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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是认识极地区域构造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回顾和分析南极航空地球物理勘探发展历史

与现状的基础上，总结归纳了航空地球物理勘探在南极地区取得的主要成果。 归纳出南极地壳结构研究、南极古

大陆重建与恢复、南极火山与岩浆作用调查和南极冰架与地质相互作用研究等 ４ 方面典型实例，航空地球物理勘

探为南极地区域地质构造研究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 目前，南极部分区域仍为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的空白区，可
将成功的经验应用于下一步的实际工作中，特别是将航空重、磁方法与航空冰雷达探测方法相结合，已成为解决南

极冰层与基岩相互作用问题的未来趋势，也为我国南极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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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言

南极具有极其丰富的矿产与油气资源，南极冰

盖稳定性也影响着全球气候与水平面变化，开展南

极地区地质调查工作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科学价

值。 但是，覆盖率超过 ９５％的南极冰盖给南极调查

工作带来了巨大阻碍。 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方法（简
称航空物探）能够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具有观测

效率高、安全性高、成本低等特点，在南极地区具有

其他方法不可比拟的优势，现已成为国际上开展南

极区域调查的主要方法技术手段［１ ２］。 我国在极地

的航空地球物理调查才刚刚起步，亟须加大对南极

地质调查研究力度，以确保未来我国在极地开发中

的话语权。 随着我国南极科考后勤保障能力不断加

强，开展大规模南极航空物探调查工作的条件日趋

成熟，采用国内自主技术进行航空物探调查势必将

提到日程上来。
本文以大量文献和资料调研为基础，回顾了南

极航空物探调查的发展历史，跟踪调研了航空物探

调查装备与技术现状，归纳了各国应用航空物探方

法在南极研究中取得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在南极地

区开展航空物探工作提供借鉴。

１　 南极航空物探发展现状

１．１　 南极航空物探发展历程

航空物探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 ２ 个阶段，即独

立调查阶段和联合调查阶段。
１．１．１　 独立调查阶段

南极航空物探调查始于 １９５６ 年，苏联率先使用

固定翼飞机获取了 Ｍｉｍｙ 科考站附近的航磁数据。
１９８０ 年以后，美国、澳大利亚、德国、印度以及日本

等国都陆续在东南极开展了航磁调查。 １９８８ 年以

后，随着 ＧＰＳ 定位技术的突破，航空物探测量精度

大幅度提高。
进入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不约

而同地加快了南极航空物探调查速度。 在此时期。
各国独立开展了大面积航磁调查，测量比例尺达 １ ∶
１００ 万，而航空重力与航空冰雷达测量方法使用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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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仅 １９９５～２００１ 年间，以美国的 ＳＯＡＲ 测量计划

为代表，各国共获取了近 ３９ 万测线千米的航磁数

据，局部测量比例尺达到 １ ∶５０ 万，覆盖南极大部分

海岸地区。
１．１．２　 联合调查阶段

步入 ２１ 世纪后，各国开始通过政府层面的协

商，签订合作计划，互帮互助，合作共享，开展极地航

空科考工作，填补南极地区航空物探数据的空白。
主要合作计划有 ＡｎｔＧＰ （南极大地水准面计划）、
ＡＧＡＰ（南极甘布采夫省计划）、ＩＣＥＣＡＰ（南极中部

板块冰冻圈演化调查研究计划）、ＩｃｅＢｒｉｄｇｅ（两极冰

川调查计划）、 ＰｏｌａｒＧＡＰ （极地冰盖调查计划）、
ＲＯＳＥＴＴＡ⁃Ｉｃｅ（罗斯冰架调查计划）、ＲＡＥ ６１＿Ａｅｒｏ、
ＷＥＧＡＳ 以及 ＥＡＧＬＥ 计划等［３］。
１．２　 极地航空飞行平台与测量仪器现状

１．２．１　 测量飞行平台

由于南极气候环境复杂，航空物探调查工作多

限于在南极夏季开展，每年仅有近两个月的时间适

于勘测。 在南极地区开展航空物探工作，需要在短

时间内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并且深入南极大陆以

覆盖更多地区，因此对飞行平台性能要求较高。 南

极航空物探飞行主要选用固定翼型飞机作为主要平

台，直升机仅适用于近科考站地区，无人机仍不成

熟。 为了适应极地飞行环境并搭载多种航空测量仪

器，飞行平台需具有冰雪起降、航程远、载重大以及

能在－４０℃下工作等性能特点。 世界上已有多个国

家拥有极地航空调查专用的固定翼飞机，具有代表

性的主要有我国与澳大利亚使用的 ＢＴ⁃６７ 机型、英
美两国使用的双水獭（Ｔｗｉｎ Ｏｔｔｅｒ）ＤＨＣ⁃６ 机型、德国

使用的多尼尔（Ｄｏｒｎｉｅｒ） ２２８ 系列机型以及俄罗斯

（苏联）使用的 ＩＬ⁃１４ 机型，其中 ３ 种机型的性能参

数对比见表 １。
１．２．２　 航空重力仪

　 　 随着卫星差分定位技术的发展，航空重力测量

表 １　 极地航空物探固定翼平台性能参数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１　 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ａｒ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ｆｉｘｅｄ⁃ｗｉｎｇ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飞行器参数 ＢＴ⁃６７ Ｔｗｉｎ Ｏｔｔｅｒ Ｄｏｒｎｉｅｒ ２２８

