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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在东天山大黑山地区地质填图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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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暋要椇利用不同地质体在同一波段或相同地质体在不同波段具有不同色调的变化规律棳对东天山

大黑山地区的斉斣斖棲图像和斢旔旓旚图像进行了详细的地质解译棳建立了研究区地层暍侵入体和构造

的解译标志暎解译结果表明棳在遥感影像图上可以准确的勾绘不同地质体的界线暍确定不同构造的

位置暎通过野外地质调查棳划分出不同的地层单位暍侵入体和构造现象暎遥感地质解译和野外验证

结果对比表明棳遥感技术在地质填图工作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暎
关键词椇遥感椈地质填图椈大黑山地区椈东天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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暋暋棻暶椀万区域地质调查是一项重要的基础地质研

究工作棳其成果可以直接为矿产地质研究暍环境地质

和灾害地质的调查监测暍经济开发区和中心城市的

资源开发与规划以及重大工程建设服务暎遥感作为

一种先进的技术方法棳现已广泛地应用到地质研究暍
区域地质调查暍生态环境调查暍水文调查等地质工作

中暎通过对其影像上的不同特征进行提取分析棳可
以获得丰富的地质信息棬于学政等棳棻椆椆椀椈朱第植等棳



棽棸棸棸椈冯佐海等棳棽棸棸棽椈张玉明等棳棽棸棸棽椈方洪宾等棳
棽棸棸棽棳棽棸棻棸椈杨晓平棳棽棸棸棾椈安徽地质调查院棳棽棸棸椀椈崔
志强等棳棽棸棸椃椈韩玲等棳棽棸棸椄椈施美凤等棳棽棸棸椄椈张绪教

