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赣北广泛出露一套古—中元古代变质岩系，江

西地质矿产局［!］统称为双桥山群。江西省地质矿产

厅［"］将其进一步解体为古元古代以角闪岩相变质为

特征的星子（岩）群和中元古代以绿片岩相变质为

特征的双桥山群、张村群，其中双桥山群系指广布

于赣北扬子地层区的一套厚度巨大、由泥砂质及火

山碎屑为主组成的复理石建造。通过!#$万大游山

幅、赋春幅、太白司幅、甲路村幅区域地质调查，在

婺源—乐平一带原双桥山群中新划分出一套以岛

弧型火山岩%复理石为特征的中深海浊积%火山岩建

造，与江西省地矿厅［"］所描述的双桥山群岩性组合具

较大差异，遵循《中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

书》（"&&&）和《国际地层指南》（!’()）关于岩石地层单

位的含义和划分准则，作者等新创珍珠山群!。通过近

年来!#"$万南昌市幅、上饶市幅、景德镇市幅片区修

测和区域对比，认为已具备正式建立珍珠山群的条

件，特拟此文予以公开发表，供同行参考。

! 建新群、组的理由

江西省地矿厅［"］所称“双桥山群”，自下而上划

分为鄣公山组、横涌组、计林组、安乐林组、修水组$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其层型剖面主体位于宜丰%
景德镇断裂以北的波阳县横涌、计家林，武宁县安乐

林，修水县城北大坑—观音阁等地，仅鄣公山组位于

宜丰%景德镇断裂以南的婺源县皇后—南山。除修

水组偶夹薄层变火山熔岩外，其余均为浅变质泥砂

质复理石建造，横涌组（黑）、计林组（红）、修水组（砾

岩）等构成了明显的划分、对比标志；鄣公山组分布

在宜丰%景德镇断裂带东南侧，与双桥山群横涌组

等呈断层接触关系，其特征与溪口群的漳前组一致，

属同物异名，故应从双桥山群中剔除，依据地层命名

“优先权”的原则将其并入溪口群，统称“漳前组”。

“双桥山群”仅适用于宜丰%景德镇断裂以北浅变质

地层的划分对比。

介于宜丰%景德镇断裂与萍乡%广丰断裂带间

为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多期开合、走滑所形成的江

南复合混杂岩带（图!），分布于其中的中元古代地层

以火山岩相对发育为特征，与上述稳定地区的双桥

山群相比，不仅岩性组合具明显的差异，而且变形变

质程度也明显增强，多条区域性剪切带或脆性断裂

赣东北珍珠山群的建立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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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珍珠山群是发育在扬子板块与华夏板块拼接带东段之婺源—乐平地区的一套中元古代蓟县纪变质深海浊积

岩%火山岩组合，自下而上可进一步划分为佛子坑组、鄣山组、周溪组、中洲组，火山活动呈现由弱—强—弱的演化规

律。岩石化学特征反映其大地构造环境属火山岛弧或活动边缘盆地，其层位与弧后盆地双桥山群修水组、溪口群，弧

间盆地诸家群、铜厂岩群、张村岩群，火山岛弧双溪坞群相当，但岩性组合差异甚大，属同时异相产物。它们共同构成

扬子陆缘的双列岛弧造山带模式，是中元古代末华夏板块与扬子板块俯冲%碰撞造山的结果。珍珠山群的建立，为华

南中元古代板块碰撞提供了新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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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将分布于其中的中元古代地层分隔成%个构造单

元（或亚带），各构造单元（或亚带）内变质地层成层

有 序 ，彼 此 间 难 以 对 比 ，属 局 部 有 序 、总 体 无 序 的

“有限史密斯地层”［’］。为了正确反映该造山带的地

层 特 点 ，人 们 已 陆 续 地 以 构 造 单 元（或 亚 带 ）为 基

础，建立各自的构造+地层单位，屯溪构造单元称“溪

口群”，万年构造单元称“诸家群”，赣东北蛇绿混杂岩

带内称“张村群、铜厂群”，怀玉山构造单元称“双溪坞

群”等。在乐平构造单元的婺源—乐平地区，分布一套

岛弧型火山岩+碳酸盐岩复理石建造，与上述周边所

建岩石地层单位呈区域性断层接触，且岩性组合亦差

异较大，无法对比，依据“岩石地层单位岩性、变形变

质程度一致性原则”新创珍珠山群，自下而上进一步

划分为佛子坑组、鄣山组、周溪组、中洲组。

关于“珍珠山群”，皖浙赣专题研究队首创鄣公

山群!，马长信等［,］正式引用并公开发表，但将其时

代从中元古代修订为古元古代，层型剖面位于本次

所测层型婺源县考源剖面东约) -.。经实地调查，马

长信等［,］所建“鄣公山群”第一岩组"/0层（即江西省

地矿厅［!］所称鄣公山组）为韧性构 造 带 强 烈 叠 加 ，

应从地层中剔除，第&层至第五岩组"*0层与本次划

分的佛子坑组相当，"*&层以上仅相当本次划分的

鄣山组下部层位，周溪组、中洲组未出露。因此，该

剖面地层出露不全，时代厘定误差大，并已被江西

省地矿厅［!］废弃，依据《国际地层指南》（"$$,）、《中

国地层指南及中国地层指南说明书》（!***）关于“废

弃的地层单位名称，最好不要再度起用，除非恢复其

原有的涵义”的原则，不予采用。此外，江西省地质局

区调大队曾将其划分为九岭群婺源组和九都组"，经

调查：婺源组、九都组间为一大型韧性剪切带所隔，婺

源组相当于本次划分的周溪组和中洲组的一部分，九

都组相当于周溪组的一部分，说明该剖面存在层序不

清、地层出露不全等问题，其地层名称亦早已废弃不

用，遵照上述“废弃地层单位名称”原则，也不予采用。

! 层 型

!#" 佛子坑组、鄣山组

佛子坑组为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所创#，代表一套

图" 赣浙皖大地构造单元划分及剖面位置图

123# " 4567289 :86;7289 ;9< 75678926 =927> 29 ?2;93@2，AB5C2;93 ;9< D9B=2 EF8G2965>
$—扬子板块；%—江南复合混杂岩带；%"—屯溪构造单元；%!—乐平构造单元；%’—万年构造单元；

