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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操作手册适用以下仪器：

一、 仪器概述

����

�、主机兼容�、��、��、��、��、��等多通道于一体；
�、在仪器最大深度范围内可选；
�、标配�寸高亮触摸屏，横、竖屏自由切换显示；
�、磁吸多功能接口集中充电、数据传输、连接传感器和MN电缆于一体；
�、高性能散热器提升仪器性能，重量仅���g，防水、防摔、防水防尘；
�、支持无线投屏、多屏互动；
�、内置高性能锂电池，可接通用手机充电器、充电宝和汽载手机充电器充
电和使用；

        ADMT系列快速版多通道找水仪是一款集�-��道于一体的智能化找
水仪，实时进行数据采集、自动成像、数据多终端共享，配备�寸高清触摸屏

（分辨率���*����），主机兼容�-��通道，并且通道数根据配件自动增加识
别，特制磁吸多功能接口和触控开关，数据采集完成自动成图，仪器屏、手
机屏和电脑屏均可查看数据和绘图分析。

        多通道同时输入测量，解决了MT法场源随时变化的缺陷，可以获得相
对稳定场源，重复测量一致性非常好，通过多通道同时输入测量，可获得高
密度法测量的大数据，突破了传统高密度电法仪深度限制，使勘探深度最
大能达到����米。

二、 仪器主要特点

        ADMT系列产品利用大地天然电磁场作为工作场源，研究地球内部的
电性结构，依据不同频率的电磁波在导电媒质中具有不同趋肤深度的原理
在地表测量由高频至低频的地球电磁响应序列，研究地下不同深度地质体
的电性变化差异，确定地下地质体的赋存状态。

        地面电磁波发送到地下，电磁波在岩土中的传播遵循Maxwell方程。
如果假设大多数地下岩土为无磁性物质，并且宏观上均匀导电，不存在电
荷积累，那么Maxwell方程就可简化为：
                                      ∇²H + k²H = �
                                      ∇²E + k²E = �
式中 k称为波数（或传播系数）

三、 仪器工作原理简介

ADMT-180ZN

ADMT-300ZN

ADMT-600ZN

ADMT-900ZN

ADMT-1200ZN

快速版找水仪

型号

系列

（�）

�.� 电磁波传播理论、亥姆霍兹方程

，

兼容1-60通道

（标配单道MN，多款MN和TT配件可选配）



四、 仪器介绍及主要技术参数

��

        考虑到传播系数k为复数，令，其中：a称为相位系数，b称为吸收系数。
        在ADMT系列天然电场物探仪测量的电磁波频率范围内（
�.��Hz~�KHz）,通常可以忽略位移电流，这时K进一步简化为：
                                        k = ―iωμσ

        有亥姆霍兹方程变化的磁场感生出变化的电场，我们有磁电关系：
                                        

        表面阻抗Z定义为地表电场和磁场水平分量的比值。在均匀大地的情
况下，此阻抗与入射场的极化无关，和地电阻率以及电磁场的频率有关：

（�）式可用于确定大地的电阻率：

        在无磁性介质中，趋肤深度公式为：

        由上式可知，电磁波的穿透深度与频率、电阻率有关系。频率一定，电
阻率越高穿透深度越大，电阻率一定，频率越低穿透深度越大。

��

�

（�）

（�）

（�）

（�）

（�）

（�）

�.� 波阻抗与电阻率

�.� 仪器介绍

�.� 趋肤深度

开关，轻触熄屏，长按开关机

磁吸多功能接口
（充电、数据传输、连接传感器和MN电缆）

(图�) 

(图�) 



��

       全新的弹簧式电缆、电极接头，更牢固、稳定：电缆节点内置低功耗高
性能控制测量电路，连接更方便、测量更准确。抗拉防水结构设计，合金防
锈金属触点经高压注塑与电缆密封一体。
       电极锤可锤、可拔、可作为手持式电极手柄、可踩；特制合金电极，可锤
可拔、可插入。

��

�.� 主要技术参数

(图�) 

(图�) 高密度级联电缆 (图�) 高密度级联电磁传感器

(图�) 特制多功能电极锤 (图�) 

型号 ADMT-180ZN ADMT-300ZN ADMT-600ZN ADMT-900ZN ADMT-1200ZN

≤180 ≤300

5米间距分段设置 10米间距分段设置

≤900≤600 ≤1200

参数

最大深度(m)

