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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熔结凝灰岩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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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学者
，

诸如 �
�

�
�

彼德罗娃
、

�
�

�
�

塔齐耶夫
、

陶奎元
、

周新 民
、

邸 瑞 和 谢

家荣等对熔结凝灰岩的特点作过许多独树见解的研究
，
归纳起来有下列几点

�
���分布面

积相当大 �数百至数千��
�
�� ���厚度

、

体积亦很大 �厚度在 数百�
，
体 积在 ������

��
�

之间�� ��� 与凝灰岩一样
，
岩石全由火山碎屑物质组成

，
成分复杂� ���有较多的

晶屑和岩屑
，

有时具残余凝灰结构� ���以细粒级多见� ���存在着大量的火焰石 �浆

屑�
、

塑变玻屑和塑变撕屑
，
由此构成了独具一格的假流纹构造 �

，

���部分成层性差
，

部

分具良好的柱状和板状节理
� ���通常以酸性

、

中酸性为主
，
碱性和中性的 较少

，

基性

的罕见
，
即它的出现与酸度成正比， ���区域上产于火山构造洼地中

，
与火 山颈和破火

山口有关 � ��。�生成时期主要在地糟发育的晚期
，
即一般都在火山活动强烈 爆发 之后以

及较宁静溢出以前 �
一

���� 岩相
，

往下可过渡为来熔结的火山碎屑岩
，

往上 可过渡为正常

熔岩， ����据现有资料统计
，

绝大部分都是陆相成因的
，
故有人认为它的 出现 是典型的

陆相火山爆发 � ����
一

有呈侵人产出的熔结凝灰岩体� ����它可以逐渐过渡为熔岩
、

次火

山岩
，

并与浅成侵人岩有成生联系
， ����根据塑性火山碎屑的变形程度

，
岩石 可 细分为

强
、

中
、

弱熔结凝灰岩
� ����它既不是由空落火山碎屑物

，
亦不是由“ 般火山灰流而是由

火山爆溢作用形成的介于凝灰岩和熔岩之间的一种特殊类型岩石
。

浙江省区域地质调查对大面 积 分 布 的火山岩包括熔结凝灰岩在内亦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

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性资料
，
为进一步研究熔结凝灰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回顾我省对

火山岩的研究
，

早期偏重于地层学方面
，
着重解决层序和区域对比间题

。

随着工作的深入
，

对火山活动特点的认识不断有所提高
，
工作方法上亦转向既注意层序对比

，
又注意岩相特

征以及与构造活动关系等
。

由于熔结凝灰岩分布面积大
，
岩石类型多

，

新矿床类型不断发

现
，
加之其岩石的复杂性和成因的多解性

，
因此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犷 论著很多

。

笔者根

据多年积累下来的资料
，
将熔结凝灰岩的主要特征分十二个问题付论如卞

�

�
。

时代特征
�

除在前震旦纪神功旋回的双溪坞群 ���忆��� 中有少量 中性 熔结凝灰

岩 �照片 ��分布外
，
几乎全部分布在燕山旋回

，

即从晚侏罗世早期开始至晚白蛋世早期

结束的绝大部分岩性段内
。

燕山早期主要分布在西山头组 ���劝 和 高坞组 ��
�

�� 中
，

其

他在大爽组顶部 ��
�

少�
、

茶湾组 ��
�
��

、

九里坪组 ��
�

�� 和祝村组 ��
�
习 中也 有广泛的

分布
。

燕山晚期在塘上组 ��
�
�� 中分布较多

，

在馆头组 ��
�

�� 和朝 川 组 ��
、
�� 中亦有

所见
。

�
�

展布特征
�

浙江 火 山 岩发 育 广泛
，
出 露面 积 达 �������

“ ，

占全省基岩面积的

��
�

���
。

其中
，
酸性和中酸性岩类的出露面积占火山岩总面积的��

�

���
。

从全省来说
，
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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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岩分布的面积
，
浙西北较少

