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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卫星象片的特性

与航空象片比较
, 卫星象片有以下特点

视城广阔
,

但比例尺较小 一
、

在 公里的太空摄影
,

原 片 只有 。厘

米
, 包括的地面却是 公里

,

即 平方公里
。

原片象片比例尺为
,

放

大
。

倍后
,

可得到 万的卫星象片
。

这种象片由于镜头和底片的分辨 力都较高
,

可

以再放大到
’

万或 万
,

但以 万跳效果最好
。

万 的 多光拼扣描匆片

只可在 米之外观看
,

近看则扫描线引起视觉上的许多混乱
,

效果较差
。

由于卫星象片比例尺较小
, 与航空象片相比 ,

许多细节是看不见了
。

这是一介缺点
。

但

它有一个突出的优点
,

就是视域广阔
,

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观察
,

为客观研究各种自然现象和

地质现象的规律分布
,

提供有利条件
。

过去
,

地面地质工作有一个弱点
,

就是视域有限 ,

航

空象片虽然可以扩大人们的眼界
,

但比之卫星象片又略逊一筹
。

卫星象片相 当于在 公里的高空俯视大地
,

宏观地研究地质现象极为有利
。

视域广阔
,

就有可能更好地观察地质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
,

获得一个整休概念
,

避免由于断层的错联
、

乱联而得出错误结论
。

一幅卫星象片包括的范围
,

相 当于 幅 万的地质图
,

也相 当于

万的航空象片 多张拼接在一起
,

省去了大量的象片镶嵌工作
。

此外
,

航空摄影方

法要得到大量象片
,

还由于摄影条件改变
,

象片的色调很难一致
,

使镶嵌图质量受影响
。

卫

星象片一张就包括广阔的地面
,

色调一致
,

还有其他各个光谱段象片互相 对比
,

显然具有优

越性
。

迅速反应动态变化 地球资源技术卫星每 分钟环浇地球一周
,

么 大 玩地术 皇圈
,

天复盖全球一遍
,

可连续飞行一年半以上 , 及时发送地面图象
,

比航空象片能更快
、

更新

获得全球性资料和图象
。

由于连续飞行
,

每 天重复摄影一次
, 因而既可研究短期的动态变

化
, 如火山爆发

、

农作物长势
、 ‘

森林火灾等
,

也可研究一年四季的变化和动态
,

如冰雪消融

等
。

各种遥感手段的配合使用 , 不仅可以观测现在发生的
、

而且可以研究已经发生的动态变

化
。

信息皿大 遇到黄土覆盖
、

第四纪松散沉积物
、

冰雪和水体
,

航空象片则无能为力
。

卫星象片采用各种遥感手段和多光谱摄影
,

可以穿透水体及部分第四纪松散沉积物
,

看到深

水下的悬移质
、

浅水中的推移质
, 以观察海流方向

、

泥沙运动规律和水底地貌形态
。

平原地



区可以看到隐伏构造和地下水的一些分布
。

总之 , 卫星象片具有丰富的地质信息
。

采用多波段摄影是大大增加信息量的主要原因
。

多波段摄影或多光谱扫描
,

原则上可在

任意波黝勾进行
,

实际上只能在可见光 。 微米
、

近红外 微米
、

中
红外 。布 撇米

、

远红外 微米 的大气窗口中进行
,

而以各种物体对电磁波辐射

的吸收
、

反射 或散射
、

辐射特性不同为基本出发点
。

两种物体对‘种波长的反射能里相

同
