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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 大陆部分 滨海砂矿成矿

地质条件及分布规律

广 东冶金地质九三五队 阮 汀

广东大陆海岸线漫长 , 滨海砂矿资源丰
富

, 大
、

小矿床 点 处
。

本省滨海砂矿

独居石
、

磷忆矿
、

错英石
、

钦铁矿和金红石

的储量 ,
在全国同类型矿床中名列首位

,

是
我国上述矿产的重要产区

。

六十年代以来 ,

前人曾对本区滨海砂矿的地质特征
、

分布规

律和找矿方法进行过总 结 〔” ’ 吕 〕。

我 队从

年起对本区滨海砂矿进行研究
。

作者在

上述工作的基础上
,

从矿床分类人手
,

总结

矿床特征及成矿规律 , 研究其成矿时代 , 对

部分矿体和含矿层作了 “ 年龄测定
,

从而

对成矿地质条件和分布规律获得了某些新的

认识
。

区域地质地貌背景

役海地带出露基岩各地有别
。

在粤东
,

燕山第三
、

第四期花岗岩广布
, 地层主要是

一

侏罗统砂页岩和上侏罗统火山岩系 , 粤中
地区

,

下古生界中侏罗统发育
,

加里东期混

合花岗岩类普遍
,

燕山期花岗岩常见 , 粤西

雷州半岛一带 , 大片出露第四系玄武岩
,

为

新生界沉积区
。

上述岩石中的副矿物是砂矿

成矿的物质基础
。

据区测资料
,

本区第四纪
以前的地层

,

有用矿物含量普遍很低
,

目前
尚未发现古滨海砂矿的含矿层位

,

或第四纪

滨海砂矿的矿源层
。

本区地壳活动频繁
、

强烈
。

燕山运动奠
定了区内构造活动的骨架

。

除雷州半岛外
,

燕山旋回及其以前构造运动所形成的岩石构

成了区内滨海砂矿及含矿地貌
、

第四纪沉积

的主要物质组份
。

晚第三纪以来的新构造运
动

, 主要表现为继承性的地壳差异性升降
、

断裂断块运动和火山喷发
。

区域性北东 或
北北东 向与东西向的断块隆起与坳陷 ,

控

制沿海山川的展布和地貌
、

第四系的发育
,

使本区内滨海砂矿在空间上具有东西分块
、

南北分带的特点
。

沿海地形 , 北部群山耸峙
,

往南逐渐低

下
,

延至滨岸带地势一般比较平坦
,

濒临南

海
。

海岸线曲折
,

曲折率一般大于
, 港湾

呷角相间
,

岛屿林立 , 具港湾海岸地貌的特
点

。

其中珠江和韩江河口 为 三 角 洲 平原海

第 四 纪 地 层 表 表

时 代 同位素 年龄 年 地 层
厚 度

米
地 含 矿 性

晚全新世 土

士 士

现 代

海 口组

烟墩组

海滩
、

沙堤
、

海积平原
、

挥

湖
、

礁滩

沙丘
、

河 口堆积平原
、 主要含矿层

期期期晚中早

中全新世

士 土

土 士 鹿 回头组

第一 级阶地
、

三角洲平原
、

玄武岩台地
、

岸橄 次要含矿层
期期期晚中早

早全新世 晚 期

早
、

中期

士 浅海水下阶地
、

水下三角

洲
、

礁平 台

全新世’

未 明

期蟒晚乳晚更新世 ‘ 土 一 土 陆丰组

丽无百两 丽二百面
第二级阶地

局部含矿

中更新世
土

土 北海组
石那岭组 第三 级阶地 局 部合矿

早更新世

上新世

湛江组 第四级阶地

望港楼组

未见砂矿

未见砂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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滩
、

沙堤淤涨型堆积泥质或泥沙质海岸 , 其
两侧及沿海岛屿为低山

、

丘陵港湾式呷角后

退型磨蚀原岩海岸 , 阳江以西及惠来至海丰

一带是广阔平缓的台地丘陵港湾式平原
、

沙

堤淤涨稳定型磨蚀堆积沙 泥 质海岸
。

已

知砂矿
,

主要赋存在后一类地貌单元中
,

特

别是河 口 拦湾沙坝发育的港湾 沙 堤 堆 积地

貌
,

对成矿和富集更为有利
。

沿海第四纪地层
,

根据生物
、

气候一地

层等综合标志
,

结合 ‘弓
年龄资料

,

划分如

表
。

已知砂矿
,

主要赋存在全新统晚期滨

海相沙质沉积物中
,

它一般呈灰白
、

灰黄或

棕红色
,

松散状
,

以粒径 毫米的细

砂和细粉砂为主 ,

矿石成分中石英占优势
,

常含长石
、

云母
、

贝壳及重砂矿物等
, 沉积

物均一
,

分选性好
、

磨圆 ,

为主要含矿层
。

砂矿类型及地质特征

本区滨海砂矿分布很广
,

东起饶平的闽

粤交界
,

西至雷州半岛南端
,

均可见及
。

从

地理上看
,

滨海砂矿产地分布在沿海 个县

市
,

构成了我国仅次于海南岛的第二个

滨海砂矿带
。

本区砂矿按工业类型和成因一型态类型

分成两类

滨 海 砂 矿 主 要 工 业 类 型 特 征 表 表

工工 业 类 型型 工 业 矿 物物 矿床规模模 工 业 义义

主主主 要 的的 伴 生 的的的的

独独居石砂矿矿 独 居 石石 礴忆矿
、

恰英石
、

金红石
、、

大型型 工业价位大大
傲傲傲傲铁矿矿矿矿

脚脚忆矿砂矿矿 磷 忆 矿矿 独居石
、

杜铁矿
、

错英石石 中
、

小型型 工业价值较大大

胜胜居石磷忆矿砂矿矿 独居石
、

磷忆矿矿 钻英石
、

伙铁矿矿 中
、

小型型 工业价值较大大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业价值大大恰恰英石砂矿矿 错芳英 石石 傲 铁 矿矿 中型型型

