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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分辨率的 Quickbird卫星影像,在地质灾害的调查中有着广泛地应用 。本文采用 Quickbird卫星影像, 通过正

射校正后, 获得高精度的遥感影像图, 作为地质灾害遥感解译的数据源, 准确 、快速地识别了小堡乡崩塌群,判定了

其规模 、稳定性和危害程度, 取得了较好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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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汉源县位于四川省雅安市西北部的大渡河流

域,区内地质环境条件复杂, 新构造活动强烈,岩体

破碎, 地质灾害频繁。遥感技术具有时效性好 、宏观

性强 、信息量丰富等特点, 已成为地质灾害调查中的

一种重要技术手段
[ 1]

, 特别是高分辨率的 Quickbird

卫星影像,由于其分辨率高,可以准确地识别地质灾

害体, 在地质灾害的调查中有着广泛地应用 。本文

对汉源县城及周边的重点调查区采用美国 Quick-

bird卫星影像来解译地质灾害发育和分布情况, 取

得了较好的效果 。

2　遥感图像处理

2.1　数据源选用与质量评述

Quickbird卫星为美国 DigitalGlobe公司的高分

辨率光学遥感卫星,其空间分辨率为 0.61m(全色 ) ,

拥有 4个多光谱通道和 1个全色通道, 由于其分辨

率很高,能够清楚地识别地质灾害体细节特征, 因

此,选择 Quickbird卫星影像数据作为遥感信息源 。

本文的 Quickbird卫星影像数据的成像时间为 2006

年 4月 8日, 云量极少 、无雾,由于成像时间在春季,

植被覆盖较浅,图像清晰,质量较佳 。

2.2　图象处理

本次工作获得的 Quickbird卫星影像数据为预

正射产品 (OrthoReadyStandard) ,带有 RPC(Ration-

alPloynomialCoefficient, 有理多项式系数 )参数。由

于工作区为中低山区峡谷区,因此必须对 Quickbird

原始影像进行正射校正 。由于获得的 Quickbird数

据为预正射产品,采用有理函数模型 (RationalFunc-

tion)
[ 2]
来对 Quickbird原始影像进行正射校正, 即

在 PCIGeomatica遥感图像处理软件中采用 Quick-

bird单景影像 +RPC+DEM+GCP的模式, 对

Quickbird原始全色影像进行正射校正 。 DEM(Dig-

italElevationModel, 数字高程模型 )由数字地形图

(DLG)生成, GCP(GroundControlPoint, 地面控制

点 )通过 GPS实测获得。正射校正后的 Quickbird

影像满足 1∶1万重点调查的精度要求。

彩色合成波段组合为红色 XS3、绿色 XS2、蓝色

XS1,这种自然彩色合成方式比较符合人眼的视觉

习惯,有利于地质灾害目视解译,然后与全色影像配

准,采用自动融合算法— PANSHARP(AutomaticIm-

ageFusion)进行融合, 并对融合后的影像进行拉伸

增强 、对比度和亮度调整, 获得分辨率为 0.61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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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色校正图像。

