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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光谱在油气勘探中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杨燕杰  赵英俊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遥感信息与图像分析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029)

摘  要  随着科技的发展, 遥感在油气勘探的作用越来越大。高光谱作为遥感发展的最新手段, 自然也受到油气勘探领域的

重视。高光谱遥感具有快速, 经济,精确的特点。通过高光谱探测油气渗漏和其引起的地表矿物蚀变、植被变化的范围, 进而

确定油气勘探的区域。高光谱在油气勘探领域的应用实例相对较少,在数据和处理方法上还存在很多不足; 比如现有的卫星

高光谱数据覆盖范围有限 (空间分辨率也较低 ), 数据处理方法大多是原有的多光谱数据处理方法, 针对高光谱数据在油气勘

探中的处理方法不多。随着高光谱遥感仪器精度的提高和数据处理方法的改进,高光谱遥感必将为油气勘探提供新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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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90年代前通过对多光谱影像进行图像

增强
[ 1) 3]
、波段比值

[ 4) 6]
、图像变换

[ 7]
等处理, 揭示

和探测由油气微渗漏引起的色调异常, 填绘油气微

渗漏分布区域,进行油气远景评价
[ 8) 10]

。由于多光

谱遥感光谱分辨率的限制,多光谱遥感油气渗漏信

息探测的不确定性较大
[ 11 ]
。随着高光谱遥感传感

器的研制成功及遥感信息处理方法的发展, 我们可

以获得更加丰富的空间影像信息资源。高光谱使

遥感地质由识别岩性发展到识别单矿物以至矿物

的化学成分及晶体结构
[ 12 ]

, 可以识别几十种矿

物
[ 13]

,其中大部分是蚀变矿物。这些对圈定矿化蚀

变带
[ 14]

, 分析蚀变矿物组合
[ 15 ]
和蚀变相

[ 16]
, 定量

或半定量估计相对蚀变强度和蚀变矿物含量
[ 17]

,追

索矿化热液蚀变中心和圈定找矿靶区
[ 18) 20]

,都有很

重要的作用。使用中一热红外谱段可识别包括造

岩矿物和矿石矿物在内的绝大多数的矿物类

型
[ 21, 22 ]

。高光谱遥感还可探测一些蚀变矿物和一

些造岩矿物的成分
[ 23 ]
及结构特征

[ 24]
, 用以分析成

矿成岩作用的温压条件
[ 25 ]
、热动力过程

[ 26]
和热液

运移的时空演化
[ 27]
、恢复成岩成矿历史

[ 28 ]
、建立不

同矿床的成矿模型和找矿模型
[ 29) 31]

。高光谱矿物

识别技术在土壤土质调查
[ 32, 33]

、土质退化 (沙漠化

和盐碱化 )监测
[ 34]
、矿山环境监测

[ 35) 37]
等领域也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高光谱技术是支撑我国战略矿产

调查重要高新技术之一
[ 38, 39]

。利用高光谱遥感直接

找油主要是利用遥感影像信息提取等技术挖掘出遥

感影像的烃类微渗漏信息,圈定或预测有利的油气勘

探靶区。高光谱遥感具有经济、安全及高效率等方面

的优势,在油气勘探方面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1 国内外研究现状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寻找复杂油气藏的需

要,早期仅靠地面油气显示来勘探油气藏的方法已

逐步被其他方法所代替, 地震、油气化探和卫星遥

感方法被逐步引入油气勘探工作中。现在大部分应



用到油气勘探中的遥感数据为多光谱数据, 高光谱

数据在油气勘探中的应用实例相对较少, 而高光谱

遥感技术的发展,能把遥感的油气勘探应用推向更

高、更有效、定量化的应用层次。

1. 1 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
[ 40]
、德国

[ 41 ]
、西班牙等国家先后利用航空

高光谱仪探测烃类微渗漏的油气藏蚀变异常带。

S inghroy等
[ 42]
采用荧光线阵成像仪 (光谱范围

( 430) 850) nm, 288通道 )研究了密西根 Stoney

Po int油田区植被的状况,揭示了与油气微渗漏导致

的植被光谱的改变。C raw ford
[ 43]

