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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安硅化木群的形成原因与保护开发

王章勇，周申立
西华师范大学国土资源学院，四川南充，６３７００２

１　地理位置
江安县位于四川省宜宾市市境东部。江安硅化木群位

于江安县境中部、长江南岸的怡乐镇（原二龙口乡），该镇东

连泸州市纳溪区大渡镇，南邻留耕镇，西接江安镇，北依长江

黄金水道；目前发现的硅化木群主要分布在怡乐镇的石包

冲、麻柳湾、烂庙子一带，面积约有４ｋｍ２。

２　地质概况
江安硅化木群所在区域的大地构造位置处于扬子准地

台之上扬子台坳之筠连凹褶束与扬子准地台之四川台坳之

赤水凹褶束交汇地段；该区域构造线展布方向多异，地层展

布复杂多样，区内构造样式以南北向、东西向和北东———南

西向褶皱为主，中南部东西向褶皱后期被一条东西向断层所

破坏，该断层起于蟠龙乡赶场坝，经底蓬镇安远，止于大妙乡

黄湾，全长约 １４５０ｋｍ?。复杂多样的沉积地层和构造样
式，以及后期断层的改造作用，对该区硅化木的形成、改造与

再造及其分布格局起到了较强的控制作用。

３　种类与成因
江安硅化木群位于大山坡向斜下段东翼，该向斜延伸约

５００ｋｍ，轴向近南北，两翼基本对称。硅化木主要赋存于该
向斜侏罗系上统蓬莱镇组下段（距今１４０～１５０Ｍａ）的灰黄
色钙质长石砂岩中。

硅化木产状多变，有与岩层斜交的，也有近于直立的，但

绝大多数与岩层产状基本一致。这些硅化木，质地坚硬，纵

向的木质纤维清晰可见，然横断面的年轮多为模糊不清；颜

色呈灰白色和灰黑色，但有些受铁质浸染呈褐黄色或红色，

有的局部因碳化而呈黑色。所见硅化木直径以０３～０５ｍ
者居多，长度短者在００５ｍ左右，长者在５０ｍ以上，全部
为树干，未见有树枝、树根。硅化木断面多参差不齐，有呈板

状者，也有呈半圆状，多为不完整的圆形状（图版 Ｉａ—Ｉｆ）。
初步推测，该硅化木为保存次生木质部的一种松柏类植物，

具体种属的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

江安硅化木群主要形成于晚侏罗纪，它的形成有两个必

要条件：晚侏罗纪时，区内气候温暖湿润，生长着大量蕨类及

苏铁、松柏等裸子植物，为形成硅化木化石奠定了基础；河湖

水经过地热或火山加热后的热水淋滤萃取流经岩石中的二

氧化硅等矿物质，形成大量高浓度的含可溶性二氧化硅的矿

物质热液。

在三叠纪“印支运动”作用下，四川盆地边缘逐渐隆起成

山，之前被海水淹没的地区逐渐上升成陆地，四川盆地由海

盆转变为陆盆，湖水几乎占据了四川盆地全境，称为“巴蜀

湖”?。到了侏罗纪时期盆地的气候逐渐从温暖湿润转变为

炎热干燥，并且此时已沉积了大量的紫红色粘土岩、粉砂岩、

泥岩、岩屑长石砂岩和长石石英砂岩等。此时盆地里到处生

长蕨类及苏铁、松柏等裸子植物。因为地壳变动引发的一系

列地质事件，如盆地差异升降、地震、洪水、火山喷发、泥石流

等，把这些植物带到较低处的河流、湖泊中，然后被砂石泥土

掩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封闭的环境。

除了有丰富的树木外，还应有大量高浓度的含可溶性二

氧化硅的矿物质热液，它们在植物未被腐蚀完之前，将植物

茎干导管、木纤维及射线细胞内的有机质交代充填，以蛋白

石或凝胶状二氧化硅形式沉积下来，并保留树木原来的内部

结构。该区域的侏罗纪上统遂宁组及蓬莱镇组中都含有大

量长石石英砂岩，可为热液提供二氧化硅。大气降水、地下

水、岩浆期后水等在火山或地热等作用下往上流动，并从流

经的岩石中淋滤萃取出大量二氧化硅及其它矿物质，形成高

浓度的富含二氧化硅的胶体溶液。之后高浓度的含二氧化

硅的热液不断交代树木中的有机质，热液不断地向树木中渗

透，树木中的有机质被带出来，热液的矿物质如二氧化硅、碳

酸钙、氧化铁等填充进入细胞腔和细胞间隙，树木原来的物

质成分几乎全部被置换进去的热液中的物质成分所替代，而

树木原貌丝毫也不曾改变，所以树木的形态轮廓，包括它的

年轮花纹都还栩栩如生。

４　保护意义
生物化石的古生态研究，是重建地史时期古地理、古气

候的重要依据，每种生物（动物和植物）都是生活在一定环

境、适应环境的结果，各种生物的习性行为和身体形态构造

都具有反映环境条件的特征；硅化木是一种重要的生物化

石，是石化了的地史时期古植物遗体，常保留着原树木的外

观和内部结构；对硅化木及赋存地层的研究，可以了解地史

时期的植物类属、演变，揭示其生长、破坏及石化过程的古气

候、古地理等古生态环境，在生物学、地质学上都有重要意义

（阎顺等，１９９７；董传万等，２００２；谭富文等，２００３；黄松，２００６；
黄松等，２００７；）。江安硅化木群在作为研究长江流域古气
候、古地理、古生态及其演化和地壳变动等方面是非常珍贵

的史料。

同时，江安硅化木群与四川射洪硅化木（何真毅，

２００６），以及２００７年在四川省华蓥山国家地质公园发掘的硅



化木之间究竟有无联系，对研究四川盆地古气候变迁、地壳

变动有何种意义等，都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５　开发构想
５．１　提高认识，落实管理，规范制度

目前江安硅化木群处于无人管理，并且人为破坏时有发

生的状况。当务之急是认清这一问题的紧迫性，并派专人来

管理，将工作区内出露的硅化木进行统一编号，按照编号将

具体的保护、看管工作落实到个人。这些责任人应被进行短

期的知识培训，同时制定相应的规定条文，并将规定条文和

奖惩措施以统一的格式置于保护碑上，将保护碑立于区内醒

目位置。

５．２　与周边旅游资源的配合
江安硅化木群所在区域紧邻青峰寺（省级森林公园），更

有江安县城（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与夕佳山民俗博物馆（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之间的旅游通道———江红公路贯通全

区，这种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为硅化木群的保护开发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初期应努力做好硅化木群的保护开发宣传工

作。首先，在江安县城至夕佳山民俗博物馆的公路（江红路）

两侧，设立硅化木旅游标示牌。其次，配合其他知名旅游景

区，作为“免费赠送”旅游景点，制作宣传图册，并派专人负责

讲解。

５．３　加大科学研究力度，努力建设地质
遗迹保护园区

　　加强进一步的科学研究，全面搞清硅化木的分布范围，

深入探讨硅化木赋存规律；松柏植物生长期的古地理环境，

原始林带毁灭时的地质环境；硅化木形成时的物理化学条

件，热能来源、硅的来源等，为建设地质遗迹保护园区奠定坚

实的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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