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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新生代古火山构造基本特征

冯宗帜

�福建省区调队�

福建位于我国东海之滨
，
环太平洋西部古火山带内

，
中新生代火山岩极为发育

，
尤以

晚侏罗一早白里世最为强烈
，
它们不仅规模庞大

，
且表现为由弱到强到弱的多次喷发

。
在

闽东呈大面积分布
，
闽西则以单个盆地形式出现

，
面积约四万平方公里

，
占全省总面积的

三分之一
。

新中国成立后
，
我们对中新生代火山岩进行了较系统的工作

，
特别是经过����万区域

地质调查
，
于火山岩区采用地层和岩浆岩相结合的双重制图方法

，

在基本搞清火山岩地层

层序基础上
，
发现了 一 系 列 古火山机体构造

，
初步掌握了火山活动的一些规律

，
并发现

了一批与火山作用有关的矿产地
，
为在火山岩区找矿提供了基础地质资料

。

本文将简要介绍 中新生代火山岩地层
，

着重叙述古火山构造
，
并初步探讨火山构造与

区域构造的关系
。

试求对了解这一地区的火山作用的特点有所帮助
。

一
、

中新生代火山岩地层的划分

在中生代前
，
福建从前震旦纪一早古生代

一

长期处于地槽阶段
，
形成了巨厚的碎屑岩

、

硅质岩
、

碳酸盐岩类复理石建造
。

到了晚古生代福建一部分处于隆起区
，
一部分处于坳陷

区
，
在坳陷区形成一套滨海一浅海碎屑岩和碳酸盐岩沉积

。

石炭纪时则有少量中酸性火山

喷发
，
并有花岗岩侵入

。

进入中生代侏罗一白至纪时
，
在相当于晚古生代隆起区发生断裂

坳陷
，
形成一系列山间盆地和坳陷带

。

有巨厚的碎屑岩沉积和大量火山喷发
，
并有大规模

花岗岩侵入
。

到了白垄纪沿断裂形成一系列红色断陷盆地
。

并仍有相当强的火山喷发和花

岗岩侵入
。

进入新生代
，
早第三纪福建境内主要处于隆起

，
仅继白垄纪红色盆地有少量砂

砾岩堆积和少量酸性火山喷发
。

到了晚第三纪沿海和内地断陷盆地又开始了基性火山喷发

和砂页岩沉积
。

在上述地质构造背景下形成的中新生代火山岩
，
是一套中酸性的火山岩

，
基性火山岩

仅有少量分布
。

据地层不整合接触关系
，
沉积喷发旋回

，
岩浆演化

，
同位素年龄及古生物

特征
，
划分有下列地层单位 �表 ��

。

二
、

火山活动形成的岩相

福建中新生代火山活动强烈
，

岩相发育较全
，
目前已查明有如下七种

。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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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 � 火 山 岩 相 划 分 衰

岩 相 主 要 岩 石

爆 发 相
各种粒级悬殊的火山碎屑岩

、

集块岩
、

火

山角砾岩
、

火山弹
、

熔结凝灰岩
、
凝灰岩

近火山口分布大块度碎屑物
，
远离火山口

堆积较细小碎屑物

喷 溢认卜森瘾秘若 火山机体附近及外围

侵 相
酸性熔岩 �流纹岩

、

英安岩
、

粒状碎斑熔 在火山口处呈岩柱
、

岩钟
、

岩弯产出
� �

一 �岩�
�

�

一
一�

�一之�一
�

一
� �

� �

一
�

�

火山通道相
充填在火电通道中各种岩石

，
包括各种熔

岩
、

熔结角砾岩
、

火山角砾岩
、

集块岩等
火山通道中

次 火 山 相 各种斑岩和份岩
火山机体中或周围呈环状

、
半环状

、

放射

状分布

火山侵人相 与火山岩同源的规模不等的侵人休
火山机体或破火山口范围内

，
于火山通道

之下一定深度
，
呈岩珠

、

岩盘
、

岩筒产出
，

周围有一系列辐射状岩脉
、

岩墙所围绕
，
它

是火山活动晚期产生的最新侵人体

喷发沉积相

各种块度火山喷发物与正常沉积的沉积岩

或火山碎屑沉积岩占绝对优势
，
夹少量火山

碎屑岩及熔岩

通常在远离火山口地区

三
、

古火山构造

本文所称的古火山构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
，
狭义的是指在一定时间和一定空间布范分

