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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东地区金矿地质遥感信息提取方法研 
三整重一 查蠹蕉 

冀东地区金矿主耍包括金厂蟪、长城式和峪耳生班。后期叠挪断裂构造往往直接控憾矿 

体产出，冀铁矿化是矿化主要标毒。撮据光谱特征可把金矿区围岩、蚀变岩和矿脉分开。位 

于断裂附近的羟基和3价铗信息复合异常地带是金矿化远景区。热红外多光谱赍料对岩性 

和构造识别有明显效果，可以进行变质岩与白云岩的区分和区内主要出露岩类的区分。区域 

性断裂—线性梅造、韧性剪切带和挤压破碎等控矿构造遥感影像特征明显。 

冀东三 盏 恣  冀东地区金矿主要包括金厂峪型、长城 显。 黄铁矿化特征谱带 
式和峪耳崖型金矿3大类。金矿产出的基本 

特征是：以太古宙斜长角闪岩为矿源层，明显 

受后期压扭性为主的叠加断裂及其破碎带的 

直接控制，黄铁矿化往往是直接标志。空间上 

金矿产出与中生代花岗岩关系密切。 

l 遥感金矿地质研究 

1991年至l992年。我们利用本区丰富的 

遥感资料．以 IM图像为主，配合雷达和热红 

外资料以及假彩色外摄影航片的地质解释， 

对重点地段进行野外验证、地面和室内数据 

实测，进行图像资料的增强处理，区分、识别 

主要岩性及蚀变地质体．分析矿区构造影像 

特征。 

1．1 地物波谱澍试 

使用“m —3型的红外智能光谱仪”进 

行室内地物波谱测试。对从金厂峪、峪耳崖 

和平泉下营坊金矿采集的与金矿有关的围 

岩、蚀变岩和石英脉的光谱曲线(图 l一(a)、 

(b)、(c))分析可知：蚀变岩反射率高于围岩， 

石英脉最高。蚀变岩与石英脉固舍蚀变矿 

物，产生在 1． m、l，9 m和2．2 ∞处水与羟 

基的吸收谱带及0．舡m附近2价铁谱带较明 

红 旋 殇 
及反映为 1．Opm一1． 

3岬 产生—个宽的吸收带。铁帽样品除具有 

铁的氧化物的光谱特征外，还具有自已的特 

征(图 1一(d))：0．55tm~处强度睫降，0．9 m 

处3价铁氧化物谱带。1．4 m、1． IIm附近水 

的谱带，I． ∞和 2．2 处羟基谱带，2． 

15~una处 2价铁向3价铁转化引起反射蜂。 

分析岩石的光谱特征就可把金矿区的围岩、 

蚀变岩和矿脉分开。 

1．2 遥最金矿化蚀变有关信息提取 

1，2．1 与金矿化有关的羟基和 3价铁信息 

的提取 

选择金厂峪区进行1M资料为主的与金 

矿化有关的蚀变信息提取。矿区热液蚀变强 

烈，地表常呈现黄铁矿化形成的3价铁铁帽， 

我们把氧化物的识别作为蚀变信息提取的重 

点。选取1帕 Ml(传统的三价铁矿物信息 

增强方法)与 TM4／1 B(反映植被量的稳定 

图像)两个比值波段，进行拉伸处理使之标准 

化。最后作主成份变换。发现 TM4／TnB对 

Pc1贡献最大，主要反映植被信息；1M3／1Ml 

对Pc2贡献最大，PC2图像为铁氧化物图像， 

即此图像上铁氧化异常处显示为亮的地带。 

在反映羟基和3价铁信息的图像上同时 

奉立l9卵年B月收刊，王蹙忠簟辑。 

*参加本文工作的还有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船袅研究生李晓莉、鹅级奉科生谢艳曩、张意平。 