总长 ／ ｍ ２０．７ １５．８ １６．５６

翼展 ／ ｍ ２９．０ １９．８ １６．９７

最大起飞质量 ／ ｋｇ １３ ０００ ５ ６７０ ６ ６００

可用载荷 ／ ｋｇ ３ ９００ １ ９４１ ２ ３４０

燃料储备量 ／ ｋｇ ４ ６８６ １ １２８ ５ ３００

耗油量 ／ （ｋｇ·ｈ－１） ５００ ２３０ ５００

标准巡航速度 ／ （ｋｍ·ｈ－１）
（高度为 ３８１０ｍ 时）

３８０ ２６５ ３１５

最大飞行高度 ／ ｍ ７ ６００ ８ １３７ ８ ５３５

最大续航里程 ／ ｋｍ ３ ４４０ １ ７０５ １ １１１

续航时间 ／ ｈ ～９ ～５ １０

引擎型号 ＰＷＣ ＰＴ６Ａ⁃６７Ｒ ＰＷＣ ＰＴ６Ａ⁃２７ ＴＰＥ⁃３３１⁃５⁃２５２Ｄ

发动机功率 １４２４ＳＨＰ ６５２ＳＨＰ ５７８ＨＰ

雪上或陆地上起降能力 轮子或轮子与雪橇结合 轮子、雪橇或轮子与雪橇结合 轮子、雪橇或轮子与雪橇结合

雪上起飞 ／ 降落滑行距离 ／ ｍ ７６０ ３６０ ７９０

飞行员数量 ２ ２ ２

精度大幅度提高，具有比卫星重力数据更高的分辨

率，能反映更细致的重力异常。 各国使用不同的航

空重力仪在极地进行了航空重力测量任务，目前在

南极地区应用的航空重力测量系统主要有： Ｌａｃｏｓｔｅ
＆ Ｒｏｍｂｅｒｇ Ｓ⁃８３ 海空重力仪，均方根误差可达 ２．９７
ｍＧａｌ； Ｓａｎｄｅｒ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地球物理公司的 ＡＩＲＧｒａｖ
航空重力仪，数据均方根误差可达 １ ｍＧａｌ； Ｂｅｌｌ Ａｅｒ⁃
ｏｓｐａｃｅ 公司的 ＢＧＭ⁃３ 航空重力仪；俄罗斯研发的

ＧＴ⁃２Ａ 航空重力仪，数据均方根误差可达 １ ｍＧａｌ。
Ｓｔｕｄｉｎｇｅｒ 等［４］使用多个航空重力系统在南极同一

地区进行了对比测试，结果表明 ＧＴ⁃２Ａ 有较好的稳

定性和分辨率。
１．２．３　 航空磁力仪

适用于极地航空磁力测量的磁力计主要为

Ｓｃｉｎｔｒｅｘ Ｃｓ⁃３ 等磁力仪，灵敏度可达 ０．６ ｐＴ。 南极大

陆冰层很厚，航磁观测面距离地表岩石较远，因此对

磁力仪性能要求较高。 不同于中、低纬度地区航磁

测量，南极航磁测量在飞行过程中需要有效调整

Ｓｃｉｎｔｒｅｘ Ｃｓ⁃３ 磁探头摆放的角度，以达到最佳测量

效果。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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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４　 航空电磁系统

航空电磁方法受限于冰层与电磁波能量的屏蔽

作用，主要适用于无冰区与冰层较薄地区。 在 ２０ 世

纪末，德国开展了南极航空电磁试验，测量了海上冰

层厚度。 目前已应用于南极测量的航空电磁系统主

要有德国 Ａｌｆｒｅｄ Ｗｅｇｅｎｅｒ 研究所（ＡＷＩ）的直升机电

磁（ＨＥＭ⁃Ｂｉｒｄ）系统［５］，ＳｋｙＴＥＭ 公司的 ＳｋｙＴＥＭ５０４、
ＳｋｙＴＥＭ３１２ 航空电磁测量系统［６ ７］。 ＳｋｙＴＥＭ３１２ 是

ＳｋｙＴＥＭ 公司的最新型航空电磁测量系统，发射面

积约 ３４２ ｍ２，具有短发射磁矩与长磁矩两种功能，最
大探测深度可达 ６００～７００ ｍ。

我国已掌握与目前南极航空物探调查水平相当

的测量装备与技术，但在飞行平台改装技术方面仍

有差距。 极地的自然地理条件和气象环境是对航空

重、磁飞行的最大考验，我国国产飞机目前还未作为

飞行平台在极地开展过测量工作，参照国际执行极

地任务的飞行平台，目前国产运 １２Ｆ 机型具备与其

相当的性能，可作为备选机型进行冰雪起降试验。
我国已掌握 ＧＴ⁃２Ａ 航空重力仪的测量技术手段，在
国内已实现大规模的生产测量应用，但值得注意的

是，目前国内使用的 ＧＴ⁃２Ａ 航空重力仪和 Ｓｃｉｎｔｒｅｘ
公司的 Ｃｓ⁃３ 铯光泵磁力仪只适用于纬度小于 ７５°的
地区，在极地应用时需要调整为极地模式。 我国自

主研发的 ＨＣ⁃２０００ 型 Ｈｅ 光泵磁力仪在极地地区可

能更加适用，其在探头方向与磁感线夹角较小时信

号最强，而国产航空重力仪已经在冰岛进行过测试

飞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１．３　 极地现有航空重、磁数据情况

随着南极航空物探调查工作不断推进，数据共

享成为各国合作的必然趋势，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

ＡＤＭＡＰ 磁场数据库与 ＡｎｔＧＧ 重力数据库，这两套

数据库分别汇总了南极现有航空、船以及卫星等多

种手段采集的磁力与重力数据（图 １）。
１．３．１　 ＡＤＭＡＰ 磁场数据库

ＡＤＭＡＰ 计划始于 １９９５ 年，在 ＳＣＡＲ 与 ＩＡＧＡ
两个组织的支持下，各国科学家通力合作汇编了南

纬 ６０°以南已有的航空、船测以及卫星测磁力数据。
１９９５～２００７ 年形成了第一阶段的磁力数据库，２００８
～２０１８ 年完成了第二阶段磁力数据库。 截至目前，
已经汇编整理了近 ３５０ 万测线千米的航磁与船磁数

据，几乎覆盖整个南极（图 １ｂ）。 汇编工作先将所有

数据处理成网格数据，分别通过插值与滤波方法去

除所有测线中的数据间隙、尖刺；在系统差分基础上

进行统一调平，最终将航磁与船磁数据汇编为间距

１．５ ｋｍ 的网格数据；最后，进行了波长大于 ７ ｋｍ 的

低通滤波，得到 ＡＤＭＡＰ⁃２ 数据库［８］。 目前，ＡＤＭＡＰ
计划正在谋划第三阶段工作（ＡＤＭＡＰ⁃３），计划汇编

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９ 年美、德、英、俄、中等国采集的近 ５４６
万测线千米数据。
１．３．２　 ＡｎｔＧＧ 重力场数据库

ＡｎｔＧＧ 计划收集了南极重力数据［９］，以 ２００７ ／
２００８ 国际极地年期间获得的航空重力数据为主，加
入了 ＩｃｅＢｒｉｄｇｅ 计划和德国在毛德皇后地获取的航

空重力数据，形成了 ＡｎｔＧＧ 南极重力数据库。 目前

ａ—航空重力数据覆盖情况；ｂ—ＡＤＭＡＰ⁃２ 航磁数据覆盖情况

ａ—ｆｒｅｅ⁃ａｉ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ｂ—ＡＤＭＡＰ⁃２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ｉｅｌｄ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图 １　 南极地球物理数据覆盖情况［７ ８］

