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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86/2021_2022__E4_B8_93_E

4_B8_9A_E7_9F_A5_E8_c63_586301.htm 遥感地质系列图 基础

地质系列图的编制是《广州市航空遥感综合调查》项目中的

地质地貌系列课题，1985 年初至1986 年底由广东省地质科学

研究所承担并完成。 编图范围东经113°10′～113°34′，

北纬23°02′30 ″～23°13′40″，面积约820 平方公里。目

的是通过航空遥感手段，提高地质研究精度，为广州市工农

业建设发展及城市规划布局提供新一代的基础资料。 （一）

、1∶50000 广州市航空遥感地质图与基岩地质图 这是各项地

质研究的基础图，较全面地反映区内的地层与地质构造。编

制中均采用了航片解译与地面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并综合了

大量地面地质、物探、钻探资料。一般在岩浆岩及变质岩分

布的山区，以遥感信息为主配合野外验证；在大片第四系掩

盖区，则先收集不同比例尺的文字报告和地质图、工程地质

图及钻孔资料等，经鉴别筛选，按1∶50000 比例尺缩绘嵌接

成图，再以航片判读，野外检查验证，最后编制成图。 解译

出140 条线性构造，经实地抽检45 条，其中41 条获得了断层

证据，尚有4 条因无地表露头和其他资料，故难以证实。航

片解译判对率达到了91.2 ％。此外，对以往未曾发现过的隐

伏断层的解释，多数得到物探资料的验证。 基本查清区内地

质构造格架，调查确认近EW 向的瘦狗岭断裂、广三断裂与

北东向的广从断裂是构成本区的主干构造。这些断层长期活

动切割较深，控制了本区地质构造、岩浆活动与沉积历史乃

至现代新构造活动的分区。晚近期的NW 向文冲断裂、化龙



－黄阁断裂、南岗太平断裂等的活动亦构成区内骨干构造的

一部分。通过图象解译与实地验证，新发现了岭头、摩星岭

、化龙、邹屋、文冲等10 条规模不小的显露断裂和南岗太平

、石榴岗、广三等隐伏断裂。 查明了区内各类岩石、地层的

展布，其中岩浆岩占31.19 ％， 下古生界变质岩占11.27 ％。

在综合上千个钻孔资料的基础上，结合遥感图象信息，将基

岩地质图覆盖区岩浆岩、变质岩作了比较详细的进一步划分

；将沉积地层详细划分为20 个单元（不包括第四系）。并圈

出了基岩顶板埋深等深线。 （二）、1∶50000 广州市航空遥

感第四纪地质图 该图利用航片结合地面近2000 个钻孔资料编

制而成。较为详细地划分了第四纪沉积地层，并结合C14 同

位素年龄测定数据，确定了相应的沉积时代。 对各层沉积物

的性质、物质组成、成因类型、空间分布、厚度变化等均作

了较为详细的研究，通过25 条第四纪地质剖面的编制和第四

纪地层分层等厚线的研究，对第四纪地层划分对比、新构造

运动的特点等有新的认识。重点反映了对构成城市建设不良

因素淤泥层的发育、厚度及分布状况。区内全新统中期三角

洲相淤泥层天然含水量大，呈流塑状态，在厚度较大时对工

程建设有很大的影响，会造成建筑物地基的不均匀沉降和地

下管道扭曲形变乃至断裂，亦可造成断桩等现象。 隐伏岩溶

发育区，第四系明显增厚，也是不良的工程地质环境。在北

部冲洪积层与低丘上残积层分布区，上更新统的花斑状粘土

层分布区发现有膨胀土的存在，是区内工程建设中需要引起

注意的问题。 另外两组断裂构造交汇地段是新构造活跃区，

工程建设应尽量避开这些地区，或者应采取必要的加固措施

