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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火山一侵入杂岩带
,

是环太平洋构造一 岩浆成矿带

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

分布总面积约 30 万 k m Z ,

火山活动时间从早三叠世到第四纪
。

该岩带基

底由扬子板块
、

华夏板块和海南板块等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组成
。

该区中
、

新生代构造一岩浆

活动可根据其地区差异
,

构造环境
、

岩浆源区性质与基底构造背景不同等因素
,

以主要区域深大

断裂为界
,

划分为浙东一闽东
、

浙西一赣东北
、

闽西一赣中
、

粤东
、

粤西一桂东南
、

雷琼及台湾等 7

个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火山岩可分为三个火山岩系
,

共 9 个火山旋回
。

早中生代火山岩系包括了

3 个火山旋回
;
第一旋回 (T )为一套海相英安质和低硅流纹质火山岩

;
第二旋回 (J : ) 与第三旋回

(J 2 )均为一套双峰式岩石组合
,

为较典型的拉张应力环境中的火山产物
。

晚中生代火山岩系包括

4 个火山旋回
;
第一旋回 ( J幻和第二旋回 ( J幻以英安质和流纹质火山岩占绝对优势

,

它们构成了

东南沿海火山一侵人杂岩的主体
;
第三旋回 (K

,
)与第四旋回 (K

: )火山岩总体属高钾钙碱系列
,

并具向碱性系列过渡特征
,

火山岩产生于弱拉张环境
。

新生代火山岩系包括两个火山旋回
;
第一

旋回 (E 一 N )火山岩可分为超基性岩
,

基性岩
、

碱性中性岩
、

碱性岩及酸性岩五大类
,

其产出多受

N E
、

N w 及 E w 向三组断裂构造控制
;
第二旋回 (Q )火山岩仅见于台湾及雷琼地区

,

可分为超基

性岩
、

基性岩两大类
,

其形成则与板块构造活动更直接有关
.

关键词 火山岩 火山一侵入杂岩 火山旋回 火山岩系 中
、

新生代 构造一岩浆活

动区 中国东南沿海

中国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火山一侵入杂岩带
,

是环太平洋构造一岩浆成矿带的重要组成

部份
。

它北起苏南 (漂阳 )一皖南 (屯溪 )一线
,

与长江中下游火山一侵入杂岩带毗邻
,

南至南

海诸岛
;
东起包括台湾在内的东海大陆架地区

,

西至江西一湘南一桂东南一线
。

据不完全统

计
,

火山一侵入杂岩出露总面积近 30 万 k m ’ 。

该火山一侵入杂岩带东侧的浙东
、

闽东
、

粤东

地区
,

火山一侵入杂岩连片成带分布 ;西侧的浙西
、

闽西
、

江西
、

粤西
、

桂东南等地区则主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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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本文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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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火山岩相构造图气l
:

100 万 )
”

说明书 (待出版 )部分内容缩写而成
。

该图是地

矿部
“
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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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相连的火山岩盆地或单个侵入体形式分布
。

中新生代火山活动时间从早三叠世至第四纪
。

l 火山岩系基底及中
、

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1 1 火山岩系基底地质特征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从前震旦纪到三叠纪
,

历时约 1 6 OOM a ,

经历了晋宁一加里东
、

海西一印支等时期的构造一岩浆活动
,

火山岩系的基底由扬子板块
、

华夏板块和海南板块等三个一级大地构造单元组成
,

各构造单元经历了不同的地质发展与

演 化
。

到 印支运动以后
,

全区褶皱上升
,

发展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陆块一中国东南大陆

区
。
仁’

·

2
-

扬子板块亦称扬子准地台
。

包括苏北中新断陷
、

下扬子台坳
、

皖南一浙西台褶带
、

江南台

隆等多个二级构造单元
。

其中前两个二级构造单元属长江中下游中
、

新生代火山一侵入杂岩

带的基底
。

华夏板块亦称华南褶皱区
。

包括会稽山一武夷山隆起
、

永安一梅县一安远坳陷
、

浙
、

闽
、

粤沿海断陷
、

象山一南澳断隆带及粤西一桂东南隆起等二级构造单元
。

海南板块亦称海南地台
。

它基本以琼州海峡东西向大断裂为界
,

包括海南岛及广大南海

海域
。

该板块最老的基底为前寒武纪变质岩系
。

西沙群岛经钻探揭露
,

其深部岩石变质年龄

为 6 27 M a ,

重新测定沉积年龄为 1 4 6 5 M
a ,

该板块可能是澄江运动褶皱回返产物
。

圈该板块沉

积盖层十分局限
,

仅见于海南岛崖县地区
,

包括中上寒武统和奥陶系
。

沉积盖层发生的褶皱

与加里东运动有关
。

但也不否认有海西或印支运动的影响
。

地球物理资料表明
,

南海盆地属

上地慢隆起区
,

与华南板块形成鲜明对照
。

本区前火山岩系基底有四条作为构造单元分界的大断裂
:

一是九江一南昌一吉安一赣

州一韶关一四会一吴川断裂
,

其北段呈 N N E 向
,

基本是中国东南沿海中新生代火山一侵入

杂岩带的西界
;
其南段为 N E 向

,

是粤东与粤西一桂东南两个构造一岩浆活动区的分界
。

二

是绍兴一江山一广丰一抚州断裂带
,

呈 N E 向展布
,

为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的分界线
。

三是

琼州海峡大断裂
,

呈近 E w 向
,

是海南板块与华夏板块的分界
。

四是台湾的花莲一台东断裂

带
,

为至今仍在活动的一条重要构造断裂
,

呈 N N E 向
。
仁̀幻

各构造单元基底褶皱一断裂构造方向不完全相同
,

大致可分为以下五组
: N E 向褶皱一

断裂构造组
; E w 向断裂构造组

,

N N E 向褶皱一断裂构造组
; N w 向断裂构造组

,

S N 向断裂

组
。

上述各断裂构造组中
,

除 s N 向断裂组一般为断续出现
,

连续性较差外
,

其它各组均具有

较连续
、

多期次活动的特点
,

使全区构造趋于复杂
。

其中 N E一 N N E
、

N w
、

E w 三组断裂系对

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和成矿作用所起的控制作用较大
。

1
.

2 中
、

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区川围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中
、

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是

在不同基底构造单元之上
,

受相同构造动力机制作用而发生
、

发展的
。

在区域范围内扩火山岩

的系列
、

组合
、

类型
、

地球化学特征等具有许多共同性和相似性
。

但火山活动在时间
、

规模
、

强

度
、

喷发方式
、

地层构造及岩石化学
、

地球化学特征等方面
,

又存在明显差异性
。

导致差异的

原因是构造环境
、

岩浆源区性质与基底构造背景等因素
。

对 区内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分区起控制作用的基底深大断裂有
:

江山一绍兴深断裂
、

九

江一赣州一韶关一四会一吴川深断裂
、

政和一大埔断裂
、

大东山一贵东深断裂
、

武平- 云霄

深断裂和琼州海峡深断裂等
,

大致以上述深大断裂为界
,

全区可分为七个中
、

新生代构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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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浆活动区
,

即下述 A
、

B
、

e
、

n
、

E
、

F
、

G 区 (图 l )
:

①浙东一闽东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A 区 ) ;

可进一步分为浙东亚区 ( A ,
)和闽东亚区 ( A Z ) ;

②浙西一赣东北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B 区 ) ;

③闽西一赣中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C 区 )
;

④粤东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D 区 ) ;

⑤粤西一桂东南构造岩浆活动区 (E 区 ) ;

⑥雷琼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F 区 )
;

⑦台湾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G 区 )
。

上述各中
、

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区基本特征及火山旋回概况详见下节
。

2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划分与对比

火山旋回是指在一个火山活动期内
,

由火山作用不同阶段形成
、

并与一定火山构造形式

相联系的火山产物的总合
。

正确划分火山活动旋回
,

是阐明火山作用基本规律的基础之一
。

以往文献中对本区火山旋回划分的多样性
,

反映了不同研究者对
“

火山旋回
”

这一概念认识

上的差异
。

我们从上述火山旋回定义出发
,

认为划分火山活动旋回必须考虑火山活动的间断

性与时差性
、

火山产物特征
、

火山构造叠置关系等基本原则
。

东南沿海地区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始于早三叠世 6j[
。

最强烈时期在中侏罗世以后
,

即 J
3 -

K :
的晚中生代时期

。

新生代火山活动始于老第三纪
,

直至第四纪
,

主要分布于雷琼及台湾地

区
,

与板块构造活动有关
;
而东南沿海大陆地区新生代火山活动则主要受断裂构造带控制

,

形成局部喷发
。

通过地矿部
“

七五
” 、 “

八五
”

重点攻关项目
“

中国东南沿海火山地质及矿产
”

两轮工作
,

并

结合前人研究成果
,

根据前述火山旋回划分的基本原则
,

将本区中
、

新生代火山岩划分为三

个岩系
、

九个旋回
,

即早中生代火山岩系 (三个旋回 )
、

晚中生代火山岩舞(四个旋回 )和新生

代火山岩系 (二个旋回 )
,

详见 (表 l )
。

[`
, ` 0一 ` ,

·

川

2
.

1 早中生代火山岩系 早中生代火山岩系包括早
、

中
、

晚三个火山活动期
,

分别组成下岩

系
、

中岩系
、

上岩系
。

早中生代早期火山活动时代为三叠纪
,

组成下岩系第一旋回
。

其中
、

下段 (T
, 一 T Z

)仅出现

在桂东南凭祥
、

龙州
、

崇左及十万大山南麓扶隆一带
,

在下三叠统罗楼组
、

北泅组
、

南洪组
,

中

三叠统板八组
,

百逢组内
,

均有基性火山岩喷发
。

上段包括粤东上三叠统民口群
,

桂东南一粤

西上三叠统平桐组及闽西上三叠统焦坑组
、

文宾山组
,

赣南上三叠统安源组等层位
,

为海相

火山岩
。

早中生代中期火山活动时代为早侏罗世
,

组成中岩系第二旋回
。

包括粤东桥源组
、

金鸡

组
,

桂东南汪门组
,

闽西梨山组
、

林山组等层位
。

火山岩为海陆交互相或陆相
,

规模不大
。

早中生代晚期火山活动时代为中侏罗世
,

组成上岩系第三旋回
。

包括粤东马梓坪群
、

漳

平组及浙江毛弄组等层位
,

火山岩呈夹层产于陆相碎屑岩中
。

整个东南沿海地区
,

在中侏罗

世构造运动并不强烈
,

为火山活动相对宁静时期
。

但火山活动微弱并非火山活动停止
,

从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的整体历史考虑
,

该时期仍需划分单独火山旋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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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中国东南沿海中新生代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F9 1
.

