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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标准的技术内容是根据国土资源大调查中地质调查工作的需要，按我

国目前遥感地质应用的先进水平制定的。 

    附录 A、附录 B都是本标准的标准附录。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提出并负责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地质调查局负责解释。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曾朝铭、贺尚荣。 

    参加起草人：刘纪选、黄  海、齐泽荣、耿燕婷。 

     



 

目   次 

 

前 言 

1 范围 …………………………………………………………………………1 

2 引用标准 ……………………………………………………………………1 

3 定义 …………………………………………………………………………1 

4 总则 …………………………………………………………………………2  

5 遥感地质调查设计编制 ……………………………………………………3 

6 实地踏勘 ……………………………………………………………………5 

7 遥感地质调查 ………………………………………………………………5 

8 实地检查验证 ………………………………………………………………6 

9 遥感地质调查报告编制 ……………………………………………………7 

10 质量检查及成果验收………………………………………………………8 

附录 A（标准的附录)    遥感地质调查设计编写提纲……………………10 

附录 B（标准的附录）   遥感地质调查报告编写提纲……………………12 

 

 

 

 

 

 

 

 

 

 

 

 

 



─ 1 ─

 

 

 

 

 
 

 

 

 

1:250000 遥感地质调查技术规定 

 
DD 2001-01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用遥感方法进行 1:250000 地质调查的内容、程序、方法及

主要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未开展过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地区的遥感地质调查工

作。同比例尺矿产地质调查、环境地质调查及水文地质调查也可参考。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包含的条文，通过本标准引用即构成本标准条文。本标准出版

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下列标准时应以最新版

本为准。 

     DZ/T 0001—91  区域地质调查总则（1:50000） 

     DZ/T 0151—95  区域地质调查中遥感技术规定（1:50000） 

     GB  15968—1995  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 

     GB  958—89  区域地质图图例（1:50000） 

    DZ/ T  0179—1997  地质图用色标准及用色原则（1:50000） 

 

3.定义 

    本标准采用下列定义。 

3.1 遥感 

    利用地物（或天体）对电磁波谱响应的影像信息进行非接触式远距离科

学研究或勘查测量。 

3.2 遥感地质调查 

    以遥感资料为信息源，以地质体、地质构造和地质现象对电磁波谱响应

的特征影像为依据，通过图像解译提取地质信息、测量地质参数、填绘地质

图件和研究地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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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图像 

    泛指由遥感方法直接获取的，由遥感数据经数学处理、变换产生的各种

介质的相片。 

3.4 图像结构 

    由像元点阵的灰度、色彩等变化频率表征的图像光滑、粗糙现象或均匀、

斑状等组合特征。 

3.5 图像构造 

    由一种或几种图像结构有规律地排列组合构成的图案。 

3.6 影像 

    图像中具有特定波谱特征、空间特征或结构、构造的区间。 

3.7 遥感解译 

    在图像中识别和圈定某种影像、赋予特定属性和内涵以及测量特征参数

的过程。 

3.8 解译标志 

    图像中可以用来区分相邻物体或确定物体属性的波谱特征和空间特征

如：色调、色彩和阴影；结构与构造；形状、大小和高低；地形与地貌；特

定的空间位置以及与周围地物的相关关系等。 

3.9 特征解译标志 

    相同的自然地理—地质景观区中，某地质体、地质现象特有的比较稳定

的一种解译标志或几种解译标志的组合。 

3.10 遥感异常 

    根据特定的遥感数据圈定的、可能与成矿矿化或围岩蚀变矿物有关的吸

收光谱分布区、带。 

3.11 影像岩石单位 

    泛指根据目视解译圈定或用计算机自动分类提取的，可用以表征沉积岩、

火山岩、侵入岩和变质岩等同一岩石或几种岩石有规律组合的影像区、带。 

3.12 重现性 

    遥感解译的各种地质界线，能否在同等技术条件下重复解译中再现。 

 