深度分层

通道兼容

测量模式

频率范围(HZ）

选频滤波

分辨率

采样时间（秒）

连接方式

显示屏

分辨率

操作系统

CPU

GPU

内存

存储器

主要功能

其他功能

电池容量

尺寸

兼容1-60道（标配单道MN，多款MN和TT配件可选配）

MN/TT

1-5000HZ

FFT智能选频滤波

0.01mV±2%

10

多功能磁吸接头（含充电、USB、信号输入)、Wifi、蓝牙4.0

7寸IPS高亮触摸屏、横竖屏自动切换

1024*800

安卓8.1

ROCKCHIP 4核A17

Mali T746

DDR3/2GB

16GB

自动分析、软件免费升级、通道兼容、深度分段设置、实时曲线图、等值线彩图

防水防尘、拍照（带补光）、无线投屏、多屏互动

6000mA/H

23.8*13.9*5.3cm



五、 系统登录及注册

��

�.� 系统介绍及网络连接

       首次使用本仪器需在有网络的环境下利用手机号发送验证登录和注
册账号后登陆使用，登陆后的手机号或注册账号是云端数据管理账号，可
以在手机、电脑上登陆本账号实现数据同步分析。仪器无网络，需要在有
WiFi的环境或使用手机WiFi热点功能来为仪器提供无线网络。

       连接方法为：手指轻触屏幕左上角按钮跳出隐藏左侧菜单，选择“设置
”后点击 “系统WiFi设置”来搜索并连接附近的WiFi网络。可以参照本说
明书《��.�.� 系统设置》，注册完成后除数据备份及同步外，其他操作无需
网络。

�.� 手机号快速登录

       点击“手机号快速登录”输入手机号码（如图��），点击“获取登录密码”
通过手机短信接收登录密码，输入登录密码后点击“登录”即可登录到软件
主界面。

       仪器连接网络后，点击任意图标可以进行登录和注册（图�），可选择“
手机号快速登录”、“账号密码登录”两种登录方式，建议选择“手机号快速
登录”输入手机号发送密码登录，手机发送密码在下次发送之前长期有效，
下次登录或在其他设备上登录均可使用。

       特别提示：一定要连接好WiFi网络或手机WiFi热点保持仪器网络畅
通发送验证码和登录才有效，如未连接网络或网络异常情况下会提示发送
验证码失败。

       语言切换：点击屏幕右上角“语言切换”，可根据需要切换成相应国家
语言界面。

       打开仪器电源后，屏幕显示串口连接、参数配置、数据处理、触摸导出、
文件夹、新建测量等菜单（如图�）。

��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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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账号密码登录

      点击“账号密码登录”跳出登录框（如图��），首次登录需要先注册账户，
点击“立即注册”跳到注册界面（如图��），输入手机号获取验证码、输入账
号、密码完成注册。注册成功后，再次点击“账号密码登录”，输入账号、密码
便可登录系统。

六、 新建测量操作

�.� 新建测量

       点击“新建测量”进入测量界面（如图��），可中文、数字、英文输入测线
名称（不支持特殊符号输入）。

      点击确定，进入测量设置界面,随后会弹出测量参数界面来设置相关参
数（如图��）。

�.� 参数设置说明

        测量深度（米）：
选择您需要测量的深度，一般默认值为本型号所能测量的最大深度，在＜
最大深度范围内提供多种深度供用户选择。
          测量模式：
可选MN（电极）和TT（电磁探头）两种测量模式供选择，本系列仪器MN和
TT模式仪器根据连接传感器自动识别。
          测量通道数：
仪器通道数默认为�，如单通道使用则无需更改；连接��通道测线时可在
�-��通道内任意选择；连接��通道测线时可在�-��通道内任意选择；连接

��

(图��) 

(图��) (图��)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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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测量

       进入测量界面后点击屏幕右下角“测量”按钮并可采集数据，测量进度
条到���%完成当前测点数据采集（如图��）。

       点击“确认”可保存数据，点击“重测”可对该点进行重新测量（如图��）

��通道测线时可在�-��通道内任意选择；连接��通道测线时可在�-��通道
内任意选择；连接��通道测线时可在�-��通道内任意选择；
         选频叠加次数：
不同型号产品可选次数和实际支持测量的不一样，一般有�-��次可以选，
一般选择叠加次数数值越大，测量时间会越长，抗干扰能力也会越强，数据
更稳定可靠。
         点击“确定”即进入测量界面。