围内
，
由火山作用所形成的各种产物 �即包括喷出地面上的喷发物

、

又包括地表以下一定

深度内的与火山作用有关的各种侵入杂岩体
、

岩脉
、

岩墙
、

隐爆物和与火山作用有关产生

的一系列断裂构造及围岩蚀变�所构成的火山机体构造
。

广义的是指由火山活动形成的火

裹 � 火山构造级别划分表

火山构造级别 火 山 构 造 名 称

环太平洋古火山带

浙闽粤火山活动带

火山喷发带
、

火山基底隆起带

火山喷发区 �盆地�火山环状组合体

破火山口
、

火山弯窿 �马蹄形式火山弯窿
、

锥形山式火山育窿�线形火山机

体
、
岩钟式火山机体

、

重迭式火山机体
、

喷发中心

��
一

�
，

�
一、

�
一

�
一夕��…

中心式火山通道
、

线形火山通道
、

隐爆角砾岩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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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机体
，
以及控制这种火山活动的基底构造总和

。
根据上述含义结合大地构造单元划分

，

火山基底保存程度
，
区域构造

、

深部构造及火山岩的分布特征
，
火山作用方式和火山机体

形态及空间分布规律
，
我们将福建分布的火山岩

，
划分有下列火山构造 �表��

，

并编制了

火山构造岩相图 �图 ��

�一� 环太平洋古火山带 �超级火山构造�

是指在太平洋周围的大陆边缘形成的中新生代火山岩带
。 ’

福建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带西

部的外带
，
主要为中新生代火山岩

。

�二�
·

浙闽粤火山活动带

位于环太平洋古火山带西部的外带
，
它迭加在华南褶皱系和东南沿海褶皱系之上分布

在浙江
、

福建
、

广东
、

扛西的中新生代火山岩带
。

福建位于该火山活动带的中段
，
主要为

中酸性火山岩
。

�三� ��级火山构造
，

包括火山喷发带和火山基底隆起带

�
�

火山喷发带

系指在一定时期
，
受一定构造控制

，
沿一定方向有一系列火山喷发形成的火山岩带

。

其中有一系列的火山机体 �喷发中心�
、
火山喷发区 �盆地�组成串珠状

、

带 状 展 布 的

火山喷发带
。

例如中生代
，
由于太平洋板块对大陆板块俯冲

，
导致福建境内发生强烈的火

山喷发
，
因而形成了一系列北东向

、

北西向及东西向火山喷发带 �表��
。

每一喷发带都作

一定方向展布
，
由一系列的喷发区 �盆地�

、

火山机体 �喷发中心�组成
，
并作有规律的

分布
。

例如第万带 �拓荣一云霄金典妙侏罗世火山喷发带�
，
位于福建东部

，
于寿宁一南

靖五更察及长乐一诏安火山基底隆起带之间
，
与闽东燕山断陷带一致

。

北起拓荣
，
向西南

衰 � 火山喷发带名称及编号

� � 浦城九牧一宁化安远

�—
一

—— 一一
一

—一
�

一
松溪花桥一武平龙井

寿宁一南靖梅林

�
一
�

当
一

��
一

赞竖
边“ 城观“

邵武一福鼎

�
一

曹七歹
“
铿一一

��
一

少

�
一

��
�

�
� 金门一漳浦深土

泰宁新桥一霞浦柏洋�一���一
�

东发啧火山向西

匡泣
�

一
。

一
·

一
·东北向喷发带火山

将乐大源一罗源新沃

浦城观前一罗源新沃
连城赖源一水泰云山

上杭矶头一莱田药石

一

一一��姐一�一�

‘了川们

光泽滦家边一平潭

宁化安远一南安

一一一
�

� � 上杭一云霄 平和崎山一龙海镇梅

北向西火山喷发带

经罗源
、

福州
、

漳州至云霄金坑一带
，
平行海岸线分布

。
由南园组和小溪组的中酸性火山

岩组成
，
并呈北东向连续展布

，

机体或喷发中心
，

其中包括有若干个北东向分布的火山喷发区和��多个火山

组成三个北东向串珠状排列的古火山带
，
显示有三条控制古火山喷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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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底断裂‘丁