等棳棽棸棸椄椈高万里等棳棽棸棻棸椈安国英等棳棽棸棻棽棭暎
斕斸旑斾旙斸旚椃卫星提供的斉斣斖棲数据包含了丰富

的光谱信息棳其中椃个波段包含的地物信息量不一棳
其中以第椃波段为中红外波段棳其对岩石矿物能很

好的进行分辨棳地质现象在该波段反应较为明显暎
另外棳斉斣斖棲增加了棻椀旐分辨率的全色波段棳在一

定程度上提高了分辨率要求棳各类地质体暍各种构造

之间差异性相对明显棳地表环境信息量大棳满足了此

次区域地质矿产调查解译要求暎法国空间中心

斆斘斉斢设计的斢旔旓旚卫星系统可以棾个波段进行多

光谱观察棬可见暍近红外棭棳地面分辨率为棽棸旐椈另一

个光谱范围较宽的全色波段棳具有棻棸旐 分辨率暎
其中的斢旔旓旚 椀号卫星数据已可达到多光谱棻棸旐
分辨率棳全色波段椀旐 或棽灡椀旐 分辨率棳性能上大

为提高暎因此棳斉斣斖棲与斢旔旓旚 椀影像联合使用能

够充分发挥各自在空间分辨率和光谱信息方面的优

势棳且具有较高的性价比棳是地质现象遥感调查较理

想的数据源暎笔者在东天山大黑山地区棻暶椀万地质

填图过程中棳选择了 斉斣斖棲和斢旔旓旚 棽种数据棳充
分利用斉斣斖棲数据色彩丰富与斢旔旓旚数据分辨率高

的特点棳二者的相互补充棳利用棽种遥感数据对填图

区地层暍岩体以及构造进行了解译棳获得了丰富的地

质信息棳为提高野外工作效率提供基础性资料暎野

外地质验证结果表明棳斉斣斖棲和斢旔旓旚遥感影像在

地质填图过程中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暎

棻暋区域地质特征

研究区地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南部棳西与吐

鲁番地区相接棳南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棳东南与甘

肃省毗邻棳行政区划隶属于新疆哈密市暎大地构造

位置位于天山东段棳塔里木盆地北缘棳属低山 丘陵

的戈壁地区棳平均海拔在棻棸棸棸暙棻棽棸棸旐棳相对高差

不大棳一般在棻棸棸暙棾棸棸旐棳个别大于椀棸棸旐暎区内

整体地势呈北高南低棳广布山间洼地和沟谷棳较高的

山峰有阿拉塔格暍裤子山椈低山暍垅岗和线状丘陵棳走
向彼此平行棳大多为近东西向展布暎同时也分布不

少的环形地势棳组成一个类似于同心圆的环状地貌暎
东天山大黑山地区横跨中天山喀拉塔格地块和

阿克塔格构造混杂岩带棬图棻棭暎其中棳喀拉塔格地

块自下而上包括新太古宙暘古元古代结晶基底暍长
城纪暘蓟县纪暘青白口纪变质基底以及不整合于二

者之上的南华纪和二叠纪沉积盖层棾部分暎阿克塔

格构造混杂岩带中卷入了不同时代暍不同构造体制

下形成的构造块体棳是由棾个断裂带及其所夹持的

棽个构造岩片组成的复合体棳为一具有多期活动特

征的构造混杂带暎

图棻暋东天山区域构造格架遥感影像地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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棽暋遥感影像数据选取

遥感图像能详尽的反映地质景观棳为地质调查

提供了丰富的岩石暍构造信息棳充分合理的利用这些

信息棳在解决基础地质问题暍提高区域地质调查质

量棳以及加快区域地质调查步伐等方面具有显著的

作用棬陈昌礼棳棻椆椆棻棭暎
本次研究遥感影像数据主要有椇马里兰大学全

球观测实验室和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联合

实验室提供多波段斉斣斖棲原始数据一景椲棻棾椆 棸棾棻
棬棽棸棸棿灡棻棸灡棽椂棭椵椈北京视宝卫星图像有限公司提供遥

感全色和多光谱原始数据各一景斢旔旓旚 椀椲棾棸 棽椂椂
棬棽棸棸棿灡棻棽灡棽棿棭椵椈中国科学院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提

供的多光谱和全色数据等各两景斢旔旓旚 棿椲棽棽椆 棽椂椂
棬棽棸棸椀灡棻棸灡棽棻棭和棽棾棻 棽椂椂棬棽棸棸椂灡棻棸灡棿棭椵暎此次解

译工作中棳斕斸旑斾旙斸旚椃数据一景棳斉斣斖棲数据地面分

辨率棻椀旐暎斢旔旓旚卫星数据共棾景棳分别为椀号卫星

数据棻景和棿号卫星数据棽景棳经融合后棳其空间分

辨率分别为椀旐和棻棸旐暎椀旐分辨率的数据对大型

露头尺度的构造行迹反映清楚暎研究选择了 斉斣斖
棲和斢旔旓旚 棽种数据棳充分利用斉斣斖棲数据色彩丰

富的特点与斢旔旓旚数据分辨率高的特点棳二者相互补

充棳为提高地质解译的程度提供了基础暎

棾暋遥感图像的处理

棾灡棻暋波段选择

波段选择是根据影像地图的应用目的暍制图区地

质情况和图像信息量的大小确定的暎斉斣斖棲图像数

据涵盖可见光棾个波段棬红暍绿暍蓝棭及近红外暍中红

外暍热红外暍中红外等椃个波段数据信息暎在对各波

段分析的基础上棳选择了 斉斣斖棲椃棬红棭暍斉斣斖棲棿
棬绿棭暍斉斣斖棲棾棬蓝棭波段组合暎其中斉斣斖棲椃波段是

绝大多数造岩矿物反射波谱的高峰段棳对出露地表的

黏土和碳酸盐岩矿物比较敏感椈斉斣斖棲棿波段为近红

外波段棳是水的强吸收和植被的强反射波段棳该波段

的图像清晰棳反差大棳立体感强棳能显示各种微地貌椈
斉斣斖棲棾波段为红光波段棳探测植被叶绿素吸收的差

异棳是区分土壤边界和地质体边界最好的可见光波

段暎因此这种波段合成的图像有较大的信息量棳能保

证较好的图像质量暎由于斢旔旓旚 棿暍斢旔旓旚 椀号星数据

有棾个波段的数据棳因此棳在实验中分别将棾个波段

数据进行了融合棬表棻棭暎
表棻暋遥感图像一览表

斣斸斺灡棻暋斣旇斿旍旈旙旚旓旀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旈旐斸旂斿
影像类别 数据来源 波段选择 大致范围 解译目的