。其中广从断裂和一组NWW 向断裂交汇的广州市西部－珠



江铁桥一带应特别注意。天河－石牌－员村一带及河南赤岗

一带地区，第四纪沉积厚度不大，新构造相对稳定，淤泥仅

在局部分布，基岩多为红色砂岩等较坚硬岩石，是广州市城

市建设的理想地区，故广州市向东发展比较有利。 （三）、

利用陆地卫星数字图象处理研究广州市及其外围地质构造 研

究范围是广州市及其外围约9000 平方公里，北起从化神岗，

南至鹤山县城，东起东莞市石龙，西到高要县金利。利用陆

地卫星多光谱（MSS ）CCT 磁带，通过计算机数字图像处理

，取得一系列增强图象，在此基础上研究广州市及其外围的

地质构造背景。 图象处理以研究地质构造为重点，将彩色合

成线性扩展和模拟真彩色图象放大至1∶250000 作为解译成图

的基础。加上原有的地质物探资料的综合和地面查证， 新发

现了一批显露的和隐伏的断裂及环状构造。区内断裂以NNE 

、NW 、EW 、NEE 向四组断裂为主，具有区域控制意义的

断裂带是广从断裂带、北江断裂带、广三断裂带、西江断裂

带、赤坭－焦门断裂带、东莞断裂带等。通过卫星图象分析

，本区主干断裂具有一定的活动性，但不强烈，由于主干断

裂的继承性活动，造成各区动力地质作用的差异，使各构造

区具有不同的地貌与水系特征。该成果为广州市区域地质构

造研究、区域稳定性评价、水文地质与工程地质调查提供了

参考资料，亦为地热、地下水寻找和矿产普查提供了依据。 

（四）、1∶50000 广州市航空遥感水文地质图 该图利用大量

常规地质资料辅以航空遥感图象解译编制而成，反映区内地

下水的赋存条件、水质类型、分布规律、不同地段的富水性

，以及地下水的补给、迳流、排泄、动态变化和地下水污染

及防治等。遥感图象主要解译与地下水活动有关的地貌、水



系、植被、断裂裂隙带、岩层走向等间接标志及判别地下水

溢出带造成的沼泽地、烂泥田和部分泉点等直接标志。 结果

表明，第四纪松散沉积层中的孔隙水仅有局部供水价值，因

为该层无论是在山区或平原区含水层均不厚，水量受季节的

影响，且受地表污染水影响，在珠江下游受咸水倒灌影响呈

大面积咸水区。基岩地下水分为碳酸盐类岩溶水、层状砂页

岩裂隙水、红色裂隙水及块状岩石裂隙水等四个类型。 除了

分布在区内西北部的岩溶水水量丰富，具有小区域供水价值

外，其他类型水量贫乏或中等，特别是市区到黄埔的红层地

带基本上为缺水区；块状岩石分布的丘陵山区多为中等含水

区，在这些地段裂隙水水质好，可作为分散性局部供水水源

，并有希望找到矿泉水。在活动性断裂带，特别是活动断裂

的交汇处有寻找地下热水的前景。 （五）、1∶50000 广州市

航空遥感环境地质图 该图把广州地区多种与城市建设和生活

密切相关的环境地质要素进行综合表示，为城市总体规划建

设、环境综合治理提供环境地质背景资料。应用1957 年的1

∶25000 地形图，1976 年的1∶35000 黑白航片， 1984 年的1

∶20000 彩红外航片、1∶10000 天然彩色航片、1∶250000 广

州幅卫片。进行多时相、多片种的对照解译，配合收集有关

常规地质资料和野外实地调查验证的方法编制完成。查明水

土流失24处（面积29.1 平方公里），采石场86 处，采土场11 

处，污染河涌18 条，溶洞发育区5 处，侵占河道12 处， 河道

淤泥积12 处，废石堆5 个。此外在图上还反映了区域地质、

地貌景观、岩石组合、矿产资源、化探高异常区基岩天然放

射性状况、人工污染点等。 上述环境地质要素以不同线条、

颜色、花纹及部分文字代号表示。在此基础上，以地质背景



为基础，划分了环境地质分区。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