%,—德兴+黄山断裂带；%)—怀玉山构造单元；%%—丰城+龙游混杂岩亚带；&—华夏板块；"—蛇绿岩、

超基性岩；!—构造单元边界；’—剖面位置及编号：’—菊径剖面；(—考源剖面；)—周溪+中洲剖面

邓国辉等：赣东北珍珠山群的建立及意义 ’’



地 质 通 报 !"#$#!%&’$ ()$$"*%+ #, &-%+’ !""# 年

图# 婺源县鄣山乡考源蓟县纪佛子坑组、鄣山组实测剖面

$%&’ # ()*+,-). +)/0%12 13 04) 5%6%*2%*2 $,7%8)2& $1-9*0%12 *2. :4*2&+4*2 $1-9*0%12
*0 ;*1<,*2，:4*2&+4*2 =1>2+4%?，@,<,*2 A1,20<，5%*2&6% B-1C%2/)

含碳酸盐岩（钙质杂砂岩、大理岩、菱铁矿层）的厚

层—块状层泥砂质浊积岩组合，偶夹变中基性熔

岩。层型剖面为江西省地质调查院实测的婺源县古

坦乡菊径剖面，剖面起点地理位置：东经DDEF#EGHIJ，
北纬!IF!KGH"J（图!）和婺源县鄣山乡考源剖面，剖面

起点地理位置：东经DDEFH#G#EJ，北纬!IF!IGLLJ（图

#）。鄣山组为本文新创，代表一套薄—中薄层状泥砂

质互层的浊积岩组合，顶底齐全，层型剖面为婺源

县鄣山乡考源剖面（图#），与本组相当层位的地层，

江西省地矿局IDM地质大队曾创名童坊组!，江西省

地质调查院创名历居山组"，但创名剖面均未见底，

故予以废弃，重新创名。现将层型描述如下。

上覆地层：周溪组下段（56./D）
HK’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紫、灰白色）薄—中层状变余中细粒

凝灰质长石石英砂岩与凝灰质绢云千枚岩互层

——— 整 合 ———

鄣山组上段（560#） EH"’EK 9
HE’青灰色薄—中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深灰、

灰黑色薄层状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 MK’M! 9
HM’深灰色厚层含粉砂绢云千枚岩，发育水平层理 KI’M! 9

HL’浮土覆盖 #"I’IE 9
HH’深灰色粉砂质二云千枚岩、绢云千枚岩，发育水平层理

##’#! 9
H#’青灰色薄层状变余不等粒（中细粒—微细粒）长石石英

杂砂岩与深灰色条纹条带状粉砂质二云千枚岩互层，

发育水平层理 D"!’LH 9
H!’浮土覆盖 KI’"K 9
HD’青灰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深灰色粉

砂质绢云千枚岩互层，条纹条带状构造发育 HE’LI 9

——— 整 合 ———

鄣山组中段（560!） #KM’IK 9
H"’青灰色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发育块状

层理 H’ML 9
#I’深灰色条纹条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发育水平

层理 !K’KM 9
#K’青灰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深灰色条

纹条带状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发育水平层理。产微古

植物：$12342567869: 4256;:，$123<73<=37<=:1>: ?157:，

*>:8=@7<=:1>2?264 +?’，*>2:5A643><=: 4253>，B19:53C
8@>99264 D24E>2:;64，$123D67: +?’，F39@<3>:;: 3E7391;:，

&=2;25:92G1 HI’"D 9

图! 婺源县古坦乡菊径蓟县纪佛子坑组实测剖面

$%&’ ! ()*+,-). +)/0%12 13 04) 5%6%*2%*2 $,7%8)2& $1-9*0%12 *0 5,N%2&，

O,0*2 =1>2+4%?，@,<,*2 A1,20<，5%*2&6% B-1C%2/)

! 江西省地矿局IDM地质大队’ DPL万景德镇幅地质图及说明书（内部出版）’ DIIK’
"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DPL万太白司幅地质图及说明书Q内部出版R’ D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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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灰色薄—厚层状变余中细粒粉砂质长石石英杂砂岩、

变余粉砂岩与条纹条带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

发育粒序层理、水平层理 !#%&’ (
#&%灰绿色厚层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发育块状层理

")%’! (
#*%灰色厚—巨厚层状变余中细粒粉砂质长石石英杂砂岩

夹薄层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发育块状层理 #!%*+ (
#,%青灰色薄—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粉砂质长石石英杂砂

岩与条纹条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偶夹钙

质千枚岩 $$%++ (
##%青灰、深灰色薄层状变余粉砂岩与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

岩互层，发育水平层理 $$%)* (
#!%青灰色厚层状变余中细粒岩屑杂砂岩夹薄层状粉砂质

绢云千枚岩，发育块状层理 $#%,# (

——— 整 合 ———

鄣山组下段（-.!"） ##*%’+ (
#"%深灰色薄层状变余细粒岩屑杂砂岩与灰黑色粉砂质绢

云千枚岩互层，条纹条带状构造较为发育 "&!%’) (
#’%青灰色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岩屑杂砂岩与深灰色薄

层变余粉砂岩、含粉砂绢云千枚岩互层，发育块状层理、

水平层理 !&%)’ (
!)%深灰色薄层状变余粉砂岩与含粉砂（含炭）绿泥绢云千

枚岩互层，发育水平层理。产微古植物："#$%&$’()*(+
,-&$’(.-，"#$%/)%/0%)/0%#1- 2#’)-，31-*04)/0-#1$2$(&
/0%，5)/#1-.%/)%/0%)/0-#1- (&$)0-’#’)$)，31$-’6(&%1/0-
/0%，"#$%7-)- /0%，8#1&$’%)/0-#1- 6(..-7%1&$)，9#,-’%*41$+
,,$(& 7$&:1$-.(&，9$*1%*%’*#’.1$*0- /0%，;-.<- (’2%)-，

=-,#-&%1/0- /0%，>0$.$’-,$<# )"%#" (
!+%深灰色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岩屑杂砂岩与薄层状含粉

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 "’%)$ (
!$%青灰、深灰色薄层状变余粉砂岩与含粉砂含炭绿泥绢云