4. 总则 

4.1  1:250000 遥感地质调查的主要任务是：根据 1:250000 区域地质调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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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从遥感资料中最大限度地提取区域地质信息；研究各种地质体或地质现

象相对时、空分布规律和相互关系，分析地质作用过程及演化特点；编制

1:250000 遥感地质图系。 

4.2 遥感地质调查以遥感理论为基础，以遥感影像为依据，在现代地质理论

和地质填图方法指导下，根据不同自然景观区遥感地质特点进行工作。 

4.3 遥感地质调查以使用航天遥感资料为主，航空遥感资料为辅。提倡尽可

能使用多平台、多类型、多分辨率和多时相的遥感资料。测区使用的主导性

遥感资料类型和时相，应针对测区自然地理—地质景观特点选取。 

4.4 遥感地质解译，应采用从已知到未知，从区域到局部，从总体到个别，

从定性到定量，循序渐进，不断反馈和逐步深化的方法进行工作。 

4.5 遥感地质调查实际材料图中除应表示各种解译点、观测路线、剖面、标

本样品采集点等实测资料外，还应在图中如实地区分出直接引用前人的、被

遥感解译修改补充了的以及由遥感新解译的地质资料。 

4.6 遥感地质找矿预测，应以遥感异常和其它可能与成、控矿相关的可视化

遥感找矿信息（线、带、环、色、块等）为主要依据。 

4.7 提倡遥感调查在 G I S 平台上进行工作。 

 

5. 遥感地质调查设计编制 

    遥感地质调查设计在资料收集、分析，影像地图编制及初步遥感地质解

译等工作基础上编写。 

5.1 资料收集、分析 

5.1.1 应注意收集测区自然地理和气候资料，分析环境特征。 

5.1.2 应充分收集与遥感调查任务有关的区域地质、矿产、物探、化探及遥

感地质资料，了解测区研究程度及存在的主要区域地质问题。 

5.1.3 应尽可能收集可用于建立信息提取训练场和样区等的高质量的自然地

理、地质矿产资料和地物波谱资料。 

5.1.4 应收集 1:250000 国家基础地理数据和图件资料。 

5.1.5 应掌握测区现有遥感图像数据情况，根据测区自然地理—地质景观特

点，确定拟主要（和辅助）使用的遥感图像数据类型、时相、空间分辨率和

光谱分辨率以及太阳角等，并根据云、雪覆盖情况优选最佳的图像数据。 

5.2 遥感影像地图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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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1:250000 遥感影像地图，应采用经过优选的在本区自然环境条件下地

质信息最丰富的波段直接合成，必要时也可采用经过数学变换处理的图像合

成。 

5.2.2 使用多景图像镶嵌制图时，图像的成像时间应比较接近。合成图像各

波段间的配准以及相邻图像间同名点配准精度应控制在一个像元之内。相邻

图像应进行无缝镶嵌，不同时相图像应进行彩色匹配处理，镶嵌过程中应尽

可能减少非接边区图像光谱的非线性变化。 

5.2.3  遥感影像地图采用高斯—克吕格投影，图像几何校正采用多项式拟合

法，校正控制点可在 1:100000 地形图中均匀选取，每个图幅（1:100000）应

不少于 9个点，与地面控制点间的拟合精度应控制在 2个像元以内。 

5.2.4 图件整饰和注记按 GB 15968 有关规定执行，图廓外应附镶嵌索引图，

注明所用图像种类、波段、各波段设色及各景成像时间。 

5.2.5 成图精度：图廓对角线实测值与理论值之差不大于±1mm; 图中地物点

相对附近控制点、经纬网或公里格网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不大于±1mm。 

5.2.6 图像数据采用“tif”格式存放。 

5.3 初步遥感地质解译 

5.3.1 解译内容: 

