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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吉林南部早中元古宙老岭群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稀土地球化学特征可以划分为!种，分别发育于7、77分布区。7分

布区稀土总量相对较低，稀土分异差，曲线平坦；77分布区稀土总量相对较高，稀土分异明显，曲线右倾。各区稀土特征的差

别反映出来源和形成时大地构造环境的差别。大地构造环境7分布区为与深大断裂有关的拗拉谷，77分布区为具有火山活动

的大陆裂谷。珍珠门组不具有地层意义，应当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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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概况

珍珠门组主要分布在吉林南部浑江北岸通化&
四方山&太平&板石一带和浑江南岸老岭山脉两侧南

岔&荒沟山&石青沟&小四平一带，由一套镁质大理岩

组成。一般认为珍珠门组与辽东大石桥组相当（陈

荣度等，!""$），是辽宁、吉林古—中元古界的标志性

地层，也是重要的:H、Q2、G=、R0、SA、滑石等矿产

的赋矿层位（李俊建等，!""!）。

多年来，对珍珠门组的层位、层序、时代对比等

地质问题，不同学者依据各自掌握的不同的资料提

出了大量不同划分方案，且一直争论不休。主要观

点可以分为两类。一种观点认为，珍珠门组位于老

岭群下部（吉林省地质矿产局，#’%%），将老岭群自下

而上分为达台山组、珍珠门组、花山组、临江组、大栗

子组。另一种观点认为，珍珠门组位于老岭群上部

或顶部，如邢树文等"将老岭群自下而上分为花山

组、大东岔组、石青沟组、珍珠门组。两种观点至今

仍处于僵持之中，解决珍珠门组及相关的老岭群层

序问题成为辽宁、吉林地区古—中元古界重大地质

问题之一，对于研究大陆的组成及演化（任纪舜，

#’’T）亦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在对吉林南部古—中元古界的研究中，发

现珍珠门组的稀土地球化学特征可以划分为!种：

$主要发育于浑江北岸的通化、白山市太平、板石及

老岭山脉南部的珍珠门、老三队、报马川一线，即图

#中的7分布区；%主要发育于老岭山脉两侧的错

草沟、荒沟山、松岭及石青沟等地，即图#中的77分

布区。这两种稀土地球化学特征差别明显，反映了

稀土物质来源及形成地质构造环境的巨大差别。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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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分布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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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珍珠门组99分布区；>5太古宙；!?5花岗岩；!!5地质界线；!65不整合；!75断层；!85中朝古—中元古界分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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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门组本身无地层意义，应当解体。

