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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维地震数据体的切片播放算法

汪在荣１，刘益和２

（内江师范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四川 内江 ６４１１１０）

　　摘　要：目前三维数据可视化技术已经广泛应用于地震解释中，而绝大多数的三维地震解释，是通
过数据体的切片实行的。切片显示步骤是：确定切面多边形、对数据体的重采样和图像合成、切片的图

像绘制。并且通常需要对切片实现播放、缩放等操作，此时，对于有限的内存采用传统的方法实现庞大

的三维地震数据体的切片播放是相当的困难的。文章提出了一种将三维地震数据进行分块存储及显示

的技术，即三维数据的砖块组织结构，并建立了快速索引机制，及砖块结构的调度算法。实验证明，该算

法对三维地震数据切片的播放具有实时性及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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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三维地震数据的最主要特点之一就是数据量非常

庞大，通常是１ＧＢ以上。面对如此庞大的三维数据，可

以采用纹理贴图［１］和光线投射算法［２］等实现体绘制。

但在绝大多数的三维地震解释中，专业人员希望能够更

清晰地了解这些数据真正的构成形态，从而准确地判断

油气藏的存储位置，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费用，这些

都是通过对数据体的切片显示来完成。所谓切片就是

以平于三维地震体的三个方向 Ｘ、Ｙ、Ｚ中某一方向的平

面去切三维数据体得出的切面，它包括两个垂直剖面纵

测线与横测线，和水平切面。三组正交切片显示的基本

过程是：确定切面多边形、数据重采样与图像合成、切片

的图像绘制［３］。在地震解释中用户要求对三维体数据

沿Ｘ、Ｙ、Ｚ方向上进行相应的动态显示操作，即切片的

播放。而但传统的三维地震数据可视化软件并没有提

供切片的播放功能或是由于存在反复从外存中重采样

数据使得切片的显示无法跟上播放速度。因此，本文基

于实际项目开发过程中，提出了一种砖块组织结构及其

快速的索引调度机制，并以此为基础，将原始三维地震

数据转化为砖块结构文件，实现了三维地震数据体三组

正交切片任意速度的播放。

１ 三维地震数据的砖块结构表示

对于海量的三维数据体在切片播放时要求切片的

更新显示与速度同步，但由于播放速度使得在某一位置

切片只要能够反映数据的分布情况即可，对其具体的精

度要求并不高，但是当播放暂停时，此时显示的切片应

该能准确反映在当前位置的数据图形。如果不采取相

应的简化策略，直接对切片进行绘制，处理起来极为不

便，严重影响运行效率和显示速度［４］。故要想实现实时

显示与播放，必须进行数据简化（抽稀），简化后的数据

能够描绘出原切片数据的分布趋势。但是，当切片播放

暂停或停止时，只有重新调用未经采样前的数据进行切

片绘制，才能保证图形的精度。因此，不失一般性，本文

提出当切片正在播放时，则调用经过抽稀后的数据，这

样提高了切片的绘制速度，当播放暂停或停止时，立即

调用此切片位置的原始数据，这样则保证了图形的精

度。本文在参考文献［５］的砖块结构算法上，进行内存

优化和调度算法上的创新，从而更快速的实现三维地震

数据体切片的播放。

对于海量的三维地震数据处理来说，显然不能将其



全部调入内存中，只能在需要时才将所需的数据读入内

存中进行处理。相对于ＣＰＵ的速度来说，磁盘Ｉ／Ｏ是瓶
颈之所在［６］，在切片播放或静态显示时，处理的数据只

是一部分数据。

结合上述需求和三维地震数据的特点，本文在参考

文献［５］提出的基础上，并结合Ｉ／Ｏ传输问题，对三维地
震数据进行分块，这样既降低了地震数据体的操作难度

又简化和提高了绘制效率。

三维地震数据的分块大小通常取２的幂次方，本文
中经过实践分析，参见表１各２的幂次分块进行数据传
输的耗时对比，从表中可以看出，对于２５６级的灰度图
像，以６４６４６４（２５６Ｋ）为最佳，按照这样的大小进行
三维数据的分块，每次硬盘传送一块的数据耗时非常

