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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彩色红外航空像片解译与野外实地调查，总结了奎赛公路段的各种岩土体工程地质类

型及不良地质现象的解译标志。为我国西部气候干旱和环境恶劣地区的岩土体解译及不良地质

现象信息提取提供了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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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随着我国西部开发的不断深入，公路建设面临新的机遇。由于我国西部地区环境恶劣，给

工程地质调查带来很大难度，而遥感图像恰好具有不受自然环境约束的优势，并具有经济，快

速，高效的特点。因此从遥感图像上提取工程地质信息必将成为我国西部地区工程地质调查

的一种重要手段。通过对新疆奎赛公路段彩红外航空像片解译，结合适量的路线地质调查，总

结了我国西部地表裸露区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及不良工程地质现象的解译标志。为其它公路

选线及工程项目的遥感地质调查提供科学参考。

" 岩土体工程地质类型的解译标志

工作区岩土体工程地质解译内容主要包括岩层（岩体和地层）、土体等。岩土体主要解译

标志如下：

! *! 岩层工程地质类型解译标志

（"）砂岩、凝灰质砾岩、砂岩及泥质砂岩组合 主要为下、中石炭统和中泥盆统碎屑岩层，

呈深色调（灰色 , 灰绿 , 黑灰色），具有北西 , 北西西向不连续和弯曲性条纹、条带状图形特

征。地形岭脊清晰（北陡南缓），树枝状水系发育，主沟（河）多呈北北东向。植被稀疏，表面

粗糙。

（)）碳酸盐组合 仅分布在三台东，由青白口系库松木切克群组成的灰岩及大理岩化灰

岩。色调较深，略显褐红（与风化有关）。沟谷深切，表面粗糙，地形陡立，具有网状花纹图案。

（.）二长花岗岩体岩石组合 分布于博乐岔口南，属古生代晚期酸性侵入体。构成低山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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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地形，色调灰黄 ! 黄褐色，稍浅。呈不规则东西延伸的椭园状闭合曲线图形。与围岩色差极