，
浙中次之

，
沿海一带最为广厚

，
并且从浙西北到浙东南亦

即是从内陆到沿海
，
火山爆发规模有明显增大

、

熔结凝灰岩有明显增厚的趋势
。

�
�

火山旋回特征
�

浙江火山岩可以分地槽
、

地台和大陆边缘活动三个岩浆活动阶段
。

神功
、

晋宁
、

加里东
、

华力西一印支
、

燕山和喜马拉雅六个火山活动旋回
。

地槽发展阶段 �包括神功旋回和晋宁旋回�
�

以海相火山岩 喷发 为主
， 火山活动十分

活跃
，
形成规模较大的岛弧型钙碱系列的细碧一角斑岩建造和中酸性熔岩

。

地台发展阶段
�

自晋宁运动后至印支运动
，
浙西北处于地台发展阶段

，
火山活动微弱

，

仅在早震旦世志棠组
、

晚志留世唐家坞组和晚二叠世长兴组中有少 量火 山碎 屑沉 积岩分

布
。

大陆边缘活动阶段 �包括燕山旋回和喜马拉雅旋回�
�

这一阶段以断 块运 动和大规模

的岩浆活动为特征
。

火山活动始于中侏罗世
，
晚侏罗世达到全盛

，
产生了大量的酸性和中

酸性火山岩
，
白蛋纪渐趋减弱

，
新生代仅在局部地区有基性和超基性熔岩喷溢

。

�
�

产状特征
�

晚侏罗世以面式
、

裂隙式和串珠状多口式喷发为主
，
至早 白圣 世多转

为中心式喷发
。

熔结凝灰岩有的分布在通道中
，
如诸暨县的鹰嘴山� 有的分布在火 口附近

，

如诸暨县的跨头岗
。

其产出形式虽以巨大的岩席状火山碎屑溢流为主
，
但局部也有呈侵人

产出的 �照片 ��
。

定海县马番晚侏罗世酸性晶屑熔结凝灰岩侵入在上侏罗统大爽组 ��
�
��

中就是一例
。

�
�

地貌特征
�

熔结凝灰岩在地貌上的最大特征是
，
常构成相对高 差较 大的高山

，
如

天目山
、

四明山和天台山等
。

熔结凝灰岩垂直节理发育
，
抗蚀能力强

，
常构成高达百余米

的悬崖绝壁
，
如奉化千丈岩

、

妙高台
。

柱状节理发育
，
这是熔结凝灰岩区别于其他火山碎

屑岩的一个最大的宏观特征
。

�
�

岩性和岩类特征
�

岩性
，
以酸性和中酸性为主

，
碱性和中性的较少

，
基性的尚未发

现
。

虽以酸性和中酸性为主
，
但至沿海地区出现少见的碱性和偏碱性熔结凝灰岩

�

总的演

化趋势
，
有早期偏中酸性

，
往后偏酸性

，
晚期偏碱性的特点

。

岩石种类
，
以晶屑玻屑和玻

屑熔结凝灰岩多见， 晶屑和多屑熔结凝灰岩次之
，

岩屑熔结凝灰岩最多
，
其中又以细粒级

的和含角砾级的多见
，

粗粒级的尤其是集块级的仅在火 口附近有少量分布
。

�
�

岩石纵向变化特征
�

浙江酸性熔结凝灰岩经常可以渐变为流纹 �斑�岩 �照片 ��
。

为了解这类岩石的地质特征
， ���万肖山幅在云势山和马家地两处分别 测制 了剖面

，
系统

的采集了各种样品
，
通过系统研究得出了下面三点看法

�

���
‘

弱熔结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和流缤斑岩三者呈渐变过渡关系
， 这套岩石复盖于

酸性含角砾岩屑玻屑凝灰岩之上
。

底部为不熔结或识有微弱熔结的岩石
，
岩石中玻屑虽有

部分呈塑变状态
，

但保留有较多的弧面棱角状玻屑
，
向上逐

几

渐过渡为几乎不保留弧面棱角

状玻屑
，
全由塑变玻屑组成

， 塑变结构和假流纹构造较为岑育的熔结凝灰岩
，
顶部 �地形

上为山顶�过渡为斜长流纹斑岩
，

它与熔结凝灰岩并无明显界线
。 、

从整体来看
，
两者矿物

成分和化学成分都很近似
，
只在结构构造上有些差异

，
若定为流纹斑岩则有熔结凝灰岩的

某些特点
，

若定为熔结凝灰岩则又有熔岩的某些特征
，
这类岩石可能是熔结凝灰岩向熔岩

过渡的产物
。

���在剖面中
，

虽上下岩层结构不同
，
但岩石的化学成分几乎一致

。

这种岩石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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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上的一致性虽然不能由此断定它们具有相同的成因
，
但荃少这种情况反映它们在形成

时间和喷发条件上不会相差太远
。

�幻 强熔结凝灰岩的出现
，
对恢复火山机构和探讨古火山的活动规橄目前虽无成熟

的意见
，
但在分布上可以看出

，
它在马家地灭山喷发中心东西两侧 �、 �七� 范围内

，

由近

及远
，
从强熔结凝灰岩过渡为中等熔结凝灰岩直至弱熔结凝灰岩犷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

