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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应用遥感技术，利用 !" 数据，通过建立各类活动构造的解译标志，及进行野外重点地区验证，快速、准确地

对西藏地区活动构造进行解译。该方法克服了传统调查方法周期长、费用高，许多地方不能实地调查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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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西藏是青藏高原的主体，属于断块强烈隆起区。

新构造运动从中新世晚期开始至今，使西藏的高原

地貌、活动构造、近代岩浆作用、地震活动和地热活

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本文认为：西藏活动构造带

按其空间展布分为东西向、南北向、北西向和北东向

# 组；按其性质分为活动断裂、断陷带、隆起带。西

藏的活动断裂按活动方式分为正断层性质的边界活

动断裂、走滑性质的边界活动断裂。东西向以压性

为主，南北向以张性为主，北西向和北东向以剪性为

主。自南而北，由张性为主逐渐转为以剪性为主；

断陷带划分为地堑式、半地堑式或箕式和线状断陷

带；隆起带划分为地垒式、单斜式及掀斜式，山脉近

期有明显升降。

( 数据处理和 (+&万影像图制作

以 !" 数据为基本数据源。本次解译中，!"%
!"# !"( 波段组合基本满足对西藏活动构造 (+& 万

比例尺研究的精度要求。

将全区 %# 景 !" 数据，在 )01 软件的支持下，将

每景数据中的 !"%、!"#、!"( 波段分别赋于红、绿、

蓝 / 个通道；然后，按照 !" 数据提供的图像大小和

投影方式，生成 !"% !"# !"( 假彩色图像。通过 ’&
个地面控制点（20)），按照 ((& 万地形图精度进行采

点（ 采 点 精 度 3 ( 个 像 元 ）。 采 用 45" 投 影 和

67,4458469椭球体的投影方式，选择二次多项式

数学模型，进行几何校正，反演误差 3 ( 个像元；再

分别调整其直方图的影像灰度值或进行线性、非线

性拉伸，运用立方卷积进行重采样，生成一幅精校正

后的图像。

由于 !" 数据时相不一，因此，局部地区图像间

的色调差异较大，因此在镶嵌中，对于相邻图像的接

缝采用重叠区按立方卷积的模型进行颜色区匹配，

提高渐变宽度。在重叠区，靠近左边的图像以左边

的图像数据为主，靠近右边的图像以右边的图像数

据为主，中间则是两图像亮度的算术平均值。其它

点的数据是把两图像的亮度按一定的比例进行计算

得出。同样，上、下两景的镶嵌也是按照同样方式进

行，这样，就生成全区影像图。然后按 (+& 万的国际

分幅进行裁切，共生成西藏全区 // 幅影像图，作为

就研究解译的底图。

’ 活动构造解译标志的建立

活动构造在 !"% !"# !"( 假彩色合成图像上特

征比较明显，特别是构造线和水系特征更为清晰，

活动构造带控制着西藏境内的山脉走向、制高点（$
&&& : 以上）以及水系和湖泊的展布，同时这些构造

地貌和水系格局本身就是西藏活动构造存在的直接

反映。

! ;" 隆起带

隆起带具有独立的山脉，在图像上常表现为宽

窄 不同的带状山系，以4<、<=、<>向延伸为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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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构造带表现最醒目的形态特征，不同性质的隆 起带在 !"# !"$ !"% 图像上的特征各不相同（表 %）。

表 % 不同类型隆起带影像特征对比简表

类型 形 态 特 征 水 系 特 征 色调特征 典 型 地 段

地垒式断
块隆起带

山系呈带状断块，轮廓明显，有单一的主干分水岭，
走向清晰，居隆起带中间部位。主山脊与两侧支山
脊构成“蜈蚣”状图形。有较大面积现代冰雪覆盖，
冰蚀地貌发育。隆起带两侧断陷带发育较多的冲
洪积、冰积裙呈带状分布其间

