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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利用天地一体化遥感原理和思路，针对遥感、地质“二层皮”的难题，结合大量找矿实践建立了

遥感快速找矿系统，它融合了以岩矿光谱为核心的多元数据获取、处理和应用方法，并强化对遥感信息产

品的真实性检验。遥感快速找矿系统对于新疆西准地区矿产地质勘查具有其他手段无法替代的优势。 

1  遥感快速找矿系统技术体系 

遥感快速找矿系统是以野外光谱仪（ASD）、X-射线荧光矿物分析仪与 GIS、GPS 等小、快、灵测试

分析仪为基础的集成系统，辅以自主研发的数据处理软件，具有光谱数据处理与岩石、矿物、元素三种空

间尺度专题应用模块。它既能作为遥感信息应用系统，对图像数据进行真实性检验、定标、较正和参数反

演研究，也可进行成矿地质条件遥感评价。遥感快速找矿系统包括以下四部分（如图 1 所示）：  

（1）数据获取：主要包括岩石矿物光谱数据、矿物组分分析数据、遥感影像以及相关辅助数据。 

（2）数据预处理：包括岩矿光谱数据的去噪和平滑、遥感影像数据的几何校正和反射率反演。 

（3）信息提取与建模：基于岩矿实测光谱的信息提取和建模是遥感快速找矿系统的核心，主要包括

以下三类。一是采用常规方法进行岩性识别和蚀变矿物填图（Kruse et al，2003；Hubbard et al，2003）；二

是依据统计特征建立不同类别蚀变矿物的光谱的判别函数（刘庆杰等，2008；陈玉等，待刊)，依据光谱指

标和组分信息之间的关联度建立遥感信息定量提取模型（刘苗等，2010）；三是建立光谱地质剖面。光谱

地质剖面包含沿剖面线的蚀变矿物或组合的相对丰度（李庆亭，2009）。通过对光谱地质剖面在空间维、

光谱维特征变化的研究，确立遥感信息提取的多尺度参数及其时间和空间序列，从整体上把握成矿地质要

素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配置模式，为区域矿产遥感评价提供全面、系统的参考依据。 

（4）应用分析：对地质要素和矿化信息的精准鉴别，建立时空序列和组合模式等。 

2  西准斑岩铜矿遥感快速勘查试验 

研究区位于准噶尔盆地西北缘，属天山准噶尔晚古生代造山带的一部分。由于哈萨克斯坦－准噶尔板

块双向俯冲造成侧向增生，强烈的岩浆作用形成火山岩型铜多金属矿带、斑岩铜钼矿带与浅成低温金成矿

带。 

2.1  包古图斑岩信息提取与建模 

为建立遥感找矿模型，对Ⅴ号岩体进行钻孔岩芯蚀变矿物填图（图 2a），对Ⅱ号岩体进行光谱地质剖

面制图（图 2b）。可以看出在岩体与围岩的内外接触带上以及岩体内后期岩脉侵入位置均在很强的蚀变，

特别是在内接触带上，蚀变较强，地表出露的岩体及围岩蚀变出现明显分带，从岩体中心依次出现绢云母

化和青磐岩化，地表岩体和围岩普遍存在褐铁矿化。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该区斑岩铜矿蚀变矿物分带模式，

如图 2c 所示。西准地区斑岩铜矿蚀变矿物分带模式表明：① 以绿泥石化、黄铁矿化为主的蚀变带，位于

蚀变带的最外圈，矿化较弱；② 以石英-绢云母化为主的蚀变带，其位于蚀变分带的中间，往往代表中高

温热液作用为主的矿化，为矿化最好的位置；③ 以钾化为主的蚀变带，矿化主要为岩浆结晶分异时同期

产生的成矿元素富集，通常品位不高。钾化带外围的石英绢云母化带为主要的成矿区域，此区域最远距岩

体中心 1.5 km。再外围以绿泥石化为主的蚀变带成矿较差，但仍可成矿，最远距岩体中心 2.5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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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岩体的识别与蚀变矿物填图 

在谢米斯台、萨吾尔等地开展大范围的岩体识别和特征提取，发现大量前人未标注的铜矿化的小岩体，

图 3a 为阿吾士奇附近的小岩体，其直径约 1.2 km。针对研究区的蚀变（钾化、石英-绢云母化、铁矿化等）

对研究区进行了蚀变提取，经阈值分割后得到研究区的蚀变分布图，如图 3b 所示。自蚀变高值区往外到

距离岩体中心最远 1.5 km的区域对应斑岩型铜矿蚀变模型的石英-绢云母化带，即主要的成矿带（图 3c 两

条红线之间的区域）。 

2.4  遥感找矿靶区圈定 

对于斑岩型铜矿，研究成矿有利区的断裂系对掌握研究区矿床的分布规律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阿吾

士奇小岩体，可以发现其北部有两条左行走滑断裂穿过（图 3c）。根据 Reidel 模式，可知阿吾士奇小岩体

北部地区相当于受到了 NE30°方向的挤压应力和 NW300°的拉应力，在 NE40°方向上产生了大量张裂隙，

其与其他性质的断裂之间的交点往往具较佳的成矿条件。矿床通常都分布于地化异常外围周边，即图 3c

中天蓝色虚线圈定的区域内。综上，预测矿床主要分布于图 3c 中橙色线圈定的区域内，就位于北东 40°的

张裂隙中。经野外验证，共发现 18处铜矿（化）点。 

 

图1. 遥感快速找矿系统研究方法流程 图3. 遥感岩性和蚀变信息提取及靶区圈定

图2.基于光谱的蚀变填图和斑岩铜矿蚀变分带模式

 

 

3  结论与讨论 

遥感快速找矿系统集识别、鉴定、分析、预测为一体，以测谱技术的原理和方法为纽带，强化地学宏

观－微观、室内－室外研究的结合，突出地球多尺度空间信息机理的融合，拓展了遥感找矿思路和勘查方

法，它是天地一体化遥感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实现遥感信息真实性检验、点－面转换、尺度转换的有效工

具，可大幅度提高遥感找矿效能，光谱地质剖面综合了高光谱技术与地质研究方法，提取成矿地质要素的

时间、空间序列以及配置模式，是揭示成矿规律和成矿预测的有效途径，也是遥感快速找矿与评价的地质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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