1Me s o zoie一
Ce no o zie te e t o o nm a gm a t iea e t ii vt y re i g o ns ofs ou t hea stea s ot ofC i ha n

1一新生代玄武岩
; 2一新生代安山岩

;3 一 白蛋纪火山岩
;4一 白噩纪沉积岩

;5一晚侏罗世至早白奎世早期 火山岩
;6一

寒武纪一早侏罗世地层
;7一前寒武系

;8一燕山期花岗岩类
;9一长江中下游中

、

新生代火山一侵入杂岩带
; 1 0一 东南沿

海中
、

新生代火山一侵入杂岩带
;

n一I 区与 l区界线
; 1 2一 区域深大断裂及编号

;3 1一断裂构造
;

4 1一 构造一 岩浆活

动区界线
;巧一浙闽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6 1一浙西一赣东北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7 1一闽西一赣中构造一岩浆活动 区

;8 1

一 粤东 (一赣南 )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9 1一粤西一桂东南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2 0一雷琼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21一 台湾构

造一岩浆活动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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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2 晚中生代火山岩系 晚中生代火山岩系包括早
、

晚两个火山活动期
,

分别组成下岩系
、

上岩系
。

早期火山活动时代以晚侏罗世为主
。

火山岩组成下岩系
,

包括第一
、

第二两个火山旋回
。

与第一旋回相当的火山岩系地层为
:

浙东的大爽组
、

高坞组
;
浙西的劳村组

、

黄尖组
;
福建的

长林组
、

南园组
;
江西的营蒲组

、

鹅湖岭组
、

打鼓顶组
;
粤东的高基坪群 (下亚群 )等层位

。

与第

二旋回相当的火山岩系地层为
:

浙东的西山头组
、

茶湾组
、

九里坪组
;
浙西的寿昌组

;
福建的

小溪组
、

坂头组
;
江西的鸡笼嶂组

、

悟溪组
、

火把山组
;
粤东的高基坪群 (上亚群 )等层位

。

晚期火山活动时代主要为白奎纪
,

其产物组成上岩系
,

包括第三
、

第四两个火山旋回
。

与

第三旋回相当的火山岩系地层为
:

浙江的馆头组
、

朝川组
、

横山组
;
福建的禾口组

、

石帽山群
;

江西的赣州组
;
粤东的官草湖群

、

合水组
;
海南岛的六罗村组

、

鹿母湾组
;
台湾的云林组等层

位
。

与第四旋回相当的火山岩系地层为
:

浙东的塘上组
、

赖家组
;
浙西的衙江群

;
福建的沙县

组
、

赤石群
、

石牛山组
;
江西的南雄群 ;粤东的南雄群

、

叶塘组 ;桂东南的罗文组
、

西桐组 ;海南

岛的壳岭村组
、

汤他岭组等层位
。

2
·

3 新生代火山岩 系 新生代火山活动自始新世始
,

直至全新世
,

共划分为两个旋回
。

第一

旋回为第三纪火山岩
,

与其相当的层位有
:

粤东的华涌组
、

宝月组
、

饰心组
、

萃庄组
;
江西的

武宁群
、

新余组
;
雷琼地区及桂东南地区的涸州组

、

南康群
、

望楼港组
、

下洋组
;
福建的佛昙

群
;
浙江的嗓县群 ;台湾的四棱组

、

水长流组
、

五指山组
、

都峦山组
、

瑞芳群等层位
。

第二旋回

仅出现于雷琼地区及台湾地区
,

其相当的层位有
:

雷琼地区的胭脂岭组
、

湛江组
、

雷虎组
、

湖

光岩组
、

石卯岭组
;
台湾的大南湾组等

。

3 各构造一岩浆活动区火山旋回概况

3
.

1 浙东一闽东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A 区 ) 位于江山一绍兴深大断裂和政和一大埔大断

裂以东地区
,

可进一步分为浙东亚区 (A
,

)和闽东亚区 (A
2

)
。

本区火山岩系基底由晋宁一加

里东构造层组成
,

局部有陆台型沉积的海西一印支构造层
。

N N E 与 N w 向区域性断裂对本

区火山活动起主要控制作用
。

本区火山活动从中侏罗世开始
,

到上新世结束
,

包括早中生代第三旋回
,

晚中生代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旋回及新生代第一旋回
。

火山岩呈面型分布
,

直接覆盖在晋宁一加里东构造

层之上
。

在闽东南的长乐一南澳地区
,

晚侏罗世火山岩受到热动力变质作用影响
,

形成变质

程度不等的变质岩
。

本区火山旋回概况见表 2 及表 3
。

(少
· “ , ` 8二

本区侵入岩分属两个演化序列
。

前者为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
、

花岗闪长岩~ 黑云母花岗

岩
;
后者为辉石闪长岩

、

闪长岩~ 石英闪长岩
、

石英二长岩
、

花岗闪长岩~ 二长花岗岩
、

花岗

岩~ 碱长花岗岩
、

晶洞碱长花岗岩~ 碱性花岗岩~ 花岗斑岩
。

侵入岩成因为 I 型
,

少量为 A

型
。
仁5二

3
.

2 浙西一赣东北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B 区 ) 位于江山一绍兴深大断裂带 N w 侧江南台

① 部分资料来源
: a

.

“

东火
’ ,

项目专题
: “
运用地质和地球物理

、

地球化学等方法研究浙江括苍山火山构造
、

岩浆演化

及成矿系列
”

研究报告 (未出版
.

作者
:

徐忠连等 )
。

b
. “

东火
”

项目专题
: “

浙江山门火山洼地火山地质
、

火山一侵入杂岩及

找矿远景
”

研究报告 (未出版
,

作者
:

张崇良等 )
。

C : “

东火
”

项目专题
“

福建水泰一德化地区中生代火山地质
、

火山岩及含矿

性
”

研究报告 (未出版
,

作者
:

冯宗帜等 )
。



第十八卷 第三号 中国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 1 7 3

隆东缘的皖南浙西台褶皱带上
。

火山岩系基底由晋宁一加里东和海西一印支构造层组成
.

火

山活动受 N E 向褶皱断裂构造控制
,

产于山间盆地或断陷盆地内
。

其规模
、

强度均 比 A 区大

为逊色
。

火山活动从晚侏罗世开始
,

至早第三纪结束
,

包括晚中生代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旋

回及新生代第一旋回
。

与 A 区一样
,

晚侏罗世火山活动是在挤压后开始松驰的构造应力场

环境下发生的
,

岩性特征基本同 A 区
,

亦为一套高钾钙碱性酸性系列的英安一流纹岩组合
。

本区早白奎世后火山活动已十分微弱
。

新生代仅在老第三系武宁群中夹少量玄武岩
。

火山

地层结构以沉积型和喷发一沉积型为主 潜火山岩不发育
。

本区火山旋回概况见表 4
。 ,

-

表 2 浙东构造一岩浆活动亚区 (A
、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

`
、

T a b l e 2 M es oz
o i e
一

e n o z o i e v o l e a n ie c y e l cs
o f E a s t Z h e j i a n g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 e a e t ivi t y s u b r e g i o n ( A

.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喷喷 地层群组组 同位素素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发发 名 称称 年龄 M aaa

活活活活 岩岩岩 mmm 岩 性性 岩 相相 环环环环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NNN 早早早 III > 30 000 碱性橄榄玄武岩
、

拉斑玄武岩
、

基基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嵘具群群 2 OOO

生生生生 期期期期期 性一超基性火山集块岩
、

集块角砾砾 爆发空落相相相相相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岩等等等等等等

晚晚晚 K 222
晚晚 上上 上上 > 8 0 000 紫红色砂岩

、

砂砾岩
、

粉砂岩
、

泥岩岩 沉积相相 陆相相 赖家组组 1 0 3
.

222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 段段 2 0 000 夹凝灰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 陆相相 塘上组组 1 0 5 444

生生生生生 系系 WWW }}} 浮岩屑玻屑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
、、

碎屑流相相相相 1 1 0
.

999

代代代代代代 中中 5 0 000 英安岩夹角砾岩
、

紫红色砂砾岩
、、

沉积相相相相相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粉砂岩等等等等等等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KKKKK -------

上上 ) 6 5 000 含角砾浮岩屑玻屑凝灰岩
、

熔结凝凝 沉积相相 陆相相 方岩组组 11 0
.

000

段段段段段段段 20 000 灰岩
、

流纹岩
、

紫红色砂砾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 陆相相 朝川组组 11 8 666

lllllllllllll }}} 灰色泥岩
、

粉砂岩 (含化石 )
、

紫红红 喷溢相相相 馆头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下下 6 0 000 色砂岩
、

砂砾岩
、

凝灰岩
、

安山岩
、、

沉积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玄武岩岩 喷溢相相相相相

JJJJJ 333
早早 下下 上上 2 0 000 流纹斑岩岩弯过渡到流纹岩岩 侵出一喷溢相相 陆相相 九里坪组组 12 9

.

333

期期期期期 岩岩 段段 !!! 杂色泥岩
、

粉砂岩
、

砂砾岩
、

沉凝灰灰 沉积相相 陆相相 茶湾组组 1 2 1 555

系系系系系系
。 中中 4 5 000 岩夹安山岩

、

含化石石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西山头组组 1 2 1
.

