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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中!火山弹"与
!喷气锥"景点定名商榷

吕洪波
中国石油大学地球科学系$山东东营$#!%$9#

内容提要#位于中国东北黑龙江省的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然景点$其引人之处就是新生代

玄武岩火山地貌#然而$景点中有些火山构 造 的 命 名 却 存 在 着 明 显 的 错 误$如!熔 岩 丘 和 增 生 熔 岩 球 分 别 被 错 误 地

命名为&喷气锥’和&火山弹’#笔者根据著名专业网站(如!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和经典教材中的相应定义讨论了这

些火山构造#通过分析这些构 造 的 形 态%大 小 和 成 因$笔 者 将 它 们 分 别 重 新 命 名 为 熔 岩 丘 和 增 生 熔 岩 球#笔 者 建

议!地质公园中所有景点的定名都应该经专家核实和评价$从而给出科学的%符合地质实际的名称#

关键词#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喷气锥"熔岩丘"火山弹"增生熔岩球

!!五大连池是中国于#$$F年首批获得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批准的世界地质公园之一(乔樵$#$$!)$也
是中国最著名的火山地貌景观区#五大连池不仅仅

是优美的自然风景区$也是地学科研的天然实验室

和科普教育的活教材$是天然的火山博物馆#几十

年来$在广大地学科技工作者的努力下$五大连池火

山群的许多方面研究都获得重要进展$积累了大批

科研成果#如!五大连池火山群喷发机制%过程%类

型研究(赵 谊 等$8::%"白 志 达 等$8:::"任 锦 章 等$

8:::)$岩 石 学 和 地 球 化 学 研 究(樊 祺 诚 等$8:::)$
火山构造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吕宗文$8::F)$火山岩

年代学研究(李 齐 等$8:::)$火 山 碎 屑 堆 积 物 研 究

(刘祥$8::%)$喷发史料研究(陈洪洲等$8:::"陈洪

洲$#$$F)$火山区地热研究(杨森等$#$$F)%火山群

大地电磁探测(詹艳等$8:::)$火山区水体中气体地

球化学研究(杜建国等$8:::)$火山地貌介绍(郭克

毅$#$$F)$这些都为深入而全方位地探讨五大连池

火山群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研 究 基 础#此 外$刘 永 顺 等

(8:::)还专门探讨了五大连池新期火山喷发的火山

弹动力学#

#$$F年:月$笔者在吉林大学参加教育部地质

学教学指导委员会会议期间$与来自全国地学相关

院校的同行专家一起野外实地考察了五大连池风景

区#笔者发现!五大连池火山群的研究还不够系统$
有的景点还存在着明显的错误#其中最明显的有两

处!&喷气锥’和&火山弹’$前者实际上是熔岩丘$而

后者则是增生熔岩球#还有其他地方也存在着类似

的问题$在此不一一叙说#笔者在最新出版的*地球

科学概论+英语教材中对上述地表火山构造进行了

成因讨论(吕洪波$#$$9)#考虑到五大连池作为世

界地质公园有着巨大的影响$为了更科学地认识五

大连池的各种火山地貌$尽快提高中国地学界的科

普教育水平$同时为了更好地与国际地学界接轨$笔
者愿意将自己的认识以论文的形式与全国同行进行

讨论与交流$以期对提高相关研究有所裨益#

8!&喷气锥’实际上是熔岩丘(熔岩锥)

