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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为关于矿产资源预测新参数———蚀变遥感异常系列论文的第一篇。文中论述了蚀变遥感异常信息提取

的地质依据和波谱前提，报道了东天山大东沟至赤湖地区两万余平方公里遥感蚀变异常提取及部分异常点的实地

查证结果。区内有已知矿床、矿（化）点 +% 个，所取得的遥感异常与其中 ,% 个互洽，吻合率达 )-’./，且与已知矿床

的吻合率为 %((/。经首批地面查证，扩大了一处已知矿点的找矿范围。文中定义了某些相关的新技术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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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所提交的各类异常图件，

诸如航磁异常图、布格重力异常图、区域化探异常图

等等，都是独立的参数。自从 567896: 4 增设两个短

波红外波段（"#- 和 "#+ 波段）以来，为提取具找矿

标志意义的热液蚀变岩石信息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手

段。&( 多年来，国内外遥感工作者为开发利用这种

信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研究，证实了蚀变岩石

信息与金属矿床有较高的相关性，所提取的蚀变遥

感异常作为一种找矿标志参数同样具独立性。"#
（!"#$ ）数据的积累及计算机软硬件功能的提高已

使大面积进行“扫面性”遥感异常提取工作成为可

能。此类工作所涉及的理论和技术性问题如此广

泛，可以和任何一个物化探独立参数所涵盖的内容

相比拟，为了适应大面积 "# 蚀变遥感异常提取任务

的需要，从本文起将系统介绍与 !"#$（"#）蚀变遥

感异常信息提取方法有关的各类问题。

% 蚀变异常找矿的地质依据

近矿围岩蚀变现象作为找矿标志已有数百年历

史，有文献记载也可追索到约 &(( 6 前，根据围岩蚀

变信息发现的大型金属、非金属矿床更是不胜枚举，

北美、俄罗斯的大部分斑岩铜矿、我国的铜官山铜

矿、犹他州的大铝矿、西澳大利亚的大型金矿、墨西

哥的大铂矿、美国许多白钨矿、世界大多数锡矿、哈

萨克斯坦的刚玉矿等等找矿实例，充分证明交代蚀

变岩石信息作为找矿标志的重要意义。

岩石的交代蚀变主要是不同类型的热液与原生

岩石相互作用的产物。最常见的蚀变为硅化、绢云

母化、绿泥石化、云英岩化、矽卡岩化、白云岩化、重

晶石化及锰铁碳酸盐化。某种有用元素的逐步富集

是形成矿床的必要条件，而这种成矿物质通常由成

矿热液进行迁移搬运和卸载沉淀。近矿围岩蚀变是

成矿物质逐步富集成矿过程中留下的印迹。地质学

家断言，绝大多数岩浆生成的矿床都伴随有其围岩

的交代蚀变现象，而且蚀变带范围大于矿体分布的

范围数倍至数十倍。

遥感探测的是地表物质的光谱信息，因此只要

有一定面积的蚀变岩石出露，遥感都有可能测出，也

就是说，即或矿体隐伏，只要有蚀变岩出露，就有可

能用 "# 发现，当然蚀变信息的强弱也很重要。

关于金属矿床的围岩蚀变专著甚丰［% ; *］，围岩

蚀变的理论和规律是十分复杂的，现以实例来阐述

蚀变分带及其强度分级（图 %，图 &）。

为了说明热液蚀变可能达到的强度，根据文献

［*］归纳成表 %。在江西德兴县铜厂铜矿的强蚀变

带中，新生蚀变矿物占蚀变岩总组成的)(/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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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主要蚀变类型在美国新墨西哥

