

成像的目标。利用声时参数反映钻孔内壁的粗糙

度和完整程度，选择声幅参数反映钻孔内壁的岩

性差异。采用在钻孔成像深度 h 处的特征阈值

进行岩性与结构差异的判断，特征阈值 的大小

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若岩石比较完整，则特征

阈值 选择较大，体现了岩壁的岩性差异特征；若

岩石的岩性比较一致，则特征阈值 选择较小，体

现了岩壁的结构差异特征，具体表达式为

Ph, j =

MaxFh, j

∣∣∣γh, j

∣∣∣≤Qh

1−MaxTh, j

∣∣∣γh, j

∣∣∣ > Qh

, （1）

Ph, j

MaxFh, j

MaxTh, j

∣∣∣γh, j

∣∣∣

式中： 为深度 h 处断面上的第 j 条扫描线所对

应的岩壁成像点值； 为深度 h 处断面上的

第 j 条扫描线所对应的岩壁声幅参数； 为

深度 h 处断面上的第 j 条扫描线所对应的岩壁声

时参数； 为深度 h 处断面上的第 j 条扫描线与

第 j+1条扫描线所对应的岩壁之间相关系数的绝

对值。 

2.2　多频超声溶洞扫描

为了提高溶洞轮廓的测量精度，实现溶洞几

何轮廓的精细测量，研究人员提出了一种基于多

频钻孔声呐的溶洞探测方法（Wang et al., 2020a），
确保钻孔勘测能够同时满足探测精度和探测广度

的需求。在考虑了不同频率对实际探测对象贡献

程度的基础上，合成多种频率的探测数据，有效解

决了探测尺度和探测精度之间的对立问题。首先，

推导出探测系统的最佳频率表达式，为更大程度

地体现不同频率对探测结果的影响提供基本参数，

并构建频率影响因子参数来描述固有频率与最佳

频率之间的偏离程度。然后，在叠加频率影响因

子的基础上，综合合成多种探测频率的探测数据，

采用改进的频谱测距法完成对探测对象的精确测

定。最后，附加了深度和方位等信息之后，实现溶

洞腔体形态的立体重建。 

2.3　围岩隐伏构造解译

根据钻孔岩壁的光学和声学图像，有时难以

有效判断岩体结构的延展特性，且部分围岩的构

造特征并未呈现在钻孔岩壁上。因此，有学者提出了

“从全方位声波脉冲反射序列数据着手，解决隐

伏构造定位难题”的思路，形成了基于三维全脉

冲序列反演方法的钻孔围岩隐伏构造解译方法

（Wang et al., 2020b）。针对围岩隐伏构造特征参

数估算难的问题，提出了基于数值搜索的隐伏构

造特征参数估算方法：通过物理模型试验发现声

波换能器与岩壁之间若存在耦合层，可以利用声

波信号与探测目标之间存在的相位特征关系来解

决实际工程中围岩隐伏构造特征参数估算的难题。

实际应用效果表明，隐伏构造特征参数估算技术

可有效解决钻孔围岩结构探测的隐伏构造定位难

题，尤其可实现隐伏构造位置、方位和声速的估

算，进一步拓展了岩体结构探测技术的功能。 

2.4　纹理智能拼接与识别

利用钻孔图像的成像和呈现特征，提出了基

于前视反射的钻孔内壁图像采集模型，并完成了

基于锥面反射的环带全景图展开算法分析。通过

研究图像拼接的主要步骤，提出了基于 Harris角
点检测自动阈值设定的算法，能够有效地提高角

点检测的效率。结合设备工作原理及缺陷区域的

图像特征，构建孔壁图像矫正方法，可削弱近距离

和孔壁内侧曲率对孔壁纹理成像的影响。结合梯

度算子与最大类间方差法，通过锐化孔壁缺陷区

域的边缘，构建了适用于钻孔复杂环境下孔壁缺

陷区域的有效识别方法。此外，还提出了目标占

框比、面积及长宽比和特殊形状等特征参数，形

成了孔壁纹理目标缺陷区域的搜索和检测方法，

实现了孔壁二值图像的缺陷精准智能识别。以重

叠区域中更清晰的图像（即更靠近孔内探头一侧

的孔壁图像像素单元）作为重构图像，若 f1 表示第

一幅图像，f2 表示第二幅图像，则对 f1 和 f2 拼接后

再进行融合。其中，f1 和 f2 图像存在重叠的区域，

融合后图像在某一孔壁图像像素单元的灰度值 f
应为

f (x,y) =


f1(x,y) (x,y) ∈ f1

W(x,y) (x,y) ∈ ( f1∩ f2)