!2!!关于五大连池的!喷气锥"报道

在网上输入&喷气锥’三个字查询$一共有"#%$
项合乎&喷气锥’的相关网页$绝大多数都将黑龙江

五大连池的熔岩丘当作喷气锥的实例展示(=GGC!,,

HHH2?00?1D2E0;)$包括许多专业网站#下面举几

个例子!
(8)五大连池风景区旅游网站!在景点介绍中

描述!&喷气锥位于火烧山东侧广阔的翻花熔岩台地

上$是天然熔 岩 石 雕 展 品$也 是 全 球 罕 见 的 火 山 珍



品!喷气锥是由一层层的熔岩堆积而成"里面又是

钟乳状的空心"状如宝塔"是五大连池火山景观中最

具有特色 的 火 山 艺 术 珍 品!喷 气 碟 是 喷 气 锥 的 雏

形"堆 积 不 高"但 它 的 喷 气 口 大"表 面 光 滑"状 如 圆

盘"像传说中的飞碟!有的喷气碟里面顽强的生长

着五颜六色的花草和树木!喷气锥和喷气碟对于研

究火山地区 地 貌 的 形 成 具 有 极 高 的 价 值#$=GGC%&&

HHH2HB1E2E0;2E>’!
$#’网易旅 游 网 页%(在 火 烧 山 东 北)三 池 北 的

大片翻 花 石 中"有 一 种 国 内 外 罕 见 的 火 山 地 质 景

观***喷气锥!喷气锥外形远望似 黑 色 宝 塔"一 座

座耸立在翻花石中"一般高#"F;"底径#"!;!锥

体上细下粗"体内空心"顶端有孔"由层层熔岩饼垒

叠而成!空心内壁灰黑色)灰褐色纵向条纹或棘状)
瘤状结#$=GGC%&&HHH289"2E0;’!

$"’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也将五大连池的熔

岩丘当作喷气锥宣传$=GGC%&&HHH2E?I2?0J2E>’!
$F’中国地震局火山研究中心网站%也将五大

连池的熔岩丘称作(喷气锥#%(五大连池火山群保存

完好的火山口和各种火山熔岩构造"如多层流动单

元构造)结壳熔岩构造)渣状熔岩构造)喷气溢流构

造$喷气锥和喷气碟’++#$=GGC%&&HHH2J01E5>02
0K?2E>’!

$!’地质遗迹$国家地质公园’网站%对五大连

池的熔岩锥 作 如 下 描 述%(这 里 的 熔 岩 地 貌 类 型 多

样"有世界稀有的火山喷气锥)喷气碟"有典型的绳

状熔岩)翻花状熔岩及各种具有极高美学价值的象

形熔岩)火山弹)浮石)熔岩隧道等!园区空气清新"
环境幽雅"湖光山色"是难得的科学旅游"休假康疗

胜地#$=GGC%&&HHH2E?C2?0J2E>’!
$9’地理教育网站将五大连池的熔岩丘也称为

(喷 气 锥#或(喷 气 穴#"尽 管 其 描 述 并 非 喷 气 锥

$=GGC%&&HHH2?D0DBA2E>’!
众多科普文章中也都毫无例外地介绍五大连池

(喷气锥#$如%乔樵"#$$!’"看来"这种(喷气锥#已经

在中国人的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产生了广泛的

影响!

!2"!五大连池的!喷气锥"是典型的熔岩丘

实际上"五大连池熔岩台地上的(喷气锥#并非

喷气锥"而 是 熔 岩 丘$或 称 作 熔 岩 锥’"英 文 名 称 是

=0K><G0"金山词霸将其翻译为(熔岩滴丘#!
国际地质学网站上对熔岩丘的定义为%L0K><G0

<I5MC5><I=GDK;;D5><>?N1<GG1D0JD>"N5>BI;511
15J5E0>DI1<ODG=<I0>DPK0;L5H5<<KDID;@1D01B7

P5I=<0>DB 0AGB00K H00B7P<KDB 0JD>I2 L0K><G0I
P0K;510>?G=DG0CI0P15J5GA@DI"H=DKDJDK5>
0CD><>?<>G=DI01<BACCDKEKAIG5CCD5KI2,IG=D
15J5@D>D5G=CA1IDI5>BP10HI510>?<GIE=5>>D1"