      a) 测区不同自然地理景观分区及可解译程度分区； 

      b) 测区地质解译标志研究； 

      c) 构造格架解译； 

      d) 区域岩石解译。 

5.3.2 解译方法以目视解译为主，人机交互式解译为辅。 

5.3.3 遥感地质解译草图可采用初步解译结果和前人资料综合编制。 

5.4 设计编写 

5.4.1 设计书必须在初步遥感地质解译基础上编写。 

5.4.2 设计书应扼要阐明测区地质特征和不同分区遥感地质特征。 

5.4.3 设计重点是针对测区不同分区遥感地质特征，科学地选用遥感图像数

据，确定不同对象的信息提取方法技术及精度要求。 

5.4.4 设计书编写提纲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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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实地踏勘 

6.1 当收集的资料不足以有效地建立测区地质解译标志时，可根据需要进行

实地踏勘。 

6.2 踏勘路线应根据测区（不同自然地理—地质景观区）建立解译标志的需

要合理地加以部署，路线应力求通行条件最好、穿越的影像岩石单位最多。 

6.3 路线上应着重了解各种地质体、地质构造的影像特征，研究地质体划分

及确定相邻地质体之间界线的特征解译标志。 

6.4 在条件允许时，应收集测区主要成矿类型的矿石及蚀变围岩岩石标本进

行室内光谱测试。 

 

7. 遥感地质调查 

    遥感地质调查主要通过遥感图像详细地质解译实现。 

7.1 详细遥感地质解译内容 

7.1.1 沉积岩岩石识别，岩石地层单位或影像岩石单位解译。 

7.1.2 火山岩岩石及火山机构识别，岩石地层单位、岩相带或影像岩石单位

解译。 

7.1.3 侵入岩岩石识别，岩体或影像岩石单位解译。 

7.1.4 变质岩岩石识别，构造—地（岩）层、构造—岩石单位或影像岩石单

位解译。 

7.1.5 第四纪沉积物识别，不同成因类型沉积物解译。 

7.1.6 构造识别，构造形迹（如：褶皱、断裂、剪切带、推覆体、走滑或伸

展构造等）性质及相对时、空关系解译。 

7.1.7 环状影像识别，环状影像的属性（如与地质体、地质构造、地质作用

或成矿作用等之间的相关关系）解译。 

7.1.8 遥感异常及与找矿有关的其它遥感地质信息提取。 

7.1.9 其它地学专题信息（如水文地质，环境地质及旅游地质等）的识别与

解译。 

7.2 详细遥感地质解译方法 

7.2.1 详细遥感地质解译应以未经无缝镶嵌处理的遥感数字图像为主，无缝

镶嵌的影像地图为辅。 

7.2.2 详细遥感地质解译应综合使用目视解译、人机交互式解译及计算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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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识别等方法。 

7.2.3 应根据工作区自然环境特点、拟提取的地质信息种类及遥感地质特征，

有针对性地分别进行图像处理方案设计。 

7.2.4 图像处理训练场、训练样本的选择，应有较翔实的具有一定代表性和

典型性的已知资料为依据。 

7.2.5 图像中地质界线的圈定，应以追索法为主，在地形陡变或岩层强烈褶

皱地区，可通过编制遥感解译剖面方法予以解析圈定。 

7.3 详细遥感地质解译精度 

7.3.1 在地质解译过程中，直径大于 2500m 的闭合地质体，宽度大于 500m、

长度大于 2500m 的块状地质体以及长度大于 5000m 的线状地质体应标定在图

上；具有重要地质意义但规模较小的地质体、地质现象，可适当放大表示。 

7.3.2 遥感地质解译界线（不含推测部分）重现性，用随机抽样检查的合格

率衡量，解译界线的合格率应不低于 85％ 。计算方法为： 

    合格率＝（检查解译结果再现的样品数/检查抽样样品的总数）×100。 

7.4 遥感地质解译编图 

7.4.1 遥感地质解译图件可采用 1:250000（或 1:100000）单色、彩色影像地

图或简化的地形图为底图。 

7.4.2 主要图件如下： 

     a) 遥感解译地质图； 

     b) 遥感异常（含其它可能与成、控矿相关的线、带、环、色、块等遥

感地质找矿信息）图； 

     c) 其它遥感解译地学专题图。 

7.4.3 遥感解译图只反映遥感解译成果，所解译的各种主题信息，应尽可能详

尽地反映在图上。 

7.4.4 遥感解译图件可采用图层方式存放。 

 

