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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在进行四川省矿产资源国情调查时,在四川省汉源

县轿顶山新元古代苏雄组流纹斑岩中发现了形态完整、规模

较大的柱状节理。 柱状节理通常发育于玄武岩之中,酸性火

山岩中的柱状节理十分罕见,到目前为止未见有新元古代火

山岩中柱状节理的报道,是具有重要科学意义和美学价值的

地质遗迹。
1　 研究方法

对新元古代苏雄组流纹斑岩中发现的柱状节理,在野外

对其岩性、形态、大小进行了观察、测量,对出露的范围进行

了追索,结合区域地质资料、测年结果等对其进行综合分析。
2　 研究结果

轿顶山位于汉源县以东 20 余千米的皇木镇,平均海拔

3000
 

m 以上,是四川省著名的旅游风景区。 从轿顶山山顶通

往汉源县城新开的公路边,公路开挖将第四系残坡积物揭露

后,展现出由新元古代苏雄组灰紫色流纹斑岩形成的柱状节

理(图 1a、b)。 柱状节理顺盘山公路边坡出露,长约 300~ 500
 

m,高差 200 余米。 柱体横截面多呈较规则的五边形或者六

边形,以六边为主,边长一般在 15 ~ 20
 

cm,柱直径 30
 

cm 左

右,大者可达 40
 

cm(图 1c—e);熔浆冷凝收缩形成的凿痕十

分发育,凿痕面限定的柱体长约 30 ~ 100
 

cm,以 1
 

m 左右的

为主(图 1d、e),凿痕面光滑平整,产状 210° ~ 230° ∠60o ~
70°,柱状节理总体产状约 40°∠30°。 在部分柱体的横截面

上,可见不规则椭圆形的冷凝环带(图 1f)。 发育柱状节理流

纹斑岩附近流纹质凝灰岩的岩层产状约 230° ~ 240° ∠50o ~
60°,大致可以推测柱状节理倾斜主要是受后期构造作用影

响的。
苏雄组分布于四川宝兴—汉源—西昌—甘洛—盐边一

线,在甘洛县苏雄层型剖面上,为一套以酸性火山熔岩为主,
夹数层基性火山岩和少量火山碎屑岩的双峰式火山岩,厚
1163

 

m(四川省地质矿产局,1997)。 据 1 ∶ 20 万荥经幅区域

地质报告(四川省地矿局,1974),轿顶山附近苏雄组可分为:
下段为玄武岩段,未见底,厚度>902

 

m;中段为安山岩段,厚
1854

 

m;上段为流纹岩段,为流纹斑岩、流纹质凝灰岩、安山

岩、凝灰熔岩夹砾岩、岩屑砂岩,厚 2780
 

m。 临近轿顶山的汉

源九襄地区苏雄组流纹岩的 SHRIMP 锆石 U-Pb 年龄为 803
±12

 

Ma(李献华等,2001),LA-ICP-MS 锆石 U-Pb 年龄为谐和

年龄为 853±2
 

Ma(n= 13;
 

MSWD
 

=
 

3. 1) (江新胜等,2020),
属于新元古代青白口纪

火山喷发产物。
世界上绝大多数火山岩柱状节理发育在基性熔岩中,目

前已在响岩、安山岩、英安斑岩、流纹英安斑岩和流纹斑岩、
熔结凝灰岩、霏细斑岩和流纹质碎斑熔岩(徐松年,1995;吕
惠进等,2005,方世明等,2011)等非基性岩中也有发现。 在

我国已在浙江多处酸性火山岩、吉林山门镇流纹岩、广西岑

溪酸性岩,以及香港西贡地区酸性岩中发现了十分典型、具
规模的柱状节理构造(白志达和张招崇,2009)。

我国的柱状节理构造主要分布于东北、内蒙古、浙江—
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在四川峨眉山地区晚二叠世峨眉山

玄武岩也较多分布;形成柱状节理的火山岩时代多在侏罗纪

及以后(白志达和张招崇,2009)。 笔者等在汉源轿顶山新元

古代苏雄组流纹斑岩中发现的柱状节理,是目前我国、乃至

世界上地层时代最老的柱状节理(方世明等,2011;白志达和

张招崇,2009),而且出露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具有独特性、
稀有性及较高的美学性和观赏价值,同时苏雄组火山岩是研

究华南古大陆和 Rodinia 超大陆地质构造演化的关键对象

(江新胜等,2020)。
3　 结论

(1)在汉源轿顶山发现的柱状节理,发育于新元古代苏

雄组流纹斑岩中,柱状节理横截面多呈较规则的五到六边

形,以六边为主,柱直径 30
 

cm 左右,凿痕面限定柱体长约 30
~ 100

 

cm。
(2)本次发现的柱状节理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地层

时代最老的柱状节理,出露规模较大、保存完整,具有独特

性、稀有性和较高的美学性和观赏价值,是有重要科学意义

和美学价值的地质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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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汉源轿顶山地区地质简图(a)(据 1 ∶ 20 万荥经幅地质图修改)及新元古代苏雄组流纹岩斑岩

镜下照片(b)、柱状节理特征(c—f)
1—苏雄组下段;2—苏雄组中段;3—苏雄组上段;4—列古六组;5—观音岩组;6—灯影组;7—寒武系—二叠系;8—三叠系—侏罗系;9—第

四系;10—元古代花岗岩;11—柱状节理分布位置;12—断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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