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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
目前

,

我 国 已进入第二轮填图阶段
,

诸多 l 5/ 万地质 图 已相继 问世
,

不 同岩 区也

都总结 出相应的填图方法
。

而 火 山岩 区如何选择镇图单元
,

使其能反应新一轮 的填 图成果
,

目前认识还不尽统一
,

本刊特发表 了谢家莹研究员的《试论陆相 火山岩 区火山地层单位与划

分 》一文
,

抛砖引玉
,

以期引起争鸣
。

欢迎在火 山岩 区工作的 同行
,

踢稿参加讨论
。

试论陆相火山岩区火山地层单位与划分
一关于火山岩 区填图单元划分的讨论

谢家莹
①

( 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
,

21 0 0 1 6 )

内容提要 火山活动其多旋回性
,

一个火山活动旋回的岩浆作用产物 及其形成的 火山构

造形迹具时空分布协调性
,

同一旋回的火山构造在空间上呈串珠状或并列式展布
,

不同旋回的

火山构造在空间上呈盈 t 式展布
.
火山喷发类型与火山岩相具一致性

,

岩相及相序是推演古火

山演化历史
、

恢复古火山机构的主要依据
,

亦是组成火山地层并具成因意义的单元
;
不同旋回 火

山机构内的火山地层层序的综合
、

盈工是建立区城火山地层层序的基础
.火 山构造是火山岩区

地质构造的主要内容
,

以区城构造
、

火山构造
、

火山岩浆作用产物的岩相为内容的火山岩相构造

图是揭示 火山岩区地质构造特征的综合性图件
;
环形火山构造盛里与区城线形构造交织分布组

成线一环形境构造格局
.

是火山岩区所特有的构造面貌
,

在火山地质图上应得到充分的休现
;

。

根据上述认识
,

对陆相火山岩区作为火山地层坟图单元的岩石地层单位群一组一段一
.

层划

分提出了方案
,

建议用旋回一组一岩相一层 (即火山构造一组一岩相一层 )四 吸作为火山地层划

分单位和填图单元
,

其中旋回火山构造一致
,

组与火山机构演化阶段一致
,

岩相与火山喷发类型

一致
,

层为岩相内容的补充
。

据此填制的 火山地质图才能真正成为反映火山岩浆作用及其产物

的特色和其普迫意义的图件
。

关扭词 火山活动旋回 火山构造 火山喷发类型 火山地层 火山岩相 火山岩相构

造图

不同岩区的填图单元是不同的
:

沉积岩区采用岩石地层单位划分的群一组一段一层四

① 收稿日期
:

19 96一 08一 2 0 改回日期
:

19 9一 10一 0 4

作考简介
:

谢家莹
,

1 9 3 6 年生
,

大学
.

火山地质
、

岩石学
,

研究员
,

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理事
,

主要合作专

著《浙闽帐中生代火山岩 区火山旋回
、

火山构造
、

岩石系列及演化 》
.

《中国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地

质
、

火山一侵人杂岩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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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填图单元
,

其中组是基本填图单元
,

只有对区 内地层研究有必要和可能才划分到段和层
,

或并组为群 ;
侵 人岩采用岩石谱系单位划分

“

单元
”

