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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造信息集成模型

遥感地质构造解译是通过影像的色调与影纹结构异

常袁分析地层尧断裂尧褶皱等地质因素遥在遥感影像上线形因
素最醒目袁信息量最丰富遥航磁异常主要是壳源部分的磁性
层尧磁性体的综合反映遥由于断裂的产生会改变地层的产状尧
岩石的磁性袁或沿断层带伴有后期或同期岩浆活动袁从而使
磁异常发生改变袁因此可根据航磁异常来推测基底地质体和
断裂的分布和走向情况袁依据航磁曲线的折线以及突然的转
向来解译地质体的构造遥控矿断裂对矿化尧矿体尧矿床具有控
制作用曰对遥感提取的浅部氧化-还原信息有控制作用曰与
能谱场信息有明确的相关性袁控制着能谱地球化学场的展布袁
同时控制着层间水的地表排泄带遥 航放信息与遥感信息的
集成袁可以认定构造所控制制约的地球化学环境变化袁进而
划分成矿环境遥这是因为放射性元素铀尧钍尧钾的分布与构造
有紧密的直接关系袁许多放射性异常或矿床的形成直接受地
质构造的控制遥砂岩型铀矿受控于盆岭地貌袁新构造运动是
第三纪时期铀矿床形成的直接影响因素袁对已经形成的矿床
有重要的改造作用袁 对研究砂岩型铀矿形成和找矿具有重
要意义袁 其产生的各种构造形迹保留较完整且均以某种形
式反映在地表形态结构上遥 DEM数据和遥感图像尧航放数
据集成袁可更加直观地反映新构造运动对地表造成的结果遥

综上所述袁遥感蛳航磁蛳航放蛳DEM集成的优点有院淤提
取三维空间构造信息袁分析判断出沉积盖层构造尧浅部构造尧
深部构造袁切割深度大的贯通性的构造对成矿有利曰于提取
控矿构造信息袁分析判断出与铀成矿密切相关的构造曰盂提
取新构造运动特征信息袁分析其继承性尧新生性袁以及对铀矿
床的改造作用曰榆提取新生代断块构造格局信息袁具有持续
抬升尧下降组合为有利信息遥构造信息集成模型见图 1遥
2 岩性信息集成模型

航测遥感数据的岩性信息极其丰富袁根据不同的岩性袁
可选取遥感不同的波段和航测不同的频道数据进行集成遥
单纯利用 ETM等数据区分岩性效果不甚明显曰而综合利用
遥感数据反映地层表面纹理信息能力的优势和 K尧U尧Th等
航放数据反映地层化学信息的优势袁生成遥感信息与 K尧U尧
Th融合的集成图像袁解译岩性效果明显提高渊 图 2尧3冤遥在集
成信息的基础上袁利用遥感分类的方法袁提取地层信息袁并
与现有地质填图信息进行对比研究遥对比地质图中的地层展布
信息可以看出袁提取的地层展布信息与地质图中的地层展布
状况还是十分相近的袁这充分说明了该方法的有效性袁体现
出该集成方法独特的优势遥 但它存在一定的缺陷袁还不可以
在大面积的范围内应用袁有些地方存在一些差异袁还需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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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研究与探索遥 岩性信息集成模型见图 4遥
3 水文信息集成模型

地浸砂岩型铀矿与地下水赋存条件尧水动力性质尧水化
学状态等均有密切关系袁ETM的 3尧5尧7波段袁能谱 U/Th等反
映水信息明显袁结合 Th尧K尧磁反映浅部和深部构造袁可以判
断与成矿有关的局部排泄源及划分补尧径尧排的分区遥如 U/Th
与 CBERS蛳B11融合提供丰富的含水信息袁利用 K尧U尧Th失
衡组合形态袁即 K尧U高场袁U尧Th低场和总道高场袁可提供
难得的古河道信息遥利用地表高程模型数据袁能够直接反映
现在地形的起伏变化袁通过 DEM数据与遥感数据的集成袁从
立体空间上和图像纹理色调信息上能够直接反映各种地形

地貌信息袁为判断现在地表水文状况提供直接的证据遥通过
现代水动力条件与成矿期古水动力条件相对比袁可以进一步
分析古今水动力条件的变化袁从中划分出对成矿有利的水动
力继承区遥
4 矿化信息集成模型