( 1999 )利用 IR IS

光谱测量了俄勒冈州 M ist气田区的 Doug las杉树的

光谱, 研究了天然气渗漏导致的光谱异常特征。

2000年以来, 国外利用 ASD 等野外和 H ym ap,

AV IRIS等航空高光谱传感器进行油气勘探, 出现了

较为成功的应用案例
[ 44]
。 JM E llis( 2001)等

[ 45]
建

立了油气渗漏和油气渗漏区土壤的光谱库, 为其他

地质研究提供了依据。美国加利福尼亚南部圣巴

巴拉地区, 利用成熟的高光谱数据处理技术, 确定

了由于油气渗漏造成的植被异常区的范围
[ 46]
。Van

derM eer等
[ 47]
在对基于遥感的油气微渗漏方法综

述的基础上, 提出了综合高光谱数据及相关的地

质、地球化学数据。运用相关的决策方法提取了可

能的油气微渗漏信息, 并进行了实际验证。N oom en

( 2003)等
[ 48]
通过室内实验、野外光谱测量和对高光

谱图像 ( P robe) 1)的分析, 研究了油气微渗漏对植

被光谱的影响,目的在于通过认识植被的异常来发

现新的油气资源。此外, 高光谱遥感方法也被应用

于油砂中油含量的探测, 用于辅助油砂中油的提

炼,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已被采用。M arleen F.

N oom en( 2007)通过研究油气渗漏对地表植被 (小麦

和玉米 )在高光谱反射波段的变化, 从高光谱影像

(HYMAP)上提取地表油气渗漏异常信息, 这对油

气管道的监测和油气资源的勘探具有较好的效

果
[ 49]
。2008年美国的 Shuhab D. Khan和 Sarah Ja-

cobson验证了岩石与土壤中的矿物蚀变与油田的烃

微渗漏有关。他们应用 H yperion传感器在怀俄明

州的 Patrick Draw地区获取与烃微渗漏有关的异常

区域的高光谱影像。通过影像的监督分类解译出

烃微渗漏区, 通过应用矿物、化学与碳同位素方法

进行验正,解译结果精度较高。X射线衍射结果显

示异常区的长石成分减少, 且含有较高的黏土

成分
[ 50]
。

1. 2 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 20世纪 90年代末, 中国科学院开展了高

光谱传感器的研制、开发了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OM IS

高光谱扫描仪,在中国石油一些油田开展了试验性

的研究。赵欣梅 ( 2007)系统地研究归纳了烃类物

质微渗漏现象以及由此引起的地表蚀变, 从微渗漏

地表土壤及岩石地球化学异常、地表土壤吸附烃异

常、地植物异常、地热异常等几个方面寻求遥感指

示标志。充分利用卫星高光谱成像遥感数据具有

的光谱细分特性,在已知油气区确定了与烃类微渗

漏相关的蚀变矿物组合信息, 并作为气区探测的遥

感解译组合标志,进一步分析确定了新的油气勘探

远景区
[ 51]
。徐大琦 ( 2007)等提出了典型含气区测

点的光谱曲线的宏观特征; 给出了一种基于野外测

量的反射光谱来确定特定蚀变的地表分布 (即分

类 )的方法。将此方法应用于青海某地区野外测量

的反射光谱的分析中, 得到的蚀变异常区与该地区

的已有气田成功吻合, 成功圈出了测区内的 3个较

大含气区
[ 52 ]
。沈渊婷,王向成 ( 2007)等对柴达木地

区涩北气田地质地理环境下的蚀变矿物进行分析,

结合卫星高光谱遥感数据 H yperion的图谱, 对已知

气田区与背景区光谱特征进行相关分析, 确定了油

气信息识别的有利波长范围; 利用光谱角制图

( SAM )技术提取了涩北气田油气的空间分布信息

和台吉乃尔含气构造等远景区, 为高光谱遥感油气

勘探提供了有效技术方法与途径
[ 53 ]
。田淑芳等

( 2007)等以内蒙古东胜为研究区, 以油气微渗漏理

论为基础,以目前世界上星载传感器中光谱分辨率

最高的 EO) 1卫星 H yperion数据为信息源,在对数

据预处理 (光谱重建、噪声消除、波段优选 )的基础

上,利用蚀变矿物的诊断性吸收特征谱带, 结合野

外实测波谱曲线,采用波段比值来分离提取含铀矿

物及地层空间分布信息, 进而确定油气微渗漏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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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位置分布。从遥感的角度得出了研究区的 4个油