f2(x,y) (x,y) ∈ f2

, （2）

式中：W(x,y)为需要重构的孔壁图像像素单元。

若两幅图像的重叠区域为[y1，y2]，w1 为 f1 的权函

数，w2 为 f2 的权函数，则孔壁图像像素单元 W(x,y)
的表达式为

W(x,y) = f1(x,y) ·w1(x,y)+ f2(x,y) ·w2(x,y)。 （3） 

2.5　多源数据匹配与融合

为了解决光学图像、声学图像、高-中-低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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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h)

波扫描数据的数据预处理、归一化、匹配与融合

等问题，笔者提出了孔壁光学图像重构与孔壁纹

理曲线重构的方法，实现不同深度钻孔孔壁纹

理图像的拼接与孔壁三维轮廓的建模。在此基础

上，建立光声组合测量数据之间的映射关系与融

合机制，形成了基于光声组合测量的地质钻孔三

维可视化体系（汪进超等，2023）。结合断面声学

扫描特征与岩壁光学图像特征，形成钻孔岩体结

构特征参数提取技术，明确了钻孔岩体结构的多

元数据特征，并构建了综合考虑岩体结构差异的

岩体结合度函数与岩体块度函数，从而实现岩

体结构完整性的量化描述。根据岩体结合度、岩

体块度以及岩体传播声速参数与岩体完整性之间

的关联特征，结合模糊数学理论，将上述参数进行

模糊分类，构建了基于多元数据的岩体结构完整

性评价指数 Mc(h)（Wang et al., 2022），实现了基于

钻孔多源数据融合与岩体完整性的综合评价。基

于钻孔多元数据的岩体完整性指标函数 表

示为

Mc(h) = 1−δ(M,M0), （4）

δi

δmin(1)

δmin(2)

式中：M、M0 为两个模糊子集，将海明距离 的数

值按大小顺序排列。先求第 1次最小值 ，再

求第 2次最小值 ，依次类推，得到以下公式：
δmin(1) =min(δi, δi+1)

δmin(2) =min(δi−1, δi)

δmin(n) =min(δi−n+1, δi−n)

。 （5）

 

3　装备系统研究
 

3.1　硬件系统研制

在硬件系统研制中，针对声波探测范围与声

波衰减强弱之间的矛盾问题，研究提出了采用多

个频率进行探测的方法，扩大探测范围并提高探

测精度来适应不同尺寸的空区探测。通过 ARM
机识别反馈信号，判断信号的强弱来控制 PLC单

片机，采用 PLC单片机控制各频率发射电路的电

源信号，从而实现各频率之间的自动切换。同时，

在周向机械扫描部件的驱动下，实现钻孔 360°全
方位声波扫描。在获取井下数据的同时，取得了

上位机叠加探头所处位置的深度与方位信息，实

现全钻孔的全深度与全方位数据采集。此外，为

了减少探测成本，提高工程效率，系统采用了声波

反射板，以达到优化探头直径尺寸的目的。在高

温、高压等恶劣条件下，为了保护探头并减少测

量误差，装置采用全封闭式设计，并使用与水密度

接近的 ABS材料作为透声窗。另外，为了提高系

统探测的准确性，在探头上安装了多个温度传感

器，实时监测探头和外界温度的变化。硬件结构

设计过程如图 2所示。 

3.2　软件平台开发

软件平台主要包括系统采集软件和系统分析

软件。系统采集软件能够实时采集钻孔内光学和

声波扫描信息，主要功能是实现对光学影像的实

时采集、声学反射信号的实时监测和钻孔内环境
 

控制系统

光学系统

超声波系统

孔内探头

传输模块

电源模块

主控模块

感知模块

收发电路

旋转模块

超声换能器

摄像机
补光装置

深度编码器 电缆绞车 集成控制箱

地面系统
　　深度编码器、电缆绞车、集成控制箱、
　　计算机

计算机

　　补光装置、摄像机、超声换能器、旋转模块、
　　收发电路、感知模块、主控模块、电源模块、

通讯电缆
　　光纤电缆

　　传输模块等

孔内探头

图2　硬件结构设计框图

Fig. 2　Design of hardware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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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质的参数采集等，通过多源数据融合显示岩壁