Ｆｉｇ．１　 Ｆｉｅｌ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ｃｏｖｅｒｉｎｇ ｏｖｅ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７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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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数据库汇编了超过 １ ３００ 万个数据点，覆盖面积

达 １ ０００ 万 ｋｍ２，近南极陆地覆盖率达到 ７３％，南极

海域覆盖率达到 ２９％。
　 　 目前，南极航空物探调查仍处于填补数据空白

的阶段，其中西南极数据覆盖率最高，测量比例尺达

到 １ ∶５０ 万。 由于补给条件困难等原因，先期调查主

要覆盖了科考站附近与南极大陆海岸带，南极极点

周边、伊丽莎白公主地、南极横断山等地区仍存在大

量航空物探数据空白，将是未来南极航空重、磁测量

的主要目标区域。 近年来，航空重、磁测量逐步从小

比例尺、低精度发展为大比例尺、高精度测量。 各国

针对具体调查目标也开始在重点调查区域部署高精

度、大比例尺航空重、磁测量，这也是未来南极航空

物探调查的主要方面。

２　 极地航空物探应用现状

南极处在超大陆地质演化的核心区域，包含着

古大陆重建的重要线索，然而，恶劣的自然环境与覆

盖率达到 ９９％以上的冰雪层，为南极地质调查与研

究带来了巨大困难，阻碍了南极地质演化的认识。
２１ 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开展南极航空物探

调查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主要体现在南极地壳结构、
古大陆重建与恢复、岩浆与火山活动以及南极地质

与冰层相互作用等前沿科学问题的研究上。
２．１　 南极地壳结构研究问题

地壳是大陆岩石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地壳厚度、
结晶基底界面以及深大断裂系统等是表征地壳岩石

圈结构构造主要参数，横跨海陆的航空重、磁数据反

映了地壳结构与深部构造，是我们认识南极大陆区

域构造演化历史的重要媒介。
南极半岛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古太平洋与冈瓦纳

大陆的俯冲带。 通过西南极航空重、磁调查，发现了

一个近 １ ５００ ｋｍ 长的弧形航磁异常带，被命名为

ＰＭＡ，可能为多个弧形异常叠加而来。 据航磁资料

推测，南极半岛可能是一个岛弧复合块体［１０ １１］，由 ２
个岩浆弧拼合而成，其间保存着近 １ ５００ ｋｍ 长的缝

合线。 ＰＭＡ 两侧的块体航空重、磁场特征存在差异

明显，表明两侧地壳成分明显不同，分别为古太平洋

和冈瓦纳大陆块体；沿俯冲带的航空重、磁场横向存

在差异，揭示了俯冲带不同部位存在着差异性拼合。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等通过位于该俯冲带中部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岛的

大比例尺航空重、磁数据，反演得到了 Ａｄｅｌａｉｄｅ 中生

代岛弧的三维结构［１２］，结合地表露头测年证据，认
为该岛弧在古近纪停止俯冲；俯冲带北部 Ａｎｖｅｒｓ 岛

的航磁异常特征表明，一些微小块体在俯冲过程中

消亡［１３］。
航空重、磁数据可以作为确定地体边界与划定

地体展布的依据。 南极大陆作为冈瓦纳大陆的主

体，保存了众多组成冈瓦纳大陆的地体，这些地体之

间的接触缝合线位置仍不清楚。 最新的航空重、磁
异常特征为划定其间各地体边界提供了依据。 前人

对毛德皇后地东部的 ＴＯＡＳＴ 地体进行了大量研究，
通过地质年代学和地球化学分析确认了该地体是拉

伸纪（１ ０００～８５０ Ｍａ）形成的海洋弧形地体［１４］，认为

其与劳亚古陆重新聚合、冈瓦纳大陆形成有关，但其

平面展布范围仍未被完整揭示。 德国 ＡＷＩ 研究中

心 Ｒｕｐｐｅ 等基于最新的航空重、磁数据，进一步厘

定了 ＴＯＡＳＴ 的平面展布范围（图 ２） ［１５］，认为其大

小与南极半岛相当。ＴＯＡＳＴ地体的航磁特征表现

ａ—ＴＯＡＳＴ 地体的航磁异常；ｂ—ＴＯＡＳＴ 地体范围

ａ—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ｏｖｅｒ ＴＯＡＳＴ；ｂ—ｔｈｅ ｒａｎｇｅ ｏｆ ＴＯＡＳＴ

图 ２　 ＴＯＡＳＴ 地体的航磁异常与平面范围［１５］

Ｆｉｇ．２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ａｎｄ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ｏｆ ＴＯＡＳＴ［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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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多个弧形条带状航磁异常，具有 ＮＷ—ＳＥ 向延伸

趋势，表明其可能由两个或多个的弧形地体拼合组

成。 目前受限于数据空白，其南部边界仍不清楚。
　 　 基于航空重力数据，可以反演得到地壳厚度模

型，反映南极各地区的岩石圈厚度变化，为划分基底

构造单元提供依据。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等基于 Ｗｉｌｋｅｓ 盆地

的航空重、磁数据，进行了地壳厚度反演［１６］，结果表

明该盆地南北地壳厚度差近 １５ ｋｍ，认为后期伸展

作用对盆地北侧产生了重要影响。 Ｄａｖｉｓ 等使用重、
磁、震联合反演方法描述了南极东部海域 Ｅｎｄｅｒｂｙ
盆地地壳形态［１７］。 在盆地东、中、西 ３ 段分别选取

典型剖面反演（图 ３），结果显示盆地由东向西地壳

厚度逐渐减小，火山岩的发育也逐渐减弱，推断东冈

瓦纳大陆裂解过程中，地壳形变和海底扩张程度沿

裂谷走向存在差异。

图 ３　 Ｅｎｄｅｒｂｙ 盆地东部重、磁震联合反演剖面［１７］

Ｆｉｇ．３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ｆｉｔｔｉｎｇ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ｐｒｏｆｉ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Ｅｎｄｅｒｂｙ ｂａｓｉ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１７］

２．２　 古大陆重建与恢复

南极大陆是冈瓦纳古陆的核心［１８］，也是现今唯

一与所有南半球大陆（南美洲、非洲、马达加斯加

岛、印度、澳大利亚以及新西兰）有共同边界的古

陆［１９］，因此，确定超大陆裂解与拼合过程中断裂的

对应关系、恢复板块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是南极地质

演化研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 大量研究成果表明，
将航空重、磁数据与地质年代学、地球化学和古地磁