气微渗漏富集区。为东胜地区的油气资源开发提

供了理论依据
[ 54]
。倪国强等 ( 2008)等利用 H yper-i

on高光谱数据,基本实现了中国某地区天然气蚀变

异常区的分类: 根据该地区的地质资料, 具有异常

显示的区域与该地区气藏形成条件相吻合。利用

小波 PCA的特征提取方法,有效地提取了该地区地

表微弱的天然气蚀变特征。采用的非监督 /监督分

类混合训练策略, 有效地将干扰地物区分开, 实现

了天然气蚀变异常区的聚类
[ 55 ]
。高光谱数据也被

应用于海上油气资源的勘查中。海底的油气渗漏

可在海洋表面形成油膜, 可用遥感的方法 (包括高

光谱遥感 )来探测
[ 56]
。田庆久 2006年 9月和 2007

年 8月通过辽东湾海上野外光谱实验及样品采集分

析、多次实验室油膜光谱模拟实验与分析, 针对

EO) 1卫星高光谱遥感 HYPER ION数据特点进行

了谱段选择和海面薄油膜和厚油膜检测模式的建

立。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在 2010年对庆阳地区

利用高分辨率航空成像光谱仪 CASI/SASI进行了

油气勘探的探索性研究, 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为

高分辨、高光谱影像在油气勘探中的研究提取了

范例。

利用遥感技术提取油气微渗漏信息, 是一种非

侵入式技术,具有经济、安全及高效等方面的优势,

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 57, 58 ]

。高光谱遥感技术具有较

高的光谱分辨率和不间断的光谱覆盖, 提供了丰富

的地面信息, 优化了岩矿识别与提取条件, 增强了

遥感对地探测能力和对地物的鉴别能力, 提高了遥

感技术的定量化水平。将高光谱遥感技术用于油

气微渗漏信息的提取具有重要的意义。

2 油气渗漏理论

赋存于地下的油气藏在一定条件下可向地表

渗漏, 在地表形成一些特定的现象, 这些现象可为

油气勘探提供有用的线索。油气的地表渗漏包括 2

种类型:宏观渗漏 ( m acroseepage)和微渗漏 ( m icro-

seepage)。宏观渗漏是地表可见的油气渗漏
[ 59]

, 用

常规的方法 (如地表观测 )就可以直接发现, 通常沿

断裂带或不整合面发育。微渗漏是烃类物质垂直

或近于垂直渗漏到地表, 是肉眼不可见的油气渗

漏,常规的方法难以发现, 其存在的直接证据就是

在某些油气藏上方进行常规地球化学测量时, 发现

土壤气体和土壤中轻的烃类物质的异常
[ 47]
。微渗

漏的烃类在向地表运移过程中, 必然引起油气藏上

方的物质的变异, 产生某些理化异常, 即土壤烃组

分含量异常和烃类蚀变物异常
[ 60]
。

常见的油气微渗漏引起的地表异常包括: ¹ 红

层的退色, 油气微渗漏产生的还原环境使 Fe
3+
向

Fe
2+
转化, 导致土壤或岩石中 Fe

2+
的富集; º黏土

矿化 (黏土矿物的富集 ), 即混层黏土矿物和长石向

高岭石的转化, 长石向黏土矿物 (高岭石、伊利石、

绿泥石 )转化; » 碳酸盐化, 即碳酸盐矿物含量的增

多; ¼ 植被异常; ½ 某些地温异常等
[ 56]
。

常规方法很难发现油气微渗漏引起的地表异

常 (如土壤岩石蚀变和植被异常 ), 而遥感则提供了

快速、有效的手段来探测地表土壤、岩石和植被的

异常,因此被应用于油气微渗漏的探测
[ 61) 63]

, 为油

气勘探提供有益的线索。油气田的乙烷渗漏是甲

烷的 1 000倍,因此在直接探测地表油气渗漏时以探

测乙烷为主
[ 64]
。早期的油气微渗漏遥感探测研究

多采用宽波段的图像数据, 如 LANDSAT TM数据,

来提取有关的蚀变信息, 并在一些已知的油气区获

得了成功。但宽波段的遥感数据由于其有限的光

谱和空间分辨率,在探测油气微渗漏方面有很大的

局限性,如 Landsa tTM数据仅有 2个短波红外波段

(第 5和 7波段 ) ,难以进一步区分一些与油气微渗

漏有关的蚀变, 如碳酸盐化和黏土化。近年来, 高

光谱数据被应用于探测微渗漏研究
[ 42, 65 ]