I;511?0AGI0P<GIC5GGDKAC5>B0AGH5KB"@A<1B<>?
51<GG1DC<1D5K0A>BG=D0CD><>?$图版#78’$=GGC%&&

?D010?625@0AG2E0;’2翻 译 成 中 文 为%L0K><G0$熔

岩丘’是西班牙语"意思是(小火炉#"是小型的熔岩

锥"在夏威夷的熔岩丘像老式的户外燃木火炉!熔

岩丘在熔岩隧道之上的地表形成"凡是熔岩隧道上

部固态壳有开口的地方就出现熔岩丘!当下面隧道

中的熔岩流沿着隧道脉动时"小股熔岩向上向外溅

落"这样熔岩就在开口周围堆叠在一起!
经 典 的 地 质 学 词 典 上 描 述%, =0K><G0<I5

IC5GGDKE0>D"DICDE<51165K00G1DIIJD>G0>515J5
P10H$&5K6DG51"8:%#"C2""Q’2翻 译 成 中 文 为%
熔岩丘是一个溅出锥$金山词霸上翻译为%寄生熔岩

锥’"特别是位于熔岩流上方的无根出口上!
美国地质调查局网站上的定义%,=0K><G0<I5

I;511K00G1DIIIC5GGDKE0>DG=5GP0K;I0>G=D
IAKP5ED0P5@5I51G<E15J5P10H$AIA5116C5=0D=0D’2
,=0K><G0BDJD10CIH=D>15J5<IP0KEDBACG=K0A?=
5>0CD><>?<>G=DE001DBIAKP5ED0P5P10H5>BG=D>
5EEA;A15GDI 5K0A>B G=D 0CD><>?2 R6C<E5116"

=0K><G0I5KDIGDDCI<BDB5>BP0K; E0>IC<EA0AI
C<>>5E1DI0KIG5EOI2R=D65KDNK00G1DIIN@DE5AID
G=D65KDPDB@615J5PK0; G=DA>BDK16<>?P10H
<>IGD5B0PPK0;5BDDCDK;5?;5E0>BA<G$=GGC%&&

J01E5>0DI2AI?I2?0J’2翻 译 成 中 文 为%熔 岩 丘 是 形

成于玄武岩熔岩流$通常为绳状熔岩’表面的小型无

根溅出锥!当熔岩通过已经冷凝的表面之开口被迫

向上挤出时"就在开口周围堆积形成熔岩丘!典型

的熔岩丘呈陡峭的塔形或烟囱状!之所以无根是因

为熔岩不是来自于深部的岩浆通道"而是来自于下

方的熔岩流!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熔岩丘并非喷发气体而

形成的锥体"而是熔岩流冲破熔岩隧道顶板而向上

溅出的熔岩滴在出口周围堆叠的结果!通过观察正

在形成的熔岩丘可以发现"熔岩滴刚溅出时为红色

的浆团"迅速冷凝后则变成表面光滑而发亮的黑色

玄武岩"熔岩滴溅出时并不伴随任何气体喷出$图版

#78’!再看五大连池熔岩台地上的(喷气锥#$图版

#7#"#7F’"不难发现"它们表面黑亮光滑"丘 体 多

呈尖塔形"就是典型的熔岩丘!

FQ" 地!质!论!评 #$$%年



!2#!什么是喷气孔？

那么!自然界中到底有否真正的喷气锥？有!但
更科学的定名应该叫"喷气孔#$

喷气孔%正 确 的 英 文 名 称 为%SA;5K01D$可 以

通过下面的定义分析其特点%
经典的地质 学 词 典 上 有 如 下 描 述%,PA;5K01D

<I5JD>G!AIA5116J01E5><E!PK0;H=<E=?5IDI5>B
J5C0KI5KDD;<GGDB&<G<IE=5K5EGDK<IG<E0P515GD
IG5?D0PJ01E5><E5EG<J<G62*G<II0;DG<;DIBDIEK<@DB
@6G=DE0;C0I<G<0>0P<GI?5IDI!D2?2E=10K<>D
PA;5K01D2SA;5K01DI;560EEAK510>?5P<IIAKD0K
<>5CC5KD>G16E=50G<EE1AIGDKI0KP<D1BI’&5K6DG51!