短。

表１ 数据分块

分块大小

（ＫＢ）
传送数据大小为

４０００ＫＢ的Ｉ／Ｏ次数
冗余数据大小

（ＫＢ）
１６ ２５０ ０
３２ １２５ ０
６４ ６３ ３２
１２８ ３２ ３２
２５６ １６ １６０
５１２ ８ ４１６
１０２４ ４ ９２８

　　从表１中可以看出，就分块而言，并无标准可循，可

以按任意规则进行数据分块，但在应用中则必须结合索

引、磁盘Ｉ／Ｏ、效率等进行考虑。不规则的分块将影响索

引构建（索引用于查找定位数据）、索引操作及图形重构

的效率。除此之外，分块太大或太小都将影响系统的有

效性能，如果分块数据过大，则可能导致读入的冗余数

据过多；反之，如果分块数据过小，则导致频繁的磁盘寻

址和读写操作，使得所需数据的Ｉ／Ｏ访问时间增加［８］。

在介绍砖块组织结构前，先了解一下三维地震数据

场。它是由横测线（ｘＬｉｎｅ）、纵测线（ｉｎＬｉｎｅ）和时间

（ｔｉｍｅ）确定的坐标系统。而（ｘＬ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则构成了地

震数据的道。如图１所示，显示了三维地震数据场和以

块划分后砖块编号顺序。

根据前面的介绍，将原始三维地震数据转化为砖块

结构文件来实现切片的播放，转换后的数据分为索引文

件、采样文件以及砖块文件三部分。图２为砖块文件结

构示意图。

索引文件由砖块数据整体描述信息块和道记录描

述信息两部分组成。其中砖块数据整体描述信息块的

主要作用是对砖块文件进行整体描述，它记录了原始数

据中ｔｉｍｅ、ｘＬｉｎｅ、ｉｎＬｉｎｅ三个方向的砖块数，三个方向标

图１ 三维数据场按块划分及砖块编号顺序

图２ 砖块文件结构示意图

号的最值，速度（振幅）最值，大地坐标最值，本文中使用

一个结构体进行存储。索引文件的另一部分是原始数

据中每一道记录的描述信息，包括每道的 ｘＬｉｎｅ号、ｉｎ

Ｌｉｎｅ号及该道对应的大地坐标，它也是由相应的结构体

进行存放管理，然后再利用一个三维数组（按照 Ｔｉｍｅ、

Ｉｎｌｉｎｅ、ｘＬｉｎｅ的顺序进行组织）存储所有道的数据结构。

索引文件为砖块文件和采样文件数据提取提供参数，其

主要作用是描述砖块结构。

砖块文件是砖块结构的主要部分，它存储了完整的

绘图数据。砖块文件中存放的是依次排列的大小为

６４６４６４字节的小砖块，这些小砖块按照 ｔｉｍｅ、ｉｎ

Ｌｉｎｅ、ｘＬｉｎｅ顺序进行组织存放。考虑到不同原始数据的

速度（振幅）数据类型可能不相同，占用的存储空间也不

同，而且有的数据类型占用的存储空间较大（如 ｄｏｕｂｌｅ

类型），因此砖块文件将原始数据值统一转化为 Ｃｈａｒ类

型的一个颜色值，由于颜色变化是用户关心的焦点，所

以进行上述类型的转化不仅大大减小了存储空间，而且

还还不会影响绘图效果。

采样文件是根据采样间隔从原始数据中提取的数

据，是原始数据经过抽稀后的文件，它存储了部分原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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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图数据，虽没有原始数据详细，但通过它能够对原始