,

但对另一波长却有显著差别 ,

选用的光谱范围愈宽
,

取得的地物反射光谱信息 盆 就 愈

大
,

对物体鉴别力也就愈高
。

目前 采用 个通道多光谱扫描仪
,

具有可见光
、

近红外

的四个光谱段
,

而航空象片仅在可见光范围内
,

并且不分波段
。

虽然卫星象片比例尺较小
,

但各种遥感手段配合取得的信息量远远超过航空象片
,

部分地弥补了这一弱点
。

收粼资料所受地面条件限制较小 卫星象片可以超越国界
,

作全球性飞行
,

可以穿过

高山高寒地区
、

沙漠千旱区
、

湖泊沼泽
、

人烟稀少难于通行地区 , 以及广阔的海洋
, 与航空

象片相比
,

受地面条件限制较小
。

此外
,

热红外和微波等遥感仪器还可昼夜工作
。

与地田对比
、

拼接方便 卫星象片由于是通过一定的透镜
,

仍按中心投影方式成象
,

影象在边缘受地面高差影响 , 象点仍有一定移位
。

但由于 公里的航高是如此 之 大
,

可以

认为近似于正射投影
,

因此地面高差 引起的象片位移是不大的
。

一幅卫星象片和地图对照
,

地物的轮廓图象变化极小
,

而对不精确的地形图
,

卫星象片还可起校正作用
。

国外还试验利

用卫星象片与航空象片结合测制 和 比例尺地形图
。

测制这种比例 尺 地

形图 , 卫星象片既可用来控制加密
,

也可提供几何信息 , 航空象片则为地形判读提供影象信

息
。

卫星象片分为精加工和祖制象片两种
。

目前常用的是粗制象片
,

而制图则需放大使用经

过纠正的精制象片
。

将来 一
、

专门用于制图
,

会进一步有所改进
。

就目前的一些卫

星象片和地形图比较
, 以及利用卫星象片拼接一起作影象地图来看

,

由于祖制象片的纠正有
限

,

如新疆地区的照片在经度方向拼接较为精确
,

而在纬线方向可以达到 毫米的误 差 ,

对 万的象片
,

可以错位 米左右
。

如果利用精制象片
,

这种状况可以得到 一 定 改

警
。

旦 象片有均匀分布的 个 “ ” 字形网格点
,

可以用作制图纠正
。

象片没有这种

校正格网 ,

加之卫星姿态不稳定
,

尽管采取防止措施和严密的姿态控制
,

仍然 受 到 某些影

响
,

多少有一些微畸变和异常
。

卫星象片有许多自己的特点
,

用于地质调查也还有局限性
。

例如 比例尺较小 , 天空总

有乒。 的云星 , 地面分辨力不如航空象片能看到许多细节
。

比例尺较小和地面分辨力问题
。

地 球 资源技木卫星原设计的地面分辨力为 米
,

实

际可达 米
,

线性地物在背景良好情况下可看到大于 米的物件
,

但由于细部缺失
,

总

嫌比例尺太小
。

一
、

作为制图专用
,

拟通过长焦距 毫米 和低轨道来加大

比例尺
。

另方面
,

提高感光材料的分辨力和放大使用
,

也是一个途径
。

总之 ,

提高卫星象片

的地面分辨力仍是一个公认的
、

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

地球上总有 的地表为云雾覆盖
,

另有 的地面处于黑夜中
。

这对短期飞行的卫

星获得全球无云天气的地表图象有一定困难
。

将来采用微波
、

雷达
、

热红外等各种遥感器
,

可望克服这些障碍
。

目前总的来看
,

获得遥感资料的能力远远超过资料判读和解释能力
,

因此有必要重视

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另外
, 目前获得资料的能力也远远超过资料的处理和利 用 能 力