千枚岩互层，条纹条带状构造特别发育 ,#%+" (

——— 整 合 ———

佛子坑组上段（-. 7 #） ,$)%,’ (
!&%青灰色薄—厚层状变余中细粒（岩屑）石英杂砂岩，条纹

条带状二云千枚岩与灰白色薄—中层状绿泥方解绿帘

石岩（或变余微细粒钙质砂岩）互层。发育块状、水平层

理。产微古植物："#$%&$’()*(,- &$’(.-，"#$%/)%/0%)+
/0-#1- 2#’)-，31-*04)/0-#1$2$(& /0%，31$-’6(&%1/0-
/0%，;4’)/0-#1$2$(& *%’6,(.$’-.(&，9#,-’%*41$,,$(& 7$&+
:1$-.(&，8#1&$’%)/0#1- :$)/$’%)-，>0$.$’-,$<# #)*%’) (

!*%青灰色薄—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与条纹

条带状二云千枚岩互层。产微古植物："#$%&$’()*(,-
&$’(.-，"#$%/)%/0%)/0-#1- 2#’)-，31-*04)/0-#1$2$(& /0%，
5)/#1-.%/)%/0%)/0-#1- (&$)0-’#’)$)，"#$%7()- 2$6$.-.-，

"? !"?，31$-’6(&%1/0- /0%，8#1&$’%)/0-#1- 6(..-7%1&$)，

9#,-’%*41$,,$(& 7$&:1$-.(&，3-#’$-.(& *1-))(&，>0$.$+
’-,$<# #*%#+ (

!,%青灰色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条纹条

带状二云千枚岩与浅灰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钙质长石

石英杂砂岩互层。发育粒序层理、水平层理 ""%*’ (
!#%青灰、深灰色中厚层状变余不等粒石英杂砂岩夹条纹条

带状二云千枚岩 #$%,# (

——— 整 合 ———

佛子坑组中段（-.7 !） ,,+%#’ (
!!%青灰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条带

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夹薄层状、似层状变余

中细粒菱铁矿长石岩屑杂砂岩 $%+’ (
!"%深灰、灰黑色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二云千枚岩。发育

水平层理、块状层理。产微古植物："#$%&$’()*(,- &$’(.-，

"%/0%&$’()*(,- /0%，"#$%/)%/0%)/0-#1- 2#’)-，5)/#1-.%/+
)%/0%)/0-#1- (&$)0-’#’)$)，31$-’6(&%1/0- &$’%1，3%/0%，
8#1&$’%)/0-#1- 6(..-7%1，9#,-’%*41$,,$(& 7$&:1$-.-(&，

9-@%)/0-#1$2$(& *-1/%6#’(&，8#1&$’%)/0-#1- (’$)/$’%)-，

"#$%7()- /0%，=-,#-&#1/0- /0% +"%"$ (
!’%青灰色薄—中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

条带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发育水平层理

"&%!* (
")%下部为青灰色条纹条带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上部

为深灰色块状绿泥绢云千枚岩 *&%"# (
"+%青灰色薄层状（夹厚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

与条纹条带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夹薄层状

变余不等粒菱铁矿长石岩屑杂砂岩 ",&%"# (
"$%深灰色条纹条带状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发育水平

层理 ,*%#& (
"&%青灰色薄层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岩屑）杂砂岩、条纹条

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与灰黑色含粉砂二云千枚

岩互层，夹厚层变余中细粒长石岩屑杂砂岩 !’%&$ (
"*%深灰、灰黑色条纹条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与绿泥

绢云千枚岩互层，偶夹薄层状变余含菱铁矿微晶灰岩

$#%)" (

——— 整 合 ———

佛子坑组下段（-. 7 "） 1*")%!, (
",%青灰色薄—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

纹条带状粉砂质绢云千枚岩互层。发育块状层理、水平

层理 +%", (
"#%青灰色中厚—巨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

条纹条带状粉砂质绢云千枚岩互层，夹灰白色薄层状、

透镜状变余含菱铁矿微晶灰岩 ""%#) (
"!%深灰色中—薄层状绿泥绢云千枚岩与灰白色薄层状、透

镜状变余含菱铁矿微晶灰岩互层 #*%’ (
""%青灰色中—巨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

邓国辉等：赣东北珍珠山群的建立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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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省地质调查院$ %&’万太白司幅地质图及说明书（内部出版）$ %((($
" 江西省地矿局(%)地质大队$ %&’万景德镇市幅地质图及说明书（内部出版）$ %((*$

纹条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夹灰白色薄层

状变余含菱铁矿微晶灰岩 +$** ,
%"$青灰色薄—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

条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 !#$%+ ,
($青灰、深灰色薄层状含砂二云千枚岩与薄—厚层状绿泥

绢云千枚岩互层。产微古植物：$./01/2345367 1/2387，

$./09409:049:7.;7 <.247，*;75:=49:7.;/</31 -.$，’49.;>
7809409:049:7.;7 31/4:72.24/4，’? @./44，*;/72A310;9:7
-.$，$./0B347 -.$，C.67205=;/66/31 B/1D;/7831，C? -.$，
E37<;78/10;9:7 -.$，!.;1/2049:7.;7 A3887B031/4，!?87<74//，
F=249:7.;/</31 502A678/27831，G76.710;9:7 -.$，&:/8/>
276/H. !%$!% ,

*$浮土覆盖 %(+$") ,
/$青灰色薄—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

条带状含粉砂二云千枚岩互层 !!$(! ,
)$青灰色薄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条带状

含粉砂二云千枚岩互层 +’$*# ,
’$青灰色中—厚层状变余中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条

带状含粉砂二云千枚岩互层。发育块状层理、水平层理

($#/ ,
+$青灰色条纹条带状含粉砂二云千枚岩 %!$(+ ,
#$青灰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条带状