艺
。

决山基底隆起带
系指两个喷发带之间的火山基底隆起地带

，
在带中火山喷发之前的基底地层成连续或

衰 � 火山若雇�侣带名称及绷号 断续带状出露
。

据此
，
我们将福建火山岩分布区

浦城一长汀泪田

政和东平一永定洪山

寿宁南阳一南靖五更寮

划分有四个北东火山基底隆起带 �表��
。

例如
，

寿宁一南靖五更寮火山基底隆起带
，
它位于�

、

�号北东向火山喷发带之间
，
两者呈平行分布

。

隆起带北东段出露前震旦系片岩
，
中段连续或断

续出露前震旦系片岩和部分晚古生代地层
，
西南

段连续或断续出露三叠一早侏罗世地层
。

其中燕

起隆带
火山基底

山早期侵入岩体呈串珠状
、

带状分布于其中
，
形成了北东向基底地层出露带

。

�四� �级火山构造
，
包括有火山环状组合体和火山喷发区 �盆地�

�
�

火山喷发区 �盆地�

图 � 潭平梅水坑火山喷发区火山构造路图
�
�

火山峨发带 �
�

晚株罗世火山喷发区 �
�

破火山口 ��火山喷发中心 �
�

上侏罗统前地层 �
�

凝灰岩 ，�

中酸

性凝灰熔岩 �
�

火山集快岩 �
�

熔结凝灰岩 ��
。

流纹岩 ��
。

拉状碎斑熔岩 ��
。

花岗斑岩 ��
。

中酸性深成慢人体
�‘ 。

酸性深成侵人休 ��
。

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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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一

