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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0作为一种先进技术#在矿产资源勘查与评价中得到广泛应用&以>,BA47$为平台$
>,BC,;21为二次开发工具#利用多源地学信息建立了矿产资源综合评价系统&该系统对

>,BA47$的功能进行了扩充#建立了新疆东天山地区航空物探数据库#增加了空间分析和矿

产预测功能#对新疆东天山某地区蚀变岩型金矿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将传统的解

释方法与数理统计方法及地理信息系统技术相结合#是综合多源地学信息进行矿产资源预测

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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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黄旭钊#女#高级工程师#)F"!年生#)FF(年毕业于长春地质学院#获硕士学位#目
前主要从事=A0在航空物探解释方面的应用研究工作&

!!无论是地球物理$地球化学数据#还是地质$遥
感信息都与空间地理位置紧密相关#=A0可为这些

空间信息提供管理和分析&从多源地学信息的综合

管理角度来说#一旦大量的地质$地球物理$地球化

学$遥感信息进入到=A0系统#这些空间数据就可

以长期安全$有序地保存管理起来#保证了矿产资源

评价可以动态地$经常性地开展工作"从空间查询的

角度来说#=A0的空间交互查询功能能够十分方便

地检索到含矿地层及落入该地层中的矿床分布情

况"从 空 间 分 析 的 角 度 来 说#空 间 信 息 叠 加 分 析

%$:3-%,<&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既有地层或岩体又有

有利的地球物理异常或地球化学异常的地区"缓冲

区分析%G6773-&可以用来统计断层或褶皱轴两侧不

同宽度范围的矿床或矿%化&点的分布规律"从空间

实体统计功能来说#=A0中的面积统计功能能够帮

助我们迅速计算出任意多边形的面积"=A0的可视

化表现给我们带来了直观$形象化的图表’)(&因此#
=A0用于多源地学信息的综合解释#受到国内外的

广泛重视&本文以新疆东天山某地区为例讨论>,BH
A47$的应用效果&

)!方法概述

>,B%47$是以矢量数据结构为主体的=A0平

台#对空间数据管理采用无拓扑矢量结构#具有强大

的空间数据管理功能#在城市规划$行政管理等方面

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但在=A0空间分析方面却表

现出明显不足#它缺少空间叠加功能#它所能做的只

是形式上的或视觉上的叠加#而不是真正意义上叠

加之后形成新的图层和数据&为此#我们在>,BA47$
平台上#以>,BC,;21为二次开发工具#增加了数据输

入$数据分析$数据管理和成矿预测方法!!!信息量

法等功能’!(&整个工作流程如图)所示#现分述如下&
%)&数据输入&图件数据通过屏幕跟踪及自动矢

量化软件实现矢量化"网格数据绘制成等值线后通

过格式转换进入到 >,BA47$中"最终将不同比例

尺$不同投影坐标系统$不同精度的数据转换成统一

坐标系统和记录格式#实现多源图件和数据的合成

及拼接&此外#以地质图为基础#对航空!能谱测量

参数进行统计分析所得到的数据#是进行岩性填图

的重要依据"依据航磁网格数据生成的立体阴影图

等处理转换图件在断裂构造及岩性的划分等方面#
具有一定的作用"这些数据可作为派生数据输入到

>,BA47$中&
%!&数据管理&以>,BA47$为基础#基于关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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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BA47$矿产预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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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47$

数据库技术"结合=A0系统中地理化的图形对象"
设计开发了矿产资源预测综合地学信息数据库&该
数据库中包含物探#化探#遥感#地层#岩体#断裂#矿
床$点%七类数据表&每个数据表详细记录了所对应

