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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猕猴桃的原生中心，世界猕猴桃原产地

在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雾渡河镇——这是2008年

11月6日在新西兰举行的国际猕猴桃大会上世界

19个国家200多位专家一致认定的结论。随着雾

渡河镇观音堂村附近球状花岗岩的发现(图1)，其

风化外表呈球状、椭球状，部分球状花岗闪长岩的

球状体内部特征(图2中a)与切开的猕猴桃(图2

中b)极像，而被当地老百姓形象地称为“猕猴桃

石”。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发现被人曲解成佐证雾渡

河镇是猕猴桃原产地的化石依据。并发网贴称“8．2

亿年全球最早的‘猕猴桃石’在雾渡河发现并得到

年轮鉴定”。为了求证其是否为猕猴桃的化石．应湖

北猕猴桃协会会长黄祥礼先生邀请，作者到猕猴桃

协会介绍了关于“猕猴桃石”相关情况。众所周知，

图1球状花岗闪长岩——“猕猴桃石”

a．球状花岗闪长岩出露地远景；b．猕猴桃基地的观赏石一“猕猴桃石”；c．球状花岗闪长岩露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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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球状花岗闪长岩中的球状体及猕猴桃

a多壳层球状体似猕猴桃一”猕猴桃石”；b猕猴桃横切面；c、d近似内

方外网的球状体似明代铜钱，亦称：明钱石．

化石是存留在沉积作用相关的岩石中的古生物遗

体(如琥珀)、遗物或遗迹，常见的有动物骨骼、贝壳

(如腕足类化石)及植物化石(如乌木，亦称阴沉木)

