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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鉴别火山口一火山颈的岩石
、

构造标志

南京地质矿产研 究所 陶奎元

仔细鉴别和研究组成火山机构各部分的

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
,

是确定火山口一火山

颈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 , 这些特征也是鉴定

它的岩相
、

岩石标志
。

火山口
、

火山颈中的

充填物质不同
,

所以表现 出来的种种特征也

不尽一样
。

一般把火山口 一火山颈中的充填

物分为熔岩型
、

火山碎屑岩 型 和 混 合型三

类
。

熔岩型火山口一火山颈岩相与岩
石特征

以熔岩为主组成的火山颈的岩石学工作

可从以下四方面着手

查明岩颈的分带性 火 山 颈 火 山
口 的分带性常见的有四种类型 以块状熔

岩为内带
,

以流纹岩熔岩为外带 , 块状熔岩

被自岩浆角砾化成的角砾岩包围 块状熔岩

被成分复杂的火山角砾岩包围 , 块状熔岩被

含有火山基底岩石碎屑物的熔岩包围
。

例如
,

福建金坑石英斑岩火山颈平面呈

圆形
,

与围岩呈陡倾斜的 “ 侵人状 ” 接触
,

顶部
、

边部出现 自角砾化熔岩
,

边缘具有与

火山管道壁平行的流动构造或涡流状流动构
造

。

岩石结晶翟度由岩颈边部往中心递增 ,

岩浆结晶条件
·

汀急剧的变化
。

因此
,

岩石中

某些矿物具有自裂
、

碎屑
、

熔蚀和暗化等结

构 , 蚀变矿化强烈
,

普遍出现黄铁矿化
、

明

矾石化
、

叶腊 石化和绿泥石化
。

又如
,

阿尔泰奥斯特鲁赫山流纹岩火山

颈呈等轴状
,

直径 一 米
,

与围岩呈不
规则交错状接触

,

倾角约 一
。 。

该岩 颈

边缘为钠长石化流纹质熔岩角砾岩
,

内部为
钠长石化流纹 赶岩

。

岩石具有气孔
、

杏仁
、

流纹构造
,

流坟方向与岩颈倾斜一致
。

含有

火山成因的碎 宵物质使岩石具有凝灰熔岩的

特征
,

重结晶作用显著
,

基质已转变为球粒
结构和微花岗结构

。

硅化
、

绢云母化
、

水云
母化等蚀变发育

。

岩颈的分带性表现为岩石类型
、

结晶程

度
、

结构 构造 等在垂直或水 平 方 向 上的变

化
,

岩颈中岩 石的结晶程度近地表部位与熔

岩相近
,

中深 部位与次火山岩相近
,

深部具

有侵入体的结早外貌
。

因此
,

随着火山岩颈

中
,

多次发现用误差平方和法连 出的谱系图

效果较相似性系数及距离函数法为好
。

这是
由于它以比较两类样品合并后离差平方和增

量最小为归类原则
。

正是这种分类上的基本

思想
,

在区分某些具随机性的地质变量上具

有重要作用
。

变量选择有一定的地质基础
。

参加计

算的 个变量是经过一定地质工作后建立在

以下认识的基础上选择的
、

是黑

云母中的主要成分
, 、

在黑云母的八

面体晶格中是 主要的阳离子
, “黑云母含铁

最可作为测定结晶作用的相对地温计
” ,

黑云

母中富含 代表着较高的结晶温度
,

含是的下降可 能
一

与热液期 的 增高有关
,

而 与温度的变 匕也有间接的关系
,

等等
。

这次实践 均意义
,

不仅再一次说明变录

选择
一

