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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构造又称为环形 

体 ，是遥感图像上以结构或 

色调形式显示出的环形 彤 

像 ，它是实心的圈形 、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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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 了金矿赋存规律研 

究。实践证明，遥感资料作为一种重要的信 

息源，对于研究区的构造规律研究和蚀变带 

的确定意义重大，而如何充分、有效地提取 

遥感图像中的结构特征(如环形构造、线性 

体等)所反映的矿化信息则是利用遥感信息 

进行金矿成矿预测的重要环节。本文主要介 

绍北京地区遥感环表构造的解译 、定量统计 

分析以及遥感环形构造信息与金矿化之间 

的关系。 

1 环形构造解译 

在北京地 区的金矿成矿预测研究中，环 

形构造解译 主要是在 1／6．7万的航片上进 

行的，局部地区采用了 TM 资料及其图像 

处理结果。我们对于近 8000km。的航片资 

料进行了饱和解译 ，共解译出 4000个 环形 

构造 。 

环形构造解译过程主要包括建立环形 

构造解译标志、环形构造解译、人工环形影 

像剔除、局部 TM 图像的环形特征增 强处 

理、绘制环形构造解译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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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构造识别标志主要有亮度变化、色 

调差异、影纹结构等。北京地区的各类环形 

构造在影像上表现为规模不等的环状影像 

特征 ，环的边缘通 常是色调异常、影纹结构 

变化 的边界 ；岩体型环形构造的环内色调和 

影纹结构均一，并与背景地物存在明显的差 

异；隐伏岩体型环形构造的清晰度决定于岩 

体的埋深，岩体越浅越清晰，环的形状与岩 

体的形态密切相关，环的形状反映了岩体的 

空间分布特征；隐伏岩体上方球面状蚀变环 

与隐伏岩体影像特征相似，颜色忱隐伏岩体 

稍浅；出露于地表岩体的蚀变环，其影纹结 

构与原岩相近 色调则比岩体深。 

环形构造解译就是利用已建立的解译 

标志，逐个解译 图像中的环型构造，并参照 

地形图有意识地剔除人工 因素造成的环形 

影像(如环形道路等)。 

TM 图像处理主要是为了解决航片局 

部反差不够导致环形构造识别困难 ，起补充 

与验正作用。TM图 像的环形特征增强处理 

方法主要包括对 比度扩展、拉普拉斯变换、 

无方向卷积、K—L变换等。 

绘制环形体解译图就是将解译得到了 

环形构造转绘到地形底图上，这样，我们就 

得到了北京地区环形构造解译图。 

2 环形构造解译 图的数字化处理和 

环形构造的定量化分析 

环形构造是一种很重要的控矿构造 ，矿 

产的空间分布规律也常常与环形构造的空 

间分布特征密切相关。为了深入分析研究北 

京地区环形构造与金矿化的关系，我们对环 

型构造解译图进行了数字化处理并定量分 

析了环形构造的空间分布特征。 

2．1 环形构造辫译圈的数字他处理 

环形构造解译凰的数字化处理是通过 

连接计算机的数字化仪来进行的。数字化处 

理采用的是完整圆和不完整圆模式 ，封闭的 

环形一般用一个拟合圆代替 ；不封闭的弧段 

用圆的一段弧来近似表示，这样整个环形构 

造解译图就变成了计算机能够处理的一组 

矢量数据 。 

2．2 环形构造定量分析 

环形构造的定量分析主要是计算环形 

构造 的空间分布密度和环形构造的交点密 

度 。统计计算是通过一个统计圆按照一定的 

步长遍滑全区来实现的。 

在北京地区，环形构造密度只考虑 了环 

的边缘 ，即密度统计是弧长统计 对于给定 

的统计圆，先判别环形构造与统计圆的空闻 

关 系，包括相离(包括相切)、。相交、包含 (包 

括重叠)3种情况，然后计算统计 圆内包含 

的环形构造的长度并累加，累加结果除以统 

计 圆面积就得到了圆心处的环形构造密度 

值 。 

环形构造的交点密度定义为统计圆内 

环形构造的交点总数除以统计圆的面积(不 

同的环形构造交于同一点时}规定交点重复 

计算 )。 

3 环形构造信息的地质解译与成矿 

预测 ‘ 

