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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南京&#7$$79%

##香港大学地球科学系&香港%"#香港土木工程署&香港

内容提要!香港主城区座落在香港岛’九龙地区的九龙花岗岩体上&该花岗岩体平面形态呈直径约77H=的圆

形&周边火山岩群山环绕&构成特殊的圆形 盆 地 地 貌&以 往 曾 有 人 认 为 是 陨 石 坑$笔 者 根 据 前 人 地 质 资 料 分 析 并 经

实地考察&认为该地貌形态实为大致以尖沙咀为中心的一个大型晚中生代复活破火山机构&九龙花岗岩体为破火口

塌陷后侵位的中央侵入体&周围火山地层产状围 斜 内 倾&发 育 环 形 断 裂"主 要 为 高 角 度 正 断 层#和 放 射 状 断 裂&具 典

型复活破火山特征&可称之为(九龙复活破火山)$

关键词!九龙复活破火山%晚中生代%香港岛和九龙地区%香港

!!香 港 特 别 行 政 区"IJKL0?BM0?BNOKE>51
,P=>?>FQR5Q>0?-KB>0?#位 于 中 国 东 南 大 陆 巨 型 中

生代陆相火山岩带内&燕山期火山岩浆活动十分强

烈&地质调查研究程度也较高&但因以往交流有限&
内地学者对香港的区域地质资料一般了解不多或关

注甚少$本文第一作者有幸得到香港特区政府土木

工程署"+>G>1’?B>?KKR>?BSKO5RQ=K?Q#惠 赠 的*香

港前 第 四 纪 地 质+"*IJKTRK:UC5QKR?5R6&K010B6
0DL0?BM0?B+&NKVK11KQ512&#$$$#"附 全 区7W
7$$$$$地质图#等 资 料&拜 读 后 深 感 香 港 地 质 调 查

研究之深之细&很有值得内地同行借鉴之处%同时也

发现因地域狭小&认知受限&香港火山地质调查的方

法和认识与内地相比还有较大差异$
以火山机构的鉴别为例&东南大陆火山岩带历

经数十年地质调查&已发现并确认了百余处典型火

山机构&总 结 出 一 套 较 成 熟 的 火 山 构 造’火 山 岩

相’火山地层"岩性#三位一体的火山地质调查思路

和方法&称 之 为 (火 山 岩 相 构 造 学)理 论"陶 奎 元&

7<<8#$相 形 之 下&香 港 地 区 虽 划 出 了 大 屿 山

")5?Q5C#,盐 田 仔’城 门 "X>= I>?IF5>’NJ>?B
4C?#,大 滩 海")0?BL5RY0CR#,西 贡"N5>MC?B#,
清水 湾’粮 船 湾"+1K5R/5QKRZ56’L>BJ*F15?P#
和 鸭 月利 洲 ",O )K>+J5C#等 破 火 山 机 构 "据

