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 
i 

} 
鼍 

● 

第34卷 第6期 
1998年 I1月 

地 质 与 封 挥  

GEOLOGY AND nl0母lECI眦  

Ⅷ ．34 No．6 

Noverdaer．1998 

9 -／ 
{ 

介绍了在 1：5万区域地质调查中，利用地球物理资料编制立体构造图、利用 Ic睁一Ⅲ型 

微机图形图像处理系统对遥感I'M图像进行有效处理、建立多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是对 

片区内所有地质体从各方面 

进行调查研究的一项综合系 

统工程。除地面地质调查外， 
地质‘矿床 还须充分利用区内的航天航 

空遥感、地球物理与地球化学等项资料进行 

综合对比分析，并由此得出较为客观的地质 

结论。 

1 应用物探资料进行深部构造研 究， 

编制立体构造地质图 

北京西山大台幅位于西山腹地，是煤矿 

的重要产地及多金属找矿的有利地段，需要 

对区内的深部构造进行研究。区内出露地层 

为华北地台型，元古界一中生界种类齐全。 

其中火山岩、碎屑岩、炭酸岩界面清楚，岩性 

及物性参数差异明显。北京矿务局对含煤地 

层进行过多轮勘探，深部资料较多；区内有 1 

：5万航磁及 1：20万重力最新资料。这些都 

为在本区开展深部构造研究，编制立体构造 

图创造了必要条件。 

1．1 构造物性界面的选择 

深部立体构造图主要由构造物性界面来 

表达。首先通过物性测量来确定构造物性界 

面，确定的原则是： 

1)空间展布形态在构造上有代表性意 

义： 

2)被构造物性界面所分划的相邻岩层的 

本文 1997年12月收蓟，文元亮编辑。 

TM图像处理 
元信息库移面的研究成果。 蠹 

岩性在地球物理参数上有显著差异。 

依据以上原则，大台地区自上而下确定 

4个物性界面，它们分别是： 

(1)南大岭组顶界—髫髻山组底界面。 

髫髻山组安山岩岩石物性为中磁性(K=465 

×10—64r~SI)，较高密度(2．729×10一kg／m3)。 

该层底界面的空间展布形态可反映燕山中晚 

期构造形态，而南大岭组顶界面则反映了燕 

山早期的构造形态。 

(2)南大岭组底界面。南大岭组玄武岩 

岩石物性为高密度(2．86×10 kg／ )，中磁 

性 <900×10 4nSI)。该层底界面的空间 

展布形态反映了印支期构造形态。 

(3)马家沟组顶界面。马家沟组为高密 

度层(2．73×10-3kr／m~)，低甚致无磁性。其 

顶界面的空间展布形态反映了加里东期的构 

造形态。 

(4)片麻岩基底顶界面。片麻岩基底为 

高磁性(K=20OO×10 如sI)，磁化强度 J= 

20OO×10 h／m)。其上部的盖层则无磁性。 

该顶界面的空间展布反映了五台期的构造形 

态。 

1．2 制作控制剖面 

立体构造图通过一系列纵横交叉的构造 

剖面表达。这些剖面是经地表地质测量及钻 

探所获得的地层、构造等项资料，综合在这些 

剖面上的重、磁资料对深部构造界面的定量 

计算拟合后完成。它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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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深部界面非主观推测，而是利用重磁资料 

进行定量计算逐步拟合的方法来完成的。在 

大台幅制做了5条纵横交叉剖面。其中的3 

条横切构造线的走向；2条沿构造线的走向 

(上述剖面尽量通过已知可利用钻孔)。5条 

剖面具有6个共轭交点，以便保证计算结果 

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1．3 计算方法 

首先采用正则化滤波及位场延拓法划分 

重磁的背景场与局部场，将浅源场分离，分别 

提取深源与浅源信息，并对断裂构造的重力 

场进行褶积运算。此后，将深、浅源信息转化 

为目标构造层(构造界面)。在此基础上进行 

正演迭代计算从而建立重磁场地质构造模 

型。计算时，对磁性基底界面的深度与形态 

的计算采用《正演拟合加最优反演法》，对航 

磁资料进行；对盖层构造界面深度与形态的 

计算采用多边形界面有限长棱柱体重力效应 

方法，对重力资料进行。 

依据地表地质、钻探信息、综合重磁剖面 

的计算结果，建立重、磁构造模型，缩制了大 

台幅三维立体地质构造图(图1)。 

图 1 大台幅立体构造示意图 

1一剖面编号：}—实测斯层；卜韵探推测断层 

2 图形图像处理和多元信息库的建立 

卫星遥感TM图像资料具有全球覆盖率 

高的特点，是区域地质调查最为基础的资料。 

2 

但其缺点是比例尺小(1：20万 TM图像的地 

面解译能力为 2(10m x200m一400mx,lO0m)， 

用常规方法放大成 1：5万比倒尺后，其使用 

效果更差。因此，对其进行有效处理，使其可 

利用的价值提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多元信 

息库，在区调工作中具有现实意义。 

苏尼特左旗位于内蒙古中部草原地区， 

原始 TM图像的特征为：(1)各波段整体亮度 

值偏低、色调偏暗但局部亮度值很高；(2)色 

调反差小，可识别的地物类别少；(3)波段间 

可识别的地物差异不明显。TM图像特征值 

的统计特征如(表 1、表2)。可以看出 

表 1 TM图像统计特征 

TMl l 

眦 0．8267 l 

哪 0．8619 0．9624 1 

TM4 0．8268 0．9222 0．9498 l 

TM5 0．8196 0．7926 0．8583 0．9010 1 

TM7 0．7748 0．8饼 0．8875 0．9091 0．95O7 1 

(1)各波段均值偏低(如TM2为32．51)，有效 

值域较窄(如 TM2为 23—41)、标准差很小 

(TM2为3．10)；(2)各波段间相关系数很高 

(在o．7748—0．9624)；(3)各波段的亮度直方 

图分布很集中且呈单峰。上述特征反映了该 

地区气候干旱、风成砂覆盖严重、地形地貌单 

调(实际上地形相对高差均小于 100m)的环 

境特点，原始图像在地质解译上很难利用。 

2．1 对原始TM片进行有效处理的途径 

经对上述特征的进～步分析可知，局部 

高亮度值的沙地和局部低亮度值的水体是造 

成上述特征的重要原因，从而使得其它绝大 

多数地物的亮度值压缩在介于二者之间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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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很窄范围内。由于局部沙地和水体不是我 