444

段段段段段段段 4 000 由 8一 10 个冷却单元组成的熔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结
下下下下下下下 }}} 凝灰岩

,

局部有流纹岩和英安岩岩 基底涌流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 45 00000 喷溢相相相相相

5555555555555 00000000000000

}}}}}}}}}}}}}}}}}}}}}}}}}
1111111111111 8 0 0000000000000

上上上上上上上 8 0 000 晶玻屑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
、

凝灰灰 爆发空落相相 陆相相 高坞组组 1 26
.

666

段段段段段段段 !!! 熔岩- 熔离型熔结凝灰岩岩 爆溢相相 l击相相 大爽组组 1 2 7
.

000

IIIIIIIIIIIII 1 0 0 000 晶屑凝灰岩
、

沉凝灰岩
、

安 山岩
、

凝凝 碎屑流相相相相相

「「「「「「「 2 3888 灰质砂岩
、

砂砾岩岩 碎屑流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 }}}}} 溢流相相相相相

2222222222222 0 1 77777 沉积相相相相相

早早早 J 222 晚晚 上上 皿皿 < 5 000 中酸性凝灰岩 (在陆相含煤碎屑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 陆相相 毛 卉组组组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岩岩 建造中呈夹层出现 )))))))))))

生生生生生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勺亡

的 仁线表

本刊采用三线表
。

因本文表格容量大
,

层次多
,

结构较复杂
.

为使表述清晰
,

便和阅读对比
,

部分表格仍采用传统

编者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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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3 闽西一赣 中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C( 区 ) 位于江山一绍兴深大断裂以南
、

政和一大埔断

裂以西和大东山一贵东深断裂以北地区
,

相当于武夷山隆起及其边缘地区
。

在隆起部位出露

有晋宁一加里东构造层
,

其西及南部边缘尚有海西一印支构造层
。

中生代火山活动受 N E 向

褶皱断裂构造形成的约 30 多个山间盆地或断陷盆地控制
,

火山活动情况与 B 区相似
,

与 A

区明显不同
。

火山活动从晚三叠世开始
,

至晚白要世结束
,

未见新生代火山活动
,

包括早中生

代第一
、

第二旋回
,

晚中生代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旋回
。

各旋回概况见表 511
3〕。

本区潜火山

岩岩性为二长花岗岩
、

黑云母花岗岩等
,

属 s 型花岗岩
。

表 3 闽东构造一岩浆活动亚区 ( A :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T a b一e
3 M

e s o z o ie 一
C e n o z o i e

vo 一
e a n ie c y e一e s o f E a s t F u j ia n t e c t o n o

m
a g m a t i c a e t ivi t y s u b r

昭 i o n ( A Z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喷喷 地层群组组 同位素素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发发 名 称称 年龄 M aaa

活活活活 岩岩岩 mmm 岩 性性 岩 相相 环环环环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NNN 早早早 III < 1 4 222 杏仁状粗玄岩
、

橄榄玄武岩
、

橙玄玄 喷溢相相 陆相相 佛昙群群 2 000

生生生生 期期期期期 玻璃岩夹泥岩
、

粉砂岩等
,

局部角角角角角角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砾状玄武岩岩岩岩岩岩

晚晚晚 K 222
一

晚晚 上上 上上 3 3 000 钾长流纹岩
、

英安岩
、

碎斑熔岩
、

熔熔 侵出相相 陆相相 石牛山组组 7 888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 段段 III 结凝灰岩岩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石牛山组组 8 8
.

777

生生
-------

系系 WWW 1 9 2 000 凝灰质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
、

凝灰灰 喷溢相相相相 9 1
.

888

代代代代代代 下下 15 000 质砂岩
、

凝灰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 }}}}}}}}}}}}}

7777777777777 2 0000000000000

KKKKK lllllll
上上 45 000 上部紫红色钾长流纹岩

、

熔结凝灰灰 喷溢相相 陆相相 石帽山群群 1 0 444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
;
下部紫色凝灰质砂砾岩

、

砂岩
、、

喷发沉积相相 陆相相 上组组 10 6
.

888

。。。。。。
中中 1 20 000 粉砂岩夹凝灰岩

、

流纹岩岩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石帽山群群 1 07
.

999

』』』』』』」通 尸””
78 000 上部钾长流纹岩

、

石英粗面岩
、

球球 喷溢相相相 中组组 1 1 3 222

段段段段段段段 }}} 粒流纹岩
、

玄武岩
;
下部凝灰质砂砂 喷发沉积相相相 石帽山群群 1 1 6

.

000

下下下下下下下 1 1 5000 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夹凝灰岩岩 喷溢相相相 下组组 1 2 1
.

000

段段段段段段段 1 6 000 上部熔结凝灰岩
、

玄武岩
;
下部凝凝 碎屑流相相相相相

}}}}}}}}}}}}}}} 灰质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夹凝灰灰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1111111111111 15 000 岩岩岩岩岩岩

JJJJJ乡乡 早早 下下 上上 1 7 000 熔结凝灰岩
、

流纹岩
、

凝灰岩岩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小溪组组 1 4 222

期期期期期 岩岩 段段 }}} 凝灰质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夹凝凝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小溪组组组

系系系系系系 nnn 9 0 000 灰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下下下下下下下 6 0000000000000

段段段段段段段 {{{{{{{{{{{{{
1111111111111 1 0 0000000000000

JJJJJ玉玉玉玉 上上 15 0 000 流纹质凝灰熔岩
、

凝灰岩
、

熔结凝凝 爆溢相相 陆相相
`

南园组组 1 4 2
.

000

段段段段段段段 }}} 灰岩
、

安山岩
、

英安岩
、

碎斑熔岩岩 喷溢相相 陆相相 长林组组 1 4 7
.

555

IIIIIIIIIIIII 3 20 000 凝灰质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夹凝凝 碎屑流相相相相 1 5 111
一一一一一一

下下 1 1 000 灰岩岩 侵出相相相相 1 5 555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8888888888888 3 0000000000000

3
.

4 粤东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D 区 ) 位于大东山一贵东深断裂以南
,

吴川一四会深大断裂

以东地区
,

横跨在基底永安一梅县一安远坳陷和浙闽粤断陷带两个二级构造单元之南端部

位上
。

火山岩系基底由晋宁一加里东与海西一印支构造层组成
。

火山活动始于晚三叠世
,

止

于早第三纪
,

包括早中生代第一
、

第二
、

第三旋回
,

晚中生代第一
、

第二
、

第三
、

第四旋回和新

生代第一旋回
,

本区基本上是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各旋回火山岩出露最齐全的地区
。

该区早



第十八卷 第三号 中国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

中生代火山岩受印支运动东西向构造控制
,

从晚侏罗世开始
,

火山活动明显受 E w 与 N E 向

基底断裂构造控制
。

火山岩在莲花山断裂 ( N E 向 )以东地区分布较广
,

断裂西侧则多以盆地

形式分布
。

新生代火山岩集中在早第三纪喷发
,

主要为基性岩
。

表 4 浙西一赣东北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B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T a b l e 4 M e s o z o ie 一C e n o z o ie
vo l c a n ie e y e l e s o f W

e s t Z h e j i a n g
一

oS
u t h e a s t J i a n g x i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 e a e -

t i城 t y r e g i o n ( B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喷喷 }}} 同位素素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发发 地层群组组 年龄 M aaa

活活活活 岩岩岩 mmm 岩 性性 岩 相相 环环 名 称称称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EEE 早早早 III < 2 0 000 玄武岩岩 喷溢相相 陆相相 武宁群群 2 000

生生生生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余群群群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晚晚晚 K 222
晚晚 上上 VVVI < 15 000 玄武岩

、

橄榄辉石玄武岩岩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南雄组组组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岩岩岩岩岩 街江群群群

生生生生生生生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代代代 K 】】】】 l ---

< 15 000 橄榄粗玄岩
、

角闪安山岩
、

凝灰岩岩 喷溢相相 陆相相 赣州组组 1 17
.

444

爆爆爆爆爆爆爆爆爆发空落相相相 横山组组 12 0
.

222

JJJJJ 333
早早 下

...

lll 4 7000 沉积碎屑岩夹凝灰质砂岩
、

粉砂砂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石溪组组 12 1
.

666

期期期期期 岩岩岩 }}} 岩
,

中部夹流纹质火山灰流凝灰岩
...

沉积相相相 寿昌组组 12 4
.

333

系系系系系系系 1 49 0000000000000

上上上上上上上 15 000 多次火山碎屑流形成的熔结凝灰灰 侵出相相 陆相相 鹅湖岭组组 12 6
.

000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
、

晶玻凝灰岩
、

岩屑凝灰岩
、

流纹纹 喷溢相相 陆相相 黄尖组组 12 9
.

555

IIIIIIIIIIIII 1 0 0000 岩
、

碎斑熔岩
,

少量沉积碎屑岩岩 碎屑流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 14 5
.

333

下下下下下下下 20 000 上部凝灰质粉砂岩
、

砂岩夹凝灰灰 火山沉积相相相 钊鼓 』贝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
、

熔结凝灰岩及少量流纹岩
,

下下 碎屑流相相相 劳村组组组
1111111111111 7 0 000 部砂砾岩

、

砂岩夹粉砂岩
、

泥页岩岩 喷溢相相相相相
火火火火火火火火火山沉积相相相相相

本区侵入岩发育
,

岩体规模大
,

大多为复式岩体
,

以燕山期为最
,

共分三套
,

第一套主要

分布于莲花山以西地区
,

明显受 E w 向断裂带控制
,

形成三条 E w 向火山一侵入岩带
,

属 s

型 ;

第二套
、

第三套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 (汕头地区及惠州东部地区 )
,

1 型居多
,

部分为

A 型及 S 一 I 过渡型
。

本区各火山旋回概况见表 6[ 补’ ` , ` 5〕 。

①

3
.

