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5卷 第 4期 

1999年 7月 

地 质 与 勘 探  

GEOLOGY AND PROSPECTING 

V0l 35 No 7 

July．1999 

北京地区重磁数据计算机图像处理及地质效果 ／_ 

苏红旗 王西华 
(中国矿业大学北幕 L京．100吨3 (首铜地质勘探公司地质研究所-北京·100041) 

介绍了对北京地区重力和磁力数据进行计算机图像处理的技术及流程，解译了重磁散据图像处理 

结果，分析了重磁数据计算机图像处理的地质效果，得到了一些对北京地区成矿预测有益的新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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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100万航磁资料的成功使得重磁数据图像处理技 

术得以迅速发展L1 j。尔后，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和 

概率论的引人又使这种技术方法更趋成熟。我国学 

者在 80年代中晚期开始关注这方面研究工作，进人 

90年代后，已有重磁数据图像处理技术在地质、构 

造、油气地质、煤田地质等研究以及隐伏地质研究等 

方面工作的报道【3 J。 

1 重磁数据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与流程 

1．1 重磁数据图像处理流程 

重磁数据图像处理按图 1所示流程进行。 

图 1 重磁数据圈像处理滴程 

数据预处理的目的是形成图像编码处理用的、 

网格化的重磁数据文件及其重磁数据二次转换特征 

文件。预处理包括改正计算、阿格化处理、噪声抑 

制、磁力数据的化极处理、二次特征(如方向导数、局 

部异常、延拓场等)计算等。 

灰阶编码是用线性密度变换法或非线性密度变 

换法将 网格化的重磁数据转换为 RAW 图像格式 

(无头记录、字节型、顺序存放)的图像文件。在北京 

地区，灰阶编码主要采用一种被称为“掐头去尾 编 

码算法【S,10]，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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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g( ，y)一编码后灰阶；z( ，y)一重磁数据 像的彩色处理方法有假彩色、彩色合成及彩色分割 

值；2o，五一编码区间上下限；＆ 一选定的灰度级 处理等 J。 

数。 卷积处理实际上就是图像空间滤波，卷积效果 

重磁图像增强处理就是用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 由模板元素的构成方式来决定_10】，例如，突出NE向 

与图像分析技术增强重磁图像中有用的地质信息； 构造，可以用 NE方向模板。 

图像综合处理就是用图像方法把重磁数据的不同参 立体阴影计算原理是把重磁场变化看作是一种 

量图像进行综合处理，提取对成矿预测有用的综合 特殊地形起伏，利用光照模型来突出其变化细节。 

信息；地质解译就是按照解译理论 遵循基本地学规 立体阴影计算公式为 ．̈2 

律，对处理结果进行地学意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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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重磁数据图像处理方法 

主要包括彩色增强、卷积处理、立体阴影计算以 

及综合处理等4个方面。 

彩色增强是利用人眼对彩色分辨能力远超过灰 

度级的原理来突出重磁数据中的有用信息。重磁图 

本文 1998年 2月收到 ．王延忠编辑。 

式中，P．Q一重磁曲面 ，y方向一阶偏导； 一太阳 

方位角； 一太阳高度角。 

综合处理是用图像方法把各参量信息进行综合 

提取，包括彩色台成、比值分析及主成分变换等f 。 

2 北京地区重磁数据计算机图像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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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收集了北京地区 1：5万航磁平剖图、1：50 

万航磁等值线图及 1：50万重力等值线图等3种重 

磁资料。 

2．1 主要的处理过程与方法 

在数字化和网格化处理后，按图 1所示流程对 

重磁数据进行处理。 

数据预处理包括：噪声抑制、航磁化极、垂向导 

数(一阶和二阶导数)和水平方向导数(0o，45o，90。． 

135。)计算、向上延拓(0．5 km，1 km，2 kin，5 km，10 

km．20 km)、向下延拓(200 m，500 m)、局部场计算 

(原平面减去上延高度场)等。 

为探讨图像处理效果，在图像增强处理中．对重 

磁图像和所有的二次特征转换图像都进行了假彩 

色、线性扩展Ll。J、4个方向(N，E，NE，Nw)卷积滤波、 

多方向的立体阴影计算处理。 

在综合信息提取方面，进行了多参量图像的彩 

色合成、变量图像间比值计算以及主成分分析等。 

经过各种处理方法对比分析发现：在北京地区， 

假彩色、立体阴影计算以及多参量图像(剩余异常图 

像、垂向一导图像、垂向二导图像)彩色合成具有较 

好的地质效果。 

3 地质解译及效果分析 

3．i 深部构造的解译 

译，得到了一张北京地区深部构造解译图(图 2)。 

从图可以看出：深部构造主要有近 EW 向、NE向、 

NW 向、N'NE向及近 sN向构造，而近 EW向和NE向 

为深部主要构造方向。构造型式有幔坡带、断裂带 

及断裂之分。结合其它资料分析，提出了近 EW 向 

和 NE向构造是主要导矿和容矿构造的新认识。 

图 2 北京地区罪部构造解译图 

l一幢坡带：2一断裂带；3一断裂 

3．2 构造垂向变化的解译 

为了分析构造的垂 向变化，我们对上延 1 km、 

10 km、20 km的磁力立体阴影图像(光照方向45。，高 

对重力和磁力(化极)上延 20 km图像的综合解 度角30。)进行了地质解译(图3)，得到如下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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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磁力上延 1 (a)、10 km Cb)、20 km Cc)立体阴影解译图 

1)从上延 1 km的立体阴影解译图看，北京地区 环形构造为密云隆起区，北部环形构造属于太古代 

浅部构造发育。线性构造方向主要是 NE、EW、NW 变质岩区。从板块构造观点看，这两个隆起带之间 

及近 Ns。此外还发育有两个 NW展布的环形构造。 是热液矿床发育有利地区 对成矿预测有指导意义。 

2)从 lkm到 10 km、20 km深度变化解译结果 3．3 重磁数据图像处理与解译对金矿成矿预测的 

看．一方面构造线明显减少；另一方面构造线展布方 意义 

向也渐渐发生变化．深部构造方向主要是 EW、NE 通过重磁数据图像处理与解译．获得了北京地 

及NW向。 区不同深度的构造变化特征。结合其它资料查明了 

3)在古北口一汤河口NWw向构造的两侧有两 全区构造的基本特征、构造格架特征。结合遥感资 

个 NWW展布的环形构造。经分析．NWW构造南部 料处理结果在本区提出了近东西向韧性剪切带及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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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向韧性剪切带是导矿、容矿主导构造的观点。 

在对包含重磁数据在内的多元地学信息综合处 

理与综合解译的基础上，运用现代成矿理论 ，对北京 

地 区进行 了金矿 成矿 预测，提出了 l3个金矿预测 

区。生产部门已经在划定的预测区内找到了一个金 

矿和几个矿化处 。 

综上所述，由于图像的可分辨能力远高于普通 

的线画图件，并且图像系统具有成熟的强大的信息 

提取与增强功能，将重磁数据转换为重磁图像 ，并进 

行精细的图像处理确实能够获得比等值线图件更多 

的地质信息。北京地区重磁数据计算机图像处理实 

践表明，提取重磁数据中的构造信息最有效的图像 

处理方法是立体阴影处理 、彩色处理以及复合处理 

等。而通过重磁图像解译获得的北京地区深部构造 

发育规律及控矿特征初步认识对于该区的成矿预测 

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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