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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及火山口类型

“火山 ” 一词来源于罗马神话中火神所

在的里帕里岛上 “伏尔加诺 ” 。

火山口 的名称
。

火山口 即火山通道上部的凹陷
。

按毕令

斯的意见
,

火山口是指火山锥顶 部的正常回

陷 ,

其位置处于火山通道的顶部
。

一般将火

山分为三类

盾火山 高流动性的熔岩多次从火山口

溢出
,

沿火山斜坡溢流而成宽阔弯状缓坡锥
。

层火山 由火山碎屑物与舌状岩流所构

成的火山锥
。

例如
, 日本富士山 。英

尺
、

华盛顿州的来尼尔峰
、

厄瓜多尔的特多

佰西峰 英尺 都属于大型的层火山
。

火山渣锥 由强烈爆发的火山碎屑堆积

成环形或椭回形的渣锥
。

火山渣锥的边坡角
。 ,

较细的火山碎屑物离火山 较远
,

形成
。

左右的缓坡
。

所谓坑扫次 口 是 一种

围墙陡峻的圆形凹陷 , 被熔岩所占据的坑状

火山口 又称熔岩坑
。

所谓马尔火山 又译为 雏形火

山
、

爆炸坑
。

它是平底的爆发火山口 ,

由火

山碎屑与围岩岩屑组成低而平的环边 , 没有

或很少火山锥
。

破火 口 此 术 语 为
一

提出
,

其涵义是指形态
近似圆形的大型火山凹陷

。

伏 罗 达维

茨 的意见
,

是指由于火山顶部崩塌
或沉陷而形成的四壁陡峻而底部平缓的圆形

或椭圆形的洼地
。

火山沉陷 泛指火山沉陷

一 般 中 心 式 火 山 分 类 表

一今多
喷发类型

一发一喷一一式一及一一一堆一一夷一渣一一一熔流一山一戚一生岩一一一寄烙一一复一具侧一火一⋯
一

·

一一式一一盾一一一一岛一势山一一冰一立一一一优
极稀

、

很热
、

基性 单独的岩流

烙岩摘丘
平地上的滋出

粘度增大

具熔岩流的熔渣锥

具厚熔岩流的松
散火 山碎屑堆 松 散碎 屑物 占优 势

砚 合
上丫

挤出岩宵
, 具火

山碎周国幼
, 压

出岩今 —
卜 姗流

压‘

粼
‘

⋯粼癸 孵继丝

气体和硅酸含

⋯
甲

其火 山碎展 益
物的破火山口 发

围的月物碎盖山扭口火和火具堵喷
粘祠

、

较冷
、

胶性
具薄火山碎屑夜
盖的马尔火山

其火山碎周围
场的马尔火山

极枯
、

含
品

有大
体

气成火山湖 姆发火山口 爆发佳地 火山构造饥偏 爆发仅有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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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火山口是古火山构造中常见的类型
,

鉴别古破火山口 ,

要从火山喷发类型
、

火山

构造
、

火山活动产物等多方面的构造一岩相

分析人手
。

破火山口 主要鉴别标志归纳如下

破火山日 发育于地槽区的造山带
、

地

台区的构造活化带或火山断陷盆地
。

长期活
动的深断裂所控制的火山喷发带或两组深断

裂的交汇处及其旁侧往往是破火山口 的位置

所在
。

破火山口 发生的时间
,

常在区域火山
活动旋回的末期

。

某些中心式火山演化到晚

期
,

由于崩塌等原因可发展成破火山口
。

破火山 口 形态多数为圆形或椭圆形 ,

剖面上呈开阔的盆形或筒柱状 , 规模不等 ,

从 平方公里到几百平方公里
。

一般说

来
,

崩塌或复合成因破火山口 规模大
,

单一

爆发成因的破火山口 规模较小
。

破火山 口 的边界往往为环状
、

半环状

陡倾斜断裂
、

次火山岩脉及断续分布的次石

英岩所环绕
,

有时其周围还可能有残余的火
山锥

。

破火山口 内部岩层的产状往往近于水
平而略向中心倾斜

,

及至边部则转为陡倾斜
产出

。

边界断裂内外的岩层在产状
、

岩石组

合以及时代上均有明显差别
。

破火山口 往往由多相的火山深成杂岩

组成
,

包括一次或多次形成的火山颈
、

侵出

弯丘
、

环状次火山岩体以及近火山口 的筑积

物
。

当剥蚀较深时
,

可能有中心式环状火山

侵入杂岩体出露
。

总之
,

岩相比较复杂 , 但

其同源性质显著
。

大片出露的熔结凝灰岩
,

并夹有粗粒

级的火山碎屑岩是破火山口 内典型的火山活

动产物
。

如有周期性喷发
,

熔结凝灰岩一般

在旋回的中部
,

其下段为凝灰岩
、

熔岩
,

而

上段则为夹有崩塌岩块的火山碎屑沉积岩
。

破火山口 不同部位的物质成分不尽相同
,

这

是与喷发中心的迁移和多次喷发产物的转变

有关
。 ’