性性铁矿
、
金红石

、

钻英石砂矿矿 钦铁矿
、

金红石 、
错石石 独 居 石石 中型型 工业价值大大

拐拐石砂矿矿 锡 石石 错英石
、

伏铁矿 小型型 工业价值较小小

妮妮妮妮 铁 犷犷犷犷

祖祖忆妮矿砂矿矿 褐忆妮矿矿 独居石
、

钻英石
、

锡石石 小型型 工业价值较小小

提提铁矿
、

拐石砂矿矿 妮铁矿
、

锡石石 独居石 、
枯英石

、

伙铁矿矿 矿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傲傲铁矿砂矿矿 伙 铁 矿矿 饱 英 石石 矿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黄黄金砂矿矿 黄 金金金 矿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工业价值较小小独独居石
、

错英石砂矿矿 独居石
、

错英石石 杖铁矿
、

金红石石 矿点点点

恰恰英石
、

伙铁矿
、

金红石
、

独独 错英石
、

钦铁矿
、、、

矿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居居石砂矿矿 金红石
、

独居石石石石石

一 工业类型

本区砂矿的工业类型列于表
,

并具有

下列特征
。

工业矿物种类多
,

具有综合利用的价

值
。

构成本区滨海砂矿的主要工业矿物有
独居石

、

错英石
、

磷忆矿
、

钦 铁 矿
、

金 红

石
、

褐纪泥矿
、

锡石
、

妮铁矿 担妮铁矿

和黄金等 种
。

上述各类砂矿多伴有一种或

一种以 的工业矿物
,

个别构成综合矿床
。

矿物组合因地而异
,

各种砂矿在分布

上具有区域性
。

粤东以错 错英石 砂矿为
主 , 粤中东部 以锡 锡石

、

担妮 褐忆泥

矿
、

妮铁矿 砂矿为主
,

西部以稀土 独居

石
、

磷忆矿 砂矿为主 , 粤 西 以 钦 钦 铁

矿
、

金红石 砂矿为主
。

错英石和钦铁矿在

各类砂矿中分布普遍
,

而锡石
、

褐忆泥矿仅

局部见及
。

这些分布特点
,

主要受基岩地质
特征控制 , 与不同的大地构 造 单 元 性质有

关
。

按矿物性状
,

可分远地砂矿和近地砂

矿两类
。

前者工亚价值较大 而后者远不如

残积
、

冲积砂矿重要
。

木 区 独 居 石
、

错英

石
、

钦铁矿
、

金红石和磷记矿 及 其 综 合砂

矿
, 它们搬运距离可达数十至数百公里 , 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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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 海 砂 矿 成 因 一 形 态 类 型 表 表 色

远地砂矿
。

它们主要形成在河流入海口 带
、

滨岸带和浅海带
,

故有些学者把这些远地矿

物称为海洋砂矿矿物 二‘ ’〕。

该类矿床品位高
、

规模大
,

往往形成大
、

中型矿床 , 与其他成

因一形态类型砂矿相比 ,

本省上述矿产滨海

砂矿在储量和产量上均居首位
,

其中又以独

居石砂矿为主
,

错英石砂矿和钦铁矿
、

金红

石砂矿稍次
。

在国内外与本类型砂矿床相似

的有 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斯 特 腊 德 布鲁

克砂矿
、

印度特腊范科一柯钦 砂 矿
、

美 国

佛罗里达砂矿
一

‘ ”〕和我国海南 岛 东 海 岸砂

矿 二 〕等
。

锡石
、

褐忆妮矿
、

妮铁 矿 担 妮

铁矿
、

黄金及其综合砂矿
,

它们搬运距离
多不足 公里

,

属近地砂矿
。

自陆至海方向

主要形成风化壳残积砂矿和河谷冲积砂矿
,

矿体仅仅抵河流入海 口 带
,

即未构成滨海带

和浅海带砂矿
。

滨海砂矿品 位 较 低 巨变化

大
,

规模小
,

常形成矿点或小型矿床
,

储量

及产量均不及附近的残积
、

冲 积 和 冰 债砂

矿
。

造成上述两类砂矿工业意义不同的主要

原因是矿物性状有异
。

即前一类矿物
,

物理

化学性质非常稳定 属库哈连科重砂矿物的

最稳定级或稳定级
· ‘ 〕 、

比重中等
,

由化学元素周期表中的第 族 元素
、

、 、 、 、

等 组成 〔“ 〕, 后一

类矿物稳定性不如前者 多属稳定级矿物
,

比重较大 多由化学元素周期表中

,, 。 类 型 形 , 。 ” 矿

⋯ ⋯⋯
工 业 意 义义

大大 类 类 型 亚 类 大类 类 型 亚 类

外外

⋯⋯

⋯
海

一

⋯⋯⋯⋯⋯⋯
海滩砂矿 矿 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生生
一

⋯⋯⋯⋯⋯⋯⋯⋯⋯⋯⋯⋯⋯⋯⋯⋯⋯⋯⋯⋯⋯⋯⋯⋯⋯⋯⋯⋯⋯⋯
机机 沙沙 毗岸沙堤砂矿矿 中小型型 工业价值较大大

械械 堤堤 河 口拦湾沙坝砂矿矿 大 中型型 工业价值大大

碎碎 砂砂 沙嘴砂矿矿 矿 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屁屁 矿矿 连岛沙洲砂矿矿 矿 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砂砂