+5=OYK115?PNKVK11&7<<%%图7#&但均未开展详细

解剖&其中除大屿山破火山有环状构造,放射状断裂

等较明显的火山机构特征外&其余主要据火山地层

空间形态等而推断&如大滩海破火山是据大滩海组

火山岩的热侵位特征"发育柱状节理#,与相邻地层

多以断层为界而圈定的%而西贡破火山的提出&则是

依据该地区大滩海组火山岩呈孤立的3’向椭圆形

分布&其 北 西 侧 和 南 东 侧 均 为 3’ 向 断 裂 所 限

"NQR5?BKKQ512&7<<$%+5=OYK115?PNKVK11&7<<%%

NKVK11KQ512&#$$$#$总 之&目 前 香 港 的 火 山 机 构

划分还较粗略&缺乏系统的火山构造,火山岩相和地

层学研究&地质依据不足$
笔者等在分析了香港岛"L0?BM0?B*F15?P#和

九龙"M0V100?#地 区 的 地 质 资 料 后&初 步 确 定 大 致

以九龙尖沙咀"IF>=NJ5IFC>#为中心&存在一个大

型破火山机构&并于#$$8年!"9月进行了专题野

外调查&证实 其 属 一 典 型 的 复 活 破 火 山&暂 称 之 为

(九龙复活破火山)$这一火山机构的鉴别&对于正

确认识香港中生代火山活动方式,划分火山地层,查
明断裂性质等&都有较重要的地质意义$

7!香港地质调查简史及区域地质概况

香港特别行政区总面积#<$8H=#&其中约8$[
为陆地"7$%#H=##&包 括 香 港 岛,九 龙,新 界"3KV
IKRR>Q0R>KF#,大屿 山 等 地 区&最 高 峰 为 新 界 大 帽 山



图7!香港地区中生代破火山分布!据+5=OYK115?PNKVK11"7<<%#

\>B27!TR0O0FKP0CQ1>?KF0D4KF0]0>EE51PKR5F>?L0?BM0?B!5DQKR+5=OYK115?PNKVK11"7<<%#

!I5>40NJ5?"<!%=#$
由于历史原因"以往的香港地质调查主要由英

国学 者 主 导$首 次 地 质 调 查 由 ZR0EH%̂ B10V%

NEJ0D>K1P_ />11>5=F于7<#""7<#%年完成!ZR0EH
KQ512"7<#9&̂B10V"7<#9#"并 于7<"9年 编 制 了 香

港7W;88;$地质图!ZR0EHKQ512"7<"9#&7<!#年由

S5G>F编写出香港第一份地质报告&7<9$年 代 末 开

始了侵入岩填图$7<%$年代以来"开展了#次较大

规模的区 域 地 质 调 查"第7次 是 英 国 地 质 研 究 所

!QJK*?FQ>QCQK0D&K010B>E51NE>K?EKF"^2M2#,11K?
和NQKOJK?F!7<%7#完成了全区7W!$$$$地质图与

地质报告"第#次是7<;"年7#月"7<;!年7#月"
土木工程署开展了全区7W#$$$$野外地质填图"完
成了分区调查报 告’L0?BM0?B&K010B>E51NCRGK6
4K=0>R!‘27"‘2!#(及 全 区7W#$$$$地 质 图

!7<;9"7<<!年 分 区 分 期 陆 续 出 版#"期 间ZK??KQQ
!7<;8#对香港和华南地层进行了综合对比$此后"

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署香港地调所!L0?BM0?B
&K010B>E51NCRGK6#再 次 开 展 了 香 港 综 合 性 地 质 调

查"包括7W#$$$$和7W!$$$填图%岩石地球化学%
精确同位素定年及详细的地层学研究等"在此基础

上重新划分了火山岩地层"建立了岩浆事件序列"编
写了’香港前第四纪地质(!NKVK11KQ512"#$$$#"编

制了全区7W7$$$$$地质图!M>RHKQ512"#$$$#等

系列图件$

#$$"年"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完成了包括香港全

区在内的7W#!万 香 港 幅 区 域 地 质 调 查#"但 除 将

香港中生代火山地层以广东省的相应地层统一命名

为南山村组外"未作更深入研究$
通过数十年的工作"香港地质调查研究已达到

相当高的程度"主要取得如下认识)
香港地区最老的基底岩石为晚古生代非海相和

浅海相沉积岩"包括泥盆系*石 炭 系*二 叠 系 等 地

层"主要出露于香港东北和西北部&地球化学和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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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 研 究 表 明!可 能 还 存 在 太 古 宙 和 元 古 宙 岩 石

"S5RY6FJ>RK5?PNKVK11!7<<%#\1KQEJKRKQ512!