一
�
一

一一

一一
�一一

�

�

一���一喇����，归���叫，����翻，一，，，一

一
一 �� �

一

一
� 户 一

�

系指在火山喷发带内分布的喷发作用相似
、

时代相近的单个火山岩分布区或火山喷发

盆地
。

一般包括有一至数个火山机体
。 例如

，
漳平梅水坑火山喷发区 �图��

，
位于寿宁一

南靖梅林北东向晚侏罗世火山喷发带内
， 四周为老地层所局限

，
平面上呈椭圆形

，
长轴作

北东向延伸
。

其中有八个喷发中心和一个破火山口
。

�
�

火山环状组合体
，
是指由一些火山机体及其有关构造组合成环状的火山活动区

。
即

其
，
护之火山机体

、 火山侵入体和次火山岩体组成 ‘一 “个以上的环
，
并有环状

、

酬
状断裂

伴生
，

自然地构成一个环状组合体
。 形态多呈椭圆形

、

圆形
，
面积往往可达数首至上千平

方公里
。

例如
，
云霄金坑火山环状组合体

， 平面上呈近似圆形
，
直径 约 ��公里

，
面 积达

���平方公里
，
其中之火山机体

、

火山侵入体和次火山岩体都呈环状分布
，
并伴有环 状

、

辐射状断裂出现
，
自然地组合成一个环状火山活动区

。

又如德化戴云山地区出现的巨型环

状构造
，
也可能属于此例

，
该环状构造在卫片上反应明显

， 平面上呈椭圆形
，
北东向展布

，

面积达数千平方公里 以上
。

边缘有不同期次侵入岩体
，

在����万地质图及火山构造岩相图上可以看出
， 顺着巨型环带

次火山岩体组成串珠状环链
，
从而构成一个完整的坏带

。

其中

有若干个大小不等的火山机体
，
组成若干个环带构造

。

这种环带构造与卫片上反映的环形

影相基本一致
。

从现有资料分析
，
戴云山地区的巨型环状构造处于北东向政和一大埔

、 �长

乐一诏安大断裂
，
以及北西向浦城一宁德

、

永安一泉州大断裂之间
，
而福安一南嶂书东向

大断裂带及浦城一永泰南北向断裂带横贯其中
。

它是多组断裂交汇应力最集冲岁玲也区
，

是

火山活动最有利的场所
。

在晚侏罗世
，

该地区产生了强烈的火山喷发
，
形成了�系列呈环

状分布的火山机体及大面积出露的中酸性火山岩
，
后来在原火山活动中心 �石牛山�产生

沉陷或塌陷成盆地
。

至早白垄世
，
在接受了陆源碎屑物及火山碎屑物沉积之后

，
在原来火

山活动中心附近火山又重新复活
，
形成了新的火山机体一石牛山破火山 口

。

它是在长期的

火山作用下
，
形成的巨型火山环状组合体

。

�五� �级火山构造 �即火山机体构造�

�
�

破火山口构造
，
系指一个或数个火山多次喷发

，
导致火山顶部塌陷形成的洼地

。

一

般发育有环状
、

半环状
、

辐射状断裂及岩墙
、

岩脉和侵入杂岩体
，
形态上多呈圆形或椭圆

形
，
范围一般较大

，
直径数公里至几十公里

，
岩层产状近于水平或向内倾斜

，
往往包括一

至数个火山 口
。

例如石牛山破火山 口构造 �图��
，
呈椭圆形

，
直径�����公里

，
面积约���

平方公里
，
由早白要世石帽山群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

岩层产状向内倾斜
，
倾角�����度

，

各岩相带呈环状
、

半环状分布
，
边缘为喷发沉积相之火山碎屑沉积岩

，

往内为爆发相之凝

灰岩及喷溢相之凝灰熔岩
，

’

中心部位是侵出相的粒状碎斑熔岩派次火山相之茜岗斑岩‘ 其
中还发育有极为特征的环状

，
放射状断裂及岩墙

、

岩脉
。

中心部位的粒状碎斑熔岩构成高

耸的山峰
，
水系由此向西外奔流

。

�
�

火山弯窿构造
，
系指火山喷发形成的呈围斜产状的火山机体构造

。

根 据 现代表现

形式可分二个亚类
�

���马蹄形式火山弯窿构造
，
例如平和崎坑火山弯窿构造 �图��

，
呈椭圆形

，
面积

约��平方公里
，
地貌上构成向北东开 口马蹄形环形山

，
形似土箕

。

它由南园组中酸性火山

岩组成
，
核部为一中央侵入体 �花岗闪长岩�

，
围绕中央侵入体呈环状分布着喷溢相英安

质凝灰熔岩
、

斜长流纹岩
、

爆发相熔结角砾岩
，
凝灰岩以及围岩蚀变等

，
岩层产状呈围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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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德化石牛山早白恶世破火山口岩性岩相地质图
�

。

流纹岩 乞陇纹质晶网瞬拆熔岩 ��流纹质含角砾熔岩 �
。

熔结报灰岩 �
�

凝灰岩 �
�

英安岩 ，�

英安质

角砾很灰岩 ��酸性拉状碎斑熔岩 ，�

次火山岩主要为花岗斑岩及石英二长斑岩等 ��
�

粉砂岩
、
凝灰质粉砂

岩等 ��
。

火山喷发沉积相
、
沉积层 ��

�

燕山晚期钾长花岗岩 ��
�

下白蟹统石栩山群上组上
、
下段 “ �

下

白奎统石相山群下组上段 �‘ ，

上侏罗统南园组 ��
�

黄铁矿化硅化 �入叶腊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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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中新生代古火山构造基本特征 �

月���，�����������，��，��口

� 一一

口口困，动助曰因口
夕��勿

回圆圃
�����回圃回

�����口团团
‘协劫

因口团
‘场七回团围

‘公劲圈圈口
���刀

圈团侧
�口刀围圈国�

“刁

图 � 平和崎坑晚侏罗世火山弯窿岩性岩相地质图

�
�

第四纪石帽山群 �
�

南园组第三段
、

第二段 �
�

燕山早期第二
、
三次侵人岩 �

�

流纹英安质含角砾晶屑凝灰

熔岩 �
�

流纹英安质晶屑凝灰熔岩 �
�

斜长流纹岩 �
�

角砾�集块�流纹岩 �
�

似斑状中粒花岗 闪 长岩 �
�

中

粒花岗闪长岩 ��
�

中细拉花岗闪长岩 ��
�

火山集块岩
、

熔结角砾岩 ��
�

熔结凝灰岩
，
凝灰岩 ��

�

次英安

汾岩
、

长岩

次石英闪长纷岩 ��
。

次花岗闪长斑岩
��

。

花岗闪长岩
，
花岗岩 ��

�

花岗斑岩

��
�

石英正长斑岩 ��
。

钾长花岗斑岩 片
。

花岗斑岩

��
�

黄铁矿化绢英岩蚀变带 ��
�

黄铁矿化硅化蚀变带

��
�

闪

��
。

黄

铁矿化绢英岩化裂隙蚀变脉 ��
。

硅化
、

黄铁矿化

界线 ��
。

断裂
、

断裂破碎带

��
�

绿帘石化钾化 ��
�

地质界线
、

岩相界线 ��
。

不整台
��

�

流面产状 ��
�

熔岩流动方向

产出
，
并发育有放射状

、

环状
、

半环状断裂及次火山岩脉和岩墙
，
水系也呈放射状及环状

汇集于凹地中
，
后转向东南流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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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锥形山式火山弯窿构造
，
例如福清风迹火山弯窿构造 �图��

，
它产于北东向及

北西向断裂交汇处
，
由早白奎世石帽山群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
平面上呈圆形

，
直径���公

里
，
地貌上为一圆形的环形山

，
环形山内为一环形沟

，
而在其中心 �核部�为侵出相及火

山颈相岩石组成的锥形山
。

各岩相带围绕核部呈环状
、

半环状分布
。

火山口内 �核部�为

火山颈相熔岩角砾 �集块�岩及侵出相花岗闪长斑岩
。

在火山颈相中保存有很多火山作用

形迹
，
如沸腾孔等

。

侵出相岩石则具有明显的水平分带和垂直分带
，
深带为花岗闪长岩

、

中带为花岗闪长斑岩
、

浅带为霏细状花岗闪长斑岩
、
侵出带为英安岩

，
它们之间呈渐变过

渡关系
。

火山 口周围分布的是早期喷滋相流纹岩
、

爆发相熔结凝灰氛 而火山口南北两佩

�
�

酸性粒状碎斑熔岩

是
�

。

流纹岩

图 � 古田一尤溪溪尾晚侏罗世线形火山构造地质略图

�
�

中酸性 �含角闪石�粒伏碎斑熔岩 �
�

流纹质晶屑凝灰熔岩 ‘ �

英安质晶属凝灰熔
�

�

凝灰岩 �
�

次花岗斑岩 �
�

次正长岩斑 �
�

火山深成侵人岩体 ��
�

石帽山群
�

南园组 ��
�

长林组 ��
�

燕山晚期花岗岩 ��
�

燕山早期花岗岩 ��
�

燕山早期花岗闪长岩

期闪长岩 ��
�

流面产状 ��
。

地质界线 ��
�

岩相界线 ��
�

侵人接触面产状 ��
�

断裂

��
�

小溪组
��，
燕一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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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晚期喷溢的呈扇形展布的流纹岩
。

岩层产状呈围斜产出
。

并发育有环状
，
放射状断裂

。

一

航磁及化探异常也都呈环状分布
，
水系呈环状

、

放射状汇集于凹地中
，
向东南流去

。

是一

个剥蚀较浅
，
形态较完美的火山机体

。

���线形火山机体
。

系指呈裂隙式喷发形成的长条状火山机体构造
。

例如古田一尤溪

澳尾线形火山机体构造 �图��
，
它由晚侏罗世中酸性火山岩组成

，
作北东向展布

，
与政和

大埔断裂带平行
，
中央为沿通道侵出的显微粒状碎斑熔岩

，
构成了一条长达 ��� 公里

，
宽

����公里的熔岩垅
，
它可能是由一系列小的熔岩弯丘组成的

。
机体中之喷溢相

、

次 火 山

相及火山侵入相
，
也都作北东带状展布

，
同时发育有北东向的走向断层及北西向的横张断

层
。

而分布在机体中央的显微粒状碎斑熔岩
，
在北西侧往往与喷溢相凝灰熔岩呈侵入接触

关系
，
接触面倾角�����度

，
有的近��度

，
而在东南侧往往表现为过渡关系

，
有时又被其

口
，

口
�

回
，

回
。

国
，

回
。

画
�

画
，

回
。

更
。

国
，，

圈
。

圆
，， ·

困
，。

回
，�

更
，。

因
�’

