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火山岩和火山作用的研究进展

—第二 届全国火山岩会议综述

干 国 梁

宜 昌地质矿 产研 完所

本文根据全国第二届火山岩会议情况
,

从火山地质和火山岩 岩 石

学
、

火山岩地区成矿作用以及学科前沿理论及新技术方法等方面 介 绍

了我国火山岩和火山作用的研究进展
,

最后提出了这一研究领域 今 后

的努力方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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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全国火山岩会议于 年 月 日至

日在天津召开
。

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 “ 火山岩
、

火山作用及其与资源
、

环境的关系 ” 。

会议交流的

内容相当广泛
,

涉及到我国各地区火山岩 包括我

国东部环太平洋中新生代陆相火山岩和西部古生代

造 山带和元古代活动带海相
、

海陆交互相火山岩

的火山地质学
、

区域岩石学
、

地球化学
,

以及火山

岩地区有关矿产资源及其形成条件和开发
,

还涉及

到火山岩和火山作用研究领域中某些学科前沿的理

论和新技术问题
。

这次会议展示了我国火山岩和火

山作用研究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和进展
,

也反映了

这一研究领域今后应当加强的研究方向
。

火山地质和火山岩岩石学研究进展

岩类学

火成岩岩类学研究是火成 岩 岩 石 学
、

岩石化

学
、

地球化学及成因研究的重要基础
。

这次会议上

不仅由王碧香介绍了国际火成岩分类命名的研究 现

状和动向以及超镁铁岩
、

煌斑岩
、

碳酸岩
、

金伯利

岩和霞石岩类分类学方面的成果
,

而且 也 有 人 提

出
、

报道了一些新的岩石类型
。

肖晋等在湘南地区

发现了大量的 “ 全硅质 ” 陆相火山岩和 次 火 山 岩

隐爆角砾岩
。

前者以 中心型火 山 机 构 形式产

出
,

岩石主要由微晶石英和隐晶硅质构成
,

具流动

构造和流动熔蚀状构造
。

后者具特征的爆碎结构
,

多形成椭圆状和等轴状角砾岩体
,

角砾岩体水平分

带性明显
,

角砾成分主要为不同深度围岩的爆碎产

物
,

胶结物主要为微晶石英和隐晶硅质物
。

在化学

成分上
,

极富 一般
, ‘

相对富
、 、 、 、 、 、 、 、 、

,

贫
,

不出现明显 负异常
,

而且石英中包裹体含盐度较低
, 。

在矿化特征上
,

普遍发育
、

及多金属 异 常 或

矿化
,

有些还产出有大型 含 金 的 矿 床 和

大 型
、 、 、 、

矿 床
。

肖 晋 等

指出
,

该类岩石可能由 “ 挥一硅岩浆体系 ” 所形成
,

其成岩成矿物质来源于地慢岩浆与地壳物质混熔的

产物
,

属混合源型
。

冯家麟
、

谢漫泽等报道了世界

上十分稀少的一类岩石 —球状岩
。

球状岩产于山

西同洞沟
,

岩石由两部分物质组成 一部分为早期

形成的呈紧密堆积的
、

大小相近的球体 , 另一部分

为球体之间的晚期形成的胶结物
。

球体多呈圆形
,

直径
,

具明显 同心圆环 带 构 造
,

自内

向外分别为角闪石集合体环
、

斜长石集合体环
、

角

闪石斜长石集合体环和斜长石集合体环
。

胶结物主

要为角闪石集合体 占 以上
,

少量为斜长石

等矿物
。

从球状岩整体成分来看
,

应属基性岩或偏

基性岩范畴
。

其成因有待进一步研究
。

曾广策 等。
】

