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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两部分 ：

（一）结构构造术语 ：编译了野外具体地区的常用火山岩鉴定术

语 200 余条，释译其来源、含义，资料翔实，实例参照，便于使用，

使火山岩分类命名更加趋于科学合理。

（二）插图部分 ：描述了火山岩薄片在偏光显微镜下的鉴定特征，

着重于岩石矿物成分和结构构造的主要特征，其中精选了 311 幅显微

结构素描图。论证有据，简明扼要，文图对照。

本书编译自俄文版《阿尔泰山地区泥盆纪火山岩岩石结构图册》

《图瓦地区寒武纪火山岩岩石结构图册》《萨彦岭地区寒武纪火山岩岩

石结构图册》，原书由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和新西伯利亚分部科学出版

社出版，Б.Н. 拉宾教授著。本书是区域性火山岩岩石学研究成果，

地域广泛，内容丰富。虽然取材于以上“三地”，但对邻国有地域之缘，

特别是对中国、蒙古国邻区的火山岩研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并可作

为有关院校火山岩岩石学补充教材。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编译者序

本书火山岩岩石结构图是在偏光显微镜下直接精心素描的，纯手工绘

画，因此，可直观地反映出火山岩的矿物成分和结构构造特征。同时，素描

图线条清晰，画面美观，既能反映矿物突起高低、晶形、解理及双晶等形貌

特征，又能反映矿物相关性、含量、比例等。素描图可直接用于论文、报告

插图，具有直观性，而且使用方便，复印成本低，简便快捷。素描图不仅可

以代替冗长的文字叙述，而且可以图示成分和结构构造的特点，其实用价值

已经被公认。世界著名岩石学家 А.Н. 查瓦里茨基院士素描图的经典著作和

一些岩石结构素描图册，早已成了绝版书。现今显微素描技法，对于野外地

质调查仍有实用性。当然利用现代岩矿“彩超”技术（全自动数码照相显微镜）

拍摄岩矿、宝玉石薄片结构构造图，方便、清晰、生动、快捷。河北地大矿

产品质量检测实验室已采用了这项新技术，但是，这种昂贵的设备仪器不是

容易普及的，犹如现代摄影不能完全代替手工绘画一样，手工美术绘画更能

概括科学地认识和理解，因此，素描图仍不失其实用价值。

本书取材于俄罗斯阿尔泰山、图瓦和萨彦岭地区。阿尔泰山是中亚著

名的山脉，绵延于中国、蒙古国和俄罗斯边界。其火山岩区是西伯利亚地质

地球物理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基地。不言而喻，本书对邻区的火山岩研究，探

讨火山岩岩石学问题，亦有其实用价值。

此前，第一卷（阿尔泰山地区泥盆纪）、第二卷（图瓦地区寒武纪）、

第三卷（萨彦岭地区寒武纪）《火山岩岩石结构图册》在俄罗斯刚出版发行

就成了热门书。图册也是地质学者岩矿鉴定的常用工具书。第一卷曾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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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委员会地质局书刊编辑部行文，同意国内发行，徐海江教授编译成中

文，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 3000 本，很快售罄。第一卷中文版流传到俄罗斯后，

原书作者新西伯利亚地区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 Б.Н. 拉宾教授曾来函赞许，

祝贺中文版的发行，同时馈赠第二卷、第三卷俄文版书，授权将此两集译成

中文出版。Б.Н. 拉宾教授也曾以单位的名义邀请中文版编译者徐海江教授

访问考察俄罗斯火山岩研究区。

时隔多年，喜逢河北地大矿产品质量检测有限公司的成立，经河北质

量监督局 CMA 计量单位资质认证，经国家认监委认定（CMA2013031768L）该

公司除检测珠宝、贵金属之外，并扩项鉴定岩矿及重砂分析。目前，河北“地

大质检”是河北地区唯一的三项同时检测的法定质检机构，检验结果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效。此书的出版为火山岩的鉴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参考，

在国际学术交流方面也是有特色的岩矿专著。编译委员会的全体同志们积极

耕耘，继续编译了第二卷和第三卷。第三卷中文版初稿由石家庄经济学院（原

河北地质学院）俄语老师孙德佩教授翻译，由徐海江教授编译成中文版并三

卷合一，同时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在岩矿界，吾师和好友王嘉荫、蒋溶、殷维翰、池际尚、穆克敏、张树业、