作为基本填图单元
,

归并超单元
,

独立侵

人体和脉岩为非正式填图单元
;变质岩区根据变质程度不同分别采用岩石地层单位划分的

群一组一段三级填图单元
,

或构造岩石地层单位划分的岩群一岩组一岩段三级填图单元
,

或

划分片麻岩套一片麻岩两级填图单元
;陆相火山岩区

,

目前采用岩石地层单位划分的群一组

一段一层四级填图单元 :l[
,

实际只用群一组一段三级
,

亦有人提出应按火 山活动的规律性和

火山地层的特殊性划分火山岩系 (或杂岩系 )一火 山活动旋回一韵律一期次 (或岩段 )一 四级

填图单元
。

本文试图通过对火山岩浆作用及其产物的特殊性研究成果的分析
,

提出陆相火 山岩火

山地层单位划分为火山活动旋 回 (火山机构 )一组 (火山机构演化 阶段 )一岩相 (火山喷发类

型 )一层 四级
,

简称旋回一组一岩相一层四级填图单元
。

其中火 山活动旋 回是指该火 山活动

旋 回所形成的火山机构以及 由火山机构按不同方式组合成的不同级别和类型的火山构造形

迹 ; 组相当于火 山机构演化阶段的火山岩浆作用产物
,

级别比旋回小 ,’但比岩相大
,

如浙江早

白至世古火 山地层馆头组和朝川组组成一个火 山活动旋回阁
,

其中一个组内可含 l一若干

个岩相
,

所 以组所含内容又大于岩相
, 岩相是某一火山喷发类型的相应产物

,

是真正具成因

意 义的填图单元
,

岩相可由流动单元或冷却单元和最基本单元岩性层组成
。

陆相火山岩区采

用旋回一组一岩相一层四级填图单元
,

是否可行 ? 提出来与同行商讨
,

并敬请指正
。

l 火山岩浆作用及其产物的特殊性

正如前人提出的
“
火山活动的规律性和火山地层的特殊性

”
应是我们考虑陆相火山岩区

进行地质填图和研究的中心问题
,

把这个问题真正弄清楚了
,

火山岩区的填图单元也就明确

了
。

下面分十个方面阐述火山岩浆作 用及其产物的特殊性
。

1
.

1 火山活动具多旋回性 在地质上历史上
,

中国是一个多火 山活动地区
,

不同时代都有

火 山岩分布
,

如太古代
、

元古代
、

古生代
、

中生代
、

新生代等
,

有陆相火山岩
,

也有海相或海陆

交互相火山岩
,

其中中生代是我国陆相火 山岩最为发育的时期
; 海相或海陆交互相火山岩在

局部地区亦有出现
。

火山活动时代主要为三叠纪
、

侏罗纪
、

白坚纪等
,

以晚侏罗世到白坚纪最

发育
。

其分布 自北而南有
:

大兴安岭
、

燕辽
、

郊庐
、

长江中下游
、

浙闽粤赣
、

桂东南
、

海南岛等地

区
,

成为环太平洋火山岩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

新生代以来
,

火山 活动也引人注 目
,

如五大连

池
、

山西大同
、

江苏
、

浙江
、

云南
、

海南岛等都有举世闻名的火山群
。

根据地矿部
“

七五
” 、

uj 又五
”
期间对中国东南沿海火山岩带的研究成果

,

中生代火山活动

可分为早中生代和晚中生代两期
:

早中生代包括三叠纪
、

早侏罗世
、

中侏罗世
,

可相应划分为

三个火山活动旋回
,

总体火山活动较弱
,

其中三叠纪
、

早侏罗世 以海相或海陆交互相火山岩

为主
。

晚中生代包括晚侏罗世和 白坚纪
,

主要 为陆相火 山岩
,

火山活动强烈
,

火山岩分布广

泛
,

总厚度大于 5 0 0 Om
,

可相应划分为四 个火山活动旋 回
,

这样 中生代火 山活动从早到晚共

划分七个火山活动旋 回
,

火山活动具有多旋回特征
。

必须强调的是一个火山活动旋回应含有火山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及火 山构造双重概

念
,

必须把火山活动旋回产物与火山构造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地质整体
。

一个火山活动旋 回及其产物具有 自身的特点
,

主要反映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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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个火山活动旋回虽可有多次火山喷发作用
,

但火山活动蕃本是连续的
,

岩浆作用

产物来源于同一源区或同一源区 的不同高位岩浆房
,

这种高位岩浆房往往是经过不同程度

的分导演化
,

所以岩浆作用产物如岩石类型
、

岩石化学和地球化学特征及演化趋势具有相似

性和演化方 向性
,

在空间分布上均受同期火 山构造制约
,

另外潜火 山岩
、

火山侵 人岩
、

矿产
、

古生物组合
、

同位素年龄值等也有 自身的特殊性
。

(2 )一个火山活动旋回有其自身的火山构造
,

他们在空间上呈并列式串珠状展布
。

( 3) 同属于一个火山的活动旋 回的不同火山机构有其 自身的演化 阶段
,

在不同演化阶段

由于喷发能量变化
,

其火山喷发类型
、

喷发强度及其形成的火山地层结构
、

岩相
、

火山构造类

型等将发生相应的变化
,

但是
,

由于同一火山活动旋回是处于同期的构造环境 中
,

故仍具有

许多相似性和可 比性
。

( 4 ) 由于构造环境的改变
,

当一个火山活动旋 回的火山作用停息后
,

火山产物将遭受风

化剥蚀
,

以及后来的沉积事件等表现出来的区域性不整合面将成为这个火山活动旋 回产物

的上
、

下界面
。

一个火山活动旋回延续的时间长短不等
,

有的相当于地 史年代的一个世
,

有的一个世中

又可含两个火 山活动旋回
,

也有一个火山活动旋回跨越两个世
,

形成穿时性特点
,

与生物地

层之间也没有固定的模式
。

1
.