在海南省北部蓬莱岭也发现 一 种 产 出 稀 少 的 熔

康先济
、

付建明对此也作过初步研究
,

定名基本

相同
。

但未在会议上报道
。



岩
·

—莫来铁尖晶岩
。

这种岩石以小透镜体形式产

于碱性橄榄玄武质凝灰岩中
,

隐晶结构
,

主要由铁

尖品石
、

莫来石
、

火山玻璃及少量铁板钦矿组成
,

其化 学 成 分 特 征 是 贫
、

异常富
。 、 、

、 。

他们认为这种岩石

是该区深部岩浆演化趋势 原始玄武岩浆 、橄榄玄

武岩一碱性橄榄玄武岩 , 碧玄岩一莫来铁尖晶岩
「

的最终产物
。

王建国提出
,

大兴安岭扁扁山岩钟的

转石类型属于一种特殊的次火山岩 —自岩浆角砾

岩 指 匀侵人作用所形成
,

具斑状结构
,

大部分斑

品均已破碎和分裂
,

基质则具有属于酸性成分熔岩

典型结构的一种岩石
。

其主要特征是 产于火山

机构中
,

产状为岩钟状次火山岩体 风化后具凝灰

岩外貌
,

原岩具典型岩浆岩特征
,

即既具有岩浆岩

结构
、

构造特征
,

又具有火山碎屑岩的结构
、

构造

特征 形成于不稳定的构造环境中 —构造断裂带

附近
。

火 山地质

孙善平简要介绍了我国火山地质学的研究历史

和现状
。

王玉生等讨论了火山活动系列中的旋回
、

相系
、

作用机制
、

环境
、

岩石组合类型及其与火山

构造的关系
,

指出一套发育完全的火山活动系列
,

从早到晚可划分出 个旋回 初火山
、

主火山和破

火山旋问 和 大相系 沉积 喷 发 相 系
、

喷发相

系
、

喷发沉积相系 浅成浸人相系
,

分别与 个旋

回相对应
。

减尧龄等讨论了中国东北中生代断陷

盆地中岩浆活动的多旋回性
、

火山岩系特征
、

喷溢

作用方式及多重岩浆在时空上的演化规律
。

谢家莹

等指出
,

中国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活动的基本特征

是 时间上具多旋回性 空间上具分区 性 和 迁 移

性 , 规模强度具双向演变趋势 成分上具共同性和

按化的差异性 , 火山喷发中心具迁移性和继承性
。

火 山 岩岩石 学

孙善平等初步提出了一个火山碎屑岩成因类型

划分方案
,

将其划分为 个类型 地下爆发火山碎

肩堆积型
、

陆上火山碎屑堆积型和水下火山碎屑堆

积型 和 个亚型
。

陈小明等研究了浙东南雁荡山

地区不同产状 喷出相和次火山岩相 的流纹质成

分熔结凝灰岩
。

前者一般分布于火山机 构 外 围 地

带
,

其熔结条带所显示的流面产状较平缓
,

在同一

冷却单元中显示 出完整的火山灰流冷却单元特征
,

即从下到 七岩石组合为未熔结 , 弱熔结 , 强熔结一

弱熔结一未熔结凝灰岩
。

后者一般分布于火山通道

及与火山作用有关的断裂构造 中
,

其熔结条带所显

示出的流面产状平行于与围岩的接触界面
,

与围岩

呈侵人接触关系
。

结合基质特征的扫描电镜研究以

及到玻屑
、

晶屑与基质关系的研究
,

他们认为这两

种凝灰岩具有不同的成岩物理化学条件 和 成 岩 方

式 喷出相熔结凝灰岩是塑性
、

半塑性及部分刚性

的不等粒碎屑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保持较高温度条件

下压结成岩 而对次火山岩相熔结凝灰岩来说
,

成

岩时基质表现出液态流体性质
,

整体上说
, ‘

臼是介

于灰流型熔结凝灰岩与熔岩之间更接近熔岩的一种

过渡岩石
。

黄克玲
、

周鸣镐对一直有争 议 的 相 山
“ 主体岩石 ” 进行了镜下显微结构分析

,

发现 ①岩

石中含有 、 或更多的塑性浆屑和塑性玻屑及

火山灰屑
,

这些塑性体具明显的熔结凝灰结构 ②

占岩石中 的所有 “ 斑晶 ” 矿物黑云母
、

石

英
、

钾长石
、

斜长石都或强或弱地表现出破碎
