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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趋势面分析粒度等值线图

圈定火山喷发中心

—以福建福清凤迹火山机构为例

林 振 盛

�福建省地矿局区调队�

提 要 从火山岩区地质填图角度出发
，

本文提出了一种方法—粒度分布的趋势面分 析
�

主

要有下列步骤
�

测取各点标准粒度
，

将其填于一张 ���� � ���� 网度的网上
，

用计算机进行二

次和五次趋势分析
，

并画出两张等粒线图
。

对其可行性进行讨论
，

确定出基本可靠的中心 式火

山机构的位置
�

在火山岩区 ���万填图过程中
，
我们所观测到的火山岩碎屑粒度数据显得很分散

。
这

些信息处于原始状态
， 、、

对于火山喷发中心的圈定
，
难以起到充分的作用

。

为了改变这种状

况
，
这里试图通过数学地质方法—趋势面分析

，
对这些信息进行处理

，
力图排除偶然因

素的干扰
，
将规律性的东西概括出来

，
构成一张直观的图件

，
以利于喷发中心的圈定

。
在

电算机应用 日益普及的今天， 此法作为火山岩区填图的常规辅助手段
，
是 有 可 能 的

。

当

然
，
此法的有些细节可能不妥

，

有待完善
。

可行性讨论

本法所依据原理是
�
火山碎屑物粒度

“
内大外小

”
规律

。

由于低浓度扩散作用搬运能

力的减小
，
随着离火 口距离的增加

，

火山碎屑流���
��������� �����

、

火山气屑流��了
����

，

����� �� ����和降落��
����形成的火山碎屑岩的粒度逐渐减小�如�

�����等
， ����� ������

和�
��������

，
�����

。

火山渣锥宽度为�
�

��一�
�

��� ，
平均�

�

�����
���，

�习���
，
据���个火山渣锥分析�

。

低平火 口宽度为数百米至���士��
���

，������
，
层火山宽度为 �

�

��������
���，�����

。

流纹质火山中心 �破火 口范围�为��一����〔�
· ’

�
·

�
·

���和�
·

�
·

�
����，，

����
，
据美国

、

墨西哥
、

新西兰许多实例总结�
。

我国规定�
� �万填图线距为 ���一�����地矿部

， ���幻
，

其点距 自然要比线距小
。

按此规定的观测点密度分布
，
完全符合圈定火山中心的要求

。
故

此法可在火山岩区�
� �万填图过程中结合使用

。

当然
，
跑路线时倘若碰到角砾集块岩

，
要

是不在预定点距上
，
应该补充观测点

。

火山岩区次生搬运作用 �谁同生�会对内大外小规律产生干扰
，
趋势面分析有排除这

些干扰的功能
，
但在野外工作时

，

应注意判别原生和次生作用生成物
。

这些干 扰 物 主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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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

火山泥流
、

古倒石堆
、

熔岩流 自碎碎屑岩
、

隐爆角砾岩等
。

二
、

方 法

本法步骤是
� �

、

测取各点粒度值
，

制成一张原始数据图� �
、

将各点数据投于网格图

上 � �
、

将各网格数据输人电算机处理
、

成图
。

这里所使用的粒度等值线
，
与火山碎屑岩分类方案 �李兆鼎等

，
�����的粒度级别划

分相对应 �表��
，
但在凝灰岩的�

�

�一���区间增加了二道线
，
其值为�

�

�和�
�

���
，
这是

表 � 较度级别划分方案

����� �
�

��卜��� ������� ���� ��������������

瘫����一「一 ��丁 �
，

�
，� 。

�
’

矛
一

� 而
一
�几石一� 丁而

划分标准�肠�

粒 度 区 间

有晶屑� “
�有晶屑�

“

凝
’