数据结合起来，可以作为重建冈瓦纳、罗迪尼亚和哥

伦比亚超大陆的重要依据［２０］。
东南极的毛德皇后地（Ｄｒｏｎｎｉｎｇ Ｍａｕｄ Ｌａｎｄ）记

录了东南极 Ｇｒｕｎｅｈｏｇｎａ 克拉通与非洲 Ｋａａｐｖａａｌ 克
拉通之间的相对古位置信息。 以往重建东南极与非

洲相对古位置都是基于两大陆之间的扩张洋中脊的

磁异常条带数据，而最新的航磁数据覆盖了两侧陆

域，为重建东南极与非洲古位置提供了进一步约束。
Ｒｉｅｄｅｌ 等［２１］ 以 Ｌｅｉｎｗｅｂｅｒ 和 Ｊｏｋａｔ［２２］ 发表的东南极

与非洲古大陆重建模型为基础，使用 Ｇ⁃Ｐｌａｔｅｓ 软件

将东南极与非洲板块进行旋转拼合，恢复后的两个

板块上典型磁异常特征走向、位置以及大小都表现

出较好的一致性。 拼合后，两个大陆的深部断裂构

造也可以很好地对应起来，进一步说明航磁数据可

以应用于古大陆重建。
　 　 Ａｉｔｋｅｎ 等［２３］基于 ＩＣＥＣＡＰ 项目采集的航空重、
磁数据，恢复了南极 Ｗｉｌｋｅｓ 地与澳大利亚近南极侧

的相对古位置。 依据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等［２４］建立的 Ｌｅｅｕｗｉｎ
古大陆模型，Ａｉｔｋｅｎ 等将两个大陆的航磁异常与剩

余均衡重力异常拼合起来，重建冈瓦纳大陆裂解前

的重、磁异常图，形成古冈瓦纳大陆拼合模型（图
４）。 拼合后模型显示两个大陆保存了许多相似结

构，两个大陆上有磁性的花岗岩有着相似的重、磁场

特征，其间的重要缝合带可以很好地连接起来。 基

于拼合后模型的重、磁异常对比结果，修正了前人的

南极与南澳大利亚古大陆重建模型。
２．３　 南极火山与岩浆作用

火山与岩浆活动伴随着板块俯冲、拼合及大陆

裂解过程，广泛分布于广袤的南极大陆。 火山与岩

浆活动记录了板块运动过程，也影响着冰架下热流

分布，因而揭示南极冰架下的南极火山与侵入岩体

展布等特征一直是南极研究的热点科学问题。 航空

物探调查为研究南极大陆冰下岩浆与火山作用提供

了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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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航磁总场异常；ｂ—均衡剩余重力异常

ａ—ｔｏｔａｌ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ａｔａ；ｂ—ｉｓｏｓｔａｔｉｃ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ｄａｔａ

图 ４　 基于 Ｌｅｅｕｗｉｎ 模型恢复［２４］的 １６０Ｍａ 冈瓦纳大陆南极 Ｗｉｌｋｅｓ 地与澳大利亚近南极侧古大陆对比重建图［２３］

Ｆｉｇ．４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ｆｉｔ ａｔ １６０ Ｍａ［２３］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ｅｕｗｉｎ ｍｏｄｅｌ［２４］

　 　 Ｖｒｉｅｓ 等［２５］ 使用形态分析方法研究了航空冰雷

达测得的冰层厚度数据，在已知火山口的位置约束

下结合航空重、磁数据，建立了西南极火山口的航空

重、磁识别标志，并据此推测出西南极存在 １３８ 座冰

下火山［２５］，其中 ９１ 座为新发现火山口。 其研究结

果表明，火山口在冰雷达数据剖面中表现为直径不

超过 ５ ｋｍ 的锥形，同时具有环状磁异常特征，识别

出的火山口多沿西南极裂谷带展布，分布密度达到

约每 １８ ５００ ｋｍ２ 分布 １ 座火山。 此外，基于航空重、
磁数据还可以建立火山内部结构模型。 南极半岛北

部詹姆斯—罗斯岛哈丁顿火山是一座复式火山，自
中新世至今持续喷发，但受到冰层覆盖，对于该火山

的演化过程认识较少。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等［２６］基于航空重

力数据，建立了该火山的三维结构模型。 认为该火

山对应布格重力正异常，可能由一个埋藏较浅的低

密度体引起，推测为火山灰充填了火山口，需要进一

步验证；Ｇｈｉｄｅｌｌａ［２７］通过该区域的航磁资料，分析得

到了该火山喷发碱性火山岩的分布范围，反演得到

多个向下延伸约 ３ ｋｍ 的近垂直高磁化率异常体，认
为该火山存在多个喷发中心与岩浆通道。

在冈瓦纳大陆裂解过程中，南极大陆爆发了大

规模的岩浆活动，形成了 Ｋａｒｏｏ⁃Ｆｅｒｒａｒ 大火成岩省。
为了探明与 Ｋａｒｏｏ⁃Ｆｅｒｒａｒ 大火成岩省相关的侵入岩

体展布，英国南极调查局开展了多次航空物探调查。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等［２８］ 依据航空重、磁数据，在东南极

Ｃｏａｔｓ 地区发现了一个航空布格重力异常大于 ５０
ｍＧａｌ，航磁异常大于 １ ０００ ｎＴ 的长 ８０ ｋｍ、宽 ３０ ｋｍ
的异常体。 通过重、磁联合反演，推测该异常可能为

高密度、高磁化率的辉长岩体，认为其形成于冈瓦纳

大陆裂解过程中，与下地幔岩浆活动有关。
２．４　 南极地质与冰盖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

２．４．１　 南极冰下地形与地貌研究

长期的遥感观测发现，海水对于冰架的侵蚀是

引起冰架减少的重要原因。 接地线是指海水与冰架

相互作用发生的位置，接地线变化表明冰架物质增

加或者减少，是冰川变化与海平面变化的重要指示

器。 南极海岸带地形条件复杂，很难对接地线进行

直接观测，通过卫星遥感或其他间接方法也很难获

得准确的海岸带地形数据。 高精度航空重力测量为

南极海岸带地形测量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针对两极海洋与冰架强烈交互地区，美欧国家

有针对性地开展了航空物探调查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ｃｅ⁃
Ｂｒｉｄｇｅ 计划，测量两极消融较快冰架区域的冰下地