8:%#!C2#Q#(2翻译成中文为%喷气孔通常为火山

喷气出口!从这个孔中火山气体和蒸汽喷射出来!为
火山晚期阶段的特征$有时喷气孔可以根据其气体

的组成进行描述!如%氯气喷气孔$喷气孔可沿着裂

隙或以紊乱的丛状形式分布$
美国地 质 调 查 局 网 站 对 喷 气 孔 作 如 下 描 述%

SA;5K01DI5KD JD>GIPK0; H=<E= J01E5><E ?5I
DIE5CDI<>G0G=D5G;0IC=DKD2SA;5K01DI;560EEAK
510>?G<>6EK5EOI0K10>?P<IIAKDI!<> E=50G<E
E1AIGDKI0KP<D1BI!5>B0>G=DIAKP5EDI0P15J5P10HI
5>BG=<EOBDC0I<GI0PC6K0E15IG<EP10HI2R=D6;56
CDKI<IGP0KBDE5BDI0KED>GAK<DI<PG=D65KD5@0JD5
CDKI<IGD>G=D5GI0AKED0KB<I5CCD5KH<G=<>HDDOIG0
;0>G=I<PG=D60EEAK5G0C5PKDI=J01E5><EBDC0I<G
G=5GTA<EO16E001I’=GGC%))J01E5>0DI2AI?I2?0J(2
翻译成中文为%喷气孔是火山气体逃逸到大气中的