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偶夹浅灰、黄褐色薄层状

变余含钙砂岩 ’+$/) ,
!$青灰色薄—厚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条

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发育块状层理、水平

层理 +’$/% ,
%0青灰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条纹条带状

含粉砂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发育水平层理。未见底，

区域上与溪口群呈韧性剪切构造带接触 1#"$!/ ,

!$! 周溪组、中洲组

是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新创岩石地层单位!，为

一套火山细碎屑浊积岩建造。层型剖面为该院所测

的婺源县许村镇周溪—中洲剖面，剖面起点地理位

置：东经%%/2#%3""4，北纬!(2"*3"*4（图+）。与周溪组

相当的层位，江西省地矿局(%)地质大队曾称仓下

组"，因其未见顶而予以废弃。现将层型描述如下。

中洲组上段（56II!） 1’*%$#" ,
#)$青灰、灰绿色7风化后呈紫红色8薄—厚层状千枚状变质凝

灰质粉砂—微粒砂岩夹青灰、灰绿色条纹条带状含粉砂

绢云千枚岩，未见顶 1*#$(’ ,
#’$深灰绿色巨厚层状千枚状变细碧岩 )$)) ,
#+$青灰、灰绿色7风化后呈紫红色8凝灰质粉砂质绿泥绢云

千枚岩夹灰绿色薄层状变余凝灰质粉砂—微粒砂岩

%*)$*+ ,
##$灰绿色、风化后呈紫红色薄—中厚层千枚状变质凝灰质

粉砂—微粒砂岩夹青灰、灰绿色薄层状条纹条带状凝灰

质绢云千枚岩 *)$+! ,
#!$灰绿色薄—中厚层状千枚状变质凝灰质粉砂—微粒砂

岩与灰绿色薄—中厚层状条纹条带状凝灰质粉砂质绿

泥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理发育 *)$)/ ,
#%$灰绿色薄—中厚层状千枚状变质凝灰质粉砂—微粒砂

岩夹灰绿色薄层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 %#"$// ,
——— 整 合 ———

中洲组下段（56II%） ’+($+( ,
#"$风化呈灰白、灰褐色巨厚层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 )$%+ ,
!($灰绿色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夹灰绿色薄层状变质凝

灰质粉砂—微粒砂岩 )($(+ ,
!*$浮土覆盖 !*)$+* ,
!/$风化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 #)$+’ ,
!)$灰绿色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 %"$+# ,
!’$风化呈灰白、灰褐色巨厚层一块状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

夹灰绿色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 +%$#)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黄褐、深褐色千枚状变细碧岩 "$/" ,

图+ 婺源县许村镇周溪—中洲蓟县纪周溪组、中洲组实测剖面

9:;$ + <=>?6:@<=>A;B=>? -CDE:>A >F E=C 5:6:GA:GA <=>?6: 9>H,GE:>A GAI <=>A;B=>?
9>H,GE:>A :A J?D?A K>LA-=:.，M?N?GA O>?AEN，5:GA;6: PH>Q:AD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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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化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凝灰质石英

绢云千枚岩） %$#" &
!!$青灰、灰绿色薄—厚层状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或千枚

状凝灰质微粒砂岩与青灰、灰绿色薄层状绢云千枚岩

互层 ’($)’ &
!"$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薄层—块状凝灰质绿泥

绢云千枚岩（千枚状变沉凝灰岩）与灰绿色、风化后呈

紫红色薄层—块状绢云千枚岩互层 #!$#! &

——— 整 合 ———

周溪组上段（,-!"!） ’!"$".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

（凝灰质石英绢云千枚岩），千枚理较为发育 .%$’0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棕褐色巨厚层状千枚状变角斑岩

#0$.!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

千枚理较发育 ’"$#0 &
".$深灰绿色厚层状千枚状变细碧岩 /$/. &
"0$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夹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紫红色千枚状变质粉砂—微粒砂岩，

千枚理发育 !)$0/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棕褐色厚层状千枚状菱铁矿化变角

斑岩 /$)’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夹

深灰绿色千枚状变质粉砂—微粒砂岩，千枚理发育

"//$)%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黄褐色厚层千枚状变细碧岩 "$’% &
"!$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灰褐色+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

夹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紫红色千枚状变质粉砂—微粒

砂岩，千枚理发育 "#/$## &

断层（剖面西侧为整合接触）

周溪组下段（,-!""） 0).$/0 &
""$浮土覆盖 "#/$%1 &
"/$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层状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

与绢云千枚岩和深灰、灰黑色薄层状（含炭）绢云千枚岩

互层，水平层理发育 0($(’ &
)$青灰、浅灰色千枚状变质凝灰质粉砂—微粒砂岩与青灰

色、风化后黄绿色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理发育 !/$0% &
%$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层状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

与深灰、灰黑色薄层状（含炭）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

理发育 "#$)% &
.$青灰色、风化后呈紫红色厚层千枚状变余凝灰质微粒

砂岩 "%$)) &
0$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层状凝灰质粉砂质绢云千枚

岩与深灰、灰黑色（含炭）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理

发育 "0$)) &
($浮土覆盖 ##/$#) &

’$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层状凝灰质粉砂质绢云千枚

岩与深灰、灰黑色（含炭）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理发育

’.$’. &
#2浮土覆盖 ""!$%/ &
!2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层状凝灰质粉砂质绢云千枚

岩与深灰、灰黑色薄层状（含炭）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

层理发育，产微古植物：#$%&’%()*+),- ’%().-，#$%&/0
*&/1&*/1-$2- 3$(*-，42%-(5)’&2/1- 34$，6*/$2-.&/*&/0
1&*/1-$2- )’%*1-($(*%*，67 )’%*1-($(*%* !"#7 ’%(&2，
8-,$-’&2/1- /)(+.),-.- !#$.’ &