棻暶棽椀万遥感影像 斉斣斖棲 斉斣斖棲椃棳斉斣斖棲棿棳斉斣斖棲棾 棻椂棾棿棸暙棻椂椀椆棸旐
棿椀棿棸暙棿椃椄椀旐

主要解译区域性大断裂以及对邻区

岩体 地层的展布的了解

棻暶椀万遥感影像 斉斣斖棲 斉斣斖棲椃棳斉斣斖棲棿棳斉斣斖棲棾 棿棻曘棽棸曚暙棿棸曘棿棸曚
椆棻曘棾棸曚暙椆棾曘棾棸曚

解译研究区的岩浆岩 地层 构造棳了
解与邻区的接图情况棳了解地表和浅

覆盖区的赋矿信息

斢旔旓旚 棿 遥 感

影像
斢旔旓旚 棿 全波段

裤子山幅东部 喀拉塔格幅以

及双庆铜矿幅的西部

解译研究区的岩浆岩 地层 构造棳同
时对露头尺度下的褶皱进行解译

斢旔旓旚 椀 遥 感

影像
斢旔旓旚 椀 全波段

裤子山幅西部棳双庆铜矿幅东

部以及双庆铜矿东幅

解译研究区的岩浆岩 地层 构造棳同
时对露头尺度下的褶皱进行解译

棾灡棽暋几何校正和镶嵌配准

利用卫星数据制作影像地图所存在的误差是

由于地形的起伏暍大地折射及传感器成像模式不

同等造成点位平面位置的位移暎本次影像几何校

正是采用棽次多项式拟合方法将图形配准到大地

坐标系下棳单幅图像校正控制点大于棻棾个暎
斢旔旓旚数 据 单 景 控 制 面 积 较 小棳研 究 区 共 需

斢旔旓旚数据棾景棳除了几何校正外必须对图像进行

数字镶嵌处理棳以获取研究区范围内的完整图像暎
图像镶嵌实质上是图像间的几何匹配和色调匹

配棳镶嵌后的图像应保证有足够的几何精度棳接边

没有明显的几何错位现象棳同一地质体色调尽可

能一致暎本次工作中所收集到的数据均为冬季采

集且研究区基本无植被覆盖棳因此所得到图像地

棾棾棽暋第棽期 闫颖等椇遥感技术在东天山大黑山地区地质填图中的应用



质信息丰富暍色调谐和暎
利用所收集到的原始数据棳经过波段选择和

几何校 正暍镶 嵌 配 合 等 步 骤 制 作 的 遥 感 图 像 有

棻暶棽椀万研究区及邻区 斉斣斖棲遥感影像图暍棻暶椀万

研究 区 及 邻 区 斉斣斖棲 遥 感 影 像 图暍棻暶棽灡椀 万

斢旔旓旚 椀遥感影像图棬表棻棭暎

棿暋遥感图像地质可解译程度分区

遥感影像地质可解译程度主要以初步解译和野

外踏勘验证的吻合程度为判定标准暎在全区棻暶椀万

斣斖 遥感影像解译与踏勘验证的基础上棳将可解译

程度划分为棽个等级棬表棽棭椇解译程度中等区和解

译程度较高区棬图棽棭暎
暋暋遥感解译程度中等区能解译到构造轮廓和部分

地质体之间的关系椈解译程度较高区能解译出不同

类型的岩石棳较准确的解译出全区的构造轮廓和大

部分地质体之间的界线暎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研究区内大面积大理岩出露

区棳在遥感影像上显示为蓝色细纹棳野外踏勘验证表

明这些区域地表全为大理岩碎石棳在划分解译程度

分区时棳仍划归为解译程度较高区棳主要是因为这些

区域虽然是碎石覆盖棳但踏勘结果验证其基岩仍为

大理岩暎
表棽暋研究区基岩遥感解译程度划分表

斣斸斺灡棽暋斣旇斿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旚斿旘旔旘斿旚斸旚旈旓旑斾斿旂旘斿斿旓旀斺斿斾旘旓斻旊旈旑旙旚旛斾旟旈旑旂斸旘斿斸
解译程度 地理位置 区域地质特征 影像可解译要素