7<<%5$%
进入中生代!香港火山岩浆活动异常活跃!时代

自早侏罗世延续到早白垩世!高峰期是晚侏罗世&
早白垩世!形成占全境陆地基岩面积约;![火山岩

和侵入岩!其中火山岩出露最广!约占陆地基岩面积

的!$[!以火山碎屑岩为主!熔岩少量!构成绝大部

分山区并出现众多破火山机构%同时期的沉积作用

极有限!主要为形成于深海陆架环境的早&中侏罗

世砂岩’粉砂岩和页岩!占陆区面积""[%
晚白垩世&古近纪时以沉积作 用 为 主!包 括 非

海相红层’蒸发沉积岩等!形成于断陷盆地中!主要

出露于香港东北部%
香港断裂构造复 杂!全 区 位 于 3’向 莲 花 山 断

裂带内!发育3’’33’’3/’33/ 向等几组断裂!
主干断裂常近于垂直或相当陡倾"#%$a$#其中 3’
向断裂最为发育!包括后海湾"SKKOZ56$断裂’屯门

"IFKC?4C?$断裂’沙头角"NJ5I5CM0H$断裂’佐

敦谷"b0RP5?.511K6$断 裂’赤 门"I010+J5??K1$断

裂等!主要为走滑断裂"ZK??KQQ!7<;8$!它们最早可

能在古元古代甚至新太古代即有活动!明显控制了

中生代岩浆活动及现代地貌"+5=OYK115?PNKVK11!

7<<%$#地球物理场反映明显!如佐敦谷断裂!在区域

布格重力异常图上明显表现为一条3’向线性异常

带!从东北部的西贡!通过九龙延伸到西南部的大屿

山"’1KEQR0?>E_ &K0OJ6F>E51NKRG>EKF)QP"’&N$!

7<<7#ZCFY6KQ512!7<<#$%3/ 向和33/ 向断裂

连 续 性 稍 差!对 中 生 代 岩 浆 活 动 也 有 一 定 控 制

"+5=OYK115?PNKVK11!7<<%$!河流’海湾’海峡以及

岸线等的展布!也常受其影响"S>?B5?P)5>!7<<%$%

#!香港岛和九龙地区地质特征

香港岛和九龙地区"以下简称本区$出露基岩几

乎全为中生代火山岩和侵入岩!其中火山岩均属浅

水湾火 山 岩 群"-KOC1FKZ56.01E5?>E&R0CO$!)KK
"7<;!$认 为 相 当 于 广 东 省 晚 侏 罗 世 高 基 坪 群!

NKVK11KQ512"#$$$$确认为香港最早的白垩系地层!
并划分为大滩海组"MR1!沿用的香港地层组代号!下
同$’摩 星 岭"40C?QS5G>F$组"MRP$’鸭 月利 洲 组

"MR5$’鹧 鸪 山"+JKMVCNJ5?$组"MRE$’孟 公 屋

"45?BMC?B Ĥ$组"MR=$’槟 榔 湾"T5?)0?B
/5?$组"MRO$等%侵 入 岩 面 积 最 大 的 为 九 龙 花 岗

岩体!在香港岛南部的鹤咀半岛"+5OKS$,BC>15R$’