(图��) (图��)

��

�.� 通道检测

(图��)

        选择“删除”可以删除上一次测量数据。如果不需要删除则将设备移至
下一测点后点击“测量”测量下一组数据，依次类推完成整个剖面的测量采
集工作（如图��）。在测量完成整个剖面数据过程中不要点击“绘图”，因为
选择绘图后进行的数据处理可能会影响数据准确性。

        测量过程中如出现错误提示（如图��），可能是所提示通道断开或接地
电阻过大，可以点击“检查通道”返回，检查连接MN是否正常接地或者测
量线缆是否连接好后重新进入测量界面，也可以选择“继续测量”来继续测
量，数据是否准确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自行决定。

。



七、 绘图操作方法

�.� 绘图基本操作

       在测量改文件的测点数达到�个点或以上时“绘图”按钮会变蓝，此时
可点击绘图（如图��），建议在没有完成整条剖面测量时，不要中途绘图，这
样操作可能影响数据的准确性。

��

(图��) 

(图��) 

(图��) 

        选择绘图后可选择绘制“等值线图”和“曲线图”（如图��），根据实际需
要选择图形种类。首次选择“等值线图”可能会提示安装“艾都制图”，根据
提示安装即可，因为选择“等值线图”会跳转到“艾都制图”程序中绘图，有
时在点击“等值线图”会提示“艾都制图已停止运行”等错误提示，这是系统
冲突所致，一般可以通过退出后重新进入或重启仪器来恢复。

�.� 绘图�D、�D等值线图

        选择“等值线图”系统会自动生成等值线图（如图��）。
        
        点击绘图界面上方“�D”或“�D”图标可切换�D图和�D图（如图��），
点击绘图界面右上角        图标，点击“磁盘”后确认保存把效果图直接保存
到系统文件设备名称中，点击“×”退回测量数据界面。

��

第1通道输入可能断开

提示

检查通道 继续测量



(图��) (图��) 

(图��) 

�.� 绘图曲线图

        如果选择“曲线图”系统会自动生成曲线图（如图��）。

����

(图��) 

        通过点击右上角“曲线选择”可以自主选择需要的深度的曲线显示（如
图��）。

(图��) 

        选择“保存图片”来保存曲线图至文件夹（如图��）。



八、 文件夹操作方法

�.� 文件夹基本操作

       文件夹是所有数据查看、绘图的入口，仪器测量的数据、同步的数据及
其他方式传输过来的数据都可在“文件夹”中查看、绘制、删除及提交专家
分析等。

�.� 专家分析提交

       长按需要处理的数据文件，被长按的文件高亮同时进入多选状态（如
图��），点击“专家分析”跳转到专家分析提交界面（如图��），可以提交本数
据给后台在线专家分，同时可以说明本数据的测量图片、测量现场视频、测
量点距等信息，点击“保存”后提交给艾都勘探专家后台，专家分析后再将
分析结果反馈到系统中，通过《��.�.�.专家分析》中去查看。

       点击“文件夹”可看到所有文件，数据按照添加时间自动排列（如图��）
点击左上角的“←”返回上一界面，点击右上角的“       ”，数据文件名称关
键字可以搜索文件。点击日期文件夹可以查询该日期下所有数据文件（如
图��）。在有网络环境下可点击        图标把待上传的文件上传至云端。标记   
        这样图标的文件，说明已经在云端备份，可以在手机和电脑端同步下
载、查看制图。

����

(图��) (图��) 

(图��) (图��) 

�.� 在文件夹中绘图

        通过选择文件夹中需要查看和绘图的文件名称（如图��）可以直接 “
查看数据”和“连接补测”（如图��），选择“文件夹” ，找到对应数据并点击，

“连接补测”部分仪器支持补充测量功能，继续该测线的数据测量。



       长按需要处理的数据文件，被长按的文件高亮同时进入多选状态（如图
��），选择“删除”会提示“本地删除”和“云端删除”。选择“云端删除”可以删
除云端备份数据，选择“本地删除”可以删除本设备保持的数据。