, 一些石油

公司也采用了相关的技术。烃类物质
[ 66, 67 ]

和蚀变

矿物
[ 68]
的诊断性光谱吸收特征分别构成了反射光

谱勘探油气的直接和间接证据。

3 油气勘探的光谱常用光谱曲线

常用的高光谱探测波长区间一般为 ( 014)

215) Lm。关于油气微渗漏理论, Saunders做了精

辟的总结
[ 69 ]

:非常小的轻烃分子快速、垂直地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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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土壤空隙中,部分被细菌分解, 生成 H2 S、CO2,

在地下水中的 CO 2形成 H2CO 3, H 2CO3与黏土矿物

反应生成更多的 CaCO 3, 从而引起了地表物质的坚

硬和难于侵蚀。在 H2 S制造的还原环境中钾长石、

斜长石被还原为黏土矿物,同时三价铁被还原为二

价铁。由此,烃类物质和蚀变矿物的诊断性光谱吸

收特征分别构成了反射光谱勘探油气的直接和间

接证据。

在近红外至短波红外波段范围内, 烃类物质在

波长 1. 725、1. 760、2. 311和 2. 360 Lm处,存在一系

列吸收谷,特别在 ( 2. 30) 2. 36) Lm处是一个双峰

式强吸收谷
[ 70]

(如图 1所示 )。黏土矿物, 如高岭

石、绿泥石、蒙脱石等,波谱特征表现在 1. 4、2. 2 Lm

和 2. 35 Lm附近 (如图 2所示 ); 碳酸盐的特征谱带

在 2. 35 Lm和 2. 55 Lm附近
[ 71]

(如图 3所示 )。黏

土矿物在 2. 2 Lm处表现为较强的羟基基团的吸收特

征,在短波红外波段 ( 2. 0) 2. 5) Lm处较硅酸盐、碳

酸盐呈底反射率。通常情况下,土壤和岩石有机质含

量增高,还原性增强,部分 Fe
3+
会转化为 Fe

2+
, 使土

壤和岩石漂白和红层褪色。含 Fe矿物 (如辉石、橄榄

石、黄铁矿和绿泥石等 )在 ( 0. 8) 1. 1) Lm存在较强

的吸收,它是 Fe
2+
晶格场吸收所致

[ 72]
。三价铁离子

的特征吸收位置,主要在 ( 0. 87) 0. 9) Lm (图 4)。二

价铁离子特征吸收位置主要在 ( 1. 0) 1. 3) Lm之间

(图 5)
[ 54 ]
。 ( 2. 27) 2. 46) Lm为油气藏遥感探测有

效窗口
[ 73]
。一般来说,这些可以作为油气烃类微渗

漏遥感直接探测的工作波段。

图 1 原油波谱曲线

图 2 黏土矿物光谱曲线

图 3 碳酸盐矿物光谱曲线

图 4 含三价铁的矿物的光谱曲线 (源自 U SGS光谱库 )

图 5 含二价铁的矿物菱铁矿的光谱曲线 (源自 U SGS光谱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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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技术方法

S inghroy
[ 74 ]
、Sega l

[ 75]
、Carter

[ 76 ]
等的研究表明,

烃类微渗漏造成的地表化学环境变化会引起土壤、

岩石和植物光谱特性的变化。可以通过高光谱遥

感影像对这些特征的进行信息提取, 为油气勘探提

供技术支持。以下是几种高光谱在油气勘探的应

用方法。

4. 1 利用地表土壤的反射光谱勘探油气的方法 [ 52]

反射光谱学 ( Reflectance spectroscopy)就是基

于某个波长区域电磁波与物质的相互作用来分析

物质的一种技术。利用地表土壤的反射光谱进行

油气勘探是建立在反射光谱学和油气微渗漏理论

的基础上的一种方法。运用反射光谱学原理,根据

物质的诊断性光谱吸收特征 (如图 1) , 可以鉴别物

质成分和结构。

以反射光谱学和油气微渗漏理论为基础,结合

野外采集样品的检测报告,对于某地区地面测量的

光谱进行分析,从而提出了典型含气区测点的光谱

曲线的宏观特征; 然后, 完成反射光谱中的吸收特

征的提取, 包括吸收波段深度、位置、宽度和对称

度,以此分析测区采集的样品的光谱, 建立特征光

谱库; 提出了检测地表烃类物质的方法; 最后基于

线性解混模型, 综合应用基于小波变换的 PCA、k

均值聚类、SAM等数学工具, 将光谱数据分类, 实现

半定量地提取测区主要蚀变矿物的丰度信息。

图 6 油气渗漏 30天造成的地表

米玉 (左 )和小麦 (右 )的叶片颜色变化

4. 2 通过植被异常提取油气渗漏信息 [ 49]

