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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山喷爆与太湖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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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以详尽野外地质成果与实物证据首次发现湖内最新的地质事件!!!火山喷爆活动"并
划定该事件的时代#地点"重新认识太湖地区#特别是自中生代以来的地质演变史#演变方式"
勾划出太湖湖盆形成的前提条件#内在因果原因’其后采用了本地区第四系变化#考古成果#
古脊椎动物化石记录与古籍记载等丰富资料证明该区实际存在的沉降现象’沉降速率#成湖

过程与成湖时代’最后以详实资料阐述了太湖及其周边未来演变规律以供地方规划与发展经

济所利用’
关键词!太湖成因$火山喷爆$岩浆房$遥感’
中图分类号!BA"!!!!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
作者简介!沈自励%@D*"?&"高级工程师"@DE!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矿产勘探系金属与非

金属地质专业"主要从事地震地质工作与科研’,FG-3&’<045H&!2035-’2%G’

!!自(泻湖说)的太湖成因以来*@+"对太湖成因的

探讨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有的学者提出了太湖陨击

成因*!+"然而解释微裂隙与变形纹并非唯陨击独解"
它也可解释为火山喷爆所致"如若为陨击则关键是

找到陨击残留物"很遗憾至今未见可以信赖的实物

证据支持这种说法"笔者通过对太湖三山岛数年采

样鉴定#野外地质调查工作"发现并确证火山口的存

在’在三山岛存在喷爆角砾岩#原生二次喷发的凝灰

角砾岩与弱熔结玻屑凝灰岩等"这些工作得到长期

从事火山地质学研究的中国地质科学院火山地质与

矿产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陶奎元教授**+的指导"并
亲临太湖三山岛实地认证与薄片鉴定定名"其后开

展综合研究#得以展布本成果’在此对陶奎元教授*#+

致以深切谢意’

@!三山岛及其附近湖区存在火山喷爆

口证据综述

%@&石英晶粒中广泛发育的微裂隙与变形纹%图
@&’在所采样品的石英晶粒中广泛发育"他人也曾有

类似报道*A+’石英晶粒的变形纹清晰而明显"纹理间

间距很小且平直而紧密"时而还发育!"*组变形

纹"况且从变形纹夹角频度优势看"并非一致"这种

非一致性也反证了微裂隙和变形纹产生并非是某单

个宇宙力作用"更非所谓陨击或慧核爆炸而成"恰恰

说明不同采样点由于与火山爆破口相对位置差异"

图@!石英变形纹极点与光轴夹角分布频度

I3J’@ K3</.3L7/3%58.4M7452=03</%J.-G%8-5J&4<L4/N445
O%&4</%P48%.G-/3%5&-G4&&-4-5P!F-Q4<%8M7-./H

-’太湖地区*@!组石英变形纹$L’五通石英岩中石英颗粒中变形纹

测定$横座标为平面状构造极点与光轴夹角"纵座标为出现频度值

得出不同数值而造成不一致性’%!&发现诸多喷爆凝

灰岩和凝灰角砾岩’#凝灰岩野外产状’位于东泊小

山青峰洞边"切割船山灰岩9*!"半成岩状态"当地

地质队在地质填图时错定成堰桥组%B@"&泥岩$岩

性’浅褐色#铁染#疏松#放大镜下具微孔$镜下鉴定

为(弱熔结玻屑凝灰岩)"明显的弱熔结凝灰构造"具
数量不多的岩屑"有一定塑性状态之褐色玻屑%浆

屑&长条带透镜状"具清晰的脊状脱玻结构"有的内

显流纹构造"见有具支叉撕裂状特征的浆屑"塑性玻

屑均以一个方向大致定向排列%图!&’可以肯定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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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山岛东泊地质剖面