解译程度较高区 整个研究区都有分布

分布于整个研究区棳解译程度较好的地质单元

有斒旞 斸灡暍斒旞 斺灡暍斒旞 斻灡暍斞斺 暍斝旚棽旂旑毭暍斝旚棾
暍斝旚棾毭毮暍斝旚棾毲毭暍斝旚棾毼毭棳斞棳斘旇 棳斆旇斬灡

可解译出岩体形态暍岩性棳不同类型

岩石暍主干断裂延展及性质暍次级

断裂

解译程度中等区 裤子山幅北部地区
主要地质体单元有斆旇 灡暍斝旚棽 毭棳中酸性侵入

岩体发育棳古老片麻岩区

可解译出主干断裂展布棳部分地层暍
岩体边界暍形态

图棽暋东天山大黑山地区遥感地质解译程度图

斊旈旂灡棽暋斣旇斿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旚斿旘旔旘斿旚斸旚旈旓旑斾斿旂旘斿斿旓旀斈斸旇斿旈旙旇斸旑斸旘斿斸旈旑斉斸旙旚斿旘旑斣旈斸旑旙旇斸旑
暋

椀暋遥感影像地质单元解译

对所收集到的遥感原始数据进行数据几何校

正暍图像镶嵌等预处理棳以及波段合成等基础处理

后棳得到了可解译程度高的遥感图像暎通过野外踏

勘以及试填图阶段的工作棳修正和重新建立了遥感

影像解译标志棬图棾棭暎
椀灡棻暋影像地层

根据各类岩石在图像上的色调暍地貌特征暍水系

和影纹特点棳可以圈出地层和大部分侵入体暎
棬棻棭星星峡岩群棬斆旇 棭暎星星峡群岩性主要为

石英岩暍石英片岩暍大理岩暍变粒岩和片麻岩等暎色

调与卡瓦布拉克群差异较大棳但地貌大多为低山平

坦地貌棳影纹为细小的带状棳水系不发育暎
棬棽棭卡瓦布拉克岩群棬斒旞 棭暎主要由石英岩暍

石英片岩暍千枚岩和大理岩构成暎斣斖 影像石英岩

棬斒旞 棭深红色棳斢旔旓旚 椀图像上为深灰黑色暍山脊

地貌暍条带状影纹棳水系不发育等影纹特征椈大理岩

棬斒旞 棭在 斣斖 影像和斢旔旓旚 椀图像上都为灰白色

棿棾棽 西暋北暋地暋质暋暋斘斚斠斣斎斪斉斢斣斉斠斘斍斉斚斕斚斍斮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暋棽棸棻椀年暋