等。而岩浆岩由地球深部炽热的岩浆形成，其中不

可能有化石存在。故有必要在此与大家展开讨论，

达到去伪存真之目的。

1“猕猴桃石"的由来及产地

雾渡河的“猕猴桃石”出露于湖北省宜昌市雾

渡河镇观音堂村西南，其出露范围不足150 m2。其

本质是一种具有球状构造的岩石，地质专有名词叫

球状岩，最早由Von Buch于1802年发现并命名。

球状岩在自然界中出露很少，它们的面积很少超过

几百平方米。目前全世界仅一百余处。我国目前已

有报道的仅四处，分别是浙江石角(超镁铁质球状

岩石)，河北滦平(球状闪长岩)，湖北黄陵(球状

花岗闪长岩)及内蒙古乌拉盖苏木(球状酸性浅成

岩)。因其具有漂亮而独特的结构及较好的观赏

性，被视为地质珍品-7。而雾渡河的球状花岗岩中

的球状体，形态多样．图案美丽，更是珍品中的精

品，堪称球状结构的典范。雾渡河球状花岗岩中，不

仅有内部酷似猕猴桃的内部形态的球体——“猕猴

桃石”，它是由白色细粒长石和石英晶体与暗色角

闪石和黑云母等品体构成的球状体r。 ．，其切面

与猕猴桃内果肉和籽组成的切面极其相似

；还有内部切面形态呈近似内方外圆的球体，像

古代的铜钱，被称为“金钱石”或“明钱石”．

-，部分人将其制作成工艺品摆放家中，取招财进

宝之意。自然界存在如此美丽图案的岩石，再次让

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2“猕猴桃石”的特征

宜昌市雾渡河镇发现的“猕猴桃石”——球状

花岗闪长岩由主岩、球状体和球间基质三部分组成

，。所谓主岩，顾名思义指不含球状体的部分

或球状体稀疏处球外的主要岩石。球状岩的主岩为

花岗闪长岩，主要矿物有斜长石、钾长石(也称红长

石)、石英(俗称白火石)，以及少量的黑云母、角闪

石等。球间基质指球与球之间的部分．其成分常常

不均匀，主要为中细粒(矿物直径<2 mm为细粒，

2。5 mm为中粒)花岗闪长岩．以斜长石为主。角

闪石、石英、钾长石次之，少量黑云母、绿泥石，还有

一些直径为O．05～0．1 mm细小粒状磁铁矿，零散

分布于基质问。

球间基质指球与球之间的部分，其成分不均

匀，主要岩性为中细粒花岗闪长岩，矿物成分以斜长

石为主，角闪石、石英、钾长石次之，少量黑云母、绿泥

石；部分地方暗色矿物含量较高者为石英闪长岩。

球状体是指由中心核和外部围绕核的一层外

壳，或者多层成分交替的同心环状外壳所组成的具

有球状或近球状的岩石。雾渡河球状花岗闪长岩

中，球状体呈透镜状集合体集中于侵入杂岩体的边

缘，球状体大小3～15 cm，多为5—10 cm。球状体

的核可以是多种来源，如围岩捕掳体，先期球形体

碎片，寄主花岗岩类核，多个原始核集合体，早期形

成的斑晶等。有些核占据了球状体的大部，而有些

球状体却没有清晰的核，这可能缘于切割效应(即

露头未能暴露出球状体的核部)。有意思的是，核部

形态似乎决定着整个球状体的形态。说明由晶体自

核部向外各个方向生长速率大致相同。依据球状体

形态特征，可分为单壳层球状体’i 、、多壳层球

状体、 及无壳层的球状体3种类型．各种类

型的球体呈无序分布。

单壳层球状体在球状体中占比达1／2以上，球

状体多呈椭圆形一圆形。由一个长英质的核及富角

闪石或富斜长石壳(边)组成，球状体与花岗闪长岩

基质呈突变接触。这种核一壳(边)构造的变化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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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雾渡河镇球状花岗闪长岩及艺术品

a．球状花岗闪长岩中的主岩、球状体及球间基质；b．球状花岗闪长岩观赏石：十全十美(十圈石美)；c．以长英质成分为核，由长石、石

英浅色层及角闪石、黑云母暗色层组成同心环带的多壳层球状体；d．球状花岗闪长岩观赏石：花岗岩脉、伟晶岩脉侵人球状花岗闪长岩中．

了野外所观察到的各种球状体t

o

多壳层球状体依据球核成分，可分为2个亚

类，由暗色矿物与浅色矿物成明显分带形成具有多

壳层同心结构的球状体 ，，

显示了具13层同心壳层结构的球状体，由外向内

可分为13个带。球核矿物组成以斜长石为主，含量

约占球核的70％，垂直球状体边缘呈梳状生长，晶

体结晶粗大。将其制成薄片，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

到球核中原生石英中存在气相水(水蒸气)、液相水

和二氧化碳包裹体(包裹体是指矿物中由一相或多

相物质组成的并与宿主矿物具有相的界限的封闭

系统)。另一类为以异源捕虏体为核形成的多壳层

球状体．球状体核部为斜长角闪岩或角闪石岩捕虏

体(所谓捕虏体是指岩浆侵入过程中所捕获的围岩

碎块) ，周围常被浅色岩浆质组分形成的球

壳所包围．主要由浅色矿物斜长石、钾长石、石英及

少量暗色矿物角闪石等组成，向外则由暗色矿物与

浅色矿物呈明显分带形成．暗色矿物角闪石呈放射

状近垂直于环带分布。

球状体的壳或边在成分及结构上变化多样，典

型构成为角闪石和斜长石，少量黑云母呈不同比例

沿球状体的轴向或切线方向排列。有时在球状体的

切面可见角闪石集合体好似电风扇的叶片，分布于

球状体中。球状体有时只有一层外壳，有时会有多

个成分交替的外壳。壳以角闪石为主，夹少量斜长

石 ，或者以斜长石为主夹少量角闪石

．有些球状体最外层全部由角闪石组

成，同时有一些球状体最外层全由斜长石组成。尽

管球状体壳的层数和矿物学特征各有不同，但球状

体集合体通常表现出具有相同矿物组合的最外层，

要么富含角闪石，要么富含斜长石，很少见到二者含

量相当的情况。在雾渡河球状花岗闪长岩中，还可见

破碎的球状体· ，破碎的球状体展示出的

结构构造特征表明其形成之前遭受塑性或脆性变形。

3“猕猴桃石”形成时间

众所周知。树木可以通过年轮计算其生长时

间，亦可以利用14C法(放射性碳法)测定古生物年

代(生物死亡的时间)。对于如何确定古老岩浆岩形

成的时间人们可能不太了解。岩浆岩的时代可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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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的锆石结晶的时代确定，锆石结晶时捕获的U