出口!可以沿着细小的裂隙或长的裂缝分布!以紊乱

的丛状或呈区域性分布!在熔岩流或火山碎屑流上

方出现$如果位于持续的热源之上!喷气孔可以持

续存在几十年到数百年$但如果仅仅位于快速冷凝

的火山沉积 层 之 上!仅 仅 维 持 几 周 或 几 个 月’图 版

#7"($
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喷气孔是喷发挥发性气

体的出口!其形状不一定呈锥形!所以科学的定名不

应叫做"喷气锥#!而应叫做喷气孔$
观察典型的喷气孔可以看出!由于喷发挥发气

体!往往在喷孔附近附着硫磺等不规则形状的结晶

薄膜’图版#7"($显然!五大连池的"喷气锥#绝非

喷气孔!所以其残留的小出口非常光滑!没有任何气

体喷出的迹象$

!2$!五大连池的熔岩丘

通过对熔岩丘和喷气孔的定义分析!我们可以

发现二者存在下述两点明显差异%
’8(喷发成分不同%喷气孔是一个裂隙!火山挥

发气体通过该出口喷向空中$熔岩丘则是溅出的小

团熔岩在出口周围堆叠的结果!由于是熔岩流在地

表流动时在上面冷凝结壳上溅出!早已没有挥发分$
至于是否在 熔 岩 隧 道 中 存 在 水 体 则 不 是 必 要 的 条

件$
’#(形成地 点 有 别%喷 气 孔 一 般 位 于 大 型 火 山

锥锥体附近或厚层火山碎屑沉积层之上!本身是火

山锥体或火山碎屑层中的裂隙!因此喷气孔往往沿

着一定方向的断裂分布$而熔岩丘不在大型火山锥

附近!而是位于远离火山锥的熔岩台地上!而且由于

是熔岩流溅出的结果!因此其下方必然断断续续地

存在着熔岩隧道$
五大连池的熔岩丘不是位于火山锥附近!而恰

恰位于熔岩台地上$很多熔岩丘呈线状分布!说明

位于同一条熔岩隧道之上$熔岩丘根据形态可以进

一步划分!尖塔形的叫熔岩锥!碟形的叫熔岩碟$但

笔者在此建议!统统叫熔岩丘更好!因为碟形的是熔

岩丘发育初期的形态!而锥形的则是熔岩丘最终的

结果$

!2%!五大连池熔岩丘的形成过程

玄武质熔岩流从火山口溢出后形成熔岩台地!
在台地上几条主要的熔岩流继续向前流动!其表面

迅速冷凝而结壳!形成熔岩隧道顶板$隧道中的熔

岩因受到上 方 结 壳 的 保 护 而 保 持 液 态 继 续 向 前 流

动$由于喷发的熔岩量瞬时变化!突然增多的熔岩

就会对顶板施加强大的冲力!在某些薄弱地点冲破

顶板溅出!于是在溅出口周围形成熔岩丘$熔岩丘

的雏形为熔岩碟!随着熔岩溅出滴的堆叠最终则形

成尖塔形的熔岩锥$五大连池熔岩台地上分布着许

多熔岩隧道’图版#79(!是 火 山 熔 岩 溢 出 结 束 时 隧

道中的熔岩继续向前方流动而后方缺乏来源补充造

成的空间得以保留的结果$熔岩丘的分布与熔岩隧

道的位置相关$

#!熔岩台地上的"火山弹#实际上

是增生熔岩球

"2!!从定义上分析!不是火山弹

在五 大 连 池 石 海 处’&UM值%3FQVFF28%%W!

’8#9V$:29"8W(!有一个标有"火山弹#的景点引人注

意$在渣 状 熔 岩 表 面 横 卧 着 一 个 椭 球 形 的"火 山

弹#!其长轴大约82!;!短轴近$2Q;!内部致密!表

面毛糙!整体黑色!由玄武岩组成!大约8)"被埋藏

!Q"第"期 吕洪波%五大连池世界地质公园中"火山弹#与"喷气锥#景点定名商榷



于渣状熔岩中!#""露出地表#图版#7Q$%
这个巨大的&卵’形玄武岩块体真是火山弹吗？

不是！我们可以从火山弹的定义进行分析(
地质 词 典 上 的 定 义(X0;@<I5C6K0E15IGG=5G

H5IDYDEGDBH=<1DJ<IE0AI5>BKDED<JDB<GIK0A>BDB
I=5CDH=<1D<>P1<?=G2*G<I15K?DKG=5>15C<11<<>
I<ZD!5>B;56@DJDI<EA15KG0=0110H<>I<BD2,EGA51
I=5CD0KP0K; J5K<DI ?KD5G16!5>B<I AIDB<>
BDIEK<CG<JDE15II<P<E5G<0>0P@0;@I!D2?2K0G5G<0>51
@0;@)IC<>B1D@0;@#+5K6DG51!8:%#!C2Q"$2翻

译成中文为(火山弹是处于粘稠状态下而被抛到空

中的火山碎屑!在飞行过程中获得其浑圆形态%其

体积大于火山砾!而内部可以多孔甚至中空%火山

弹的实际形 状 变 化 很 大!可 以 据 此 进 行 描 述 分 类!
如(旋转火山弹!纺锤形火山弹%

美国地质 调 查 局 网 站 的 解 释(.01E5><E@0;@I
5KD15J5PK5?;D>GIG=5GHDKDDYDEGDBH=<1DJ<IE0AI
#C5KG<5116 ;01GD>$5>B15K?DKG=5>9F ;; <>
B<5;DGDK2 45>6 5ETA<KD K0A>BDB 5DK0B6>5;<E
I=5CDI BAK<>? G=D<K GK5JD1 G=K0A?= G=D 5<K2
.01E5><E@0;@I<>E1ABD@KD5BEKAIG@0;@I!K<@@0>
@0;@I!IC<>B1D @0;@I #H<G= GH<IGDB D>BI$!