‘‘

⋯⋯⋯⋯⋯
阶阶 第一 级阶地砂矿矿 中 型型 工业价值较大大
地地地地地地地 第二级阶地砂矿矿 矿 点点 工业价值较 小小
砂砂砂砂砂砂砂 第三 级阶地砂矿矿 矿化点点 工业价值较小小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海海海海海海积平原砂矿矿矿 矿 点点 工业价值较大大

⋯⋯⋯
海陆。合成成

一

““““ 成成成 河 “ 堆积平平 河 口港湾堆积平原原 大中型型

⋯
工 ·

⋯⋯

⋯⋯⋯
’砂‘‘

⋯
因砂矿矿矿

⋯
“ ‘‘ 砂矿矿 矿 点点 工业“ 值小小

河河河河河河河 口海湾堆积平原原原原

砂砂砂砂砂砂砂矿 三角洲砂矿

海湖混合合合 一里鲤 矿化点点 工业价‘小小

成因砂矿矿矿矿矿矿矿
海风混合合合 沙丘砂矿矿 矿化点点 ⋯

工业价值小小

成因砂矿矿矿矿矿矿矿

的第 工
、 、 、

巩 等族元素组成 〔’“ 〕。

二 成因一形态类型

图图

耀暴纂纂海海 滩 砂 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以以以心枯二 戴 寺铭沁伙分洲洲

撇撇撇撇撇撇撇潺慧罐罐

咋

乙兰湃黔犷犷
全新统海相沉积

燕山第四期

丘陵

河谷

河口港湾堆积平原

海滩

沙堤

含砂粘土层

粘土层

细砂层

砂矿富集体

实测和推测地质界线

剖面线及其编号

钻孔及其编号

口因口曰口曰曰

中细粒黑云母花岗岩

回回翻困画困园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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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河口二 ·堆积平砂
岁

,

处处处
河口 海掩堆积平原砂矿矿 二二至滚氢窿窿

或或或或三角洲砂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矿

一一一一一
兰招层粉

乃乃二 产一 二 月月

一一甜汽二杖趾二多赶芥扮午

尘尘澎履夔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奎色二卫生 二二二

三三莎辘鬓声至至

苏苏旅碑吩又擞墓墓功 以以
钱钱岁犷叮公公

梅梅 义义
公公里里

河口 海掩堆积平原砂矿

线剖面图

月月 —— , 矛、、
】】】旨吃 、、户 一一一甲甲

工二 自弘 , ‘‘

二二户叮叮

公里
扭 」

世三 全新统海河混合沉积 巨还〕第四系坡积 〔三刃加里东期混城岗岩 交习 台地
‘

【鱼习 河口

辉平原

度习含岩屑制层 巨至 粘土含砂粉 层 匡习 砂含土砂层 巨困 含砾砂砂砾层

图 砂堤砂矿

其他图例见图

以赋存砂矿地质体的沉积物成因和地貌

形态为划分依据
。

本区砂矿主要成因一形态

类型列于表
。

按成因可分海成砂矿和海陆混合成因砂

矿两类
。

海成砂矿位于滨岸带
,

主要由远地

矿物独居石
、

钦 谈矿
、

金红石
、

铬英石及其
综合砂矿组成

,

工业意义较大
。

在相应的形

态类型中
,

就工业意义而言
, 以沙堤砂矿为

主 ,

特别是河 口 拦湾沙坝砂矿
,

它占本区工

业砂矿床的
,

是我省滨海砂矿最主要的

类型
,

也是现今开采的主要对象
,

其次是海

摊砂矿和阶地砂矿等 图
、 、 。 ’

海成砂矿的特点是

含矿层或矿体平行海岸展布
,

形态比

较规整
、

连续
,

平面上以条带状为主 ,

剖面

上以层状或似层状居多
,

矿体规模一般长度

较大 公里
、

宽度中等

米
,

享度较小 米
,

顶
、

底板平

坦
,

向海作极缓倾斜 坡度 。
” 产 “ 产 ,

渐趋尖灭
。

主矿层多在上部
,

矿体直接出露

敷敷敷
南

乡

西 线剖面图

攀鑫一二性

北
’

东

忆一
一智 米 日 ’ ”

理达互

区四 全新统海风混翻 沉积
区〕喜马拉

雅期

玄武岩

〔远习台地 区工 海积阶地 应刃

图 阶地砂矿
其他图例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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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或有薄的剥离层
。

。

矿石结构松散
,

含泥率低
,

主要碎屑物为细砂 部分中细砂或细粉砂
。

较残积
、

冲积砂矿矿石颗粒细小 粒径很少

超过 毫米
、

磨圆均一
、

纯 净
。

黑
、

灰

黑
、

灰黄等暗色含矿层与浅色的无矿 或微

含矿 层互层产出
,

构成条带状或条纹状构

造
。

有用矿物的颗粒细小
、

均一
。

矿石成分与原岩或残积砂矿相比 , 矿

物种类减少 ,

并以氧化物和 硅 酸 盐 矿物为

主
,

长石
、

去母和岩屑减少
。

石英 显著 助
加

,

有用重砂矿物进一步富 集 , 化 学 成分

上
,

增加
, 、

减少 , 、

、 。、

稍减
, 、 。、

、

变化不大
。

海陆混合成因砂矿以海河混合成因砂矿
最为重要

,

余者仅构成矿点或矿化点
。

海河
混合成因砂矿

,

按其形态类型
,

尚可分港海
堆积平原砂矿和海湾堆积平原砂矿 即三角

洲砂矿 两类 图
。

一巍巍’’