6 稀土地球化学特征

在对吉林南部早—中元古宙的研究中，系统地

采集了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稀土地球化学样品，样

品遍及珍珠门组各个分布区及各种岩性。为消除成

矿作用的影响，在矿区采样时，样品距矿体最小距离

为!?’以上。样品测试结果及稀土地球化学参数

见表!，图6。

从表!可以看出，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稀土元

素含量及参数均具有明显差别。老三队、太平、暖泉

沟、报马川等地（9分布区）稀土元素总量比较低，为

（6%6<!=%!8）M!?N;，平均为7%>>M!?N;，其中轻

稀土总量为（!%7;!<%6!）M!?N;，平均为6%=>M
!?N;，重稀土总量为（?%;6!!%7>）M!?N;，平均为

!%!?M!?N;，轻、重稀土比值平均为6%;6。荒沟山、

石青 沟 等 地（99分 布 区）稀 土 总 量 相 对 较 高，为

（!?%?7!6=%8;）M!?N;，平均为!<%8>M!?N;，其中

轻稀 土 总 量 为（<%>;!68%>=）M!?N;，平 均 为

!8%=7M!?N;。重 稀 土 总 量 为（!%8?!8%6;）M
!?N;，平均为6%;;M!?N;，轻、重稀土比值平均为

:%:=。99分布区轻、重稀土比值为9分布区的两倍，

说明9分布区稀土分馏总体较弱，而99分布区稀土

具有 较 强 的 分 馏 特 征。9分 布 区&’／O,比 值 为

?%!:!6%7>，平均为?%;8，99分布区&’／O,比值为

?%!<!?%6;，平均为?%6?。9分布区比值大于球粒

陨石的?%777（陈德潜，!>>?），为轻稀土亏损型，而

"分布区比值小于球粒陨石的比值，为轻稀土富集

型。

根据赫尔曼球粒陨石稀土标准值对珍珠门组稀

土元素原始含量进行了处理，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

稀土元素地球化学特征的差别更加明显。

在稀土分馏特征方面，9分布区（P/／P3）O 的范

围在?%?!!6%7:之间，平均为?%;6；（P/／QI）O 的

范围为?%;8!77%77，平均为!6%88。而99分布区

（P/／P3）O范围为!7%;6?!!7=%88，平均为::%:=；

（P/／QI）O!=%=;?!7?:%!==，平均为>!%=;。99分

布区数据远大于9分布区数据，说明99分布区轻、

重稀土分馏明显强于9分布区。

在轻、重稀土本身的分馏特征上，9分布区轻稀

土（P/／&’）O 为?%78!6%;7，平均为!%;>，分馏不

明显；而99分布区（P/／&’）O为6%;?!6<%;!，平均

为>%78，分馏强烈。9分布区重稀土（J,／QI）O 为

?%?:6!>%<=:，平均为6%67;，分馏不明显；而99分

布区（J,／QI）O 为!%!?6!88%8;;，平均为!6%;!，

分馏强烈。

根据北美页岩稀土标准所作的珍珠门组大理岩

稀土特征分析，两区#R3、#K+也有较大差别。9分

布 区#R3范围在?%?=!?%7<之间，平均为?%!>；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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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稀土配分曲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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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分布区；3199分布区；图中曲线标号与表:序号一致

)191),+)；31991),+)；

;823+,)4<#-*5+/#$8,+),+#=+-*#>)4?#*5.,=#-)4<#-*5+@)34+:

分布区!’8范围在A%A!":%:!之间，平均为A%B。

9分布区!C+范围在DA%:E"DA%FG之间，平均为

DA%!H；99分布区!C+范围在DA%!E"D:%BE之

间，平均为DA%FI。一般认为!C+与氧化还原环境

有关（赵振华，:HHJ），两区!C+范围均在氧化区，且

99分布区特征更加明显。

以上这些差别集中反映在稀土分布模式图上。

图!1)为9分布区的稀土分布曲线，该曲线总体水

平略显左倾分布，图!13为99分布区的稀土分布曲

线，该曲线总体具有明显的右倾特征。

G 结论与讨论

（:）稀土元素在区域变质作用中是比较稳定的

元素，是沉积环境的良好标志。珍珠门组镁质大理

岩稀土地球化学特征的差异，反映了不同地点稀土

物质来源和原始构造环境的差异。从本文数据可以

看出，9、99分布区大理岩形成于!种不同的大地构

造环境。9分布区大理岩稀土总量低、分异较差、配

分曲线总体水平为与深大断裂有关的拗拉谷的产

物。而99分布区大理岩稀土总量较高、分异明显、

配分曲线明显右倾，这种特征反映了具有火山活动

的大陆裂谷的特点。同时，99分布区大理岩稀土特

征与花山组、大栗子组中大理岩稀土特征完全一致

（表:），说明它们具有相同的形成环境。

（!）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地质特征不仅在不同

地点不能对比，有时在走向上也不能对比。这种现

象不仅在吉林南部地区，在辽宁东部早中元古宙地

层分布区也广泛存在。由于组分单一，不同时代的

碳酸盐岩经过变质结晶作用后岩石特征趋向一致而

不易区别，这是造成辽宁、吉林地区早、中元古宙地

质研究难度较大的原因之一。在这种情况下稀土地

球化学研究是比较有效的方法。

（G）由于珍珠门组镁质大理岩在不同地点稀土

地球化学特征具有明显区别，结合这些地点镁质大

理岩岩石组合、构造序列、地球化学和形成时代等的

不同#，笔者认为珍珠门组不具备地层意义，应当解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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