形。 美国加州大学 Ｒｏｍａｉｎ Ｍｉｌｌａｎ 等［２９］ 基于航空重

力异常数据，首次在 Ｃｒｏｓｓｏｎ 和 Ｄｏｔｓｏｎ 冰架下发现

了向内陆延伸的冰下峡谷（图 ５），南大洋温暖海水

沿冰下峡谷内流侵蚀冰架，加速了冰川溶解。 Ｏｐｅｒ⁃
ａｔｉｏｎ ＩｃｅＢｒｉｇｅ 计划获得的地形数据还发现， 不同地

·７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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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南极沿岸冰架接地线示意；ｂ—阿蒙德森海沿岸航空重力异常；ｃ—航空重力数据观测曲线与反演拟合计算曲线；ｄ—基于航空重力数据

反演得到的 Ｄｏｔｓｏｎ 冰架冰下 Ｅ－Ｅ＇剖面地形（粉色为 ＭＢＥＳ 测量数据，黑色为重力反演结果曲线）
ａ—ｇｒｏｕｎｄｉｎｇ ｌｉｎｅ ｍｏｄｅｌ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ａｓｔａｌ ｉｃｅ ｓｈｅｌｆ； ｂ—ｆｒｅｅ⁃ａｉｒ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ｉｎ Ｄｏｔｓｏｎ Ｉｃｅ Ｓｈｅｌｆ；ｃ—ｔｈｅ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ｅｄ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
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ｄ—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Ｄｏｔｓｏｎ Ｉｃｅ Ｓｈｅｌｔ Ｅ－Ｅ＇ｐｒｏｆｉｌ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图 ５　 基于航空重力数据反演得到的 Ｄｏｔｓｏｎ 冰架冰下地形［２９］

Ｆｉｇ．５　 Ｂａｓ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ｕｎｄｅｒ Ｄｏｔｓｏｎ Ｉｃｅ ｉｎｖｅｒｔｅｄ ｂｙ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２９］

形条件对冰架稳定性的影响不同。 Ｔｈｗａｉｔｅｓ 冰下地

形外高内低，导致海水易向内陆流动，使得冰川快速

溶解；而在南极半岛，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 等［３０］ 基于南极半

岛航空重力数据反演得到的冰下地形结果表明，南
极半岛存在沿岸山脊阻挡了海水内流，因而南极半

岛冰架更加稳定。
２．４．２　 南极地热通量计算

南极地热通量是南极岩石圈的重要动力学边界

条件，影响南极冰盖温度和岩石圈流变性质。 但南

极地热通量无法直接观测，仅可以通过低分辨率的

卫星磁测数据、地震数据以及靠近各国科考站的零

星钻井数据进行间接计算。
Ｍａｒｔｏｓ 等［３１］ 基于 ＡＤＭＡＰ 磁场数据库，反演得

到南极居里面深度，依据热力学模型估算南极全区

地表地热通量分布（图 ６）。 该结果将原有地热通量

分布图精度提高了近 ５０％。 研究结果表明，全南极

地热通量值大致为 ４２ ～ １８０ ｍＷ ／ ｍ２，平均值为 ６８
ｍＷ ／ ｍ２，与全球大陆地热通量平均值基本相当。 高

地热通量值异常主要位于西南极裂谷与南极半岛附

近，最大值近 １７０ ｍＷ ／ ｍ２；东南极的地热通量值整

体较低，由沿岸向中心逐渐变小。
２０２０ 年，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 Ｂ 等［３２］ 联合多个科学家发

布了南极地热通量研究白皮书，系统介绍了目前的

南极地热通量研究方法，指出了各类方法的优缺点。

图 ６　 南极地热通量分布［３３］（底图为南极冰下地形）

Ｆｉｇ．６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ａｔ ｔｈｅ ｉｃｅ⁃ｒｏｃｋ ［３３］

（ｉｎｔｅｒｆａｃｅ ｓｕｐｅｒｉｍｐｏｓｅｄ ｏｎ ｓｕｂｇｌａｃｉａｌ ｔｏｐｏｇｒａｐｈｙ）

不同的岩石圈与地幔的结构模型和岩石物理性质，
得到的南极地热通量结果有很大差异，因此需要更

多钻井与地质露头以及地幔包体等提供的地热通量

值约束，并综合多源数据建立更加精确的南极壳幔

结构模型。
２．４．３　 航空电磁方法揭示海冰厚度与地下水分布

目前应用航空电磁方法在南极开展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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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相对较少，主要以试验性测试为主。 Ｐｆａｆｆｌｉｎｇ
等［３３］２００３ 年使用德国 ＡＷＩ 研究所研制的直升机频

率域电磁系统进行了海上浮冰厚度测量，最大可探

测厚度达 ３ ｍ，测量结果与海冰直流电阻率原位测

量方法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３４］。 在美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会资助下，Ｍｉｋｕｃｋｉ Ｊ Ａ 等实施了 ＡＮＴＡＥＭ
计划，先后于 ２０１１ 年与 ２０１８ 年在南极罗斯海沿岸

Ｔａｙｌｏｒ 峡谷进行了两次航空电磁试验性测量，旨在

调查南极冻土层厚度与地下水分布。 两次测量均使

用了 ＳＫＹＴＥＭ 公司仪器，获得的航空电磁数据反演

结果很好地显示了地下电阻率结构［６，３５］。 以钻井资

料为约束的反演结果表明，该区冻土层厚约 ３００ ～
４００ ｍ，具有较高电阻率。 同时，调查发现测区范围

内地下存在低阻层，认为是地下水和冰下湖以及地

表水系相连的通道（图 ７）。 该项调查为航空电磁法

在极地开展类似工作提供了较好的示范。

图 ７　 Ｔａｙｌｏｒ 峡谷电阻率反演成果（ａ）与地下水流通解释模式（ｂ） ［６］

Ｆｉｇ．７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ｃｒｏｓｓ⁃ｓｅｃ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ｔｈｅ ｌｅｎｇ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Ｔａｙｌｏｒ Ｖａｌｌｅｙ（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ｄｅｐｉｃｔｉｎｇ ｐｒｅｄｉｃｔｅｄ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ｂ） ［６］