地理图形对象的相关属性特征"同时也建立了各类

信息的相互关系&数据库的维护$增加#修改#删除数

据%利用>,BA47$的A47$命令实现&
$*%数据分析&它是利用=A0技术进行成矿预

测的核心部分"主要包括岩性填图#模型建立#缓冲

区分析#空间叠加#综合信息量法和信息提取&岩性

填图是成矿预测的基础"它有可能将找矿的重要目

标物划分出来&例如"利用航磁#重力可划分断裂构

造&利用航磁#航空伽玛能谱#重力及遥感可圈定岩

浆岩体&利用航空伽玛能谱比值图可有效地圈定钾

化蚀变带&根据航磁剩余异常图识别弱小异常圈定

磁铁矿化含金蚀变带等&模型建立分两步进行"首先

通过对研究目标的地质成矿规律的认识"对所获取

的信息进行叠加分析"归纳#总结得到定性模型"从
某种意义上说"定性模型的建立是至关重要的"标志

选择是否正确直接关系到预测结果&然后将定性模

型量化"形成数学模型&缓冲区分析可生成垂直于断

裂或断裂交汇点处的多个缓冲带"并作为一个新的

图层保留下来&空间叠加分矢量和栅格两种数据类

型进行"由于 >,BA47$只处理矢量数据"故采用矢

量叠加方法"该方法对矢量的空间数据进行分割#套
合等操作"对和矢量相关的属性进行连接"叠加结果

是新的矢量数据和属性数据&综合信息量法是矿产

资源预测的一种定量方法"即用概率统计方法计算

某种标志与研究对象之间的相关程度"&计算公式

及其物理意义如下’

" 中国国土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新疆东天山地区高精度航

空综合站测量在找矿中的应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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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表示E标志"状态提供成矿事件C发生的信

息量&#$C#E"%表示E标志"状态存在条件下"成矿

事件C实现的概率&#$C%表示成矿事件C发生的概

率$上式通过适当变换和总体概率采用样本频率来

估算"即得下式’

!E""CN%J
#$$E"#C%
#$$E"%%%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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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为控制区中含矿单元总数&&" 为控制区中

E标志"状态的含矿单元数&’为控制区的单元总

数&’"为控制区中有E标志"状态的单元数$
在=A0中通过查询很容易得到&"&""’"’""因

此"能够快速计算出各种标志下成矿的信息量值&显
然"此方法适用于成矿区带中已知矿床$点%多"地#
物#化#遥资料齐全"综合标志明显的地区&信息提取

即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或数据检索将与成矿关系密

切的信息提取出来"形成专题图层"并根据各种标志

的信息量值对其进行赋值&
$O%综合评价&最终成果是各种证据层综合叠加

的结果"同时可根据掌握的资料随时修改模型参数"
生成新的矿产资源预测图&

$P%成果显示&将最终成果以直观的形式表达出

来"包括屏幕显示和打印输出&

!!应用实例

将开发后的 >,BA47$应用于新疆东天山某地

区"对蚀变岩型金矿进行了综合评价&研究区蚀变岩

型金矿找矿模型由地质#航空物探和地球化学等@
项找矿标志的)@个标志状态构成"经在选定的已知

成矿带内按综合信息量法计算后"剔除负标志"构成

本区金矿信息量条件概率找矿模型&地质标志有’已
知E6矿床$点%#围岩蚀变#容矿地层#断裂构造&航
空物探标志为弱小磁异常带#能谱钾异常带&地球化

学元素标志有E6"EJ"C2"86&以该找矿模型为计量

标准"在整个预测区内将各种标志叠加统计出综合

信息量"并将其划分成三级靶区"如图!所示&E"C
级靶区的赋矿总概率达Q)R&由此表明’E"C级靶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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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新疆东天山某地区金矿靶区预测

I2J&! =$%MM3B$;2..,-J3.24./33,;.3-4S2,4;/,4-3J2$4$7T24U2,4J
)&金矿"!&E级靶区"*&C级靶区"O&8级靶区

区找矿的可信度是很高的#而8级靶区其信息量虽

小#但可能由于某些标志被掩盖#因此做为寻找隐伏

或半隐伏矿床的目标不容忽视&总之#预测结果表

明!本区潜在金矿资源丰富#找矿前景良好&此外#鉴
于区内金矿常与铜等多金属矿伴生#故在靶区找矿

中应注意金$铜等多金属矿的综合评价&

*!结论

使用=A0技术综合利用地学信息进行矿产预

测#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显著特点!
%)&可有效地保存各种数据#随时增加$修改$提

取不同的数据块段#提高了资源的可重复利用性&
%!&矢量叠加技术把地学信息综合解释推向了一个

新的高度#使用者可以方便$快捷地得到图形的相互

作用结果&%*&使传统手工叠加方法与数学方法有机

地结合起来#依靠专家的经验和知识将各种图形模

式合并综合起来#实现了多源信息与知识相结合的

一体化成果&%O&与传统方法相比#地理信息系统能

够更加快速地对大量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不但大大

地节省了时间#降低了劳动强度#而且可以快速$准
确地为决策者提供宏观规划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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