、

破

裂的形态特征
,

而且破碎的晶体之间存在着粒间显

微应力效应 ③岩石中含量约 的变 质 岩
、

砂岩等棱角状刚性岩屑几乎无热接触变质现象
,

不

具热烘烤变色边或热变质边
,

表明刚性岩屑为火山

爆发作用的产物
,

具有个体堆积的特征 , 岩石中的

基质
、

浆屑
、

晶屑及刚性岩屑普遍不同程度地遭受

重结晶或改造作用
,

反映火山碎屑物在堆积过程中

普遍道受强烈热流体的作用
。

由此他们认为这一巨

厚层状火山岩可能是由火山凝灰岩
、

熔结凝灰岩及

熔岩等多次重复叠加的互层岩石经热流体作用而成

的 “ 统一 ” 岩性
。

程万明
、

史宝玉研 究 了冀 北 丰

宁
、

围场等地火山岩区的玄武质
、

粗安质
、

流纹质

火山弹的基本特征
,

指出岩浆因 含量不同所造

成的粘度上的差异以及气体多少
,

不是形成火山弹

的关键
,

而火山爆发强度和岩浆在火山口 喷发之

前 的凝结程度才是形成火山弹的 关 键 条 件
。

此

外
,

黄光昭
、

尹家衡讨论了蒸气岩浆爆发岩的判别

及其研究意义
。

谢家莹等分析了碎斑熔岩和火山碎

屑流的相特征与相模式
。

火 山 岩的 构造环境

王碧香
、

李兆鼎分析了中国火山岩组合的时空

分布特点及其构造意义
,

指出了从元古代 , 早古生

代一晚古生代一 中生代‘ 新生代火山岩分布特点
、

岩石组合及构造环境的演变特点
,

并认为我国火山

岩的时空分布特点反映了我国上地馒组成的横向不

均一性
,

反映了大陆构造历史和不同发展阶段的基



本构造格局
,

反映了岩石圈演化趋势和动力机制
,

也反映了中国大陆岩石圈与美洲大陆 的明 显 差 异

性
。

徐公愉讨论了中国元古宙火山作用的地质构造

背景特点
,

认为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元古宙的地壳

演化和元古宙活动带的形成受控于板块构造机制和

裂谷作用
。

就中国东部地区来说
,

陶奎元论证了中国东南

大陆 沿海 火山带在环太平洋火山带中的独特地

位
。

谢芳贵
、

谢家莹基于地球化学研究
,

认为中国

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岩既不同于岛弧型火山岩
,

也

有别于安第斯山型活动大陆边缘火山岩
,

而是属于

大陆边缘靠板内环境下的产物
,

可称为 “ 陆边板内

型 ” 火山岩
。

冯宗帜通过对福建中生代火山岩的研

究
,

也得出与此相同的结论
。

而且
,

冯宗帜进一步

指 出
,

福建火山岩的火山活动环境演变为 自 一

, 一
,

由断陷扩张一挤压‘ 拉张
。

就西部地区来说
,

莫宣学等指 出了三江造山带

中弧火山岩的多样性
,

并认为岩浆混合作用和地壳

物质的混染作用是造成弧火山岩多 样性 的 重 要机

制
。

夏林忻等恢复了北祁连早古生代加里东旋回活

动大陆边缘沟一弧一盆体系的形成演化
,

并指出它

经历了一个由大陆裂开 大洋化 , 沟
、

弧
、

盆体系

形成和完善一洋盆收缩闭合 , 碰撞造山的全过程
, 夕

在其每一阶段均发育了具有相应岩石地球化学特征

的海相火山活动
。

此外
,

对于陕西
、

青海
、

新疆
、

云南以及北京等地

区各时代火山岩的构造环境
,

许多人也作了研究
。

火 山机构及其控矿

谢家莹总结了火山机构发展演化阶段及与成矿

作用的关系
,

以及火山构造中矿产赋存部位的规律

性
,

指出在发育初期坳 断 陷阶段可形成某些火

山沉积矿产
,

在主喷发作用阶段可形成酸性玻璃质

岩系列矿产 如沸石
、

膨润土
、

珍珠岩等
,

在破

火 口一侵人 出 作用阶段可形成各种金属
、

非金

属矿产
,

在火山活动后期地热体系热水循环阶段可

形成浅成
、

超浅成中低温
、 、 、