潺哪哪
梅梅 峨犷

尸

七一刀扮里里

日日二 下乍硕硕硕

撰
‘‘

姊姊姊姊姊姊姊姊姊姊再私
一

、 毕 尹尹

卜卜二民艺共艾
二

万 丁户万 州州
二 ⋯月月兰乡是岁 又或之兰之封封

图 河 口堆积平原砂矿

其他困侧见圈

港湾堆积平原砂矿占全区工业矿床总数

的 ,

是仅次于沙堤砂矿的重要类型
,

矿

体平行河流展布
,

常与海洋垂直或斜交
, 往

上有时可与河流冲积砂矿相 连
,

矿 层 以细

砂
、

含土砂层为主 ,

局部乃是砂砾或含砾砂

层
。

矿石中含泥较高
,

稍粘 结
。

矿 化 较分

散
, 品位中等

,

一般不及海成砂矿富 ,
剖面

上以下层较富
。

有用矿物粒径较海成砂矿粗

大
。

由上可知
,

本类砂矿具有冲积砂矿和海
成砂矿双重特征 〔 〕,

其中港湾砂矿亚类以前
者为主

,

海湾砂矿亚类以后者为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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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矿地质条件

一 含矿母岩

区内砂矿的成矿物质主要是陆源的
,

成

矿母岩是陆上沿岸地区富含有用重砂矿物的

岩浆岩
、

混合岩和矿脉等
,

它是砂矿形成的

先决条件
,

为成矿提供有用组份
。

矿源 本区滨海砂矿有用矿物的来源

不外乎三种 其一
,

由陆上原岩及其次生残

坡积
、

洪积
、

冲积等碎屑物汇人 , 其二 , 毗

岸的浅海沿岸流带入 , 其三
,

原形成于浅海

的古砂矿上逆推移到今 日之滨岸地带
。

对本区近陆浅海沉积物及 砂 矿 概 查得

知
,

海底沉积物绝大部分是陆源的
,

而河流

输人物 尤其是珠江河系 是海底物质的主

要供给源
。

水下岸坡沉积物一般岸边粗
,

随

着远离海岸而逐渐变细
,

同时
,

钦
、

错
、

稀

土等有用矿物含量也逐渐降低
。

说明沉积物及其重砂矿物主要是由陆向

海方向迁移
,

浅海古砂矿向滨岸带的上逆不

是主要的
。

区内海岸曲折
、

多港湾
,

堆积地貌

及其海积物多局限于港湾顶部
, 泥沙垂直海

岸的纵向运动不甚强烈
。

同时
,

陆上滨岸带与

水下岸坡带的重砂组合基本一致
,

表明形成

滨海砂矿中的有用矿物主要不是沿岸流所携

人的
。

往往在陆上沿岸带含矿母岩附近滨海

地区的海积地貌及其沉积物中 形 成 砂 矿床

点 或矿化异常
。

区内大部分砂矿都可以

在陆上蚀源区找到相应的含矿母岩
。

所以本

区滨海砂矿的成矿物质应以陆源为主
,

沿岸

流和浅海古砂矿是局部且少录的
。

但尚有例

外
, 如雷州半岛东海岸

,

该地陆上所出露的基

岩均为第四纪玄武岩
,

而浪海砂矿在东海岸

断续展布
,

形成工业矿带
,

而西海岸却未 见

矿床 点
,

陆上玄武岩含独居石甚微
,

而砂

矿床 点 中独居石平均品位却可达 。

克 米
, 且独居石含量具自北向南渐次降低

的趋势 , 新寮岛水上海积平 原
、

海 滩 砂矿

含矿母岩重砂矿物共生组合与滨海砂矿工业矿物种类对照表 表

含矿母岩宜砂矿物共生组合 滨海砂矿工业矿物

一户一一 , 一一 , 一一一厂 一 一一

—
岩 性 一 一

一里竺全犷竺一卜遨 竺 竺 迪
一

—
卜主置里一卜

一

竺
一 生

一

的

格英石
、

褐帘石
、

州 磁铁矿
、
伙铁矿

、

确灰石
、

燕山第四期黑云母花 ⋯错英石 钦铁矿

石 、 独居石
、

礴忆 , 石
、

黄铁矿
、

栩石
、

绿帘 , 岩 ⋯ ⋯
⋯石

、

金红“ 一 ⋯一 ⋯ 一独居石
、

礴忆矿
、

怕

英石

钦铁矿
、

金红石
、
电气石

、

绿泥石
、

锡石
、

妮铁金红石
、

磁铁矿
、

石榴石
、

黄金

加里东期混合花 岗岩 独居石 礴忆矿
、

钻英石
、

钦铁矿
、

金红石

枯英石
、

独居石 钦铁矿
、

金红石
、

磷灰石
、

磁铁矿
、

铬尖晶石
、

栩石

第四纪玄武岩类 饮铁矿
、

金红石
、

桔英石

独居石

恰英石
、

揭帘石 钦铁矿
、

磁铁矿
、

枷石
、

碑灰石

燕山第二
、

第三期黑

云母花岗岩

铁铁矿 错英石

栩忆妮矿
、

铬英石
、

独

居石
、

碑忆矿
、

牡石
、

倪忆矿

金红石
、

枕铁矿
、

磁铁矿 燕山第三期黑云毋花

岗岩

褐忆妮矿 独居石
、

铬英石
、

锡石

妮铁矿
、

错英石
、

独 锡石
、

铁铁矿
、

磁铁矿
、

居石
、

碑忆矿
、

揭忆妮矿 电气石
、

石榴石
、

黄玉

燕山第四期黑云母花 锡石

阅岩 ⋯
错英石

、

独居石
、

妮铁矿
、

钦铁矿

枯英石 锡石
、

黄铁矿
、

毒砂
、

黄

铜矿
、

闪锌矿
、

方铅矿
、

磁

黄铁矿
、

电气石
、

伙铁矿

硫化物型锡矿 锡 石 铬英石
、

钦铁矿

妮铁矿
、

格英石
、

独

居石
、

礴忆矿

锡石
、

钦铁矿
、

金红石
、

电气石
、

萤石
、

石榴石
、

黄玉

黄金
、

锡石
、

钦铁矿
、

磁

铁矿
、

铬尖晶石
、

黄铁矿
、

礴灰石
、

电气石

燕山第四期握黑云母

花岗岩

锡石泥铁矿 布告英石
、

独居石

枯英石
、

独居石
、

磷

忆矿

含金 石英 脉 硅 化破

碎带

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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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滨上砂矿 与水下滨岸缓 坡 重 砂 异常