�
�

岩石的结构构造特征
�

塑变结构和假流纹构造是酸性和甲酸性熔结凝灰岩 的一个

最大特征
。

塑变结构是火山碎屑中除部分来变形的刚性碎屑偌屑
、

晶屑�外
，
主要由塑变

玻屑
、

塑变撕屑和浆屑自身塑变伸长而组成的结构
。

假流纹构造是由塑变玻瘸
、

塑变撕屑

和浆屑彼此平行排列互相重叠熔结所组成的貌似流纹构造的构造
。

至高级阶段
，

也就是在

强塑变熔结凝灰岩中
， ‘

真假流纹就比较难分了
，
此时

。
流纹

”
细密

，
延伸增长

，�

填隙物很
少

，
塑变碎屑相互直接熔结

，

燕尾状分文现象很难找到
，
此时实际上已由夜流纹构造向真

流纹构造过渡
，
熔结凝灰岩 �酸性�向流纹岩过渡了

。

�
�

碎届特征
�
组成熔结凝灰岩的碎屑有岩屑

、

晶屑
、

塑变玻屑
、

塑变撕屑
、

浆屑和尖屑

等多种‘ 其中岩屑 、

晶屑是已固化的会石和早期析出的斑晶炸碎而成
，
是刚性体脆性破碎

争论不大
。

分歧最大的是塑变玻屑
，
塑变撕屑

、

浆屑和尘屑
。

这四种碎屑受岩浆酸度和火

山爆发强度的影响最大
，
同时受地区性和后期脱玻作用画最敏感

，
讨论如下

�

��� 塑变玻屑
�

塑变玻屑是玻屑在半固结阶段受流动时拉长
、

定位后受上复岩歹静
压力塑性变形而成

。

塑变玻屑是组成陆相酸性
、

中酸性熔结凝灰岩必不可少的成员
，
是鉴

定这类岩石的独特标志
。

因为随着酸度的降低它将逐渐减少
，
代之以塑变撕屑粕浮石状碎

屑
。

���塑变撕屑 �全称塑变撕裂状玻屑�
�

由炽热的撕屑塑性变形固化而成
。

外形多

呈拉长的叶片状
、

断块状
，
两端参差不齐

，
状似撕裂 �照片 ��

。

撕屑可进一步过渡为浮

石状碎屑
，
如果熔浆酸度再进一步降低以及火山爆发强度再进一步减弱的话

。

��� 浆屑�
�

同义语有熔岩条带
、

火焰石
、

塑性岩肩
、

塑性石屑和饼状体等多种
。

是喷出的熔浆团
，
落地前尚未完全固化

，
在流动和堆积过程中尚处在塑性状态时被拉长和

压扁而成
。

它在中酸性尤其是酸性熔结成因的火山碎屑岩中十分常见
，
是一种特征的鉴定

标志
。

��� 尘屑
�

分布在岩屑
、

晶屑
、

塑变玻屑
、

塑变撕屑和浆屑之间呈填隙
、
胶结物状

态出现的粒度小于 �
�

����口 的霏细状长英隐晶质
，
常称火山尘

，
火 山 尘 埃物 质

、

长英

隐晶质和微屑
。

陶奎元等在电子显微镜下看到
，
���灿的翔粒

，
外形呈弧面凹 角 状

，
表

面有流线形隆起及弯曲的沟槽等超微结构
。
王德滋

、

周新民等在电子显橄镜下放大���。�

�����倍
，
观察了兰种酸性火山尘的形态

，·

玻璃质的
、

重结晶的和变形的
。

观察结果证明
，

玻璃质的呈粒状
，
为具有清楚的棱和角的多面块体

，
上面有沟槽， 重结晶的

一

边缘 比较园

滑
，

粒径增大至�
�

��。 。 以上
，
沟槽消失

，
有微细的空腔， 变形的财缺乏晚显的界 线

，
呈

迭瓦状紧密镶嵌
，
沟槽和空腔已不存在

。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
，
酸性火山尘的成因

，
是与玻

屑一样系由气孔壁迸碎而成
，
状如灰尘

，
是目前所知粒经最细小的火山碑屑

，
名实相符

，

应

� 这一名词系谭荣森首创
，
很多同志认为浆不能成为屑

，
很不达意

，
但目前还没有更合适的名 词 代替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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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其名为
“
火山尘屑

