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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一 毓空与地面物探数据图像处理在鄯善地区的应用研究 

I、国兴 

(冶金部遥感技术应用中心·北京·100029) 

p《i}，／ 

以新疆鄯善地区为研究区，对该区的航磁、航空甚低频、重力和遥感数据进行了多种方案 

的综合图像处理．并做了野外调绘和地质解译．总结出线性构造、环形构造以及与矿体的关 

氛 该 劫绿 关键词兰塑墼亟 粤堡些理一 ／t ／ 彳、 
测区位于天山地槽褶皱 

带的北天山地向斜和中天山 

结晶带的交界部位。区内侵 

入岩极为发育，以华力西中、 

增强、彩色编码、灰度分割、阴影浮雕变换、彩 

色阴影变换、视差阴影变换等处理，对航电、 

航放数据进行了对比度增强、假彩色合成处 

理。并对以上数据进行了 K—L变换、算数 

逻辑运算等综合处理，取得了一大批基础图 

件。这些基础图件为综合研究、解译推断提 

供了有力的依据。 

1 区域地球物理场特征 

1．1 重力场特征 

重力场具有明显的分区性0．宏观揭示 

出本区由两种不同的密度结构层组成。北部 

以黄红色表示重力高异常区，在空间部位上 

与康古尔塔格晚古生代岛弧带西段相对应， 

其中带状局部重力高呈弧形展布，并 自西向 

东分为南北两支平行的异常带。反映了在古 

老结晶基底上有高密度岩层呈东西向分布， 

可能为中基性火山岩与镁铁质岩带异常叠加 

的结果。绿色显示局部重力低，空间排列与 

受断裂控制的狭谷状沉降坳陷带构成沉积盆 

地密切相关。表明该区为一造山期后裂陷槽 

环境中以发育基性火山岩和大量基性岩体为 

特征的岩浆活动带。南部显现的重力低异常 

区．为阿齐山一雅满苏石炭纪沟弧系的组成 

部分。 

本文 1996年 l2月收至 ，1997年 3月改回，张启芳编辑。 

①地矿部第二物探大队．新疆堆吾尔族自治区东部都善一啥密南部库姆塔沙垄以西地区 1／20万区域重力工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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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异常背景的变化和形态特征的不 

同，可进一步划分为二个次级场强分布区： 

(1)东西两侧异常特征以平稳的低值场为衬 

托，在不同级次梯度带制约下形成规模不等 

的相对重力低，反映了这些区段为地幔坳陷 

区，属低密度硅铝层发育地带，其中近等轴状 

的重力低值异常，是大规模花岗岩浆岩的侵 

入结果；(2)中部以中等场值为背景，在重力 

梯度带急剧变化部位，出现条带状的局部高 

值异常，为高密度玄武岩层和中基性岩浆岩 

的综合反映。从而揭示该沟弧体系是一个经 

历了强烈岩浆活动及火山喷发，并伴随有巨 

厚的深海相复理石建造的构造单元。 

1 2 磁场特征 

从航磁总场异常图像①上看，磁场面貌 

比较复杂。随地区不同，异常规模、形态及其 

晨布特征有很大差别．是不同构造单元、基底 

性质、沉积环境和构造岩浆活动的特征反映。 

与区域布格重力异常图像对比，呈近东西向 

延展并东西两侧分别略向南北凸变的磁场零 

值线(带)与康古尔塔格重力梯级带大致符 

合；同时沿此波曲弧带断续分布与中、基性岩 

体相关的串珠状、条带状的正异常(一般为 

20OrlT～40OrlT)．表明了深大断裂带的存在。 

零值线以北为高磁异常区，并叠加有规模较 

大、峰值较高的条带状或团块状局部异常。 

重磁高值特征一致，不仅再现了该区构造环 

境下，大片基性火山岩和基性一超基性杂岩 

体的可能分布，而且由磁场的图像显示直观 

描述出以菱形条带镶嵌为主要形式的构造格 

局。零值线以南为变化磁场区。其北侧在平 

稳的负磁场背景上显现出一条宽约 lOkm~ 

20km场值更弱的狭带状异常，呈近东西向 

分布。从磁场特征看．该狭带状异常西段负 

值较高．而东段规模加宽，同时被近于平行的 

北东向断裂组切割，导致该狭带状异常走向 

由北东东转变为北西西再折向北东东。 

变化磁场区南部，磁场特征以明显的环 

形异常为主。这些环形由核部负异常和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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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弧状正异常组成，多出现在深大断裂构造 