。

据估

计
,

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有 尚未利用
,

而从宇宙空间发回的信息一天天不断扩大增加
,

未

利用的胶片
、

磁带
、

图片就会堆积如山
。

因此改善地面接收和处理资料能力
,

必 须 及 早注

意
。

同时应加强对地物光谱特性的研究
, 以便更有效地解释卫星象片提供的信息

。



六 卫星象片的图边注记和符号

地球资源技术卫星的底片
, 图边印有各种标记 图

, 这些标记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卫

星象片的地理位置 , 摄影的年、 月
、

日及具体撅影时 ’
,

图象巾心的地理座标
,

彩象的光潜

带
,
仪器的状态等等

。

皿 符号 布置在图象四角
, 用 “ ” 号表杀

,

供不同光谱带影象进行彩色合成时
,

互相重叠检影用
。

图像中心 同一时间拍摄的 和 象片的图象中心是一致的
,

影象没有单 独 的

图象中心符号 ,
而是由四个重叠符号引对角线 ,

其交点即是图象中心
。

经纬度注记 经纬度分别标记在象片的四边外侧
,

一般每隔 弧分有一注记
,

但在高

纬度
。

以上 为防止注记过密
,

采用 度的间隔 , 代表北纬
,

代表东径
,

纬线的具体

位耸由数字住记上方或下方 毫米长的横线内侧相连而得
,

经线的具体位置由经度数 字 注
‘

记的前方或后方 毫米长的竖线内端相连而得
。

灰标 灰标在每幅影象的下方
,

在电子束记录器中
,

随着影象的产生
,

每张底片同时

也爆光产生一个 级的灰标
。

该灰标附加在影象上 ,

受到影象复制处理时相同因素的影响
。

传感器接受地物对电磁波的反射光谱能量 ,

转换成电压
,

电子束记录器的电子束强度与传感

器电压有关
,

影象的灰阶是由电子束不同强度绘出
。

象片注记有 灰阶 象片只有

级
,

第 级相当于亮度为零 在正片上为黑色 ,

第 级相当于该地区的最大亮度 在

正片上为白色
,

亮度随灰标透过率呈线性变化 ,
各级灰标之间相差为最大亮度的

。

字母注记 以 粗制象片博斯腾湖幅为例

注注记段落落

注注记位置置 ‘‘

实实 例例 一 一 通 一 一

了了

续表

注注记段落落 ‘‘

注注记位置置

实实 例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符号位兰 一
, 。

此段代表影象曝光的年
、

月
、

日
, 夏口 年 月 日

。

符号位呈 一
,

一 一
。

此段代表图象中心点 的经 纬 度 是 北 纬
尹 、

东经 尹 , 图象中心 。是指摄影机光轴与象片的交点 与地面的交点叫地主点
。

符号位豆 一遵 ,

一 一
。

此段代表象底点 的经纬度是北纬 ” ‘ 、

东经
“ 声 。

象底点 是指摄影瞬间通过镜头中心的铅垂线在象片上的交点
,

此铅垂线与地面

的交点为地底点
。

比较上述图象中心和象底点数据
,

在纬线方向相差 尹 ,
经线方向差 ‘ ,

证明基本为垂直摄影
。



符号位王 一
, 了

。

此段代表多波段扫描仪的第 波段象 片
。

带

号是有意错开 , 以使彩色合成时各光谱带仍能区别
。

表示贮存回放
,

有 叶 该处注记为
,

一

则表示宜接发射
。

·

。符号位 笠 一 ,
‘ ’ 一

入 ,
。

瓦盗表示太阳高度角 为 扩
,

太 阳 方

位角 为
” , 太阳方位角是以真北方向起算

,

按顺时针方向测出
, 似 最 接 近 的度 数表

不
。

符号位 笠 一
, 一 一

。

此段代表卫星前进方向为 度
,

卫 星 轨道圈数