” ，
简称

“
尘屑

”
为宜

。

��
�

关千晶屑含量的极限问题
�
日本久野和关国一些学者根据粘度的理论

，
认为任何

火山岩包括熔结凝灰岩在内
，
它的

“
斑晶

”
含量不能超过��写

，
如果超过���

，
则既不能

喷出也不能爆炸
，

一定是侵人体或次火山岩体
。

然我省高坞组和 九 里 坪 组中的熔结凝灰

岩
，
晶屑含量经常在 ��� 以 上

，
有的可达 ���

，
这从照片 �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

。

这

种岩石塑变玻屑和假流纹构造很清晰
，
晶体完全呈碎屑状

，
它与常见的次火山岩结构构造

明显有别
，
而与大规模出露的熔结凝灰岩完全一样

，
只能定熔结凝灰岩

，
不 能 定 其 他岩

石
。

为此
，

久野他们的论点
，
值得进一步商榷

。

��
�

熔结凝灰岩的细分及其细分标念
�

熔结凝灰岩现分为强熔结凝灰岩
、

中等熔结凝

灰岩和弱熔结凝灰岩三种
，
但很多同志认为它们的涵义颠倒

，
因为弱熔结的火山爆发强度

最大
，
强熔结的火山爆发强度反而减弱� 强熔结的填隙物—尘屑少� 弱熔结的反而多

，

如果要把后者熔结反而要化更大的能量 ， 实际上判别强
、

中
、

弱的标志主要是根据玻屑的

表 � 强
、

中
、

弱熔结凝灰岩的区分标志

��卜�� �
�

��吕���邪童
���呵 �������趁 �� ��������， ��之�����������

。 �� ���城了 �
���� ����习

强 �塑变�熔结凝炭岩 �中塑变�熔结凝灰岩 弱 �塑变�熔结凝灰岩

� � 用

飞丫塑
、

茄姿�
融积岩

、

熔接凝灰岩
�

焊接凝灰岩
、

凝灰熔岩 � 烧结凝灰岩
、

熔凝灰岩

、 � ��匀、
� 奋‘ ��—一

�一

一
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网

一�、
� 程�� � �

分项目
一

�

进�
强 塑 变

�
中 等 塑 变

�
弱 塑 变

塑性玻屑含量极多
，
已全部

变形
，
强烈扁平化

，
彼此首尾

相接
，
宛若叠置的蛆酬

。

变形

弱的玻屑和燕尾状分叉现像仅

在刚性碎屑的撑开部分偶而可

以找到
。
碎屑很多都是直接接

触
，
胶结物很少

。

有的已发生

重溶
，
边界不清楚

，
含较多的

浆屑

塑性玻屑绝大部 分 已 经 变

形
，
少部分仍可恢复弧面棱角

状原形
，
浆屑发育

。
塑性碎屑

受刚性碎屑的挤压
，
在其边缘

尤其是受压一方已显示出明显

的假流纹状构造

塑性碎屑微受变形
，
棱凭开

始圆化
，
在刚性碎屑受压一方

比较明显
，
少部分仍保留弧面

棱角状形态
，
碎屑之间分布着

较多的霏细状长英物质一一尘

屑

微观特征

因碎屑成分主要由塑变玻屑

组成
，
比较均一致密

，
条纹细

密酷似熔岩
。

柱状节理发育

露头上可见大量焰舌状
、
透

镜状
、

蛆划状碎屑
，
呈方向性

分布
，
构成明显的条痕斑杂状

构造

表面粗精
，
含较多岩屑

。

火

山碎屑微呈定向分布
，
形成条

痕斑杂状构造

落�，，�胜��卫�

�
�

��
��

…
�
一

…
一

…

宏观特征

十分清楚
，
镜上尤甚

，
有的

和真流纹很难区别

清楚
，
尤其在露头上 不太明显假流纹造构

岩 屑 显著减少

与熔结凝灰岩和熔岩密切共

生
，
一般位于熔结凝灰岩之上

，

往上可过渡为同成分的熔岩
。

多分布在近火山爆发中心

含量较少

常呈巨厚的堆积
，
往往分布

，

在一个火山爆发旋回的中部或

中部偏上位置

多且杂

常为巨厚的凝灰岩夹层
，
或

熔结凝灰岩的顶底部
，
可过渡

为凝灰岩

地质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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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酸性熔结凝灰岩与流纹 �斑�岩鉴别特征对比表

