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学们，通过新闻报道和影视作品，你们认为什么是火山喷发？是火从山上喷出吗？对，

不是火，那喷出的炙热的熔融态的物质是什么？对了，是岩浆。除了岩浆，火山还会喷出哪

些物质？这些物质如何给我们带来灾害？它们除了制造灾害，还能带来哪些好处？面对灾害，

我们如何有效防灾减灾？这一章，我们来认识下火山灾害！！！本章的知识结构如下： 

 
图 1 本章知识结构图 

本节主要介绍 3.1 火山概述，接下来进入具体内容的学习。 

 

3.1 火山概述 

3.1.1 火山相关概念 

本节内容：火山喷发的定义，岩浆的类型及特点。 

重点和难点：影响岩浆流动性和喷发猛烈程度的因素 

基本要求：了解火山与岩浆的关系，理解不同类型岩浆的特点。  

（注意：红色为本节重点，蓝色为本节的思考，黄底色标注为本节的作业） 

 

同学们，这一节我们先来认识下与火山联系紧密的岩浆，看看它是如何影响火山的威力

—喷发的猛烈程度的。 

 

1. 火山喷发的定义： 

火山喷发：岩浆等喷出物在短时间内从火山口

向地表的释放。如图 2 所示。 

 

图 2. 2013 年 Reventador 火山喷发 



2. 岩浆 

（1）主要发源地： 

软流层（部分熔融、较大塑性或潜柔性），地壳运动、岩浆活

动与火山活动均与此层有关，温度：700－1600℃。如图 3 所示。 

（2）成分： 

一部分以硅酸盐熔浆为主体，一部分是挥发组分，主要是水

蒸气、和其它气态物质（CO2、SO2、CO、N2、H2等） 

  

                                                           图 3 软流层所在位置图示    

（3）种类： 

根据 SiO2含量，岩浆可分为四种基本类型： 

 酸性岩浆（SiO2＞65％）：700－900℃ 

 中性岩浆（65％>SiO2>52％）：900－1000℃              

 基性岩浆（45％>SiO2>52％）：1000－1200℃                    

（4）流动性： 

➢ 温度越高，岩浆的粘滞性越小，容易流动 

（流体地内摩擦也称作粘滞性， 

如：蜂蜜，粘滞性大；水，粘滞性小） 

➢ SiO2含量低，岩浆容易流动  

➢ 固态矿物含量较少，岩浆越容易流动                                 

图 4.流动的岩浆 

总结：不同类型岩浆特点 

基性岩浆：温度较高，流速较快，粘滞性较小，岩浆中挥发成分较少，故喷发的猛烈程

度较低。 

中酸性岩浆：温度较低，流速较慢，粘滞性较大，岩浆中挥发成分较多，故喷发的猛烈

程度较高。   

因此，并非所有火山的喷发都是一样“残暴”，火山喷发的猛烈程度，与岩浆的类型，

所携带的挥发成分的量有直接关系。 

 

小结：本节主要介绍了火山喷发的定义和岩浆的类型及特点，请同学们掌握不同类型岩浆的

特点。思考：火山临近喷发时，岩浆中气体含量越高，喷发的规模是约平静还是越剧烈？ 

http://baike.baidu.com/view/2383601.htm


3.1.2 火山的分布与类型 

本节内容：全球和我国火山的分布，火山的主要类型。 

重点：全球和我国火山的分布 

基本要求：掌握全球和我国的火山主要分布，理解火山的主要类型。  

（注意：红色为本节重点，蓝色为本节的思考，黄底色标注为本节的作业） 

 

同学们，上一节我们了解了并非所有火山喷发都非常猛烈，除了爆裂式火山，还有哪些

火山类型？火山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这一节，我们具体了解下：火山的分布，以及火山的

主要类型。 

 

1. 火山的分布： 

（1）全球火山分布 

从图 1 全球活火山分布图中，大家看到火山的分布有什么特点？对了，主要在板块边

界，但还有零星分布在板块内部。因此，全球主要火山带有：（如图 5） 

环太平洋火山带；大洋中脊火山带；东非裂谷火山带；阿尔卑斯-喜马拉雅火山带 

 

 

 

 

 

 

    