白色暍浅蓝色色调棳近东西向条带状暍块状影像椈石
英片岩和不纯的大理岩棬斒旞 棭呈浅黄红色 灰黑

色棳斢旔旓旚 椀图像上为浅灰黑色棳条带状影纹椈卡瓦

布拉克群地层中水系发育暎
棬棾棭青白口系帕尔岗群棬斞斺 棭暎青白口系帕尔

岗群岩性主要为灰黄色大理岩棳斣斖 图像上主要为

白色色调棳斢旔旓旚 椀图像上主要为黄色色调棳地貌为

高山地貌棳块状影纹暎
棬棿棭南华系贝义西组棬斘旇 棭暎贝义西组由火山

碎屑岩和火山熔岩组成暎斣斖 影像上呈暗红色夹少

量蓝色斑点棳斢旔旓旚 椀图像上为深黑色 灰黑色棳水
系发育暎分布区地貌为浑圆状山脊棳粗糙度大棳与相

邻地层有明显不同暎
棬椀棭下二叠统阿其克库拉克组棬斝棻 棭暎主要为

碎屑岩棳斣斖 影像上色调暗红色棳亮度小棳影纹表面

光滑棳山梁地貌棳树枝状水系发育暎
棬椂棭第四系棬斞棭暎化学沉积物棬斞旇斻旇棭椇主要为盐

碱地棳化学沉积物湿度大棳在 斣斖 和斢旔旓旚上均显白

色棳极易识别暎河谷冲洪积物棬斞旇斸旔旍棭椇色调大多受

碎石岩性影响棳色调与物源关系密切棳表面光滑棳粗
糙度低棳羽状水系纹形暎
椀灡棽暋影像侵入体

棬棻棭基性岩在 斣斖 影像上显示浅暗红与黑色的

混合色棳不规则状影像棳覆盖严重的区域色调浅棳基
岩出露越好的区域色调越深暎

棬棽棭中酸性侵入岩暎中酸性岩体矿物组成中浅

色矿物含量高棳因此在遥感图像上呈浅色调暍亮度

稍高暎

斄灡星星峡岩群遥感影像图椈斅灡卡瓦布拉克岩群遥感影像图椈斆灡第四系遥感影像图椈斈灡贝义西组遥感影像图椈
斉灡阿其克库拉克组遥感影像图椈斊灡帕尔岗群遥感影像图椈斍灡侵入体遥感影像图椈斎灡断裂遥感影像图椈斏灡褶