３　 结语与建议

１） 南极地壳结构研究、南极古大陆重建与恢

复、南极火山与岩浆作用调查和南极冰架与地质相

互作用研究等典型实例表明，航空地球物理勘探是

解决南极地区域地质构造问题的有效技术手段。
２） 目前，南极航空地球物理勘探处于填补数据

空白和重点区域高精度中大比例尺测量阶段，具有

向南极大陆内部探测的发展趋势。 关于南极超大陆

聚散过程中涉及的演化过程、古太平洋俯冲带特征

和中新生代裂谷等问题，已成为南极地质研究的焦

点，可作为我国下一步南极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的重

点。
３） 航空重、磁方法与航空冰雷达探测方法的结

合，能够提升南极冰下地质的准确性，是解决南极冰

层与基岩相互作用问题的重要手段，可作为我国南

极航空地球物理勘探的新方向。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Ｗｅｉｈａｕｐｔ Ｊ Ｇ， Ｒｉｃｅ Ａ， Ｖａｎ ｄ Ｈ Ｆ Ｇ．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Ｊ］ ．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１０， ２（６）： ４５４ ４６１．
［２］ 　 Ｊｏｈｎｓｏｎ Ａ Ｃ， Ｆｒｅｓｅ Ｒ Ｒ Ｂ Ｖ， Ｇｒｏｕｐ Ａ Ｗ．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ａｐ ｗｉｌｌ ｄｅ⁃

ｆｉｎ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 Ｊ］ ． Ｅｏｓ Ｔｒａｎｓａ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Ｕｎｉｏｎ， ２０１３， ７８（１８）： １８５ １８５．

［３］ 　 高晟俊，郝卫峰，李斐，等．极地航空重力测量及其应用进展

［Ｊ］ ．极地研究，２０１８，３０（１）：９７ １１３．

Ｇａｏ Ｓ Ｊ， Ｈａｏ Ｗ Ｆ， Ｌｉ Ｆ， ｅｔ 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ｐｏｌａｒ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
ｌａ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８， ３０（１）： ９７ １１３．

［４］ 　 Ｓｔｕｄｉｎｇｅｒ Ｍ， Ｂｅｌｌ Ｒ， Ｆｒｅａｒｓｏｎ Ｎ．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Ｇｒａｖ ａｎｄ

ＧＴ⁃１Ａ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ｍｅｔｅｒｓ ｆｏ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Ｊ］ ． Ｇｅｏ⁃

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８， ７３（６）： １５１ １６１．

［５］ 　 Ｐｆａｆｆｌｉｎｇ Ａ， Ｒｅｉｄ Ｊ Ｅ． Ｓｅａ ｉｃｅ ａ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ｔａｒｇｅｔ ｆｏｒ ＨＥＭ

ｍｏｄｅｌ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６７（３）： ２４２ ２４９．
［６］ 　 Ｍｉｋｕｃｋｉ Ｊ， Ａｕｋｅｎ Ｅ， Ｔｕｌａｃｚｙｋ Ｓ， ｅｔ ａｌ． Ｄｅｅｐ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ｓｕｂｓｕｒｆａｃｅ ｈａｂｉｔａｔｓ ｂｅｎｅａｔｈ ａ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ｄｒｙ ｖａｌｌｅｙ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５， ６： ６８３１．

［７］ 　 Ｆｏｌｅｙ Ｎ， Ｔｕｌａｃｚｙｋ Ｓ Ｍ， Ｇｒｏｍｂａｃｈｅｒ Ｄ，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ａｔｈ⁃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ｂｏｒ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Ｊ］ ．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６（２）： １ １５，５４．
［８］ 　 Ｇｏｌｙｎｓｋｙ Ａ Ｖ， Ｆｅｒｒａｃｃｉｏｌｉ Ｆ， Ｈｏｎｇ Ｊ Ｋ，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

ｎｏｍａｌｙ ｍａｐ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９１·



物　 探　 与　 化　 探 ４６ 卷 　

２０１８， ４５（１３）： ６４３７ ６４４９．
［９］ 　 Ｓｃｈｅｉｎｅｒｔ Ｍ， Ｆｅｒｒａｃｃｉｏｌｉ Ｆ， 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ｏｍａｌｙ

ｇｒｉｄ ｆｏｒ ｅｎｈａｎｃｅｄ ｇｅｏｄｅｔｉｃ ａｎ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６， ４３（２）： ６００ ６１０．

［１０］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Ｒｉｌｅｙ Ｔ Ｒ， Ｓｉｄｄｏｗａｙ Ｃ Ｓ． Ｔｈｅ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 Ｊ］ ． Ｎａｔｕｒ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Ｅａｒｔｈ ＆ Ｅｎｖｉ⁃
ｒｏｎｍｅｎｔ， ２０２０， １（２）： １ １７．

［１１］ Ａｒｔｅｍｉｅｖａ Ｉ Ｍ， Ｔｈｙｂｏ Ｈ．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ｓｉｚｅ ｒｅｖｉｓｉｔｅｄ：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ｅｖ⁃
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Ｗｅ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ａｓ ａ ｂａｃｋ⁃ａｒｃ ｓｙｓｔｅｍ ［ Ｊ］ ． Ｅａｒｔｈ⁃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Ｒｅｖｉｅｗｓ， ２０２０， ２０２： １０３１０６．

［１２］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Ｎｅａｌｅ Ｒ Ｆ， Ｌｅａｔ Ｐ Ｔ， ｅｔ 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ｅｎｏｚｏｉｃ ａｒｃ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Ａ ｈｉｇｈ ｒｅｓｏ⁃
ｌｕ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 ２０１４， １９８（３）： １７５８ １７７４．

［１３］ Ｂａｋｈｍｕｔｏｖ Ｙ Ｖ．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ｔｈｅ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ｍａｒｇｉｎ ａｒｏｕｎｄ Ａｎｖｅｒ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ｆｒｏｍ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８５： ７７ ８９．

［１４］ Ｅｌｂｕｒｇ Ｍ， Ｊａｃｏｂｓ Ｊ， Ａｎｄｅｒｓｅｎ Ｔ，ｅｔ ａｌ． Ｅａｒｌｙ 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ｍｅｔ⁃
ａｇａｂｂｒｏ⁃ｔｏｎａｌｉｔｅ⁃ｔｒｏｎｄｈ ⁃ｊｅｍｉｔｅ ｏｆ Ｓｒ Ｒｏｎｄａｎｅ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ｓｕｐｅｒ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 ａｓｓｅｍｂｌｙ ［ Ｊ］ ． Ｐｒｅｃａｍｂｒｉａｎ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５， ２５９： １８９ ２０６．