的 "#$%# &’%# 斑岩铜矿的分布情况［(］

图 ( 江西德兴铜厂铜矿分带模型［)］

! * 钾长石化花岗闪长斑岩；( * 水白云母化花岗

闪长斑岩；+ * 水白云母化和绿泥石（绿帘石）千

枚岩（凝灰岩）,$-! !；) * 千枚岩（凝灰岩）

表 ! 热液蚀变强度分级

蚀变带
蚀 变 程 度

未蚀变（./）! 弱蚀变（ 0 !./） 中蚀变（!./ 1 2./） 强蚀变（ 3 2./）
形成新岩石

代表性矿物
及分子式

钾化 长石 出现新的钾长石
大量为钾长石细脉、
钾长石团和钾长石
集合体堆积

新生钾长石约占岩
石的 2./以上，原始
矿物和结构的残留
可以辨认出来

淡玫瑰色钾长石岩
钾长石
4,5"’+67

绢云母化 斜长石
斜长石颗粒部分被
绢云母交代

斜长石大部被绢云
母交代，绢云母沿暗
色矿物发育，在基质
中呈现为团块和细
脉

斜长石全部被绢云
母交 代，岩 石 退 色，
保留了原生结构

退色的绢云母岩
绢云母岩
4,5(［,5"’+6!.］（68）(

青磐岩化
暗色矿物

和长石

绿帘石、绿泥石部分
地交代暗 色矿物及
长石

绿帘石、绿泥石大部
分交代暗色矿物和
长石，出 现 绿 帘 石、
绿泥石团及细脉

完全交代了暗色矿
物和长石，原岩仅少
量残留

绿帘石岩，绿泥石岩

绿帘石
9#(:;,5(6·68

［"’(6<，"’6)］
绿泥石

（ =>， :; ）(,5("’62
（ 68 ）)———（ =>，
:;）+"’(62（68）)

!指蚀变部分所占岩石的体积

这些数字说明中等强度以上的蚀变带对于 ?= 蚀变

信息提取是十分有利的。这便是以找矿（首先是大

矿、富矿）为最终目的蚀变遥感异常提取的地质依据。

( 蚀变异常提取的波谱前提

近 +. # 来，一批学者进行了大量岩石和矿物波

谱特性研究工作，这些研究涉及到晶体场理论的矿

物学、固体物理学、量子力学、遥感岩石学等众多学

科"，最引人注意的是 8@$% 和他领导的实验室在 <.
年代系统地发表了关于矿物岩石波谱测试结果的文

章，8@$%（!A<7）利用近 +.. 个粒状矿物的测定结果

归纳出下述重要结论：

（!）主要造岩矿物的主要成分，即硅、铝、镁和氧，

其振动基频在中红外和远红外区，波长位于 !.#B
附近或更长区域，第一倍频也在 2#B 附近或更长区

域，高 倍 频 谱 带 强 度 太 弱，所 以 在 可 见—近 红 外

（CDE&）区不产生具有诊断性的谱带。

图 + 含 :;+ F 矿物的反射波谱曲线

（纵坐标经零点偏移，据 G;; 和 &#’$;H，!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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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射曲线 #"基本谱形

图 $ 热液蚀变岩石中常见矿物的反射波谱曲线

（! % 热液蚀变岩石中常见矿物的反射波谱曲线，纵坐标经零点偏移；

# % 由左侧矿物反射波谱曲线组合而成。据 &’())(*，+,-,）

（.）岩石中的次要成分，如铁杂质或蚀

变矿物，在岩石特征谱带形成中占有优势。

换言之，在可见及近红外区中，天然矿物和

岩石最常见的光谱特征是由以这样或那样

形式存在的铁产生的，或者是由水、/0% 基

团或 1/. %
2 基团产生的。

（2）热液蚀变矿物在短波近红外波段

具有诊断性强的吸收特征，它们是纯矿物

本身固有的特征。不同矿物混合在一起组

成的岩石，并不能改变矿物的波谱特征，因

此，岩石的波谱是组成岩石的纯矿物波谱

的线性组合，但某种矿物吸收特征的强弱

不但取决于其含量，而且还取决于辐射能

量的可接近程度。例如，某一矿物被透明

矿物所包围时，其吸收特征就较强，反之亦

然。吸收特征的尖锐程度取决于矿物的结

晶程度，结晶程度越好，吸收特征越明显。

（$）绝对反射率和谱带的光谱对比度

对矿物颗粒大小非常敏感，对透明物质来

说，一般粒级越小，总反射率越高，但光谱

对比度降低；对不透明物质，粒级越小，反

射率越低。

现将对岩石矿物在可见光—近红外区

反射光谱特征起主导作用的离子和基团的

重要吸收谱带列入表 .，并引用两个波谱

曲线图（图 2，$），直观地展示含三价铁离子

矿物及热液蚀变岩石中常见矿物的反射波

谱曲线。

表 . 对岩石矿物在可见光—近红外区反射光谱特征起主导作用的离子和基因的重要吸收谱带

离子或基因 特征吸收波谱中心 3!4 对应的 56 波段 3!4 异常提取依据 典型矿物及分子式

二价铁离子
（7(. 8 ）

+ "+ 9 . " $ 之间，因矿物不
同而异

三价铁离子
（7(2 8 ）

:"$;
: ";;