数据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能够反映原始数据的整体情

况。砖块文件存储的是原始数据的所有数据点，数据量

较大，不可能一次性调入内存进行处理，将数据存放在

硬盘上，又受硬盘传输速率的限制，不可能实时的调入

内存，也就不能进行实时动态播放。采样文件能够反映

原始数据的整体情况且数据量很小，可以一次性调入内

存，因此能够实时动态播放。采样文件由经过抽稀后的

部分原始数据（实际中可利用一个三维数组进行存储）

和每一个小砖块文件在整体砖块文件中的偏移量（实际

中可利用结构体进行存储）两部分组成。

以上三个文件是在将原始三维地震数据转换为砖

块文件时生成。对于 ｘＬｉｎｅ方向的砖块数为 ｍａｘＸＬｉｎｅ／

６４，ｉｎＬｉｎｅ方向的砖块数为 ｍａｘＩｎＬｉｎｅ／６４，ｔｉｍｅ方向是由

每道的采样点来确定的，故该方向砖块数为 ｓａｍｐｌｅ

Ｃｏｕｎｔ／６４，因此，总砖块数为：

ｂｒｉｃｋＣｏｕｎｔ＝ｍａｘＩｎＬｉｎｅ６４ ×ｍａｘＸＬｉｎｅ６４ ×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ｕｎｔ６４ （１）