(铀)和Th(钍)元素放射性衰变可以形成不同的铅

同位素，利用该原理可以计算锆石结晶的时代，从

而间接确定岩浆岩形成时代闭。对雾渡河“猕猴桃

石”(球状花岗闪长岩)中选出的锆石进行同位素年

龄测试，比较均一的锆石，其年龄为8．3亿年；另一

类锆石存在2组年龄。一组位于锆石的核部，形成年

龄为19．8亿年，而边部锆石形成年龄为8．3亿年，说

明雾渡河“猕猴桃石”的形成过程是由19．8亿年的

岩石经过部分熔融改造于8．3亿年结晶形成。

4“猕猴桃石"的成因

球状岩十分罕见。在世界范围内各处的花岗岩

中所占比例远小于万分之一。从已有的报道看，球

状体可产于浅层玢岩系，火山喷出岩以及变质核杂

岩中，球状岩独特的结构、构造预示了其独特的形

成条件及复杂的形成过程，其神秘的结构现象一直

吸引着众多岩石学家的注意。尽管它们从美学和科

学的角度都很令人心生向往，但球状花岗岩的详细

研究报道依旧非常少。其形成条件和机制存在相当

多的争议。对该类岩石的成因解释目前存在如下不

同观点：一种认为是由两岩体接触带上特定的“构

造陷井”结晶形成，它独特的球状构造可能由耗散

结构理论的自组织机理所造成。所谓“耗散结构理

论”是由比利时科学家伊里亚·普里戈金(Ilva Pri—

gogine)于1969年在一次“理论物理学和生物学”的

国际会议上正式提出。由于他对非平衡热力学尤其

是建立耗散结构理论方面的贡献，获了1977年诺

贝尔化学奖。“耗散”一词起源于拉丁文。原意为消

散．在这里强调与外界有能量和物质交流这一特

性。耗散结构理论是研究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从

无序到有序的演化规律的一种理论。指一个远离平

衡态的开放系统通过不断地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

量，在外界条件变化达到一定阈值时，可以通过内

部的作用产生自组织现象．使系统从原来的无序状

态自发地转变为时空上和功能上的宏观有序状态，

形成新的、稳定的有序结构。这种非平衡态下的新

的有序结构就是耗散结构【1．2’5．8一。另一种观点认为

其是岩浆同化(岩浆熔化或溶解)捕虏体【10，11】和岩浆

结晶【2，3·111(岩浆是一种以硅酸盐为主的熔融体，当

它冷凝到一定程度时．达到了其中某一矿物的饱和

点，矿物就会从岩浆中结晶出来，如磁铁矿、金刚石

等，就是从岩浆中结晶形成的，这种元素聚合成矿

物的过程称为岩浆结晶作用)综合作用形成。

近几十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球状体为

岩浆起源，形成于岩浆中，且该岩浆曾经历了过热

事件。其成因模式涉及到超高热作用。对于单一相

占绝对优势的球壳斜长石(图3b中白色柱状晶体)

和角闪石(图3b中黑色柱状晶体)表现了一种高度

过冷熔体内非平衡状态下晶体不受阻碍的快速生

长，从而表现出典型的树枝状晶体习性。

对于多壳层的球状体，球状体核部结构和矿物

学特征各异．长英质矿物环绕核部和基性矿物沿轴

向和切线方向生长形成的同心圆壳层。这些球状体

的核心直接从形成球体的岩浆中结晶出来，在核心

外，首先是内部镁铁质，再是长英质层，然后是外层

镁铁壳。球状体出现在基质中。它们同时生长，在进

化中表现出近乎完美的平行关系(图2a)。尽管对

不同的球状体形成原因尚存争议，但有一点是可以

肯定的，8亿年前的“猕猴桃石”(球状花岗岩)与现

代植物一猕猴桃具有非常相似的横截面，如此的有

规律性，由耗散结构理论的自组织机理来解释比较

合理：“猕猴桃石”从原来的无序状态自发地转变为

时空上和功能上的宏观有序状态，形成新的、稳定

的有序结构。如同我们把鸭蛋做成松花皮蛋，里面

出现的松花也可能是由其在特定的环境下．自身组

织机理形成．环境改变，则不能形成松花一样的道

理。对于多壳层，不同形态特征的球状体的成因，值

得有兴趣的人们继续探索及下一步更深入的研究。

猕猴桃属于被子植物门双子叶植物纲猕猴桃

科猕猴桃属。而最早的被子植物发现于早白垩世

(距今1．45亿～0．66亿年)初期，故猕猴桃出现时间

应小于1．45亿年．从另一个侧面佐证了形成于8

亿年之前雾渡河球状花岗闪长岩并非植物猕猴桃

化石。

总之，雾渡河“猕猴桃石”为岩浆作用形成的球

状花岗岩．并非猕猴桃的果实埋藏于地下经过石化

而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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