根据研究区的矿化类型及地区成矿有利条件来设计矿

化信息集成模型遥 研究区以地浸砂岩型铀矿为主要成矿类
型袁依据遥感成矿信息提供的铀源条件尧补-径-排体系发育
程度尧导水与阻水构造尧找矿目的层的分布尧古河道或冲洪
积扇尧岩性岩相条件和氧化-还原过渡带渊 区冤等袁得出遥感
铀成矿异常信息袁结合放射性能谱尧微磁尧活动铀分散晕等
异常信息的集成分析袁预测与评价铀成矿远景区遥典型的氧
化-还原过渡带渊 区冤信息和航放信息提取就充分说明集成
方法的有效性遥

图 5是三价铁指数密度分割图像袁氧化铁指数北高南低袁
分界线在苏家渠-巴音甫拉-杏树堰-范家塔-铧尖乡-温家沟
一带袁与笔者划分的盖层构造图中的隆起界限大体一致袁据此
划分北部为氧化区遥 从二价铁指数密度分割图像上渊 图 6冤可

以看出袁东胜成矿区二价铁指数值南北差异明显袁分界线是
准召要新庙的不连续的北西向带袁它与王家塔要准召断裂展
布一致遥 根据影像特征和砂岩型铀成矿的关系袁可以划分为
近地表氧化-还原过渡区和氧化-还原过渡区渊 图 7冤遥

图 3 ETM与航放数据集成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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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信息的空间变换处理袁可以达到以较少波段反映

最大信息量的目的遥如对 U尧TH尧K尧U/Th尧U/K尧K/TH袁以及归
一化和铀迁移等信息的综合变换处理袁可提取与铀成矿有关
的预测信息袁为成矿预测提供直观的参考信息遥矿化信息集
成模型见图 8遥

5 结论

通过遥感航测技术集成和示范区的应用研究表明袁建

立的 4种信息集成模型可以使人们正确地认识试验区的砂
岩型铀成矿环境袁准确地认定试验区的找矿远景区遥研究中
将遥感尧航测获取的地质体的光谱特性尧放射性伽玛能谱特
性尧磁特性集成在一起袁获取了更多尧更有用的砂岩型铀矿
的成矿信息曰多方位尧多层次的综合认识袁多角度地区分地
质矿化信息袁扩展了遥感和航测在铀矿找矿中的使用深度和
广度袁提高了找矿效果袁更新了找矿方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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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渊 p=0.01冤袁z2尧z3的系数不显著袁但 3个因素间的交互作用
显著遥

失拟性检验中[10]袁重复试验的平方和院SSe1=15 303.107 55
-15 295.057 47=8.050 08袁SSlf=SSe-SSe1=4.165 9袁FLf=0.833 2/
8.050 08=0.103 5约F0.1渊 5袁1冤=57.24袁失拟不显著袁回归模型与
实际情况拟合得很好遥

利用回归方程渊 1冤进行预测袁其预测值见表 2遥 从预测
值与实测值对比来看袁回归模型与实际情况拟合得也很好遥

按照 z j= xj酌- xj0驻j 袁回归方程转化为院

Y 2=3.069+13.13 X1+2.124 X2+3.984 X3+0.142 X1X2+
0.368 X1X3-0.1 X2X3-1.67 X12-0.06 X22-0.374 X32 渊 2冤

2.2 验证性试验 对回归方程渊 2冤求导袁解逆矩阵分析表
明院X1越132.304 9袁X2越73.928 9袁X3越275.861 4时袁Y 2=89.77袁取
得最大值遥可见 3个因素接近零水平时袁多糖提取浓度最大遥
在提取时间为 132 min尧温度为 74 益尧水体积为 276 ml的水
平上再次试验袁测得多糖浓度为 89.48 滋g/ml袁与预测值基本
相同遥
3 结论与讨论

用响应面法对仙人掌多糖提取工艺参数进行了优化袁
建立的仙人掌多糖提取产量的二次多项数学模型具有显著

性渊 p=0.01冤袁失拟性检验结果表明袁失拟不显著袁回归模型

与实际情况拟合得很好遥从预测值与实测值的对比来看袁回
归模型与实际情况拟合得也很好遥 对回归方程求导得到极
值点院在提取时间为 132 min尧温度为 74 益尧水体积为 276
ml的条件下袁 仙人掌多糖提取最大预测值为 89.77 滋g/ml袁
实际提取值为 89.48 滋g/ml袁二者基本相符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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