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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ａ）青岛竹岔岛地理位置图；（ｂ）竹岔岛“古火山口”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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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竹岔岛位于黄海之中，距离最近的陆地约３ｋｍ（图
１ａ），主要由４个岛屿组成，总面积约０３８ｋｍ２。竹岔岛上以
发育有一“古火山口”而远近闻名（图１ｂ），每年都吸引不少
游客前来参观，成为了青岛市重要的科普教育基地。

对于竹岔岛的古火山口前人进行了详细地描述：“在竹

岔岛南侧有面积约２０００ｍ２的火山口熔岩地貌，发育有一宽
２０余米，长５０余米的凹型槽（图２ａ、ｂ）。这个凹型槽为典型
的古火山口。并据地质学家考证，岛上的火山活动年代距今

约１００Ｍａ，为一座典型的死火山。并且火山口周围的岩石可
见无数的凹孔（图２ｃ）和岩浆的流动构造（图２ｄ），为火山喷
发时带气泡的熔岩冷却后形成的奇特地貌”。

为了进一步考证青岛竹岔岛“古火山口”的形成机制和

火山属性，本文作者和青岛市电视台《今日栏目》的记者一起

对竹岔岛火山口进行考证，并取得了新的认识和进展。

通过野外考察后认为，位于竹岔岛南侧的“古火山口”并

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火山口”。野外研究显示，整个竹岔岛的

岩性以花岗片麻岩和花岗岩为主，两者为典型的侵入接触关

系。所谓 “古火山口”的岩性为典型的混合岩，而非火山岩，

所谓的“气孔构造”是典型的“盐风化构造”。野外见到的

“岩浆流动构造”为混合岩化过程中花岗片麻岩发生部分熔

融形成的柔流褶皱。所谓的火山口其实是岩石中的断裂和

节理切割岩石后，在后期的水流侵蚀和风化作用下形成的侵

蚀凹坑。

青岛竹岔岛南侧的“古火山口”处的岩石为典型混合岩，

原岩为前寒武纪花岗片麻岩（张娟，２０１１）。这种花岗片麻岩
的时代主要为新元古代，是苏鲁造山带的主要组成部分，在

山东半岛地区较为常见（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ｆｅ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ＴａｎｇＪｕ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ＺｈｅｎｇＹｏｎｇｆｅｉ，２０１２；ＺｈａｏＺｉｆｕｅｔａｌ．，
２０１７）。由于构造运动，前寒武纪花岗片麻岩发生局部部分
熔融形成混合岩，主要由淡色体（长英质矿物）和暗色体（镁

铁质矿物）组成，可见明显的柔流褶皱（图２ｄ）。其中混合岩
中发育的“气孔”构造为后期岩石遭受盐风化所致。“古火

山口”处的岩石紧邻海水，由于风浪作用，海水很容易飞溅到

近岸岩石的表面，海水蒸发后，ＮａＣｌ、ＫＣｌ等盐矿物结晶，体积
膨胀，导致附着的岩石表面撑开、变大，经长年累月作用即可

形成上述的假气孔构造（吕洪波等，２０１７）。
如何正确识别一个古火山口？首先，火山口是岩浆作用

的场所和通道，是岩浆喷发的最直接区域（徐夕生和邱检生，

２０１０）。火山喷发形成的沉积物称之为火山碎屑物，根据对
碎屑物质颗粒大小（平均直径）分为火山弹、火山块、火山砾

和火山灰四种基本类型。其中火山弹为圆—次圆状，粒径大

于６４ｍｍ，多为基性岩浆喷发；火山块为次棱角状—棱角状
（固态），粒径大于６４ｍｍ，多为岩浆粘度较大的中酸性岩浆；
火山砾大小为６４～２ｍｍ，圆—棱角状，呈塑性或固态；火山
灰为粒度小于 ２ｍｍ的碎屑物质。火山口周缘粒径大于
６４ｍｍ的火山碎屑物质占总体积的５０％以上，它是圈定古火
山口的重要标志之一（徐夕生和邱检生，２０１０）。其次，在垂
向上观测，火山口附近的地区以贫气孔熔岩及熔结粗碎屑岩

为主；中部斜坡地区以非熔结的细粒火山碎屑岩和富气孔的

熔岩互层为特征；远离火山口主要由薄层熔岩和较厚的火山

灰沉积为主。因此，一个古火山口的识别不光只看地貌，要

从岩性、岩石组合以及构造接触关系来综合判断。



图２青岛竹岔岛“古火山口”野外露头：（ａ）讲解牌；（ｂ）“古火山口”地貌图（实为岩石破裂风化形成的凹坑）；（ｃ）“古
火山口”的气孔构造（实为盐风化形成溶蚀坑）；（ｄ）“古火山口”旁的熔岩流动构造（实为混合岩化中的柔流褶皱）

青岛竹岔岛的 “古火山口”的重新厘定和识别为树立正

确的科普知识和地学文化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对

于青岛市旅游景区和地学科普基地中常见的地质现象应该

经过相关专家的权威鉴定，树立正确的科普讲解牌，这样一

方面为广大群众学习和了解科普知识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素

材。其次，为地质学专业的低年级本科生也提供了良好的野

外实习基地。

结论：① 青岛黄海之中的竹岔岛的古火山口不是真正
意义的火山口，而是一个发育在片麻岩中的构造溶蚀坑；②
青岛竹岔岛的 “古火山口”的重新厘定和识别为树立正确的

科普知识和地学文化宣传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致谢：感谢青岛市电视台为本次野外考察提供了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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