�.� 数据删除和导出

       可以在手机中可将选中的数据选择“导出”功能，通过微信或者QQ传输
下载链接和密码到PC电脑中，点击连接输入密码可以下载本数据文件。

����

(图��) (图��) 

(图��) 



        在主屏幕单击“参数配置”，进入参数配置界面，如下图（图��）：

        点击配置方案旁边小箭头，可选择不同参数配置，同一组数据选择不
同的参数配置绘制效果图不一样，不同参数可适用不同地区和应用场景。
用户可根据实际用途和地区自由选择，并且遵守物探的基本原则“已知道
未知”的原则，在已知的目标上测量后选择不同参数来绘图，视图形与实际
相符程度来确认参数配置方案。本配置方案是一般的经验总结，不一定完
全适用每个用户。建议参数配置选择方案：

方案� 为通用参数，可以匹配大部分地区。
方案� 可以应用于北方地区找水，地质分层较好。
方案� 可以应用于南方地区找水，地质分层一般，方便判断裂隙和岩溶构造
方案� 可以应用于大深度勘探，如地热温泉、地质构造和普查。
方案� 可以应用于空洞、考古及一些浅层勘查工作。
方案� 可以应用于水利工程、堤坝管涌检测、边坡灾害等。
方案� 可以应用于城市工程物探、环保、堤坝及工程建设。
方案� 可以应用于专业物探勘查，兼顾浅中层效果，用于找矿等。
方案� 专业模式，需要用户自行设置各参数（慎用）。

九、 参数配置操作方法

        在主屏幕，单击“数据处理”进入数据处理界面（如图��）。

十、 数据处理操作方法

       该功能可对不同剖面的测线数据在相同深度的测量数据进行重组绘
制平面剖面图。点击“数据重组” 进入数据重组操作界面（如图��），点击“
选择数据文件”右方的“＋”号可选择多条要处理的测线数据，输入需要重
组的测量深度，点击“确定”即可完整数据重组。

��.� 数据重组

����

(图��) 

(图��) 



       该功能可将测量数据格式转换成其他高密度仪器制图软件格式，方便
交互使用。

��.� 格式转换

       该功能可将当前登录账户上所有云端数据下载到本地，实现多终端数
据同步。

��.� 数据下载

       该功能可输入参数构建堤坝模型。

��.� 堤坝绘图

十一、 仪器其他功能操作方法

��.� 触屏导出操作方法

       当主机连接方式为“串口连接”及“WiFi连接”时无法使用触屏导出功
能，当连接方式改为“蓝牙连接”方式，并且与外部带触摸屏测量主机蓝牙
连接好可将外部主机测量数据导入到本仪器系统文件夹中（具体导出方法
见ADMT系列产品操作手册“蓝牙传输”介绍与厂家联系）。

��.� 主机侧边隐藏菜单操作方法

       用手指轻触屏幕左上角可跳出隐藏左侧菜单，手指顺势向右滑动屏幕
会调出左侧菜单（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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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人信息
点击“个人信息”可查看、编辑个人资料。
         我的钱包
点击“我的钱包”可查看个人积分数据。
         消息中心
点击消息中心可以查看系统消息。
         专家分析
可查看APP后台专家分析结果，需要在文件夹中提交数据给专家进行分析，
具体操作参照《�.�专家分析提交》
         我的供求信息
可发布供求信息，暂不支持。
         点击连接设备
点击可查看仪器型号及设备号，仅蓝牙模式显示。
         扫码登录
可用手机进行扫码登录。
         设置
点击设置进入系统设置界面。

十二、 仪器野外连接方法

��.� 单通道连接方式

��.�.� 有线电极连接方式：

       仪器开机后按上图所示连接仪器（如图��），将M、N测量电极插地，开
始采样，测点位置为两根M、N电极棒的中心位置。该点采样结束后以一定
的点距往相同方向移动M、N电极，进行第二个测量点采样测量（如图��）。
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 系统设置

        语言选择：点击“中文”可进行中文和其他国家语言界面切换。
        连接方式：点击可根据仪器型号规格选择“蓝牙连接”、“串口连接”、

“WiFi连接”，一般出厂已设置好连接方式，无需更改。但系统提供选择连
接方式可以作其他用途，蓝牙连接可以连接其他外部主机使用、WiFi连接
用于无线组网实现�-���道同时测量，您购买的仪器是否支持和兼容该功
能请与厂家确认。