徐国风、李鸿超、王曙、白宜贞、单林、王先兰、常丽华相继驾鹤西去，我

们深深怀念师友。他们的岩矿力作贡献卓越，可以誉为“篇篇宝玉，章章翡翠”。

我们编译的《阿尔泰图瓦萨彦岭岩石结构图册·火山岩》一书的出版，企盼

作为敬谢恩师和思念好友之笔。

本书是在河北地大矿产品质量检测室完成的。检测室的领导和全体同

事们为本书的编译出版鼎力相助。河北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对本书的编译、文

字审校、插图设计、出版等均提出了指导性建议，在本书定版时，已考虑在内。

编译者对以上单位和个人致以诚挚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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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从第一个透明薄片的制作和第一部《关于矿物和岩石成因标志的晶体

显微结构》（索尔比著）一书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一百多年了。在这个时间

里，岩石学作为一门学科积累了大量实际资料，国内外学者将这些材料进

行了多方面的系统分类。例如 ：威尔克利、邦讷伊、卡尔宾斯基、罗森布

斯、列文生·列星格、费得洛夫、米歇尔·列维、芦奇茨基、依金、克劳斯、

洛多奇尼克夫、查瓦里茨基院士等岩石学家们的著作广为流传，迄今不失

其科学意义。

在比较短的时期，不同的研究者提出了大量的岩石结构、构造术语，

其中一些术语意义相近或完全重复。随着研究的进展，一些名目繁多的术

语在地质工作实践中，被运用的只是其中一部分 ；而其余的一些重复或误

解的术语，则失去了使用价值，或只保留其历史意义。实际上，在岩石学

研究中，应用必要的足以反映岩石各种结构构造的术语，既实用，又方便。

Ю.Ир. 波洛文金娜等 1948 年出版（中译版 1958 年）的三册《岩石结构》

图册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岩石结构构造术语的意义。

上述三本图册描述了岩浆岩、沉积岩和变质岩的结构构造，其中把火

山岩划分为喷出岩和火成碎屑岩两大类。前者放在描述岩浆岩结构的第一

册中，后者放在描述沉积岩结构特征的第二册中。

虽然，上述划分大体上合乎岩石分类原则，但是，当广泛深入地研究

火山作用的复杂性时，不便于应用。实际上，几乎在所有的火山岩发育区

内的火山喷出岩和凝灰岩在时空上与成因上，彼此密切相关。显而易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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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把两者一起研究，方能总体上恢复火山作用的演变情况。为此需要把