热液交

代一充填矿床
。

尹家衡等将火山构造分为 级
,

并

指出火山机构中矿产的主要赋存部位为 火山机构

与区域构造复合部位 , 火山机构内侵出
、

侵人岩的

内外接触带 , 火山机构周边环状 断 裂内 外 侧 环

状
、

放射状断裂
、

火山弯窿
、

火山通道中 , 火山机

构的层间滑动破碎带
、

挤压破碎带中
,

以及火山机

构内的地热活动区
。

冯祝平研究了山西灵丘县太白

维山银矿的火山构造特征
,

认为从找矿 的 角 度 来

说
,

破火山口 中的火山 口 构造
,

以及与断裂构造交

切处是找矿的重要构造标志
。

此外
,

韦德光
、

冯宗 织指出
,

福建戴云山巨型

环状火山构造是环太平洋中新生代火山带 中罕见的

一个规模巨大 长轴约
,

短轴约 之 、

结构构造复杂 其中包含数以近百的形态
、

大小不

一的次级环状构造 的环状火 山构 造
,

经 初 步 分

析
,

认为中心式火山活动
、

白噩纪继承性的火山喷

发作用及火山边缘的岩浆侵人
,

是造成该巨型环状

火山构造具有环中环
、

环套环结构构造特点的主要

原因
。

熔融 包裹体

王碧香
、

张元奇通过研究南极乔治王岛菲尔德

半岛第三纪火山岩中的熔融包裹体
,

发现透辉石
、

斜长石中熔融包裹体的气相成分以 为主
,

其次

为
、 、 ,

少量为
、 、 、 ,

反映出上地慢顶部熔浆在结晶早期主要由 和硅

酸盐熔体组成
,

极少
。

他们还发现从喷发早期

到晚期
,

透辉石的熔融包裹体中 含 量 逐 渐 增

高
, 、 ‘ 、

含量却不断降低
。

赵 太 平 等

研究了江苏傈水白奎纪橄榄安粗岩系列火山岩斜长

石斑晶中的熔融包裹体
,

发现其主 要 组 份为
、 、

,

反映 出岩浆结晶过程中与

结晶矿物平衡共存的残余岩浆成分富硅富钾
。

火山岩地区成矿作用研究进展

这次会议上交流论文所涉及的火山岩地区的矿

产以
、

贵金属矿床最多
,

其次为
、 、

多金属矿床和放射性 矿床
,

极少为非金属矿产
。

、

贵金属矿床

李兆鼎等根据成矿地质背景
,

将火 山 岩 地 区

矿分为 大类 ①产于超镁铁质
、

镁铁质火山岩

和与之伴生的火山一沉积岩中的 矿
、

一 矿

和 一 矿 ②产于安山质和安 山 英 安 质 火 山

岩
、

次火山岩和根部相侵人岩中的 矿
、

一

矿和 一 矿床 ③产于流纹质或流纹英安质火

山岩
、

次火山岩和火山根部侵人岩中的 矿
、

一
矿 和 含 的 一 一 矿梦④产于火山一沉

积岩
、

浊流岩和碳酸盐岩中的 矿
、

一 矿和

含 的 一 一 矿
。

任富根认为 岩浆 侵 人一

火山喷发活动能为 的成矿提供各种必 要 条 件
,



它不仅能提供深部的矿质
,

而且在其活动过程中可

以使 活化转移
,

并产生搬运矿质的流 体 介 质
。

此外
,

它所必须具有的断层构造还可以提供矿质迁

移通道和赋矿空间
。

华锡棠 总 结 了 陆 相 火 山 岩

一 矿的成矿规律及控矿构造枝式
,

认为 该 类

矿床的成矿背景决定了它以 为 主的特色
,

其成

矿特征为成矿时间上具滞后性
、

成矿作用具长期性

和聚集性
、

矿化分带具间距性
、

成矿元素和围岩蚀

变具分带性
,

七矿田 床 构造模式有 深大断裂

上盘次级羽状断裂构造
、

交叉构造
、

复杂化的火山

洼地构造
、

基底断裂与串珠状环形火山机构叠加构

造和先后形成的破火山口 叠加组合构造
。

就其他因素来说
,

刘家远指出花岗质潜火山杂

岩与
、

贵金属成矿有极密切的成因联系
,

可

形成各种类型
、

矿床
。

傅祥林等认为河南瑶

沟金矿成矿主岩 熊耳群中
、

中酸性火山熔岩和火

山角砾熔岩及有关的次火山岩 中的金矿化与钾化

有密切关系
,

并指出金矿体均位于钾化 最 发 育 之

处