［１５］ Ｒｕｐｐｅｌ Ａ，Ｊａｃｏｂｓ Ｊ，Ｅａｇｌｅｓ Ｇ，ｅｔ ａｌ． Ｎｅｗ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ａ
ｋｅｙ ｒｅｇｉｏ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ｅｘｔ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Ｔｏｎｉａｎ Ｏｃｅａｎｉｃ Ａｒｃ Ｓｕｐｅｒ Ｔｅｒｒａｎｅ （ＴＯＡＳＴ） ［Ｊ］ ．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８， ５９： ９７ １０７．

［１６］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Ｆｅｒｒａｃｃｉｏｌｉ Ｆ， Ａｒｍａｄｉｌｌｏ Ｅ， ｅｔ ａｌ．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ｋｅｓ Ｓｕｂｇｌａｃｉａｌ Ｂａｓｉｎ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ａｓ ｒｅｖｅａｌｅｄ
ｆｒｏｍ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８５： １９６
２０６．

［１７］ Ｄａｖｉｓ Ｊ Ｋ， Ｌａｗｖｅｒ Ｌ Ａ， Ｎｏｒｔｏｎ Ｉ Ｏ，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ｔｈｅ Ｅｎｄｅｒｂｙ Ｂａｓ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Ｊ］ ． Ｍａｒｉ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９， ４０： １ １６．

［１８］ 牛雄伟，高金耀，吴招才，等．南极洲普里兹湾石圈各向异性：海
底地震仪观测［Ｊ］ ．地球科学，２０１６，４１（１１）：１９５０ １９５８．
Ｎｉｕ Ｘ Ｗ， Ｇａｏ Ｊ Ｙ， Ｗｕ Ｚ Ｃ， ｅｔ ａｌ． Ｌｉｔｈｏｓｐｈｅｒｅ ａｎｉｓｏｔｒｏｐｙ ｏｆ Ｐｒｙ⁃
ｄｚ Ｂａｙ，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ｏｃｅａｎ ｂｏｔｔｏｍ ｓｅｉｓｍｏｍｅｔｅｒ ｌｏｎｇ ｔｅｒｍ ｏｂ⁃
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Ｊ］ ． Ｅａｒｔｈ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６， ４１（１１）： １９５０ １９５８．

［１９］ Ｄｕｎｋｌｅｙ Ｄ Ｊ， Ｈｏｋａｄａ Ｔ．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ｕｂ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Ｌüｔｚｏｗ⁃
Ｈｏｌｍ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Ｎｅｏａｒｃｈｅａｎ ｔｏ ｔｈｅ
Ｎｅｏｐｒｏｔｅｒｏｚｏｉｃ ［Ｊ］ ． Ｐｏｌａ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２０，２６：１００６０６．

［２０］ Ｅｂｂｉｎｇ Ｊ， Ｄｉｌｉｘｉａｔｉ Ｙ， Ｈａａｓ Ｐ， ｅｔ ａｌ．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ｌｉｎｋｅｄ ｔｏ ｉｔｓ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ｎｅｉｇｈｂｏｕｒｓ ｉｎ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 Ｊ］ ．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
ｐｏｒｔｓ， ２０２１， １１（１）： ５５１３．

［２１］ Ｒｉｅｄｅｌ Ｓ， Ｊａｃｏｂｓ Ｊ， Ｊｏｋａｔ Ｗ．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ｗ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ａｅｒｏ⁃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ｖｅｒ Ｄｒｏｎｎｉｎｇ Ｍａｕｄ Ｌａｎｄ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８５： １６１ １７１．

［２２］ Ｌｅｉｎｗｅｂｅｒ Ｖ Ｔ， Ｊｏｋａｔ Ｗ． Ｔｈｅ Ｊｕｒａｓｓ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ｔａｒｃ⁃
ｔｉｃａ ｃｏｒｒｉｄｏｒ — ｎｅｗ 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ｔｓ ｆｒｏｍ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
ｇａｔ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ｇｉｎｓ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５３０ ５３１：

８７ １０１．
［２３］ Ａｉｔｋｅｎ Ａ Ｒ Ａ， Ｂｅｔｔｓ Ｐ Ｇ， Ｙｏｕｎｇ Ｄ Ａ， ｅｔ ａｌ． Ｔｈ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ｏ⁃Ａ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 Ｃｏｌｕｍｂｉａ ｔｏ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Ｊ］ ．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２０１６，２９： １３６ １５２．

［２４］ 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Ｓ Ｅ， Ｗｈｉｔｔａｋｅｒ Ｊ Ｍ， Ｍüｌｌｅｒ Ｒ Ｄ． Ｆｕｌｌ⁃ｆｉｔ，ｐａｌｉｎｓｐａｓｔｉｃ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ｊｕｇａｔｅ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ｎ⁃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ｍａｒｇｉｎｓ ［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３０， ＴＣ６０１２： １ ２１．

［２５］ Ｖａｎ Ｗｙｋ 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Ｍ，Ｂｉｎｇｈａｍ Ｒ Ｇ， ｅｔ ａｌ． Ａ ｎｅｗ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ｐｒｏｖ⁃
ｉｎｃｅ： ａｎ 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 ｏｆ ｓｕｂｇｌａｃｉａｌ ｖｏｌｃａｎｏｅｓ ｉｎ Ｗｅ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Ｊ］ ．
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Ｌｏｎｄｏｎ，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１７： ４６１
（１）：２３１－２４８．

［２６］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Ｆｅｒｒａｃｃｉｏｌｉ Ｆ， Ｊｏｎｅｓ Ｐ Ｃ， ｅｔ ａｌ．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ｒｅ⁃
ｖｅａｌｓ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ｖｏｌｃａｎｏ ［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ａｎｄ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ｒｉｏｒｓ， ２００９， １７５（３ ４）： １２７ １３６．

［２７］ Ｇｈｉｄｅｌｌａ Ｍ Ｅ， Ｚａｍｂｒａｎｏ Ｏ Ｍ， Ｆｅｒｒａｃｃｉｏｌｉ Ｆ， ｅｔ 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Ｊａｍｅｓ Ｒｏｓｓ Ｉｓｌａｎｄ ｖｏｌｃ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ｌｅｘ ａｎｄ ｓｅｄｉｍｅｎｔａｒｙ ｂａｓｉ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ｈｉｇｈ⁃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Ｊ］ ． Ｔｅｃｔｏｎ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２０１３，
５８５： ９０ １０１．

