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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沉积碎屑岩是由火山碎屑物质落入盆地
中，与正常沉积物混杂组成，并经搬运、压实和化学

沉积物胶结而成的产物，反映了这一时期物源区存

在火山喷发事件［１－４］。据已有资料，贵州境内的岩

浆岩出露很少，主要是武陵构造旋回发育于梵净山

地区及摩天岭地区的超基性 －基性火山岩（包括细
碧岩－角斑岩 －石英角斑岩）－侵入岩及超酸性过
铝质花岗岩系列，雪峰—加里东构造旋回期发育于

从江地区的过铝质花岗岩系列、拉斑玄武质系列基

性火山岩及超基性 －基性侵入岩，海西—印支—燕
山构造旋回期发育于镇宁巴窝及望谟—罗甸一带的

偏碱性玄武岩、席状辉绿岩以及西部地区的大陆溢

流玄武岩。目前为止，贵州境内尚未见二叠纪流纹

岩系出露的报道［５－７］。

本文在１∶５万《杨梅幅》区域地质调查的基础
上，对贵州水城花嘎地区早二叠世包磨山组一段再

次核查取样。样品通过室内磨制成０．０３ｍｍ厚的岩
石薄片，采用 ＬＥＩＣＡ－ＤＭ４５００Ｐ偏反光显微镜观察
分析，以国家标准《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之火成岩

岩石分类和命名方案》（ＧＢ／Ｔ１７４１２．１—１９９８）为定
名方案。岩矿鉴定结果发现，研究区碎屑岩由陆源

碎屑（主要组分）和火山碎屑（次要组分）经过黏土

矿物、硅质胶结而成，为一套正常火山碎屑岩向沉积

岩过渡的岩类，火山－沉积碎屑岩［１－４］；以孔隙式胶

结为主，接触式胶结为辅。

该区火山 －沉积碎屑岩的火山碎屑含量约
１０％～１５％，粒度以２．００～０．０５ｍｍ火山砂为主，次
见１０．００～２．００ｍｍ火山角砾，形态以棱角状、次棱
角状为主，显示出经过搬运、再沉积的特征。成分基

本上为流纹岩岩屑和霏细岩岩屑，个别视域见疑似

球粒流纹岩岩屑分布，后续将进一步对球粒流纹岩

岩屑进行核实。流纹岩岩屑具斑状结构（图１ｂ，ｃ，
ｄ），斑晶成分基本上为石英，发育熔蚀现象；部分岩
屑内部见斑晶和基质长轴定向展布，呈流纹构造产

出（图１ｂ，ｃ），部分岩屑未见流纹构造（图１ｄ）。此
外，火山碎屑组分中含有少量的晶屑，其成分基本上

为石英晶屑，样品中未见及长石晶屑；石英晶屑发育

典型的港湾状熔蚀和淬火裂纹现象（图１ｅ，ｆ），有的
具冷凝边（图１ｆ）。

本项目组对流纹质岩屑采用 ＬＡ－ＩＣＰ－ＭＳ进
行主量、微量元素分析（在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

究所矿床地球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完成），初步地

球化学数据显示流纹岩岩屑 Ｎａ２Ｏ、Ｋ２Ｏ含量偏低，
其成因及岩浆年龄等正在进一步核实。

贵州水城花嘎地区早二叠世包磨山时期角砾凝

灰级流纹质岩屑和石英晶屑的发现，说明该时期在

贵州或邻区存在酸性火成岩的喷溢事件；在早二叠

世贵州西北部及相邻地区可能存在流纹岩系露头，

这一发现为后续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提供了新的地质

线索；同时，为贵州及邻区构造 －岩浆活动、地质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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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背景研究［６－９］提供了重要基础地质信息，为贵州

西北部及相邻地区成矿资源响应与制约［１０－１１］提供

了新的地质依据；也为贵州以及邻区早二叠世包磨

山时期岩相古地理研究提供了新的地质资料。

ａ—样品手标本；ｂ、ｃ—具流纹构造的流纹岩岩屑（＋）；ｄ—未具流纹构造的流纹岩岩屑（＋）；ｅ—石英晶屑港湾状熔蚀（＋）；

ｆ—石英晶屑冷凝边（＋）。

图１　水城花嘎地区早二叠世包磨山组流纹质火山碎屑显微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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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ｆＲｈｙｏｌｉｔｉｃＰｙｒｏｃｌａｓｔｓＢａｏｍｏｓｈａ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Ｐｅｒｍｉａｎ
ｏｆＨｕａｇａ，ＳｈｕｉｃｈｅｎｇＡｒｅａ，Ｇｕｉｚｈｏｕ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ｘｉ１，ＣＨＥＮＪｉａｎ－ｓｈｕ１，ＣＨＥＮＲｅｎ１，ＨＡＮＸｕｅ１，ＹＥＴａｉ－ｐｉｎｇ２，
ＰＥＮＧＣｈｅｎｇ－ｌｏｎｇ１，ＬＩＵＬｉｎｇ－ｙｕｎ１

（１．ＧｕｉｚｈｏｕＧ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ｕｒｖｅｙ，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８１，Ｃｈｉｎａ；
２．ＧｕｉｚｈｏｕＣｅｎｔｒａ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Ｇｅ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Ｇｕｉｙａｎｇ５５００１８，Ｃｈｉｎ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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