赤 柱 半 岛"NQ5?1K6TK?>?FC15$出 露 较 多 石 英 二 长

岩!此外还有局部的花岗岩岩株等"图#$%

!2"!九龙花岗岩体

香港地质图上醒目的地质特征之一!便是香港

最繁华的主城区!恰位于一个直径约77H=的’近乎

完美的圆形花岗岩体中部"图#$%该岩体以往曾被

分别划为西北部的九龙花岗岩"M7H!沿用的香港岩

体代号!下 同$和 东 南 部 的 40C?QZCQ1KR花 岗 岩

"M7Y$两个岩 体!后 者 以 其 细 粒 结 构 为 特 征 而 区 别

于较 粗 的 九 龙 花 岗 岩"NKVK11KQ512!#$$$$%但

NQR5?BK5?PNJ5V"7<;9$的 调 查 资 料 业 已 表 明!九

龙花岗岩亦以细&中粒和细粒为主!在九龙南部和

尖沙咀一带’香港岛西部和柴湾"+5>/5?$’深水湾

路"SKKO/5QKRZ56-05P$’石澳"NJKH($等地!还

可见细粒相与中粒相呈相变过渡关系而非侵入接触

关系!且不同粒度花岗岩之化学特征基本一致%我

们的 野 外 观 察 也 证 明!所 谓 的(九 龙 花 岗 岩)和

(40C?QZCQ1KR花 岗 岩)并 不 存 在 明 显 的 侵 入 接 触

关系!仅不同地区粒度有变化而已!故统一称为(九

龙花岗岩体)%
九龙花岗岩体岩性为细&中粒 二 长 花 岗 岩!主

要由碱性长石’环带斜长石’微斜长石’石英’黑云母

组成!副 矿 物 有 褐 帘 石’磷 灰 石’锆 石 和 铁 氧 化 物!

-Y:NR全岩等时线年龄为7";c745!南部被鹤咀石

英二长 岩"78$d945$侵 入#在 九 龙 中 部 的 京 士 柏

"M>?BFT5RH$一带!局部相变为斑状细粒花岗岩!锆

石 :̂TY 年 龄 为 78$d8c$d#45"S5G>FKQ512!

7<<%$%因此其侵位时代应为78$45左右%
九龙花岗岩体呈圆形的平面形态!明显不同于

受区域断裂控制而定向展布的岩体!如沿赤门断裂

侵位而呈3’向 长 条 形 展 布 的 沙 田"NJ5I>?$花 岗

岩体等%在东南大陆火山岩区!这种呈圆形产出的

特殊形态!常为复活破火山或火山穹隆等火山机构

的中央侵入体所特有%

!2!!围岩产出特征

九龙花岗岩体除西北侧为更早形成的沙田岩体

外的!其余围岩均为环状围绕的火山地层!主要为火

山碎屑岩类!夹部分熔岩和火山沉积岩!产状有较明

显的围斜内倾特征#此外!虽然前人根据岩性和化学

成分特征!将本区火山岩划分出前述摩星岭组等!
个 地 层 组!但 它 们 的 年 龄 相 当 一 致 "78#d!"
78#d<45$#我 们 的 野 外 调 查 和 火 山 岩 相 研 究 更 表

明!上述火山岩围岩基本上都属同一冷却单元!属同

!9"第"期 邢光福等*香港九龙复活破火山的鉴别及其地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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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喷发形成!应划入同一地层组"限于篇幅!本区火

山地层的划分问题将另文讨论!本文暂沿用前人的

地层划分方案"

!2#!环形和放射状断裂特征

本区断裂发育!根据地质资料分析发现!除了佐

敦谷断 裂#赤 门 断 裂#鲤 鱼 门 断 裂$)K>XCK4C?
\5C1Q%和 东 博 寮 海 峡 断 裂$’5FQ)5==5+J5??K1
\5C1Q%等主干断 裂 外!大 量 次 级 断 裂 与 岩 脉$墙%或

小岩株的空间展布方位#航摄地质线性影像以及地

貌与水系分布特征等!均较清晰地反映出大致以尖

沙咀为中心!一系列环形和放射状断裂构成了本区

的基本断裂 格 架$参 见 图#%"例 如!水 系 的 分 布 即

指示了断裂迹线的环形和放射状形态&香港岛西部

摩星岭组和鸭月利洲组火山地层的环状褶皱$5??C15R
D01P>?B!NKVK11KQ512!#$$$%!褶 皱 轴 面 主 要 走 向

3/!向南西则折向3//!总体上与九龙花岗岩体

边界协调!也是环形断裂的标志之一&又如!本区东

部西贡海$N5>MC?BL0>%桥咀洲$M>CIFC>+J5C’

NJ5RO*F15?P%近南北向带状出露的细粒石英正长岩

体!近N3向穿过清水湾半岛中部的断裂!清水湾半

岛南 端 的 3’向 细 粒 石 英 正 长 岩 小 岩 株!东 龙 洲

$IC?B)C?B+J5C%西北部的3’向断裂!以及穿过

赤柱 半 岛 和 鹤 咀 半 岛 中 部 蒲 台 花 岗 岩$T0I5>
&R5?>QK%和鹤咀石英二长岩中的3’’向断裂等!可

明显相互连接成一大型弧形$环状%断裂"此外!九

龙花岗岩及其火山岩围岩中的环状断裂均较发育!
而岩体西北侧的早期沙田岩体中!同样发育放射状

断裂"
顺便提及!九龙花岗岩体内部也发育环形断裂!