与点群分析效果的关系
,

同时也通过 改

群分析证明了己有认识的 创角性
。

一 口 一



剥蚀深度的变化可 出现不同外貌的岩石
。

剥

蚀深度不大者
,
岩石直接过渡为熔岩

,

具有

玻璃质结构
,

杏仁
、

气孔状构迭
,

水平方向

上分带不明 显
。

中等 蚀深叱者以混合刑充

填物为主
,

分带极明 显
。

在强烈 蚀的情况

下
,

岩颈岩石近似于侵人岩 此时特别要注

意一些筒状侵人休
一

与周围 火山岩的关系
,

以

鉴另 其为火山岩预抑或侵人休
。

岩颈分带性的研究要系 先 观 察 岩石类

型
、

结晶程度 斑晶大小
、

形态
、

数最
,

某

质的结构
、

矿物粒度
、

主要迭岩犷物光性

和结构
、

副矿物组合及含 鼠等方而在永平或

垂直方向 七的变化
。

岩石的命名可沿用熔岩

或次火山岩命名法
。

总之
,

从岩石类刑
、

结

构构造来研究火山兴预的分带性既是率别岩

预的标志之一
,

也是判别岩预剥蚀深度的一

个冷则
。

研究岩颈 的矿物与结构特 点 火山预

熔岩中往往 出现高温刑或有序化程度低的矿

物
,

如高温石英
、

白榴石
、

透长石
、

高正
一

资

石及火山岩型的斜长石
。

火山预中岩石结晶作用经历了两个不同

的环境
。

早期在高压
、

高温条件下岩桨房巾

晶出的斑晶运侈到地表或近地表
,

压力显著

减低
,

但仍保持一定温度
,

易于形 古某些特

殊的结构
,

如反应边
、

暗化边
、

再生边等结

构 图
。

如果岩浆性质粘稠 酸性
、

碱性岩浆
,

在岩浆上涌过程巾可使早期晶出的矿物发生

碎裂
,

则岩石具有自碎成因的 “ 碎斑结构 ”。

应用显微光学
、

光衍射及矿物测温等

方法详细鉴定岩预 内矿物及其结构特点
,

有

助于了解岩预结舒作用过程及其物理化学条

件的变化
。

查明岩颈形成时间 及其阶段性 岩预

往往形成于一个 贵发旋回的末期
,

也有 多阶

段充填形成的复杂兴预
。

例如
,

南鸟拉尔拉达

火山预为安山扮岩一粗斑英安斑岩一流续斑

岩三次充填的管状 火 茹
。

祀建龙海牛头

玄武岩火山预为二次充灯
一

古的
。

杏明岩预

形成的阶段
,

要注意岩预内
’

有不同外貌的

各种岩石是突变或渐变的关系以及捕虏岩块

的来源等问题
。

复杂岩预形成阶段的研究不

权可解决火山机构形成史
,

而且有助于验证

守祭寥
哗叠髓

呀
一

夔妙
一

“

闪 娘娘工 古火山价 黝 ’石响兴

各种矿物的结构

入义 几仁 性
’

边结构 弓黝 石 的反 从边结构 ‘中苗为

丁、于, 口 戊定已奥认
,

边缘为贯辉 反 从边 丁只飞云 呀的

遴 之 边结牛‘
、

亏 , , ‘ 王一 角 水 石 川 、 一 霓辉了

六。 一 六‘ 、

黑
‘

以一 角闪 「 ,

周 围火山岩的旋回与层序
,

了解火山活动过

程中火山口 在空间迁移的情况
。

研究岩颈 内部的交代蚀变特 点 若干

实际资料表明
,

火山颈内交代蚀变有两种类

型 一是具有强烈热液蚀变与矿化的
,

如浙
江银坑 火山颈由中心向外依次发育有三个蚀

变带
,

并伴随着铜铂矿化
,

即强硅化花岗斑

岩带一黑云母化
、

钾长石化带一绢 云 母 化

带
。

另一是 由残余火山气热作用产生的局部

气液交代
,

如娘娘山古火山预内带的黝方石

响岩中田绕角砾或某些细小裂隙
、

空洞 出现

褪色的 “ 环 ” 或 “ 带 ” 。

这些褪色的 “环 ”