为 圈
,

接收此幅卫星象片的地面接收站是阿拉斯加 , 卫星前进方位是以真北起算
,

按顺

时针方向测出的
,

以最接近的度数表示 , 地面接收站 代表阿拉斯加
,

有的象片上为
,

代

表戈尔茨顿 加里福尼亚州 , 即 站 , 代表空间飞行中心
,

设于马里兰州戈 达德
。

符号位 王 。一 , 一 一 一
。

表示影象是满幅尺寸 , 表示影象是携正常方式

处理的
,

如为非正常方式处理 ,
则用 表示 代表图象中心的地理座标是采用准确的最 佳

拟合星历表计算的
,

如果采用轨道星历表推测计算
,

则用 表示 , 最后的 代表从卫星发射到

地面站之前的光电转换处理过程中采用的是线性方式
,

如果此位置注记为
,

则表示是压缩

方式处理的
,
地面处理时须除去压缩

,
压缩方式只用于

、 、 ,

均为线性方

式处理 , 表示低增益 表示高增益
。

符号位 笠 一
。

示国家宇宙局 , 示地球 资源技术

卫星
。

符号位 炙 一 一 , 一 一 一
。

一 表示象片是 一 的 表

示从发射卫星之 日起算的天数
, 即此片于第 天拍摄 , 。 为扫描和拍摄的时间 时

、

分
、

秒
, 以格林威治时间为准

,

即此片拍于 时 分 秒 , 代表通道数是 , 表示视频

带运转过程中出现故障时 ,

视频带再次使用的次数
,

此处即为 次
。

七 卫星象片的解释标志

地球资源伎术卫星的象片有比较丰富的地质信息
,

目前农
、

林
、

牧
、

渔均加以利用 , 地

质方面的水文地质
、

区域地质填图
、

找油找矿等
,

都认为有一定价值
,

用干金属矿床地质还

可进一步试验
。

这里仅就地质解释标志作一简要介绍
。

我们 曾在新疆和地质局区测队的同志一起作过 万地图的修测试验
,

结 果 表明卫

甩象片以其广阔的视域而将区域构造轮廓表示得一清二楚
,

有利于弄清控矿构造
,
在战略性

找矿中可能发挥一定作用
。

此外
,

同一地区有四个波段的多光谱象片
,

岩石和岩体的反射光

谱可以得到较好反应和对比
。

如果我们能够掌握一定的解释方法和解释标志
,

可以区分一定

地层和岩性
,

单独的地层虽因卫星象片比例尺较小很难找到
,

但作为岩性组合的一组地层是

可以区分的
。

卫星象片对岩休有较高的鉴别能力
,

不仅轮廓清楚
,

有的地方可清楚看到蚀变

带
、

晕带
,

而岩体内部不同期次
、

不同相带和较大岩脉均有明显反映 参见图
、 。

卫星象片的解释方法
、

解释标志与航空照片有许多类似
,

也分为直接和间接解释标志
,

但更多是利用间接解释标志
。

卫星象片的解释标志计有
形恋特征 形态特征包括形状大小

、

位置轮廓
、

地貌形态
、

水系格局等等
,

是地质体

本身物理化学性质
、

产状和所受内外营力不同而产生的差异性的表现
,

同时也是电磁波一定

强弱的反映
。

地面的起伏
,

不同的坡度
、

坡位对太阳光的反射不尽相同 ,

进入摄影机镜头的
光量就有差别

,

所以形态标志又反映着一定的电磁波强度
,

且与大阳高度角有关
。



万

地貌形态本身是岩石抗风化能力的反映
,

同时又与构造有关
。

节理密集区与节理稀疏区

岩石抗风件能力就不一样
,

所以形态特征有时为直接解释标志 , 有时又是一定地质体如间接

解释标志
。

形态特征分为宏观的一级形态和微观的二级形态
。

一级形态特征又分为层状
、

带状
、

块状
、

单根线性景象特征等
。

层状和 带状形态特征 可能反映具有一定走向的地层和山脊
,

可以为单斜构造
、

褶皱构造
,

经改造后也可能为孤形的层状和带状形态
,

如北京附近周口 店岩体周围的猫耳山

即共孤形特征
。

密集的条带为薄层岩石
,