IC=DK0<B51 @0;@I! 5>B NE0H7BA>?N @0;@I
#=GGC(""J01E5>0DI2AI?I2?0J$%翻 译 成 中 文 为(火

山弹是处于粘滞状态下#部分融化$被抛到空中的熔

岩碎屑!其直 径 大 于9F;;%许 多 火 山 弹 在 空 气 中

飞行时获得了浑圆的空气动力学形状%火山弹包括

结壳火山弹*带状火山弹*纺锤形火山弹#具有螺旋

形的两端$*椭球形火山弹和&牛粪’形火山弹等#图

版#7!$%
从定义中可以看出!火山弹是熔岩半固结或完

全液态情况下被喷射到空中的火山砾!在空中飞行

时形成了符合空气动力学的各种形态%当落地时往

往被撞击变形!处于塑性状态就落地时最典型的形

态是荷包蛋形状%而由于在火山口被喷射到空中!
往往含有气 孔 甚 至 中 空!因 此 不 可 能 是 致 密 块 体%
此外!火山弹往往成群分布!从火山口向周围随着距

离加大!火山弹的直径逐渐变小%所以!火山弹最主

要分布于火山锥的斜坡上%
根据上述分析!五大连池熔岩台地上的所谓&火

山弹’显然不是真正的火山弹%首先!火山弹是未固

结就在空中飞行并掉落在地上的!因此或多或少都

因受到撞击 而 变 形%一 个 直 径8;以 上 的 粘 稠 团

块从高空落下!必然变成荷包蛋状!而且必然对落地

点产生一定的冲击力%然而!五大连池熔岩台地上

的那个大&火山弹’却保持良好的&蛋’形!周围为典

型的渣状熔岩!未见任何变形%第二!火山弹必然带

有气孔或呈中空状!而景点上的&火山弹’除了表面

稍有粗糙外!其内部非常致密%第三!火山弹表面在

空中迅速冷凝而形成一层结壳!落地时因撞击而产

生碎裂纹!但景点上的&火山弹’的最外部并非快速

冷凝的结壳!而恰恰是相对毛糙的表面!具有外部粘

附增生的特征#图版#7Q$%第四!如果8;以上的

火山弹能从火山口飞出并落在几千米以外的熔岩台

地上!那火山爆发得是何等强烈啊？可实际上五大

连池主要是玄武岩喷发!主要形式为溢流而非爆发%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判断!尽管我们不能排除五大连

池熔岩台地上存在着火山弹的可能性!但该景点所

展示的这个巨大的&火山弹’绝非火山弹%

"2"!实际上是典型的增生熔岩球

既然不是火山弹!那这个巨大的&卵’形火山块

体到底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典型的增生熔岩球或简

称熔岩球!英文名字叫&’’()*+,-.(/0.1.2.00或0.1.
2.00%

#8$地 质 学 词 典 上 增 生 熔 岩 球 的 定 义()5J5
@511<I5?10@A15K;5II0P15J5G=5G<IIE0K<5ED0AI
<>I<BD5>BE0;C5EG0>G=D0AGI<BD)<G<IP0K;DB@6
G=DE05G<>?0P5PK5?;D>G0PIE0K<5@6P1A<B15J52
M6>(CIDAB0@0;@#&5K6DG51!8:%#!C2"::$2翻

译成中文为(熔岩球是球形的熔岩块体!其内部为熔

渣状而外部紧密%熔岩球是熔岩渣块表面粘裹上液

态熔岩而形成的%别称为(假火山弹%看来!由于其

&蛋’状形态!熔岩球最容易被误作火山弹%
##$美 国 地 质 调 查 局 网 站 上 增 生 熔 岩 球 的 定

义(,EEKDG<0>5K615J5@511I5KDK0A?=16IC=DK<E51
;5IIDIG=5GP0K;0>G=DIAKP5ED0P5>[5[5P10H2
R=D6K5>?D<>I<ZDPK0; 5PDH ED>G<;DGDKIG0
IDJDK51;DGDKI<>B<5;DGDK2)5J5@511I?K0HH=D>
5I;511PK5?;D>G0PI01<B<P<DB15J5K011I510>?G=D
IAKP5ED0P5>5EG<JDP10H5>B15J5IG<EOI0K5EEKDGDI
G0<GIIAKP5ED2R=D?K0HG=0P515J5@511<II<;<15K
G0G=DH565?<5>GI>0H@511?K0HIH=D>I0PG!