3．1 环形构造定量统计分析结桌的地质解 

译 

对于环形构造密度统计结果 ，把 2kin~ 

km。定为异常下限，并以 0．3kin／km 的等 

间距进行了异常图编绘，通过对异常图分 

析，全区共获得了l7个环形体密度异常区， 

即关上南(为关上一将军关金矿热源体)、山 

东庄北、大华山南、万庄一三 白山(为万庄金 

矿的热源体)、银冶岭(为隐伏岩体)、柏岔 山 

(岩体)、长哨营西、胡营西南、银河沟南、猴 

石梁、大石门子(为大石门花岗岩)、石槽东 

南(为艨伏岩体)√ 达岭(为杂岩体多金属 

矿化区)、禾予涧北(为杂岩体及铜矿化区)、 

姚家河 (为火 山结构多金属 矿化 区)、璩 窝 

(开口穹窿区金矿化)、大j霉坨(为岩体)。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一些环形构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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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异常区与已知的杂岩体群、火山结构区相 

对应，如典型的八达岭杂岩体群、黄场杂岩 

体群、姚家河火 山结构 区等 (图 1){一些环 

形构造密度异常区直接位子金矿或共 它多 

金属矿化区内或附近，如万庄金矿、银冶岭 

银矿区、关上一黄土粱金矿区等(图 2)。大 

部分环形构造密度异常区与已知金矿或其 

它多金属矿化区、杂岩体群、火结构相对应， 

环形构造密度异常与它们成正相关关系，它 

往往揭示了矿化区的热源体的部位。这表明 

环形构造的密度异常可以作为金矿成矿预 

测的依据之一。 

图 l 京北地区环形构造密度异常瘦岩体分布图 
一

八达岭岩体} 一黄场杂岩体}T 一姚家河杂岩体 I1一金矿点}2一钼矿点I3一锌矿点 

4一多金属矿点l5一 密度异常 

3．2 环形构造与金矿化的美系 

通过分析环形构造与已知金矿(点)空 

间分布关 系，发现二者具有 十分紧密 的关 

系 。 

’ 环形构造的规模控制着矿化规模。大型 

的环形构造或环群控制了燕山期岩浆活动 

中心和矿化集中区{较大的单一环形构造控 

制了矿田和矿区；小型的环形构造则与矿体 

密切相关。 

环形构造的形状、结构、规格反映了隐 

伏岩体空间分布形态和产状。 

环形构造的影像清晰度指示 了隐伏岩 

体的埋深。影像清晰度高．埋深小，岩体接近 

地表，地表蚀变弱，对寻找中高温热液金矿 

有利；影像清晰度低，l则岩体埋深犬，对寻找 

中低温型金矿有利。 ． 

环形蚀变晕圈能够反映岩体外部围岩 

的蚀变带特征及分布范围。 

3．3 性质不明环形构造异常区的成矿预测 

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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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形构造密度异常是在北京地区进行 

金矿成矿预测的依据之一。在综合分析地 
● 

质、遥感。(包括环形构造信患与线性体信 

息)、重磁、化探资料 的图像处理结果基础 

上 ，共得到了 13个金矿预测区，并 已经在怀 

北三道沟发现了一金矿，这说明预测是有意 

义的。在划出的 13个金矿预测区中，大部分 

都存在环形构造密度异常，环形构造异常是 

重要的预测指标。 

从前面分析知道，北京地区已经发现的 

囹 r囫 2囹 。 

图 2 平谷地区环形构造密度异常厦岩体、金矿、其它金属矿分布图 

s一花'封岩pao--石英闲长岩：h一石英斑岩 一基性火山岩pl--盎矿| 一铅矿p3--环形构造密度等值线 

环形构造异常区大部分与金矿(点)、其它多 环形构造密度异常区，取得了较好的预测效 

金属矿、杂岩群有关，按常规推理，剩下的环 、果。由于环形构造密度异常区往往就是矿区 

形构造异常区也可能与隐伏的热源体有关， 的热源部位：，从成矿预测研究韵角度看，环 

如既无大岩体发现也尚未发现矿化现象的 形构造密度异常是金矿成矿预测的重要依 

关上南和大华山南部的环形构造高密度异 据之一。遥感环形构造解译和定量分析对于 

常区(图2)应该是进一步的成矿预测研党 金矿预测研究具有指导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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