。

放射性 矿 床

方锡晰总结了我国火山岩型 矿的基本地质特

征及成矿规律 ①集中分布于中国东南部
,

绝大多

数均产于中生界火山岩系中 ②矿床产于活动大陆

边缘的陆相火山岩系中
,

火山岩以酸性岩为主
,

夹

少从 偏碱性 中性岩 ③矿带受火山 岩 喷发

岩带并制
,

矿 川主要受火山盆地控制
,

而且
,

从盆

地盖层与从底岩系的关系
、

火山旋回和盆地形成方

式等方面来说
,

上迭式盆地
、

双旋回盆地
、

塌陷式

盆地较为有利 , ④矿床
、

矿体受火山盆地内的火山

构造和区域断裂的复合部位控制
,

矿化常具多部位

性和多层位性
,

还具有双侧伏规律
。

含矿主岩以次

火山岩
、

熔岩和熔结凝灰岩为主 ⑤矿化年龄明显

晚于含矿主岩 火山岩
,

一般差 ⑥伴

生的成矿元素以 。 为主
, 、 、 、

等 次

之 , ⑦矿化贫富
、

垂幅与围岩蚀变的关系 矿石品

位为迪开石型 钠长石型和水云母型
,

矿化垂幅为

水云母型 迪开石型和钠长石型
。

段清春初步分析

了陆相火山岩热液型富 矿床的形成地质条件
,

认

为宫 的基底
、

优越的盖层
、

良好的结构
、

有利的

构造
、

强烈的蚀变
、

多期次叠加等地质条件的联合

作用
,

才能形成富 矿床
。

王玉生等提出
,

破火山

旋 闰活动带对于火山岩型 矿有重要的找矿意义
。

他们指 出 火山岩型 矿主要形成于破火山旋回
、

定位于破火山旋回活动带内 , 由破火山作用形成的

断裂系统
、

隐爆构造
、

破火山塌陷
、

次火山侵人及

界面滑脱等部位
,

常控制着 矿的空间分布
。

、 、 、 、

多金属矿 床

这次会议交流论文所涉及的
、 、 、 、

多金属矿床基本上集中于我国西北地区与 海 底

火山作用有关的海底火山喷发沉积 变质改造 矿

床
。

任秉深总结了这类矿床的地质 环 境 和 矿床类

型
,

指出矿床大都位于活动大陆边缘构造一岩浆带

中或板内裂谷一构造岩浆带中
,

其成矿时代为隐生

宙和显生宙
,

从矿化类型来看
,

隐生宙矿床的特点

是 与 共生
,

显生宙矿床的特点是以
、 、

矿化为主
。

黄世坤认为与大洋中脊
、

岛弧
、

沟系统有关的

海底火山一喷溢热水除可以形成多金属硫化物沉积

外
,

还可形成 矿
。

他还列出了一系列 证 据
,

以

论证我国一些大型 矿 如广西下雷
、

木圭
、

云

南斗南
、

鹤庆
、

贵州遵义
、

松桃
、

湖南民乐
、

辽宁

瓦房子等 均系古海底火山咳溢热水沉积矿床
。

非金属矿 产

苏良赫
、

孙善平总结了我国东 部 地 区 分布广

泛
、

储量丰富的沸石岩和膨润土的地质产状和矿物

学特征
,

指出它们主要产于中生代中酸性火山岩系

中
,

更集中于晚侏罗世和早白奎世陆相地层中
,

与

中酸性
、

酸性凝灰岩密切共生
,

两者常共生于一起

构成大型沸石岩和膨润土矿床
。

沸石岩的主要矿物

成分为斜发沸石和丝光沸石
,

两者常共生于一起
。

膨润土的主要矿物成分为蒙脱石
,

靠近地表主要由

钙蒙脱石组成钙基膨润土
。

深部主要由钠蒙脱石组

成钠基膨润土
。

徐海江认为在 闽
、

浙
、

赣
、

粤
、

内蒙等地均有产出的火山碎斑熔岩为一成因特殊的

火山岩石材
,

它质地均一
,

整体性好
,

有 可 利 用

性
。

钱祖廉以河北张家 口 地区玄武岩为例
,

阐明了

玄武岩广阔的开发前景
,

指出它不仅是普通建筑石

料
,

而且是有特殊用途的优质板材和筑路石料及保

温原材料和蓝
、

绿等宝石之源
。

此外
,

在其喷发间

隙面上还可能产出硅藻土矿床
。

通过初步研究
,

李

民兴认为产于冀北二叠系中一中酸性火山岩中的朝

阳湾叶蜡石矿床为火山期后热液蚀变成矿的典型实

例
。

学科前沿理论及新技术方法

