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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龙矿集区位于西藏改则县多龙地区，属青藏

高原藏北腹地，地处班公湖-怒江结合带西北缘(代

晶晶等，2010)。工作区平均海拔约为 4530 m，面

积约 200 km²。多龙矿区为多金属矿集区，矿产资

源丰富，且具有良好的地质背景及构造特殊性，曾

备受中外地质学者青睐。多龙地区迄今发现的矿产

资源有斑岩铜矿及其它的金、银、铜、铬等，种类

繁多，矿产资源十分丰富（江少卿等，2014）。对

于多龙矿集区进行地质环境遥感解译，从宏观角度

研究该地区生态环境现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

依据。 

1  遥感数据信息及处理 

    本文数据源信息为四景覆盖西藏多龙矿区的

高分二号遥感卫星数据其全色影像分辨率达到 0.95 

m,多光谱影像达到 3.8 m。高分二号卫星是一颗中

低轨太阳同步卫星，其轨道高度为 631 km，多光谱

主要波段有蓝、绿、红、近红外波段（潘腾，2015）。

影像数据质量较高，云雾量为零，细节纹理清晰且

分辨率高，满足 1:1 万尺度矿山环境解译要求。本

次高分二号卫星遥感数据影像处理流程为正射校

正、影像融合、图像镶嵌、图像裁剪及几何校正。 

2  遥感影像解译标志 

    遥感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主要监测内容包括矿

山环境污染破坏及恢复治理状况、水体污染及治理

状况、开采区复垦及草场破坏情况等（路云阁等，

2014）。本文主要通过对多龙矿集区高分二号数据

影像的地质环境解译，来调查监测多龙矿区的地质

环境污染现状及预防措施和治理情况。具体的解译

内容包括钻孔、探槽、水系河流湖泊、砂金矿尾矿

堆积物、道路及房屋羊圈等，具体解译内容及解译

标志如表 1 所示。 

3  结论及建议    

（1）多龙地区为荒漠化自然保护区，环境一

旦受到破环将很难自行恢复。恰秋沟金矿开采遗留

的尾矿堆积砂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环，因此利用

遥感影像对该区进行地质环境监测有重要意义，能

够及时发现环境污染及破环区域。 

   （2）利用遥感数据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监测提

供的基础数据，结合地质、环境及水环境等调查研

究，对多龙矿区的矿山环境进行全面监测与分析，

才可提出确实有效的预防方案和治理措施。 

   （3）矿山开发理念要与时俱进，既要金山银山，

更要绿水青山，要做到绿色勘探、绿色开采，让矿

山成为绿色矿山而不是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罪魁祸

首。 

 

参  考  文  献 / References 

代晶晶，曲晓明，辛洪波. 2010. 基于 ASTER 遥感数据的西藏多龙矿集

区示矿信息的提取. 地质通报， 29(05): 752~759 

江少卿，孙兴国，杨铁铮，等. 2014. 藏北多龙斑岩铜金矿集区综合信

息找矿模型研究. 中国地质， 41(02): 497~509. 

潘腾. 2015 高分二号卫星的技术特点. 中国航天，(1):3~9. 

路云阁，刘采，王姣. 2014. 基于国产卫星数据的矿山遥感监测一体化

解决方案--以西藏自治区为例. 国土资源遥感，(4): 85~90. 

 

mailto:419782021@qq.com


第 62 卷  增刊                                                                                 Vol. 62  Supp. 

2016 年   11 月                                                                                   Nov.,  2016 

278 

地  质  论  评         GEOLOGICAL  REVIEW 

表 1  遥感影像解译标志表 

解译内容 解译标志 遥感影像 实际图片 

钻孔 洞口显示为一个黑点，其周边由于有土

堆随时而呈现亮白色 

  

探槽 长条状，中部可见凹陷的线，两边可见

碎石堆，总体颜色较周围亮度值高，还

可发现一般探槽呈平行排列 

  

砂金矿尾矿

堆积物 

在河曲两侧分布有黑色半圆环状地物，

与周围影像有明显差异 

  

房屋及羊圈 一般为圆形、半圆形及弧形，较周围色

调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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