粗宽的条带为厚层状岩石
,

厚薄互层的地层具有清

晰明显的条带状影纹
。

块状形 态特征 反映地质体具有均一的岩性
,

同一的影象特征
,
如沉积盆地 , 另

外
,

岩体都具有块状特征
,

育一定的轮廓形状
,

如圆形
、

椭圆形
、

眼球形
、

扁豆形等
。

单根线性特征 有粗线
、

细线
,

也有直线
、

曲线
,

可能影象表现明显
,

也可能时

隐时显
。

大多数卫星象片上的单根线性特征反映巨大的断层 参见图
、 。

但单纯的线

性特征
一

可能为河流的直段
,

工路
、

铁路的一部分
,

有时天空的云彩被高空风吹得拉长了 ,
也

成直线分布
。

这些要从相关位置加以分析区别
,

例如云总具有一定的阴影投落地而
,

河流与

交通线可从上下关系中区别开
,

断层的相互关系分析将在下面谈到
。

二级形态特征包括山体
、

山青
、

坡面
、

水系切割密度等
。

粗结 构景观 山体规模较大
,

水系稀疏
,

如砾岩
、

石英宕
、

细拉花岗岩地区 。

中等结 构景观 山体规模中等
,

水系切割密度中等
, 如砂岩地区

。

细 粒结 构景观 山体规模较小
,

水系密集
,

如页岩地区
。

以上只是大体的区分
,

卫星象片上实际所见要复杂得多
,

常是一组岩层的综合景观
。

除
山体规模 ,

水系切割密度外
,

还可进一步观察坡面的对称性
,

是对称的猪背岭 ,

还是不对称

的单面山 , 也可进一步分析两侧坡面水系密度的对称性
, 以区分主要是受岩性影响

,

还是受

构造控制
,

而单面山常为褶皱的一翼
,

根据标志层追索褶皱构造
,

等等
。

色侧特征 地质体有其自身的颜色
, 是对电磁波的反射

、

吸收
、

透射
、

辐射不同而形

成
。

具有选择性反射相吸收单色光能力的地质体称为彩色地灰体
,

如肉红 巴花 台
、

紫色砂

页岩
、

砖红色页岩
、

绿色片岩等
,

它们均能吸收其它部分色光
,

反射本身颜色的单色光
。

自然界地质体的色差很小 ,

单凭肉眼难以区分
,

而用现代的电子仪器有可能将彩色分为
。多种

,

足以将色差极小的地质体区分开
。

对外来光 电磁波 没有分解成单色光能力的地质体叫作消色地质体
。 ’

已们对外来光或

是全部吸收或是全部反射
。

全部吸收的物体是黑色
,

如煤炭 全部反射的物体呈白色
,

如白

色大理岩
。

它们之中有的吸收多些 ,

反射少些 ,

有的反射多些 , 吸收少些 , 或反射与吸收各

半
,

形成各种不同的比例
,

使物体呈现深浅不同的灰色
,

如灰色的石灰岩等
。

不论彩色地质体和消色地质休
,

在黑白象片上均表现为由黑到白的不同色调和灰阶
, 只

在彩色象片或假彩色象片上彩色地质体才表现为有色彩的物休
。

人 象片将灰阶分为 级
,

象片把灰阶分为 级
,

人的目力判读能区分 级
,

电子计算机可区分 多级
。

区分不同地质体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色调
。

多波段卫星象片上丛性和超基性岩一般具有较

深的色调
,

酸性岩体一般为线色调 , 红色
、

紫色
、

黄色的地质体和地层一般具有较 浅 的 色

调 ,

绿色
、

灰色的地质体和岩层色调较深
。

除区分色调的深浅外
, 还要注意色调的均一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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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乱程度
,