"2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中薄层状砂质绢云千枚岩

与青灰色条纹条带状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理发育

’($!/ &

——— 整 合 ———

下伏地层：鄣山组上段（,-9#）青灰色（风化后呈黄绿、紫红色）

薄—中厚层状砂质绢云千枚岩与青灰色条纹条带状粉砂

质绢云千枚岩互层，水平层理发育

# 定 义

珍珠山群是指发育在乐平构造单元中的一套蓟

县纪火山岛弧或活动边缘盆地相的变质深海浊积

岩5火山岩组合，下部由具中等石英的安第斯型活

动边缘环境下沉积的泥砂质浊积岩夹火山熔岩层组

成，上部为岛弧型火山岩5细碎屑岩建造，自下而上

可进一步划分为佛子坑组、鄣山组、周溪组、中洲组’
个组级岩石地层单位。

佛子坑组为青灰色厚层（单层厚6(/ 7&）变余

中细粒—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和青灰、深灰色条

纹条带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韵律互层，在韵律

的顶部往往出现碳酸盐岩薄层或条带，包括变余钙

质粉砂岩、菱铁矿层等，偶夹变火山熔岩层。未见底。

鄣山组为青灰色薄—中薄层状（单层厚(8!/ 7&
为主）夹厚层状（单层厚6(/ 7&）变余中细粒岩屑杂

砂岩、长石岩屑杂砂岩、长石石英杂砂岩与深灰、灰

黑色含炭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岩韵律互层，偶夹方

解绿帘石岩层，与下伏佛子坑组整合接触，以砂岩层

薄、千枚岩色深和碳酸盐岩层少与佛子坑组区别。

周溪组下段为浅灰色、风化后呈灰白色薄层状

凝灰质千枚岩与深灰、灰黑色（含炭）绢云千枚岩互

层，上段以厚—块层状深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色、

灰褐色+变沉凝灰岩、变细碧岩、变角斑岩为主。本组

岩石普遍含斑点状菱铁矿。与下伏鄣山组整合接触，

以含大量火山岩层为特征区别于鄣山组。

邓国辉等：赣东北珍珠山群的建立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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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珍珠山群变质火山岩化学成分

!"#$% ! &’%()*"$ *+(,-).)+/- +0 (%."1+$*"/)* 2+*3- )/ .’% 4’%/5’6-’"/ 72+6,

地
层
名
称

岩石名称

分析项目及结果 " #

$%&’ (%&’ )*’&+ ,-’&+ ,-& ./& 01& 2’& 3/’& 04& 5’&6 烧失量 总量
! "

（3/’& 7 2’&）

"（$%&’ 8 +9）

中
洲
组

变细碧岩 :; < != ’ < == !> < != : < !+ 9 < >6 = < !+ != < 96 = <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 ’+
变细碧岩 :> < 6: ! < 6= !> < ’; : < !; ; < !’ > < >9 9 < !: = < +9 ’ < ’+ = < !; = < !: : < 9? !== < +> ! < 9: 9 < +? = < +6

周

溪

组

变细碧岩 :! < ’9 ! < !; !+ < ’’ ’ < !? ? < !; ? < ;= 6 < ;= = < +: ’ < 66 = < !: = < !: !? < >’ 99 < :+ 8 : < ;; 9 < =: ! < ’>
变细碧岩 := < !> ! < +9 !+ < ++ ! < 9= ; < ;6 > < 6: != < ++ = < ’+ ! < ?> = < !; = < !’ !6 < ’’ !== < =! 8 ! < +9 ; < +’ ! < :>
变角斑岩 6’ < 9! ! < !? !> < >> ! < 9: ; < !: = < =: != < 6; ! < =’ ! < 6> = < !: = < =9 > < ?’ !== < 9? = < ?: !’ < 9’

变石英
角 斑 岩 >9 < ’: = < ;= !’ < ?6 ’ < 6: + < 9: = < 6> ’ < !; ! < 9> ’ < 6’ = < !’ = < +’ ’ < ;= 99 < ?+ = < ?> !’ < ?9
变石英
角斑岩 ?6 < =; = < >6 !! < >9 ’ < !’ ’ < ;+ ! < =; ! < >9 ! < 9> ! < ’; = < =; = < =; ’ < +> !== < 9= = < ++ !> < =’
变沉凝
灰 岩 >> < ’9 = < >? !: < 6=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 < 96 99 < 6> ! < :6 !> < 9=

佛
子
坑
组

变细碧岩 :6 < :? = < !6 !6 < ?’ 6 < 69 ’’ < >; ? < ?= = < =+6 = < :+ = < !! = < =’+ 9? < 9= = < =9 !=! < 9+ = < =?
变橄榄
玄武岩 :! < ?= ’ < ’; !! < ?’ : < ’’ ; < =: !=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
变橄榄
玄武岩 :! < !’ ’ < ’: !’ < ;= + < ’’ ; < +> 9 < 6? 9 < != ’ < == + < !: = < !; = < >9 : < !6 9> < 6? 8 !: < =6 : < +! ’ < :’
变角闪
安山岩 6: < ’; = < ?; !6 < ?> ’ < :+ 6 < ?’ 6 < 66 6 < ;6 ’ < !; 6 < ’> = < !: = < !; ’ < +? !== < 6= : < 9= !+ < :>
变角闪
安山岩 6! < 9: = < 9> !6 < 6= ! < ’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 99 < 6: ! < 6= !+ < ;;

修
水
组

变角斑岩 6> < :; = < ?= !6 < 6; ! < 9> : < >! + < ;> : < ?? ! < 6’ + < ?; = < !+ = < ’= > < =6 99 < >: ’ < =; !> < ;>
变细碧岩 :9 < ’> ! < +> !6 < 6’ ! < ’: ? < :; 6 < :6 > < >? = < ;; + < :’ = < !9 = < 6+ ; < 66 !== < 66 ’ < 96 ; < 9= = < :’

注：佛子坑组数据引自马长信［$］；修水组数据引自%&’万德安幅；其余数据引自%&’万大游山图组

中洲组为灰绿色(风化后呈灰白色、紫红色)绢
云千枚岩、变粉砂岩—微粒砂岩与同色变沉凝灰

岩、凝灰质千枚岩互层，夹变细碧岩，岩石普遍含菱

铁矿斑点。与下伏周溪组整合接触，未见顶。以火山

岩变少、不出现黑色千枚岩与周溪组区别。

$ 时代归属

赣东北地区变质岩系的地质时代，以往统归于

中元古代［%］。马长信等［$］将分布于障公山区的变质

地层从原双桥山群中解体出来，据一组*+,-.等

时线年龄将其时代置于古元古代。何科昭等［’］、杨

晓松等［/］据在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及其附近发现古

生代放射虫、瓶形类、口盖类等微古化石而对广泛

分布于赣东北—皖南地区的浅变质岩系时代提出

了质疑。文子才等［0］对双桥山群微古植物化石进行

了系统整理，将其时代厘定为蓟县纪—青白口纪。

作者等在测制珍珠山群剖面时，较系统地采集了一

批微古植物化石，经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汪迎平鉴

定，共获得!0属$!种微体化石，其中以$./01/2345367
1/2387， ’49.:7809409;049;7.:7 31/4;72.24/4，*:/<
72=310:9;7 123，$./09409;049;7.:7 >.247， !.:1/<
2049;7.:7 =3887?0:1/4 出 现 频 率 较 高 ， 其 次 为

