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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 T M 数据在多种环境因素干扰

条件下填制蚀变岩方法
¹

马建文 张齐道
(冶金部天津地 质研究院 )

提 要 T M 图像是以 。一 255 不同灰度级反映不 同地物光谱反射信息的
。

在应用 T M 数据找矿时是

以增强
、

提取图像中矿产信息为 目的设计图像处理流程
。

传统的图像处理方法中将图像原始数据整

体进行运算以减轻或压缩图像数据中一种背景信息突出 目标信息
,

这种方法应 用在多种环境因素

干扰背景条件下增强图像 目标信息时效果则受到影响
,

以致 于无法增强所需要的信息
。

本研究课题

在如何排除和减小环境因素干扰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索
,

取得一定效果
。

关键词 T M 数据 热液蚀变 环境因素 S P C A

美国5号陆地卫星 T M 数据提供了丰富的多光谱和空间信息
.

市场价格合理
,

被广泛地应

用在地质找矿工作中
。

热液蚀变岩类是在高温含矿热液作用下原岩化学成份和物理性质发生

变化产生的
,

具有独特的光谱反射和吸收特征
,

而且多产出在 内生矿体附近
,

因此被作为重要

的遥感找矿标志
。

R o w a n ( 19 8 2 ) [ , ] 、

A b r a m S ( 一9 5 9 ) [习用 T M 波段 5 2
’

7和 3八在裸露岩石分布区提取 了蚀变岩信

息
。

L o u g h li n ( 19 9 1)「3」、

赵元洪 ( 19 9 1 )川
,

徐瑞松等 ( 19 9 1 ) º 用 T M 波段 比值 + 主成份变换复合

方法排除了植被覆盖因素干扰填制了蚀变带异常信息图
。

然而应用这些方法在多种环境 因素

干扰条件下利用 T M 数据识别和提取蚀变岩信息效果不明显
,

本研究课题探索在复杂环境因

素干扰条件下利用 T M 数据有效地提取蚀变岩信息的方法
,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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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图像掩膜 + 波段选择主成分变换 (S P c A ) + 人机交互与 P c 组分数据二维散点图掩膜

分类方法
,

有效地减少了多种环境因素干扰条件下环境与 目标之间光谱信息混合
,

目标信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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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很好的增强
,

并成功地运用在加拿大北部高纬度森林
、

冰川
、

湖泊和冀北第三纪黄土
、

白云及

杂草灌木等复杂环境地 区识别和提取蚀变岩研究课题
,

为全面认识矿床成因和地质找矿提供

了重要依据 二5二
。

1. 1 图像掩膜

T M 图像采用像元 D N 值 (取值范围 。一 2 5 5) 表达地物光谱反射强度
。

水体
、

冰川
、

森林
、

土

壤
、

白云等相对集 中分布的环境因素干扰的亮度值在一些特征谱段大于或小于岩石或蚀变岩

石亮度值
,

分布面积也远远大于蚀变岩的分布面积
。

图像像元亮度值统计结果表明蚀变岩石的

信息被掩盖或抑制
,

难以被识别
。

图像掩膜的 目的是从原始图像中去除代表这些环境因素干扰

的像元
,

保留包括蚀变信息在内的最大可分剩余图像
。

剩余图像的制作是通过给原始图像上水

体等环境 因素赋 0值
,

剩余部分赋 1值
,

再与 T M 各波段相乘获得
。

1
.

2 波段选择主成分变换 (S P c A )

为了提取蚀变岩信息
,

在选择 T M 波段时应针对剩余图像中地物 (蚀变岩和 围岩
,

杂草灌

木 )的光谱曲线
,

选择各地物之间光谱反射率差别大的波段
。

图 1为蚀变岩石和未蚀变岩石光谱

反射率曲线
。

据此我们选择 T M 波段 1
、

4 / 3
、

5
、

7做主成分变换 (T M 4 /3 为植被指数
,

主要反映植

被信息 )
。

1
·

3 主成分变换增强蚀变岩信息

通过主成分变换可以
:
(1) 减少剩余图像多光谱波段之间的相关性

; (2 )对多个波段信息压

缩
,

突出蚀变岩和围岩之间的差别
; (3) 选择的 T M 波段对 PC 组分的贡献大小反映在得分上

;

(4 )Pc 组分过渡性图像可反映得分情况
; (5 )PC 组分得分的可变性决定于高序次 PC 组分的得

分
。

选择 TM 波段主成分变换针对性强
,

蚀变岩信息增强效 果好
。

冀北研究区杂草灌木覆盖

50 %以上
,

蚀变岩与围岩矿物成分相似
,

通过对剩余图像按 T M I
,

4 / 3
,

5和 7波段 的顺序进行变

换统计结果见表 1
。

P c Z和 TM 4 /3 得分 0
.

84 主要反 映植被信息
,

PCI 和 T M S得分 0
.

89 与 PC 4 和

T M 7得分 0
.

89 主要反映了蚀变岩与围岩信息
。

在对加拿大研究区剩余图像选择波段 1
、

3
、

4
、

5
、

7

经主成分变换后
,

PC S填出了全部已知蚀变岩
,

同时还发现新的蚀变岩区 (照片 1 )
。

表1 主成分变换本征值矩阵

T a b le 1 E ig e n v a lu e m a tr 议 o f Pr in c iPa l e o m Po n e n t tr a n sfo r m

TM I

0
.

3 4

T M 4 / 3

一 0
.

3 0 一 0
.

0 8

一 0
.

4 3 一 0
.

4 4

PcPcPCPC

1
·

4 PC 组分二维散点图掩膜分类识别蚀变岩

围绕增强蚀变信息这个主线
,

图像掩膜去掉了集中分布的干扰因素
,

s Pc A 充分利用了对

多光谱波段所含蚀变岩信息与围岩信息的光谱差别响应波段的选择性及对数据的压缩和信息

分解功能
。

经过两次处理后的 Pc 组分二维散点图可以进一步揭示数据 内部结构和展示 PC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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