5 粤西一桂东南构造岩浆活动区 (E 区 ) 位于吴川一四会深大断裂及凭祥一大黎深断

裂之间的粤西及桂东南地区
,

其基底以晋宁一加里东构造层为主
,

部分为海西一印支构造

层
。

本区受印支构造运动的影响较东南沿海其它地区明显
,

为东南沿海地区中生代火山活动

开始最早的地区
,

在早三叠世即有一定规模的海相火山喷发
。

而本区燕山构造运动的强度又

较东南沿海其它地区弱
,

因此
,

当晚中生代浙
、

闽
、

粤东等地区陆相火山岩大规模喷发时
,

本

区则相对宁静
。

粤西地区仅有少量晚侏罗世火山岩
,

而桂东南地区则缺失晚侏罗世火山岩
。

早白奎世全区缺失火山岩
,

仅晚白奎世时
,

受 N E 向构造控制的山间断陷盆地区内
,

有较发

育的中酸性火山岩
。

火山活动结束于晚第三纪
。

本区出露火山旋回包括早中生代第一
、

第二

① 部分资料来源
: “

东火
”

项目专题
: “

粤东地区火山地质
、

火山岩与侵入岩及其对锡
、

多金属矿床控矿意义
”

研究报

告 (未出版
,

作者
:

黄光昭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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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回
,

晚中生代第一
、

第四旋回及新生代第一旋回
,

各旋回概况见表 7
。

困

表 5 闽西一赣东构造一岩桨活动区 (C 区 )中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T a b l e 5 M e s o z o i e v o l e a n i e e y e l e s o f W es t F u j ia n 一
E a s t J ia n g对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 e a e t iv i t y r e g i o n ( C )

日日寸寸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
喷喷 地层群组组 同位位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 发发 名 称称 素年年
活活活活 岩岩岩

I刀刀
岩 性性

…
岩 相相 } 环环环 龄 M aaa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1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晚晚晚 K 222

晚晚 上上 上上 10 000 复成份砾岩
、

砂砾岩
、

砂岩
、

粉砂砂 沉积相相 陆相
.

___

赤石群群群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 段段 {{{ 岩

、

泥岩等等 火山沉积相相 陆相相 沙县组组组

生生生生生 系系 VVVI 16 0 000 钙质粉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细砂岩
、、

溢流相相相 南雄群群群

代代代代代代 下下 15 000 凝灰岩
、

凝灰熔岩及英安岩
,

底部部部部部部
段段段段段段段 }}} 砂砾岩岩岩岩岩岩

11111111111118 5 0000000000000

KKKKK lllllll

上上 4 5 000 流纹岩
、

石英粗面岩
、

熔结凝灰岩
、、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石帽山群群 益益段段段段段段段 }}} 玻屑凝灰岩夹安 山岩
、

底部玄武武 溢流相相 陆相相 禾 口组组组
皿皿皿皿皿皿皿 25 0 000 岩

、

安山岩
。

部分地区为陆相沉积积 沉积相相相 赣州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下下 8 000 碎屑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复成份砾岩夹凝灰岩
、

凝灰质砂砾砾砾砾砾砾
2222222222222 3555 岩

、

部分地区为砂砾岩
、

粉砂质泥泥泥泥泥泥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JJJJJ残残 早早 下下 上上 4 3 000 熔结凝灰岩
、

凝灰熔岩
、

玻屑凝灰灰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鸡笼嶂组组组
期期期期期 岩岩 段段 }}} 岩夹凝灰质砂岩

,

局部地区见玄武武 喷溢相相 陆相相 板头组组组
系系系系系系 llll 7 0 000 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相 石溪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下下 6 2 000 凝灰质砂岩
、

细砂岩
、

泥质粉砂岩
、、、、、、

段段段段段段段 111 页岩夹杂色凝灰岩岩岩岩岩岩
11111111111112 0 0000000000000

JJJJJ占占占占 上上 6 0 000 晶屑凝灰熔岩
、

熔结凝灰岩
、

凝灰灰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鹅湖岭组组 12 777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
、

玻屑凝灰岩夹安山岩
、

碎斑熔熔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南园组 营营 1 4 111

IIIIIIIIIIIII 18 0 000 岩岩 侵出相相相 蒲蒲 15 888

JJJJJJJJJJJ ;;; 1 3000 凝灰岩
、

安山岩
、

凝灰质砂砾岩
、

粉粉 喷发沉积相相相 长林组 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 }}} 砂岩夹硅质岩

,

局部见凝灰熔岩
、、

喷溢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相7777777777777 0000 玄武岩岩岩岩 刊鼓 1贝组组组

早早早 lllJ

或或
中中 llllll 砂砾岩

、

砂泥岩夹凝灰岩
、

局部夹夹 喷发沉积相相 陆相相 梨山组组组

中中中中中 岩岩岩岩 多层玄武岩
、

安山岩
、

流纹岩岩 喷溢相相 夹夹 林山组组组

生生生生生 系系系系系系 海相相相相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TTTTT 333

早早 下下 III l 000 砂砾岩
、

砂泥岩夹安山岩
、

安山质质 喷发沉积相相 陆相相 焦坑组组组
期期期期期 岩岩岩 }}} 熔结凝灰岩及流纹质凝灰岩岩 碎屑流相相 夹夹 文宾山组组组

系系系系系系系 2 5 33333 喷溢相相 海相相 安源组组组

3
.

6 雷琼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包括雷州半岛
、

海南岛及南海
、

北部湾海域
,

其最老基底为前

寒武纪变质岩系
,

沉积盖层十分局限
。

本区从晚古生代到三叠纪
,

有大量花岗岩浆侵入活动
.

所形成的海西一印支期花岗岩是造山前
、

同造山
、

晚造山过程中
,

陆壳与陆壳碰撞事件有成

因联系的一个完整的侵入系列
。

区内发育了醒目的 N E 向构造
,

隐伏的 E w 向构造
.

还有

N w 向和 s N 向构造
,

组成了南海的基本构造格架
。

中生代火山活动仅见于白要纪
,

多赋存

在基本上受两组以上断裂构造控制的断陷盆地内
。

新生代火山活动在东南沿地区最为发育
,

主要集中在琼州海峡东西向大断裂两则
,

以基性火山喷发为主
,

时代从早第三纪直到第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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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火山旋回 1 7 7

表 6 粤东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D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T a b l e
6 M

e s o z o i e 一C e n o z o i e v
ol

e a n ie e

州
e s o f E a s t G u a n g d o n g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c a e t i v i t y r e g io n ( D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喷喷 地层群组组 同位位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发发 名 称称 素年年

活活活活 岩岩岩
11111

岩 性性 岩 相相 环环环 龄 M
。。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EEE 早早早 III 1 444 玄武岩
、

安山岩
、

流纹岩
、

粗面岩
、

凝凝 爆发空落相相 陆担担 华涌组 宝月组组组

生生生生 期期期期 }}} 灰岩
、

火山角砾岩等
,

以玄武岩为主主 溢流相相相 苏心组 萃庄组组组
代代代代代代代 > 10 0 〔〔〔〔〔〔〔

晚晚晚 K 222
晚晚 上上 上上 1 0 000 紫红色粉砂岩

、

砂岩
、

砂砾岩等等 沉积相相 陆相相 南雄群群 9 OOO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一

期期 岩岩 段段 III 流纹岩
、

火山灰流凝灰岩
、

英安质碎碎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南雄群 叶塘组组 1 1 000

生生生 K 22222
系系 W

霞霞
4 0 000 斑熔岩等等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叶塘组组组

代代代 个个个个 下下 1 2 000 凝灰质砂岩
、

凝灰岩
、

紫红色砂岩
、

砂砂 侵出相相相相相
KKKKK子

一

2222222
段段 }}} 砾岩夹玄武岩

、

安山岩
、

流纹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1111111111111 0 0 00000 喷溢相相相相相

5555555555555 0000000000000

}}}}}}}}}}}}}}}}}}}}}}}}}
5555555555555 0 0000000000000

KKKKK子
一

’’’’
上上 2 0 000 紫红灰紫色厚层砂岩

、

粉砂岩
、

砂砾砾 喷发沉积相相 陆相相 合水组组
{{{{{个个个个个个 段段 }}} 岩

、

砾岩夹凝灰质砂岩
、

流纹岩岩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官草湖群 (上段 )))))

KKKKK {{{{{{{ 皿皿 1 2 0 000 灰黄
、

黄绿色砾岩
、

砂岩
、

粉砂岩
、

凝凝 喷发沉积相相相 官草湖群 ( 下段 )))))

下下下下下下下 2 0 000 灰质砂岩夹玄武岩
、

流纹岩 (部分为为 喷溢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含砾流纹岩 )))))))))))

1111111111111 0 0 0000000000000

JJJJJ弓弓 早早 下下 上上 4 5 000 上部
:

火山灰流凝灰岩
、

流纹岩
、

局部部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高基坪群 (上段 )))

{}:::期期期期期 岩岩 段段 }}} 夹安山岩
、

安山质凝灰岩
,

中部
:

多单单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大安洞组组组

系系系系系系 lll 2 2 0 000 元厚层火山灰流凝灰岩夹空落凝灰灰 侵出相相相相相
下下下下下下下 1 0 000 岩

、

流纹岩等
,

下部
:

火山灰流凝灰灰 爆发空落相相相相相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

、

空落凝灰岩
、

涌流凝灰岩
、

碎斑熔熔 基底涌流相相相相相
6666666666666 0 000 岩 (晚期侵出 ))) 沉积相相相相相

黑黑黑黑黑黑黑黑色页岩
、

粉砂岩
、

砂岩夹凝灰岩
、

流流 喷溢相相相相相
纹纹纹纹纹纹纹纹岩

、

凝灰质砂岩 (主要含化石层位 )))))))))))

JJJJJ当当当当 上上 4 0 000 上部
:

火山灰流凝灰岩
、

流纹英安岩
,,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南 山组组 15 000

段段段段段段段 }}} 中部
:

多单元火山灰流凝灰岩
,

下部
:::