即滨下砂矿或水下沙堤砂矿 相连
,

其中

的有用矿物至今尚可随季节变 化 而 发 生上

陆
、

下 海 迁徙
。

上述砂矿分布特征

足以表明
,

雷东一带滨海砂矿
,

沿岸流和浅

海古砂矿的补充是非常重要的来源
。

含矿母岩的地质特征控制砂矿形成和

规模 砂矿中的物质组分
,

主要决定于含矿

母岩的矿物组合和含矿性
。

从表 看出
,

砂

矿有用矿物组合与矿源岩石的矿物组合基本

山致
。

作者认为
,

粤西的独居石
、

磷忆矿
,

主

要来自加里东期混合花岗岩类
,

、

次为燕山第
三期花岗岩 , 海

、

陆丰一带的错英石
,

主要

来源是燕山第四期花岗岩 , 徐闻沿海的钦铁

矿
、

金红石
,

主要来自第四纪玄武岩 台山

一带的褐忆妮矿
,

主要来自燕山第三期花岗

岩 , 而锡石和妮铁矿
,

主要来自燕山第四期

花岗岩
。

含矿母岩有用矿物的丰度
,

直接影响砂

矿的形成
。

是成矿的重要条件
。

作者试图采用

富集成矿系数
,

来衡量含矿母岩的矿化强度

是否达到形成工业矿床所必须的富集程度
,

,
盆、 —二 —七

为富集成矿系数 ,

。为含矿母岩中的矿 物品位 ,

为最低工业品位
。

根据本区 个矿床 点 人工重砂统计

资料
,

求得富集成矿系数 作为判

别值
。

富集成矿系数大于或等于 才能形

成砂矿 , 低于此系数
,

则成矿物质贫乏
,

形

成砂矿的可能性较小
。

如本区金红石砂矿
,

除徐闻一地玄武岩中金红石较富
, 二 。

。 业已构成中型矿床
。

而 沿 海 其余各

地 基岩中所含金红石一般均未超过 克 吨
,

即 。 ,

这可能是我省沿海金红石砂

矿分布较少的重要原因
。

含矿母岩中的有用矿物
,

右矿化强咬达

到或超过富集成矿系数的前提下
,

与成矿有
关的岩休分布范围越广

,

庄露而积越大
,

所

含有用矿物分布越均匀和水 流 切 刘 密度越

大
,

对成矿就越有利
。

粤中西部的独居石
、

磷妮矿砂矿
,

粤东的错英石砂矿和粤西雷州

半岛的钦铁矿
、

金红石砂矿等
,

虽然 含矿岩

体的矿化强度中等或较低
,

官集成矿
一

系数仅

为。 。 。, 但它们的矿产地众多
,

矿床

滚

规模较大
,

常构成大
、

中型矿床
,

主要与母

岩分布广
,

出露面积大 超过 平方公恨
,

呈岩基 部分岩株 状产出
,

有用矿物呈副

矿物均匀分布有 关
。

粤中东部的锡石砂矿
、

褐忆泥砂矿和妮铁矿砂矿等
,

含矿花岗岩的

矿化强度中等或较高
,

富集成矿系数一般为
,

有用矿物也 呈 副 矿 物均匀分

布
,

然而上述岩休的出露面积仅几到几十平

方公里
,

呈岩株或岩瘤 岩枝 状产出
,

仅

构成矿点或小型矿床
。

海
、

陆丰一带的滨海

砂锡矿
,

含矿母岩为原生硫化物型锡矿脉
,

部分矿石品位可达到或超过原生锡矿的工业

品位
,

富集成矿系数为
。

但终因

呈脉状产出
,

脉体过小
,

条数不多
,

矿化总

面积有限
,

不能构成砂矿床
。

二 内外营力是有用矿物富集成矿的

重要条件
。

构造

不同的大地构造性质
,

确定了不同工业

类型砂矿的分布
,

区域大地构造环境决定着

砂矿成矿区域性的特征
。

不同地质时期的隆
起与坳陷

,

其地质发展历史迥然不同
,

所分

布的含矿母岩不一
,

使砂矿的工业类型各具

特色
,

如本省大陆沿海所划出的粤东燕山断
褶带

,

粤中海西褶皱坳陷带
,

粤西加里东褶

皱隆起带和雷琼喜马拉雅沉降带等四个大地

构造单元
,

分别形成了本区错英石砂矿
,

锡

石
、

褐忆妮矿
、

妮铁矿砂矿
,

独居石
、

磷忆
矿砂矿和钦铁矿

、

金红石砂矿等四个工业类

型
。

晚第三纪以来的新构造运动
,

对砂矿形

成和分布影响明显
,

升降运动及其幅度控制

了有用矿物的官集和分散
,

在大面积间歇性

缓慢隆起
,

挽近趋于稳定或微上升地区
,

对

成矿有利
。

而长期沉降或迅速抬升
,

则对成矿
不利

。

同一地区
,

新构造的差异性运动对砂

矿形成影响不同
。

如雷州半岛
,

滨海砂矿东

海岸丰富
,

西海岸贫乏 , 而浅海砂矿则相反
。

造成上述砂矿东西分野的重要原因
,

可能与

雷东隆起和雷西沉降的差异性运动
〕

有关
。

。

气候

广东沿海属热带
、

亚热带气候
。

年平均

气温
“

℃
,

年降雨量为 毫

米
, 才 相对湿度

。

这样炎热潮湿的

气候 化学风化作用发育
,

风化壳厚度一般
。米

。

岩石风化疏松
,

使有用矿物太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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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解脱成单休
。