皱遥感影像图

图棾暋遥感影像地质解译标志图

斊旈旂灡棾暋斠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旚斿旘旔旘斿旚斸旚旈旓旑旊斿旟
暋

椀棾棽暋第棽期 闫颖等椇遥感技术在东天山大黑山地区地质填图中的应用



椀灡棾暋影像构造

影像构造主要有断裂等线性影像和褶皱影像暎
棬棻棭断裂影像暎区内线性构造在影像上以色彩暍

水系和地貌特征显示出来棬图棾斎棭暎本区主要分布

的断裂有近东西向暍北西暘南东向大断裂及近北

东暘南西向次级断裂暎遥感影像为灰白色线状暍波
状延伸棳局部弧状暍线状影像构造明显棳有时错位清

楚棳呈雁行状展布棳沿断裂带常形成明显的沟谷或负

地形暎
棬棽棭褶皱影像 暎研究区中部出露有褶皱构造

棬图棾斏棭棳出露于裤子山幅东暎褶皱构造的解译仅限

于倾竖褶皱和高角度倾伏褶皱暎褶皱形迹主要通过

其分异的脉岩和与之一起变形的大理岩体显现出

来暎由于所获得斢旔旓旚 椀图像分辨率可达椀旐棳所
以部分露头尺度的褶皱也可在遥感图像中体现

出来暎

椂暋遥感解译野外验证

常规地质现象调查往往由于调查范围大棳自然

条件恶劣而十分困难棳而遥感技术能快速暍高效地获

取地表信息棳因此能够在地质现象调查中发挥应有

的作用暎地质现象的调查对影像的分辨率要求比较

高棳以便充分的反映地质现象与其周围环境的形态

结构的差异暎目前棳高分辨率遥感卫星棬斞旛旈斻旊斺旈旘斾
及斏斔斚斘斚斢棭能满足地质现象调查对空间分辨率的

要求棳但是相对成本较高棳数据量也较大了椈相对成

本较低的 斖斢斢等影像因空间分辨率不足而无法满

足解译要求棳所以在本次工作中选择了 斕斸旑斾旙斸旚卫

星数据及斢旔旓旚卫星的数据暎
室内解译结果与野外实地踏勘验证对比显示椇

在 斣斖 和斢旔旓旚影像上解译程度在研究区内准确率

平均达到椆棸棩以上棳遥感解译中等 较好区也能达

到椄棸棩左右棳区域性大断裂可识别率为百分之百椈
次级断裂暍褶皱可识别为椄棸棩椈而影响解译效果的

主要因素是岩性组合特征及地表覆盖情况暎
总之棳研究区遥感资料的岩性解译程度较高棳中

基性与中酸性侵入岩易于区分棳边界容易圈定椈火山

岩界线清楚棳但具体岩性火山熔岩和火山碎屑岩解

译标志之间不清楚椈大理岩暍石英岩和石英片岩容易

圈定椈碎屑岩进一步解译比较困难椈第四纪不同成因

类型的沉积物易于区分椈图幅北部不同的填图单位

岩性组合之间解译标志相对南部复杂棳难于辨认椈构
造解译程度参差不齐棳断裂构造解译程度较高棳断裂

走向暍规模暍切割关系易于解译棳但断裂产状棬倾向暍
倾角等棭难于辨认暎

椃暋结语

通过斉斣斖棲图像与斢旔旓旚卫星图像进行融合棳
有效的利用了棽种影像的特性棳在提高空间分辨率

的同时棳也提高了光谱分辨率暎通过对影像的判读棳
获得了大黑山地区丰富的地质信息暎通过地层及构

造的详细地质解释棳并结合实地的野外调查验证棳很
好的划分了大黑山地区地层分类暎通过对线性的影

像特征的分析棳对区域内的断裂构造进行了解译分

析暎此次研究不但应用了遥感技术在大黑山地区地

质研究及地质填图中的优势棳而且对野外工作进行

了相应的指导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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斠斿旐旓旚斿斢斿旑旙旈旑旂斣斿斻旇旑旈旕旛斿椲斒椵棶斬旈旑旉旈斸旑旂斍斿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棸椃棳
棽椀棬棾棭椇棾棻棾灢棾棻椂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方洪宾棳赵福岳棳黄洁棶棻暶棽椀万遥感地质解译技术指南椲斖椵棶
北京椇地质出版社棳棽棸棻棸椇棻灢棻棽棾棶

斊斄斘斍斎旓旑旂斺旈旑棳斱斎斄斚斊旛旟旛斿棳斎斦斄斘斍斒旈斿棶斠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灢
旈旑旂 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旈旑旚斿旘旔旘斿旚斸旚旈旓旑 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旟 旂旛旈斾斿 旀旓旘
棻暶棽椀棸棸棸棸椲斖椵棶斅斿旈旉旈旑旂椇斍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斝旛斺旍旈旙旇旈旑旂 斎旓旛旙斿棳
棽棸棻棸椇棻灢棻棽棾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棭棶

方洪宾棳赵福岳棶棻暶棽椀万遥感地质填图方法和技术椲斖椵棶北
京椇地质出版社棳棽棸棸棽棳棻灢棻椀椂棶

斊斄斘斍 斎旓旑旂斺旈旑棳斱斎斄斚 斊旛旟旛斿棶斠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
旐斸旔旔旈旑旂旐斿旚旇旓斾旙斸旑斾旚斿斻旇旑旈旕旛斿旙旀旓旘棻暶棽椀棸棸棸棸椲斖椵棶
斅斿旈旉旈旑旂椇斍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斝旛斺旍旈旙旇旈旑旂 斎旓旛旙斿棳棽棸棸棽棳棻灢棻椀椂棬旈旑
斆旇旈旑斿旙斿棭棶

冯佐海棳梁金城棳张桂林棳等棶平桂地区遥感线性构造的分形

特征 及 其 地 质 意 义 椲斒椵棶地 球 学 报棳棽棸棸棽棳棽棾棬椂棭椇
椀椂棾灢椀椂椂棶

斊斉斘斍斱旛旓旇斸旈棳斕斏斄斘斍斒旈旑斻旇斿旑旂棳斱斎斄斘斍斍旛旈旍旈旑棳斿旚斸旍棶斊旘斸斻灢
旚斸旍斆旇斸旘斸斻旚斿旘旈旙旚旈斻旙 旓旀 斠斿旐旓旚斿 斢斿旑旙旈旑旂 斕旈旑斿斸旚旈旓旑旙旈旑
斝旈旑旂旂旛旈斄旘斿斸斸旑斾斣旇斿旈旘斍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斢旈旂旑旈旀旈斻斸旑斻斿椲斒椵棶斄斻旚斻
斍斿旓旙斻旈斿旑旚旈斸斢旈旑旈斻斸棳棽棸棸棽棳棽棾棬椂棭椇椀椂棾灢椀椂椂棬旈旑 斆旇旈旑斿旙斿
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高万里棳张绪教棳王志刚棳等棶基于 斄斢斣斉斠遥感图像的东昆