����

        系统设置：点击“系统蓝牙设置”可连接操作艾都带蓝牙的系列仪器；
点击“系统WiFi设置”可搜索和连接附近无线网络信号，为仪器提供网络便
于用户登录、注册登录、数据备份同步；点击“屏幕亮度设置”可设置屏幕显
示亮度、打开和隐藏系统状态栏、导航栏参数。
         注册协议：点击可查看主机相关使用协议。
         隐私保护政策：点击可查看公司对使用仪器的客户相关隐私保护政策。
         检查更新：在有网络状态下点击可检查系统版本，可更新到最新版本
软件。
         关于：点击可查看本仪器APP版本号。
         退出：点击可退出当前登录的账户。 

(图��) 



��.� ��通道仪器连接方式

��.�.� 无线磁探头连接方式（选配）。

(图��)

(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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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开机后仪器通过蓝牙连接金箍棒主机，将金箍棒主机放在地面上
开始采样，测量点为金箍棒主机正下方位置。该点采样结束后以一定的点
距往相同方向移动金箍棒主机，进行第二个测量点采样测量（如图��）。以
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 有线磁探头连接方式（选配）

        仪器开机后按上图所示连接仪器（如图��），将传感器平放在地面上，
开始采样，测量点为传感器正下方位置。传感器的摆放方向无要求，但是一
条测线上各个测点传感器的摆放方向要求一致。该点采样结束后以一定的
点距往相同方向移动传感器，进行第二个测量点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
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图��) 



��.� ��通道仪器连接方式

��.� ��通道仪器连接方式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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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仪器开机后按上图所示连接仪器（如图��）,将测量线缆沿着测线方向
铺开，电极插地，通过拔插卡连接电极与测量线缆。准备妥当即可开始采样。
��通道仪器一次测量可同时完成��个测点的数据采集，测量点为MN电极
的中心点，即第二根电极为第一个测量点位置，第�根电极为第二个测量点
位置，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测量点在倒数第二个电极处。测量完成可进行第
二个剖面的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将两根��道测量线缆连接在一起，沿着测线方向铺开，仪器放在带磁
吸接口线缆一段，电极插地，通过金属弹簧连接电极与测量线缆（如图��、
图��）。准备妥当即可开始采样。��通道仪器一次测量可同时完成��个测
点的数据采集；场地限制也可只布设一条线缆，线缆接口需选择M_N_�号
接口连接。测线起始电极为M_N_�号线缆最末端，测量点为MN电极的中
点，即M_N_�号线缆末端第二根电极为第一个测量点位置，第�根电极为
第二个测量点位置，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测量点在倒数第二个电极处。测量
完成可进行第二个剖面的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将三根��道测量线缆连接在一起，沿着测线方向铺开，仪器放在带磁
吸接口线缆一段，电极插地，通过金属弹簧连接电极与测量线缆（如图��）。
准备妥当即可开始采样。��通道仪器一次测量可同时完成��个测点的数据
采集；场地限制也可只布设一条线缆，线缆接口需选择M_N_�号接口连接。
测线起始电极为M_N_�号线缆最末端，测量点为MN电极的中点，即
M_N_�号线缆末端第二根电极为第一个测量点位置，第�根电极为第二个
测量点位置，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测量点在倒数第二个电极处。测量完成可
进行第二个剖面的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图��)

(图��)



        将四根��道测量线缆连接在一起，沿着测线方向铺开，仪器放在带磁
吸接口线缆一段，电极插地，通过金属弹簧连接电极与测量线缆（如图��）。
准备妥当即可开始采样。��通道仪器一次测量可同时完成��个测点的数据
采集；场地限制也可只布设一条线缆，线缆接口需选择M_N_�号接口连接。
测线起始电极为M_N_�号线缆最末端，测量点为MN电极的中点，即
M_N_�号线缆末端第二根电极为第一个测量点位置，第�根电极为第二个
测量点位置，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测量点在倒数第二个电极处。测量完成可
进行第二个剖面的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将五根��道测量线缆连接在一起，沿着测线方向铺开，仪器放在带磁
吸接口线缆一段，电极插地，通过金属弹簧连接电极与测量线缆（如图��）。
准备妥当即可开始采样。��通道仪器一次测量可同时完成��个测点的数据
采集；场地限制也可只布设一条线缆，线缆接口需选择M_N_�号接口连接。
测线起始电极为M_N_�号线缆最末端，测量点为MN电极的中点，即
M_N_�号线缆末端第二根电极为第一个测量点位置，第�根电极为第二个
测量点位置，依此类推，最后一个测量点在倒数第二个电极处。测量完成可
进行第二个剖面的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剖面测量。