图 �

�
。

流纹质肠灰熔岩及凝灰岩 �
。

流纹斑岩

云霄金坑晚侏罗世中心式古火山口

�
�

英安质晶屑凝灰熔岩 �
�

角砾熔岩
、

熔岩角砾岩
、

熔岩集块岩

�
，

火山集块岩 �
。

火山湖相堆积之含火山弹集块砾岩

砾石英斑岩火山预 ��
。

含角砾斜长流纹岩火山颐

段 ��
�

上侏罗统长林组沉积岩 ��
�

石英正长斑岩

�
。

流纹岩火山颈 �
�

含角砾英安斑岩火山颈 �
。

含角

��
、
次花岗斑岩

、

岩墙岩脉 ��
�

上侏罗统南园组第二三
��

。

黑云母花岗岩
、
花岗闪长岩 ��

�

动物化石产地及沉

积岩夹层 ��
�

黄铁矿化
、

明矾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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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之次花岗斑岩侵入
，

或呈过渡关系
。

�
�

复式火山机体
。

是指保存较完整多管道
、

多次喷发的中心式火山机体
，
例如云霄金

坑古火山机体 �图��
，
它由南园组火山岩组成

，
各岩相带多呈环状

、

半环状展布
，
并发育

有环状
、

半环状
、

放射状断裂
，
以及岩墙

、

岩脉
，
其中见有四个火山颈

，
是一个多管道的

中心式火山机体
。

�
�

重迭式火山机体 �或称复合火山构造�
。

系指两种不同类型的火山构造复合出现在

一起
，
形成复杂的火山构造

。

例如
�
政和东坑重迭式火山机体

，
开始形成一个破火山 口

，

边缘发育有环状
、

放射状断裂及一些岩墙
、

岩脉
，
产状向内倾斜

，
呈破火山 口形式出现

。

但后来又有火山活动
，

喷出的熔岩搜盖在破火山口中心
，
又形成典型的火山弯窿构造

，
熔

岩产状围绕弯窿核部呈围斜产出
，
核部次火山岩发育

，
一些岩墙

、

岩脉自弯窿核部向四面

八方伸出
，

水系也都呈放射状
，
显示了弯窿构造特征

。
这种火山构造的重迭

，

称重迭式火

山构造
。

�
�

岩钟式火山机体
。
是指其火山 口 �火山通道� 由侵出岩钟组成的中心式火山机体

。

如平和福里石火山机体
，
它由晚侏罗世火山岩组成

，
该机体中央 �火山 口�为灰色流纹岩

岩钟构成高达���
�

�米的锥形山
，
沟谷水系以此为中心呈放射状展布

，
岩钟本身具有 明显

的环带状分布特征
，
中心为灰色流纹岩

，
周边呈环带分布着熔岩角砾岩 �角砾成份���以

上都是流纹岩�
。

流面产状西部
、

北部向外倾斜
，
东部

、

东北部向内倾
，
岩钟顶部产状接

近水平
，
各岩性岩相带以此为中心呈环状分布

，
发育有环状

、

放射状断裂
。

并在岩钟的内

外接触带形成环状绢云母蚀变带
。

在机体西���米处
，
有由火山活动后期产生侧喷发 形 成

的付火山 口一次生石英岩化火山角砾岩筒
，
其中赋存铝被矿

。

�
。

火山喷发中心
。

本文所称的喷发中心
，
是指火 口 �通道�位置尚未 查 明的古火山

机体
。

即对该机体的岩相
、

火山构造面貌已有初步的了解
，
但通道具体位置还未确定

，

火

山构造类型不明
，

若经进一步调查研究后