但这应是岩体冷凝收缩过程中形成的!与破火山机

构形成无关&但岩体内环形断裂较连续的发育!也说

明其应属同一侵入体"

"!九龙复活破火山的鉴别

本区特殊的近圆形负地形很早就引起注意!曾

被有关学者认为是陨石坑$吴思本!7<<%%"但据九

龙花岗岩体的圆形形态#围岩主要为环状绕布的火

山岩$时代稍早于岩体%#发育放射状和环形断裂等!
笔者认为该处实为一大型火山机构!最可能的是复

活破火山或火山穹隆"

#2"!破火山与火山穹隆的一般特征

#2"2"!破火山

我国破火山研究起步较晚!7<9$年代首先对宁

芜盆地的娘娘山破火山进行了开拓性研究$陶奎元

等!7<%;%!7<%$年 代 中 期 以 来 取 得 长 足 进 展!在 东

南大陆中生代火山岩区陆续鉴别出百余座破火山!
总结出如下重要鉴别特征$据陶奎元!7<<8%(

$7%平面形态以圆形#椭圆形为主!平均直径为

;"7#H="
$#%环状或放射状断裂发育!与外围构造形式有

明显差异!其中环形断裂为张性#陡倾正断层!常有

岩脉充填!多早于放射状断裂!地貌上出现弧状山脊

和山谷"
$"%破火山口内火山灰流厚度大!具标志性的岩

相为普林尼式喷发形成的火山碎屑流相!以熔结凝

灰岩和凝灰岩最为发育!有一个或几个大型火山通

道&火山地层从内向外由新到老大致呈环状展布!产
状围斜内倾!发育垂直或直线状节理&地层倾角早期

$$#%旋回%一般#$a""$a!晚期$&#’旋回%一般

7$a"#$a"
$8%破火山塌陷后!岩浆常沿主要火山通道再次

上侵形成大型中央侵入体!规模往往与火山岩相当!
且两者同源#近等时#成分相当或过渡!此类破火山

称为)复活破火山*"

#2"2!!火山穹隆

目前中国东南大陆中生代火山岩带已确认的火

山穹隆逾!$个!它 们 与 复 活 破 火 山 有 诸 多 相 似 之

处!最大的区别是(火山穹隆的围岩地层从内向外为

由老到新出露!产状为围斜外倾!环状断裂常为逆断

层"

#2!!九龙火山机构类型的判别

根据上述判别特征!不难确定(本区发育的是大

型复活破火山机构!其中重要的是火山地层的围斜

内倾特征"
在香港岛东 南 部!大 面 积 分 布 的 鸭 月利 洲 组#摩

星岭组火山地层均总体倾向 3/!表现出围斜内倾

特征!尤其是柏架山$T5HM5NJ5?%主峰南侧的摩星

岭组中!明显有多达!层的熔结凝灰岩基本上沿等

高线呈南凸的弧状分布!显为顺山势向南流动所致!
但其假流面产状却倾向 3/!这是典型的因破火口

塌陷而导致的地层产状反向变化"香港岛西南部地

层产状较复杂!在柴湾和马己仙峡$45B5]>?K&5O%
一带部分倾向N或N/&但从西高山$L>BJ/KFQ%向
南东至 香 港 仔$,YKRPKK?%一 带!平 均 层 理 产 状 为