喷出岩和凝灰岩合并到火山岩一组内。从事研究火山岩问题的许多学者如

И.В. 芦奇茨基等已经这样做了。

中国、俄罗斯等研究成果令人信服地证明：当活火山区的火山喷发时，

形成成因复杂的火山 - 深成共生体或者喷出 - 侵入杂岩体，其中，除喷

出 - 火成碎屑岩堆积体外，还可见到不同岩相的同生岩浆体（包括火山口

相），次火山岩体、浅成岩体和比较深成的侵入岩体。考虑到存在着过渡的

岩石——同时具有喷出岩和凝灰岩特点的熔结凝灰熔岩（古相熔结凝灰岩）。

在这些地区，可能发现复杂系列的岩石，即从喷出岩和凝灰岩过渡到正常

的深成侵入体。这些事实致使人们把各种各样火山成因的岩石合并为一类

而一起研究，从而创立了岩石学的新学科——《火山岩岩石学》。

阿尔泰山地区火山岩主要分布在地背斜带的海西期凹陷内。泥盆纪火

山岩形成各种各样的喷出 - 侵入杂岩体。根据杂岩体岩石成分的特点，可

以进一步划分岩石类型。在阿尔泰山区东部和中部少数地区主要分布着安

山质火山岩。在中部和西南地区流纹英安质、流纹质熔岩和凝灰岩较发育。

总之，阿尔泰山地区主要分布酸性熔岩，有时含较高的碱性成分，以及它

们的火成碎屑岩类。派生的次玄武岩浆（辉绿玢岩、辉绿岩和辉长辉绿岩）

不甚发育，而玄武质熔岩和碱性喷出岩极为罕见。

当然，阿尔泰山地区喷出侵入杂岩体的岩石成分特点，也影响到图册

中典型结构构造的选择。例如 ：可作为中性和酸性喷出岩特征的交织结构

和他形结构的图谱较多；反之，缺失可作为玄武岩和粗面岩的特征结构——

间隙结构和粗面结构。

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与蒙古国接壤。火山岩主要是喷出岩、火山碎

屑岩和浅成岩侵入体。岩石种属以英安斑岩、流纹岩和斑岩为主。

萨彦岭地区位于西伯利亚西南部高地，库兹涅茨克盆地西南部，长约

300 公里，海拔 621 米，富产多金属矿床。其中萨彦岭带位于萨彦岭地区的

东北部，纵向延伸超过 60 公里，宽约 20 公里。火山岩为酸性火山岩、喷出岩、

基性熔岩、火山碎屑岩、火山沉积岩、花岗岩和浅成侵入体等。

本书中的火山岩可分为碎屑熔岩、熔结火山碎屑岩、正常火山碎屑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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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火山碎屑沉积岩。每一类都选择了代表性的结构素描图，反映了不同发

育区的岩石结构特征。按照原作者的分类意见，喷出岩中包括熔岩和熔岩

角砾岩（含有碎屑的熔岩）；把爆发碎屑岩 - 凝灰岩、凝灰角砾岩和凝灰熔

岩（古相熔结凝灰岩）合并到火成碎屑岩类里。侵入岩类即是与火山作用

有成因联系的深成岩，其中包括火山口相，次火山侵入体以及浅成侵入体。

每一类火山岩结构类型的显微素描图，按一定顺序排列 ：即从基性的

辉绿玢岩、安山玢岩到比较酸性的流纹英安斑岩和流纹斑岩。侵入岩类考

虑到岩相的特殊性，相应的结构类型按从火山口相和近地表岩体到比较深

的浅成岩体的顺序排列。在个别情况下，为了便于对照比较，每一类的最

后引用了一部分变质的喷出岩、凝灰岩及具有假斑状结构碎裂状全晶质岩

石结构显微素描图。

除简要的绪论外，图册文字部分按汉字笔画多少排列结构构造术语解

释，并列出火山岩插图目录和喷出岩、火成碎屑岩和侵入岩显微镜下典型

的结构素描图。

从已知大量的结构构造名称中，本书只介绍世界公认的有文献可查的

广泛应用的名称。其他没有得到普及的大量术语，如同义语或误用名称在

本书中没有提到。书中只选择了 200 余条术语名称，311 幅素描插图。书

中火山岩种属不多，甚至岩石名称还有些重复。这是为了反映火山区地质

岩相差别、不同地质时期、结构的成因特点而选择的必要的重复。

公认的岩石结构概念理解为由岩石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形状、大小及相

互关系所决定的岩石面貌或图像，有时要考虑造岩矿物成分。例如 ：半自

形晶结构、他形晶结构和斑状结构等 ；而另一些比较狭义的结构概念，只

表示一定成分和成因的岩石，例如嵌晶含长结构、海绵陨铁结构等。

岩石构造概念的含义是组成岩石的矿物及其组合的空间排列所决定的

岩石外貌。根据形成条件，可能生成均匀构造和非均匀构造。前者分布广

泛，少有专门的名称。后者包括一些变种，其中一部分可以反映岩石形成

的动力作用过程，例如流纹构造。一些构造则反映岩石形成于比较稳定状态，

例如球粒构造、杏仁状构造和珍珠状构造等。

 “结构与矿物成分，乃鉴定岩石之关键 ；而二者之中，关键更在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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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Е.С. 费多罗夫）在一般情况下，一定的火山岩相生成一定结构的岩

石 ；反之，一定的岩石结构反映一定的成因条件，因此，火山岩岩石结构

可以作为“相”的标志特征。

原版书作者 Б.Н. 拉宾教授多年从事阿尔泰山、图瓦、萨彦岭地区火

山岩作用的研究，并详细考察了所有主要火山岩分布区。前苏联西伯利亚

地质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研究者们在野外搜集了大量的有代表性的实际资料，

室内做了深入的火山岩石学研究，利用偏光显微镜的岩矿鉴定手段，为火

山岩的结构构造、矿物成分、成因分类等做了全面深入研究，绘制了大量

的显微结构素描图，为论述火山杂岩的成因、寻找开发火山岩矿产提供了

丰富的岩矿资料。研究者们利用最基本的岩石薄片鉴定手段，对火山岩相

的划分、地质时代（二叠纪—早寒武纪）的对比、古火山构造等方面的研

究提供了重要的地质依据。

此外，研究区的其他研究者，其中包括 А.С. 卡鲁巾、Р.Т. 格腊察

阿诺娃、Н.С. 科尔日涅夫、В.М. 谢恩尼科夫、П.А. 米哈列娃、Ф.В. 苏

霍鲁科夫等鼎力相助，并热情地给中文版编译者提供了俄文资料和大量的

显微镜下鉴定素描图、岩石化学全分析数据，使本书得以充实，文图并茂，

包融中外，内容具体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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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泰泥盆纪火山岩结构构造术语释译