或 ,’ 鉴” 是由石膏
、

硬石膏
、

沸石
、

方沸石

等矿物交代原岩中某些矿物而构成的
。

﹄胜,﹄二口

火山碎屑岩型火山颈的岩相与岩
石 特 征

以火山碎屑岩为主组成的火山颈属于爆

发相岩石
,

在岩石学上有其自身的特点
。

火

山机构内的火山碎屑岩因即岩颈远近的不同

而有较明显的差别
。

根据这些差别可 以推测



火山颈的可能部位或远离程度 表
。

表

火火火 山 口 内或或
近近近火 山颐颐

火火山碎屁物粒度度 集块
、

角砾级级

分分 选 程 度度
」

差差

火火山碎屑物形态态 梭 角 为 主主

擞擞 运 情 况况 原 地 堆 积积

陇陇 渊 碎 屑 物物 少少

沉沉凝灰岩
、

凝灰质质 少 而 薄薄

砂砂岩夹层层 无 少少

正正常沉积岩岩 复杂
,

层状
,

局部部

挽挽灰岩产状状 出现
“

脉状 ” 、 “
漏漏

火火 山 弹弹 斗状 ” 凝灰岩体体

浆浆周 火焰舌 有有

火火 山 泥 球球 无或大而有规律分分

姆姆 发 指 数数 布布

有有有 出现于 近火口口

地地地 带

高高高高

上
‘

瓦利 匕火一 预

按一定距离 定与计算同一岩性段或同

一旋回的爆发指 数 〔 八 十 ,

式中 人 火山碎屑岩厚度
,

熔岩厚度 〕

作为远或近火山颈对比标志时要考虑区域爆

发指数总背景值
。

如果区域爆发指数背景值

较低
,

那么爆发指数较高的地段就可能是火

山口
、

火山颈所在的位置
。

应用上述爆发相岩

石对比时
,

最好与编制熔岩
、

火山碎屑岩的

厚度等值线图相结合
。

具备上述近火山口
、

火山颈爆发相特点
,

又是厚度等值线高值区

的地段往往就是火山口
、

火 山 颈 所 在的位

置
。

由此而确定的火山 口 或推测的火山颈往

往是比较可靠的
。

有些火山管道主要被火山角砾岩充填
,

习惯上称为火山角砾岩管
。

例如
,

宣化娘娘

山火山颈
、

广东印上围火山颈
、

中乌拉尔库

什瓦地区火山颈等都是由火山角砾岩组成
。

它们的特点是 ①垂直或陡倾斜的产状与围

岩均为切割关系
。

②碎屑物大小不一
,

形态

不规则
,

无分选性
,

成分复杂 , 既有同源碎

屑
,

也有来自火山基底的岩石
,

乃至深部岩

石的角砾
。

③角砾有时被烧结
,

火山气热作

用使之发生褪色
,

但界线不清
。

④胶结物为细

小的火山碎屑物或矿化蚀变的火山碎屑物
。

⑤无残余顶盖
。

以凝灰岩为主的火 山颈可用 克 鲁斯
描述的斯瓦利比火山颈为典型

。

它切割了侏
罗纪的沉积岩

,

充填物 —凝灰岩中夹有沉

积岩岩块
。

这些岩块来自紧接 管 道 的 围岩

图
。

某些火山管道为熔结火山 碎 屑 岩 所充

填
。

例如 日本足尾火山管道即是由熔结程度
不同的熔结凝灰岩所组成

。

就 现 有 资料来

看
。

由熔结火山碎屑岩组成的火山颈一般都

具有下列特征 ①熔结火山碎屑岩呈小规模

产出
,

厚度很大
。

②呈漏斗状
,

与围岩呈喷

发不整合的陡倾斜接触
。

③具有一定规律的

似流动构造
,

走向呈环状或弧状
,

与火山口

一火山颈的形态一致
。

④熔结程度一般由边

部向中心递增
,

边缘部分往往出现未熔结的

火山碎屑岩
。

⑤向中心可能变为凝灰熔岩
,

甚至转变为侵出相的熔岩
。

娘娘山古火山颈

即由熔结角砾岩一熔结凝灰岩一角砾岩及熔

岩组成 图
。

鉴别火山口一火山颈的标志

放射状或环状断裂是火山机构中的重要

构造现象
,

因此
,

借助这种断裂也可 以确定

火山 口 一火山颈
。

放射状
、

环状断裂书洲是现

为切割岩石的裂隙带
、

岩脉或矿
一

脉
。 ‘

已与区

域性断裂有一定的差别
,

两者对比如表
。

应用放射状
、

环状断裂确定火山口
、

火



山颈的方法与步骤
系统测定各种断裂

、

岩脉
、

矿脉的走向
、

倾向
、

倾角
,

并表示在地质图上
。

区分放射状
、

环状断裂和区域性断裂
,

尤

其是注意放射状断裂与区域性断裂的叠加
。

放射状断裂的交汇中心
,

环 状 断 裂 的内

侧
,

往往是火山口
、

火山颈所在的位置
。

斯

塔费耶夫提出用放射状断裂交汇点等密度图法来

确定火山中心
。

这种方法首先标 出放射状断裂的

交点
,

然后统计每个单位面积内的交 从数
,

再用

内插法圈出交点的等密度图
。

一般认为
,

最大的

交点密度等值线范围即为火山活动中心 —火山
口

、

火山颈
。

用放射状断裂来确定火山中 心 不 能 脱离
岩相

、

岩石及有关地质体的产状 等 因 素
,

偏面

地
、

单一地应用放射状断裂可能得不到满意的结

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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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推推推推

