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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找矿预测和成矿作用为目的的线性构造解译和研究已成为构造、遥感和成矿作用共同关注的热点。

特别是随着传感器技术的发展，高空间分辨率卫星数据能够较好地识别与提取几十厘米至几米的小尺度

线、环形构造及小规模断裂（群）等信息。这些信息在高空间分辨率遥感影像上具有独特反映，与矿床具

有密切关系，以此信息进行遥感找矿分析，可为快速找矿提供重要依据。本文选择西藏甲马矿区进行线性

构造解译，分析了线性构造的一般特征及其与矿床空间分布上的耦合关系，讨论了线性构造的控矿特征及

其在找矿预测中的意义。 

1  遥感数据源与数据处理 

Gram-schmidt（GS）变换是线性代数和多元统计

中常用的方法，它可以对矩阵或多维影像进行正交变

换（陈春等，2006），在遥感数据处理中这一变换一

定程度上能消除相关多光谱波段之间的相关性，消除

冗余信息，改进信息过分集中的问题。本文采用 2008

年 7月日 IKONOS影像，使用 Gram-schmidt 方法将

全色波段与多光谱波段融合，突出影像的光谱信息和

空间信息，在此基础上借助 GIS平台人机互译解译甲

马矿区线性构造（图 1）。 

2  线性构造的解译 

根据对区内 IKONOS遥感图像的地质解译，在区内划分出 5组主干线性构造，分别是 EW（近东西向）、

NW（北西向）、NNW（北北西向）、NWW（北西西向）、NE（北东向）线性构造组，它们大多是断裂（群）

在遥感影像中地质特征的反映。其中近东西向线性构造西起塔龙普与夏工普交汇处，经饮水沟、夏工普、

铜山北侧山脊、莫古朗岩体南侧东至斯布乡以东，两侧均延出图外。平面上呈蛇曲状展布，剖面上多呈舒

缓波状。断层带西部较窄而东部略宽，带内构造岩多为构造角砾岩、碎裂岩、断层泥，并多伴有硅化、褐

铁矿化、碳酸盐化等蚀变现象，上盘为林布宗组角岩、板岩，下盘西部为林布宗组，东段则为多底沟组灰

岩，地层变形强烈，牵引构造发育，指示出由北向南强烈挤压性质。北东和北西向线性构造是本区最发育

的主要构造，被认为是由近东西向挤压应力下产生的。其发育的规模大，数量多，具有明显的剪切破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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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甲马线性构造解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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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像标志，呈现出细而长直的线性特征。该地区线性构造密集，平行排列延伸至 4 km以上。北西向线性

构造在影像中形成诸多平行排列的细线，是韧性剪切带的一种典型的解译标志。 

本次共解译出环形构造 14 条。主要位于和线性构造的交叉部位，构造解译标志明显，多被弧形山脊

和环状、半环状水系所包围，揭示了隐伏岩体或小岩体的空间特点。该区域环形构造不太发育。 

3  线性构造的控矿特征 

根据本区线性构造对甲马铜多金属矿床空间分布控制作用的不同，分为 3个等级加以讨论。 

一级控矿构造  甲马铜多金属矿床位于冈底斯火山－岩浆弧带上，在多期次多类型的岩浆活动和构造

作用下，矿区由南向北的滑覆体和区域由北向南的推覆体的影响下，形成层间滑脱构造及由此引起的次级

褶皱[2]，其在遥感影像上的反映是一系列规模巨大的 NWW向、NW向和近 EW线性构造，这些构造即是

岩浆和含矿流体的迁移通道，又是有用组分富集的场所。 

（1）NW向断裂带：占全区主导的 NW、NE和近 EW三组走向的线性构造带，控制了整个甲马矿区

断裂构造的基本格局。在这三组断裂（群）中，NW和近 EW向断裂属于区域性断裂，而 NE向的断裂是

由导致 NW和近 EW向的断裂（群）所产生的近东西向挤压应力作用形成的次级断裂。虽然 NW向断裂规

模大于，但数量少于 NE走向的断裂带，被认为 NW向的断裂带是早于 NE走向断裂形成的深大断裂，是 

“导浆断裂构造”；而 NE走向的断裂带要晚于 NW向断裂带形成，因而是甲马矿床形成的“导矿容矿断

裂构造”。 

（2）NW向与近 EW向交叉的断裂带：本区 NW向与近 EW向线性构造在控矿中发挥重要作用，区

内几个已知的矿床（点），如帮浦铅锌矿床、松多雄铅锌矿点均位于或靠近于这两组构造线性体交汇部位，

几条 NNW向断裂构成 NW向断层的分支，贯穿全区。 

二级控矿构造  甲马地区重要的次级控矿构造为 NNW向断裂、环形构造及近 SN向断裂（群）。NNW

向断裂：空间上该组与矿床的关系十分密切，主要的 NNW向断层彼此相距 4～5 km，一些次级平行断层

除外。它们大都切割 NW向构造，但未见有大的断距。近 SN向断裂系统：发育较少，单个规模也很小，

一定程度上控制矿体的产状。 

其它线性构造  包括与出露地表小岩体、隐伏岩体有关的环形构造，在环形构造与线性构造的交汇部

位可能与矿床的形成有关。 

4  结  论 

（1）甲马地区线性构造存在明显的时空分布上差异性。这种差异性集中体现了地质体的力学性能、

构造环境及地质历史对线性构造发育演化的影响和控制作用。 

（2）根据线性构造的规模和对甲马铜多金属矿床控制作用的意义不同，主要分为区域尺度一级控矿

构造——NW、NWW、NE和近 EW向线性构造；二级控矿构造——NNW向线性构造，环形构造和近 SN

向线性构造。 

（3）遥感线性构造的解译能够反映地壳深部的构造信息，而深部构造又是矿区成矿的重要因素，因

此高分辨遥感线性构造可以作为矿产勘探和深部构造解译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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