喷出岩和侵入岩结构

1. 文象斑状结构 ：这一名词用来描述基质具显微伟晶结构和微文象结构的岩石，

基质中见有石英和正长石自形的颗粒彼此交生。这一含义是佛格尔基恩格于 1872 年

首先提出来的。在阿尔泰山区喷出岩中，很少见到这种结构。很大程度上，它是火山

口岩石，次火山岩和浅成侵入体的特点（图 80b，91a）。

2. 少斑结构 ：是具有个别斑晶颗粒的喷出岩结构。在某种程度上，过渡为基底结

构（基质比斑晶占优势）。该术语是列文生·列星格提出来的。（图 21b，24）

3. 无斑隐晶质结构 ：用来描述基质完全没有斑晶的喷出岩。该术语是列文生·列

星格提出来的。在阿尔泰山区，具有无斑隐晶质结构的岩石，既分布在基性岩石中，

也见于酸性熔岩中，但比较少见。（图 3，16，19 a，31，36，75，81）

4. 半自形结构 ：一般是对深成全晶质的岩石而言的。它用于表示矿物自形程度不

同的岩石结构。粒状结构、二长结构和含长辉绿结构等属于这种结构的变种。该术语

是罗森布斯提出的，并把它应用于安山质和玄武质成分的某些熔岩中。（图 83a，92，

93，94）

5. 他形结构 ：这一名词一般用于描述全晶质的岩石。罗森布斯把它用于描述喷出

岩的基质。在这种结构中，组成斑岩基质的矿物全部失去了自身的结晶轮廓。常见于

英安质和流纹质熔岩中。（图 11，20а，26，35，77а）

6. 反应结构 ：是在岩石中有一种矿物围绕另一种矿物生长的结构。常出现于基性

成分的全晶质侵入岩中。在阿尔泰山区火山形成物中，反应结构并不特征，但见于某

些酸性喷出岩中，其中石英斑晶被长石所围绕。（图 2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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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交织结构 ：这一术语主要用于描述安山玢岩的基质，其特点是斜长石微晶平