吸收较强 :"-;
: ",:
: ",$

56+（: "$; 9 :";.）
56.（: ";. 9 :"<.）
56$（: "=< 9 :",:）

562（:" <2 9 :" <,）亮
度值 偏 高，而 56+、
56.、56$ 亮 度 值 偏
低

赤铁矿 7(./2
针铁矿 7(/（/0）
黄钾铁矾 &7(2［（/0）< >（?/$）.］

羟基（/0% ）
（!@ % /0）

（6A % /0）
.".:
. "2: 56=（. ":- 9 ."2;）

56;（+";; 9 +"=;）
亮度值高于 56= 亮
度值

高岭石 !@$［?B$/+:］（/0）-
叶蜡石 !@.［?B$/+:］（/0）.
白云母 &!@.［!@?B2/+:］（/0）.
滑 石 6A2［?B$/+:］（/0）.
蛇纹石 6A<［?B$/+:］（/0）-

液 态 水
（0./）

+"$:
+ ",:

碳酸根离子
（1/. %

2 ）

+",:
. "::
. "+<
. "2;
. ";;

56=（. ":- 9 ."2;）

方解石 1C1/2
白云石 1C6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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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列举了我国西部某些地区典型地质体及地

物在 "# 各波段的像元亮度值，并将它们绘制成为曲

线图（图 $）。

从图 $ 可以看出：!曲线 % & ! 反映了不同类型

表 ! 我国西部某些地区典型地质体及地物 "# 各波段像元亮度值（据图像采样统计结果）

编号 "#% "#’ "#! "#( "#$ "#) 地质体及地物

% %$!*’ %(+ *! %$$ *! %$( *, %+- *) %)- *! ./ 矿区蚀变岩

’ %!-*’ %!$ *’ %(, *$ %(! *- %$’ *’ %(% *! ./ 0 12 矿点蚀变岩
! +) *- %-- *3 %%- *- %%( *% %,- *$ %(% *+ 42 矿区蚀变岩

( %(,*+ %,! *! %,( *- %,’ *% %,( *( %%+ *! 白色大理岩
$ %!3*) %!$ *3 %!3 *’ %(! *- %$- *, %(3 *( 千枚岩

, %$’*, %$’ *’ %$( *3 %,’ *3 %$3 *! %,% *( 花岗岩

) 3) *$ 3) *$ 3) *$ %-+ *, %-, *3 %%’ *- 正长岩

+ %%’*’ %%% *’ %%’ *’ %-3 *’ %’3 *- %!+ *$ 辉长岩
3 )3 *, )3 *( ,- *’ %3- *3 )! *, $, *3 有作物生长的耕地

%- ’%,*! ’-+ *) ’%, *’ ’%$ *( ’-3 *- ’%$ *( 荒田地
%% %,$*, %$+ *3 %,- *, %,$ *’ %)3 *! %)3 *, 第四系冲积物

%’ %%)*, %$% *+ %)- *- %), *$ %,$ *% %$) *+ 盐碱地
%! %’!*+ %-3 *$ %-+ *$ +$ *, %’ *! ’( *+ 水碱

%( ’($*- ’(- *- ’(- *- $$ *- %$ *- %- *- 冰

%$ ’$$*- ’$$ *- ’$$ *- ’$$ *- (- *- !( *- 雪

%, ’!3*- ’%3 *- ’$! *- %+( *- %+’ *- %$) *- 云

图 $ 我国西部某些地区典型地质体及地物 "# 各波段像元亮度值曲线图
（5）0 铜、铁、金矿床蚀变岩石反射波谱特征曲线；（6）0 干扰地物反射波谱

特征曲线；（7）0 不同围岩与植被等地物的反射波谱特征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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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床（铜、铁和金）蚀变岩波谱特征，曲线具双峰现