，
它可能相当于上述火山构造类 型 的 其 中之一

种
。

�六� ��级火山构造 �即火山通道构造�
�

�
。

中心式火山通道构造
。

系指中心式火山喷发形成的岩浆由原地通往地表的 通 道构

造
，
即火山口和火山颈构造

。

一般位朴火山机体中心部位
，
放射状断裂汇集处

，
平面上呈

圆形或椭圆形
，
剖面上呈漏斗状或筒状

。

例如
，
龙海牛头山新第三纪火山 口 �图��

，
由

玄武岩组成
，
平面上呈椭园形

，
剖面上呈上大下小的漏斗状

，
通道中有三次充填物

，
第一

次充填物为含橄榄岩团块的玄武岩
，

第二次充填物为具放射状柱状节理的粗玄岩
，
第三次

充填物为含角砾的粗玄岩
，

分布于最中心部位
。

�
。

线形火山通道构造
。
是指长条状的火山通道构造

。

其特征与中心式火山通道相同
。

主要是岩相呈带状展布
，

顺着展布方向
，
岩性

、

岩相及厚度变化小
，
垂直其展布方向变化

急剧
，

有与通道平行的次火山岩脉
、

岩墙
。

通道相中的熔岩流动构造顺一个方向展布
。

如

前述古田一尤溪溪尾线形火山机体中的火山通道是由粒状碎斑熔岩组成的
。

�
�

隐爆角砾岩构造
。
系指地下火山爆发形成的角砾状地质体

。

一般产在浅成一超浅成

侵入体和次火山岩体中
，
平面形态呈等轴状或椭圆形

，
剖面上呈筒状或漏斗状

，
接触带多

呈港湾状
，
角砾成分复杂

，
不仅有围岩角砾

，
且往往有来 自地下不同深处异地成分的碎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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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 龙海牛头山上第三系佛昙群火山口岩性岩相地质圈
�

�

气孔杏仁状玄武岩 �
�

粗玄岩 �
�

块状玄武岩 ‘ �

第一次充旗含橄橄岩团块玄武岩火山颈 ‘ �

第二次充坟

具柱状节理粗玄岩火山预 �
�

第三次充该含角砾粗玄岩火山劲 入上第三系佛昙群早期喷盗玄武岩 二上第

三系佛昙 群晚期喷滋玄武岩 �
�

侵人接触面产状 ��
�

熔岩流向 ��
�

岩性界线 ��
�

岩流产状

物
。

胶结物与角砾成分相同
，
以细碎屑或岩粉出现

。
如宁德九曲岭所见隐爆角砾岩构造

，、

它是产在闪长岩体中
，
并伴有铜矿化

。

五
、

火山构造与区域构造的关系

在福建中新生代火山岩区分布的不同类型的火山构造显示有如下规律

�
，

火山喷发的形式有中心式喷发及裂隙式喷发两种
。

中心式喷发火山机体 平 面上呈

圆形
、

椭圆形
、

长轴多呈北东向
。

火山喷发物多呈环状
，
半环状展布

，
并发育有环状

、

放

射状断裂及岩墙
、

岩脉
。

裂隙式喷发其火山通道及喷发物呈长条状带状展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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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火山机体和喷发盆地往往出现在两组或三组断裂的交汇处
，
它们平面上 多 呈串珠