同时
,

沿海一带台风频繁
,

暴雨甚多
,

地而冲刷强烈
。

这样有利的气候

条件
,

是广东较其他省砂矿资源丰富的重要
因素

。

区内风化壳 厚 度
,

粤 西较粤东大
,

也是造成前者的演海砂矿比后者丰富的原因

之一
。

。

河流

河流是含矿母岩中有用矿物搬运入海的

重要渠道
。

当人海河流流经含矿母岩
,

并切

割密度较大时
,

一般在滨岸 带 都 可 形成砂

矿
。

但河流规模不同
,

对成矿的影响也不一

样
。

以粤西 为例
,

大河 长度超过 公里

或小河 长度小于 公里 不利于成矿
,

而

中等规模 长度 公里 的河流对成矿

有利
。

后者如上洋河
、

麻岗河
、

马店河
、

大

桥河等
,

分别形成了大
、

中型矿床
。

河口地段是成矿有利的环境
,

区内工业

意义大的河 口 拦湾沙坝砂矿和河 口 港湾堆积

平原砂矿
,

都分布在该处
。

。

海水运动

海水作用是滨海砂矿形成的重要营力
,

其主要作用有 海浪
、

潮流和沿岸流的海水

流动以及海面升降变化等
。

海浪

海浪是海水运动的最主要动力
,

它是风

吹掠海面所引起的
。

本区位于季风带上
,

月西南季风盛行
,

平均风力 级 , 月

至次年 月以东北季风居多
,

平均风力

级
,

其中 月至 月风力最强
,

平均可达

级
。

夏季海浪方向基本与风向一 致
,

波高

与风力成正比
。

滨岸地带外侧浅海
,

一般冬

季波高 米
,

夏季 米
,

合风 时海 面常出

现波长 米的涌浪
。

海浪向岸传播至

近岸带
,

形成激岸浪
。

后者浪力比波浪大数

十倍
,

是海岸塑造和演化的最强大营力
。

区

内季节风的变化所引起的风浪差另
,

对海岸

发育也产生不同的影响
。

如高拦岛南岸现代
海滩

,

冬季东北风盛行
,

海浪将泥沙向海迁

移
,

使海滩退缩 , 夏季以西南凤为主
,

海浪将

泥沙向陆推移
,

使海摊淤涨
。

此外
,

大风暴

后
,

海浪往往携带大量重砂矿物在海滩堆积
。

基岩呷角顶部
,

波能幅聚
,

形成强烈磨

蚀的海蚀带
。

而上述海蚀作用所产生的碎屑

物和河流携带入海泥沙等
,

易在波能分散的

海湾或港湾中堆积
。

沙质缓波海岸
,

在上述

海浪作用下
,

垂直海岸作纵向运动的泥沙 ,

向上推移形成沙堤 最初为水下沙堤
,

后出

露海面
,

形成水上沙堤
,

井常在沙堤后方

指陆地方向 构成泻湖
。

同时
,

平行海岸

作纵 向运动的泥沙
,

向波浪作用方向一侧搬

运堆积
,

形成一系列海积地貌
,

女充填海岸

的海滩
、

毗岸沙堤
,

一端 牛海岸连接
,

另一

端向海自由增
一

长移动的沙咀
,

把陆地 与岛屿

相连的连岛沙洲等
。

由于在纵向戍横向的搬

运过程中
,

海浪对沉积物及其有用矿物都有

良好的分选作用
,

故上述作用下所形成的海

滩
、

沙堤等海积地貌单元对成矿较为有利
。

潮流

潮流一方面加强了波浪对海岸的影响
,

另一方而木身 沿海一带主要 为半 日潮流
,

流速三节左右 对海岸塑造也有重要作用
。

在低平的沙质海岸
,

海滩涨潮冲刷
,

落潮堆

积
,

当潮差大时
,

退潮速明显地低于涨潮速
,

堆积作用显著
,

海摊进一步发育
。

此外
,

河
口

、

港湾和海峡 出口 等地形有利部分
,

潮流

速度较大
,

对沉积物有明 显 的 搬 运分选作

用 , 利于成矿
,

如湛江港水新及凉州海峡所

形成的水下砂矿
。

沿岸流

本省近陆浅海沿岸流
,

表层 水流为北东

北北东 向岸流
,

流速冬 季 月

海里 时
,

夏季 月 。 海里 时
,

沿

岸地带滨海与浅海现代沉积物特征及有用矿

物分布富集 , 一

与上述岸流关系至为密切
。

粤东汕头至澄海沿岸一带
,

受北东向逆

流或漂流的作用
,

使韩江所携带的泥沙和有

用矿物被海流
、

海浪和增水顶托
,

不能随沿

岸流疏散
,

大量堆积在 , 外
,

形成三角洲前

缘巨大的多列平行沙堤
,

局部尚可形成表外
工业矿体 图

。

珠江 口 外
,

珠 江 迁流

与北东向沿岸流汇合
,

并顺沿岸流而下
,

使

珠江输出人海的粉砂
、

粘土堆积了东莞至台

山整个沿岸地带
。

阳江至吴月 一带 ,

常年仍

以北东向沿岸流为主
,

由于珠江输出物彤响

减弱
,

甚至消失
,

沿岸陆地碎屑物及有用矿

物大量进入海域
,

形成了该区 长百余公 旦的

独居石
、

磷忆矿滨海一浅海砂了〕‘ 带
。

在 广州

湾至雷州湾
,

沿岸流逆时针 方 向 绕 海岸而

行
,

至雷东沿岸转为由北向南的海流
,

由于

岸流所携带的独居石等矿物边 搬 运
、

边 堆

积
,

致使其含是向南渐减
。

海面垂直升降变化

© 1994-2009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早