经过处理后的影像, 精度满足要求 、层次丰富 、

色调均匀 、反差适中 、清晰易读, 可以作为地质灾害

遥感解译的源数据。

3　小堡乡崩塌群遥感解译

小堡乡崩塌群位于四川省汉源县小堡乡,以校

正后的 Quickbird影像为遥感解译数据源,采用机助

解译的方法很容易识别小堡乡崩塌群 。

3.1　小堡乡崩塌群遥感影像特征

从 Quickbird卫星影像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

小堡乡附近的山体上发育有大小不等共计 14处崩塌

(图 1,图 2)。崩塌发育于大渡河右岸和宰骡河左

岸的山坡上,崩塌群的平面展布形态酷似一个倒卧

翻转的 “L”形 。崩塌体无植被, 轮廓线明显, 凹陷部

分呈槽状,崩裂面新鲜,凹凸不平;崩落物质顺山坡

而下, 在坡脚或冲沟内形成崩塌堆积体 。堆积体呈

浅肉红色, 与周围颜色截然不同, 形态为扇形或舌

形,表面坎坷不平 、粗糙,可见有体积较大的滚石,大

部分崩塌堆积体上无植被,但 4号崩塌堆积体上已

经长出稀疏的植被。

图 1　小堡乡崩塌群 Quickbird影像图

Fig.1　Quickbirdsatelliteimagesoftherockavalanchesin

Xiaobao

3.2　小堡乡崩塌群影响因素分析

崩塌是在特定的自然条件下形成的, 地貌 、岩性

和地质构造是崩塌形成的物质基础,降雨 、地表水 、

地下水 、风化作用以及人类活动对崩塌的形成发展

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 3]
。

小堡乡崩塌群主要发育于大渡河右岸和宰骡河

左岸的山坡上,坡底海拔 800m, 坡顶海拔 2074m,相

对高差达 1274m。研究区地势高差悬殊, 属于典型

的中低山峡谷地貌, 斜坡整体坡度大于 55°,局部更

图 2　小堡乡崩塌群 Quickbird三维影像图

Fig.2　Three-dimensionalquickbirdsatelliteimagesofthe

rockavalanchesinXiaobao

是达到了 70°,这种地貌条件极易发生崩塌 。

小堡乡崩塌群的岩性为中元古代的花岗岩 、钾

长花岗岩,岩体内部无断层,但节理发育, 受风化作

用影响,结构较松散 、多孔隙 、岩体完整性较差,在自

身重力作用下,易于发生崩塌 。

从 Quickbird卫星影像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在

10号崩塌附近有一股地下水流出,说明岩体内可能

含有较丰富的地下水, 有可能降低结构面的抗剪强

度和抗拉强度,同时受地表水冲刷,增加裂隙的张开

度,容易发生崩塌。

人类工程经济活动对崩塌的产生起着很重要的

作用 。小堡乡崩塌群受花岗岩开采 (现已停止 ) 、切

坡修路等人类活动影响, 使岩体的完整性进一步遭

到破坏,并使自然边坡变陡,导致边坡失稳塌 。

3.3　小堡乡崩塌群规模和稳定性分析

小堡乡崩塌群以集群形式密集发育, 单个崩塌

体规模不大,都属于中小型崩塌,但其呈集群形式密

集发育,就整个崩塌群来说,其规模较大 。

从 Quickbird卫星影像图上可以看出, 小堡乡崩

塌群岩块脱落山体的槽状凹陷部分色调较浅, 呈浅

肉红色,与周围植被的暗绿色的深色调截然不同,其

上部较陡峻,崩裂面新鲜,凹凸不平,无植被;绝大多

数堆积体的颜色和色调都与崩裂面相似, 为浅色调

的浅肉红色,区别于周围植被深色调的暗绿色,且大

多数堆积体上都无植被, 堆积体成分以粗颗粒碎石

土为主,见有巨大的滚石,其所覆盖的耕地也都没有

复垦,表明小堡乡崩塌群是新近发生的, 并不稳定 。

同时,受 “ 5.12”汶川大地震的影响, 小堡乡崩塌群

存在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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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小堡乡崩塌群危害程度分析

从 Quickbird卫星影像图上来看,小堡乡崩塌群

造成的主要危害是对植被 、耕地和民居点造成破坏 。

在其坡下的上堡子 、娃抓坪的大片耕地被覆盖,农作

物受损,巨大的滚石滚入村落, 严重危害村民的房

屋 。

由于小堡乡崩塌群尚处于活动时期, 崩落物对

人和牲畜的生命有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松散的

崩塌堆积物在山坡和冲沟内堆积,遇有暴雨,极易引

发泥石流,对居民的生命财产和经济活动潜在着巨

大的威胁。

总的来说,小堡乡崩塌群危害比较严重。

4　结　论

( 1)Quickbird卫星影像具有很高的空间分辨

率,能够清楚地识别地质灾害体的细节特征,通过正

射校正后,可以获得高精度的遥感影像图,非常适合

作为大比例尺地质灾害遥感解译的遥感数据源 。

( 2)小堡乡崩塌群在 Quickbird卫星影像上的

影像特征非常明显,容易识别,并具有典型的集群发

育特征。

( 3)地貌 、岩性 、风化作用和地下水对小堡乡崩

塌群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 降雨 、地表水 、地震以

及人类活动对小堡乡崩塌群的形成发展也有着重要

的影响。

( 4)小堡乡崩塌群的危害较严重,目前不稳定,

尚处于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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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softheQuickbirdsatelliteimagestotherecognitionofthe
rockavalanchesinXiaobao, Hanyuan, Sichuan

ZHANGJing-hua, ZHANGJian-long
(ChengduInstituteofGeologyandMineralResources, Chengdu610082, Sichuan, China)

Abstract:Thehigh-resolutionQuickbirdsatelliteimagesasoneofremotesensingtechniqueshavebeenwidely

appliedtotheinvestigationofgeologichazards.Thehigh-resolutionremotesensingimagesarecarriedoutbymeans

oforthophotoscopicprocessesoftheQuickbirdsatelliteimages.Theseimagesasthedatasourcesfortheremote

sensinginterpretationofgeologichazardshaveassistedintherapidrecognitionofsizes, stabilityandrisksofthe

rockavalanchesinXiaobao, Hanyuan, Si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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