维普资讯 http://www.cqvip.com 

http://www.cqvip.com


地质与勘探 1998年 

显示为异常的地带，才是有可能与金矿矿化 

蚀变有关的遥感信息。选择 TM1、4、5、7作 

为主成份分析的输入波段进行羟基饲图，发 

现Pcl4将含羟基矿物的像元增强，为暗色， 

圈I 与金矿有关圈岩、蚀变岩、石英脉及铗染样品 

光谱反射曲线 

(11盒厂培盒矿：①—黄羲矿化角内辩长片麻岩；0—绢云 

母化斜长片彝岩；0—辩长角内岩(遇变为孽片岩)④—古 

矿石英球；0一曩云角内长片廓岩。(b)簟耳■盘矿：l-- 

古矿白色花岗岩；2—不青矿白色花岗岩。Io)下t坊盒 

r：0—蝈云母化石英=长蠢岩；0—花岗片辣岩；0一黄 

馈矿、捐云母化古矿花岗岩。【dl 集#晶：①—构遗破碎 

带{0—石英质糜麓岩；0—灰白色构造岩 

原因是羟基反射率高的1懈 波段对 P 的 

贡献为负。P阱 经减法处理后，可将羟基异 

常处显示为最亮地带。对比铁氧化物异常图 

像发现，后者 A、B、c、D 4个异常地带中，A 

区同时在羟基图像上显示异常(图2)，它可 

能是热液蚀变造成的 3价铁富集带(表 1)。 

为了验证这一设想，我们进行了ŝR’1M复 

合试验，处理框图见图3，表明A区位于N眦 

向线性构造密集区内，彩红外航片和 1：5∞ 

金厂峪矿区地质图也表明A区在断层附近。 

3O 

曰二同二日 二 三厂] 

日一G H ~一H G" i 
曰二 二 二 二 

L．2．2 和彩缸外等责料的初步使用 

1990年 11月，迁西、青友龙一带以金厂 

峪金矿为中心获取了两条航带的热红外多光 

谱赍料(Tn腮)，在8 一心．5pm热红外波段 

细分了7个波段。其图像灰度值反映了地物 

目标的热辐射强弱，当岩石或矿物分布占有 
一 定面积时，可粗略认为T珈s像元主要反映 

的是某类单矿物或岩石的波谱特征，并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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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璐 图像上反射出来的辐射强度主要为单 

位温度的放大信息。由于波段窄，图像之间 

的相关系数高，我们采用图像去相关处理方 

法，包括主成份法、比值法和彩色变换(ⅦQ) 

法等进行小马坪子区岩性岩类识别研究。 

表 1羟基图像与铁氧化物母像的对比分析表 

缺氯 羟基 与金矿化关系 成困分析 
化糖 圉像 

亮 亮 可曲与矿化有关 可蚺蚀变引起 

亮 暗 无关 河滩沉积糖古 高 

亮 暗 无关 墟积暂古 高 

亮 暗 无关 地衰风化铁染 

咖 s前 6个波段主要成份分析发现 

Pc3、PC4和PC_．6几乎全为干扰信息，选用 

PC1、Pc2和 PC5进行彩色合成，以 PC1占 

97．7％信息量的合成图像记录的是不同地物 

辐射程度的细微变化经 4次幂放大的信息， 

它能把片麻岩与廓粒岩、变质岩与碳酸盐岩 

识别出来。 

应用查维兹(cI et al，1989)L2 提供的 

用3个比值的标准差及两两这间的相关系数 

计算最佳指数的方法，我们优选波段 3／4、4／ 

5、和6／5组合 3／1、4／2、6／4组合作为最佳比 

值波段组合。波段3／4、4／5、和6／5的亮度增 

强处理结果显示(图4)太古界变质岩和元古 

界自云岩分别以兰色和桔黄色显示。 

T琳s地质构造解译的总体效果也许无 

法与 SAR相比，但波段 3／1、4／2、6／4饱和度 

增强处理后所反映的一条醒目断层，在 1： 

200 000 SAR上未能显示，野外勘查证明断层 

是存在的。热红外多光谱资料对岩性和线性 

构造讽别有明显效果，童庆禧等(1992)[ J也 

有类似结论。 

解译主要使用 1：20万和 1：50万 TM4、 

3、2合成图像，配合小区彩红外航片和 皿I_一 

SAIl复合图像。TM小比例尺像片断裂—线 

1．3 陆地卫星1M、航空ASR和彩红外航片 

区域与矿区构造解释分析 

1．3．1 遥意断裂一线性构造的特点 

圈4 '1"I'dS3／4，4／5，6／5亮度增强处理结果(a) 