I3J’! >4%&%J32-&<42/3%5%8K%5JO%"1-5<0-5P-%
@’喷爆角砾岩#地面滚石层$%!’船山灰岩%*’凝灰岩%#’凝灰质

粉砂岩%A’凝灰角砾岩%E’熔结凝灰岩

图*!火山喷爆口位置

I3J’* R%2-/3%5%8;%&2-5324QO&%<3%5F4887<3%5

岩浆在上穿船山灰岩喷出稍具一定流动后沉积于基

面"它所在位置指示了火山喷爆管道的存在"在以往

地质调查时错认为B@"整合沉积于9*!上"这一错

误认识"致使疏漏了一个重大的地质事件’$凝灰质

粉砂岩’野外观察具流纹构造"粉砂状碎屑结构%镜
下&矿物成份为鳞片状白云母’粉砂级石英及更细碎

屑物"玻屑为棱角状!凹面角状"内部呈隐晶!霏细

状"有星点状五彩缤纷的干涉色#小的绢云母所致$"
与凝灰岩为渐变过渡关系#图!$"镜下的结构反映

了成生时岩浆爆炸过程’%凝灰角砾岩#图!$’与二

边岩石界线骤变"从其角砾与胶结物均已高岭土化’
绢云母化与泥化来看"反映了强烈的水热蚀变作用"
取其角砾作镜下鉴定定名也为蚀变凝灰岩"岩石已

泥化’绢云母化"显示变余凝灰结构"碎屑组份呈明

显的棱角状"岩屑具流动构造"玻屑呈凹面棱角状或

拉长塑状及塑状碎屑物’其结构与碎屑物状态都说

明了第一次成凝灰岩后岩浆经过了又一次火山爆发

炸裂的过程’根据其蚀变状态判断该岩为二次蒸气

爆炸而成’该岩与下述岩体野外成穿插接触’&熔结

凝灰岩’在剖面中它应属于区域主火山期6*!S@#
的早期熔结凝灰岩#图!$’#*$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岛内广泛分布了火山喷发的岩屑’角砾’集块’浮岩

及各种形态的火山弹"它的分布几乎遍及全岛"在相

邻的泽山’蕨山二岛也可见"喷发物抛洒的范围相当

大"可见该次喷爆威力非同一般’这些物体分布范围

下至湖滨"上至大山山顶"颗粒大小形态各异"小至

数毫米"大至小山体"可称为堆积如山"对其表面观

察可知角砾成分较复杂但都已基本被硅化"主要角

砾原状成分应为灰岩’硅质岩’砂岩及凝灰岩"胶结

物为凝灰质熔岩"角砾边缘明显有熔蚀现象"角砾形

态具浑圆状!棱角状不等’在有些块体中还略具似

层理现象"经镜下鉴定&角砾成分少量的明显是流纹

岩但大多已硅化"成硅化岩"其中一部分碎屑石英由

中心向四周成放射状的球粒或脱玻化的玻屑"气孔

状矽质岩镜下定名为硅化凝灰岩"呈蜂窝状"纤维状

气孔"浮岩为密集圆形气孔"状如炉渣"镜下可见到

残留的塑状玻屑’在该类角砾岩中有相当部分为混

圆角砾"观其特征显示为白垩系上统浦口组砾岩的

特征"在太湖底的基岩中于更新世硬质粘土层下’基
岩B!!!T之上广泛分布了一层厚度为#’A"@E)G
的S!$浦口层砾岩"当火山喷爆时"通过岩浆火山

作用抛落于地面"致使原沉积砾岩含有浑圆状角砾

与似层状特征’
整个西太湖岩盆均为火山岩"其时代原定为

6*"据当地地质队反映"在太湖西岸宜兴屺亭南阳山

有此类似现象"但位于太湖中心的大’小雷山岛是确

凿的火山喷发岛屿’如果确凿"火山喷爆分布范围大

致与湖区相当’

!!火山岩喷爆的时代与地点

!’"!喷爆时代

#@$凝灰岩尚处于半成岩状态%#!$该次喷爆的

火山岩切割了6*!S@#火山凝灰岩#图!$%#*$喷出物

中包裹有浦口层砾岩#S!$$特别具有标志的层位特

征’由此可见"该次喷发时代的下限应定在白垩纪末’
!’!!火山口位置

#@$图!剖面显示了火山管道位置%#!$各类喷

出物抛洒的范围及地点%#*$三山岛内各山和相邻泽

山’蕨山两岛之间可能存在的放射状构造#图*$以

及三山岛内岩墙岩脉展布的交汇点%##$据当地地质

队技术负责人反映"在东山半岛施工钻孔时"深部曾

见有隐爆角砾岩"其特征类似三山岛广泛分布抛出

物的岩石#东山半岛在三山岛东侧$’据此#点推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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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爆口应在图*所标的位置’

*!存在喷爆的地质前提条件

笔者在对美国陆地卫星U11和TU卫片数据

处理过程中"卫片上清晰显示出本区存在#环形构

造$%E&"解释#环形构造$可以在VW?@*剖面上得

到答案’
VW?@*线是一条地学断面"始于马鞍山’安

徽(至奉贤"北西?南东向"为全球@+)条断面之一"
而正当剖面切入环形构造的区段内"深部岩石圈与

软流圈之间的过渡带)相当D))"@)))X 的温度线

上抬A)YG%+&"在?@A)YG深部的这一异常范围与

#环形$图像跨越的起始点基本一致"这种一致性足

可解释卫片上的#环形构造$是深部地质结构变异的

反映’如若以#陨击$说"则是无法解释的’VW?@*
剖面还揭示在该变异区段中有一透镜状块体’高

!AYG"宽!A"#AYG("层速度小于A’+YG*<"层密

度仅!’+J*2G*"具半熔融状态"应该解释为一地幔

柱’地幔垫)岩浆房(%"&’另据华东石油地质局地质研

究所总工张永鸿同志主持的+岩石圈结构构造及油

气资源评价,项目报告"太湖及其附近大地热流分布

数值为E!GZ*G!"结论同样认为是近期地幔上隆

区"与花岗岩带分布一致’
上述结论的一致性"足以解释卫片上环形构造

的成因"揭示了研究区自燕山期以来的上隆与新生

代的火山活动成生的因果关系’说明上述火山活动

是其深部岩浆活动的结果’