2 火山活动旋回产物与火山构造形迹具时空一致性 如上所述
,

一个灭山活动旋回应含

有火山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产物及火山构造双重概念
,

就是说
,

一个火 山活动旋 回具有相应的

火山构造
,

不同的火山活动旋回具有不同的火山构造
,

反之
,

不 同的火山 构造反映了不同火

山活动旋回及其产物
。

所以
,

在火山岩区无论是进行区域地质调查
,

还是火山地质研究
,

都必

须遵循火山构造一火山地层一岩相一体化研究方法
,

并赋予它们在火山机构发展演化过程

中的时空位置
·

,

以达到推演火山活动历史
、

恢复古火山面貌
、

建立演化模式的 目的
。

一个火山机构内
,

由火山喷发产物组成的堆积体
、

火山 口
、

火山通道 (火山颈 )
、

环境与放

射状断裂
,

以及由火山侵出作用形成的侵出相岩弯地质体
、

侵人作用形成的潜火山岩和火山

侵人体等都是组成火山机构的具休体现
。

火 山喷发方式有中心式
、

裂隙式以及裂隙一中心式喷发
,

中心式喷发除中央火 口 喷发

外
,

在稍晚期有时还有侧火 口喷发
,

形成次级的寄生或侧生火 山机构
,

但他们是属于同一旋

回火山活动产物
。

裂隙式火山喷发产物是沿裂隙两侧 (或一侧 )呈对称分布的条状堆积体 ; 中心 式火山喷

发产物的空间分布形成一般有三种形态①带状分布
:

以熔岩流堆积为主
,

尤以基性熔岩流沿

火山斜坡或低洼地流动侵位堆积
;②舌状分布

:

以火山碎屑流堆积为主
,

沿火 山斜坡或低洼

地湍急流动侵位堆积
;③环状分布

:

以爆裂喷发为主
,

火山产物由空中降落围绕着火山 口 四

周堆积分布
。

上述火山地层产状也随其分布形态而改变
。

由上可知
,

火山岩区的火山地层的最大特点是从火山 口或裂隙中喷发出来的
,

许多地质

现象与火 山 口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火山地质调查 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根据许多示心标志综

合分析
,

达到追根求源圈定火山 口的 目的
。

一个火 山机构有一个喷发中心
,

许多火山机构就

构成了多中心
,

其火山产物也必然围绕着多中心而变化
,

这是火山地层分布的特点
,

用单纯

沉积地层学的方法来研究火山地层是困难的
。

1
.

3 同一火山活动旋回的火山构造空间上呈串珠状或
“
并列

”
式展布

,

不同旋回的火山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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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上呈
“

处里
”
式展布

,

从而组成火山岩区环形火山构造 . 里的时空分布格局阁 区域火

山构造时空分布特征反映了区域火山构造之 间的相互关系
、

形成序次
,

进而了解火山活动旋

回
、

区域火山地层层序 以及 区域火山活动发展演化等一系裂问题
.

并列式组合形式有 串珠式和镶嵌式两种
,

前者表明火山机构之 间沿 同一区域性基底构

造线方向展布
,

后者则在一定范围内彼此镶嵌交接展布
。

并列式组合形式表明火山机构基本

上是 同时形成的
,

火山喷发基辛上是同时进行或交替进行的
,

各火山机构的火山喷发产物
,

在其边缘交接地带可以相互交接
,

甚至可以部分互相交替覆盖
,

并列式组合可以组合成不同

级别和类型的区域火 山构造
。

叠置式组合即早期形成的火山构造被晚期形成的火山构造益鱿或切割叠置
,

表明 了火

山构造形成的先后关系
,

对确定不同火山喷发旋 回
、

火山地层的上
、

下关系
、

正确建立 区域火

山地层层序都有重要意义
。

实践证 明
,

根据火山构造的叠置关系而建立的区域火山地层层序

才能 比较符合火山地层的实际情况
。

叠置式组 合形式有继承式套叠叠置和上盛式切割益置两种形式
,

前者是 由于晚期火山

喷发中心基本上继承了早期火山喷发中心而未发生迁移或明显迁移
,

这样
,

在一个火山机构

内形成了两个火山活动旋回产物的堆积
; 后者则是 由于晚期火山喷发中心发生迁移形成的

,

火山机构呈益瓦状切割叠置
,

或交错切割蚕置
,

或环形切割益置等不 同形式
.