明显，具有网格状花纹状影像特征（构造节理所致），植被稀疏，树枝状水系不明显。

! "" 土体工程地质类型解译标志

（#）砂砾石、含砾亚砂土、亚粘土组合 属上更新统冲积沉积层，分布范围较广，见于工作

区南部，老洪积扇的中后部，灰色调，具较规整而光滑的条块状影像特征。局部较平坦地带及

扇上河沟地因耕作呈黄色及棕红色调。

（$）砾层及土层组合 属上更新统至全新统洪冲积物砾石层、砾石层及亚砂土带。主要分

布在公路沿线以南，部分在公路以北。由新、老洪积扇体构成。老洪积扇色调浅于新洪积扇，

老洪积扇呈灰红 ! 浅棕红色，新洪积扇呈深灰 ! 蓝灰色调。洪积扇（裙）地貌是该工程地质类

型最好的解译标志。老洪积扇上有因新构造抬升而发育其上的线状深切河曲，表面较光滑、植

被稀少，构成山前冲洪积平原 ! 丘陵地形。在扇缘平缓地带，因砾石较少，多开垦为农地，具条

块状和棕红色影像特征。

（%）含砾亚粘土、亚粘土及砂砾石组合 为全新统洪积物，形成于现代洪积扇（裙）及扇间

低地，扇体与扇间凹地界线明显、醒目，色调扇体浅于扇间，呈灰白 ! 灰色色调，与周围地质地

貌背景反差明显。

（&）砂砾石、亚砂土组合 属全新统冲洪积物，构成现代河床的高漫滩和一级阶地或小型

谷地，粒度下粗上细。各大河两岸形成砂砾岩陡壁，表层复盖薄层含砾亚砂土，多开垦为农田，

具条块状影像特征，多为棕红色调（可能同棉花等农作物有关）。

（’）卵砾石层组合 构成全新统现代河床冲积物，结构松散。因人为活动导致河床表面凹

凸不平，主流线变迁，局部亚砂土裸露，故呈灰 ! 灰白色调，河床较浅滩者稍深。同时形成不规

则的辫状水系特征（如奎屯河等）。

（(）砂黄土及黄土组合 主要分布在乌苏西至四棵树间公路两侧，属上更新统至全新统的

风积砂黄土和部分冲积黄土。该组合覆盖在老洪积扇砂砾层之上。呈灰黄 ! 棕黄色调，具有

面状图形和极其典型而细微的树枝状水系和花纹图案等影像特征。多见黄土深切河谷。

（)）沙漠砂组合 分布在精河以西的沙山子和以东的公路两侧。构成全新统风成流动沙

丘和半流动沙丘地貌。呈灰白 ! 灰黄色调，北西和近东西向延伸的椭园图形，具有平行和弯曲

的鱼鳞状斑纹影像特征。水系特征不清，植被稀疏。由斑纹特征可清晰准确地判定沙丘移动

方向。

（*）含盐亚砂土、亚粘土组合 构成全新统湖积平原及盐渍化地貌，分布于艾比湖和赛里

木湖周围。呈灰白 ! 白色色调，环状和细的条纹状图形，放射状水系。由外围到湖缘色调由深

变浅，基本无植被，多构成凹地。白色调者多系析出的盐类。

$ 不良工程地质现象的解译标志

奎赛公路段沿线不良工程地质现象有以下 ( 种，其解译标志如下：

（#）活动断裂构造的解译标志 公路沿线活动断裂主要为继承性断裂，活动性较强的 +,
为代表，其解译标志主要有：呈北西向直线延伸，下降一侧坳陷深，形成艾比湖，东段串珠状极

度明显，至少有 % 期；构成天山和准噶尔盆地的边界断裂，延伸远、切割深（超岩石圈断裂）；沿

·$$· 国 土 资 源 遥 感 $--# 年

万方数据



断裂地层错断，地震频繁；另外，在赛里木湖东可见三级构成台面及其断层三角崖面延伸等。

（!）泥石流及湿陷性黄土解译标志 主要分布在乌苏西至四棵树间公路沿线。泥石流的

顶部呈弧形，岩石破碎强烈，影像交织错乱，色调深浅不一，冲沟内有大量松散固体堆积呈浅

色。冲沟没有沟槽，无植被生长。黄土山麓源（广大洪积扇裙）及黄土沟壑具双层结构，下部砾

石层，上覆厚层黄土，表面细滑色浅，疏松且湿陷性很强。黄土峁被流水切割，形成不连续的小

丘或弧丘。冲沟纵横交错，组成树枝状、格状水系，冲沟剖面往往呈 " 形。

（#）洪流易发生地段的解译标志 主要位于博乐岔口以西至四台间的地形和坡度迅速升

高地段。比降大，物质粗，受水面积大，流速快，易形成泥石流灾害，图像上为自西而东的较深

河谷，其中源于南侧天山的两个支流横穿公路易形成洪灾。呈灰 $ 深灰色调，具有表面粗糙的

影像特征。

（%）岩溶地貌的解译标志 本区与岩溶有关的碳酸盐岩主要为西部赛里木湖主体的青白

口系库松木切克群地层，走向近东西延伸，公路附近未直接涉及到，但南侧距离较近，公路通过

处地表下即可遇到，由灰岩和大理岩化灰岩构成。图像上呈灰色，有断头水系。

（&）盐渍化及沙漠化解译标志 盐渍化主要分布在高泉附近，精河东西一带及博乐岔口以

东的公路北侧，位于湖积平原外侧及主要河谷两侧（如四棵树河）。地下水位浅，盐渍化明显，

以粘土为主。沙漠化是奎赛公路中段的主要地质灾害。沙漠面积较大，且有一定流动性，靠公

路较近，随着气候愈趋干旱，风的地质作用强烈，沙漠化日益加重，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地质

灾害。

（’）河流侧侵岸的解译标志 受新构造活动影响，沿线主要河流在公路南侧低山丘陵区略

呈北北东流向，但在冲积洪积平原区的公路通行一线主体流向由北东改为北西向，最终归于艾

比湖。拟建公路沿线的各河流均在老洪积扇前缘形成 ( 形深切河曲，多数陡岸位于东侧，构

成边坡不稳定岸，但受人为破坏，此规律不十分明显。

# 结论

（)）彩色红外航空像片比黑白航空像片更能反映地表物质的属性。

（!）各类岩土体都具有独特的影像特征，在彩色红外航空像片上很容易判译。

（#）不良地质现象是工程地质评价的首要问题，在彩色红外航空像片上根据解译标志判断

其工程地质条件，从而为工程设计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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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总的来看，O887 年冬春北方大部地区植被覆盖情况较 O888 年没有明显的改善，部分地区

还劣于 O888 年同期，这也是沙尘天气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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