#!太湖及其周边大小诸湖应为同源同

因的火山喷爆而成的地面沉降湖

上述中生代末’或许是新生代初(的岩浆火山活

动一定会降低太湖及其周边的地下热压与容重"产
生负压"其结果带来该地区新生代缓慢的沉降"这是

顺理 成 章 的 事’太 湖 湖 底 广 泛 分 布 的 下 蜀 土 层

W*!?*’距今@’@万-左右(与陆地下蜀土层产生明显

落差即可证明湖区实际存在的沉降"太湖湖径为

E"’AYG[*#YG"其大小与上述深部半熔融状透镜体

相当"应该认为有因果关系’从太湖周边湖下至今尚

存完好的古文物以及湖底下蜀土层完整而未有扰动"
足以说明湖盆的形成是渐变的"并非某些学者所云为

陨击或慧核爆炸瞬时作用的突然灾变’
#’"!从湖底的沉积层推测成湖时代

整个苏南地区浅表第四系存在一层灰绿色条带

含铁锰硬质粘土层"作为划定时代的标志层"即称下

蜀土"从施工湖内西山大桥TJA个占孔资料中"目

前该层的埋深与周围陆地相差较大"已降落至吴松

标高?E’ADG深处"这只能说明湖盆的沉降于全新

世距今@!)))-之后才发生’据计算W# 沉降速率为

)’E!A)GG*-’
#’!!从湖底考古成果推测成湖时代

@D"A年春"在三山岛发现旧石器时期大量制品

A!E*件"并在该岛发掘出大量晚更新世的哺乳动物

化石"涉及动物种群A目@"种"生存环境仅限于小

小三山岛!YG! 范围是不可能的"必有一个广阔的

陆地环境"可见目前的湖面在当时是陆地"这种现象

并不限于在三山岛周边的湖面"应属太湖的极大部

分’因为太湖底面相当平坦"平均坡度为)\)]@D’EÊ"
+!’*_的面积水深才@’A"!’AG"A’E_的水深小

于@G"大于!’AG深的仅占"’#_"因此三山岛周

边湖面当时为陆地的状态与整个湖区也是大同小

异’同样也得出太湖雏形形成时代的下限应在全新

世约距今@!)))-之后"至今太湖内及周边已有数

百起考古发现"综观认为!太湖的成形并非一步到

位"是逐级沉降与水患综合作用而成"这反映了地壳

的升降振荡运动与气候变化’最终形成目前太湖之

状乃至产生周边湖泊约在北宋之后"根据是!#在太

湖之东南西北湖面下发现很多古迹!宋朝以前的村

落)街坊)桥梁)古井)墓地及文物-$古书记载#澄湖

是在北宋大观元年至南宋乾道六年"这E*年中形成

的$"根据苏州博物馆高级工程师丁金龙同志对独墅

湖考古发现的研究"同样也得出独墅湖只是北宋开始

陷落成湖"结论是一致的’说明北宋之后地面迅速沉

降"据测试沉降速率在)’AGG*-左右’据记载"历史

上太湖湖面最大时段为明末"接近*)))YG!’
据江苏省地震局@)-大地形变测量结果"太湖

地壳近代出现回返"这从地球均衡原理角度不难理

解"当岩浆喷爆后大大减少了基底的容重"经过相对

短暂地表沉降之后由于地球均衡原理地壳必然上抬"
现时太湖面积为!#!+’"YG!"小于明末的*)))YG!"
以苏锡断裂为界地壳重又呈现继承性西升东降格局"
太湖目前正以每年@GG回返"相反该断裂北东侧排

除地下水开采因素之后"地壳目前逐年沉降"在卫片

上已反映出苏州北面的黄埭.北桥.渭塘和张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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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桥!个旋转构造"也正是!个旋转构造中心历年

夏雨季节积水成塘"地面严重沉降"出现!个沉降中

心"这种趋势是否预示着这!个地区是潜在成湖区？

值得警惕’
根据上述内容"笔者认为在当前提倡的旅游经

济中可以开展对太湖的湖下考察"寻找并考察古文

明湖下遗址"这对增添当地的旅游项目和发展旅游

经济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对其北东侧!个目前正在

急速沉降的中心也不能小视"在对该区规划时应采

取相应对策"以防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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