1
.

4 火山喷发类型与火山岩相类型的一致性 一个火山活动旋回的火山喷发产物堆积组

成的火山地层 实质上是 由不同火山喷发类型及其产物组成的
,

不同喷发类型形成不同的岩

相堆积
。

所以说
,

一个火山喷发旋回的火山地层实质上是由不同岩相类型组成的
,

例如火山

爆裂喷发
,

形成爆发空落相堆积的不同粒级的火山碎屑岩类岩石 ,普林尼型喷发柱式火山爆

发
,

形成火 山碎屑流相堆积的熔结火山碎屑岩类岩石 ;火 山喷滋作用
,

形成喷滋相熔岩堆积

的熔岩类岩石
;爆发与喷滋的过渡类型即爆溢式喷发

,

形成爆溢相凝灰熔岩类岩石
; 瑟特西

延式蒸气岩浆爆发
,

形成基底涌流相堆积的涌流凝灰岩类岩石等
。

一种火山岩相堆积
,

反映了它的火山喷发
、

搬运方式及成岩环峨等特点
,

它们之间为因

果关系 4j[
。

而一种火 山岩相的厚度
、

物质组分
、

碎屑粒度
、

结构构造
、

熔结程度等在横向方 向

上 (即从下到上 )和纵向方 向上 (即由近火 口到远离火 口 )均具有规律性变化
,

表达该岩相在

纵横方向上的特征和变化规律的 图式称为相模式
。

相模式的建立
,

对研究具体岩相
,

可起到

指导和预测作用
。

火山岩相是火山 喷发类型的记录
,

是火山作用产物最本质最重要的地质实

体
。

中国东南沿海中生代火山岩带的火山 一侵人岩相类型
,

经
“
七 五

”

东火项 目研究结果分

为三大类 十二种岩相类型即
: 1

.

火山岩相类型有
:

喷溢相
、

爆发空落相
、

火山碎屑流相
、

火山

泥石流相
、

基底涌流相
、

瀑溢相
、

喷发沉 积相 ; 2
.

侵 出岩相类型有
:

火 山颈相
、

侵出相 ; 3
.

侵 人

岩相类型有
:

潜火山岩相
、

隐爆角砾岩相
、

火山侵人相
。

1
.

5 火山岩相及相序是推演古火山演化历史
、

恢复古火山面貌
、

建立古火山演化模式的根

据 古火 山喷发的壮观景像人们是无法看到的
,

但根据火 山机构内堆积的火 山喷发产物岩

相类型分析
,

可追溯当时火山喷发的类型及喷发景像
,

根据堆积的岩相及相序可依次推演古

火山演化历史
,

恢复古火山面貌
,

建立演化模式
。

一个火山机构内的岩相类型及相序是确定的
,

同一旋 回的不同火山机构
`

内的岩相类型

及相序具有相似性和差异性
,

而且差异性是绝对的
,

例如同一旋回的火山机构内有的 以火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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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屑流相堆积为主
,

有的则以喷溢相熔岩堆积为主
,

还有的以爆发空落相各种粒级的火山碎

屑岩堆积为主
,

这些火山机构的火山作用景观就有明显的不同
,

这给火山地层的横向对比增

加了难度
。

下面这个图式是根据浙江括苍山地区研究成果的综合一一个破火山机构不 同演化阶段

可能出现的火山喷发类型与相应的火 山岩相一岩石类型 以及 由它们组成的火 山地层组合关

系
:

破火山机构演化阶段的火山喷发类型
、

岩相类型
、

岩石类型
、

地层组图式

火山机构演化阶段— 一火山喷发类型— 一岩相类型— 一岩石类型 火山地层组

1.1
,ú

一一

、偏厂

|
冲||||

{
初始祝陷一喷发— 一

{
大规模火山

喷发或喷发

{
} } l

火山湖盆环境— 一沉 积 相— 沉积相碎闷岩类

小规模火山爆发— 喷发沉积相— 凝灰岩
、

沉凝灰岩
、

凝灰质岩石

火山喷滋作用— 一喷 滋 相— 熔岩类岩石

{
火 口 塌

一

{
火山喷滋作用— 一喷 滋 相— 熔岩类岩石

火山姆发作用—
一

.