89a%%7a!在西 南 端 沿 海 地 区 产 状 亦 总 体 向 3’倾

$NQR5?BK5?PNJ5V!7<;9%!依然反映出围斜内倾特

征"在九龙花岗岩体东北侧的东山$IC?BNJ5?%一

带!摩星岭组地层为N倾或N’倾!亦具围斜内倾特

%9"第"期 邢光福等(香港九龙复活破火山的鉴别及其地质意义



点!此外"上述地层之倾角由内向外总体上具由陡

变缓的趋势"这也是破火山地层产状特有的现象#图

#$!
与%围斜内倾&特征不一致之处"是九龙花岗岩

体东侧的地层产状普遍向’或3’’倾!造成这一

现象的原因"笔者分析认为可能性有二’
#7$与九龙花岗岩体侵位方式有关!从侵位角

度来看"岩体在南侧和北侧与围岩接触面的倾角为

#$a"#!a"至 东 侧 增 加 到 "$a""!a#NQR5?BK5?P
NJ5V"7<<9$"这 可 能 反 映 后 期 岩 体 东 部 上 侵 动 能

较大"从而改变了上覆火山地层原有的围斜内倾产

状特征!
##$被后期火山机构所改造!在九龙破火山东

侧"还可初步 鉴 别 出 另 一 较 晚 的 破 火 山"具 体 表 现

为’大致以香港岛东北部的西贡海(桥咀洲为中心"
火山地层也具环状展布和围斜内倾特点"亦发育较

明显 的 环 形 和 放 射 状 断 裂"如 沿 茅 坪 老 屋#45C
T>?B)0 Ĥ$(企岭下海#MK>)>?BL5L0>)IJRKK
\5QJ0=F+0GK$(高 塘 口#M0I0?BM5C) /KFQ
,R=$一带"即使在7W7$$$$$香 港 地 质 图 上"也 可

清晰看出一条向3/ 凸的大型弧形#环状$断裂"可

暂称之为%西贡海破火山&"其范围包括原%西贡破火

山&全部和%清水湾(粮船湾破火山&西部!%西贡海

破火山&主要由更晚的清水湾组#MHV$和粮船湾组

#MHJ$火 山 岩 组 成 #锆 石 :̂TY 年 龄 分 别 为

78$d%45和78$d<45"S5G>FKQ512"7<<%$"说 明 其

形成于九龙破火山之后"并呈叠瓦状切割叠置于后

者东部"从 而 造 成 九 龙 破 火 山 东 部 火 山 地 层 东 倾!
这种火山活动中心随时间向3’迁移是东南大陆中

生代火山岩区常见的一种现象#陶奎元等"7<<8$!
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可能"并在#$$8年的野外

调查中"于九龙岩体东侧的将军澳和东北侧的飞鹅

山一带"新测得数个N/ 倾的地层产状"反映九龙破

火山机构的火山地层总体上依然具围斜内倾特征!
此外"区内火山岩还广泛发育与断裂有关*且大

体与之 平 行 的 节 理"表 明 两 者 受 控 于 同 一 应 力 场

#NKVK11KQ512"#$$$$!节 理 面 产 状 普 遍 以 九 龙 岩

体为中心呈内倾式陡倾#倾角%$a";$a$"特 别 是 九

龙岩体东侧的火山地层虽然普遍东倾"但其节理却

以高角度西倾为主"且近岩体处节理较密"向东进入

鹧鸪山组及更远地层后"节理明显减少!香港岛西

南部由于褶皱影响"节理面产状规律性不太强"但也

反映出一定的%内倾&特征#参见图#$!本区环状断

裂的产状资料不多"但由统计意义上节理呈%围斜内

倾&产状的特征"亦可大致推断其属高角度正断层"
这也为破火山的存在提供了旁证!