及太古界{̂r)与元吉界(P})区分(b)示意图 

性构造解译主要依据色调、色彩异常，可识别 

出区域性断裂构造的主要力学性质显示压性 

压扭性，压性断裂显示平缓波状并常由密集 

的多条平行排列的断裂组成；压扭性断裂显 

示为网纹状、鳞片状等特征。区域性深太断 

裂往往反映为线性构造高密区，压性断裂往 

往构成其低序次断裂，显示挤压破碎带或蚀 

变带，彩红外像片多为暗色。 

1．3．2 擦崖子w 向断裂遥感地质特征 

TM4、3、2合成像片上表现为线性色调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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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北储基岩山地呈黄褐色，地形高差大； 

南饲呈浅兰色低短丘陵，断面舒缓波状延展。 

沿断裂发育破碎带、断层角砾岩和麋棱岩，显 

示多期话莉，有较弱的绿泥石化，具明显压性 

特征。该断裂无论从地形地貌、水系分布特 

征都显示为话动断裂。 

1．3．3 金厂峪一带韧性尊切带构造 

韧性剪切高应带往往是线性构造密集 

区，无论是彩红外航片、TM或sAR像片都能 

清楚看出金厂峪地区这一特征，TM像片剪切 

坎问正地形色酒均一，密布模糊线状影像。 

彩红外航片反映剪切带内部破碎。根据彩红 

外航片编崩的线性构造等密图(图5)可以清 

晰反映3条控矿深大断裂和剪切带边界。 

图5 金厂皓地区线性构造等密图 

l—推新深大断裂；}—剪切带边界；卜蠛性构造等密线 

1．3．4 区域NNE向雁列构造的分析 

分布于片石峪、金厂峪一带，从 TM和彩 

红外航片影像特征分析，发育挤压破碎。具 

体构造分析内部发育绿泥石绢云母片岩及钠 

长石化片岩带以及广泛的金铜矿化的石英 

脉，部分显示逆冲。NNE向挤压片岩带代表 
一 组呈雁行状排列的挤压性结构面，反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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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挤压作用和矿化关系密切。TM合成图像 

表现为雁列构造内部不均一的色彩。 

2 冀东地区金矿遥感地质模型与找矿 

方向讨论 

1)含金母岩 金的主要矿源层是太古界 

八道河群王厂组斜长角闪岩类岩石，依据 

TIMS资料小马坪子区的增强处理结果，不仅 

可以区分变质岩与白云石，而且区内主要出 

露岩类基本可以区别。根据波谱特征可进一 

步区分围岩、蚀变岩和含金石英脉； 

2)区域断裂构造 区内大中型金矿主要 

受北东和近东西向的压扭性断裂控制，矿体 

产于低序次断裂裂晾、挤压破碎带。金厂峪 

矿区挤压破碎在彩红外航片呈现暗色，反映 

岩石结构破碎，漫反射增强； 

3)构造事件 冀东地区晚前寒武纪沿大 

型开阔裙皱翼部出现韧性剪切带【4_，剪切扩 

容为成矿物质富集提供了有利条件，剪切抬 

升使成矿物质在张臆性断裂作用下弥散，矿 

液进人层间破碎带和滑塌角砾带，成为长城 

式金矿的可能成因机崩。后期可 睐 自燕山 

期的挤压作用使金进一步富集，形成金厂峪 

巨厚石英脉型金矿。含金石英脉是在挤压性 

剪切作用下形成的，可与加拿大 Abi6M金矿 

对比【 ]剪切带内线性构造密集，多种遥感资 

料都显示这一特征，内部剪切面理和破碎带 

也可以从TM和彩红外航片得到反映。彩红 

外航片还显示金厂峪矿区主体断裂附近棕色 

条带断续分布，黑自航片上则为灰白色蠕虫 

状，经分析可能是含金石英脉的特征。本区 

金矿化与中生代岩浆作用有关，主要金矿 

(点)的产出空间上与花岗岩关系密切； 

4)近矿与远矿蚀变 冀东金矿蚀变类型 

主要有近矿黄铁矿化、硅化、绢云母化，远矿 

有绢云母化和绿泥石化，简单脉型金矿蚀变 

较弱，“长城式”金矿主要限于黄铁矿化。彩 

红外航片上金厂峪子区丰富的蚀变显示为深 

色异常。TM图像上羟基和 (下转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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