侵出相相 陆相相 局局 1 7 UUU

IIIIIIIIIII 中中 1 2 0 000 火山灰流凝灰岩
、

多单元涌流凝灰灰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基基基

段段段段段段段 1 0 000 岩
、

硅质岩
、

碎斑熔岩 (晚期侵出 ))) 基底涌流相相相 坪坪坪

下下下下下下下 }}} 安山岩
、

安山质凝灰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相 群群群
段段段段段段段 7 5 000 碳质页岩

、

页岩
、

粉砂岩
、

砂岩
、

砂砾砾 喷溢相相相 宁山组 干干干
1111111111111 5 000 岩等

,

夹安山质或流纹质凝灰岩
、

角角 爆发空落相相相
lllll

}}}}}}}}}}}}}}} 砾凝灰岩等
。

局部见玄武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相 段段段

6666666666666 0 000000000 淡水组组组
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蕉园组组组

早早
’’

J 222
晚晚 上上 皿皿 1 7 000 流纹质凝灰熔岩

、

安山岩
、

角砾凝灰灰 爆发空落相相 陆相相 马梓坪群群群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岩 }}} 岩
、

凝灰质砂页岩
、

流纹岩等等 喷溢相相相 漳平群群群
生生生生生 系系系 6 0 0000000000000

代代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llJJJJJ 中中 中中 llll < 5 4000 辉石玄武岩
、

安山质凝灰岩
、

酸性凝凝 喷溢相相 海相相 桥源组组组

期期期期期 岩岩岩岩 灰岩
、

安山质火山角砾岩及凝灰质砂砂 爆发空落相相相 金鸡组组组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岩

、

粉砂岩等等等等等等

TTTTT 333
早早 下下 III 6 5 000 流纹质凝灰岩

、

凝灰质泥岩
、

凝灰质质 爆发空落相相 海相相 良 lL 群群群

期期期期期 岩岩岩 }}} 粉砂岩岩岩岩岩岩
系系系系系系系 1 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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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
。

本区包括晚中生代第三
、

第四旋回及新生代第下
、

第二旋 回
,

各旋回概 况 见 (表

8 )
。

妊
3

,
16二

表 7 粤西一桂东南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E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一览表

T a b l e 7 M e s o z o ie 一
C e n o z o ie v o l e a n i e e y e l e s o f W

e s t G u a n g d o n g 一 ()S
u t h e a s t G u a n g石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 e

a e t i城t y r o g i o n ( E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
喷喷

…
地层群··

}
。 位位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j 发发

}
“ 称称 }素年年

活活活活 岩岩岩 mmm 岩 性性

}
岩 相相 } 环环环

1
龄 “ aaa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NNN 早早早 III 1222 杏仁状玄武岩
,

橄榄玄武岩
··

喷溢相相 海相相 南康群群群
生生生生 期期期期 }}}}}}}}}}}}}

代代代代代代代 1 7777777777777

晚晚晚 K 222 晚晚 上上 WWW 3 0 000 流纹岩
、

英安岩
、

黑暇岩
、

熔结凝灰灰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南雄群群 6888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岩 }}} 岩
、

熔结角砾岩
、

碎斑熔岩
、

局部出出 喷溢相相相 罗文组组 8 7
.

444

生生生生生 系系系 5 0 000 现涌流凝灰岩
、

凝灰岩
、

角砾凝灰灰 侵出相相相 西桐组组组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岩
、

集块角砾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相相相

JJJJJ含含 早早 下下 III 10 000 火山灰流凝灰岩
、

流纹英安岩
、

碎碎 碎屑流相相 陆相相 高基坪群群 1 5 000

期期期期期 岩岩岩 }}} 斑熔岩 (晚期侵出 ))) 喷溢相相相 (下段 )))))

系系系系系系系 70 00000 侵出相相相相相

早早
___

J lll

中中 中中 五五 12 555 沉凝灰岩
、

沉火山角砾岩岩 喷发沉积相相 陆相相 汪门组组组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岩岩岩岩岩岩岩

生生生生生 系系系系系系系系系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TTTTT 333
一

早早 下下 上上 6 0 000 流纹斑岩
、

凝灰岩
、

顶部为珍珠岩岩 喷溢相相 海相相 平桐组组 2 30
.

888
一一一一一一

期期 岩岩 段段 3 0 000 流纹岩
、

碎斑熔岩
、

凝灰角砾岩
、

凝凝 喷溢相相 海相相 板八组组组

TTTTT 22222

系系
1
中中 {{{ 灰岩

、

沉凝灰岩
、

凝灰质粉砂岩岩 侵出相相 海相相 百逢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9 0 000 玄武安山岩
、

英安质角砾熔岩
、

凝凝 喷发沉积相相相 北泅组组组

TTTTT lllllll

下下 4 0 000 灰角砾岩
、

凝灰岩
、

沉凝灰岩
、

英安安 喷溢相相相 南洪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相 罗楼组组组
1111111111111 1 0 00000 喷发沉积相相相相相

3
.

7 台湾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G 区 ) 包括台湾本岛
、

澎湖列岛及周围海域
。

其基底为海西

构造层 (大南澳片岩系 )
,

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始于早白奎世
,

是我国东南沿海地区仅次于雷

琼构造一岩浆活动区的又一个新生代火山活动发育地区
。 〔̀ 7〕该区新生代发育的火山活动与

板块构造活动直接有关
。

东南沿海第四纪最重要的一次构造运动是菲律宾板块与欧亚板块

的碰撞
,

台湾称
“

蓬莱运动
” 。

它始于上新世
,

至中更新世达到高潮
,

并奠定了现今台湾岛的基

本轮廓
。

本区火山旋回包括晚中生代第三旋回及新生代第一
、

第二旋回
,

各旋回概况见表 9
。

4 各火山旋回岩石系列
、

组合与地球化学特征②

① 本节部分资料来源
: a

.

海南省地质矿产开发局
: “

海南岛中生代火山机构及其成矿关系
”

研究报告 ( 19 9 5年完成
,

待出版
,

作者
:

符国祥等 )
。

b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
: “

海南岛暨五指山地区中生代火山地质与成矿关系
”

研究报告 ( 1 9 9 6 年

完成
,

待出版
,

作者
:

王中杰等 )
。

② 本节主要根据地矿部 ,’j 又五
”

重点攻关项 目
“

东南沿海火山岩基底构造
、

火山一侵入作用与成矿关系
”

研究报告

第二章
:

火山一侵入杂岩 (陶奎元执笔
,

待出版 )有关资料编写而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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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代火山旋回 17 9

本区中
、

新生代各火山旋回
,

由于所处时间
、

空间
、

构造控制条件
、

源区物质组分等不同
,

其岩石系列
、

组合与地球化学特征亦有差异
,

z0[ 」现分叙之
。

表 8 雷琼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F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T a b l e 8 M
e s

oz
o ie 一

C e n
oz

o ie v o l e a n ic e
界 l e s o f L e让 h o u 一

H a in a n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e a e t i v i t y r e g i o n
( F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喷喷 地层群组组 同位位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发发 名 称称 素年年
活活活活 岩岩岩 mmm 岩 性性 岩 相相 环环环 龄 M aaa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QQQQQQQ lll 5 0 000 气孔状橄榄玄武岩
、

橄榄玄武岩
、、

喷溢相相 陆相相 雷虎组
,

湖光光光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橄榄玻基玄武岩
、

玻基辉橄岩
、

斜斜 爆发空落相相相 岩组
,

石卯岭岭岭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长橄榄玄武岩

、

玄武岩
、

凝灰岩
、

火火火火 组
,

胭 脂 岭岭岭
山山山山山山山山角砾岩

、

沉凝灰岩岩岩岩 组
,

湛江组组组

NNNNNNNNNNN 上上 8 0 000 玄武岩
、

凝灰岩
、

火山角砾岩岩 喷溢相相 海相相 望楼港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 5 000 玄武岩

、

斜长辉石玄武岩
、

安山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 海相相 下洋组组组
EEEEEEEEEEE lllllll 喷溢相相相 南康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涸州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晚晚晚 K 222

晚晚 上上 上上 4 000 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
,

流纹质角砾砾 爆溢相相 陆相相 岭壳村组组 鹿鹿鹿
中中中中 期期 岩岩 段段 !!! 凝灰熔岩

,

晚期有碎斑熔岩侵出出 侵出相相 陆相相 汤他岭组组 母母母母母
生生生生生 系系 份份 17 3 000 英安岩

、

流纹岩
、

英安质
、

流纹质
、、

喷溢相相相相 湾湾 8 888

代代代代代代 下下 7 7 000 安山质角砾凝灰熔岩
、

集块角砾砾 爆溢相相相相 组组 , 888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岩
、

凝灰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相相相相
8888888888888 2 000000000000000

KKKKK ------- III 1 0 0 000 流纹质含砾晶屑凝灰熔岩夹流纹纹 爆溢相相 陆相相 六罗村组组组 1 0 444

}}}}}}}}}}}}}}} 岩
、

安山岩及安山质
、

流纹质凝灰灰 喷溢相相相相相 10 777

3333333333333 2 0 000 熔岩
、

凝灰岩
、

角砾岩
、

玄武岩岩 爆发空落相相相相相相

表 9 台湾构造一岩浆活动区 ( G 区 )中
、

新生代火山旋回概况一览表

T a b l e 9 M e s o z o ic
一

C e n o z o ic vo l e a n ie e yC l cs o f T a i aw
n t ce t o n o

m
a g m

a t ie a e t ivi t y r e g io n ( G )

时时时 火火 火火 旋旋 厚厚 火 山 岩 岩 性 岩 相相 喷喷 地层群组组 同位位
代代代 山山 山山 回回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 发发 名 称称 素年年

活活活活 岩岩岩 mmm 岩 性性 君 相相 环环环 龄 M aaa

动动动动 系系系系系系 境境境境
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期

新新新 QQQQQQQ lll > 2 0 000 高铝玄武岩
、

安山岩
、

英安岩
、

少量量 喷溢相相 陆相相 大南湾组组 3 7 333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橄榄粗玄武岩岩岩岩岩 }}}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

NNNNNNNNNNN 上上 8 0 000 安山质集块岩
、

火山角砾岩
、

石英英 爆发空落相相 海相相 长流组组 2 555

段段段段段段段段段 }}} 安山岩
、

凝灰岩等
,

局部夹灰岩透透 喷溢相相 海相相 都峦山组组组
EEEEEEEEEEE III 2 0 0 000 镜体体 爆发空落相相相 瑞芳组组组

下下下下下下下 7 0000 玄武岩
、

凝灰岩 (在沉积碎屑岩地地 喷溢相相相 四棱组组组

段段段段段段段 }}} 层中呈夹层出现 ))))))) 水长流组组组
1111111111111 2 5000000000 五指山组组组

中中中 K 】】】】 皿皿 53 000 玄武岩
、

安山岩
、

凝灰岩
、

角砾凝灰灰 爆发空落相相 陆相相 云林组组组

生生生生生生生生 岩 (在沉积碎屑岩地层中呈夹层出出 喷溢相相相相相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现 )))))))))))

4
.