九龙花岗岩体显然是中央侵入体"且面积与围

岩火山岩大体相当"符合破火山的一般特征!出露

于九龙花岗岩体东侧的孟公屋组沉积地层"是由沉

积物与火山碎屑物被冲刷进浅的*可能为火山构造

成因的湖盆中而形成#NKVK11KQ512"#$$$$"该组平

面上大致呈近N3向 展 布"推 断 应 是 在 环 状 断 裂 形

成的山谷中沉积的!
另一方面"从围岩火山地层产状呈围斜内倾*倾

角普遍较陡#主要为#$a"!$a$来看"九 龙 复 活 破 火

山可对应于区域早期火山活动产物#$*%旋回$"这
与前人认为浅水湾火山岩群相当于高基坪群#)KK"

7<;!$是一致的!
九龙复活破火山之所以长期未被鉴别"笔者认

为与前人对本区地质构造特征的误判有直接关系!
以往一直将本区认定为一走向3/eN’的大型倾

伏背斜"褶皱轴是大致以3/ 向斜穿九龙破火山机

构中部的鲤鱼门断裂"核部被九龙花岗岩体侵入"两
侧地层产状外倾#NQR5?BK5?PNJ5V"7<;9+NKVK11
KQ512"#$$$$!但这一认识是有问题的"首先"鲤鱼

门断裂两侧火山地层产状并非单一外倾"而是总体

围斜内倾+其次"九龙花岗岩体面积相当大"平面呈

近圆形"其侵位中心明显偏离鲤鱼门断裂"与受区域

性断裂控制的条带形侵入体明显不同#但九龙破火

山机构的 形 成"可 能 与 处 于 3/ 向 鲤 鱼 门 断 裂 和

3’向佐敦谷 断 裂 交 汇 地 带 有 关$+第 三"无 法 解 释

环形和放射状断裂*以及相关节理的形成+第四"所

谓的3/ 向%大 型 倾 伏 背 斜&与 本 区 位 于 3’向 莲

花山断裂带的区域构造背景不符!

#2#!九龙复活破火山的空间范围

中心’大致位于尖沙咀一带+九龙花岗岩体为火

山口塌陷后"岩浆沿原火山喷发主通道上升侵入而

形成"说明该火山机构只有一个主喷发通道!
西北(西南界’在赤门断裂西北 侧 和 博 寮 海 峡

断裂西南侧"大 屿 山 和 青 衣#IF>?BX>$均 以 侏 罗 纪

岩浆岩为主"构 造 线 走 向 近’/"几 乎 不 发 育 节 理"
与本区明显有别+而赤门断裂南侧的早期沙田花岗

岩"则缺乏’/ 向构造线"节理面总体内倾"且发育

由九龙花岗岩体延伸出来的放射状断裂!据此推定

上述两 断 裂 分 别 为 破 火 山 的 西 北 和 西 南 界 线#图

#$!
东(东北界’在清水湾半岛"孟公屋组以东出现

晚于九龙花岗岩体的清水湾组和粮船湾组"其西缘

;9" 地!质!论!评 #$$%年



为穿过清水湾半岛中部的弧形断裂所限!可作为东

界"九 龙 花 岗 岩 体 东 北 侧 的 茂 草 岩 #45CIF0
3B5=$%白沙 湾#T5HNJ5/5?&LKYKL5GK?$一

带!发育朝3’凸的弧形山谷!其中有小岩株断续出

露#图#未表示$!反映存在环形断裂!作为破火山最

东北之边界"
南界’在赤 柱 半 岛 和 鹤 咀 半 岛 南 部 大 致 呈 3’

向的弧形断裂#部分$!可与清水湾半岛的弧形断裂

#破火山东界$相接而构成巨型环状断裂!可作为破

火山南界#图#$"

8!地质意义

香港的火山构造研究似乎还缺乏行之有效的方

法!未能在宏观上查明火山岩相类型与岩石组合(岩
石地层之关系!划分火山地层时主要依赖于岩石类

型甚至岩石化学特征!未考虑陆相火山岩的同期异

相特点!造成地层组越划越多(区域地层难以对比(
不利于查明火山岩与侵入岩的时空关系等问题"此

外!还易混淆火山构造与正常的断裂构造!一是可能

误判区域构造体系特征!如对本区)大型倾伏背斜*
的误认+二是在图面表达中!重视了线性构造而忽视

了对环形和放射状构造信息的提取!不能在地质图

上鲜明直观地揭示区域构造%岩浆活动规律!由此

制约了香港地区中生代火山岩浆活动的进一步深入

研究"
因此!九龙复活破火山机构的鉴别!对于香港地

区今后火山构造的鉴别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建立

火山岩相模式(厘定可靠的区域地层层序等!可起到

示范借鉴作用"当前!香港火山构造的研究中!特别

需注意加强遥感影像判读(岩相地层剖面测制(火山

岩相分析与地层产状系统测定(放射状和环状断裂

的识别等方面的工作"