破火山口 的发展过程
,

一般要经历破
火山口前的原始阶段

、

破火山口 阶段
、

破火

山口 后的再生火山活动阶段以及长期的侵蚀

阶段
。

在破火山口 崩塌下陷之后又再次发生

复活
,

而在内部形成火山弯隆构造
。

这些复

活的破火山口 火山沉陷 的发展历史比较

复杂
,

史密斯等研 究 提 出 有七个阶

段 区域性膨胀与环状断裂的发生 指
比破火山口 范围更大一级的火山弯隆构造 ,

破火山口 喷发 沿环状断裂喷发火山灰

流 , 破火山口 沿环状断裂陷落 ,

复活前的火山活动与沉积作用 , 复活弯
隆的发生 , 主要环状火山活动 , 温

泉及喷硫
。

。

爆发成因破火山 口的主要标志是 火

山活动产物的爆发指数大
,

发育有火山爆发

成因的火山碎屑岩
,

特别是存在大量的熔结

火山碎屑岩
。

崩塌成因破火山 口 的主要标志是 出

现巨大的崩塌岩块
、

岩层内倾与重复
,

并常

见火山爆发不整合及断陷式接触
。

火山弯隆类型及其鉴别标志

火山弯隆是岩浆向上运移时所形成的拱

形弯隆构造
,

它与破火山口是属于同一级别

的一个火山机构
。

一般分为二类 一类是在

火山喷发之前
,

岩浆物质上涌顶起了上覆的

岩层而构成弯状隆起 , 另一类是岩浆喷发
、

喷溢的堆积物形成大型的弯状地形
。

如近代

的火山锥
、

层火山等弯状火 山 即 属 这一类

型
。

在古火山地区由于剥蚀和后期构造破坏

使火山弯隆较难辨认而易被忽略
。

识别古火

山弯隆的主要标志

在地质位置上
,

火山弯隆往在处于区

域构造隆起的核部
,

深断裂的交汇处
。

它常
与破火山口 相毗邻

,

为正向构造
。

在火山岩

区一些原定 “短轴背斜 ” 、 “火 山地 垒 构
造 ” 往往就是大型的火山弯隆

。

一些小型火

山弯隆可出现于破火山口 内部
,

即所谓再生

火山弯隆
。

火山弯隆在平面上呈椭圆形
、

圆形
,

剖面上的主要岩层呈弯状
,

其顶部岩层几乎

水平 , 向外趋于外倾
。

它不同于破火山口 内

岩层内倾的产状
,

而呈围斜产出
。

火山弯隆
的规模不一

,

从几到几十公里
。

火山弯隆亦可由多种火山岩相组成
,

其核部出现次火山岩相
、

火山侵入相
,

在顶

部还可能有火山口
、

火山颈
,

其翼部为喷溢



相
、

爆发相
,

厚度由内向外减少
,

最外部为

火山沉积岩
。

剥蚀深户 丈山弯隆
,

在其核部

直接出露侵入体
。

火山作用形成的放射状断裂
,

水系常

出现于火山弯隆的核部
。

火山弯隆易与区域性背斜 构造相混
,

其不同点在于 火山弯隆与 邻 区 构 造不协

调
,

没有同一级别的褶皱
,

轴向与区域构造

线斜交
。

。

航磁异常呈等轴状或环状
。

上述特征表明
,

火山弯隆与破火山 口是

两种不同类型的火山机构
,

它们在产状上有

明显差别
。

例如福建风迹火山机构
,

地貌上

为近似椭圆形的环形山
,

四周的火山岩层呈

环状分布 ,

并呈围斜外倾
,

核部出露有侵出

弯丘
,

顶端有一小型火山颈
。

这一火山机构

应是在岩浆向上运移侵出过程中顶起周围的

火山岩层
,

而形成的一个火山窍隆
。

侵出育丘

类型及鉴别标志

如果岩浆的粘度较大
,

但气体过饱和程

度差
,

这时火山喷 出既不是平静的溢流
,

也

不是猛烈的爆发
,

而是一些近似固态的粘性

熔岩受到内力的挤压
,

从相对狭小的管道或

裂隙中挤出而成丘状
、

锥状
、

钟状等较规则

的侵出体
,

即称为侵出弯丘
。

这种侵出仃丘
, 分为七类 图

。

锡血公