1 早中生代火山岩系 ( T 一 J Z
)

4
.

1
.

1 第一旋回 ( T ) 为英安质和低硅流纹质火山岩
,

其活动初期有少量玄武岩 (图 2 )
。

在

桂东南地区
,

酸性火山岩与其具明显时
、

空联系的大容山一十万大山 s 型花岗岩特征类似
,

主要为高钾英安岩和高钾流纹岩
,

其 1A
2 o 3

/ N a Zo + K Z o + c a o (分子数比 )绝大多数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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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洲 (仅个别小于 1 )
,

最高可达 1
.

35
,

峰值主要介于 1
.

05 一 1
.

20 之间
,

属铝过饱和系列
。

l (】

:

S 3

S 2

…
S l :

。

二 O 3

\
..... ..
几̀...........

.
呀乙

O
.......

11
...

.O .

5

O工KàON。Z十ON出

\

4 5 5 5 石5

S一0 2 (沐 10一 2 )

图 2 早中生代第一旋回火山岩 T A s 分类图

F 19
.

2 T A S e l a s s i f ie a t io n d ia g r a m fo r v o le a n ie r
oc k s o f t h e fi r s t C y C l e o f e a r ly M e s o z o ic

B 一玄武岩
; 5 1一粗面玄武岩

; 0 1一 玄武安山岩
; 5 2一玄武粗安岩

; 0 2一安山岩
; 5 3一粗安岩

; T 一 粗面岩和粗面英安岩

R 一流纹岩

水 1
·

2 第二
、

第三旋回 (J
, 一 J Z

) 均为一套双峰式岩石组合 (第三旋回流纹岩比例更大 )
,

在

硅碱图上
,

基性端元和酸性端元均处于亚碱性区域
,

岩石类至已括玄武岩
、

玄武安山岩
、

流纹

岩
、

少量粗面岩和粗面安山岩 (图 3 )
。

l U

3 5

....... 义义

XXXXX

釜
火 ’’

5

O一K)ON乃N+ON义

S盆0 2夏久 I U Z 、

X 2 ▲ 3

图 3 早中生代第二旋回火山岩 T A s 分类图

F 19
.

3 T 八 5 e l a s s i f ie a t io n d i a g r a m fo r v o lca
n ie r

oc k s o f t h e s e e o n d e y e le o f e a r ly M e s o z o ic

l 一粤北地区
; 2一闽亚南地区

; 3一赣南地区
;
图中其它代号同 (图 2)

该双峰式火山岩基性端元岩石化学最大特征是富 T 贫 划
,

其 iT o :
含量一般高于同类

岩石约 1 %
,

而 A 12 0 3
含量则低于同类岩石约 3 %

。

其酸住端元与曰 类告石相比也相对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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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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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
2o 3。

稀土元素特征上
,

基性端元和酸性端元间具显著差异
,

基性端元轻
、

重稀土元素的分

馏程度弱
,

不具 E u
异常或呈弱正异常

;
而酸性端元轻

、

重稀土元素的分馏程度较强
,

并出现

明显的负 E u
异常

。

4
.

2 晚中生代火山岩系 ( J 3一K Z )

4
.

2
.

1 第一
、

第二旋回 ( J I
一

J篆) 以英安质和流纹质火山岩占绝对优势
,

只有少量 (约 5 % )

安山岩类
,

它们构成了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火山一侵入杂岩带的主体
。

火山岩 51 0 2

含量频率

峰值为 73 %
,

该套火山岩的最大特征是高硅富钾
,

在 51 0 :

与 K 2 0 关系图 (图 4) 上大多数处

于高钾区域
,

为高钾英安岩和高钾流纹岩组合
,

具有向酸性系列过渡的特征
。

构造研究资料

{士
x

头
呈
巨澎乡

…:

ǎNOūKàO闪出

s H , 欠 .

。

薰车聋万
` 。

匡4 5 5 0 5 5

ǎ即已Ké:

KH一
产从衬户一灿哄

X

。 x

\
Cd

ē刹一01犬àON出

哥夕嚷

S一0 2 ( 火 1 0一 2 )

6 0 65 70 7 5 8 0

S一0 2 ( X 10一 2 )

图 4 东南沿海晚中生代火山岩系 K Zo
一

51 0 2

图解

F ig
.

4 K 2 0
一

5 10 2 d ia g r

am
s fo r

vo le a n ie r
oc k s o f l a t e M e s o z o ic o f s o u t h e a s t e o a s t

l一第一
、

第二旋回火山岩
; 2一第三

、

第四旋回火山岩
; A 一浙东一闽东区

; B 一浙西一赣东北区
; c 一闽西一赣东区

; 0

一粤东一赣南区

与区域地球化学资料综合表明
,

火山岩为区域剪切挤压构造后期松弛阶段的产物
。

卿

与此套酸性岩组合的高硅富钾特征相对应
,

岩石中普遍富 R b
、

T 。 、

T h
、

B a

等不相容元

素而相对贫 iT
、

v
、

cr
、

c 。 、

iN 等过渡元素及 zr
、

H f
、

N b
、

Y 等元素
,

具有大陆边缘火山岩的地

球化学特征
,

但 T a
等元素具有大陆内部火山岩特征

。

4
.

2
.

2 第三
、

第四旋回 ( K , 一 K Z
) 火山岩总体属高钾钙碱系列

,

并具有向碱性系列过渡的特

征
,

局部地区出现含有碱性暗色矿物 (钠铁闪石等 )的碱性流纹岩
。

其中第三旋回出现由少量

玄武岩和大量流纹岩组成的双峰式岩石组合
。

该组合在分异指数与标准矿物斜长石牌号频

率图上表现为弱基性峰和强酸性峰的不对称特征
,

与典型拉张环境下所呈现的近对称型双

峰特征明显不一致
,

这说明第三旋回的双峰式岩石组合可能形成于弱拉张的区域构造环境

中
。

该套双峰式组合基性端元碱度较高
,

富 K Zo
、

1A
2 o 3
但贫 iT 见图 4

,

微量元素地球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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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上表现为较第一
、

第二旋回更富 R b
、

Ta 、

N b
、

T h
、

Y等
,

因而更具板内岩石的化学特征
。

早中生代第二旋回双峰式火山岩组合与晚中生代第三旋回双峰式火山岩组合的 iT仇
-

5 10 2 、

A 1
2 o 3

一 5 10 :

对比见图 5
。

一它。入 、

ǎN|OūKàNOō1

沐. v , x . x

. 八 . x气 x x
介

、:.

.
、 :

.x

:.、 x

、..;

.

.

X

Xx

。

牙

J,

ǎN|O一X奋的O全趁

` 、 ` 、

琴:’:
:

矛

XX
x x甘人

xx又减x

`、、

、
、

、

x 义

S心 2 ( X 10一 2 )

X 1 .

图 5 两套双峰式火 LIJ 岩 T io Z一5 10 2 、
八 12 0 3一 5 10 2

对比图

F ig
.

5 T IO Z一 5 10 2 a n d A 12 0 3一 5 10 2 d ia g r a m s of r b i m od
e l v o lca

n i e as s
oc ia t io n s o f t h e s e c o n d c y c l e o f e a r ly

M e s o z o ie a n d t h e t h i r d e
cy l e o f la t e M e s o z o ie

1一早中生代第二旋回 (J 1 )双峰式火山岩组合
; 2一 晚中生代第三旋回 (K

l )双峰式火山岩组合

桂东南地区云开大山西侧的晚中生代第四旋回火山岩为一套 (安山岩 )一英安岩一流纹

岩组合
,

亦具高钾 ( K 2 0 平均为 5
.

2写 )和富 R b( 平均值 2 14 x l护 )特征
。

该旋回火山岩稀土

元素丰度较高
,

艺 R E它平均为 33 5 x 1 0
一

6 ,

轻
、

重稀土元素的分馏程度中等
,

L R E E / H R E E 平

均为 5
.

7
,

负铺异常中等至强烈
,

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呈右倾平缓型 (图 6 )
。

①

4
.

3 新生代火山岩系 (E 一 Q ) 新生代火山岩主要分布于海南
、

台湾
、

广东及桂东南地区
,

浙
、

闽
、

赣亦有零星分布
。

各地区新生代火山岩之岩石系列
、

组合与地球化学特征等
,

均存在

差异
。

总的讲
,

第一旋回 (E 一N )火山岩 (包括部分潜火山岩 )可分为超基性岩
、

基性岩
、

碱性

中性岩
、

碱胜岩及酸性岩五大类
;

第二旋回 (Q )火山岩较为简单
,

可分为超基性岩
、

基性岩两

大类
。

[ 3〕

以同类岩石作比较
,

从第一旋回到第二旋回
,

岩石酸度有逐渐增大趋势
,

碱度有减小趋

① 资料来源
:

广西区域调查研究院
: “

桂东南中生代火山活动旋回及火山构造与矿产的关系
”

研究报告
,

( 19 9 4年完

成
,

待出版
,

作者
:

杨丽贞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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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桂东南晚中生代第四旋回火山岩稀土元素球粒陨石标准化曲线 (据杨丽贞等 )

F地
.