 图 5. 全球活火山分布图 

这些分布在板块边界的火山，其成因可以用板块构造运动解释。需要注意的是，在太平

洋板块内部也出现了零星火山，如夏威夷群岛，其成因目前并没有完全一致的解释，各自成

因学说中，多数人比较认同的是热点-地幔柱假说。 

热点-地幔柱假说：从软流圈或深部地幔涌起并穿透岩石圈的一股固体物质热塑性流，

呈圆柱状者称地幔柱，呈羽缕状者称地幔羽。地幔柱在洋底或地表出露时即为热点，热点（hot 



spots）是地幔柱（mantle plume）的一种表现。如图 6 所示。 

 图 6. 地幔对流及地幔柱示意图                   图 7. 夏威夷岛屿链的分布与成因 

用地幔柱解释夏威夷群岛成因的假说：太平洋板块上的夏威夷岛屿链，由东南向西北逐

渐古老，如图 7 所示。太平洋板块下存在热点，该热点在 8000 万年中一直处于活动之中。

热点涌出地幔柱，熔融了软流层上部的岩石圈，形成了一个窗口，岩浆由此喷出冷却、堆积，

最终形成了火山岛。随着太平洋板块不停运动，先形成的火山从热点处移开并逐渐熄灭成为

死火山，新的火山又在热点上方形成，结果就形成了一串年龄定向分布的线状火山链，也就

是现在的夏威夷群岛。 

（2）我国火山分布 

如图 9 所示，我国火山分布比较零散，主要分布区域为：（如图 8） 

东北环蒙古高原区域；西南青藏高原区域；东部环太平洋西岸区域 

其中：目前活动性最强的是长白山火山 

 

 

 

 

 

 

 

 

 

 

注：处于活动状态的火山（六角星）；有活动迹象的火山（五角星）；有潜在活动可能的火山（十字星）；

活动性不明的火山（三角形）；新生代火山岩分布区（阴影区）；主要构造带（粗线） 

图 8 中国大陆全新世活动火山分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BB%E7%81%AB%E5%B1%B1


2. 火山的类型 

同学们，火山的分类方式有多种，如根据活动情况可分为：活火山、休眠火山和死火

山，根据岩浆的通道类型可分为：裂隙式喷发和中心式喷发；根据火山锥的形态可分为：

岩渣锥火山、盾火山和复合型火山。以下主要介绍根据岩浆的通道划分的火山类型。 

（1）裂隙式喷发 

岩浆沿着地壳中的断裂带溢出地表，称为裂隙式喷发（如图 9）。这类喷发温和而宁

静，喷出物多为粘性小的基性玄武岩浆，碎屑和气体少，故没有强烈的爆炸现象。基性熔

岩溢出后往往形成广而薄的熔岩被，或玄武岩高原。现代裂隙式喷发主要分布于大洋底的

洋中脊处，在大陆上只有冰岛可见到此类火山喷发活动，故又称为冰岛型火山。 

 图 9. 火山喷发方式之一裂隙式喷发，如夏威夷群岛上的 Manua Loa 火山 1984 年 5 月的一次喷发（来

源 Right:D.A. Clague（USGS））  

（2）中心式喷发 

地下岩浆通过管状火山通道喷出地表，称为中

心式喷发（如图 10）。这是现代火山活动的主要形

式。根据喷出物和活动强弱又可分为以下几种：                                                         

图 10. 管道式火山示意图 

❖ 宁静式（夏威夷式）：火山喷发时，只有大

量炽热的熔岩从火山口宁静溢出，顺着山坡缓缓流

动。溢出的以基性熔浆为主，气体和火山灰很少较

少，无火山碎屑，多形成盾形火山锥，夏威夷诸火

山为其代表。如图 11。 

                                                   图 11. 夏威夷基拉韦厄火山 

❖ 爆烈式（培雷式）；火山爆发时，产生猛烈的爆炸，同时喷出大量的气体和火山碎

屑物质，喷出的熔浆以中酸性熔浆为主，多形成锥形火山锥。如图 12。最典型的是 1991



年 6 月 15 日菲律宾皮纳图博火山喷发，这是 20

世纪最猛烈的火山爆发，其能量相当于 20 万颗广

岛原子弹。火山爆发后的一分钟时间内火山烟尘

就窜上 19 km 高空，炽热的火山碎屑流以极高的

速度席卷而下，几十亿吨的火山灰如混凝土般从

天而降；超过一百万人提前撤离，仅死亡＜300

人；15km 外的美国最大的海外军事基地—克拉克基地被毁灭。 图 12. 菲律宾马瑶火山 

❖ 中间式（斯特朗博利式）: 属于宁静式和爆烈式喷发之间的过渡型．此种类型以中

基性熔岩喷发为主。若有爆炸时，爆炸力也不大，

火山碎屑少。可以连续几个月，甚至几年，长期平

稳地喷发，并以伴有间歇性的爆发为特征。以靠近

意大利西海岸利帕里群岛上的斯特朗博利火山为代

表。如图 13。该火山在公元前约 450 年已经有活

动，2000 多年来该火山一直在持续活动。它的小

规模的“斯特朗博利式”爆炸，将白炽的熔渣猛掷

于火口垣之上，每小时可发生数次，但是大的喷发不频繁。图 13.意大利斯特朗博利火山 

 

小结：本节主要了解了火山的分布与类型，掌握全球和我国的火山主要分布，理解火山的

主要类型。 

作业：请同学们查找资料，今年全球有哪些火山发生了喷发？属于上述哪些类型？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F%B2%E5%BE%8B%E8%B3%93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9%A6%AC%E7%91%A4%E7%81%AB%E5%B1%B1&action=edit&redlink=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