8. 实地检查验证 

8.1 属性不明的解译成果，可根据需要进行实地检查，查明属性和特征；已

认定属性的解译成果，可根据需要随机抽样进行实地验证，评价解译可靠程

度。 

8.2 实地检查可用路线地质方法进行工作，沿线应绘制路线剖面图，进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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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记录，采集必要的标本、样品。 

8.3 实地验证可采用定点观测方法进行工作，定点误差应小于 250m，点上应

有详细的观测记录，相应的图件和必要的标本、样品。 

8.4 实地检查、验证路线及观测点应在实际材料图中标出。 

 

9. 遥感地质调查报告编制 

   遥感地质调查报告在综合研究及遥感地质编图基础上编写。 

9.1 综合研究 

9.1.1 综合研究应在多元地学信息（遥感，地质，物探，化探等）复合、融

合的基础上进行。 

9.1.2 应根据区域地质调查技术要求，在详细研究测区地质特点基础上，通

过综合解译客观地修订详细遥感地质解译成果的各种填图单位和界线。 

9.1.3 应在充分研究区域构造格局的基础上，合理地对测区内断裂、线状影

像进行重组，划分等级和确定相对时、空关系。 

9.1.4 应针对已确定地质属性的环状影像，择其重点对影像结构、构造特征

进行研究，结合物化探资料及所处的地质构造、地貌环境，探索深部地质结

构和“环状构造”的地质内涵。 

9.1.5 应在充分研究侵入岩体（岩带）影像岩石单位空间分布特点、地形地

貌特征以及与之相关的环状影像间包容、穿插、切割特点等基础上，尽可能

分解岩体（岩带），划分岩石单位并推定不同岩石单位的相对时序。 

9.1.6 应在解译地质图上，通过对横穿区域构造若干图切剖面的综合研究，

完善全区地质结构。 

9.1.7 应以遥感异常（及其它遥感找矿信息）为基础，通过多元地学信息综

合研究，进行找矿远景预测。 

9.2 遥感地质编图 

9.2.1 综合研究结果应按标准分幅编制下列图件： 

     a) 1:250000 遥感影像地图； 

     b) 1:250000 遥感地质图； 

     c) 1:250000 遥感找矿远景预测图；     

     d) 其它遥感地学专题图； 

     e) 实际材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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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2 图件编制可采用简化地形图或影像地图为底图。 

9.2.3 图件的图示、图例及符号可参照 GB 958 有关规定。 

9.2.4 遥感地质图件可参照 DZ/ T O179 规定着色。 

9.2.5 遥感地质图件图框外（及背面），除表示图例、图切剖面和柱状图等外，

应尽可能将那些未纳入主图但具有重要意义的解译（详细或综合解译）成果

以副图方式表示。 

9.3 遥感地质报告编写 

9.3.1 遥感地质调查报告中，基础地质、矿产地质等的编写应以综合研究结

果为依据。 

9.3.2 报告应按图幅编写，多幅图联测区若地质情况相近也可合编一个报告。 

9.3.3 报告编写提纲见附录 B。 

 