［２８］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Ｄａｖｉｄ Ｂ．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ｔ ｔｈｅ ｏｎｓｅｔ ｏｆ Ｇｏｎｄｗａｎａ ｂｒｅａｋｕｐ ｗｉｔｈ ｎｏｖｅｌ ｓｔｒａｐｄｏｗｎ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ａｅ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ｄａｔａ ［Ｊ］ ． Ｐｈｙｓ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ａｒｔｈ ＆ Ｐｌａｎ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ｅ⁃
ｒｉｏｒｓ， ２０１８， ２８２： ７７ ８８．

［２９］ Ｍｉｌｌａｎ Ｒ， Ｂｉｇｎｏｔ Ｅ， Ｂｅｒｎｉｅｒ Ｖ，ｅｔ ａｌ． Ｂａｔｈｙｍｅｔ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ｕｎｄｓｅｎ
Ｓｅａ Ｅｍｂａｙｍｅｎｔ ｓ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Ｗｅ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ｃｅ⁃
Ｂｒｉｄｇ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ｄａｔａ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４４（３）：１３６０－１３６８．

［３０］ Ｃｏｎｓｔａｎｔｉｎｏ Ｒ Ｒ， Ｔｉｎｔｏ Ｋ Ｊ， Ｂｅｌｌ Ｒ Ｅ， ｅｔ ａｌ． Ｓｅａｆｌｏｏｒ Ｄｅｐｔｈ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ｅ ＶＩ Ｓｏｕｎｄ，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Ｐｅｎｉｎｓｕｌａ， Ｆｒｏｍ Ｉ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ｏｆ Ａｅｒｏ⁃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Ｄａｔａ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２０， ４７（２１）：
１－１０．

［３１］ Ｍａｒｔｏｓ Ｙ Ｍ， Ｃａｔａｌａｎ Ｍ， Ｊｏｒｄａｎ Ｔ Ａ， ｅｔ ａｌ． Ｈｅａｔ ｆｌｕｘ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ｕｎｖｅｉｌｅｄ ［Ｊ］ ．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Ｌｅｔｔｅｒｓ， ２０１７，
４４（２２）：１１４１７－１１４２６．

［３２］ Ｂｕｒｔｏｎ Ｊ Ａ， Ｄｚｉａｄｅｋ Ｒ， Ｍａｒｔｉｎ Ｃ． Ｇｅ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ｈｅａｔ ｆｌｏｗ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
ｔｉｃａ：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ｓ［ Ｊ］ ． Ｃｒｙｏｓｐｈｅｒ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１４（１１）： ３８４３－３８７３．

［３３］ Ｐｆａｆｆｌｉｎｇ Ａ Ｃ， Ｈａａｓ， Ｒｅｉｄ Ｊ 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 ＨＥＭ ｄａｔａ
ｆｏｒ ｓｅａ 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ｍａｐｐｉｎｇ ［Ｃ］ ／ ／ １０ｔｈ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Ｅｎ⁃
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ａｎｄ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Ｅｘｔｅｎｄｅ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２００４．

［３４］ Ｒｅｉｄ Ｊ Ｅ， Ｐｆａｆｆｌｉｎｇ Ａ， Ｗｏｒｂｙ Ａ Ｐ，ｅｔ ａｌ． Ｉｎ ｓｉｔｕ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ｃｕｒｒｅｎｔ ｃｏｎ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ｓｅａ ｉｃｅ：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ｆｏｒ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ｏ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ｓｏｕｎｄｉｎｇ ｏｆ ｓｅａ⁃ｉｃｅ ｔｈｉｃｋｎｅｓｓ ［ Ｊ］ ．
Ａｎｎａｌｓ ｏｆ Ｇｌａｃｉｏｌｏｇｙ， ２００６， ４４（７）： ２１７ ２２３．

［３５］ Ｆｏｌｅｙ Ｎ， Ｔｕｌａｃｚｙｋ Ｓ Ｍ， Ｇｒｏｍｂａｃｈｅｒ Ｄ， ｅｔ 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ｐａｔｈ⁃
ｗａｙｓ ｏｆ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ｄ ｓｕｂｍａｒｉｎｅ ｇｒｏｕｎｄ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ｎ Ｅａｓｔ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ｆｒｏｍ ｈｅｌｉｃｏｐｔｅｒ⁃ｂｏｒｎｅ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ｉｓｔｉｖｉｔｙ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
［Ｊ］ ．Ｈｙｄｒ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６（２）：５４．

·０２·



　 １ 期 李筱等：航空地球物理勘探在南极调查中的应用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ｉｎ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ＬＩ Ｘｉａｏ１，２，３，ＴＯＮＧ Ｊｉｎｇ１，ＺＨＡＮＧ Ｗａｎ１，ＹＡＯ Ｇｕｏ⁃Ｔａｏ１，ＺＨＡＮＧ Ｘｕａｎ⁃Ｊｉｅ１

（１．Ｃｈｉｎａ Ａｅｒｏ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２． Ｋｅｙ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ｓ ａｎｄ
Ｒｅｍｏｔｅ Ｓｅｎｓｉｎｇ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ＭＮＲ，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Ｏｃｅ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Ｇｅｏ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 ｃｏｓｔ⁃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ｗａｙ ｆｏｒ ｏｂｔａｉｎｉｎｇ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ｇｅ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ｔｈｅ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ａｉｒｂｒｏ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ｆｌｙ⁃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ｅｙ，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ｇｉｖｅｓ ａ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ｐｉｃ ｏｆ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ｉ．ｅ．，ｔｈｅ ｃｒｕｓｔ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Ａ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ａ，ｔｈｅ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ｔｅｒｒａｉｎｓ， ｍ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ａｎｄ ｖｏｌｃａｎｉｓｍ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Ａｎｔ⁃
ａｒｃｔｉｃａ Ｉｃｅ Ｓｈｅｌｆ ａｎｄ ｂｅｄ ｒｏｃｋ， ｗｈｉ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 ｇｅｏｓｃｉ⁃
ｅｎｃｅ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ｕｒ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ａ ｂｌａｎｋ ａｒｅａ ｆｏｒ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ｏｕｔ 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ｉｒ⁃
ｂｏｒｎｅ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ｒａｖ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ｃｅ ｒａｄａｒ ｄａｔａ ｈａ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ａ ｎｅｗ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 Ｉｃｅ ｓｈｅｌｆ ａｎｄ ｂｅｄ⁃
ｒｏｃｋ．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ａｉｒｂｏｒｎｅ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Ａｎｔａｒｃｔｉｃａ；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ｓｕｒｖｅｙ；ｇｅｏｐｈｙｓｉｃａｌ ｄａｔａ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本文编辑：王萌）

·１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