!!结论

#7$据九龙 花 岗 岩 体 圆 形 的 平 面 形 态(围 岩 火

山地层之围斜内倾产状(环形和放射状断裂!确认香

港岛%九 龙 一 带 发 育 大 型 晚 中 生 代 #78#d<"
78$45$复活破火 山 机 构!称 之 为 九 龙 复 活 破 火 山!
九龙花岗岩体属中央侵入体"

##$九龙复活破火山机构长期未得到鉴别!与以

往对本区地质构造特征的误判直接有关"
#"$火山构造的研究不足!已成为制约香港中生

代火山地质调查研究的重要因素"
致谢!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土木工程署(香港大学

地球科学系提供了有关香港地质资料!并在野外考

察中给予了大力支持"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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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介绍

中国地质学会编著2#$$%2!==>!!==?地质科学学科发展报 告2北 京"中 国 科 学 技 术 出 版 社27;8页 (报 告 系 统 总 结 和

科学评价了近两年来地质学科取得的新进展)新成 果)新 见 解)新 观 点)新 方 法)新 技 术 等!研 究 分 析 了 学 科 发 展 现 状)动 态 和

趋势!在国际对比和战略需求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研究 方 向!同 时 还 展 望 了 地 质 学 科 发 展 目 标 和 前 景!提 出 学 科 发 展 的 对 策

和建议(&地质科学学科发展研究’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首批认定的开展&学科发展进展研究’的"$个项目之一!由中国地质

学会负责实施(自#$$9年9月起!中国地质学会组织了数十位地质专家!分别就地层和古生物学)岩石学)构造地质学)石油

天然气地质学)金属矿床学)非金属矿床学)水文地质学)环境地质学)工程地质学)勘查地球物理以及勘查地球化学77个专业

学科开展了学科发展研究!在系统总结)研究和分析地 质 学 科 近 年 来 主 要 进 展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了 研 究 报 告!最 终 提 交 中 国 科 协

并获通过(报告指出!当代地质科学正面临从传统地质科学向现代地球系统科学转变!未来7$"#$年是地质科学发展的战略

机遇期(地质科学发展应制定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科技发展战略!统筹规划)统一部署全国地质科学及其各分支学科的

发展!促进地质科学学科体系的重大转变(报告提出了未来!"7$年我国地质科学学科发展战略"一是全面发展!突出重点(
未来!"7$年!地质科学应保持分支学科的全面协调发展和布局的相对稳定!以保证地质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可持续发展!为国

家重大需求提供战略性)前瞻性的地质人才和知识储备(在注重全面性)均衡性)完整性的同时!关注学科发展和布局中的变

化!突出重点!关注重点学科的发展!实现重点学科的突破(二是需求导向!突出交叉(地质学科各分支的发展必须与国家经

济和社会发展相结合(矿产资源保障!地质环境监测与保护!地质灾害防治!以及基础地质研究水平的提升!是实现各分支学

科发展的重要途径(三是技术先导!突出前沿(现代地 质 科 学 学 科 的 发 展 已 经 进 入 应 用 高 新 技 术 解 决 资 源 环 境 问 题 的 新 时

代(现代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正与地球科学的前沿融为一体!而且对地球科学的发展起到了先导作用(因此!应通过高新技

术的应用!推动地质科学前沿学科的发展(联系人"7$$$"%!北京阜外百万庄#9号!中国地质学会!禹启仁(

$%" 地!质!论!评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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