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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一世纪的地球科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对各领
域相对孤立的探索转而强调自然对人类环境的影响，愈加关

注地球各部分之间的内在联系。目前达成的共识有，地球运

行的源动力来自地球内部，地球内部运行控制了表层系统的

演变。火山作用正是联系地球内部过程和地表系统演变的

重要纽带之一，因为它起源于地球深部，上升过程中经历了

与周围地幔和岩石圈的相互作用，喷发过程中释放大量火山

灰和气体至大气圈、生物圈和水圈，对地表环境产生重大影

响。有关火山的结构、构造以及喷发特征，火山作用的资源

和环境效应，火山岩的源区、成因及其动力学机制等都是火

山学研究长期关注的科学问题。火山作用是研究地球科学

重大挑战的重要对象（Ｓｕｎ，２０１６），而火山岩（灰）的年代学
研究是联系地球内外系统的关键（ＣｏｕｒｔｉｌｌｏｔａｎｄＲｅｎｎｅ，
２００３；Ｚｈ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１７）。

本专辑共录用了在内蒙古柴河召开的第８届全国火山
学术研讨会上的１５篇文章，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上述研究领
域中的某些进展：

杨列坤和王非（２０１８）从年轻火山岩高精度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
年的现状、影响年轻火山岩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的样品因素、年轻
火山岩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实验技术的发展、质谱技术对年轻火山
岩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的影响、未来发展等方面进行了系统的论述
和探讨，有助于促进年代学同行共同思考如何提高实验技术

和促进方法进步，使４０Ａｒ／３９Ａｒ法在第四纪火山研究中能得到

更好的应用。

杨帆等（２０１８）对华南南岭中段晚白垩世长城岭斜斑玄
武岩的斜长石环带结构进行了详细研究，以制约其岩浆作用

过程，并揭示其板内拉斑玄武岩特征；其研究结果还显示，补

给岩浆在岩浆房及通道系统中的驻留时间较短，受地壳混染

作用影响将具有偏低的初始３９Ａｒ／４０Ａｒ，将导致基质４０Ａｒ／３９Ａｒ
定年结果偏老，甚至出现老于斑晶４０Ａｒ／３９Ａｒ定年结果的
现象。

陈正全等（２０１８）将颗粒驱动重力流实验流体的研究与
自然界低密度火山碎屑流进行配比，从而探讨了低密度火山

碎屑流的流动行为，并成功解释了日本云仙岳火山１９９１年６
月３日喷发形成的碎屑流流动特征。

田伟等（２０１８）报道了新发现的、位于塔里木柯坪地区二
叠系库普库兹满组火山岩顶部含增生火山砾的长英质凝灰

岩和熔结凝灰岩，并根据增生火山砾的形态和成因研究，确

定其对应一次规模巨大的热火山碎屑流爆发，确定了库普库

兹满组火山岩喷发的截止时间，为塔里木溢流玄武岩省大尺

度火山地层对比提供了一个标志性等时面。

赵勇伟等（２０１８）对内蒙古达里诺尔晚新生代火山群喷
发特征进行了研究，揭示出岩浆输送速率、上升速度以及围

岩类型等是造成达里诺尔火山群多样化喷发的主要因素。

杨清福等（２０１８）采用多波束测深方法，获得了天池水下
地形、水深和体积、湖滨温泉位置和温度数据，为天池火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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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过程和火山动力学研究、火山喷发预测、火山泥石流和

洪水灾害预测提供依据。

丁磊磊等（２０１８）探讨了腾冲地区更新世英安质岩浆喷
发的运动学和动力学特征，限定其火山喷发的机制，为腾冲

地区火山灾害区划分、危险性分析和灾害预警与对策提供科

学依据。

王曼等（２０１８）对广西省来宾市蓬莱滩剖面 ＰＴＢ凝灰质
砂岩的锆石ＵＰｂ年龄和Ｈｆ同位素特征，并根据华南地区凝
灰质碎屑岩、凝灰岩和火山成因粘土岩的空间分布，结合前

人研究成果，限定了华南 ＰＴＢ火山灰的源区和规模，提出华
南ＰＴＢ火山灰可能来源于华南板块西南缘古特提斯大陆岩
浆弧，喷发规模有限，并非触发全球性 ＰＴＢ生物灭绝事件的
主要原因。

王磊等（２０１８）选择塔里木溢流玄武岩两个代表性区域
的三维地震数据体，对其中火山通道的形态和结构进行了详

细解释，建立了溢流玄武岩岩浆通道的三维模型，在三维火

山通道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有限元方法模拟了火山通道对盆

地烃源岩和油藏的热烘烤效应，进而估算了塔里木溢流玄武

岩火山通道导致的热成因气体释放量和油藏破坏效应。

储国强和刘嘉麒（２０１８）系统总结了玛珥湖形成过程及
沉积特征、中国玛珥湖分布状况及研究现状，并分析了中国

玛珥湖沉积记录对古全球变化研究的潜在贡献。

李永军等（２０１８）在伊宁地块中西部昭苏南阿腾套山一
带大哈拉军山组中，发现了一套极为独特的球泡流纹岩，不

仅丰富了大哈拉军山组火山岩的物质组成，同时为研究非陆

相球泡流纹岩提供了新的素材。

颉炜等（２０１８）重点剖析博格达西段白杨沟地区与枕状
熔岩共生的中酸性熔结凝灰岩以及流纹岩的岩石成因，为进

一步了解博格达晚石炭世构造背景提供新的证据。

雷建设等（２０１８）主要回顾了我国东北地区地幔转换带
的体波成像结果，利用绝对走时资料的近震成像结果显示连

续的高波速异常，说明长白山火山下方的地幔转换带中的俯

冲太平洋板块中并不存在“空缺”，支持长白山火山的深部起

源是与太平洋板块深俯冲至我国东北松辽盆地与大兴安岭

交界处形成的“大地幔楔”结构动力学相关。

王振华等（２０１８）在建立地壳分层模型的基础上，利用有
限差分法对二维热传导方程进行求解，计算幔源岩浆侵入地

壳底部引起的岩石圈热流变学响应；并通过引入考虑幔源
岩浆含水量的地幔熔融函数，定量地测试岩浆温度和含水量

对熔融程度和底侵厚度的影响。

林阿兵等（２０１８）对东北地区多地出露的橄榄岩捕虏体
进行系统的对比研究，探讨各地区的岩石圈地幔难熔程度，

岩石圈地幔交代作用，岩石圈地幔形成年龄、壳幔耦合与解

耦特征，揭示出东北岩石圈地幔性质差异的根本原因与微陆

块初始属性和后来的俯冲拼合及软流圈岩石圈相互作用等
有关。

感谢《岩石学报》编辑部同意出版火山专辑以及在出版

过程中给予的耐心指点。３０多位评审者为本专辑稿件提供
了及时、细致的评审，在此一并致以谢意。

我们希望本专辑的出版，能够进一步推动对中国火山学

和火山岩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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