象，它由蚀变带中 !"# 离子对 $%& 波段的强吸收和

’() * 离子对 $%+、$%, 和 $%- 波段的吸收造成，是进

行蚀变异常提取的依据；!曲线 . / 0 为不同围岩的

波谱特征曲线，其特征明显区别于上述各蚀变岩石

的，故一般不会对蚀变岩提取造成干扰；"曲线 - 对

应白色大理岩，由于 1!, #
) 离子的作用，曲线具有

$%. 高于 $%& 的特征，故可能造成干扰异常；#曲

线 +)（水域）及曲线 +-（冰）的特点是可见光（$%+、

$%,、$%)）区高，以蓝光波段（$%+）为最强，在近红外

区急剧下降，以 $%. 和 $%& 为最低，形成很特殊的

曲线形态，利用此特征可以消除水域（水库、湖泊、河

流）及冰面可能造成的干扰；$曲线 +.（雪）及曲线

+2（云）在 $%+—$%- 上具有高值，曲线 +,（盐碱地）

在 $%- 上有高值，曲线 +3（荒田地）在各波段均有高

值，可据此特征消除（或减少）雪、云、盐碱地和荒田

地的干扰；%冲积扇（曲线 ++）在不同条件下波谱曲

线变化较大，是形成干扰异常的重要因素之一；&
曲线 4 代表生长茂盛的农田，在 $%- 上有强亮度值，

是由于植被在近红外波段的“陡坡效应”所形成的，

故植被茂盛区的异常提取会受到一定影响。对于各

类干扰（水、冰、云、雪、雾、植被、盐碱地、阴影等）的

去除，将进行专题讨论。

) 东天山大东沟—赤湖地区蚀变遥

感异常提取及查证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大调查项目“东天山铜金成

矿地质背景和成矿过程研究”的执行过程中，我们在

大东沟—赤湖（,33 56 7 +3- 56，约 ,3 033 56,）的

8$%* 卫片范围内提取了蚀变遥感异常。8$%* 卫片

编号为 +)4)+，成像日期为 ,333 年 +3 月 ,) 日，蚀变

异常提取的范围为东经 4+9)3: / 4)9-3:，北纬 -+9)3:
/ -,9+,:，提取的方法以主分量分析为主，具体流程

与在甘肃柳沟峡所用基本相同［2］。

! ;" 异常点与已知矿化点座标对比

在完成了东天山地区 ,3 033 56,8$%* 蚀变遥感

异常提取的基础上，我们对大东沟—赤湖范围内已

知的 &+ 个铜、铜钼、金、铁、铁锰、铅、镍等矿床、矿

（化）点与提取的 8$%* 蚀变遥感异常进行了统计分

析，其中 2+ 个矿床、矿（化）点的实测坐标与蚀变异

常中心坐标吻合，吻合率为 0. ;4<。需要指出的是，

与已知矿床的吻合率达 +33<。

! ;# 实地查证

,33+ 年 2 月至 0 月，项目组与新疆地调院第二

地调所共同工作，将 8$%* 蚀变遥感异常与地质、构

造、化探、物探等多元信息综合，选出一些可供查证

的蚀变异常，进行了实地查证。经过两个多月的工

作，验证了各类蚀变异常点 .3 个，其中有 +& 个为已

知的铜、铜钼、金、铁、铁锰、铅、镍等矿床、矿（化）点，

+& 个为新发现的与铜、金等有关的矿化蚀变异常点，

+2 个为非矿化蚀变点。在这 +& 个新发现的与铜、金

等有关的矿化蚀变异常点中，地表见到了黄铁矿化、

硅化、褐铁矿化、绿泥石化、绿帘石化、孔雀石化、黄

铁绢英岩化、碳酸盐化等矿化蚀变。在这些新发现

的异常区中，有的扩大了已知矿点的找矿范围，有的

具有良好的找矿前景。

! ;! 已知典型矿床的异常查证（以延东—土屋斑岩

型铜矿床为例）

这一矿区内包括土屋、土屋东和延东 ) 个大型

铜矿床。铜矿床位于塔里木板块与准噶尔板块碰撞

对接缝合带的北侧，即准噶尔板块最南缘的石炭纪

增生拼贴岛弧带中。

矿区内出露与铜矿（化）体相关的地层主要为石

炭系（？）企鹅山群，出露岩性为玄武岩、安山岩、安山

质砾熔岩、火山角砾岩、岩屑砂岩、含砾岩屑砂岩、复

成份砾岩、沉凝灰岩等。矿体及近矿围岩普遍孔雀

石化。土屋、土屋东和延东铜矿即分布在火山熔岩

与碎屑岩、火山碎屑岩的接触带上。中酸性浅成岩

体是重要的控矿地质体，主要有细碧岩、花岗斑岩、

斜长花岗斑岩、安山岩、石英斑岩等，通常呈岩枝、岩

脉状产出，走向多为 =88 # >?? 向，与区域构造线

方向基本一致，单个岩体出露面积约 3 ;)3 56,。

矿体赋存位置为细碧岩体的中底部，其间穿插

少量斜长花岗斑岩。矿体直接底板主要为角砾状沉

凝灰岩、含砾砂岩和后期侵位的细碧岩，底板岩石多

呈隐爆角砾状，发育黄铁矿碳酸盐脉。矿体顶板为

同期同成分细碧岩，与矿体呈渐变过渡关系，亦发育

同成分隐爆角砾岩。（岩）矿体蚀变类型齐全，蚀变

分带明显，矿体及顶板蚀变强度（晕宽）大于底板，自