土壤中天然气的异常是由于地下油气管道或

天然油气渗漏造成的。土壤中的天然气影响植被

的生长 (图 6) , 而植被的生长状况可以通过光谱反

射曲线来监测。大量的油气渗漏可以使植被的叶

绿素减少。油气渗漏使植被的光谱发生变化, 包括

红色到热红外波段 (红边 )的反射率的突然上升, 坡

度,拐点和高度的变化。这些可以用来区分几种重

要的植被特征。通过植被的光谱曲线来确定植被

的种属,然后在确定同种植被不同地区之间光谱曲

线的差别,以此来确定由于油气渗漏造成的植被异

常区
[ 46]
。如果土壤中的 CO2 含量达到 50%时, 在

1 400 nm和 1 900 nm处的水分光谱曲线显示叶片

中的水分含量减少 (图 8)。但 CO 2含量高对植被危

害不大, 造成植被光谱变化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缺

氧。油气渗漏时进入土壤中的大量甲烷、乙烷使土

壤的氧气大量减少。乙烷使玉米的反射光谱在 580

图 7 玉米和小麦在油气渗漏区的 ( G assed)

与正常情况下 ( Control)的光谱曲线对比

nm处的反射率增长 (图 7)。对植被指数 NDV I小

于0. 75的区域,利用 HYMAP传感器 R440 /R740对

油气渗漏区的探测效果较好。当 NDVI大于 0. 75时,

利用 HYMAP传感器 R740 /R720对油气渗漏区的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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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效果较好。最理想的遥感探测植被受油气渗漏

的影响波段在可见光和近红外几个比较窄的波段。

现有的航空和航天遥感还不能探测空间区域小于 2

m的油气渗漏区。油气渗漏对植被的影响在图像上

具有圆形规律,利用指数或高斯过滤器对提高信息

精度有较好的效果。长期的油气渗漏对地表的生

物种类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像,并使土壤中的水分含

量减少
[ 49]
。

图 8 由不同 CO2含量造成的在 1 900 nm

波段的水的最大光谱吸收特征

另外张昭贵
[ 77]
等通过对塔里木盆地塔北地区

枇杷柴的研究后发现以下特征:

( 1) 枇杷柴在油气区与非油气区交界处呈墨绿

色,其余地区为青绿色;

( 2) 枇杷柴在油气区的波谱反射率明显低于非

油气区,其差值可达 20%以上;

( 3) 枇杷柴反射波谱的 (左、右 )吸收峰深度

(H )呈现明显的统计规律。对应 680 nm波长吸收

峰为H油 [ H非油 ;对应 960 nm波长吸收峰,在油气区

为 H左 \H右 ,非油气区为 H左 [ H右。

通过对研究区红柳的进一步测试, 除了发现其

反射波谱特征具有类似的统计规律外, 还发现油气

区的红柳相对于非油气区在 680 nm波长处有明显

的 "蓝移 "现象
[ 78]
。

4. 3 油气渗漏区蚀变信息提取方法

蚀变提取主要采取的是比值的方法突出各矿

物的蚀变信息,其选取比值波段的原则为:

( 1) 首先优先选取质量较好的波段, 作为后续

处理和运算的波段;

( 2) 在可选的特征吸收、高值区,尽量选择能够

避开植被及其他矿物影像的位置;

( 3) 由于实际情况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其比值

后所得的范围,与实验室测定波谱比值后的计算值

存在一定误差, 因此在提取时, 适当放宽了通过标

准曲线计算出的范围,作为实际提取的范围。

基于以上原则, 对黏土矿物选取反射高值 2.