仑造山带岩性信息提取研究椲斒椵棶地质力学学报棳棽棸棻棸棳
棻椂棬棻棭椇椀椆灢椂椆棶

斍斄斚 斪斸旑旍旈棳斱斎斄斘斍斬旛旉旈斸旓棳斪斄斘斍斱旇旈旂斸旑旂棳斿旚斸旍棶斉旞旚旘斸斻灢
旚旈旓旑旓旀斕旈旚旇旓旍旓旂旈斻斏旑旀旓旘旐斸旚旈旓旑旀旘旓旐斣旇斿斉斸旙旚斔旛旑旍旛旑斚灢
旘旓旂斿旑旈斻斺斿旍旚旛旙旈旑旂斸旙旚斿旘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旈旐斸旂斿椲斒椵棶斒旓旛旘灢
旑斸旍旓旀斍斿旓旐斿斻旇斸旑旈斻旙棳棽棸棻棸棳棻椂棬棻棭椇椀椆灢椂椆棬旈旑 斆旇旈旑斿旙斿
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韩玲棳王润平棶武都棴文县地区遥感影像线性构造解译椲斒椵棶
地球科学与环境学报棳棽棸棸椄棳棾棸棬棿棭椇棿棾棿灢棿棾椃棶

斎斄斘斕旈旑旂棳斪斄斘斍斠旛旑旔旈旑旂棶斠斿旐旓旚斿斢斿旑旙旈旑旂斏旐斸旂斿斏旑旚斿旘旔灢
旘斿旚斸旚旈旓旑旓旀斕旈旑斿斸旘斣斿斻旚旓旑旈斻旙旈旑斪旛斾旛灢斪斿旑旞旈斸旑椲斒椵棶斄旘斿斸
斒旓旛旘旑斸旍旓旀斉斸旘旚旇斢斻旈斿旑斻斿旙斸旑斾 斉旑旜旈旘旓旑旐斿旑旚棳棽棸棸椄棳棾棸
棬棿棭椇棿棾棿暘棿棾椃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施美凤棳李亚林棳于学政棶西藏冈底斯地区水系格局与新构造

活动关系的遥感研究椲斒椵棶国土资源遥感棳棽棸棸椄棳棬棾棭椇
椂椆灢椃棾棶

斢斎斏 斖斿旈旀斿旑旂棳斕斏斮斸旍旈旑棳斮斦 斬旛斿旡旇斿旑旂棶斄 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
旙旚旛斾旟旓旀旚旇斿旘斿旍斸旚旈旓旑旙旇旈旔斺斿旚旝斿斿旑旝斸旚斿旘旙旟旙旚斿旐旔斸旚旚斿旘旑
斸旑斾旑斿旓灢旚斿斻旚旓旑旈斻 旐旓旜斿旐斿旑旚旓旀 斍斸旑旂斾旈旙斿斺旍旓斻旊 斣旈斺斿旚
旔旍斸旚斿斸旛椲斒椵棶斠斿旐旓旚斿斢斿旑旙旈旑旂旀旓旘斕斸旑斾 敠 斠斿旙旓旛旘斻斿旙棳
棽棸棸椄棳棬棾棭椇椂椆灢椃棾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杨晓平棶基于 斣斖 遥感图像的流域地貌研究椲斒椵棶科技通报棳
棽棸棸棾棳棻椆棬棽棭椇棻椀棸灢棻椀棾棶

斮斄斘斍斬旈斸旓旔旈旑旂棶斢旚旛斾旟旓旑旘旈旜斿旘斺斸旙旈旑旍斸旑斾旀旓旘旐斺斸旙斿斾旓旑斣斖
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旈旐斸旂斿椲斒椵棶斅旛旍旍斿旚旈旑旓旀斢斻旈斿旑斻斿斸旑斾斣斿斻旇灢
旑旓旍旓旂旟棳棽棸棸棾棳棻椆棬棽棭椇棻椀棸灢棻椀棾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
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于学政棳刘刚棳李述靖棶遥感技术在内蒙古苏尼特左旗棻暶椀万

区调中的应用椲斒椵棶现代地质棳棻椆椆椀棳椆棬棽棭椇棽椀棿灢棽椂棸棶
斮斦斬旛斿旡旇斿旑旂棳斕旍斦 斍斸旑旂棳斕斏斢旇旛旉旈旑旂棶斄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旘斿旐旓旚斿

