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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云鄂博铁矿

遥感图象的地质解译及成矿预测

陈光火

遥感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应用部门提供了大量地球资源信息
,

遥感数字图象处理技术已日

趋成熟
。

对遥感数据进行特殊的增强处理从而提取矿产信息是遥感地质专业领域重要的发展

方向
。

美国地质调查所已把利用陆地卫星多光谱扫描数据在干旱
、

半干旱地区进行褐铁矿露

头圈定作为一种常规的地质手段
。

有人成功地在植被茂盛区进行了褐铁矿露头的圈定
。

北京

大学刘燕君老师和首钢陈希华合作在密云一迁安铁矿区进行了铁矿信息的提取
,

取得了较好

的效果
。

白云鄂博铁矿是世界上最大的含妮稀土铁矿之一
,

地处干旱地区
,

植被覆盖稀少
.

矿

体出露良好
。

笔者选择该区进行图象增强处理提取铁矿信息的方法探讨
,

已知的东矿
、

主矿
、

西矿都得到了彩色异常显示
。

前人研究概况

不同的地质体具有不同的特征波谱曲线
,

这 正 是能进行地质信息提取的前提
,

但是由于

受到陆地卫星数据空间分辨率和波段选择的限制
,

各矿区围岩地质构造条件都不尽相同
,

各

郴
‘

产信息提取的方法没有一定的普遍性
。

这方面前人作过不少研究
,

美国地质调查所斯盖

尔 (5 E G A L ) 等人在植被覆盖茂盛的爱达荷州比尤特地区应用统计分析综合模型 法 设 i}

4
「

临 一 R
、

( 4 厂 5 冲 ( 6 厂7 )一G
、

6 7 一B 比值彩色合成法成功地区分出非褐铁矿岩
、

褐铁矿岩石和植被
:

数理统计和运算研究院在格林兰地区采用 4 5 一R
,

5
‘

7 一(;
,

6 7

一 B 比值彩色合成法
,

使褐铁矿岩石得到桔色显示
。

刘燕君老师根据信息分离原则和色度学

原则设计处理方案
,

1
.

5 / 4 一R
,

7 6 一G
,

G 一B
: 2

.

7
‘

4 + 5 + 7 一 尺
、

6 4 ‘ 5 +

7 一G
、

4
尹

4 + 5 + 7 一B 使铁矿信息得到鲜明的显示
。

白云鄂博矿区地质概况

白云鄂博铁矿位于内蒙地轴与海西褶皱的过渡地带
,

宽沟背斜构成东西向构造并发育有

深大断裂
,

其核部为上太古二道洼群隆起
。

白云鄂博矿区为深大断裂附近的一个凹陷盆地
。

沉积了一套碎屑质
,

碳酸 质
、

泥质和富含铁
、

稀土的沉积物一白云鄂博群地区
。

按沉积韵律

和岩性特点可分为三个岩组
,

九个岩段
。

第八岩段灰白色灰质白云岩和泥质白云岩是本区的

主要含矿层位
。

白云鄂博铁矿赋存于本岩段的上部白云岩 中
,

矿体呈似层状和透镜状顺层产

出
。

整个矿区为东西方向的向斜
,

铁矿层严格受向斜控制
,

铁矿体出露于向斜两翼
,

而且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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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对称
。

铁矿矿石类型复杂
,

矿物种类繁多
,

铁矿物以磁铁矿
、

赤铁矿
、

假象和半假象赤铁

矿为主
。

处理方法及结果

图象处理工作是在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遥感所 IP O S / 10 1系统上进行的
,

利用 19 7 6 年3

月获得的经高斯
一克吕格几何校正的陆地卫星多光谱扫描数据

,

处理方法如下
:

1
.

比值彩色合成法
:

比值彩色合成法是矿产信息提取的重要方法之一
,

矿产信息将得到

彩色异常显示
。

为了得到较好的效果在比值组合时
,

矿体和围岩间的灰度值必须满足信息分离

原则和色度学原则
。

白云矿区采用 5 / 4 一 4 一R
,

5 / 6 一 6 一G
, 5 一B 比值彩色合成得

到较好效果
。

各已知矿体得到了鲜明的红色显示
, 。

2
.

比值组合一主分量分析法
:

对原始四个波段进行 K L 变换主分量分析
,

效果并不理想
。

将波段之间的比值组合成一个多维的数据集再进行 K L 变换效果较好
。

在处理时将 5 / 4
、

5 / 6
、

7 / 6
、

5 / 7 以及原始四个波段数据组合成八维数据集再经 K L变换
,

将前三个分量

彩色合成后再经矩阵变换
。

各已知矿体得到鲜明红色显示
。

3
.

滤波分析
:

将 K L 变换结果第一主分量经快速富里叶变换高通滤波
,

富里叶反变换
。

在清晰的地貌背景下各已知矿体得到黑色显示
。

见照片
“
K L IF FT Z D G A IF T Z D

” 。

4
.

分类
:

分类方法有两类
:

监督分类和非监督分类
,

在处理时采用集群分类法也得到较

好的结果
。

遥感图象的地质解译及成矿预测

遥感图象包含两种类型的信息
:

一种是色调信息
,

一种是结构信息
。

遥感图象地质解译

原则是结合已有地质资料从已知区建立解译标志并用于未知区
。

利用经过图象嘟虽处理的
“
K L IF F T Z D G A IF T Z D

”

图片进行地质解译
:

黑色部分显示了富含铁的岩石及铁矿
,

绿色
、

灰白色显示其围岩并以不同灰度显示了各种地貌与地物
,

铁路线以白色线状结构显示

在图片下侧中部
。

对比该区的航磁图及其地质图可以看出
:

宽沟断裂的南北两侧存在两个类

似的沉积盆地
,

二者中间有 N E E 的一条构造线
,

南边的沉积盆地是已知的白云鄂博铁矿区

铁矿体 (东矿
、

主矿
、

西矿) 都得到了鲜明的彩色异常显示
。

西矿区地面覆盖层较厚
,

在影

象上显示为散点状
,

高磁区的彩色异常也较鲜明
,

最南侧的异常显示了车站的矿石堆
,

影象

上显示的彩色异常区的象元数的面积比实际矿体露头要大
。

宽沟断裂北边的沉积盆地内也存

在类似的彩色异常
,

在盆地和岩体的接触带附近颜色更加鲜艳
,

在该彩色异常区内只在局部

见有较弱的航磁异常
,

而南边的白云矿区具有强烈的航磁异常
,

尽管这样
,

笔者认为北边的

彩色异常区还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远景区
,

有待进一步图象处理和野外检查
。

见
“

白云鄂博遥

感影象解译图
” 。

本次铁矿信息提取的试验工作
,

是在有色金属总公司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李恭高级工程

师
、

我院地质信息室杨子江高级工程师指导下进行的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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