交汇部位。与此同时在相应空间与椭圆形的 

局部重力低或局部重力高吻合，是多期次不 

同岩浆系列在近地表侵位的标志。由区域重 

磁异常表现的“高一高”或“低一低”的对应关 

系，说明整个南部区内赋存着两大类不同成 

因的岩浆岩系列，并由此决定了本区多金属 

成矿的专属性。多期次构造的叠加和不同岩 

浆系列的长期活动与喷发，导致本晚古生代 

沟弧系构造单元区的整个磁场表征。具有 

带、环、线相互交织叠置的特征。变化磁场区 

以南表现为背景场升高磁性异常区，揭示了 

中天山地块的隆起。 

2 研究区的构造格局 

研究区在大地构造部位上处于塔里木板 

块东北缘活动带，在雅满苏与阿齐克库都克 

深断裂相挟罗塔格岛弧带西端。区内岩浆活 

动频繁，断裂构造发育，构造形变复杂。为了 

从地球物理场特征上进一步深化对构造格局 

的认识，除了进行重磁异常不同深度场源的 

分 离提 取 外 (上 延：125m、500m、lO00m、 

2000m)并应用重磁、甚低频阴影浮雕图像， 

借以揭示不同地块界面的物性变化位置与断 

裂构造相关的影像形迹。由地球物理场综合 

信息解译的线、环构造见图 1。它们纵横交 

织，形成了复杂的断裂构造格局。 

2．1 主要断裂构造的展布及其图像标志 

2．1．1 近东西向的深大断裂带 

为区内主要断裂构造。这类深大断裂带 

规模较大，延续性好，在地球物理场图像上， 

多呈宽大的线带状展布，并可通过多种影像 

标志清晰地加以追踪辨认。它们既是板块构 

造单元的分界断裂，也是岩浆活动的主要通 

道。本区具壳型特征和长期性活动特点。 

阿齐克库都克大断裂带(F，)：横贯于研 

0 冶金部地球物理勘查院航空物探大队 新疆鄯善南部 

地区综合航空物探工作报告，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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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区南部，近东西向舒缓渡状延伸，向东与沙 