、

中更新世
,

雷州半岛 全 区 断 块沉

陷
,

产生了大规模的地动型海侵
, 形成了湛

江组 和北海组 滨海相
,

或 三角

洲相沉积
,

后者局部含矿较富
,

构成第三级

阶地砂矿
。

晚更新世早
、

中期
,

红海湾和褐石湾一

带局部下沉 ,

有小规模的地动型海侵 ,

范围

不超过现代海岸向陆方向 公里左右
。

堆积

了陆丰组滨海相
“

老红砂
” 。

该组含矿普遍
,

局部可达到工业要求
,

构成第二级阶地砂矿
。

本区海拔 米的第一级阶地砂矿为

冰后期高海面时期形成
。

在 。年来海面的

下降与波动
,

分别形成了现今滨岸带附近的

各种砂矿床
。

初步推算
,

河 口 堆积平原底部

的砂矿可能形成于距今 。。 年
,

属中

全新世中
、

晚期 , 沙堤砂矿
、

海积平原砂矿

等可能形成于距今 年
,

属晚全新
世早

、

中期 , 而海滩砂矿距今不足 年
。

综上所述 , 在地质时期海面垂直升降的

背景下
,

上述海水运动的诸要素共同参与了

成矿作用
,

往往在海水最活跃
、

最剧烈的海

积地貌发育地段
,

如河口
、

激岸浪带
,

沉积

物分选性较好
,

对成矿有利 , 而海水作用微

弱的泻湖
,

则含矿差
。

三 地貌和第四纪沉积

地貌和第四纪沉积提供堆积环境和赋存

场所
,
是砂矿形成

、

富集的重要条件
。

。

地貌

成矿有利的地貌类型是
,

丘陵
、

台地港

湾式磨蚀堆积淤旅一稳定型沙质海岸
,

而平

原海湾式堆稗淤涨型泥质海岸和山地港湾式

磨蚀后退型原岩海岸成矿不利
。

不同的地貌

单元
,

砂矿的形成和富集也不相同
。

剥蚀一

磨蚀地貌无砂矿分布
,

但部分可为砂矿形成

提供矿源
。

而各种海积地貌一般都含有或多

或少的有用矿物
,

其中成矿 有 利 的 地貌单

元
,

首推沙堤
,

其次是河 口 堆积平原
,

再次

是海滩和阶地
,

而海积平原
、

泻湖和沙丘最

差
。

成矿作用又受次一级地貌单元的制约 ,

就沙堤而言
, 以河口拦湾沙坝最著

,

沙咀和

毗岸沙堤居次
,

连岛沙洲最差
。

在同一个地

貌单元中
,

砂矿形成在一定的地貌部位
, 如

沙提
,

多在中部靠海一侧
。

海岸的弯曲形态

和海湾的大小对成矿也具一定影响
。

平直岸
不及弯曲岸有利

,

而后者又不能过于曲折
,

一般以海湾的长宽比 一 者 有 利
。

同

时
,

区 内砂矿床 点 绝大部分集中在宽

公里的港湾中
。

。

第四 纪 沉积

第四纪沉积对成矿的控制作用
,

主要表
现在地层时代

、

岩性和岩相等方面
。

砂矿主

要成矿期是全新世
,

特别是该 世 的 中
、

晚

期 , 其次是中
、

晚更新世
。

它们的分布受上

述不同时代的地层控制
。

砂矿主要赋存在滨

海相
,

次为三角洲相的砂层中
。

砂矿分布规律

平面上 , 沿海岸线方向砂矿呈条带状

分段富集
,

断续展布
,

分带明显
,

构成成矿

带
、

成矿亚带
、

矿田 矿带
、

矿床和矿体

弓 貌 带 成 因一形爵 类 型二梦 矿

山 地枯带

谷 地 带

古滨海带

残坡积风化壳砂矿
十

冲积河谷
、

阶地
、

河床砂矿
十

海成阶地砂矿
令

海成第三级阶地砂矿
令

海成第二级阶地砂矿
伞

海成第一级阶地砂矿
十

现代河 口 带

现代滨岸带

现代潮 间带

现代钱海陆架带

海河混合成因河 口堆积平原砂矿

海成沙堤
、

泻湖
、

海积平原砂矿
十

海成海滩砂矿
令

海成水下滨岸缓坡
、

水下 阶地
、

⋯
, , , 丘砂矿

防

⋯
海

火下三 角洲
、

水下槽沟砂矿

图 自陆至海各地貌带不同成因一形态砂矿带状演化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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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 垂直海岸方向
,

自陆至 海 呈 带 状演化

图
。

在剖面上
,

呈层 状 或 似 层状产

出
,

形成含矿层或矿层等
。

砂矿的分布受地质构造
、

地貌和第四

纪沉积等因素控制
,

在不同的范围内
,

它们

主次不一
、

作用各异
。

大地构造主要控制砂

矿的工业类型
,

形成了不同的成矿带 , 构造

指大地构造和新构造 和地貌主要控制砂

矿的工业类型和成因一形态类型
,

形成了不

同的成矿带和矿田 地貌和第四纪沉积主要

控制砂矿的成因一形态类型和亚类
,

形成了

不同的矿床和矿体 , 第四纪沉积 主要控制含

矿层时代
、

岩性和岩相
,

形成了 日 刁矿层
。

砂矿主要分布在 长期间 歇 性 缓 慢隆

起
,

挽近趋于稳定或微上升地区的沙 质海岸

上
,

并
’