@76.710:9;7 9325836787， *:75;A1/2345367 123，*:7<
5;A49;7.:/>/31 123，$./0?347 >/=/8787，*:/72=310:<
9;7 1/20:，&;/8/276/B.， C.67205A:/66/31 ?/1D/7831E
少 量 出 现’49.:7809409;049;7.:7 31/4;72.24/4 4563
1/20:， "04A2.5;05534 123，,0F04049;7.:/>/31 >.2<
431，!.:1/2049;7.:7， ’G H./44， !G 32/49/2047，

$./0?347 D/50:2387， $G 123， $09;049;7.:/>/31 123，
$./07:75;2/831 9:/1/48/231，$./09409;049;7.:7 1/<
20:， $09;01/2345367 123， C7I749;7.:/>/31 57:<
90A.231， C7:=01/2345367 8.2.667，CG 123，
C.67205A:/66/31 123，+35.66049;7.:/>/31 123，906A90<
:787 123，@G 0D406.87，@06A.>:/J/31 123，@76.710:9;7
123， K37>:78/10:9;7 123， L.58/7 5048787， MA2<
49;7.:/>/31 502=638/27831，*:/72=310:9;7 >.247，

*:75;A49;7.:/>/31 4/196.J， *G /25:7447831，*7.2/7<
831 123，*G5:74431，*:.178049;7.:/>/31 1/23878，
*:75;A1/2345367 1/5:0:3=047，*3:35;72/7 123 等属

种。据有关资料报道［78%$］，本群上述主要和次要微古

植物组合大部分为始于蓟县纪的分子，未见青白口

纪特色分子，具浓重的蓟县纪色彩。少量出现的属种

中也以始于长城纪和始于蓟县纪的属种为主，仅出

现 一 个 始 于 青 白 口 纪 的 分 子（,0F04049;7.:/>/3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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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珍珠山群岩性组合变化特征