河流多呈直线状平行水
系特征，河道窄而深，并
且均近垂直主干山脊、对
称发育

阴影较多，色
调一般较深

当雄至羊八井一带的念
青唐古拉山及隆格尔山、
申扎杰岗山等

单斜式隆
起带

一侧断陷带发育。山体顶面呈单斜状，由靠近断陷
带的一侧向另一侧倾斜。山脉主脊线走向与构造
带基本一致，弯曲且偏居断陷带发育一侧

河流不对称发育，在强烈
隆升一侧河道长且直，彼
此近于平行分布。另一
侧多发育树枝状水系

在 隆 升 强 烈
一侧，色调较
深，另一侧色
调较浅

懂错，蓬错及古错之东隆
起带山脉等

掀斜式隆
起带

一侧断陷带发育，隆起带山脉没有固定的外部形态
特征。主脊线发育不明显，分布面积较广。冰蚀地
貌分布局限

树枝状水系发育，且上源
侵蚀强烈，下游堆积明显

色 调 一 般 较
浅，阴影不多

羊八井至当雄一带之东
侧山脉，古错西侧山脉等

! &! 断陷带

断陷带在图像上表现为一系列大小不同的断陷

盆地，呈串珠状相接分布，以 ’(、()、(* 向发育为

主。宽度达几 +,，长度达百 +,，盆地中多数分布有

大小不同的湖泊，其长轴方向多为平行断陷带延展

方向。断陷带总体以较均匀和浅色调为主，没有或

极少阴影，一般具平滑、细腻的结构景观，不同性质

的断陷带其影像特征也各不相同（表 -）。

表 - 不同类型断陷带影像特征对比简表

类型 形 态 特 征 水 系 特 征 色调特征 典 型 地 段

地堑式断
陷带

断陷带两侧隆起带对称发育，呈宽带状图形，边界
呈折线状弯曲。两侧对称发育冲洪积、冰碛裙，轮
廓明显突出。多呈近 ’( 方向延伸

扇状水系和向心水系较
发育

色 调 一 般 较
深

当若雍错至当穹错和羊
八井等

半地堑式
断陷带

断陷带一侧隆起带发育，另一侧呈过渡关系，呈带
状图形。边界断裂一侧明显、突出，呈折线状弯曲；
另一侧不明显。冲洪积、冰碛裙不对称发育，仅发
育于边界断裂明显的一侧

边界断裂明显一侧发育
扇状水系和向心水系，另
一侧多为树枝状水系

色 调 一 般 一
侧深（即边界
断 裂 明 显 一
侧）另一侧较
浅

古错等地

线状断陷
带

断陷带两侧隆起带皆不发育。呈直线状图形，宽度
窄延伸较长。边界较平直，但并不十分明显和突
出，冲洪积、冰碛裙发育较差，线状沼泽发育较多

扇状水系和向心水系发
育较差。带内有一系列
湖泊呈串珠状分布，长轴
平行断陷带

色 调 一 般 较
深

格仁错等

! &" 活动断裂

活动断裂影像特征显著，表现为不同深（隆起带

一侧）、浅（断陷带一侧）色调异常的界面或不同地貌

单元（即山系与盆地之间）的分界线，其图形常表现

为直线或折线状，为不同性质边界活动断裂的标志

之一（表 .）。

表 . 不同性质的活动断裂影像特征对比简表

性质 形 态 特 征 水 系 特 征 色调特征 典 型 地 段

活动断裂
走滑性质

断层线呈直线状，沿断层线断层三角面或断
岩不发育，有较多断层线残丘分布，断层线
位于直线状断陷带的中间部位附近

沿断层线错断水系发育 色调较深
格仁错，崩错及依布茶卡
等

活动断裂
正断层性
质

断层线呈弯曲的折线状，沿断层线断层三角
面或断岩发育，断层线常为不同色调，不同
结构景观和不同水系特征的分界线或转折
点

沿断层线，断错水系很少发育
断 层 线 常 为
色 调 异 常 分
界面（线）

念青唐古拉山（羊八井至
桑雄）当若雍错 / 当穹错
等

. 结论

（%）西藏活动构造遍布全区，本次研究共解译出

各种活动断裂 -$. 条，各种隆起 01 条，各种断陷带

%.2 条，这些活动构造组成 -2 条西藏活动构造带

（图 %）。

（-）西藏活动构造的形成与青藏高原所受的南

北向的主压应力和东西向的主张应力有密切关系，

表现在活动构造带上，大致以中部当惹雍错—云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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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构造带为中心，以东各带有逐渐向 !" 方向偏转

的趋势，向西则有向 !# 方向偏转的趋势；以东西向

班公错—怒江断陷盆地带为界，以北主要为北西向，

北东向活动构造带为主，以南以南北向活动构造带

为主。

图 $ 西藏活动构造解译图

（%）由于西藏辽阔的土地、高寒缺氧，许多地方

人迹罕至，但借助遥感技术，能够在 $&’ 万遥感图像

上进行全区的活动构造解译，克服了传统调查方法

周期长、费用高，甚至许多地方不能调查的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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