����� �
。

��琳
��一曲

�� ��� ��。 ‘�
��� �������一 公 ���� �，。 汤����如 几��

��夕����� ��������
� ���������

酸 性 熔 结 凝 灰 岩 流 纹 �斑 》 岩

露头不匀
，
岩石比较致密

。

晶屑多
，
种类复杂

，

破碎状
。

结构杂乱
，
分布无序

。 “
流纹

”
紊乱

，

“
成层

”
性差

，
上下

“
流层

”
有错位之感

，
厚薄

不匀
，
延伸不长

。

远看产状尚可
，
近 看 产 状 模

糊
，
层面难找

，
不易测量

。

少数强熔 结 凝 灰 岩

外表虽可呈黑嗜状
，
不同的是斑晶破碎

，
有的可

呈良好的柱状节理
，
但这种柱状节理经常被顶底

部未熔结的凝灰岩阻隔
，
这在地貌上很容易把不

同冷却单位一目了然的区分开来
。

表面总是较平

坦 的
，
一 次 爆 发的熔结凝灰岩

，
它的顶部

‘

中

间和底部熔结程度不同
，
中部偏下最强

，
底部一

段有一层薄薄的未熔结或稍熔结的凝灰岩
。

往上

是熔岩或另一层凝灰岩
，
这是真假流纹难分时一

个很好的佐证
。

如碎屑和胶结物成分相同
，
或因

露头风化反差不清
，
往往很难区别

，
此时可以汰

水湿之
，
仔细观察颜色深浅

，
色调变化

，
碎屑形

态及其分布规律
，
可以突然疑潭顿开

，

庐山真现
，

收到意外的效果

露头均一
，

岩石致密
，
斑晶成分勇一

，
晶形完

整
，
斑晶基质大小分明

，
分布有序

，
岩屑罕见

�

流纹细密
，
延伸很长

，
厚薄均匀

， ‘
成层

，
很好

，

产状远看近看都较清楚
，
容易测量

黑嗜岩主要由玻璃质组成
，
斑晶很少

。
且较完

整

顶部表面
，
常不平坦

，
呈现瘤状

、

渣壳状
、
皱

纹状和角砾状等形态
�

流纹的连续性和均一性中

间最好
，
底部次之

，
顶部最差

。

底部常捕获有下

伏岩层的碎块

多
，
种类复杂

，
呈棱角状

常见
，
露头上皇焰舌状

，
透镜状

，
呈方向性分

，
它一般颜色较深与周围物质色浅 的 不 协 调

，
很容易识别出来

少
，

有时可见少量俘虏体
�

但校角已经圆化

有晶洞状熔岩条带

性布
屑浆

品屑复杂
，
常有几种斜长石碎屑同时共存

。
石

英
、
碱长石晶屑有溶蚀现象

。

晶体裂纹发育
，
多

呈破碎状
，
据统计完整晶体一般仅占全部晶屑的

�。����
，
即���以上是呈碎屑状的

。
晶屑长轴

有时垂直假流纹分布
。

碎屑感很 强
，
无 结 晶 顺

序
。
镜下视域混杂

，
很不均一

斑晶单一
，
晶形完整

，
很少裂纹和溶蚀现象

。

据统计绝大部分是完整晶体
，
一 般 占全部斑晶的

�����。 �
。
晶体长轴常平行流纹 分 布

。
斑 晃

，

基质两个世代
，
顺序分明

。

锁下视域清晰
，
结构

均一

晶屑或斑晶

为隐细的尘屑所组成
，

常脱波或重结晶成隐晶

质的石英
、

碱长石集合体
。 “

基质
，
中不出现透

长石微品

具玻璃质
，

霏细
、

扇状
、

隐球粒和包含显微等

结构
。

针状透长石微晶只 出现在基质中

微细部分

假流纹由塑性火山碎屑
，
特别是塑性玻屑

、

塑

性撕屑和浆屑拉长
、

压扁后组成
，

宽窄不一
，
断

裂延仲
，
两端常有燕尾状分叉现象

。

有时在其受

压两侧的撑开部分可找到没有变形或变形很轻的

弧面棱角状玻屑
。

刚性碎屑可以取三度空间自由

展布
，

所以玻屑可以被它顶着十分不自然的拐弯

绕过
，
使假流纹构造显得更加清晰

流纹由不同氧化程度铁质散染引起 的 颜 色 条

带
，
玻璃质与非玻璃质

、

不同结构
、

不同矿物的

互相交替
、

长柱状斑晶
、

微晶体
，

雏晶以及拉长

的空洞和杏仁体定向平行排 列 所 构 成
。

流纹细

密
，
互相平行

，
延伸很长

，
无分叉现象

，
绕过斑

晶十分自然
。

有时基质结构流纹感不太强
，
则可

借具明显二向性的矿物
，
如长石

，

云母等的排列

方向来推断
，

一般的说其长轴展布方向就是流纹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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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石

