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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对我国张家口区域内的部分地区运用遥感技术进行地热能的探索和研究,希望为广大同行业人士遥感技术

的使用提供参考。 

[关键词] 地质遥感；地质构造；地热能 

 

地热能是储存在地球内部的一种天然热能。地热资源开

发利用的巨大前景已引起各国的关注。地热资源的科学开发

利用可以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具有

许多重要的意义。 

1 研究区域简介 

本次的研究区域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区域中的大面

积范围在崇礼区范围内。崇礼赤城县西北和东南角的勘察区

分别为勘察区。地区东西全长为 43.7km,南北的宽度为 18km,

区域内的总面积为 812.54km2。区域内有多条省道,国道,高

速公路经过,高铁在建中,交通便利,四通八达。 

 

图 1  交通位置图 

2 地质构造的遥感解译标志 

2.1 遥感解译标志 

2.1.1 研究区域内的地貌及其他形态等差异 

在米级高分辨率卫星遥感图像中,研究区大流域及其周

围山区的地貌形态明显可见,几十米与数百米的山谷、山脉

之间存在高度差异。通过上述构造地貌的位置,可以准确地

解释断裂构造的空间扩展方向和规模。在遥感影像中,头堡

村西谷西侧的西北断裂形成的破碎三角形清晰可见。 

 

图 2  研究区内大型谷地与周边山地遥感影像图 

 

图 3  NW 向断裂形成的明显的断层陡坎和断层三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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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水系分布现状 

水系是反映断层活动的 敏感的自然因素之一。地壳

的微小变化可以反映水系统的演变。一般来说,一条大河及

其支流不仅在卫星图像中记录了它的基本几何特征,而且

还记录了一些不易在地面上发现的历史演变。断层活动往

往控制和迫使河流遵循一定的演化规律。因此,水系统的总

体分布格局、整个水系统的混乱、异常河流的流动、一条

直线河流的方向、弯曲或弯弯的河流、格子水系统的分布

等现象都可以用来判断断层的存在及其活动的性质。研究

区河流的主要支流分布在东、西、东北或东北,与该地区的

断裂发育密切相关。 

2.2 环形构造解译 

环形结构是指遥感图像上的环形图像特征或曲线特征。

环形构造具有不同的地形特征和水线特征。它们包括正地形

和负地形。有时它们只显示一个圆形的山或盆地。它反映了

地表下可能有隐藏的岩石,表面上可能有火山机制。 

3 断裂构造的遥感解译结果分析 

通过对断层构造的线性轨迹和色调等断层结构的直接

表征,以及泉水的空间分布规律和水系统特征,形成陡峭山

脊、断层三角形、直谷和破碎山丘等间接判据。四组断裂构

造,以东西断裂为主,规模 大,发育程度 高。近 Sn 断裂小,

发育差,后期形成,具有拉伸断裂特征。 

4 主要结论及存在的问题 

4.1 断裂构造的主要活动时代及性质 

该地区 大的断裂构造是尚义-崇礼-赤城深断裂,严格

控制着燕山早期长石花岗岩体的南界、黄土的 南端村庄和

老虎沟村,反映了花岗岩沿断层活动的侵入。尚义-崇礼-赤

城在中世纪初期深受困扰。断裂形成的构造地貌主要包括断

陷、挤压断裂带、断层泥和丘状地貌,反映了断层以逆冲断

裂为主。遥感显示的其他近东西向构造地貌基本反映了以挤

压为主的活动模式。活动年龄也仅限于中、晚元古代至中、

早中生代。晚中生代以后,活动不明显。北西向断裂是研究

区中 大型的断裂,大多数北西向断裂的空间分布是由东西

向断裂及其控制的次级断裂引起的,结合地质图的遥感图像

显示进行分析,北西向断裂的活动并不早于晚古生代晚期。

北西向断裂主要发生在晚古生代、晚侏罗世和第四纪,没有

明显的活动迹象。 

4.2 研究区地下热水寻找模式遥感分析 

根据赤城汤泉温泉群形成模式,对研究区其他地区的地

热水搜索模式进行了初步的遥感分析。赤城汤泉温泉,水温

68℃,是一个涌水量为45t/h的上升泉,温泉暴露于燕山早期

斑岩花岗岩中。东北断裂和西北断裂控制着热水的上升通

道。赤城温泉一般发生在两组断层的交界处。至少有一套断

裂具有拉张性,这有利于地热水的产生,但对岩性没有特殊

的要求。在遥感影像中,虽然两组断层规模较小,但断层陡脊

的形成更为明显。因此,通过对地热水搜索模型和地表温度

遥感反演结果的分析,可以利用研究区断层构造的遥感解释

来划分地热热水异常区。 

5 结束语 

由于遥感图像具有宽视野、多波段、时移遥测、信息量

丰富、信息采集有限等优点,结合各种地质工作经验和信息

源,综合解译和宏观遥感图像将在地质勘探中发挥意想不到

的作用,这一作用将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参考文献] 

[1]欧阳美娟.ETM+遥感地质普查中构造解译与应用[J].

西部资源,2018,(04):151-153. 

[2]白鸿起,李建.遥感技术在地质构造及找矿中的应用

[J].测绘与空间地理信息,2018,41(05):99-101. 

[3]彭玺,张焜,彭瑜.基于国产卫星的境外遥感地质调查

方法[J].中国锰业,2017,35(05):175-18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