特别要注意色调的过渡边界
,

是突变还是渐变
。

总之
,

要通过细致的对比分析来
划夯不同地质体和地层

。

不过色调是很复杂的
,

影响色调的因素也很多
,

例如

湿度 湿度会加深色调的浓度和等级
,

反之可 以根据色调深浅区分土壤的含水状

况 , 地下水的富集地段以及地下水的泄出地带等
。

干燥地区色调浅些
,

潮湿地区色调深些 ,

而同类物质含水丰富就会加深色调
,

因此引起解释的困难和判断错误
。

‘

一
‘ 一

风化作 用 自然界的彩色地质体和消色地质体表面都是风化了的
,

并不反映其原

岩色彩
。

风化作用一般使基岩色调变浅
,

个别地区的超基性岩由于风化作用色调比 预 期 为

浅
,

这也使利用色调标志进行解释复杂化
。

地表扭糙度 大颗粒物体色调一般深些
,

细颗拉物体色调则浅些
。

如新疆的山前

洪积扇上的戈壁滩
,

因受干燥区风的吹蚀
,

细粒物质吹到低洼地区
,

剩下的砾石表面在象片

上反映为深色调
。

这是因为粗粒物质向各个方向反射 电磁波
,

进入传感器的反而减少 , 色调

变深
。

湖盆底部多为细粒粘土和泥滩
,

反射光受太阳高度影响略有变化
,

色调一般 明 亮 而

浅
。

石灰岩地区在风化淋溶作用下
,

孔隙
、

裂隙增多
,

地表粗糙也会使色调变深
。

土攘植被的影响 象片上的影象经常反映的不是基岩的原色
,

而是土壤植被的色

调
。

当然
,

一定岩性有一定的植被
,

如柿子树长在灰岩地区含钙土壤上 ,

但实际这种相关性

要复杂一些
。

单从色调来看
,

植被多时影象色调会加深
,

而草地色调又浅一些
、

均一一些
。

因此土壤植被也影响色调变化
。

感光材朴和 光语段的影响 水的色调变化多端
。

由于太阳入射角不同
,

一张全色

象片上不同部位的水体 , 深
、

浅色调不尽一致
。

在红外象片上 ,

白天水体吸收所有电磁波
,

色调深暗
,

夜间水体发射红外光谱
,

所摄照片色调发白
,

。

与此相反
,

由于植被强烈反射红外

波
,

在红外片上均为浅色调
,

而在全色片上色调较暗
。

多光谱象片
、

波段上的植

被色调较暗
,

用它和 波段象片相比较
,

容易发现植被所在
。

在假彩色合成象片上
,

植被

表现为不同深浅的红色
,

茁壮的植被是鲜红色
,

而遭受病虫害和枯萎的植被则呈暗红或紫红

色
。

这就是说
,

不同感光材料和不同光谱段反映的色调色彩也不相同
。

色调特征是一个变化较大的特征
,

但又是一个具有潜在能力的特征
。

随着对电磁波的深

入研究和电子仪器的发展
,

有可能利用色调特征区分更另的地质现象
。

二 阴影特征 卫星象片上的本影和投落阴影很难区分
,

细小物体的投落阴影小于象片比

例尺精度 。。米长
,

无法表现
。

阴影只在显示地貌的立体感上起一定作用 , 判别高差较大

的地貌时
,

阴影仍是很好的标志
。

对卫星象片的地质解释
, 阴影标志不太重要

。

卫星象片的

重迭不多
,

经常用单片看立体
,

把象片南方朝上 ,

借助阴影立体效果较好
。

花故和图案 卫星象片的比例尺较小
,

单个物体已不易辨认
,

有时甚至单 个 岩 层 也

不易辨认
。

当它集群出现
, 成组出现时

,

例如地层甚薄但具有一定韵律而成组出现时
,

由于

地貌特征
、

水系特征
、

光谱特征
、

土壤植被特征的集合
,

在象片上组成一定的花纹和图案
,

以间接的形式提供地质解释的信息
。

一幅卫星象片在广阔的视野条件下
,

出现许多有对比性

的花纹和图案
,

分别代表不同地质体和地质单元
。

这是因为上述一定的地貌
、

水系
、

光谱色

调
、

土壤植被均反映着一定的岩性和构造差异
。

有人还用这种花纹图案圈定基底隆起等
。

相互关系位 , 特征 任何解释标志都不是孤立的
,

都应与其所在位置 及周围情况联系

起来分析
。

军事判读十分重视相关位置特征
,

例如根据道路网的配置和弯道半径等区分导弹

基地
、

工厂类型
。

地质判读也经常利用相关位置特征
。

断层在地貌上大多为负地貌的沟谷
,

断层的解释经常要看线性符号和周围的关系
。

例如 断层两侧山脊是否错位
、

扭头 泉水是

否成排出现或突然消失 沟谷是否异常 河流有无变宽变窄
,

流向是否突然转折 断层两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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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性是否有变化
,

两侧岩石有无挤压的透镜状块体 等等
。

地层的中断和被错开
,

岩体的被

错开
,

侵入体成直线排列或成长条状
,

盆地边缘的直线状
,

海岸
、

湖岸的直线状
,

都在广阔

视 或的卫星象片上有明显的反映
,

所以相关位置特征是卫星象片的重要解释标志
。

透视信息 第四纪成因类型在卫星象片上反映 比 较 清楚
,

有的隐伏断裂
,

地面工作

很难发现 ,

但卫星象片在第四纪沉积 区可以看到一些线性特征
,

根据两侧色调和影 纹 的 差

异
,

比较容易发现
。

透视信息的机理目前尚不清楚
,

但它的确反映一些地质信息
,

姑且叫作透视信息
。

原因

可能是断层的存在和活动
,

深部地下水的活动
,

断层两侧第四纪沉积厚度的差异
,

沉积物质

的差异以及地貌形态上的差异等透过第四纪仍有反映所致
。

总之 , 这方面尚须进一步探讨
。

不论是解释岩性地层和构造
,

都要各种标志互相配合
,

灵活运用
。

一般是以图形引路 ,

色调配合 ,

再根据我们已有的野外实践经验加以分析研究
。

这种工作方法叫作 目视 经 验 解

释
。

今后要进一步研究地质体的光谱特征
,

应用某些光学仪器和电子计算机弥补视力的局限

性
,

达到能自动解释
、

自动识别
。

但是 ,

自动识别也要以 目视经验解释为基础
。

因此目前必

须进一步总结经验
,

进行推广
,

使更多的人掌握和应用 , 经验才会丰富多彩
。

八
’