6 C h o n d r i t e 一 n o r m a
ilZ

e d R E E p a t t e r n s of r
vo lca

n ie r
oc k s o f t h e of u r t h e y e le o f l a t e M e s o z o ic i n s o u t h

-

e as t G u a n g x i

A一水仪盆地
; B 一周公顶盆地

势
,

即显示出岩浆是从碱钙性向钙碱性演化
。

在部分地区的玄武岩 K Zo 一 N a Zo 变异图 (图 7) 中
,

投影点主要位于钠质区的上界附近
,

部份进入钾质区
,

属正常类型
。

在部分地区新生代玄武岩总碱一 1A
2 O

3

一 51 0 2

图解 (图 8) 中
,

投影点主要落入碱性玄武

岩区
,

仅海南岛玄武岩落入拉斑玄武岩区
。

这说明海南岛 (包括台湾 )的新生代第二旋回火山

岩的生成环境与大陆区存在一定差别
。

5 各火山旋回火山岩相时空分布特征

火山岩相是火山产物形成环境
、

条件的概括
。

因此
,

划分岩相的主要根据是岩浆作用方

式一喷发方式一搬运方式一堆积环境一定位机制及在火山机构的位置等要素
。

根据上述原

则
,

并结合东南沿海地区中
、

新生代火山岩的实际情况
,

本区火山岩相类型可归纳为以下 13

种
:

喷溢相
、

爆发空落相
、

碎屑流相
、

泥石流相
、

基底涌流相
、

爆溢相
、

喷发沉积相
、

侵出相
、

火

山颈相
、

潜火山岩相
、

隐爆角砾岩相
、

侵入相
、

火山湖盆沉积相
。

5
.

1 早中生代火山岩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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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口口口口

一
2刁 6

步

\

六 ON名 J月, ....ee

…

5
.

1
.

1 第一旋回 以桂东南地区 (E 区 )最

为发育
,

次为粤东地区 ( D 区 )
。

喷溢相与爆

发相为主
,

另有喷发沉积相
。

粤东地区 ( D

区 )主要为爆发空落相
,

少量为喷溢相
。

赣南

地区 ( D 区 )闽西地区 ( A Z

区 )主要为喷发沉

积相
,

另有少量喷溢相
。

5
.

1
.

2 第二旋 回 仅出现于 D 区
、

E 区及

c 区东部 (闽西 )
,

以喷发沉积相为主
。

5
.

1
.

3 第三旋回 仅出现于 A : 区 (浙东 )

和 D 区
,

以喷发沉积相为主
,

少量喷溢相
。

5
.

2 晚中生代火山岩系

.5 .2 1 第一旋 回 A 区以碎屑流相
、

爆发

空落相
、

爆溢相最发育
,

是较典型的大规模

酸性岩浆喷发的岩相组合 ; B 区以沉积相
、

喷溢相最发育
; c 区以碎屑流相

、

爆溢相
、

沉

积相最发育
; D 区以碎屑流相

、

爆发空落相
、

喷溢相最发育
,

以出现基底涌流相为特征
; E

区主要为碎屑流相和爆发空落相
; F 区与 c

区缺失本旋回
。

.5 .2 2 第二旋 回 A 区主要为碎屑流相
、

图 7

F ig
·

部分地区新生代玄武岩 K ZO
一

N a Z O 图解

K 2 0 一 N a : 0 d ia g r a m fo r C e n o z o i e b a s a l r s o f

s o m e r e g l U l l、

(资料来源
:

广东省区域地质志 )

第一旋回玄武岩
:

1
.

三水盆地
; 2

.

海南岛
; 3

.

富州半岛
; .4

粤东地区 (汕头一惠来 )

第二旋回玄武岩
:

5
.

雷琼地区

爆发空落相
,

且规模较大 ; B 区主要为沉积

相
; c 区主要为沉积相

; D 区主要为碎屑流相
; E 区

、

F 区
、

G 区缺失本旋回
。

5
.

2
.

3 第三旋回 A 区主要为沉积相
、

喷发沉积相
、

爆发空落相
、

喷溢相
、

碎屑流相
; B 区

、

C

区
、

D 区均以沉积相为主
; E 区缺失本旋回

; F 区主要为喷发沉积相
、

爆溢相
、

爆发空落相
; C

区主要为喷溢相
。

5
.

2
.

4 第四旋回 A 区主要为沉积相
、

喷发沉积相
、

碎屑流相
; B 区

、

C 区主要为沉积相
; D

区主要为沉积相
、

碎屑流相
; E 区主要为碎屑流相

、

沉积相
; F 区主要为爆发空落相

、

喷溢相
;

G 区本旋回缺失
。

5
.

3 新生代火山岩系

5
.

3
.

1 第一旋回 以 F 区
、

c 区最发育
,

A 区
、

B 区
、

c 区
、

D 区
、

E 区少量分布
。

均以喷溢相

为主
,

部分为爆发空落相
、

喷发沉积相
、

潜火山岩相
。

.5 .3 2 第二旋回 仅出现于 F
、

G 两区
,

喷溢相为主
,

部份为喷发沉积相
。

6 火山旋回时
、

空演化基本规律

对比总结本区各旋回火山活动情况后
,

可将其时
、

空演化规律大致归纳为以下六方面
。

( 1) 火山活动与区域构造运动密切相关
,

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的多旋回性是本区的主要

特征
。

表 1 0 即清楚反映了本区构造旋回与火山活动旋回的密切关系
。

早中生代火山活动的重点地区是受印支构造运动影响较明显的桂东南地区
,

次为粤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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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南地区

;
其它地区印支运动影响较弱

,

早中生代火山活动也不发育
。

而东南沿

海受燕山构造运动影响较大的浙
、

闽
、

粤

东等地区
,

晚中生代火山活动的规模也

大
,

正是在燕山运动第 I 幕之后
,

本区火

山活动进入鼎盛时期
。

( 2) 从区内火山岩的分布面积 (东大

西小 )
、

岩层厚度 心东厚西薄 )
、

岩相组合

及特征 ( 东部火 山碎屑流相
、

爆溢相为

主
,

西部火山一沉积相居多 )等方面均表

现为中
、

新生代火山喷发的规模
、

强度自

西 (大陆内部 )向东 (东南沿海 )逐渐加

强
。

( 3) 古生物资料和同位素地质年龄

资料同讨表明
,

本区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

的最 强烈时期是晚侏 罗世到早 白奎

世
。

[ 2 2
·

“ 3口

古生物工作者根据本区中生代火山

岩系地层中各门类化石组合产出情况
,

以研究程度较高 (火山岩出露面积亦最

大 )的浙江省为代表
,

将其划分
、

为建德
、

永康
、

衙江三大生物群
。

本区火山活动规

模最大
、

火山岩分布面积最广的晚中生

代第一
、

第二旋回火山岩
,

化石面貌均属

建德生物群 (第一旋回早期组合占多

数 )
,

时代为晚侏罗世
。

活动规模及火山

岩分布面积仅次于第一
、

第二旋回的第

三旋回
,

在各构造一岩浆活动区中主要

化石组合面貌均比较一致
,

为永康生物

群
,

时代属早白奎世
。

大量不同方法测试的同位素地质年

龄数据表明
,

东南沿海火山岩的主要同

位素地质年龄区间在 1 55 一 95 M
a ,

即晚

侏罗世到早白奎世
。

( 4) 火山岩的同位素地质年龄还显

示出
,

广东的火山岩年龄 比福建
、

浙江相

应层位的年龄大
,

江西等内陆地区也 比

浙
、

闽沿海相应层位的年龄大
,

火山活动

仁工
。 .

鑫

与
。

N a Z o , K : 0

巨 ]
!

巨口
:

( K ul 、 。 1洪! l〕 )

口
,

匹二
,

〔困
。

图 8 部分地区新生代玄武岩总碱 一八如0 3一 5 10
:

图解

F ig
.

8 N a Z O 十 K ZO v s
.

八 12 0 3 a n d 5 1。 : d io g r a n l 、 fo r

C e n o z o i e b a s a l t s o f s o m e r e g io n s

(资料来源
:

广东省区域地质志 )

第一旋回
: 1

.

三水盆地
; 2

.

富州半岛
; 3

.

粤东地区第二旋 回
:

4
.

海南岛
; 5

.

雷州半岛 A 一 碱性玄武岩
; T 一 拉斑玄武岩

; ,、卜 高

铝玄武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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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晚中生代火山活动 )总体上表现为由南向北
、

由西向东的迁移总趋势
。

表 01中国东南沿海中
、

新生代构造旋回与火山旋回对比表

Ta bl e1 0Co r r ela t io o n f M
o s e

o z i e一
C eo o z n io v el ea n c i e界 ls ew ith tc eto n i e e

界 ls eo fso uths a et e
o as to f

C h ina

代代代 纪纪 世世 M
aaa

构造幕及火山活动旋回回 构造旋回回

新新新 第第 QQQ第二旋回 (陆相火山岩
,

部分海相 ))) 喜马拉雅旋回回

生生生 四四四
0 二二二

代代代 纪纪纪纪纪

第第第第 NNN `
.