裸发空落相— 正常火山碎屑岩类岩石

普林尼型姆发— 一火山碎屑流相一熔结火山碎屑岩类岩石

姗 滋 喷 发— 姆 滋 相— 凝灰熔岩类岩石

燕气岩浆姆发— 一荃底涌流相— 涌流凝灰岩类岩石

火山爆发+ 水— 一火山泥石流相一沉凝灰岩类岩石

火山物质水下堆积一喷发沉积相— 沉凝灰岩
、

凝灰质岩石

火山湖盆环境

(火山间歇期 )— 一沉 积 相— 沉积碎属岩

气
火口翻盆环境— 一沉 积 相— 沉积碎月岩

小规模火山喷发— 喷发沉积相— 沉凝灰岩
、

凝灰质岩不

侵 人 作 用— 潜火山岩相— 潜火山岩类

— 侵 人 相— 侵人岩类

组 一 3

火山爆发作用— 一姆发空落相— 正常火山碎展岩类岩石

火山喷滋作用— 一喷 滋 相— 熔岩类岩石

喷滋一侵出作用— 喷滋相 一侵出相一熔岩和侵出相岩石

侵 出 作 用— 侵 出 相— 侵出相岩弯体

— 火山颈相— 一碎屑熔岩或其它岩类

地 内 姆 发— 隐姆角砾岩相一隐爆角砾岩

组一 4

l
劝||

一
活

l
复

山火

1
.

6 火山岩相是火山地层的组成单元
;
流动单元

、

冷却单元是火山岩相的组成部分
;
岩性层

是流动单元
、

冷却单元的墓本组成部分 一个火山机构 内的地质体是由层状地质体和非层

状地质体两部分组成
,

其中层状地体的组成单元及关系是
:

岩性层、 冷却单元或流动单元~

火山岩相 ~ 火山地层
; 非层状地质体有侵出相岩弯地质体

、

火山颈地质体以及侵 人相潜火山

岩
、

火山侵 人岩体
,

有时有隐爆角砾岩
,

它们不作为火山地层单元
,

除火山侵 人体外亦不作为

正式填图单元而作为非正式填图单元
,

但它们是同旋回岩浆作用的整体产物
,

必须把火 山岩

(地层 )一潜火山岩一火山侵人岩作为岩浆作用整体研究
,

查明它们的时序关系
,

这样才能正

确全面地恢复岩浆作用特征和演化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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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行地质填图时
,

岩相是最基本的填图单元
,

岩性层为岩相内容的补充
,

这就是旋回

一岩相填图法或称火山机构一岩相填图法
。

过去的地层一岩性 图
,

只表示火山地层的岩石成

分及其分布规律
,

未考虑成因
,

所以本质上看仍是一个实际材料图
,

只有构造 一岩相才有成

因意义
。

1
.

7 同旋回不 同火山机构内的火山地层层序缘合与不同旋 回火山机构 内的火山地层层序

综合
,

将其 . 里
,

是建立区域火山地层层序的基础 火山岩区 区域火 山地层层序的建立
,

必

须以火山机构 内的火山地层层序为基础
,

再将不同旋回火山机构 内的火山地层层序叠置
,

才

能建立正确的区域火山地层层序困
,

这里存在一个较难的问题
,

是 同旋回不同火山机构 内的

岩相变化与对比
,

在综合柱状图上尽可能以交错相变形式表示
,

这才具有真实性
。

1
.

8 火山构造是火山岩区地质构造的特殊内容
,

与区域交织分布的线形构造组成火山岩区

所特有的线一环构造格局 火山构造类型是火山活动方式的全息记录
,

火山机构是火 山构

造的基本类型
,

并由它们组成不同级别和类型的火 山构造
。

东南沿海火山岩带的火山构造类

型
,

据
“
七五

”

东火项 目研究成果共分为三级八种类型
: l 级火山机构有

:

锥火山
、

盾火山
、

火

山弯隆
、

破火 山 (简单型
、

复杂型 ) ; I 级火山构造有火山构造隆起
、

火山构造洼地 ( v 型
、

s

型 ) ; I 级火山构造有火 山喷发带
、

火山喷发区
。

由上可知
,

火 山构造是指火山作用形成的构造简称
,

它既包括火 山机构
,

也包括由火山

机构按一定方式组合成的不同级别和类型的火山构造
,

它们与区域线形构造交织分布组成

了火 山岩区所特有的线一环构造格局
,

这种线一环构造格局在火 山地质图上应得到充分的

体现
。

1
.