旙斿旑旙旈旑旂旚斿斻旇旑旓旍旓旂旟旚旓棻椇椀棸棸棸棸旘斿旂旈旓旑斸旍旂斿旓旍旓旂旈斻斸旍旙旛旘灢
旜斿旟旈旑旂旈旑旙旓旑旈斾斱旛旓旕旈斸旘斿斸棳旈旑旑斿旘斖旓旑旂旓旍旈斸椲斒椵棶斍斿旓旙斻旈灢
斿旑斻斿旙棳棻椆椆椀棳椆棬棽棭椇棽椀棿灢棽椂棸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灢
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张绪教棳李团结棳陆平棳等棶卫星遥感在西藏安多福棻暶棽椀万区

域第四纪地质调查中的应用椲斒椵棶现代地质棳棽棸棸椄棳棽棽
棬棻棭椇棻棸椃灢棻棻椀棶

斱斎斄斘斍斬旛旉旈斸旓棳斕斏斣旛斸旑旉旈斿棳斕斦 斝旈旑旂棳斿旚斸旍棶斄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旓旀
旙斸旚斿旍旍旈旚斿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旚旓棻暶棽椀棸棸棸棸旘斿旂旈旓旑斸旍斞旛斸旚斿旘旑斸灢
旘旟旈旑旜斿旙旚旈旂斸旚旈旓旑旈旑斄旐斾旓旙旇斿斿旚棳斣旈斺斿旚椲斒椵棶斍斿旓旙斻旈斿旑斻斿棳
棽棸棸椄棳棽棽 棬棻棭椇棻棸椃灢棻棻椀 棬旈旑 斆旇旈旑斿旙斿 旝旈旚旇 斉旑旂旍旈旙旇
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灡

张玉明棳白朝军棳方怀宾棶斣斖 数据在西藏活动构造解译中的

应用椲斒椵棶国土资源遥感棳棽棸棸棽棳棿棬椀棿棭椇棾椃灢棾椆棶
斱斎斄斘斍斮旛旐旈旑旂棳斅斄斏斆旇斸旓旉旛旑棳斊斄斘斍 斎旛斸旈斺旈旑棶斣旇斿斸旔旔旍旈灢

斻斸旚旈旓旑旓旀斣斖斾斸旚斸旚旓斸斻旚旈旜斿旚斿斻旚旓旑旈斻旡旓旑斿旙旈旑斣旈斺斿旚椲斒椵棶
斠斿旐旓旚斿斢斿旑旙旈旑旂旀旓旘斕斸旑斾敠斠斿旙旓旛旘斻斿旙棳棽棸棸棽棳棿棬椀棿棭椇棾椃灢
棾椆棬旈旑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灡

朱第植棳徐洪展棳郑纲棳等棶遥感技术在新疆民丰区域寻找地

下水中 的 应 用 椲斒椵棶煤 田 地 质 与 勘 探棳棽棸棸棸棳棽椄棬椀棭椇
棾棿灢棾椃棶

斱斎斦斈旈旡旇旈棳斬斦 斎旓旑旂旡旇斸旑棳斱斎斉斘斍斍斸旑旂棳斿旚斸旍棶斄旔旔旍旈斻斸旚旈旓旑
旓旀旘斿旐旓旚斿旙斿旑旙旈旑旂旚斿斻旇旑旈旕旛斿旓旑旍旓斻斸旚旈旑旂旛旑斾斿旘旂旘旓旛旑斾
旝斸旚斿旘旈旑斖旈旑旀斿旑旂斾旈旙旚旘旈斻旚旈旑斬旈旑旉旈斸旑旂斸旛旚旓旑旓旐旓旛旙旘斿旂旈旓旑
椲斒椵棶斆旓斸旍斍斿旓旍旓旂旟敠 斉旞旔旍旓旘斸旚旈旓旑棳棽棸棸棸棳棽椄棬椀棭椇棾棿灢棾椃棬旈旑
斆旇旈旑斿旙斿旝旈旚旇斉旑旂旍旈旙旇斸斺旙旚旘斸斻旚棭棶

椃棾棽暋第棽期 闫颖等椇遥感技术在东天山大黑山地区地质填图中的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