10. 质量检查及成果验收 

10.1 质量检查 

10.1.1 项目组应对遥感地质解译图中各种界线的解译质量进行 100％互检，

检查结果以“互检专报”形式报项目承担单位备案。 

10.1.2 项目承担单位，应对项目组编制的图件、文字记录等全部资料的总体

质量（完整性、科学性）进行检查、评价，“评价意见”应以文字记录在案。 

10.1.3 项目主管单位根据“评价意见”进行随机抽查以评定原始资料质量。 

10.2 成果验收 

     成果资料验收由项目主管单位组织实施,主要验收下列内容。 

10.2.1 原始资料 

    a) 遥感解译地质图(1:250000)； 

    b) 记录本（图像处理、地质解译、野外观测、取样记录等）； 

    c) 样品、标本测试、化验、鉴定结果； 

    d) 遥感图像、数据资料； 

    e) 1:250000 国家基础地理数据、图件； 

    f) “互检专报”及资料质量“评价意见”。 

10.2.2 成果图件资料 

    a) 遥感影像地图（1:250000）； 

    b) 遥感地质图（1:2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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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遥感成矿预测图（1:250000）； 

    d) 实际材料图； 

    e) 图件资料光盘。 

10.2.3 文字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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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标准的附录） 

 

遥感地质调查设计编写提纲 

 

A1  绪言 

A1.1 设计依据（任务书编号、项目名称、任务目的要求、工作起止日期、总

经费、其它）。 

A1.2 测区自然地理及交通概况（测区分布图）。 

A1.3 测区地质、物探、化探及遥感研究程度（研究程度图）。 

A2  测区地质、遥感特征 

A2.1 地质、矿产特征及存在的主要地质问题。 

A2.2 遥感地质特征及测区可解译程度。 

A3  方法技术 

A3.1 简述拟使用的遥感图像数据资料特性及选择依据。 

A3.2 测区遥感影像地图制作方法技术及精度要求。 

A3.3 测区不同解译程度区详细解译（地层、岩石、构造、矿产等）方法技术

及精度要求。 

A3.4 测区野外地质调查方法技术及精度要求。 

A3.5 测区实地检查、验证及地质取样等方法技术及精度要求。 

A3.6 综合解译方法技术。 

A3.7 测区成果图的主题内容、编制方法技术及精度要求。 

A3.8 工作质量控制方法技术。 

A4  工作安排 

A4.1 不同解译程度区的工作布置方案及依据。 

A4.2 实物工作量计划。 

A4.3 工作程序、进度及时间计划。 

A4.4 人员组织计划。 

A4.5 技术装备使用计划。 

A4.6  保障措施。 

A5  经费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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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 经费预算编制说明。 

A5.2 项目设计预算汇总。 

A5.3 项目设计预算。 

A6  预期成果 

A6.1 预期提供的中期检查资料。 

A6.2 预期提供的最终验收资料。 

A6.3 预期提供的最终成果。 

A7  附图 

A7.1 遥感地质解译草图。 

A7.2 遥感解译程度分区及工作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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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标准的附录） 

 

遥感地质调查报告编写提纲 

 

B1  绪论 

    测区交通位置，自然地理概况，任务要求及任务完成情况，取得的主要

成果及重要发现（附交通位置图、工作量表）。 

B2  方法技术 

    所使用的遥感资料种类、性质及实际应用情况，主题信息提取主要技术

方法，矿产预测技术方法；检查、验证情况及工作质量评述，工作中存在的

主要方法技术问题。 

B3  区域地质 

B3.1 区域地层，岩石。 

B3.2 区域地质构造（按构造单元分述）。 

B4  区域地质矿产及找矿远景预测  

B4.1 区域地质矿产。 

B4.2 找矿远景预测。 

B5  其它遥感地学专题成果 

B6  结论及建议 

    主要成果及结论，存在的主要问题及今后工作建议。 

B7  附图 

B7.1 1:250000 遥感影像地图。 

B7.2 1:250000 遥感地质图。 

B7.3 1:250000 遥感找矿远景预测图。 

B7.4 其它遥感地学专题图。 

B7.5 实际材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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