����

��.� ��通道仪器连接方式

��.� 仪器有线电磁探头连接方式

        仪器开机后按上图所示连接仪器（如图��为�道传感器）, 沿着测线方
向铺开，仪器放在带磁吸接口线缆一段，电磁传感器放至对应O点。准备妥
当即可开始采样。
        使用高密度级联电磁传感器的仪器可同时完成多个测点的数据采集。

（�道�测点）

(图��)

(图��)��.� ��通道仪器连接方式

(图��)



        测线布设是勘探中非常重要环节，测线布设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测量精
度和提高抗干扰能力，基本原则是测线方向最好能垂直勘探目标体走向，
直线剖面尽量直、圆形剖面尽量圆、地面尽量平。根据实际地形地貌选择不
同的测线布设方法。

        场地限制可只布设一条线缆，线缆接口需选择M_N_�号接口连接。测
线起始测点号为M_N_�号线缆最末端，测点位置为传感器正下方。测量完
成可迅速改变位置进行第二个剖面的采样测量。以此类推，直至完成整条
剖面测量。

十三、 实地测线布设方法

高密度级联电磁传感器类型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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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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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线剖面的平行布设方法

        直线剖面是最常用的一种布设方法，并且由多条直线剖面平行形成多
直线剖面，这样的方法可以快速判读勘探目标物的走向。首先假设和判读
出勘探目标物的走向，垂直勘探目标物方向来布置测线（如图��）直线剖面
可布设�条或多条，一般布置�-�可以快速异常体的走向，根据勘探目标物
的长度来布设多条直线剖面，每条直线剖面直接的距离叫做线距，线距一
般≤勘探目标物的长度，单位为米。

��.� 直线剖面的十字交叉或斜线交叉布设方法

        测量完�条直线剖面后发现有异常体或场地比较有限难以布设多条直
线剖面时，可以使用十字交叉（如图��）或斜线交叉（如图��）来布设第二条
直线剖面，结合两条直线剖面异常区域可以重复确认勘探目标物的存在，
也可以辅助判断确认勘探目标物的大致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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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形剖面布设方法

        部分区域勘测场地确实比较窄小或者附近有类似变压器、信号发射塔
等点状干扰物时，以场地或干扰物为中心做圆形（图��）或半圆形（图��）布
设剖面来测量，也可快速追索勘探目标物体（水脉、矿脉等）走向和位置。

        ��.�.� 测量时尽可能保证M、N电极在同一平面，记录点为M、N电极
中心点或设备传感器下方。
        ��.�.� 在同一测区中的点距尽量保持相同、线距保持相同，方便记录
和分析。
        ��.�.� MN电极模式测量时尽量保持M、N电极接地一致性。

��.� 布线原则

        ��.�.� 测线布设应尽量垂直异常体走向，直线剖面尽量直、圆形剖面
尽量圆、地面尽量平。可以借助用罗盘或标杆三点一线的方法确定测线尽
量直。
        ��.�.� 在山坡上测量时尽量选择相同海拔高度布设，遇到无法等高布
设时，尽量选择坡度一致或者坡度较缓方向布设，相邻点之间的高差最好
不超过�米。
        ��.�.� 测线应尽可能地远离高压输电线和电话线，当不能远离时，布
线方向尽可能与其平行。

�、请定期检查设备电池电量，定期充电。工作时间保持电量充足，工作结束  
    后及时关闭电源。

�、设备在运输或使用过程中要有专人保管，避免仪器受剧烈震动、撞击和
    进水受潮。

�、每次工作结束后，保持设备及MN电极干净，放置在通风干燥处。

�、MN电极或者电磁传感器未连接或者断开会提示测量失败，请检查线路
    是否连接好。

�、设备测量中遇到每个测点的测量数据都偏小且数值基本一致时，可能是 
    仪器故障，请联系售后确认。

十四、 使用仪器的注意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