泉子深断裂带相接，向西转为北西西向，与康 

古尔塔格超壳型断裂复合，横贯全区长约 

160km。该断裂带在重磁深源区域场图像上 

以明显的磁性界面和密度界面形式显现，在 

地球物理位场阴影浮雕图像上表现为密集平 

行的线性体弧带分布。在甚低频虚分量灰度 

图上则呈宽大的破碎低阻带断续连接。众所 

周知，阿齐克库都克大断裂发生在晚古生代 

以前，具压性断裂的显著特征，总体为逆断层 

性质，断裂面倾向变化不定，为中天山隆起地 

块与康古尔塔格晚古生代沟弧系的分界断 

裂。受其控制在区内形成一系列与深部密切 

相关的扭压性断裂和菱形断块结构，并导致 

大规模的华力西中期中酸性岩体侵入。由此 

形成与岛弧型花岗岩有关的多金属矿和与火 

山岩密切关联的多类型的铁矿。 

康古尔塔格大断裂(F2)：位于研究区北 

侧，该断裂带在区域布格重力阴影浮雕图像 

上，东段以弧形条带状局部重力高和西段表 

现为低密度线性特征。总体上呈一个向北凸 

出的正弦 波形 东 西向延 伸，区 内长达 约 

160km，该断裂是康古尔塔格石炭纪岛弧带 

内的一条主要断裂，沿此断裂及其两侧岩浆 

岩比较发育。根据重磁异常特征表明北侧以 

中一基性岩为主，南侧多属酸性岩。该断裂 

对区内次级断裂构造及其形变起着重要的控 

制作用。其中构造形变带，特别是韧性剪切 

带和构造蚀变带．对岛弧型金矿成矿提供了 

有利的构造背景。该断裂带在重力深源区域 

场特征显示不够明显，由此推测断裂切割深 

度可能只限于地壳，为雅满苏组与苦水组地 

层分界断裂。 

铁岭北侧断裂(F )：由弧形重力高值异 

常带、串珠状正磁异常和低阻带具有空间上 

的一致性，反映断裂的存在。该断裂发生在 

岩浆岩活动带内，属浅层的脆性断裂，线性标 

志非常明显，长度有限，并受北东向断裂组切 

割，产生明显错位，对中基性岩脉的形成有一 

38 

定的控制作用。 

其它一般断裂(F ～ )：这些断裂的生 

成与上述两条深大断裂的活动密切相关，具 

平行、等距、同向、扭曲特点，为深大断裂的派 

生产物。多表示不同物性的线性界面，或指 

示着岩体侵位的边界，或控制着各条块 内沉 

积建造的展布．其中规模较大者可导致地质 

体的错动。 

2．1．2 北东向断裂组 

本区北东向断裂 比较发育，断裂方 向一 

般在 20。～60。之间，往往与地层斜交，呈宽 

大的线性特征，近平行，等间距出现，这组断 

裂可由磁性体的错位、密度色块分界面或低 

阻带，加以确认，具多期活动性，一般表现为 

以压扭为主，明显切割不同地质体并对岩浆 

的侵入起一定的作用。倒如，环形 山断裂 

(Fs)，位于测区西北侧．由北东向南西方向延 

伸，至红云滩西被阿齐克库都克深断裂带阻 

截。根据重磁高值异常同现特征推测，措该 

断裂带有大规模中基性岩浆岩侵入，为一构 

造～岩浆活动带，形成花岗岩一花岗闪长岩 

为主的岩浆岩系列。 

阿齐山断裂(F。)：出现在测区西侧。重、 

磁、电阴影浮雕图像由密集平行的线性体组 

成明、暗相间的条带特征．受两条东西向深大 

断裂阻截而中断，表现出对不同地质体有明 

显的切割作用，并限制着铁岭岩体的侵入和 

复式大岩基内近东西向断裂的展布。 

马头滩断裂(F1。)：图像形迹以明显的线 

性体出现，切割铁岭一百灵山岩体，并与北西 

向断裂交切，组成三角形断块。 

骆驼峰断裂(F )：以宽大的压扭破碎带 

形式显现，将区域范围内强磁性异常、高密度 

异常带切割错位，表现为对百灵山、骆驼峰大 

型岩基的整体分离。 

2．1．3 北西向断裂组 

主要分布在测区西部和南部。北西向断 

裂与北东向断裂配套，形成菱形断块结构的 

基本构造格局，并与近东西向深大断裂交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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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深源岩浆的通道，控制着侵入岩体的分 