IG<EO6I>0H 5B=DKDIG0<GIIAKP5ED5I<GK011I
B0H>I10CD#=GGC(""J01E5>0DI2AI?I2?0J$#图 版#7
%$%翻译成中文为(增生熔岩球大体上为球形的块

体!是在渣状熔岩#阿丫熔岩$表面形成的%其直径

从几厘米到几米不等%当固化了的熔岩小碎块沿着

活动的熔岩流表面滚动时!熔岩粘附到碎块表面上!

9Q" 地!质!论!评 #$$%年



熔岩球就长大了!熔岩球的长大类似于滚雪球"雪

球沿着积雪山坡滚动过程中柔软而粘滞的雪粘附到

雪球上而使雪球不断增大!
这个定义既精确又形象"强调了熔岩球在流动

的熔岩流表面以滚雪球形式增大的过程!通过比较

一个正在形成的增生熔岩球#图版#7%$和五大连池

熔岩台地 上 的%火 山 弹&#图 版#7Q$"不 难 发 现"此

%蛋&非 彼 %弹&"而 是 典 型 的 增 生 熔 岩 球

#5EEKDG<0>5K615J5@511$"或简称熔岩球#15J5@511$!

"2#!五大连池增生熔岩球的形成过程

在表面粗糙的%翻花熔岩&#这个名称不准确"科
学的定名应为渣状熔岩$台地上"正在流动的玄武岩

熔岩流表面因迅速冷凝而结壳"这些固化了的块体

因下面熔岩流不断向前运动而翻滚"在滚动过程中

不断将下面的液态熔岩粘附在块体表面"使其不断

增生变大"而由于不断向前滚动"典型的形态逐渐演

变成单轴椭球体!随着下面熔岩流的冷却而流速减

弱"表面的熔岩球就最终停积在熔岩流的表面!因

此"增生熔岩球总是与渣状熔岩共生"位于熔岩台地

表面!

"!结论与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下列认识’
#8$分布于五大连池熔岩台地上的%喷气锥&实

际上是典型的熔岩丘!如果按照形态进一步划分"
碟形的熔岩丘可以叫做熔岩碟"而尖塔形的熔岩丘

则可叫做熔岩锥!其中"熔岩碟是尚未长成的熔岩

丘"而熔岩锥则是发育良好的熔岩丘!熔岩丘的英

文名称为=0K><G0!
##$真正的喷气孔是在火山锥附近喷发火山挥

发气体的裂隙"英文名称为PA;5K01D!因 其 形 态 不

一定呈锥形"故最好别称为%喷气锥&"而应该称作喷

气孔!
#"$五大连池熔岩 台 地 上 巨 大 的 椭 圆 形!火 山

弹"并非火山弹"而是典型的 增生熔岩球"英文名称

为5EEKDG<0>5K615J5@511"简称为熔岩球15J5@511!
#F$此外"熔岩台地 上 的!翻 花 熔 岩"叫 做 渣 状

熔岩#英文为’IE0K<5$更为科学!为了保留地质景观

命名的形象性和活拨性"可以仍叫它翻花熔岩"但在

后面用括号注上%渣状熔岩&字样"这样不会让世界

各地的游客感到地质现象命名不准确!
地质公园不仅具有独特的观赏和游览价值"也

是科学家成长的摇篮和进行科学探索的基地!对广

大青少年朋友(对民众"地质公园是普及地质科学知

识"进行启智教育的最好课堂!因此地质公园的建

设不仅要从美观上着眼"还要在科学上把握其准确

性!建议有关部门设立一个小型研究基金"让感兴

趣的地质学家对五大连池景区进行系统的考察与再

研究"对不同景点的各种火山地貌景观和火山构造

进行进一步核实和探讨"从而进一步提高五大连池

世界地质公园的科学性!笔者建议’各地质公园中

所有景点的定名都应该经专家核实和评价"从而给

出科学的(符合地质实际的名称!
致谢#山东科技大学地科学院李旭平教授阅读

了初稿并提出修改意见!笔者在此深表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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