言伴有一条长 公 ’卫
、

流怪含祠
“

母岩的河流 多位于港湾 匕东方向
。

在河

流注入宽 一 公里
、

交宽比 一 的港

湾中
,

其内侧河 口 堆积平原 自外侧的河 日 于
、

全

湾沙坝是沙矿堆积的良好场所
。

本区砂矿成矿模式如图
,

官集体产出

部位见表
。

灌鹭鹭鹭
蒸蒸军牟牙 到到到

——
一

生 三趁趁

一一
一

斗杯稼稼
卜卜

尸 阅 二帐几礼
’随 倪

之之

二 , 二 ’洲叫叫

甘甘州州
图 广东省 大陆部分 滨海砂矿成矿模式图

卜全新世晚期 ,
里一全新 世 中期 , , 一晚更新世 , 一中更新世 , 一早更新世 , 日

。一 喜马拉 雅期 么武岩

矿源层 , 忿 一燕山期花岗岩 矿源层 , 一加里东期混合岩 矿源层 , 一 第四 级阶地 , 一第三 级阶地 ,

, 一第二 级阶地 , 一第一 级阶地 , 一河 口海湾堆权平原 三 角 洲 一 河 口 港湾堆积平原 一 海滩 ,

一沙堤 毗岸沙堤 , 一沙堤 河 口拦湾沙堤 , 一沙堤 沙咀 , 一沙堤 生肠沙洲

一海积平原 其他图例见 图

各 类 滨 海 砂 矿 富 集 体 产 出 部 位 表 友

砂 矿 形 态 类 型 平 面 上

类 型

海滩砂矿

亚 类 沿海岸线方向 垂 直海岸线方 向

海滩中部特别在河 口 附近 激岸浪带滩脊附近

砂堤砂矿

部部中中

毗岸沙堤砂矿

河 口拦湾沙坝砂矿

沙咀砂矿

连 岛沙洲砂矿

沙堤 中部

沙坝 中部靠河 口侧

沙咀根部向头 部变贫

沙洲根部向中部变贫

靠海侧

靠海侧

海积平原砂矿 一般在 中部部分不定 中 部

表层上 部

表层上 部

表层 二部
, , 、

上 翻‘

、

上 部

中
、

下 部

河 口堆积

平原砂矿

河 口 港湾堆积平原砂矿

河 口海湾堆积平原砂矿

三 角洲砂矿

中部近 河两侧

中部近支流两侧

河谷与海湾交接处

靠海侧

上 部

上 部

沙丘砂 矿

泻湖砂矿

阶地砂矿

不 定 不 定 不定

不 色一 不 走 不定

第一级阶地砂矿 中 部 中部及前缘 , 、

上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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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海相积沉 普遍含有用矿物
。

图

可以看出
,

各种工业砂矿的形成时代基本

一致
。

其中以中
、

晚全新 吐成矿期为主
,

沙

堤砂矿的形成时代
,

在海 菊咽墩欢矿
‘ 心年

龄为 士 士 年
,

属晚全新

世早期 〔“ 理 。

晚更新世成矿期次之
,

第 二 级
阶地砂矿形成时代

,

作者在 甲 子 错 矿采样
’‘年龄为 。士 年

,

属晚 更 新 世晚

一

—一一一一下一一一一下
一

—一
一

一一一 一下甲犷百下厂一
早更新 世 中更新 世 晚更新世 一一 一

—
早期 一 中期 晚 期

铬英石砂矿

—一一

独居石磷忆矿砂矿 一一

— — —
一

钦铁矿金红石砂矿 一

—
‘洲口

锡 石砂矿 一 — —
褐忆妮矿砂矿 一 — —
妮铁矿砂矿

·“ “ ·

—
黄金砂矿

一一

—
· ·

⋯
图 第四 纪不同时期与砂矿成矿关系示意图

一 工业意义 大 , 一工业意义较大 , 一工业意义较 小 , 吐一 工业意义 小
。

期
。

中更新世成矿期仅局部矿化
。

主 要 参 考 文 献

成矿带
、

找矿方向和远景区

本区滨海砂矿位于我国 东 南 沿 海钦
、

错
、

稀土砂矿 级成矿带二的南端
。

尚可进

一步划分 个 级成矿带
、

个班级成矿亚

带和 个 级矿 田
,

其中以粤中稀土砂矿成

矿带 阳江至吴川丘陵台地港湾毛式海

岸独居石
、

磷忆矿砂矿成矿亚带 阳江

至电白海成沙堤及海河混合成因河口 堆积平

原独居石砂矿 田 。 工业意义最大
。

找矿方向 根据砂矿分布规律 可在粤

中找独居石和磷忆矿
,

粤东找错英石
,

粤西

找金红石和钦铁矿等
,

在矿床成因一 衫态类

型上
,

应继续在各丘陵台地磨蚀堆积港湾中

寻找本区工业价值最大的海成沙堤砂矿
,

特

别是河 口拦湾沙坝砂矿
,

以及海河屁合成因

河口 港湾堆职平原砂矿 注意 寻 找 阶 地砂

矿
、

海积平原砂矿和埋藏砂矿 , 海滩砂矿是

今后找矿的方向
,

可在现有矿山向海延伸 。

一 米的岸坡带沈先普查
。

〔 〕许善任
, 地质与勘探

, ,

第 期
’

〔 成国栋等
,

海洋与湖泊 , , 第 卷
,

第 一

期

〕严庸初
,

广东地质科技
, ,

第 期

〔 妇交春地质学 院矿床教研室 , 矿床工业类 型
,

卜

册 , 中国工业 出版社 ,

地质科学 研究院地质矿产研究所
,

中国稀有 金属

矿床类型 , 地质 出版社
,

中国科学 院两广队海南小组 ,

年全国稀 有元

素地质专业会议论文巢
,

第 集
,

科学出 版社
,

〔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洋地质研究 室 ,

华

南沿海第四纪地质 , 科学 出版社 , 了

〕赵希涛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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