元素分 配 系数研究

为改变目前国内外元素分配系数资料分散
、

不

二口



系统
、

难以参照使用的状况
,

笔者经大量 资料

万多个数据 的收集和整理
,

提供了一套较完整
、

实用的矿物 熔体间元素分配系数资料
,

它涉及到

大类主岩 钙碱性
、

碱性基性岩
、

钙碱性
、

碱性中

性岩
、

钙碱性
、

碱性
、

过铝酸性岩和超酸性岩
、

个

矿物 橄榄石
、

单斜辉石
、

斜方辉石
、

角闪石
、

黑

云母
、

金云母
、

斜长石
、

钾长石
、

石英
、

磁铁矿
、

钦铁矿
、

石榴石
、

错石
、

檐石
、

磷灰石
、

褐帘石
、

黄玉
、

茧青石
、

蓝方石
、

白 榴 石
、

霞石
、

白 磷 钙

矿
、

镁铁铁矿
、

板钦矿
、

黄 长 石
、

钙 钦 矿
、

尖晶

石
、

金红石
、

个元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在此基础上
,

笔者不仅以更充分
、

全面的资料阐述了前人初步提出的矿物成分和熔体

酸度
、

碱度对分配系数的影响
,

而且还阐述了前人

未注意到的矿物结构 架状
、

层状
、

链状
、

岛状

和熔体铝过饱和度对分配系数的重要影响
,

并指出

这些变化规律可作为预侧米知元素分配系数的基本

准则
。

新技术方 法

喻乐华根据 以及 和

的研究资料
,

建立了玄武 岩 浆 中

含量与
。 、

含量的线性回 归 方程
,

以

此作为一种估算玄武岩浆中 含 量 的 方 法
。

张

招崇介绍了由火山作用形成的 自组织矿物结构的例

子 如斜长石的振荡环带
、

科马提岩 电的橄榄石枝

状晶体
、

球状枕状玄武岩中的放射状
、

树枝状斜长

石晶体以及流纹岩中的球粒
,

并指出当岩浆晶中

休在远离平衡的条件下形成时
,

利用耗散结构理论

以及分形理论来描述并阐明火成岩中的 自组织矿物

结构显然要比传统方法要合理得多
。

岩浆物 理性质研 究

岩浆物理性质研究近几年在我国开 始 受 到 重

视
。

会上莫宣学介绍了国外岩浆熔体结构的研究现

状
。

笔者发现岩浆成分对分配系数的影响可用熔体

结构理论 如聚合作用模式 得以解释
。

冯家麟等

对汉诺坝玄武岩的研究表明
,

玄武岩的结构特点以

及岩石是否携带深源包体与玄武岩熔体结构和过冷

却度有密切关系
。

火 山 岩数据序的建立

尚如相等建立了一个火山岩数据库管理及应用

系统
,

它将数据库和方法库有机地结合 成 一 个 整

体
,

将数据库分为岩石学
、

主 要 氧 化 物
、

稀土元

素
、

微量元素
、

同位素
、

单矿物及资料来源文献等

个子数据库
。

该系统具有数 据 库 管 理
、

数据处

理
、

图型功能和火山岩分类命名等主要功能
,

可促

进火山岩研究工作的现代化
。

今后的努力方向

李兆菇在大会总结上指 出
,

我国火山岩和火山

作用研究今后的努力方向是
,

应当在普遍提高火山

岩地区基础地质调查程度的基础上
,

一方面要积极

发展火山岩和岩浆作用学科领域 包括 火 山 地 质

学
、

火山岩岩类学
、

区域岩石学
、

区域地球化学
、

岩浆物理学
、

成因地球化学
、

实验岩石学及统计分

析和数值模拟等 的理论和方法
,

跟踪国际学科发

展前沿和有关高新技术
,

另一方面要扩大服务面
,

以学科理论
、

方法为手段
,

为解决某些综合性
、

高

层次的重大地质问题以及资源环境问题 如岩石圈

演化的动力学机制
、

某些重要矿产资源短缺问题和

环境地质问题
、 “ 全球变化 ” 问题 服务

。

—
·

助
,

七
, ,

,

, 一 ,

刀。

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