们识别的主要目标，如果将它们分别压至到 

最高端(值255)和最低端(值0)，则介于中间 

的地物的亮度值就可望得到扩展，TM的影像 

特征和统计特征将会向有利的方向发展。这 

就要求寻找到合适的扩展参数。扩展参数可 

以从每个波段亮度直方图中通过试验来确 

定，例如参数为0．O1—0．98，即将直方图中低 

端占1％的像元亮度置0，而将高端占2％的 

像元亮度值置255。依此方法，对每幅图像 

的每个波段都选取合适的参数进行特殊的反 

差扩展(线性与非线性)就成为必要的措施之 
一

。 波段的选择是多波段假彩色合成的重要 

依据。选择的原则是使参加合成的3个波段 

(或比值)图像的相关系数最小而方差最大， 

使其包含的信息量最多。同时可以进行最佳 

波段组合系数 OIF计算，公式为 
3 3 

OIF =∑ SD ／∑ l CG 1． 

式中的 sD 为每个波段的标准差，ccj 

为三个波段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OIF值越 

大，则三个波段所含的信息越多、同时重复的 

信息越少。从该地区沙尔塔拉幅TM1一TM7 

波段中的6个波段组合系数值 OIF(表3)可 

以看 出，以 TM345、TM135、TM145、TM157、 

TM257、 357为最好。 

表3 TM图像6个波段的组台系数 OIF值 

渡段组台 IM123 IM124 IM125 IM127 TM23,4 ．1|l 5 1|鲫 1|B．5 T啪 n断  

Olle 4．75 4．86 7．13 5．50 4．63． 6．90 4．18 7．35 5．40 5．88 

渡段组台 T]~IM TMI35 T1~37 T1~145 TM147 TMI57 T'a'DA5 '[M247 凹  1~357 

D 3 研 7．62 6．∞  7．研 6．09 8．O6 5．34 5．凹 7．3l 7．髓  

2．2 处理方法与效果 

1)依据以上处理思路与分析，结合地质 

目的与要求，选择两个关键图幅进行如下处 

理 ： 

(1)做全区(1280×1024像元)和子区 

(3∞×3∞像元)处理，前者提供全图幅的地 

质信息，后者提供局部地质信息。 

(2)对每个波段先傲特殊反差扩展增强 

处理，尽量减少风成沙的影响而突出地质体。 

(3)依据最佳波段组合系数，针对构造、 

岩性、地层等傲波段组合的选择。 

(4)进行假彩色合成比值增强处理。 

(5)选择地质信息丰富的处理图像硬考 

贝，放大成 1：5万图像，傲综合信息图与专题 

信息图，供地质人员室内解译和野外检查时 

使用 

(6)在全区处理完毕以后，经审查确定重 

点子区的处理，即为了解决该子区具体地质 

内容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进行处理以达预期 

的地质目的。 

2)经过上述处理，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主 

要表现在： 

(1)减少了风成砂的影响，较大地丰富了 

图像的地物、地质与地理信息，使处理后的图 

像的可利用性大大增强。 

(2)针对地质目标按上述方法所做的假 

彩色合成比值增强处理，比其它的处理方法 

要好，揭露了大量的构造，岩性与地层等方面 

的信息。 

(3)获得了两个图幅可供地质解译的综 

合信息硬考贝图像(1：5万)。 

(4)形成计算机图像文件库。 

2．3 利用微机图像处理系统建立 1：5万区 

调多元信息库 

通用的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虽种类很 

多，且各有特色，但却很难完全满足 1：5万区 

调这一专项领域中的众多技术要求。 

l：5万区调工作对图像处理系统要求 

是 ： 

(1)1：5万区调工作所涉及的地理、地 

质、遥感和物化撵等项资料必须可以输入到 

计算机并互相匹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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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要有能容纳一个图幅范围太小的高 缩稿原图精度要求改进。 

分辨率彩色显示功能。 

(3)为绘制与更新大量的区调地质图件， 

应有最终绘图功能。 

(4)要有较好的图形图像处理功能，从多 

元数据，特别是遥感图像中增强与提取地质 

信息。 

(5)有良好的用户介面与汉字化功能，在 

使用过程中地质人员可以介人，并按其要求 

成图。 

对此，由苏尼特左旗 1：5万区调项目组 

与地矿部三联计算机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了一 

套能用于 1：5万区调和其它地学领域的ICPS 

Ⅲ型图形图像处理系统(图2)。 

该套系统解决了多元信息进人微机并达 

到互相匹配的效果。其中特别是地理信息 

(地形图)与遥感信息的相互叠置，使输出的 

带有地形等高线的遥感图像，为地质人员实 

际调查提供了极为直观的图件。该系统的另 
一 特点是，地质人员可以在显示器前对图像 

进行直接解译、修改并可多次反复，直至满意 

后按其要求输出成果。这样就减少了许多中 

间图件的过渡环节。该套系统最终所成的地 

形地质图可达作者原图的精度，现正向达到 

图2 I踊 Ⅲ型图形图像处理和成图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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