中心向两侧可依次划分强硅化带、黑云母带、石英 #
绢云母带、绢云母 #（泥化、石膏化）青盘岩化带和青

盘岩化带。黑云母带基本分布在主矿体内部，其它

蚀变带与矿 体间不存在专属性（时有时无）。

土屋、土屋东和延东铜矿床蚀变异常的提取结

果如插页彩片 2 所示。将土屋、土屋东和延东铜矿

床蚀变异常图与 ++ 万土屋、土屋东和延东铜矿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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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图（图 !）进行对比，从中可以看出，两者在地层、

图 ! 土屋—延东铜矿区地质略图

（据新疆地质调查院第二调查所姜立丰等改编，"##"）

构造、岩浆岩及矿床等地质要素的空间展布上完全

一致。 验证结果证实本次工作提取的 $%&’ 蚀变

遥感异常图与已知矿床极为吻合。

! (" 对已知矿点扩大找矿范围的查证

（以 ! 金矿点为例）

! 金矿点位于阿奇克库部克断裂南侧附近，属

于北天山古生代雅满苏—阿齐山岛孤带［)］。出露地

层主要为玄武质火山岩、安山质火山岩与大量碳酸

岩夹层。! 金矿点是新疆地调院第二地调所于 "##*
年 + 月发现的，探槽见到产于大理岩中的脉状金矿

体，主要为硫化物石英脉，大理岩蚀变强烈，表现为

黄钾铁矾化、炭化、硅化、褐铁矿化（插页彩片 )）。

与此同时所提取的蚀变异常中不仅有与 ! 金矿

点对应的异常，而且在它的西北方向约 * ( + ,- 处还

有东西向展布的蚀变异常（插页彩片 .）。后者在同

年 . 月异常地面查证后，经探槽揭露也发现了金矿

脉。这是蚀变遥感异常找矿方法及时快速扩大找矿

范围的又一个实例。插页彩片 / 是查证时所拍的自

然景观。

0 讨论

（*）大东沟至赤湖一带蚀变遥感异常与已知金

属矿床完全互洽，对全部矿床、矿（化）点吻合率高达

.+ (/1。，因此有理由确信，蚀变遥感异常是一种廉

价、快捷、定位精确且应用效果好的独立参数，特别

是对于高山、交通不便、工作程度较低的地区尤为重要。

（"）蚀变遥感异常在应用 &22 图像时期仅有可

能圈定由蚀变作用产生或非蚀变作用产生的三价铁

氧化物；%& 则呈献了提取并区分蚀变异常及铁染

异常的可能性。为避免术语上的淆惑，在今后的讨

论中我们将二者统称为遥感异常，并作为蚀变遥感

异常的简称。现将相关术语定义如下：

!蚀变遥感异常（简称遥感异常） 依据地表蚀

变岩石原、次生矿物中的 345 ’ 、678 等引起的光谱强

吸收现象，利用数学分析（变换）方法从 %& 数据中提

取的特殊遥感信息———蚀变遥感信息。其灰度图的

背景值和异常下限一般由均值加 " 倍标准离差界

定，高于背景值的蚀变遥感信息区、带称为蚀变遥感

异常。

"蚀变异常 源于 678 等阴离子基团振动过程

的蚀变遥感异常称为蚀变异常。

#铁染异常 源于 345 ’ 等阳离子电子过程的蚀

变遥感异常称为铁染异常。

（5）迄今对于 %& 信息在找矿方面的利用大多限

于局部地区，其潜力远未被穷尽。中国地质调查局

为适应西部开发及资源大调查的形势，决定展开蚀

变异常提取快速遥感扫面，这无疑是非常适时的，可

以预言，这项规划的历史作用在某些方面将可与区

域化探相比拟。

致谢： 曾朝铭同志对本工作给予了很大关注，提出

遥感异常是成矿预测的“新参数”，并多次参与讨论，

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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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刁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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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并感谢作者和广大遥感届内人士对本刊的支持。

（本刊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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