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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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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一般情况简介

( 1) 澳门地区由澳门半岛
、

塘仔岛和路环岛 (亦称九澳岛)

组成
,

半岛市区与珠海市拱北

区一条马路直接相连接
,

半岛

与二个岛屿由澳门大桥和海坝

相连
。

离广州 1 4 5k m
,

东隔珠江

口与香港相 望
,

相距 7 8k m
,

气

垫船约 1 小时的航程
。

澳门总

面 积仅 1 7
.

4 2 km 2 ,

人 口 约 5 0

万
,

每年游人达 10 0 万人次
,

其

人 口密度是世界最高的地区之

一 (半岛人 口
:
6

.

5 万 k/ m
Z
)

。

约

4 0 0 年 以前 (公元 1 5 9 0 )
,

葡萄

牙海盗船途经该岛
,

船员 上岛

休息晒衣
、

物
、

渔网等
,

后逐步

占领侵吞
,

成为葡国的一个海

外省
,

延续至今
,

以制造
、

博彩
、

建筑业为支柱
,

其经济收人占

葡国重要地位
。

经济年平均增

长率 1 9 7 1~ 1 9 8 1 年达 1 6
.

7% ;

90 年代已达 20 %左右
,

高于亚

洲四小龙
,

但因产值太小
,

排不

上
。

百余年来
,

澳门地质工作主

要是围绕市政建设的工程地质

及水文地质工作而进行的
,

以

其城市建筑所急需的建材地质

为主— 有不少火山岩
,

花岗

石可供采集
。

海岸大都为基岩

峭壁断崖或岩礁
,

有少许变质

岩及沉积岩出露
,

其余为第四

纪复盖
,

无矿产可言
。

现澳门政

府大张旗鼓地进行填海扩陆工

程 ( 以垃圾土石为主 )
,

如澳门

半岛由 1 8 5 0 年的 2
.

7 8k m 2 ,

扩

展到如今的 6
.

4 5k m
2 ,

地质工

作主要由市政府土地司分管
,

农林厅兼管
,

技术人员缺乏
,

高

校仅一所
,

即东亚大学
,

于 1 9 8 0

年成立
。

澳门自开埠的 4 00 多

年中
,

没有正式的高等学校
,

所

需各类人才
,

多从外地招聘
。

一

般搞地质的技术人员主要来 自

葡 国
、

台湾
、

香港及东南亚各

国
。

作为私立学校的东亚大学
,

财力不足
,

不能开设更多的课

程 以 满足各 方面人 才之 需
。

1 9 88 年政府收购 了东亚大学

( 1 9 91 年才改名澳门大学 )
,

其

后迅速发展为一所多学科的招

收学士
,

硕士
、

博士的较完整大

学
,

基本满足了澳门对一般人

才的和特别人才的需要
,

但专

门的地质人才仍缺
,

没有专门

设置地学系
,

只在土工系讲授

些地质学课程
。

不久
“

澳门理工

学院
”

将脱离澳门大学而成为

一独立的学院
。

地质科学可望

有新的发展
。

( 2 )香港在珠江 口东侧与

深圳市隔河相望
,

包括香港
、

大

屿山岛
、

九龙半岛
、

新界及大小

2 35 个 岛 屿 组 成
,

总 面积 约

1 0 7 I km 2 ,

山岭和丘陵面积约占

四分之三
。

在地貌分类上
,

与澳门同

属华南沿岸岩礁海岸地形
,

是

广东莲花山山脉西南端延伸余

脉
,

最高峰大帽山海拔 9 5 8m
,

山 脉走 向以 北东一南西为主

导
,

地貌与地质构造关系极为

密切
。

北东东向
、

北北西向及北

北东向三组构造带的发育和相

互作用的结果
,

形成了香港海

岸带格子状及条带状相间的格

局
,

以及港湾深人
、

半岛连接和

岛屿众多 的特点
,

岛屿皆由三

组构造带切割后抬升
、

下落而

成
。

港澳的
几

地质工作是在十九

世纪中叶研究中国东南沿海地

质附带论述
“

香港花岗岩
”
而拉

开帷幕的
。

近百年来对香港的

地层
、

岩浆岩及矿产 (主要是石

材 )研究有了很大提高
,

如本世

纪 20 年代初发现了著名的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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侏罗纪香港菊石而首次确定了 港地形陡峭
,