图像和断面轮廓的实时动态。系统分析软件实现

了多频超声数字信息的可视化处理及光学影像的

图片化处理，适用于钻孔岩体结构和孔内溶洞光

学与声学数据的读取、查询和修正。通过相应的

软件处理与算法分析，可实现钻孔岩壁和岩体结

构的多维度数字图像和轮廓可视化。部分软件平

台界面如图 3所示。
 
 

(a).系统采集软件 (b).系统分析软件

图3　部分软件平台界面

Fig. 3　Part of software platform interface
 
 

4　应用案例

在西南地区的某岩溶工程勘察项目中，前期

勘察时发现该区域岩溶较发育，存在可溶岩及较

大规模的破碎带。研究区地层主要为第四系覆盖

层和上石炭统基岩，岩性主要为中风化白云质灰

岩，中厚层构造，围岩节理、裂隙较发育。为了进

一步了解该区域的岩体结构特征，查明地质结构

与地下空间形态特征，将该系统应用其中，并完成

了多个钻孔的测试工作。系统设备实物如图 4所

示。本次测试时系统采用的多频超声信号频率主

要依托高频（1  MHz）、中频 （250  KHz）和低频

（20 KHz）3种超声波换能器。本节选取具有代表

性的钻孔数据解译结果进行分析。
  

图4　系统设备实物图

Fig. 4　System equipment
  

4.1　钻孔岩壁成像

针对光学成像难以反映岩壁结构特征的区域，

可以利用孔壁合成孔径成像方法来实现较高分辨

率的孔壁声学成像。以钻孔深度 111.5～112.0 m
处的钻孔图像为例，由于钻孔在该深度的水体较

浑浊，采用光学成像获取的图像如图 5（a）所示，其

质量难以获取钻孔岩壁的岩体结构信息。当采用

合成孔径成像方式对声波扫描数据进行分析时候，

形成图 5（b）的图像。为了对其成像方式进行对比，

对钻孔深度 x m处的声波扫描数据以声幅的形式

呈现，结果如图 5（c）所示。通过对比图 5（b）和
图 5（c）可以看出，采用孔壁合成孔径成像的方式

来处理孔壁声波扫描数据，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

钻孔岩壁声学图像。 

4.2　钻孔贯穿溶洞的轮廓测量

针对光学成像与声学成像难以反映岩壁空洞

特征的区域，可以利用多频超声溶洞扫描方法来

实现钻孔的贯穿溶洞几何轮廓测量。以钻孔深度

137.2～138.7 m处的图像为例，由于钻孔在该深度

的位置利用成像技术无法获取有效的图像信息

（图 6（a）、（b）），同时在钻孔过程中该深度出现过

掉钻的现象，据此判断该深度的钻孔存在疑似溶

洞。利用多频超声溶洞扫描方法形成溶洞的几何

轮廓，为了更直观地呈现溶洞特征，在轮廓上映射

光学钻孔图像（图 6（c））。由图 6（c）可以看出溶

洞的大致分布形态，可为该区域的溶洞治理提供

重要的数据支撑。 

4.3　钻孔围岩隐伏结构探测

采用钻孔岩壁成像技术只能反映其表面的结

构信息，而钻孔壁表面与其孔壁周围的岩体结构

并非完全一致，对于岩体结构精细探测来说，则需

要进一步探索孔壁周围的岩体结构特征。针对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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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周围岩体结构的精细探测，采用该系统的围岩