下下了
·

犷叮 ,以忆洛

表

放射状
、

环状断裂 区 域 性 断 裂

排列方式呈环状
、

扇状
、

放射状

弧状或【 排列方向受区域构造应力控

与区域构造应力不协调
、

不配套

断裂规棋小
,

延 伸不远

产状都是陡直的

制

与区域构造体系可配套
, 往

往为派生次级断裂

规模不等

不定

充填物往往是与火 山作用 往往为断层泥 断层角砾岩 。

有关的岩脉或矿脉 充填物不一定与火 山作用有关

,

益园裂涪铸惬

烹︸嵘纽创扛摺︸习卜扭
,

侧浑

铆岌俘冬﹁渔同口我牟乘侈华墨湘断援织汐妈抑咨俘欲因回

珑远铆逐、活成﹃恻幽
翔嗜暇曰只︸戎级

御枯
、

‘

每基徐基菠撕

一洲幽一囚囚一

确定火山口一火山颈的辅助性标志
澎歇甜渊如圳祷弼瞥

铆谈堪御邃摺拐若城赵伪钾泞一。一过、薪

因口田

近火山口
、

火山颈的岩 石
,

即 火 山管道

壁的岩石
,

往往出现与火山 口
、

火 山 颈形态相

一致的震碎角砾岩带或裂隙带 和 火 山 气热蚀变

带
。

在近火山口
、

火山颈地带
,

次火山岩休往

往增多 尤其在剥蚀较深的火山机构中次火山岩

脉 分布更为广泛
。

次火山岩呈弧状
、

放射状

分布时
,

也可作为确定火山活动中心的主要标志

之一
。

、

曰 口 目 口曰 ‘曰 口 口



对 我 国 西 北 干 旱 地 区 硫 化 物

矿 床 铜 矿 氧 化 带 的 初 步 认 识

,

卜

新疆 冶 金地质勘探公 司 七 五 队 杨炳滨

铜的地表氧化带是深部不同矿物成分
、

不同组构的铜矿经历不同时间
、

不同地质营

力作用在地表的直观反映
。

因此
,

利用对这

种氧化带规律的认识去进行找矿
,

是直观找

矿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

解放后
,

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大量的

地质工作
,

找到了不少铜矿床
,

积累了宝贵

的地质资料
,

总结出许多 有 益 的 经验和教

训
。

本文以上述资料为 也础
,

着重讨论硫化
物铜矿床 点 地表氧化带中常见的铁

、

铜

表生矿物对矿床深部评价的指示作用
。

一 西北千旱地区硫化物铜矿床 点

的主要金属矿物组合

钢矿床主要金属矿物组 合 表

表

矿 床 名 称 矿 床 类 型 主 要 原 生 金 属 矿 物 铁 铜 的 主 要 表 生 矿 物

白银厂铜矿 黄铁矿型 黄铜矿 黄铁矿
、

黄 铜矿
、

磁黄铁矿
、 一

几

铅矿
、

闪锌矿等

白山堂铜矿 次火 山热液矿床 黄铜矿
、

黄铁矿为 主
,

伴生 有磁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等

红 沟 铜 矿 黄铁矿型黄铜矿

铜 沟 钥 矿

黄铁矿
、

黄铜矿
、

磁铁矿等
, 另

含少量 毒砂
、

方铅矿
、

闪锌矿

黄铜矿
、

斑铜矿
、

黄铁矿
, 还 有

方铅矿
、

闪锌矿等

公 婆泉铜矿 斑岩型 钢矿 辉铜矿
、

斑铜矿
、

黄铜矿为 主 ,

含有少量 黄铁矿
、

方铅矿
、

闪锌矿
、

辉相矿 黄铁矿 很不发育

褐铁矿 针铁矿
、

赤铁矿
、

黄

钾铁矾
、

水氯矶
、

孔雀石
、
兰铜矿

、

氛铜矿
、

胆矾等

赤铁矿
、

褐铁矿
、

自然钢
、

兰炯

矿
、

孔雀石
、

胆矾 等

孔雀石
、

兰铜矿
、

揭铁矿
, 还含

少量铜兰
、

辉铜矿
、

自然俐等

硅孔雀石
、

孔雀石
、

兰拥矿
、

赤

铜矿
、

黑铜矿
、

褐 铁 矿
、

贫 钾 铁

矾
、

胆矶等

铜兰
、

孔 雀石 , 揭 铁 矿 很 不发

育
,

只在岩石裂除中才能见到

滴 水 铜 矿 砂页岩型 铜矿 以辉铜矿为 主
,

含 少 量黄铁矿 ,

但很不发育
,

含微量 黄铜矿

以孔雀石 、抓钢矿 、 兰钥矿
、

赤钢

矿为 主 ,

偶见微盆揭铁矿
、

赤铁矿

色 劝乏 动七产 勺 屯 刁公勺公产劝屯 勺 乞 刁‘匀 沙勺 公勺 乞门 公勺 乞
尹

勺 勺

在地形
、

地貌上
,

第四纪
、

第三纪的

火山机构一般均保留着较好的火山地形
,

中

生代火山在地形
、

地貌上有时也有一定的表

征
,

如环状
、

半环状
、

马鞍状地形及放射状

水系等
。

火山机构及其各个组成邵分往往受火

山基底 构造的控制
,

常出现于断裂构造的交

汇处
、

断裂构造的转折处或生于断裂与羽状

断裂的连接处
。

火山仁
、

火山颈有时也可借助物探异

常提供判断的线索
。

一般说来
,

丛 胜岩组成

的火山预为正磁异常
,

酸性岩组成的火山颈

为负磁异常
。

根据磁
、

重异常的分析 还可 以

推断火山颈深部的情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