135 Lm和低值 2. 205 Lm进行比值处理。其比值后

黏土矿物的理论值为 ( 1. 281) 1. 770) Lm。三价铁

离子选取反射高值 1. 285 Lm和低值 0. 894 Lm进

行比值处理, 则比值应介于 ( 1. 335) 2. 89) Lm 之

间。二价铁离子选取反射高值 1. 749 Lm (波段 )和

低值 1. 184 Lm (波段 )进行比值处理, 则比值至少

应介于 ( 1) 5) Lm之间。烃类物质选取 1. 725 Lm

的吸收位置和 2. 07 Lm的高值位置进行计算。在

对碳酸根离子蚀变信息时, 考虑到碳酸盐矿物特称

的光谱特性,其在热红外部分和其他矿物的区别度

更大,更有利于其信息的提取
[ 54]
。

以上油气勘探方法显示, 基于高光谱的微渗漏

探测主要通过一些间接证据, 如植被异常、土壤和

岩石蚀变,为油气勘探提供线索。而油气资源的确

定还要依靠相关的地质资料
[ 56 ]
。

4. 4 基于小波 PCA的油气特征提取与分类方法
[ 55]

主成分分析 ( PCA )能利用谱段之间的相互关

系,在尽可能地不丢失信息的同时, 除去谱段间多

余信息,将多谱段的图像信息压缩到少数几个谱段

而仍能保持有效性。另一方面, 小波变换能在光谱

域内针对每一个像元进行数据降维,它不仅可以减

少数据量,同时也能保留光谱信号中的差别, 使典

型光谱中的峰谷信息保留下来, 这对大多数基于像

元运算的分类器很有优势。由于小波分解是作用

于每一个像元的, 所以, 在空间域内基于小波的降

维不能很好区分相邻像元间的不同类。而 PCA则

能弥补这一不足,它能提供更多的不同类在相邻像

元间的局部空间信息。因此,由小波分解和 PCA结

合而成的特征提取算法, 有助于更好地进行地物分

类, 提取烃类微渗漏蚀变特征, 具体流程如图 9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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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天然气特征区分类系统流程

5 结语

将高光谱遥感数据应用于油气微渗漏研究相

对较少,其研究方法和技术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尽

管高光谱图像具有高的光谱分辨率, 可以更准确地

探测各种不同的蚀变和植被异常, 但现有的卫星高

光谱数据覆盖范围有限 (空间分辨率也较低 ) , 广泛

应用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我国高光谱在油气

勘探中的应用还存在诸多问题, 例如高空间和高波

谱分辨率的遥感数据数据缺乏, 主要依赖国外
[ 79 ]

,

无法满足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由于各类

卫星遥感、航空遥感的光谱设置、空间分辨率和探

测内容各有侧重, 因此, 要成功应用遥感技术探测

微烃渗漏区,必须综合光谱、磁、放射性等多源遥感

方法,同时应结合地面地质调查、地面物化探测

量
[ 80, 81]

等,充分利用各自优势, 相互补充, 相互验

证。在未来的油气勘探中, 要通过借鉴国外成功经

验,集中优势力量, 结合大量陆相遥感油气勘探实

践,利用现代遥感以其在高空间和高波谱分辨率、

视域广、周期短、效率高的优势和特点, 将为山地、

沙漠和黄土塬等复杂地区, 为大面积低丰度的岩性

油气藏,为广阔的海洋油气资源勘查, 发挥更大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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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yperspectralResearch Status at Hom e and

Abroad in the O il Exp loration

YANG Yan-jie, ZHAO Y ing- jun

( NationalKey Laboratory ofR emote Sen sing Informat ion and Im age Analys is

T echn ique-Beijing Research Inst itu te ofUran ium G eology, Beij ing 100029, P. R. Ch in a)

[Abstract]  As the deve lopm ent of the techno logy, the RS p lay a m ore im portant ro le in the o il exp loration. The

hyper spectral w as the new techno logy of RS, so it gotm ore attention in the o il exp loration. The hyper spectral re-

m otes sensing characterized w ith h igh-speed, cheap, accurateness. There w ere little oil exp lora tion examp les wh ich

use hyperspectra.l And there w ere lot of def ic iencies in the data and processm ethod. For examp le, the cover area

of the hyper spectral sate llite is lim ited ( and the spat ial resolution is sm a ll), a lo t of the processm ethods in the hy-

per spectra lwh ich w as use fo r mu lt-i spectral processes, there w ere litt le process m ethods for the hyper spectra l in

the o il exploration. A s the developm ent o f the hyper spectral instrum ents and its process m ethods, the hyper spec-

tra lw ill provide new chance fo r the o il exp loration.

[Key words]  o il explorat ion  hyper spectra l  study 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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