隐伏构造解译方法，能够对孔壁周围的岩体结构进

行解译与可视化处理。以钻孔深度 111.5～112.0 m
处的钻孔段为例，通过声波成像能够反映钻孔表

面的结构特征，利用围岩隐伏构造解译方法对声

波低频扫描数据进行处理，形成孔壁周围岩体的

特征区域图（图 7（a））。对其解译结果进行可视化

处理，生成孔壁周围岩体可视化图（图 7（b））。为了

验证其结果的可靠性，利用钻孔孔径更大的钻头对

该区域的钻孔进行取芯，其实物如图 7（c）所示。由

图 7（c）中可以看出，钻孔孔壁与孔周的岩体结构

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溶蚀空洞的分布、尺寸与

数量存在差异。同时，将岩芯的孔周图像与图 7（b）进
行对比，可以看出二者典型特征基本一致，进一步

验证了围岩隐伏构造解译方法的可行性与优越性。 

4.4　纹理智能拼接与识别

纹理智能拼接与识别主要针对孔壁光学图像

中不同深度的图像进行拼接与结构特征的识别。

针对钻孔图像的成像和呈现特征，采用该系统的

纹理智能拼接与识别方法，实现图像的高质量拼

接，同时有效地识别和区分孔壁结构特征。以钻

孔深度 146.1～146.6 m处的钻孔段为例，利用系

统光学图像采集部件获取钻孔孔壁的影像数据，

再通过数字信号处理直接按照传统的方位和深度

数据进行拼接，其孔壁光学展开图像如图 8（a）所
示，采用本文介绍的系统方法获取的孔壁光学展

开图像如图 8（b）所示。结合对应的识别方法，对

图 8（b）中的图像进行结构特征识别 ，结果如

图 8（c）所示。由图 8（c）中可以看出，钻孔深度

146.1～146.6  m处主要存在 12处结构特征 ，与

图 8（b）反映的结构特征基本一致。由图 8可知，

采用该系统对应的纹理智能拼接与识别方法，能

够实现图像的快速和高质量拼接，在二值化的过

程中，也能有效保留典型的关键结构特征。 

4.5　多源数据匹配与融合

多源数据匹配与融合主要是针对钻孔壁三维

可视化中的光声组合测量数据之间的映射与融合，

利用断面声学扫描特征与岩壁光学图像特征，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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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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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m

112.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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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m

112.0 m

(a).光学图像 (b).声学图像 (c).对比图像

图5　钻孔岩壁成像图

Fig. 5　Borehole rock wall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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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钻孔贯穿溶洞特征图

Fig. 6　Characteristic images of borehole through karst c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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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考虑岩体结构差异的结合度函数与岩体块度函

数，实现岩体结构的完整性分析。以钻孔深度

146.1～146.6 m处的钻孔段为例进行地质钻孔三

维可视化处理，该处光学成像数据重构的孔壁光学

图像如图 8（b）所示。利用钻孔深度 146.1～146.6 m
处的孔壁光学图像生成三维虚拟岩芯图（图 9（a））。
利用光学图像数据与声波扫描数据实现钻孔的三

维网格化后形成如图 9（b）所示的三维图像，将光

学图像数据与声波扫描数据融合后形成的钻孔三

维可视化图像如图 9（c）所示。由图 9可以看出，

常规虚拟三维岩芯的钻孔轮廓为规则圆柱体，而

声波扫描获取的钻孔轮廓为非规则圆柱体，这是

因为较破碎的岩体可能存在掉块、破碎以及孔隙

等地质特征，说明本文利用的方法通过融合孔壁

光学成像与钻孔周向轮廓信息能够更加准确地掌

握钻孔岩壁的真实地质特征。

由于系统能够获得钻孔周围的多源信息，可

以充分利用这些信息实现钻孔岩体结构的完整性

评价。以钻孔深度 100.0～150.0 m处的钻孔段为

Mc(h)

Mc(h)

Mc(h)

Mc(h)