状带状定向排列
，
形成十分清楚的火山喷发带

。

�
�

火山喷发带在空间上分带明显
，

呈一定方向展布
，
且有近乎等距分布 特点

。

尤以

北东向火山喷发带
，
它平行于海岸线展布

，
从西北至东南大约以������公里间隔 分 布五

个北东方向火山喷发带
，

大致以��� ���公里间隔分布有四条北西向火山喷发带
，
大 致 于

�����公里分布有七条东西向火山喷发带
。

�
�

上述火山喷发带与福建主要北东向深大断裂及北西向
、

东西向断裂带分布基 本 一

致
。
表现了火山喷发受断裂控制的特点

。

�
�

主要的北东向火山喷发带与燕山早期花岗岩体带呈相间出露
。

火山喷发带与 中 生

代断陷带相吻合
。

而花岗岩体带则分布在火山基底隆起带上
，
即与中生代断隆或隆起带基

本一致
。

这一规律表明它们是有成因联系的
。

�
�

火山喷发由内地向沿海逐渐加强
，
火山活动时代逐渐变新

。

并有由西南向北 东 扩

展
，

规模增大之趋势
。

�
�

根据岩石化学资料�
，
本区中生代火山岩属钙碱性系列的岩石

，
并具有下列特点

�

��� 南园组一石帽山群火山岩
，
钙碱指数在�����之间

，
里特曼指数�值 在 �

，

�� �

�
�

��之间变化
，
而南园组平均值为�

�

��
，
石帽山群平均值为�

�

��
，
表明具有同源性及相同

成因和岩浆由酸性向偏碱性演化特征
。

���火山岩化学成分在戈蒂里一里特曼指数图解上的投影点集中于�区
，
且 集 中 在

日本岛弧火山岩平均成分投影线右边
，
表明本区火山岩形成的大地构造环境与岛弧钙碱性

火山岩不同
，
具大陆边缘型火山岩特点

。

��� 由沿海向内陆钾硅指数值 �� ������
�
�

，
由低逐渐升高 �图��

，
氧化钾含量

由少增多 �表��
。

��������� ��，

邓�

衰 � 北东向火山喷发带�
�。含�对比衰

�

喷喷发带带 ���
�

且且 班班 ���� ���

含含 ����� ���������

岩岩类 里里里里里里里

酸酸性岩类类 �
。 �����

�

���� �
。
���� �

。

������

����
�������������

酸酸性熔岩岩 �
。
�� �

。
���� �

。
���� �

。
������

��������� ���������

中中酸性熔岩岩 �
。
���� �

。
���� �

。
���� �

。
���� �

。
����

�������������������

卜一一�
�

�����

地名 �猪母岗

�

表内�
��含�为平均值 拱

屏南

班 譬书而羚
图 � 福建省晚侏罗世南园组火山岩的

�
������

�

变化曲线图

� 张维权
， ���，年

， 《福建中生代火山岩岩石化学初探 》 ，

福建省地质科学论文汇编
。



�� 中 国 区 域 地 质 ����年

�
�

变质 作用由内陆 向沿海逐步增强
，
形成了福建沿海引人注目的典型的中生代低压

型区域变质带
。

�
�

从 目前已搜集到的东南沿海中生代火山岩同位素年龄及 ��
�了 ���

�‘
初 始比值 资

料 〔 ‘ · ，〕及最近分析成果
，
可以看出

�

同位素年龄值及��� 了���
�‘
值变化不大

，
在浙江省建

德和金华地区分布的酸性火山岩
，
物鳃同位素地质年龄为�������百万年

，
������� �“

初

始比值为�
�

������
�

����
，
在福建尤溪洋中分布的粒状碎斑熔岩年龄为 ���

�

�百万 年
，

���，��
��“
初始比值为�

。
�����诊

，
马祖岛分布的流纹英安岩为��

。
�士��百万年

，
��” ’

��
��“

初始比值为�
�

�����土�
�

�����
，
它们明显高于地慢来源火山岩

，
结合前述岩石化学特征来

看
，
福建大面积分布的中酸性火山岩的岩浆

，
主要来源于硅铝壳深熔作用

，
同时有地慢物

质参与
。

从上述火山构造及其内在规律表明
，
火山构造与区域构造有密切的成因联系

。

也就是

说
，
福建分布的中新生代火山岩是在一定的地壳构造发展阶段基础上

，
在中生代

，
特别是

晚侏罗世以来
，
由于燕山运动影响和太平洋板块对大陆板块俯冲

，
致使福建大陆边缘受到

挤压
，
产生一系列的北东向和北西向深大断裂

，
并使原来北东

、

北西
、

东西及南北向断裂

复活起来
。
这时在毕乌夫带附近产生的强大地慢热流

、

流体和一部分地慢物质上升
，
导致

大陆边缘硅铝层中下部发生广泛重熔
，
生成中酸性岩浆

，
首先沿着北东向及北西向断裂带

交汇处产生中心式喷发
，
后火山活动逐渐增强

，
规模增大

，
沿断裂带产生裂隙式

、

中心式

的喷发
，
形成了一系列串珠状展布的火山机体

、

火山喷发盆地等
，
并组成一系列的北东向

、

北西向
、

东西向火山喷发带
。

它们自西北向东南逐渐增强
，
规模也越来越大

，
这就形成了

引人注目的浙闽粤中新生代火山岩带
。

本文是一比二十万区测和专题调查成果的初步总结
，
在工作中得到了李根坤同志的热

情指导
，
并在火山岩组同志们协助下完成

，
图件由队绘图组完成

，
在此表示感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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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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