谕势咬呼
且 ��乏

酸 性 熔 结 凝 灰 岩 流 没 �斑� 岩

脱玻后虽有雏晶出现
，
但一般分布稀疏且毫无

定向性
，
所以在假流纹构造中一般不大量的有规

律性的出现

脱玻后有时显不太均一的包含显微结构
，
塑变

玻屑形成对称的流状 �晶脊�构造

由于玻屑的折射率略高于尘屑
，
放在单偏光下

凭微弱的折射率可在刚性碎屑受压两侧的撑开部

分找到没有变形或变形较差的玻屑痕迹
。

在脱玻

后的微球粒和珍珠构造的背景上可以见到塑变玻

屑和假流纹穿过它的边缘不受其轮廓约束的迹象

�照片 ��

浆屑的放射状纤维是从边缘向中心生长
，
达不

到中心

雏晶常见
，
分布有规律

，
一般与流纹一致

，
变

余结构均一

脱玻后无梳状 �品脊� 构造可见

微球粒 �脱玻重结晶后的球粒�的长英质纤维

是从中心向四周生长
，
呈放射状经常布满整个球

体

脱玻后微观的特征

体 重 ���
。

�

假流纹在酸性和中酸性熔结凝灰岩中最发育
，

是鉴定该岩石的一个特征性标志

流纹构造在酸性熔岩中最发育
，
该岩石就是根

据构造形象而命名的

造专构属性

变形程度
，
所以概念上不如改成强塑变熔结凝灰岩

、

中等塑变熔结凝灰岩和弱塑变熔结凝

灰岩
，
简称强熔结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和弱熔结凝灰岩来得直观
、

符实
。

强
、

中
、

弱熔结凝灰岩在分类上还没有明显的数据
，

鉴定上亦没有独特的标志可循
，

三者的区别特征大致如照片���和表 �所示
。

��
，

与相似岩石的区别特征

���与流纹 �斑�岩的区别
�

酸性
、

中酸性熔结凝灰岩与 同成 分的 熔 岩—流纹

�斑�岩
，
因为在产状上

、

时空分布上
、

岩石外貌甚至在结构构造和矿物成分上本来都存

在着一定的共性
，

所以至强塑变阶段两者很容易相混
，

酸性或中酸性熔结凝灰岩的鉴别标

志如表 �所示
。

���与凝灰岩的区别
�

熔结凝灰岩与凝灰岩经常是同一次火山爆发的产物
，

其碎屑

成分和结构构造都十分近似
，
尤其是弱熔结凝灰岩和凝灰岩可以互相过渡颇难判别

，

其区

别特征如表 �所示
。

���与浅成侵入岩的区别
�

从镜下观察
，

微细部分的矿物因轻 变 质后 明 显粒化增

大
，
很容易与浅成侵人岩的粒晶结构

、

显微花岗结构和细晶结构相 混
。

不 同 的 是
� �本

岩石
“
基质

”
皆呈显微等轴粒状结构

，
石英

、

长石均呈 等 轴 自形粒状紧密镶嵌 �照片��

����
，
不像粒晶结构和显微花岗结构那样有自形

、

他形之别� �大 的 晶 体 明 显 呈碎屑

状
，
贝状断 口清晰

，
棱角尖锐

，
显残余晶屑和晶屑凝灰 结 构 特 点 �照片��

、

��� � �碱

长石
、

黑云母
、

角闪石和石英晶体四周经常有一圈次生加大边
，
有时发展成为筛状结构

。

这种增生边有别于原生的珠边结构
，
从照片��可以清晰的看到两个较大的碱长石把周围的

石英逐步吞食包含进去
，
被包的石英颗粒内细外粗

，
至边缘有的一半被包一半还留在外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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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熔结凝灰岩与报灰岩的区别

丁���� �
。
���亡������� ‘ ���� ���������� ��� ��仔

熔 结 凝 灰 灰 岩

岩石分选性
、

成层性较差
，
产状不易测量

。
厂变程度高

的结构相对较致密
，
颇似熔岩

，
有柱状节理

分选性很好特别是空落成因的
，
分选系数约 。 �

���
、

��
，

成层亦好
，
产状容易测量

。
岩石碎属感很强

。

结构疏松
，

容易风化
，
无柱状节理

塑性碎屑压扁拉长后变形阴显
，
犯变结构清晰

，
它 乍浆

屑和刚性碎屑一起组成条纹万杂构 少和假流坟构造

碎屑不发生塑性变形
，
具凝灰结构

。
无浆屑

，
无定向

�

排列
，
更无条纹斑杂构造和假流纹构造

晶屑常具溶蚀现象
，
裂纹少

比重较人 ��一熟 幼

定位后仍保持一定温度
，
借自身的余丸 溶结成

熔结凝灰岩上 厂常有未熔式羁
�

渗
�

夕 右
，
泣成一

倪
，
它可以 与熔岩或沉积碎屑岩

一

沟成住状刽面

晶屑一般无溶蚀现象
，
裂纹发育

比重较小 ��
�

����

堆积后各种碎屑已基本冷却
，

压积成岩

个冷却中 空落成因的凝灰岩常与火山角砾岩
、
火山集块岩和粉

卜李还
一

�

丁一
� �

的现象
。

更有意义的是从细粒石英的分布轨迹明显勾划出一个棱角尖锐的晶屑轮廓 �照片

���
，
由此

，

证明它原不是 斑 晶
，
而是晶屑� 不是原生结构而是次生结构， 不是浅成侵人

岩
，
而是经过重结晶或角岩化后的火山碎屑岩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 �〕

〔 �〕

〔 �〕

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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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浙江省地质局
， ����

，
浙江火山岩结构图册

。
地质出版社

。

包永年
， ����，

略论熔结凝炭岩的成因
。
中国区域地质 ���

，
地质出版社

。

陶奎元
、

黄光昭
、
王美星

， ����，
熔结火山碎屑岩特征与成因初探

。

地质科技情报 ���华 东地 质科

周新民
， ����，

关于熔接凝灰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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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岩料资选编

， ����第 �期
，
北京第三研究所情报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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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永年
�

浙江熔结凝灰岩每特征

�
�

片理化中性玻屑熔结凝灰岩
。

中间为两块 撕 屑
，

中上部为一安山岩岩屑
，
隐细部分佣而可见交织结

构
，
已普遍的发生片理化

�

前震且纪双溪坞群绍兴

上灶 火 ���一� ��
��� �

。

阮��
����� 。

������田����
�

�
�

中酸性晶屑玻屏强熔结凝灰岩易宾叉状 侵 人

在圃岩一霏细岩中
。
晚侏罗世西 山头组岱山两兄

弟南岛 � 工�� 一 �

��，》�。 、 �
。
��几零爪

������一几���
， 。 ����拜卜 ���，�。

�
�

酸性玻屑熔结凝灰岩二�全流纹岩
。

本样品采自两种

岩石的接触处
，
示熔结凝灰岩�黑色�可过渡为同成分

的熔岩 怕色�
。
晚侏罗世九里坪组乐清油吞 火 �� ���

·

����� �
�

��记 ������ 二���，�������井三
��������

�

�
�

撕屑
。

图中为一个完整的撕屑
，
两端参差不齐

，

状似撕裂
，
内部有平行的细纹

。
晚侏罗世高坞组肖山

所前 � �� �一 �

���一��
�

�� �。 一�玉争 士������飞�

、

�

巧
。

中酸性晶屑攘结凝灰岩
。
岩石的级大特点 是 晶

屑含且特多
，
可达���以上

。
晶休破碎

，
值流纹构

造发育
，
晚侏罗世九里坪组诸受中亲桥

、
论 �一 �

外
��� �

。
��记����坛

护�尸��记 �了萝�妞�云���示�
����

�

‘ 孩旅质晶属被属强 �塑变�熔结凝灰 岩
、
受 压

强的方向塑变强烈宛若真流纹乍
�

受压珊的部位变形

较弱
，
部分还保留弧状外形

‘
晚侏罗世西山头组清

大山
� ��

一

�一 �
，

‘，���� �
。
���垃

一

曲夕司�石泛
�了�，娜�

�帕��王� ‘ ��
如�冬丫

�川�，������ 山�
���司���了�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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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酸性晶屑般演 �中等塑麦�雄结翻灰 岩
�

玻 屑

虽塑变
，
但大部分还保留燕尾状分叉现象

，

音尾相

接
，
宛若盛壹的蛾蜘

、
晚侏罗世西山头组余姚跑马岗

况 �牙�一 �

���七� �
�

��� ���吕妞�
一 ��七击 注����������������

��

‘ 酸德晶屏玻侧翔 �塑李�游给翻灰眷 玻 屑塑
变不甚强烈

，
有的还保留弧面梭兔状外形

�

晚侏罗

世西山头组温州巨澳
、 ” ‘ 一 〕

八
。 �� 忿

�
��云� ��州恤�

一����� 哪。
业卜扭�

‘ ��������

�滋�
�功目�留���时

�吐云
，

。 ，

中酸性碱喃撼结撰灰岩
�

岩石直有珍辣斑 开
，

但在背景上仍可清晰看出塑变玻屑的形态
，
晚侏罗

世祝村组 丽水祝村
·

� ��� 一 �

�小��� �
�

��������场��
一 ���� ������ �������行��

�

��
�

变余凝灰结构
，
晶屑断口 刚直

�

梭角尖锰 成

分墓杂
，

结晶无序
，
碎屑感很弧

�

晚侏罗世黄兴组

桐庐余家岭
」

� �到��
���切 ��

，
�生�，拓切份��。 。 �� 协�����

��
�

照片��中间都分欲大摄制而成
，
示掘长石晶屑

贝状断白刚直� 四庵已有增生边发青、 月签易对呈显

微等轴拉厌镶嵌结构
�

晚侏罗世策兴组橱声金家岭
卜 二一

” ��刊
��饥� ��

，
������记 ‘ �行即���� �� �

压
。 �切� ���

动

��，�� 刃即
，妞�

，
��出 刀，��即�山 ��， ��，司叨��

、

��曲闷
，

”
，

增生边细书观了两拉破长石增生时把周围的石英

逐步包含进去
，
内细外粗有的脚半被包一半还留在外

边的现象
�

从细拉石英的分布轨迹
，
朋显勾划出晶屑

轮肠 晚侏罗世黄兴组
、
铜户另书 � �， �十�

��。 钾�盆
，
��场�】 。 � �呻切次

。 甲场 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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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熔结凝灰岩的特征 ���

性

��������������� �� ����������� ��

�������� ��������
‘
�

��� ��������

�������玄

住

公

����� ��� ����� �� ��� �������份���沁
� �� ����������� ���� �� ����� ���

������ �� ��������
，
��� ������ ���������� ����� �� �姆矛�� ����亡坛

，
主
�

�
�

�殆坛��

������ �� ���� ��� �����
， �
��������

，
����� �������

�

��
�� ，

��������五�����， ������

����
， �
��� �����

，
������ �������

，
��������� ��� �匕劝七切���，

������刃��
一

��挂���
，

�������� ��� ���
����� �������� ��� ����������� ���� 滋���时 �����、 �� �址 �����

�至

��� ��������� ������ ������� �
��� ���� ������ 夕���� 心� 少������� ���� ��

�������� �����
���

·

�� ����� �� ���� ，
��� ��立�������� ������ ��� 况陇

��
�

��� ��朋������

�
���� �

����� ��� � ������ ����
�� �� �������������

’

��过加����留 ����� 概�� ��

��� ��������呱 ����� �� ��� ���一����汕 �������� �
����

�

�� ����� ��
‘

�����目

������������
，
���� ��� ���� 还 刀����������� ��������

，
��韶

����� ����� ����
��

�� ���������������
， ��� ��沈� ����

������ ��� ����� 吐。 �� ��� ����切， �������
，

����
������������ �� ������鸽���� ��������

，
��� �����

’
�士 �������� �������� ��

��������� ��������� ��� ��� �����且��� �� ��� �
���

� ��� � ��������
��扮 �������

�

�� ��������
�

�� ��� ���代�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一������ ������ ��� �坛 ��’���� �互 �����过� ��������

，

���� �， ��� �����������
，

����鳍
��� ��� �

���
��过��

�
郭�概

，
功 ��� ��呀

� �至

�����������������������
，

������ �������� �������� 叽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运���������垃 ������
，

��������� ��幼�

���� ��� ���� �������， ��� �������� �������� �����叻
� ������ ，

���
� ������

����

�� ���������
� ����������

�

��
������� ��� ����� ��

、

吹�������
，
���� ��� �����

����� �� �������， ����
��� ��� �����������

�

��������就��� �川�����，， ��� �����

���

��

����� ���� ����� ����������
�

��������
��呀�

�����
，
亡�� �

��� ��������� �������

��� ��������
�二� �� �������二 ���刀��

，
����� ���

������� �工��� �����
�� ����� ������

�

������咭�
�����

，

�
���� �����������

，
����� ������������ �

���� ��� ����
芝 滋��� ���

������

������ ������ ��������� �������� ��� �������� �������� ��过�������
�

���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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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 �� ��� �������
� �� ������������一

����
�
闪�

�

�� ��� �
����

�����
， ���� �

���
� �� ��� 川����� ����� ��� �������� ����� �� ���

���� ���
护���班甲卫鳃沁解墓��比弓

、咭咖丫协
”

呼笋晌曲
几

�

卜
���� 娜�� 坛��“ ��

��� ���� �����欲����，
�

哄���� ������ �邻�� ���� ，地吧
� ���� �����

·

�����
���

。 ��，���，。 ���������。 。 �
命 �����、 。和�九充，汤�

品��
。 。 ������ ��卿

���。

������� ������ ��� ������������ �����址��
�� �� ��������� ���� ����� ��

����
��

��
·

������� ������址鳍
�����������。

，
血����� ������ �����

�

���
��������� ��������

����
，
����一�� �����

����
， ����� ���� ���� ���������� �

���� �����
����

�

卫���
�

��
��������� ���������� ��� ������ �� �时砚日 ���

�
鳍��

��� ��� �
��

������鳍
��

����犯 ��������� �� ��朋��� �����������
， ����一�� ������” ��， ���� ��������

�������沁 �址书�加��� �� ���
������� ��� �� ��� ����

�

��� ��������� ������
��

��� 馆川�坛���
� �����山 �闪� ��峪�皿��

，
留����� �����

����
， �近�� �����

���� ��

������� ������
�����

，
�。 团。 一即 �����

���� �������沁 ���
�到卫�����

，

������� ���� ���
�

����坛 ��� ��
��� 丘�������

�

��� �运� ��� ����� �� �������� ��� ���������

�������� �� ����� �����己�� ������� �����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馆如

����� ���亡

���厂 ��刀�� ���������低 山������� ��
��� 你应��������� ���甘 ��馆加

� ��� ����
�

���
， �� ��� ����� ������� � ��上��印��� �� �喇�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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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盯 �� ���由����� ���� ����� �������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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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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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主�������

�

���
�

��� 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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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铭 ��� ����� ���� �����
��� 切���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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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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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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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市编制�
��万地质图系

武汉市是我国大城市之 一
，
是华中经济

、

交通中
』
白

，
又是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城市

。

但长期 以来武汉

地区没有大比例尺的区域地质
、
区域矿产和这域环境地质图件

，
城市发展的区域地质背景不很 清楚

，
影

响城市的规划和建设
。

为此
，
湖北地矿局根据地矿部关于加强城市地质工作的指示精神

，
于���’�年快速

编制了一套武汉市���万地质图系
。 ����年 �月 �日至 � 日

，

地质图系经武汉市经委
、
科委

、

规划局
、

勘

测院
、
省测绘局

、
地矿局等单位评审

。
认为该图系基本反映了武汉地区最新地质研究成果

，
是武 汉市进

行规划
、

建设的一份较好的基础地质资料
，
同意脸岭 尽快出版提供省

、

市各单位使用
。

图系共 �份图件
，

肉湖北省地矿局四个单位承担
。

测绘队编制地形底甲
，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 所编制

地质图和矿产资源既 武汉水文琴编制水文地质图
、

工程地质图
、

地貌及第四纪地质图
，
物探队 编制航

磁图
，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所和武汉水文队合编甚岩地质图

。
图系编制范围较大

，
跨�� 个 ��� 万图幅

，
面

积 ����
� 。
���

，。
这是一项综合性的地质工作

，

土作盆很大
，
技术要求软高

，
而时间较短

。

编图 单 位和参

加此项工作的同志克服了重重困难
，
按期完成任务

。

这次编图不仅充分搜集利用武汉地区已有 的地质矿

产资料
， ‘

而且进行了一些野外实地调查工作
。

通过工作
，
发现或确定了��处犷点

， ‘

初步掌握了武汉 地区

矿产资源的底子
， 取得不少新认识

，

提高区域地质研究程度
。

�陈岁匕棉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