例，通过分析孔壁图像与岩体声波特征，结合钻孔

岩体结构特征参数的提取方法，实现钻孔深度

100.0～150.0 m处的岩体结合度、岩体块度以及

岩体传播声速参数的计算。为了验证结果的可靠

性，将按照本系统方法计算的完整性结果与现场

的取芯率以及基于钻孔摄像技术的完整性评价方

法——RMDI法进行对比（图 10）。由图 10可以

看出，采用系统方法计算的岩体完整性指标函数

值与取芯率以及基于钻孔摄像技术的完整性

评价方法的结果起伏趋势基本一致，系统方法中

的岩体完整性指标函数 值略低于取芯率，这

是由于现场的取芯率在计算过程中包含了破碎或

者断裂的岩石尺寸，从而导致整体的取芯率偏高。

系统方法中的岩体完整性指标函数 值的最大

值略低于 RMDI法的值， 值的最小值略高于

RMDI法的值，这是由于本系统方法在考虑了钻

孔壁岩体完整性的同时，增加了对钻孔围岩的完

整性分析，削弱了钻孔壁结构对完整性评价的影

响，对钻孔的完整性评价更加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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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孔周岩体结构 (c).现场岩芯图像(a).孔周特征区域

图7　钻孔孔周岩体结构特征图

Fig. 7　Struc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rock mass around boreh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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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钻孔图像拼接与特征识别

Fig. 8　Borehole images stitching and feature re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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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

（1）针对浑水或有贯穿溶洞孔壁的复杂探测

环境，采用孔壁超声成像与声波扫描的方式能够

克服传统光学探测技术的不足。该系统利用合成

孔径成像与多频超声扫描技术，能够更好地提高

孔壁成像质量与溶洞探测能力，改善因光学影像

质量欠佳而导致的数据丢失等问题，能够适用于

复杂的地质结构和勘测环境下的钻孔综合勘测。

（2）针对钻孔孔壁与孔周岩体结构的精细探

测要求，采用光学成像技术与孔周扫描技术能够

分别获得孔壁与孔周 360°的异常结构扫描信息。

该系统利用孔壁的光学图像数据与声波扫描数据，

结合围岩隐伏构造解译、纹理智能拼接与识别、

多源数据匹配与融合，可为钻孔的三维可视化和

钻孔的完整性评价提供数据支撑。

（3）该系统能够实现深部地下空间及岩体结

构的快速勘测，特别是钻孔岩壁、孔内溶洞和近

场围岩的同步勘测，具备高精度的多元信息综合

勘测能力，能够实现多形态结构和多尺度溶洞轮

廓的同步勘测与智能识别。通过对数据结果进行

解译和分析，证实该系统能够为区域钻孔及钻孔

周围的岩溶发育情况提供参考数据，未来具有广

阔的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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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tection system based on ultrasonic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and multi-
frequency scanning

WANG Jinchao，HAN Zengqiang，WANG Yiteng，LIU Houcheng，WANG Chao，HU Sheng
（State Key Laboratory of Geomechanics and Geotechnical Engineering Safety, Institute of Rock and Soil Mechan-

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Wuhan 430071, Hubei, China）

Abstract：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the underground engineering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in karst de-
velopment areas to identify the refined structure of hollow areas and underground morphology based on the struc-
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underground rock mass and survey techniques in deep voids. In order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black box” structure of deep underground rock mass and master key technology of accurate exploration in
underground  space,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a  detection  system by  borehole  ultrasonic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and multi-frequency scanning. According to the synergistic effect of optics and acoustics inside the borehole, this
system derived a multi-frequency ultrasonic scanning technology suitable for detecting complex geological bore-
hole rock mass, and designe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equipment for borehole rock mass structure with intelligent
perception  and  recognition  capabilities.  In  addition,  the  system  can  synchronously  survey  borehole  rock  walls,
caves inside the borehole, and near-field surrounding rocks in complex geological environments. Combined with
its  supporting  analysis  methods,  we  have  constructed  a  comprehensive  survey  system  for  borehole  rock  mass
structure integrating “observation, measure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The test results show that the ultrason-
ic synthetic aperture imaging and multi-frequency scanning detection inside the borehole can perform 360° pre-
cise detection by going into inaccessible underground spaces along the borehole, enriching the survey data of rock
structure  in  underground  space  development  and  construction,  which  has  forward-looking  and  wide  application
prospects.

Key words：borehole  detection；underground  space；ultrasonic  scanning；borehole  wall  imaging； informa-
tion f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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