9 以火山岩区线一环构造为骨架
,

以火山岩浆作用产物的岩相为特殊 内容的火山岩相构

造图是揭示火山岩区地质构造特征的综合性圈件 火山岩浆作用产物与构造形迹时空分布

一致性是填制火山岩相构造图的依据
,

火山岩相构造图是反映火山构造及其内的各种岩相

的空间展布形态
、

产状及相互关系的图件
,

是古火 山活动历史和古火山构造面貌的再造和缩

影
,

具体反映的 内容应括如下方面
:

( l) 区域枚造
:

包括区域线型构造
、

断裂
、

褶皱及其性质
、

产状
、

相互关系等
。

( 2) 不同旋回的火山构造类型及其组成要素— 火山 口 (喷发中心 )
、

环状
、

放射状断裂

以及它们的空间展布格局
。

( 3) 以火 山机构为单元的各种岩相及其空间展布形态
、

产状 以及相互关系
,

以及熔岩流
、

火山碎屑流等的流动方向
、

流线方 向
、

流面产状等
,

遇厚度特大的火 山岩相的喷滋相可进一

步划分流动单元
,

火山碎屑流相可划分冷却单元
,

爆发空落相可划分近火 口亚相等
。

( 4 ) 与火山作用有同源
、

同时
、

同空间的各种侵 出相岩弯地质体
、

侵入相潜火 山岩
、

火山

侵 人体
、

隐爆角砾岩体等
,

以及它们的产状要素与围岩的接触关系等
。

( 5) 与火山作用伴随发生的蚀变
、

矿化
、

矿床以及有关的物化探成果等
。

( 6) 有特殊意义的地质体如标志层
、

沉积夹层中的化石层
、

同位素年龄值及位置
。

( 7) 火山岩基底地层及火 山活动前期的侵人体
。

( 8 ) 不能确定火 山构造的
,

以火 山喷发中心表示
。

以火山机构为单元
,

测制剖面
,

理顺火山地层层序
、

划分岩相类型
、

以组一岩相为填图单

元
,

填制火山岩相构造图
,

以单个火山机构的火山岩构造 图的基础
,

理清 区域火山构造和线

性构造分布格局
,

编制区域火 山岩相构造图
,

这种 图必能充分反映火山岩区所特有的线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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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格局
。

1
.

1 0 火山地层与生物地层的同步性和穿时性 火山岩浆作用不受生物地层时限范围的限

制
,

它可与生物地层时限范围同步发生发展至结束
,

亦可跨越其时限范围
,

形成穿时性关系
。

在空间上
,

由于火山活动的迁移性
,

在某一地区火山地层与生物地层时限范围具有 同步性
、

而在另一地区 却又表现穿时性
。

原地穿时性现象在浙东地区表现明显
,

如晚侏 罗世火山活动

可以跨越到早白坚世
,

早白坚世火山活动可以跨越到晚白坚世
,

异地穿时性主要在大面积范

围火山活动地区
,

如晚侏罗世火山活动在福 建与生物地层有同步性
,

但到浙江就 出现穿时

性
。

2 火山地层单位与划分的建议

以往在我国火山岩区 区域地质调查填图工作 中
,

对火山地层划分主要采用岩石地层单

位群一组一段一层四级
,

建立地层层序并作为地质填图单元
,

其中组是划分岩石地层的基本

单元
,

是岩石地层单位系列中居中的基本单元
,

它既可拼组为群
,

也可分组 为段
,

又考虑到火

山活动的旋回性
,

将旋回与岩石地层单位组相对应
。

有些 地质工作者亦曾考虑到火山活动的

规律性和火山地层的特殊性
,

提出 以岩系一旋回一韵律一期次作 为火 山地层单位 :l[
。

按照岩石地层单位群一组一段一层进行地质填图工作
,

已取得 了显著成果
,

但是
,

随着

火 山地质研究工作的深人
,

以及在采用上述填图单元的实践过程中
,

亦深深感到存在一定的

问题
:

问题之一是
:

岩石地层单位一群
,

它的原意是
“
对组级岩石地层 单位按照一定的地质规

律的归并
,

它代表了一个完整的构造演化旋 回 (如加里东旋回 )
,

并具有相应的沉积相序列
,

其顶
、

底具有区域性展布的不整合面 sj[
” ; “
是由二个以上经常伴生在一起的而又具某些统一

的岩石学特征的组联合构成
”

:l[
。

我国东南沿海中生代陆相火山地层按照这种含 义划群
,

其

中晚侏罗世火 山地层
:

广东称高基坪群
,

包括二个火 山活动旋 回
; 浙西称建德 群

,

包括劳村

组
、

黄尖组
、

寿昌组
,

组成二个犬山活动旋回
,

浙东称磨石山群
,

包括大爽组
、

高坞组
、

西 山头

组
、

茶湾组
、

九里坪组
,

组成二个火山活动旋回
。

早 白坚世火山地层浙东称永康群
,

包括馆头

组
、

朝川组
,

为一个火山活动旋 回
。

从实际内容看
,

群比火山活动旋回大
,

从时限范围看
,

代表

了一个世
,

从实用意义看
,

在地质填图中
,

它与火山活动旋回
、

火山作用产物的地质实体之间

没有成因关系
,

所以
,

作为一级填图单元和火山地层单位没有存在的实际地质意 义
·

尚题之二是
:

岩石地层单位一组
,

它的原意是
。
除掉与沉积地层一样要考虑岩石组合

、

古

生物组合
、

接触关系
、

厚度及岩层的空间展布特点之外
,

还要根据火山地层的特点
,

着重考虑

火山活动阶段即旋回的划分
,

火山活动的旋 回应当与地层单位组相对应
” , “
组的重要意义在

子具有岩性
、

岩相的一致性
” , “

组是一种自然岩石共生组合
” , “
组是 基于岩石地层特征划分

的
,

… … 也是在岩性上可分性和规模上可填性基础上直接进行填图的单位
”
等等 lj[

。

组是直

接进行地质填图的单位
,

已被广泛使用
,

对组含义 的正确性如何 ?实难评述
,

问题是组级地层

单位与火山活动的阶段性及其产物的地质实体之 间究竟有什么成因关系
,

这是必须考虑的
,

从 目前组级的地层单位内容看有如下特点
:

①一般底部有沉积层
,

中部也夹有 l一若干沉积

夹层
,

有的还含有化石
,

②含有多种火 山岩相类型
,

③ 由各种岩石类型组成
,

各岩类所 占比例

因地因时而异
,

有的组 以喷滋相熔岩占优势
,

有的组 以火山碎屑流相熔结凝灰岩占优势
,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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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以爆滋相凝灰熔岩 占优势
,

还有的组以沉积相碎屑岩占优势等等
,

④岩石化学成分总的

趋势是晚侏罗世的火山岩组 以英安一流纹质 占优势
,

早白至的火山岩组出现基性一酸性双

峰式火山岩组合
,

⑤组与组之间一般存在有一定时 间范围的火山活动停息等
。

以上特点表

明
,

组是一定时限范围内的火 山活动产物
,

含火山活动间歇期的沉积夹层
。

从一个旋回火山

活动发生
、

发展演化阶段看
,

组仅为火山活动旋回 的一部分
,

例如一个破火山的发展演化阶

段可分为
:

初始沉陷~ 大规模火山喷发~ 火 口塌陷~ 火 山复活四个阶段
,

每个演化阶段可形

成与其地质构造环境相适应的一组火山地层 (见前图式 )
,

所 以组应 相当于火山机构不同演

化 阶段的产物
,

如东南沿海中生代晚侏罗世火山活动分为二个火 山活动旋回
:

第 I 旋回的火

山地层组
:

浙东地区
,

初始沉陷阶段形成大爽组
,

大规模火山喷发阶段形成高坞组
;福建东部

地区初始沉陷阶段形成长林组
,

大规模火山喷发阶段形成南园组 ;第 ! 旋回的火山地层组
:

浙东地区初始沉陷阶段不明显
,

一开始就是大规模火 山喷发
,

形成西山头组
,

后火 口塌陷
,

形

成茶湾组
,

最后火 山复活
,

形成九里坪组 ;福建东部地区则 以沉陷为主
,

形 成小溪组下段
,

火

山喷发阶段形成小溪组上段
。

把组作 为火山机构发展演化阶段相应火山活动产物
,

从这个意义上讲
,

把组作为一个填

图单元
,

才有它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

但同时必须赋予岩相内容
,

亦就是说
,

把火山活动的阶段

性与火山喷发类型相结合
,

据此
,

就可推演古火山发展演化历史
、

恢复古火山面貌
,

建立演化

模式
。

所以
,

组可继续使用
,

但应斌于新含义
,

组一岩相结合
,

是火山地质的主要内容
。

问题之三是
:

岩石地层单位一段
,

它的原意是
“
段是组内次一级岩石地层单位

,

它具有与

组内相邻岩层不同的岩石特征
” , “
以具有 明显的岩石地层特征而区 别于组的其余部分 lj[

” 。

从含 义的内容看
,

可能是代表着一种或一组岩石
,

可能具有岩类学意义
,

但从 目前地质填图

中划分段的地质内容看
,

相 当于亚组
,

如西山头组分为上
、

下段
,

其它各组亦类似的分上
、

下

段
,

这样划分的段
,

与火 山作用产物的地质实体没有任何的成因联系
,

既没有实际地质意义
,

也没有实用价值
,

不能作为填图单元
。

但在实际地质填图工作中
,

考虑到有的组厚度大
,

便于

横向对比
,

可人 为的把组分为上
、

下段
,

或上
、

中
、

下三段
,

但不作填图单元
。

岩石地层单位最小的是层
,

如熔岩流堆积中的各个单层
。

火山碎屑流冷却单元的各个单

层
、

爆发 空落相堆积按碎屑粒级的分层等
,

层是火 山岩相 的基本组成单元
,

是岩相内容的补

充
,

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
,

是 否作为填图单元
,

应根据填图比例尺和目的不同来确定
。

关于
“
火山喷发韵律

”
这一术语的原意是

: “
在火山活动过程中

,

有物质成分
、

喷发方式及

喷发强度的规律性变化
,

有的具周期性
,

有的具方向性
,

火山喷发韵律和旋回
,

是划分与描述

这种规律性变化的两个术语
,

二者的区别在于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
。

一般说
,

一次或多

次火山喷发活动
,

造成成分与活动方式的周期性变化或喷发间断
,

就构成火山喷发韵律
。

若

火山如此周而复始地间歇活动
,

岩浆成分和喷发强度等在活动中又形成若干彼此有所区别

的变化阶段
,

这种变化 阶段即称为火山喷发旋回
,

一个喷发旋回是由一个至若干个喷发韵律

构成的
, · · · · ·

一般一个喷发韵律是由一层到若干层喷发岩
、

沉积岩组成
,

厚度约几 米到几十

米不等
” 。 “

在火山地层划分方案中
,

韵律在级 别
、

规模上相 当于段
”

l1[
。

对火山喷发韵律的含

义
,

总的感觉是概念含糊
,

实际应用也很困难
,

从 目前划分韵律的内容看
,

有的是以岩石化学

成分变化划分韵律
,

有的是根据熔岩层的厚度
、

斑晶矿物成分及岩石结构构造的变化划分韵

律
,

还有的是根据下部为火 山碎屑岩
,

上部 为熔岩划分韵律等等
,

这种韵律划分与火山喷发

类型
、

岩相类型等没有实质性成因联系
,

一个岩相单元内从下到上
、

从近火 口到远火 口 的火



第十七卷 第三
、

四号 试论陆相火山岩区火山地层单位与划分

山碎 屑粒度均可发生规律性变化
,

火山地层的岩石化学成分变化可能与岩浆房成分梯度有

关
,

从火 山碎屑岩到熔岩更谈不上什么韵律变化
,

应该是火山喷发类型和岩相类型的改变
。

作者认为
,

把火山喷发韵律作为填图单元
,

看来是值得商榷的
。

综上所述
,

陆相火山岩区火山地层采用岩石地层单位系列群一组一段一层四级
,

作为填

图单元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

一个火山机构内不可能出现群级岩石地层单位
,

按照组一段填制

的火山地质图或者以地层组一岩性填制的火 山地质图
,

都不能确切 反映出火山作用及其产

物的独特性
,

也无法达到推演古火山发展演化历 史
、

恢复古火山面貌的目的
。

根据火山岩浆

作 用及其产物的独特性分析
,

火 山地层单位系列应该是旋回一组一岩相一层四 级 (见下图

式 )
,

其中的旋回 对应于火山机构
,

组对应于火山机构演化阶段
,

岩相对应于火山喷发类型
,

火山地层单位及划分 (坟图单元 )

一
火山机构一

火山机构演化阶段
一

火山喷发类型~ 一火山产物 (最小地层单位 )

火山地层单位— —
旋

旋回代号
、

时代 )
岩相符号 }一
岩性花纹 ,

}
回~ — — 一组~ — — — 岩

J终 (西山头组 )

} {
相~ — — — 一 层

} l
. k l Vl k Z

I J, 1 J 3

J ,夕 (高坞组 )

k i夕 (馆头组 )

附属于组的

岩相符号

附属于岩相

的岩性花纹

层为火山喷发产物的最小地层单位
。

根据填图比例尺大小决定取舍
,

一般不作填图单元
,

而

是作为岩相内容的补充
。

其中旋回
、

组赋于时代概念
,

岩相一层附属于组的时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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