!"#$% & ’%"()*%+ ,- $.(/,$,0.1 2"*."(.,3 .3 (/% 4/%35/)+/"3 6*,)7

岩石地层 寿安岩片 龙山岩片 婺源岩片

灰绿色、风化呈紫红色中厚—厚层状变余
凝灰质粉砂—微 粒 砂 岩 与 粉 砂 质 绿 泥 绢
云千枚岩呈不等厚互层，夹变细碧岩、变
石英角斑岩

灰绿色、风化呈灰白、紫红色绢云千枚

岩、凝灰质石英绢云千枚岩（千枚状变沉

凝灰岩）、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夹变细

碧岩、变杏仁状橄榄拉斑玄武岩、变角斑

岩、变石英角斑岩、变杏仁状安山岩

上部为深灰色、风化呈灰白色中厚—厚

层状（含泥砾）凝灰质砂质绢云千枚岩

与深灰、灰黑色条纹条带状（含炭）凝灰

质石英绢云千枚岩互层；中下部为 青

灰、深灰色薄—中薄层状凝灰质砂质绢

云千枚岩、变余凝灰质粉砂岩与深灰、

灰黑色（含炭）绢云千枚岩互层，未见底

青灰、深灰色中厚—块状变余中细粒

（长 石 ）岩 屑 杂 砂 岩 、石 英 杂 砂 岩 ，薄

层状变余粉砂岩与深灰、灰黑色条纹

条 带 状 二 云 千 枚 岩 、灰 白 色 、风 化 呈

黄 褐 色 薄 层 状 变 余 微 细 粒 钙 质 砂 岩

（或绿泥方解绿帘石岩）互层

青灰、深灰色中厚—块状变余中细粒

（长 石 ）岩 屑 杂 砂 岩 、石 英 杂 砂 岩 ，薄

层状变余粉砂岩与深灰、灰黑色条纹

条带状二云千枚岩、灰白色风化呈黄

褐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钙质砂岩（或

绿泥方解绿帘石岩）互层

青灰色薄层状变余中细—微细粒长石

岩屑（石英）杂砂岩、薄层状变余中细

粒菱铁矿长石岩屑杂砂岩与深灰色条

纹条带状—块状粉砂质绿泥绢云千枚

岩、二云千枚岩互层，夹浅灰色薄层状

变余微细粒钙质砂岩、深灰绿色厚层

状变细碧岩

青 灰 色 薄 层 状 变 余 中 细—微 细 粒 长

石岩屑（石英）杂砂岩、薄层状变余中

细 粒 菱 铁 矿 长 石 岩 屑 杂 砂 岩 与 深 灰

色 条 纹 条 带 状—块 状 粉 砂 质 绿 泥 绢

云 千 枚 岩 、二 云 千 枚 岩 互 层 ，夹 浅 灰

色薄层状变余微细粒钙质砂岩、深灰

绿色厚层状变细碧岩

青 灰 色 薄—巨 厚 层 状 变 余 中 细—微

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青灰、深灰色

条纹条带状粉砂质（绿 泥 ）绢（二 ）云

千枚岩互层，上部夹浅灰、灰白色、风

化呈黄褐色变余微细粒钙质砂岩、变

余含菱铁矿微晶灰岩，未见底

青 灰 色 薄—巨 厚 层 状 变 余 中 细—微

细粒长石石英杂砂岩与青灰、深灰色

条纹条带 状 粉 砂 质（绿 泥 ）绢（二 ）云

千枚岩互层，上部夹浅灰、灰白色、风

化呈黄褐色变余微细粒钙质砂岩、变

余含菱铁矿微晶灰岩，未见底

珍

珠

山

群

中

洲

组

上
段

下
段

佛

子

坑

组

青 灰 色 、风 化 呈 灰 白 色 、灰 褐 色 薄—

厚 层 状 变 余 细 屑—粉 屑 凝 灰 岩 ，青

灰、深灰色、风化呈灰白色薄层#含炭、

凝灰质$绢云千枚岩互层，夹厚层状石

英角斑质糜棱岩

灰绿色、风化呈灰白、灰褐色厚层—块状

千枚状变质沉凝灰岩夹灰绿色千枚状变

质凝灰质粉砂—微粒砂岩及深灰绿色变

细碧岩、变角斑岩

青 灰 色 、 风 化 呈 黄 绿 色—灰 白 色

薄—厚层状变余凝灰质中细 #粗$粒
长石岩屑杂砂岩与青灰、灰黑色、风

化 呈 灰 白 色 薄 层 状#含 炭 $绢 云 千 枚

岩、凝灰质绢云千枚岩互层

青灰色、风化呈灰白色薄—中厚层状

变凝灰质细—粉砂岩与青灰、深灰、

灰黑色薄层状#含炭$含粉砂质绢云千

枚 岩 、凝 灰 质 绢 云 千 枚 岩 互 层 ，夹 变

余中细粒岩屑杂砂岩、变细碧岩、变

角斑岩、变石英角斑岩、变流纹岩

浅灰、灰白色薄层状凝灰质砂质、粉砂

质绢云千枚岩与深灰、灰黑色薄层状

#含炭$绢云千枚岩 互 层 ，夹 青 灰 色 、风

化呈紫红色厚层状变余凝灰质微粒砂

岩

青 灰 、 深 灰 色 薄—中 层 状 变 余 微 细

粒—中细粒#长石石英$岩屑杂砂岩与

青灰、灰黑色条纹条带状粉砂质绢#二$
云千枚岩、#含炭$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

青 灰 、 深 灰 色 薄—厚 层 状 变 余 微 细

粒—细粒长石#岩屑$石英杂砂岩与青

灰—灰黑色条纹条带状砂#粉砂$质绢

#二$云千枚岩互层

青 灰—深 灰 色 薄—巨 厚 层 状 凝 灰 质 砂

质绢云千枚岩与青灰、灰黑色条纹条带

状#含炭$石英绢云千枚岩互层

青 灰 色 、风 化 呈 黄 褐#绿$色 薄—巨 厚

层状变余中细或细粒#长石$岩屑杂砂

岩、变余中细—微细粒长石石英杂砂

岩与深灰、灰黑色条纹条带状粉砂质

绿泥绢云千枚岩互层

青 灰 色 中 厚—厚 层 状 变 余 细—微 细

粒长石石英杂砂岩夹深灰、灰黑色条

纹条带状千枚岩

青灰色中厚—巨厚层状#凝灰 质$砂 质

绢云千枚岩夹青灰色条纹条带状石英

绢云千枚岩

青 灰 、 深 灰 色 薄—微 薄 层 状 变 余 中

细 粒 岩 屑 杂 砂 岩 、 变 余 粉 砂 岩 与 深

灰 、 灰 黑 色 条 纹 条 带 状 粉 砂 质 绢 云

千 枚 岩 、含 粉 砂#含 炭 $绿 泥 绢 云 千 枚

岩互层

青 灰 色 薄—中 薄 层 状 变 余 细—微 细

粒 长 石 岩 屑 杂 砂 岩 与 深 灰—灰 黑 色

条纹条带状千枚岩互层

下
段

上
段

中
段

中
段

下
段

下
段

上
段

上
段

周

溪

组

鄣

山

组

邓国辉等：赣东北珍珠山群的建立及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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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3），产出层位为鄣山组下部。说明其地层时代

应为蓟县纪中晚期为宜。

另外，江西省地质调查院（$%&万赋春幅、涌山幅）

分别于周溪组变斑状石英角斑岩、变角斑岩中获锆石

’()*法同位素年龄值 （$ $$#+$$,）-.、（$ ##/+$"）

-.，中洲组所夹变石英角斑岩中获锆石’()*法同

位素年龄值（$ #",+0）-.。也说明珍珠山群地质时

代置于中元古代蓟县纪是可信的，与周边地质依据

亦是吻合的。

& 大地构造环境探讨

如前所述，珍珠山群主体岩性为深水浊积岩、碳

酸盐岩及变质火山岩系组合，中上部火山岩较发育。

火山岩类型主要有变细碧(角斑岩系和少量变质橄

榄玄武岩、变角闪安山岩、变流纹岩及变沉凝灰岩，

并有较多侵入相变辉绿岩脉，具典型的活动边缘盆

地沉积特点［$&］。据火山岩岩石化学成分（表$）分析，里

特曼指数（!）绝大部分小于/，属钙性—钙碱性火山

岩系，采用里特曼—戈蒂里图解投影（图&），各组样

品投点几乎全部落入1区，属岛弧及活动大陆边缘产

物。珍珠山群杂砂岩的系统统计结果表明，其石英含

量 为!&234!2，567!含 量408!!2，9!7 : ;.!7<"=&&3
"=>>?$，与@ABBC（$0>/）杂砂岩构造背景分类比较，

属中等石英型，构造背景为安第斯型边缘。玄武岩

（变细碧岩）的（9!7D;.!7）:（567!(#0）值，佛子坑组

和周溪组大于"8#>，为碱性玄武岩类，中洲组小于

"8#>，为拉斑玄武岩类，反映板块汇聚速度从早至晚

由慢至快［$&］。综上所述，珍珠山群的大地构造环境为

岛弧或与岛弧密切相关的活动边缘盆地。

4 区域延展与对比

4=$ 区域延展

珍珠山群北西与双桥山群、溪口群，南东与诸家

群、铜厂群，东与青白口纪河上镇群均呈断层接触关

系，西与九岭南缘的“宜丰（岩）组”相连出省进入湘

东，大致相当湖南省冷家溪群南桥组［$4］（图$）。

珍珠山群已遭强烈构造破坏，由寿安、龙山、婺源

#个岩片呈叠瓦状排列组成，变质地层呈断片式重复

出现，总体北老南新，自下而上可划分为：佛子坑组、

鄣山组、周溪组、中洲组。佛子坑组以砂板岩互层为主

夹薄—中层状钙质微细粒砂岩、灰岩、菱铁矿（&23
$"2）砂岩、菱铁矿（&2342）灰岩、变细碧岩、变玄武

岩、变安山岩；鄣山组为砂板岩互层组合；周溪组为

火山碎屑岩夹变细碧—角斑岩系；中洲组为粉砂—

泥质沉积夹变细碧—角斑岩系及玄武岩、安山岩组

合。周溪组、中洲组均含较多（&23$&2）斑点状菱铁

矿。剖面自下而上显示火山作用由弱—强—弱、岩性

从基性—酸性的演化趋势。平面上#个岩片中的同一

岩石地层单位岩性组合有序变化（表!），自北而南陆

源碎屑含量减少、矿物粒度变细，火山物质由少变多，

从无火山熔岩至大量出现火山熔岩，反映由北而南盆

地水体逐渐加深，逐渐向火山岛弧中心过渡之特点。

横涌组

表# 赣浙皖中元古代地层划分对比表

!"#$% & ’()"(*+)",-*. /*0*1*23 "3/ .2))%$"(*23 24 (-% 5%12,)2(%)262*. *3 (-% 7*"3+8*9:-%;*"3+9<3-=* )%+*23