而砖块的编号是按 ｔｉｍｅ、ｉｎＬｉｎｅ、ｘＬｉｎｅ方向顺序编号，并

以索引文件结构体描述形式将其它数据填入索引文件

中，最后生成的索引文件是．ｉｎｄｅｘ格式。下一步是生成

砖块文件（ｂｒｉｃｋ格式），砖块文件中存放的是按照砖块

编号将原始三维数据的颜色值顺序写入，与此同时，生

成采样文件（ｓａｍｐｌｅ格式）并写该文件，以纵测线（ｉｎ

Ｌｉｎｅ）数为外重循环，以横测线（ｘＬｉｎｅ）为第二重循环，以

ｔｉｍｅ方向的每道采样点数（ｓａｍｐｌｅＣｏｕｎｔ）为内层循环，读

取每一个原始数据点的颜色值写入 ｂｒｉｃｋ文件中，同时，

判断该点是否被采样，若是，则同时将该点写入 ｓａｍｐｌｅ

文件中，直至所有的数据点全部转换结束。ｂｒｉｃｋ文件和

ｓａｍｐｌｅ文件都是以划分后的砖块为单位进行组织的。

２ 砖块结构的ＦＩＦＯ调度

至此，已经阐述了将原始三维地震数据的砖块结构

表示。由于ｓａｍｐｌｅ文件和ｂｒｉｃｋ文件存放的分别是采样

后的砖块数据和原始砖块数据，这些数据都存放在磁盘

上，在切片播放或停止时，需要确定当前切片数据在砖

块文件或采样文件中的具体位置和大小，然后将其调入

内存中。因此，砖块结构的调度是实现切片显示或播放

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本文研究的另一个重点。

无论切片的播放还是切片的显示都要求能够获取

更快的速度，特别是实时显示。而磁盘数据的读取速度

较内存数据要慢，为了加快数据的处理速度，减少对磁

盘的Ｉ／Ｏ操作，可以将当前需要的数据存放在事先分配

的内存中，每次只处理内存中的数据。

本文根据系统内存的大小，对转换为砖块结构后的

数据设置相应的高速缓存，高速缓存也按块分配，即将

整个内存块划分为大小相同的单元，每块的大小与ｂｒｉｃｋ

文件或ｓａｍｐｌｅ文件大小相同，当缓冲区数据需要更新

时，每次读取分块后的文件中的一块数据。这里 ｂｒｉｃｋ

文件是用于切片停止播放时显示准确的信息，而 ｓａｍｐｌｅ

文件是用于切片播放时简化后的数据，两者用于不同的

目的，但两者都是以砖块组织的，所以它们的调度方式

是一样的。本文以 ｂｒｉｃｋ文件的调度为例，描述缓冲区

的调度方法。为了更好的进行数据调度，采用建立内存

块索引的方法进行数据的调度管理。在缓冲数据更新

时读取数据采用ＦＩＦＯ算法。

文中采用一个辅助数据结构来存放整个三维体数

据的所有砖块的状态和信息。结构体表示为：

ｔｙｐｅｄｅｆｓｔｒｕｃｔ＿ｔａｇＢｒｉｃｋＩｎｆｏ

｛

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ｃｈａｒｓｔａｔｕｓ；／／０：表示常驻内存，１：硬盘

ｕｎｓｉｇｎｅｄｉｎｔｉｎｄｅｘ；／／砖块在内存索引表中的索引位

置

｝ＳＢｒｉｃｋＩｎｆｏ；

该辅助数据结构是用数组来存放，因为数组是一种

简单的数据结构，而且其访问速度也最快。砖块的调度

步骤如下：

（１）建立三维体数据的辅助数据结构；（２）建立一

个内存块索引表和开辟砖块数据缓冲区；（３）计算切片

所需要的砖块号，并结合．ｉｎｄｅｘ文件取得砖块在．ｂｒｉｃｋ

文件中的偏移位置；（４）当某一砖块或某几个砖块数据

需要被调入内存中时，修改辅助数据结构相应砖块号的

ｓｔａｔｕｓ标志为０，表示该砖块数据已经被调入内存，同时

按ＦＩＦＯ调度算法计算出该砖块在内存块索引表中的索

引位置（即查找一个内存缓冲区），若该索引位置为空，

则将在该索引位置中写入存放的砖块号以及指向该砖

块数据的指针，并将该数据读入内存中；若该索引位置

已经有砖块数据，则修改该索引位置的砖块号所在的辅

助数据结构信息（即将原先存放的砖块号的 ＳＢｒｉｃｋＩｎｆｏ

结构体信息分别置ｓｔａｔｕｓ为１，ｉｎｄｅｘ为初始值ＭＡＸ），再

将内存索引表中该索引位置的 ｉｎｄｅｘ设置为需要被替换

的新砖块号，同时将砖块数据指针指向的原来砖块数据

进行释放，让该指针指向新的砖块数据。

图３反映了辅助数据结构与内存索引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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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辅助数据结构与内存索引表的关系

３ 切片播放算法

利用前面介绍的砖块结构和砖块结构的调度，本文通

过以下３个步骤进行三维地震数据体的切片播放或显示：
（１）利用砖块结构对相应的数据结构进行初始化；（２）根
据当前图形状态获取切片图形数据。如是播放暂停或停

止状态，则计算出当前位置各切片相应的砖块号，并根据

砖块索引判断是否需要将该数据调入内存；如是播放状

态，则计算出当前播放位置各个切片在采样文件中的位

置，并读取相应的采样文件中的数据。（３）根据相应的
数据运用一定的图形图像原理进行图形绘制。

该方法运用于实际的地震数据处理软件开发中，图

４显示了使用该方法进行切片显示与播放的图形。图
（ａ）中显示的是使用砖块结构算法进行切片播放时的三
维立体图，此时三个方向的切片分别是 ｉｎｌｉｎｅ号为１的
切片（图（ｂ）所示），ｃｒｏｓｓｌｉｎｅ号为 １的切片（图（ｃ）所
示），采样时间ｔｉｍｅ为０的切片（图（ｄ）所示）。

图４ 切片的显示与三个方向的切片播放

４ 结束语

采用以上的切片播放和调度算法，使得在处理庞大

的三维地震数据量时不受计算机内存容量的限制，并且

数据量的大小也不影响处理和显示的速度，大大提高了

海量三维地震数据在图形显示和切片播放时的速度，可

实现三维地震数据切片的实时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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