刁刁刁

纪纪纪纪纪 第一旋回 (陆相火山岩 )))))

999999999 99999

EEEEEEEEE
·

65

—
燕山运动第 v 幕

———
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第四旋回 (陆相火山岩 )))))))))))))))))晚晚晚 白白 K 222

·

1 00

—
燕山运动第W 幕

——
燕山晚期期 燕燕

中中中 奎奎奎奎奎 第三旋回 (陆相火山岩 ))) 亚旋回回 山山

生生生 纪纪 K lll
一

13 5

—
燕山运动第 I 幕

———
旋旋

代代代代代代代代代 第二旋回 (陆相火山岩 ))))))))))))) 回回侏侏侏侏 J 弓弓
一

1通O 布山端云刽 1答芝丽 :故故 燕山早期期期

一一一

罗罗罗罗罗罗 亚旋回回回

纪纪纪纪 J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玉

孟孟孟孟孟孟孟孟 二 . 六 八 “ 」 J 之立汽夕J月口 胜 II JJJJJJJ

早早早早 J 222
第一旋回 (陆相火山岩 )))))))

中中中中中中中 155

—
燕山运动第 I 幕

————
生生生生 J lll

第三旋回 (轻微火山活动)))))))

代代代代代
一

17 0
一

一 一 一 — 一 一 构造运动不明显一 一 一 一 — ————
第第第第第二旋回 (海相或海陆交互相火山岩 )))))))

叠叠叠叠 T 333
一

1 沙 OOO

印支旋回回

纪纪纪纪纪纪纪
·

2 0 55555

TTTTTTT 222
第一旋回 (海相火山岩为主 )))))

一一一一一一一

1 2 55555

TTTTTTT lll 2 5 00000

在各构造一岩浆活动区内部
,

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的延续时间也不相同
。

粤东地区中生

代火山活动延续时间最长
,

近 9 0 M
a ;浙东地区延续时间最短

,

仅 4 OM
a
左右

。

( 5) 将本区置于亚州大陆东缘 (即西太平洋地区 )巨型火山带中与邻区对比
,

本区比西南

日本内带
、

韩国
、

锡霍特一阿林
、

鄂霍茨克一楚科奇等火山带的火山活动早 30 一 4 OM
a ;
而我

国东北大陆内侧大兴安岭火山带与燕辽火山带比大陆边缘火山带的火山活动起始时间亦要

早 40 一 60 M
a ,

从这两个火山带经吉林沿海到韩国
,

火山活动年代逐渐变新 (图 g )
。

由此可

知 火山活动在亚州大陆东缘巨型火山带内
,

亦具有平行与垂直火山带的双重迁移
」

胜
。

[ , `
,

, `
,

2 5
,

’ 6
,

’ 7
,

’ `〕

( 6) 各旋回火山活动的区域构造控制条件不一致
,

同旋回不同地区的火山活动的构造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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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中国东南沿海与亚洲大陆东缘其他地区中
、

新生代火山活动时代对比图

F i g
.

9 C o m p a r is o n s o f v o l e a n ie a e t ivi t y a g es in s

ou
t h e a s t e o a s t a l a r e a a n d in s o m e a r e a s o f sA i a n e o n t i

-

n e n t a l m
a r g i n

A
.

浙东闽东区
; B

.

浙西赣东北区
; c

.

闽西赣中区
; D

.

粤东赣南东
; E

.

粤西桂东南区
; F

.

雷琼区
; G

.

台湾
; 1

.

下扬子

地区沼
.

山东
; .3 燕辽地区

; 4 大兴安岭地区 声
.

鄂霍茨克地区
; 6

.

楚科奇地区
; 7

.

锡霍特地区
; 8

.

阿林地区
; 9

.

西南

日本内带
; 10

.

韩国
。

(部分资料据陶奎元
、

沈加林 )

制条件亦存在差别
。

早中生代火山活动受印支构造运动影响明显
,

总体上受东西向构造应力场控制
;
其中早

中生代第二旋回 (J
:

)火山岩是在海西一印支东西向裂陷构造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下形

成的
,

属典型拉张环境下的火山喷发产物
。

晚中生代早期 (J
3

)火山活动形成的第一
、

第二旋回火山岩
,

总体上产于挤压后开始松弛

的应力环境
,

受 N E 向构造控制为主
,

但粤东等局部地区以东西向构造控制为主
。

晚中生代

晚期 (K )火山活动形成的第三
、

第四旋回火山岩
,

总体上产于 (弱 )拉张应力环境
。

受北东向

与北西向构造复合控制
,

并以北东向为主
。

新生代在大陆内部的火山活动多受 N E
、

N w 和 E w 向三组构造断裂复合控制
,

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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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区则与板块构造活动更直接有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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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家莹等
.

中国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旋回火山构造及其控矿意义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91
,

3
、

6
、

l。
、

6 6
.

7 6

5 谢家莹
.

陶奎元
.

尹家衡等
.

中国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地质及火山一侵入杂岩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96
.

」
.

32

6 厂
一

西 )比族 自川区地矿 局
.

广西壮族 自;台区区域地质志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85
,

21 2
.

3,1 0

了 浙汪 省地质矿产局
.

浙江省区域地质志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89
,

1 23
、

32 6
、

5 0 2

匕 福建省地质矿产局
.

福建省区域地质志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9 85
.

11 6
、

18 1
、

4 94

。 尹家衡
, _

〔占宇
.

陶奎元等
.

桐芦火山一构造洼地基本特征及演化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19 8 5
.

6 ( 4 )
:

l 一 17

10 翁士劫 孔庆寿
,

黄海
.

浙闽赣粤中生代晚期火山地质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8 7
,

7
.

103
.

1 71

11 王
`

1
,

杰
,

谢家莹
,

尹家衡等
.

浙闽翰中生代火山岩区火山旋回
、

火山构造岩石系列及演化 (研究报告 )
.

南京
:

南京地

刃
’ `

所 J砂示刊增刊
.

1̀ ) 8 9
.

6
、

2 1

比 郑家坚
.

华南白平一第三纪陆相地层及有关问题讨论
.

华南中
.

新生代红层
.

北京
:

科学出版社
,

1 9 7 , , 4
`

I

:l{ 江西省地质矿产局
.

江西省区域地质志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84
:

2 26
、

36 3
、

7 9 6

l 」 尹家衡
,

黄光昭
,

徐明华
.

粤东中生代火山旋回划分及对比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19 89
,

10 (4 )

巧 冯少南
.

论高基坪群
.

灵 乡群时代
.

地质学杂志
,

19 81
.

12
:

12 2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部
.

中国地质图及说明书 ( l
:

500 万 )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9 9 0

17 台北地质调查所
.

台湾地质图 ( 1
:

10 0 万 )
.

19 8 6

阴 高阳
,

叶翔
.

浙东南早白奎世火山一沉积岩系地层划分
.

火山地质与矿产
,

1 993
, 1 ,l ( 3)

:

21

【, 陆志刚
.

东南沿海火山岩区地质找矿科技工作新进展
.

火山地质与矿产
,

1 9 94
.

15( l )
:

6 6

2 0 陶奎 元
,

谢家莹
,

阮宏宏等
.

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火山作用基本特征
.

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所刊
.

1 ,洲
·

纵 魂) 22

创 陆志刚
,

陶奎元主编
.

中国东南沿海火山地质与矿产论文集 (第一辑 )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1 ,蛇
:

14
.

1:论

2 2 )
一

保良
.

吮善先
,

汪迎萍
.

浙闽帐地区非海相侏罗一白奎纪火山
、

沉积地层 及 占生物群
.

南京
;

江苏科技出版社
,

19 8 8
: 16

2 3 地质矿产部中国同位素地质年表 工作组 中国同位素地质年表
.

北京
:

地质出版社
.

! , 8 7

2 { K r a s n y
.

L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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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乍} 7 0

25 G e o l o g i e a l s u r v e y o f J a p a n
,

G e o l o g i e a l M a p o f J a p a n ( l : 1 00 0 0 0 0 )
,

1 9 7 8

2 6 0
.

K i m
,

G e o l o g i e a l 卜l a 一) o f 助
u t h K o r e a ( l :

2 50 0 0 0 0 )
,

1 9 7 9

2 7 A 卜军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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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卜 门 、 ’

尸
·

。 I下 、 ,
、

、 I )一,于巾
) p州 a ;工: 10

朋 a月 K a价 a ( )x 盯
e K ) 1 1, 卜〔厅 ; 卜 〕 r丫 “ ) l a一1 1℃日 I ; } I飞 z一 , ,。 a

( l : 1 50 0 0 0 0 )
·

19 7 7

2 8 八卜 a二Le M x !月 l雀a ) 卜 n 飞理尸
,

l、 a p份 助 . 卜 ) M 一 『

l
’ l叹。 〕 K o a l lc K o

or M a r材a T ,。 Ma .

( l
:

0 0 0 0 0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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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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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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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a s t G u a n g
-

d o n g r e g io n ,

W e s t G u a n g d o n g一 S o u t h e as t G u a n g x i r e g i o 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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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 n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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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s o z o i e 一 C e n o z o i e t e e t o n o m a g m a t i e a e t ivi t y r e g i o n s o u t h e as t e o as t

·

书讯
·

中国东南大陆火山地质及矿产

陆志刚

谢窦克

陶奎元

王文斌
等著 地质 出版社 1 9 9 .7 2

莹年家鹤
.

谢陈

该专著对中国东南大陆陆缘板内火山作用进行了详细解析
,

详尽论述了
:

裂解一增生特

征
;
火山活动叠置在不同基底构造单元之上

;
基底构造和建造的差异导致岩浆作用具分区

性
; 区域古火山构造显示线形与环形交织的格局 ;距今 1 75 一 75 M

a
期间的火山一侵入活动

呈现平行及垂直于火山岩带而递变
、

收缩的时空双向迁移
;
火山岩系早期为高钾钙碱性系列

的英安岩一流纹岩组合
,

晚期为钾质玄武岩一流纹岩双峰式火山岩组合 ;岩浆起源于中下地

壳
,

存在高位岩浆房分异
;
岩浆作用的动力机制归结为地慢上涌

、

地壳减薄及伴随剪切断裂

体系的张陷作用引发大规模火山一侵入活动 ;本区金属
、

非金属矿床定位与成因类型受基底

构造
、

火山构造
、

岩浆活动的分区性所制约
。

本区火山岩带具陆缘与板内过渡性
、

陆上断陷一

剪切拉张型火山岩带的特性
。

该专著是 25 0 余位科技工作者 5 年辛勤劳动的成果
,

资料丰富
,

理论与实践并重
,

可供

地质勘查
、

科研
、

教学工作者参考
、

借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