卫星象片在地质工作中的应用

我国巳有自己的卫星象片
,

也引进了美国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四个波段的多光谱象片
,

这

就为地质工作中的应用准备了条件
。

国内外在这方面也进行了不少试验和研究
,

现简单介绍

如下
。

·

可为 。方的区域地质填甲和肺图提供足够的详细情况 , 甚至可为 “。万的地质

填图作校正补充
。

如果辅以航空象片和地面工作
,

并参考已有地质图
,

会取得一定效果
。

可 以修编和修测 万地质图
。

从新疆地区的 试 验 来看
,

在构造方面可以提高一

步 , 在侵入体的划分方面较原图精确
,

特别是轮郭界线能校正原图之不足 , 对地层和岩性解

释也是可以区分的
。

如更进一步使用彩色合成象片
, 短期内可将我国 万地质图更新一

遍
。

通过区域地质特征的揭示
,

对找矿也有意义
。

例如 指出矿产资源新的 远 景区 ,

通过分析成矿构造
,

帮助找矿 , 分析控制成矿的岩性
,

帮助找矿
。

在阿联贝纳斯角西南 阿
·

布 德赫尔山 , 已知有铬铁矿存在
,

与蛇纹石和橄榄岩伴生
,

卫

星象片上该区周围显得暗些
,

其面积相当以前地面勘查时指出的四倍
,

认为对进一步勘查铬

铁矿有远景意义
。

科学院地理所在海南石碌铁矿各应用航空象片和卫星象片作远景找矿区预

测 ,
提出需要考虑的四项标志是 构造有利部位 , 明显的保护层 向斜轴部有

类似陀烈群和石碌群含矿建造的岩性和地貌标志 , 地形倒置
,

即向斜成山
,

相对地势突

起
。

据此初步提出了远景找矿区作战略侦察
。

类似的例子还可进一步研究
。

利用卫星象片进行地质调 查
,

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 , 希望广大地质工作者充分利用这一

有效工具
,

‘

为我国地质工作多
、

快
、

好
、

省地发展 ,

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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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卫星象片博斯腾湖幅地质解释图

第四系 一砾石
、

砂
、

亚砂土
、

淤泥
、

粘土
、

盐积土
, 。一‘一砾石

、

砂
、

亚砂土
、

淤泥
, 。一砾石

、

漂砾
、

砂
、

亚砂

上
、

淤泥
、

盐
、

石
、

一砾石
、

砂
、

亚砂土 一土黄色泥岩
、

砂岩
、

砾岩
一 。一褐红 色 砂 岩

、

泥 岩
、

砾 岩
、

石

,
一 一 哭

、

芙 录势互尿合
、

尼 台
、

炭质 万岩夹煤层 一中酸性喷发岩
、

砂岩
、

灰岩
、

粉砂岩
、

砾岩 。一酸性喷

发岩
、

砂岩
、

灰岩
、

白云质 矢岩
, 一 。一灰岩

、

大理岩
、

千枚岩
、

片岩
、

中基性熔岩及凝灰岩
,

一砂岩
、

粉砂岩
、

泥

岩
、

灰岩
、

中基性溶岩及凝 矢岩
,

一 欠考
、

活质沙当
、

千枚岩 一绿色砂岩
、

粉砂岩
、

片岩
、

千 枚 岩
、

灰岩 一

泥质 关岩
、

页岩
、

硅质岩 一 。 一白云质灰岩
、

白云岩 一砂岩
、

粉砂岩
、

页岩
、

灰岩
、

板岩
、

冰 磺 层 竹
、

砾

岩
、

中 基 庄 溶 岩 一片 岩
、

石 盛宕
、

大理岩
、

片麻岩
、

贯入片麻岩
,

一绿色片岩
、

员入片麻岩
、

大理

岩 一片岩
、

片麻岩
、

贯入片麻岩 粉一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时
、

斜长花岗岩 丫。幸 丫 一片麻状二云 母 花

岗岩 阮一片味 犬闪民岩 艺于一超 毖比岩
,

一冲积一洪积 一拱积 一湖相沉积 一风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