平地稀少
,

为了城

J :
的沉积地层

。

30 年代作过局 市建设而进行大量切坡和填海

部地质填图
,

五六 十年代发现 工作
,

这就促进了工程地质及

了二 叠 纪化石
,

主要是蜓
、

珊 土工学的发展
,

香港理工学院

瑚
、

腕足类及为数不少的植物 (现改为理工大学— 在九龙

化石— 包括大羽羊齿植物群 红确 )
,

设有土木工程及结构

化石
。

晚二叠世 Y州组 (为黑色 系
,

培养香港地质人才 ,香港大

页岩与粉砂岩互层石英砂岩 ) 学地学系 (原称地质地理系 ),

中产
:
尸 ce op et 八 ,

( A s et ort h ce a ) 也培养了地质人才
,

香港地质
n

耐 i n i H a l l e
,

C or d a i t e s
学会亦挂在该系

。

近 1 0 年来
,

s c h e n k ii H a l l e
,

aC mP
s
妒 t e ` s

大陆去了少许地质人才
,

或在

co nt ar ct o G u et 动 i等都有
。

后 大学任教
,

或在某些矿业 (主要

来又在上三叠统深诵发现瑞蒂 是非金属石材 )公司任技术工

克 期 的 植 物 化 石
,

如
:

作
。

地质工作一般由市政厅建

lC at h
orP et isr sP

·

等和侏罗纪上 设司及土地司进行协调
。

统浅水湾组 的植物化石
,

如
:

香港地区 40 %面积由火山

lC
a d op h i e沉 5 m i n n t u s a C h e n ,

岩复盖
,

3 0 %属花岗岩类岩石
。

tP i loP 勿“ u m eP
` et , ,

C -u 花岗石资源极为丰富
,

为香港

P er ss in耐
a d us

一

h :

ife
n g en s is 建筑之主要石材

,

可就地取材
,

F e n g ,

C uP er
s s i , oc l a d u s e l e 一

宾馆大厦
、

市政机构
、

富家宅邸

ga sn ( hC ow
·

), sP he
n
op et isr in

一

皆由富丽堂皇之花岗岩砌成
,

t i d u la
·

( Y o k o y a m a ) O i s h i
,

且大部分高楼大厦坐落在坚如

T勿” op estr
, in s

妙
l’s oF nt al ne

,

磐石的花岗岩基底上
。

其余则

tP i loP 勺 ills m b o r e a le ( H ee r
) 出露少许沉积岩

、

变质岩及第

eS w a n d
,

ot
o z a m it e s be a n i ( L

.

四纪堆积
。

et H
·

)等
。

二
、

地层

七十年代初进行了 1 5/ 万 本区出露地层主要集中分

地 质填 图
,

lA l e n 及 S t eP he sn 布于九龙半岛东北部吐露海峡

于 1 9 7 1 年将全港地层划分为 (现称赤门海峡 ) 一带
,

西北部

六个组
,

从 P一 K
.

Q
,

P 以下全 元朗以北地 区及大屿山岛大澳

缺
,

T 缺失
,

80 年代初发现了泥 附近
,

以古生代及中生代地层

盆 纪 鱼 化 石 ; 在 1 9 84 年 为主
,

由于大面积岩浆岩侵人

.J .D eB nn elt 又划 出 .C .D 地 和复盖
,

在层序上连续性极差
,

层扩展成八个组
;
而后香港地 接触关系不清

,

由老到新共分

质研究获得了进一步发展和深 20 个组 (组名从略 )
。

人
。

目前正进行 1 2/ 万的大比 三
、

岩浆岩

例尺 区域地质填图
,

地层柱子 港澳地区岩浆活动广泛而

比较健全
,

已划出 20 个组
。

香 强烈
,

与我国环太平洋带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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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海各省有些类似
,

在空间上

具明显 的方向性及分带性
;
在

时间上则集中于中生代燕山运

动构造阶段
,

特别是晚侏罗世

至早白里世早期
,

且具多期活

动特征
,

在次序上为先喷发后

侵人
,

最初以大量喷发开始
,

接

着为多期次规模巨大的花岗岩

浆侵人活动
,

继而以岩脉岩株

收敛
,

最后以基性岩脉活动结

束
,

岩浆活动产物就香港而言

要占据地 区面积的百分之七十

左右
。

伴随岩浆的喷出侵人有

些金属非金属矿产出
,

但储量

多不大
。

四
、

构造

香港地区位于莲花山深大

断裂带西端的东南部分
,

地质

构造严格受该断裂带的控制
。

北 以深圳一罗湖大断裂为界
,

南被海丰大断裂在蒲台岛以南

所截
,

西有北北西向的西江断

裂
,
东有北北东向的大鹏湾断

裂
,

形成了香港的断块构造
。

香港的地质构造变动
,

其

中断裂起主导作用
,

以不同方

向
、

性质的断裂带交织着大小

不同的断块为其基本特征
,

以

N E E 向断裂起控制作用
。

早期

褶皱显得不很重要
。

五
、

矿产

金属矿产有铁
、

钨
、

铅锌和

被等
,

储量多不大
。

非金属矿产有石墨
、

高岭

土
,

长石
、

石英及少量宝石一绿

柱石 ( B e )
,

建筑石材则以细粒

花岗岩为主
,

和大量混凝土石

料
。

(中科院植物研究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