时 代 扬子板块
屯溪构造单元

（弧后盆地）

乐平构造单元

（第二列岛弧）

万年构造单元

（弧间盆地）

赣东北蛇绿混杂岩带

（弧间盆地）

怀玉构造单元

（第一列岛弧）

蓟

县

纪

晚

期

活

动

陆

缘
双

桥

山

群

修
水
组
︵
弧
后
盆
地
︶

溪

口

群

珍

珠

山

群

中洲组

诸

家

群

铜

厂

岩

群

东坑岩组 张
村
岩
群

榔树底

岩 组
双

溪

坞

群

章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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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里特曼—戈蒂里图

（据$%&’(()*++，",-.）

/’0% # 1’*02*) 34 &’(()*++56337288+
$区—非构造带（板块内部稳定区）；9区—造山带（岛弧及

活动大陆边缘区）；:区—$、9区火山岩派生的碱性岩；

; 中洲组；! 周溪组；" 佛子坑组；# 修水组

<%! 区域地层对比

赣浙皖中元古代浅变质岩系包括中元古代早

期扩张期被动陆缘沉积和晚期聚敛期活动陆缘沉

积 ，不 同 的 构 造 环 境 ，其 岩 石 组 合 具 较 大 差 异 ，给

区域地层对比带来一定难度。但仔细研究不同构

造单元的地层柱发现，自下而上火山岩由无到有，

由弱—强—弱演化规律。经研究，双桥山群横涌

组、计林组主要为泥砂质复理石建造，未见火山岩

发育；安乐林组经中国地质大学在其层型地修水

地区填图研究证实，也不发育火山岩，原剖面描述

的变沉凝灰岩属误定；修水组主要以粗碎屑砾岩

为标志，且开始出现火山熔岩夹层，其里特曼指数

!=!%>?@!%,#AB，在里特曼—戈蒂里图解中投入9区

（图#），变细碧岩（C!D;E*!D）F（G’D!5.,）值为>%B!，

略大于>%.-，与珍珠山群中洲组相当（表"），说明该

组形成于较快速的板块聚敛环境。张村群、双溪坞

群火山岩据前人研究均为钙碱性岛弧火山岩。因

此，赣浙皖地区蓟县纪晚期火山岩具明显的等时

性和同成因性，同属蓟县纪板块俯冲的产物。修水

组 、牛 头 岭 组 、榔 树 底 组 等 砾 岩 层 的 出 现 ，代 表 此

期板块俯冲造成盆地水体抬升的标志。由此可见，

该区的火山岩层和砾岩层具准同时性，可作为区

域地层划分和对比的重要标志，其地层划分和对

比见表.。

- 结 论

（"）前人 多 将 分 布 于 湘 、赣 、皖 、浙B省 的 冷 家

溪 群 、双 桥 山 群 、溪 口 群 、双 溪 坞 群 作 等 同 对 比 ，

认为时代相同、层位相当、岩性相近。通过近年来

的区域地质调查，发现它们在岩性组合、地质时代

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并非同物异名，需区别对

待 。 双 桥 山 群 仅 分 布 于 宜 丰5景 德 镇 断 裂 带 以 北

西的稳定地块———扬子板块内，为一套厚度巨大、

由 泥 砂 质 及 火 山 碎 屑 为 主 组 成 的 复 理 石 建 造 ，下

部（ 横 涌 组 、计 林 组 、安 乐 林 组 ）为 被 动 陆 缘 沉 积

产物，上部 （修水组）为活动陆缘之弧后盆地产

物。鄣公山组分布于宜丰5景德镇断裂带南东，与

双桥山群呈区域性断裂接触，其特征及分布与溪

口群漳前组一致，应从原双桥山群中划出、并入溪

口群。冷家溪群从岩性组合来看，一部分与双桥山

群相似，一部分与珍珠山群相似 （如南桥组），需

进一步解体。溪口群为一套含火山质的细碎屑岩

建造，代表弧后盆地的产物。双溪坞群、珍珠山群

以火山岩发育为特征，分别代表扬子陆缘的两列

岛弧环境。

（!）珍珠山群是分布于江南复合混杂岩带中的

一套蓟县纪火山岛弧或活动边缘盆地相的变质深海

浊积岩5火山岩组合，可能与弧后盆地双桥山群修

水组、溪口群，弧间盆地诸家群、铜厂岩群、张村岩群

及火山岛弧双溪坞群层位相当，属同时异相产物，它

们共同构成了扬子陆缘的双列岛弧造山带模式。珍

珠山群的建立为华南中元古代板块格架建立奠定了

重要的物质基础。

（.）前人以赣东北蛇绿岩块年龄集中在">亿年

左右为依据，认为华南板块碰撞是从新元古代开始

的，珍珠山群的厘定和研究表明，华南板块聚敛运动

从中元古代晚期蓟县纪就已开始，延续到新元古代

青白口纪全面碰撞闭合。

参 加 项 目 研 究 工 作 的 主 要 人 员 还 有 谢 国 刚 、

陈 振 华 、许 连 生 、朱 庆 敏 、徐 祖 丰 、吴 旭 铃 、宋 志

瑞、吴新华等。在工作过程中还得到了江西省地矿

局杨明桂、陈祥云、曾勇等高级工程师及原江西省

地矿调研大队、江西省地质调查院有关专家的指

导和帮助。在成文过程中，文子才先生在微古植物

化石研究方面给予了具体指导和帮助。在此一并

致谢！

邓国辉等：赣东北珍珠山群的建立及意义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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