灰

有岩屑� � �有岩屑� �

�取最大者

角 砾 岩

取最大者

块 岩

为了提高趋势图的分辨力
。

其中的粒度值
，
取三个最大者的平均值

，
因为只有最大颗粒

，

方能反映火山喷发动能的由内向外递减
。

塑性浆屑
、

岩屑的粒度值
，
取其长度的一半

，
因

其形状呈长透镜状
，
质量与粒径的比值相对较小

。

在实际填图中
，
不可能每个点都取薄片标本

，
对于粒度大于���的岩石

，
可通过肉眼

判断晶屑
、

岩屑的出现情况
。

表 �中的划分标准一栏列出了一些标志
，
以供参考

。

为了使

粒度值尽可能准确
，
在一个测区开始施工前

，
最好采取各方面的标本

，
‘

通过镜下鉴定
，
选

取粒度值与表 �各线对应的分子
，
做为肉眼对照的标准样

。

对于角砾集块岩
，
只能在野外

露头测取粒径
。

将各点的粒度值标于图上
，

编成一张原始数据图
。

制备一张同样尺寸的网格
，
网眼为���火 ����

“ 。

将原始数据图上的数据投于对应网眼

中
。

在交界线上的
、

交界点上的点
，
一律往右

、

往上方拉
。

把各网眼的座标
、

粒度值输人电算机
，
用趋势面分析法进行处理

。

这里用的是多项式

二次趋势面和五次趋势面
，
其方程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

�� � 日
。 � �日

，� � 日
��
�� ��

�� “ � 日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 � ��

�� ��
��
�� ��

�� � � 日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工。 、�弓，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 ·

… ‘ · ·

… ‘ · · ·· · ·

…… ，… ，，·

���

��� 式为二次趋势面的表达式
，
��� 式为五次趋势面的表达式

。
��为观侧粒度值

， �为横

座标
， �

为纵座标
，
即为待定系数

， �
为剩余值

。

计算出各点的趋势值后
，
令计算机绘出趋

势面等值线图
。

三
、

实 例

福建省福清县凤迹火山机构
，
是一个国内公认的典型的中心式火山机构

，
火 口直径为

����� ，
岩性由中心向外依次为火山角砾集块岩一潜花岗闪长岩一钾芳流纹岩一晶玻屑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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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岩一熔结凝灰岩
，
呈断续环状

，
围绕中心分布

。
环状

、

放射状断裂发育
。

按上述步骤
，
把该机构的粒度数据进行处理

，
得出了二次和五次趋势面等值线图二张

�图�
、

图��
。

其中二次面的拟合度
。 �� ��

�

“ ，
五次面的拟合度

。 。 二 ��
‘

��
。

二二
一一

图 � 二次趋势面等值线图

�图中数字单位为���

���
�

�
�

������ � � �� �� �� �������

����� �� �����
�

图 � 五次趋势面等值线图

�图中数字单位为���

���
�

�
�

������ � � �� �� �������

����� �� �����
�

这里由于版面的限制
，
图面比例尺缩小

，
约为�

� �����，
如果用表 �所列粒度等值线

间距勾绘
，
将使 。

�

�� �
�

�� �
�

。 � ��
�

�� “ 四条线重迭粘合在一起
，
模糊难辨

，
因而不得不

改用粒度值为�� �� � �� � �� ， �� � �� � ��� 。 的等值线
，
才把等值线间距拉开

。

在实际生

产中
，

最好采用�
� �

，
����的图

，
以期使用粒度值等于表�各栏所列的等值线

，
而不致使它

们发生重迭粘合
。

将趋势面等值线图与地质图相对比
，
可以看出

，
用趋势面等值线图圈定的火山口位置

与地质上的位置基本吻合
，
而前者较为清晰

。

两者圈定的喷发中心同样在 图面的中部偏

北
。

图四角的亮值区
，
可能是由于观测点的空白引起的

。

四
、

几点补充

�
�

由上可以看出
，
本法步骤简便易行

，

结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
可作为火山岩区圈定

火山喷发中心的常规辅助手段
。

但是
，
上述内大外小规律

，
是从陆上环境出发的� 对于水

下生成的火山岩区
，
其有效性有待进一步探讨

。

�
�

偶然因素的干扰
，
可通过低次面与高次面的对比

，
结合野外观察

，
予以排除

。
图面

上可能表现为
�
在高次面上有突出孤峰

，
周围为

“
峭壁

”
�等值线密集

、
重迭�

，
而在低次

面的相应位置没有反映
。

�
�

网度可根据各自情况而定
，
因不同测区地质复杂程度不一样

，
观测点分布密度要求

亦不相同
，
以保持每格一个观测值为宜

。

本文的数据处理是由福建区调队数学地质组李超龄同志完成的
，
谨表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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