布。其中东阿齐山断裂(F 2)，能以重磁异常 

带的间断和低阻线性特征进行确定。该断裂 

断续分布，延伸较长，具多期活动特点，对不 

同地质体与早期活动的东西向和北东向断裂 

造成明显的切割。阿齐山一矿断裂(F_ )由 

数条平行的束状线性体组成，自阿齐山一矿 

区向南东方向延伸穿越 断裂而终止于 

F 。该断裂斜切石炭纪全套火山岩、火山碎 

屑岩建造，阿齐山地区其与北东向断裂交汇 

部位多分布有火山口或火山穹隆。 

百灵山东北侧断裂(F )：呈宽大的直带 

状展布，为百灵山区三角形火山穹隆断块的 

边界断裂，有重要的控岩作用，由重磁反映的 

高值异常带表明该断裂为菱形块结构内的次 
一 级构造。 

黑尖山断裂(F )：在重、磁、电阴影浮雕 

图像上以串珠状异常和正负相间的色条显 

现。由北西侧切割百灵山岩体，穿越 F_ 断裂 

进入下石炭统地层而被 F_深断裂终止。在 

与阿齐克库都克深断裂夹持的锐角区内，为 

深源岩浆多次侵入和喷发的集中活动区，深 

部将有更大的岩基赋存。 

综上所述，在本区发育的上述三组断裂 

中困东西向深大断裂的张力作用，造成区域 

性东西向条块的分割。并由此决定了各条块 

内沉积建造、岩浆活动和构造形变的特征。 

北东向、北西向断裂组的出现，是南北向主应 

力场影响下产生的一组“x”型断裂。使东西 

展布的地质体发生剪切运动，形成以菱形条 

块镶嵌的基本构造格局。 

2．2 环形构造及其发育特征 

2．2．1 地球物理位场图像环形特征 

重磁异常及图像反映的具有地质意义的 

环形特征主要表现为： 

(1)重磁异常影像呈椭圆形或等轴状。这 

类异常一般与侵入岩体相关联；(2)近等轴重 

力低或重力高，伴随有环带状磁力高，同时具 

多层次结构，多环体套迭，并在环体内有辐射 

状线性体分布，多指示该地段为深源岩浆侵 

入或喷发的集中活动区；(3)重磁环形影像受 

断裂控制，在相应空间一般存在环形特征相 

关联的构造形迹和岩浆热液活动现象；(4)重 

磁环形特征有时可与遥感环形影像同现，例 

如：隐伏岩体，有时则作为某特定地质体场源 

特征的唯一标志。 

2．2．2 主要环形构造的性质与分布 

(1)阿齐山地区环形构造：阿齐山一带， 

经强烈的火山喷发活动造成火山岩、火山角 

砾岩的广泛出露。区内重力场以中等强度为 

背景，形成局部高异常，反映以中基性火山岩 

为主的古火山喷发活动带由本区向南东方向 

延续。航磁异常受北东向、北西向断裂交汇 

控制。宏观上组成一个北西向展布的椭圆形 

环带。沿此环带的局部磁异常经阴影浮雕增 

强处理后，有的表现为以多组导向断裂为骨 

架，多层同心圆结构，有的则显示为次级磁性 

环体的叠加，与次级环群分布地段相对应。 

地表只有流纹质火山角砾岩或为第四纪风化 

沉积物充填的浑圆形负地貌，推测为火山口。 

整个环带构造控制了该区内以火山喷发热液 

型为主的铁矿的分布。 

(2)百灵山地区环形构造：位于百灵山一 

彩虹山菱形断块内，由数个受北酉向与北东 

向断裂交汇控制的小规模局部高值异常组成 

相互套迭，具明显圆弧边界的环形构造。该 

环群在甚低频虚分量灰级图上反映为一个低 

背景场上突起的高阻具放射状断裂的椭圆形 

环系_1 J。可能与火山穹隆构造关系密切。 

(3)黄石山地区环形构造：受东西向、北 

西向、北东向断裂交汇控制。其北侧环形构 

造发育在百灵山岩体 内，是多期次岩浆侵入 

活动的结果。南侧由套环组成，具线一环构 

造组合形式，与构造岩浆活动关系密切。根 

据环形构造出现的位置有火山岩出露，推测 

部分环体与古火山机构相关，部分环群为后 

期再次侵入的岩体所致。 

(4)赤龙峰环形构造：位于阿齐克库都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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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大断裂北侧中石炭统马头滩组地层内，由 

正负相伴的椭圆状磁异常组成，环形构造边 

界不明显，被北东向断裂切割，其西侧边缘有 

已知火山口分布，近环一带发育有弧形断裂， 

并多被岩脉充填，环内见破碎角砾安山岩，为 
一 火山喷发中心。 

(5)马鞍山一小尖山之间的环形构造：由 

近椭圆形磁力高值异常与近等轴状局部重力 

低组成，具清晰的环形边界，与华力西中期第 
一 次侵入的次花岗闪长岩对应。 

3 结论与建议 

航空与地面物化探数据图像处理结果提 

供可利用的信息是丰富的，这些基础图件为 

综合研究、解译推断提供了有利的依据。通 

过对本区的综合研究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1)通过多种变换进行的航空物探数据 

和地面重力数据的图像处理结果，宏观地显 

现了区域构造骨架和深大断裂的展布。K— 

L变换法揭示出中深层断裂构造及隐伏岩 

体．为立体研究构造，进行区域地质分析提供 

了新的依据。 

(2)配台 TM753和 TM471经拉深处理 

后的假彩色合成影像，反映地表的细节更清 

楚，不同的色调，反映不同的地质体。大的岩 

脉，地质界线，盐湖在图像上都有不同色调的 

反映，实地踏勘，位置十分准确。结合航空物 

探图像处理结果，对于研究立体构造格局提 

供了明显的地表特征。 

(3)赤龙峰环形构造 ：航空物探 与 TM 

图像处理推测的环形构造位置十分吻台。航 

磁异常强度和梯度变化大，有明显的叠加异 

常，并有五个峰值。前人做过地磁剖面检查 

工作，地磁异常不太好，认为主体异常由凝灰 

岩引起。经实地踏勘，异常所处的成矿地质 

条件较好，并在环形构造内有赤龙峰铁矿。 

其它异常部位由铁矿引起的可能很大。建议 

应加强地质工作。 

(4)利用已取得的航空与地面物化探数 

据进行图像处理．开展综合地学研究，有可能 

利用老资料挖掘更多的有用信息。我系统已 

飞航空物探 6O多万平方公里，做了大量的地 

面物化探工作，有较大的潜力可挖。我单位 

已开发了这套处理系统，并进行了几个区的 

应用研究。建议：继续开展应用研究，总结一 

套成熟的解译方法，并在兄弟单位推广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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