行或半平行排列。该术语是罗森布斯首先提出来的，其含义是斜长石微晶呈毛毡状排

列，与以含有透长石微晶为特征的粗面结构不同。岩石中通常出现绿泥石、普通辉石

和金属矿物。此种结构广泛分布在奥恩古德和乌伊钠腊塔日斯岩系中的基性和中性喷

出岩中。（图 4，6，10，15b）

8. 似斑状结构 ：是全晶质岩浆岩的结构。基质为细粒或中粒，其中分布着颗粒较

粗的造岩矿物。这种结构在浅成侵入体，或者比较深成岩体的接触带是很特征的。（图

93，94b）

9. 自碎结构 ：是某些喷出岩和凝灰岩的特征结构，这些岩石的斑晶或粗碎屑遭受

到机械的角砾化作用，但各个碎屑的位移和变化不大。在 1904 年汪·海斯首先提出

这一术语。（图 60а）

10. 花边结构 ：按拉克鲁阿的意见是显微伟晶结构的变种，其中彼此互相连接的

矿物（石英和长石），具有弯曲的花边状轮廓。罗森布斯把这种结构称为假球粒结构

或帚状结构。阿尔泰山区的火山岩很少见到花边结构，但在火山口相某些岩体的球状

斑岩中可以见到。（图 79а）

11. 含长结构 ：为辉绿岩系列岩石的结构。这一名词是米歇尔·列维和富克厄在

1879 年提出的。（见释译 31 辉绿结构）

12. 连续不等粒斑状结构 ：是斑状结构的变种，其中组成岩石的矿物大小，从斑

晶到最小颗粒的基质是连续过渡的。见于基性和中性喷出岩中。（图 1）

13. 集块结构 ：该术语用于描述喷出岩宏观的特点，这些喷出岩饱含火山岩和沉

积岩的粗粒碎屑。在显微镜下，这些岩石具有熔岩角砾岩的结构和构造特征。术语“集

块结构”是爱斯克拉描述变质火山集块岩时提出的，目前这一术语广泛应用于古生代

的古相集块熔岩。

14. 放射状结构 ：球粒结构的变种，其特点是在霏细状或他形基质中，有长石或

石英组成的较大的细长纤维放射状形成物（束或球粒）。可见于熔岩流中，并对于火

山口相岩体外带的岩石比较典型。（图 76b）

15. 层斑状结构：是喷出岩的一种结构，其中斑晶成层分布，显示出熔岩流动方向。

（图 13b）

16. 卵斑状结构 ：是列文生·列星格提出的，该结构表示某些喷出岩斑晶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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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熔岩的斑晶具有浑圆（熔蚀）的轮廓。在阿尔泰山区奥恩古德岩系的玢岩中，见

有这种结构。（图 8）

17. 线斑状结构 ：是喷出岩的一种结构，其中清楚地见有斑晶的定向排列。该结

构既见于酸性岩中，也见于基性岩中。术语“线斑状结构”广泛地为美国的岩石学家

所应用。（图 8b，12）

18. 细碧结构 ：是蚀变的玄武质熔岩结构。勃伦亚尔认为具有这种结构的岩石其

特点是无斑晶，细粒基质是由紊乱的毛毡状板条状斜长石（钠长石）组成的，在其间

隔中排列的次生矿物绿泥石、白钛石和磁铁矿。在阿尔泰山区火山岩中，很少见到这

种结构。（图 3）

19. 显微伟晶结构 ：是伟晶结构的细晶变种，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确定。其特点

是两种矿物（通常是石英和长石）有规律地连生。按洛多奇尼克夫的意见，显微伟晶

结构与微文象花岗结构的区别是嵌晶呈椭圆状。（图 80b，89）

20. 显微球粒结构 ：是球粒结构的细粒变种，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区别。显微球

粒结构通常发育在酸性岩（斑岩和霏细岩）中。呈杂乱的或线状排列的最细小球粒数

量不等的分布在他形或霏细状基质中。（图 20b，92）

21. 显微嵌晶结构 ：是嵌晶结构的细晶变种，它反映酸性喷出岩和火山口相岩体

中斑岩基质的结构形态，其特点是一种矿物与另一种矿物连生 ：例如斜长石微晶杂乱

的包裹在石英颗粒中。（图 15а，19а，23а，75，83b，84，91b）

22. 显微辉绿结构：是辉绿结构的细粒变种，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区别。见于辉石、

辉绿玢岩的熔岩中，偶尔见于浅成侵入体的内接触带。（图 1，2а）

23. 显微霏细结构 ：是喷出岩基质的霏细结构的潜晶质隐晶质变种。在显微镜下，

甚至高倍放大也不能区分单独个体。只有见到颗粒成组偏光化时，才能把这种结构与

火山岩基质中非晶质玻璃区别开来。（图 33b）

24. 海绵状陨铁结构 ：是迪尤帕尔克和皮特斯提出的。这是全晶质基性和超基性

岩的结构，其中金属矿物较之其他造岩矿物具有明显的他形结构，而且数量相当大，

实际上已经成为其他矿物的胶结物。在阿尔泰山区火山岩中，海绵状陨铁结构只见于

某些火成碎屑岩碎屑中。（图 42）

25. 粗玄结构 ：是辉绿结构或含长结构的变种，在自形的板条状斜长石的间隙中

发育有细小的普通辉石颗粒。在粗玄结构中，局部的丧失了暗色矿物（辉石）的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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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形轮廓。