一 火山碑
一 石介块育

曰曰

份侧
、

言斤

喷发有丘 炎伙曦、据 从
、

则 娜

。

侵出弯丘的形态一般为等轴的丘状
、

钟状
、

碑状
、

柱状等
,

其底径与高度之比约

为
。

如果岩浆内压很大
,

一些极粘的

岩浆受到挤压
,

则形成火山碑
、

火山柱等高

一 一



耸而陡直的形态
。

弯丘的两坡可呈对称 , 也

可因下伏地形倾斜而呈不对称状态
,
其顶部

有时出现不同程度的下凹 , 这是由于岩浆停
止上升后又下沉

,

缩回火山管道 , 或因熔岩

由侧裂隙流出
,

引起顶部下陷 , 也可能是顶

部存在小型爆发火口 。

。

侵出育丘的内部构造 除 块 状 构造之

外
,

常存在放射状
、

同心状
、

扇状或不规则

状裂隙
,

而使其结构复杂化
。

侵出弯丘的顶部或四周常出现 “钟状

角砾岩 ” 。

这种角砾岩是高粘度岩浆在挤出

过程中自碎
、

破裂而成的
。

角砾常出现扭形

纹
,

角砾大小不一
,

成分与胶结物一致
。

某

些分布于火山斜坡或山麓的侵出弯丘
,

往往

含有火山基底岩石碎块
,

所捕获的这种岩块
,

多者可达 。 。

组成侵出弯丘相的岩 石一般 为 流 纹

岩
、

粗面岩或安山岩
。

岩石结 构 与 熔 岩相

近
, 但常见聚斑

、

巨斑结构
。

侵出休内结构

略变化
,

边部为玻璃质结构
,

内部基质为微

晶结构
。

侵出弯丘既可出现在火山管道内 , 也

可出现于次级的
、

寄生的火山管道或旁侧裂

隙内
,

甚至还可出现于一些区域性裂隙中
。

同一火山机构内的侵出弯丘在地表各具独立

的位置
,

但在下部可能相连
。

侵出弯丘常发生在火山机构形成的末

期
,

当岩浆中气体大量排出
、

粘度增大而失

去爆发能力
,

岩浆就易于在管道中挤出形成

育丘
。

同一火山机构内的侵出弯丘既可以一

次形成
, 也可是多阶段形成的复式弯丘

。

玲该
侵出弯丘往往伴随有火山气热交代作

用
,

出现硫酸盐
、

卤化物系列的蚀变和明矾
石

、

高岭石
、·

硫化物等矿床
。

盛
制面图 制面图

下、 ,

臀
、

气产
平面脚 ,

一
‘

卿
、

制面图 剖面图

价每
,

俞

匡习戳岩 更习熔岩角姗
压习尉 区国姗和麟角砾岩

匣困秘角砾岩‘环锄 团
断裂

匹习咖岩

囚 咄 岩体或瞅山岩体

图 没有陷落破火山口的火山管道 人
、 、 、

具有陷落破火山口的火山管道
、

火山管道的形态构造类型

关于火山管道充填物
、

火山颈已在前面

二讲中述及
,

这里仅补充关于火山管道的类

型问题
。

火山管道的形态与构造主要受控制

火山机构的基底断裂所决定
,

其次充填火山

管道的岩石成分和性质也有一定 的 影 响
。

八 穷 二 将火山管道作下列的分类

没有陷落破火 山 口 的火山 管道 图

管状火山管道 多数为凝灰岩充填
,

少

数为熔岩或熔岩角砾岩充填 ,

锥状火山管道 多数为熔岩充填
,

较少

为熔岩及火山碎屑岩所充填 ,

线状火山管道 与线性断裂有关
,

常为

熔岩
、

角砾岩或凝灰岩充填 ,

阶梯形的管状火山管道 边界受多组断

裂所控制
,
主要为熔岩或熔岩角砾岩所充填 ,

复合型火山管道 充填物为混合型
。

有陷落破 火山 口 的火山 管道

不具放射状
、

环状断裂的管状火山管道

具有放射状
、

环状断裂的管状火山管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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