26. 基底结构 ：该名词是吉尔什瓦耳德提出的，用于描述基质占绝对优势喷出岩

的特征。（图 21，42，84）

27. 球粒结构 ：特点是含有球粒，这些球粒由不易鉴定的霏细状物质和脱玻化火

山玻璃的放射状纤维组成。球粒有的规则，有的不规则，有的完整，有的不完整（玫

瑰花状、扇状）。在构造方面，球粒分布有的是单独的，有的是成堆的，呈紊乱状态

或线状排列。该结构对于火山口相岩石比较典型，但也见于熔岩流中。（图 28，76а，

77，80а，90）

28. 辉长结构：是全晶质辉长岩的典型结构。这些岩石有自形程度相同的矿物（斜

长石、辉石和次闪石）所组成。矿物呈椭圆状和等轴状的颗粒。（图 98b）

29. 斑状结构 ：该名词为喷出岩，岩墙和近地表侵入体岩石结构的通用名称。结

构的特点是由两个不同世代的矿物组成的不等粒岩石。较早世代生成的一般是比较粗

大的晶体（斑晶）。它们被晚世代的致密的或细晶质包裹着，呈斑状结构，应用于表

示不同成分的喷出岩和侵入岩、玄武岩、安山岩、英安岩和流纹岩的结构。（图 1，4，

15b，20，30а，78）

30. 斑流岩结构 ：是富含斑晶的斑岩或玢岩的结构，斑晶的数量与基质相比占绝

对优势。常见于中性成分的安山玢岩中。查瓦里茨基对这种岩石的结构采用多斑晶结

构的术语。（图 14）

31. 辉绿结构 ：该名词用于表示古老的全晶质基性岩石的结构。其特点是基性斜

长石的自形程度较之辉石颗粒高得多。根据组成岩石的矿物晶体的相对大小，查瓦里

茨基提出以下划分 ：

a) 辉绿 - 含长结构，其实是辉绿结构，颗粒大小近相等。（图 95）

b) 嵌晶含长结构，辉石颗粒的大小超过斜长石颗粒。（图 95，96）

c) 粒晶 - 含长结构，或称粗玄结构，辉石颗粒的大小比柱状斜长石颗粒小得多。（图

97）

32. 嵌晶含长结构 ：是辉绿质岩石的典型结构，并为嵌晶结构的个别情况，粗粒

辉石包裹全自形细小的斜长石颗粒。（图 96）

33. 嵌晶结构 ：一种矿物包裹另一种矿物。例如，在辉绿岩中，粗粒辉石包含着

杂乱排列的比较细小的柱状斜长石。该术语是威廉斯在 1886 年引用的，为了表示这



- 5 -

种结构与伟晶岩结构有规律连生之区别。（图 94b）

34. 假球粒结构 ：是罗森布斯在 1876 年首先描述的。这是一种火山岩结构，它与

单矿物的球粒结核的区别是出现了由两种矿物（石英和长石）连生而成放射状球体。

局部分布在酸性喷出岩和火山口相岩体中。（图 76a，79）

35. 微文象花岗结构 ：是火山成因岩石的文象斑状结构的个别情况，其中互相连

生的矿物具有明显的直线轮廓，相似于绘制的图式。也与微花岗结构一样，这种结构

对浅成侵入岩特别典型。（图 80b）

36. 微花岗结构 ：是具有全晶质基质的花岗斑岩和石英斑岩的结构。这是一种具

有半自形的正长石和斜长石及他形石英的细晶质半自形粒状结构。通常斑晶含量很少，

甚至可能没有。该结构是泥盆纪喷出岩火山口相和浅成相岩石特点。（图 80а，86а，

83а）

37. 微晶结构 ：是火山岩基质的一种结构，由大量的杂乱排列的长石微晶和少量

的去玻化的火山玻璃所组成。虽然在熔岩流中也可以见到这种结构，但对次生火山岩

体和岩墙最为特征。（图 2b，7а，19b，29，74，86b）

38. 聚斑晶结构 ：该术语是德热达提出的，是斑状结构的变种，其中斑晶组合成

单个的集合体。阿尔泰山区岩石中的聚斑晶结构是很特征的，并且多见于基性或中性

的喷出岩中。（图 2а，5а，6，17）

39. 霏细结构 ：是微晶质喷出岩基质中的一种结构，其中颗粒大小甚至在显微镜

下也不易分辨。它可能是原生的，由于喷出岩迅速冷却而结晶形成的 ；或者次生的，

由熔岩的原生火山玻璃脱玻化作用而成。该结构一般见于酸性喷出岩中，但也见于中

性成分的熔岩中。（图 15b，20b，22，34）

40. 霏细斑状结构 ：是大多数的酸性喷出岩（具有霏细基质的斑岩）的通用术语。

火山碎屑岩结构

1. 火山灰结构 ：是细碎屑凝灰岩的一种结构，成分中出现有火山玻璃碎屑和多孔

状的浮石，由相同成分的细尘状物质胶结而成。这些碎屑呈稀奇古怪的弧形、多角状、

镰刀状和尖棱角状。这对火山灰凝灰岩是极典型的结构。泥盆纪凝灰岩中的碎屑玻璃

已经发生了去玻化，但是它们的特征的形状是很容易鉴别的。碎屑呈杂乱分布或成为

薄夹层。在阿尔泰山区火山灰凝灰岩分布十分普遍。（图 47，52，57b，58b，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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