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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纪外生矿床的形成受原生矿和第四纪地理环境的制约
。

影响

第四纪地理环境的主要因素是新构造运动
。

概述了滨海砂矿
、

冰川砂

矿
、

冲积砂矿和生物
、

化学沉积矿产的成因及成矿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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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第四纪外生矿床
、

特别 是 砂 矿 床

的开采历史悠久
,

分布广泛
,

种类多
,

易采
、

易选
,

是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矿产资源
。

第四纪外生矿床的形成受原生矿和第四

纪地理环境的制约
。

而影响第四纪地理环境

的主要因素是新构造运动和气候条件
。

第四纪外生矿床的成因类型
,

按其形成

作用可分为海成与陆成两大成因系列
,

每一

成因系列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多种 成 因 类 型

表
。

现按表中所列的几种主要类型矿

床的成因及成矿期作一简要分析
。

清
。

晚更新世晚期
,

距今 年 左 右
,

气

候急剧变冷
,

大冰期降临
,

导致我国东部海

第四纪外生矿床的成因类型 裹

成因
系列 外力作用 成因类型及亚类型

滨海砂矿

滨海砂矿通常位于浪基面以上的滨岸地

带沙咀
、

沙滩及海岸阶地上
。

它是岸流及海浪

将河流携带人海的含矿陆源物质及沿岸被破

坏的原生矿加以长期淘洗
、

分选
、

富集而成

的
。

我国滨海砂矿的主要类型有金红石
、

铅

石
、

钦铁矿
、

独居石
、

磷忆矿等
。

滨海砂矿的形成主要受海岸 变 迁 的 控

制
。

第四纪以来
,

全球气候波功频繁
,

冷暖

交替
,

两极冰川随之扩大与 退 缩
。

受 其 影

响
,

我 国沿海发生过四
、

五次较大的海进与

海退
,

导致海平面多次升降
,

海岸线几度变

迁
。 ‘砰

、 ‘ ,

更新世多次冰期的低海面与间冰

期 的高海 而所形成的海岸痕迹
,

或彼外营力

破坏
,

或被深厚沉积物所覆盖
,

确认海岸线

的水平移动范 围较为困难
。

滨海砂矿只在少

量残留的梅积阶地上有所保存
,

总体面 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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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面大幅度下降
,

最低海面位于现代海面以

下 米左右
。

海岸带向海方向推移上 千 公

里
,

沿滨岸带形成古滨海砂矿
。

如南海北部
,

陆架水深 米范 围内的钦铁 矿
、

错 石

类砂矿
,

南黄海和广东沿海水深 一 米

阶地上的错石砂矿和南黄海西部水深 米左

布的残留钦铁矿都是此时期形成的
。

全新世初期
,

距今 年左 右
,

气 候

转暖
,

海面开始回升
。

海面同升具有间歇性

停顿
,

在南黄海古海岸线曾长期停留于水深

米
、

米和 米处 , 珠江 口发育水下

米和 米两级阶地 , 南海北部海底发

育两级水下阶地
。

在这些水下阶地上和古海

岸线长期停留过的平坦海底上
,

普遍残留古

滨海砂矿
。

全新世后期
,

距今 年左右
,

回升的海面基本稳定
,

海岸线位 于 现 今 位

置
,

沿现代海岸线形成全新世后期以来的滨

海砂矿
。

如广东沿海的砂钦铁矿
,

福建沿海

的砂铁矿和稀有金属砂矿皆是
。

晚更新 世

低海面的残留砂矿和全新世早期海面间歇回

升过程中形成的水下阶地砂矿
,

经后期的海

流改造而成为现代的浅海砂矿
,

纪后期
,

青藏高原抬升到 米以上
,

我屠
‘

大陆内气候明显向大陆性气候转变
,

变得干

冷
。

晚更新世时
,

代表湿热气候的红土分布

界线逐渐向南退缩
,

至北纬
。

附近
,

红

土作用也比早
、

中更新世微弱
。

红土化作用
‘

过程中
,

岩石受到分解
,

易风化组份逍到淋

滤被带走
,

耐风化组份包括有用矿物保留
一

厂

来
。

因此
,

红土风化壳的发育是砂矿形成的

基础
。

基于以上第四纪古地理
、

古气候的分

析
,

与红土发育有关的残坡积砂矿主要形成

于第四纪 早期
。

如广西富
、

贺
、

钟地区的残

坡积砂锡矿
,

主要形成于下更新统 白沙组与
中更新统望高组中

。

残坡积砂矿

这类砂矿是母岩经物理和化学风化
,

使

无价值的物质流失
,

而有用矿物则堆积在原

生矿附近
,

或受重力与片流作用
,

堆积在缓

坡地带富集而成的
。

我国广西富川
、

贺县
、

钊, 山地区的锡砂矿
,

贵州赫章的铅锌砂矿
,

四川盐津的褐铁砂矿等均属此类型
。

构造和气候条件的变化对残坡积砂矿的

形成有很大影响
。

长期稳定或缓慢隆起的构

造背景
,

能使母岩得到彻底风化
,

有利于有

用矿物富集
。

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化学风

化的进行
。

干旱或半干旱的气候则有利于物

理风化的进行
。

第四纪早期
,

即青藏高原抬

升 的初期
,

我 国气候较为温暖
、

湿润
,

南方

普遍发育残积红土
,

早更新世红土化作用北

界可达北纬
。 ,

中更新世达北纬
。

第四

冲积砂矿

冲积砂矿是沿现代河流及古水文网
,

在
’

流水作用下将原生矿床和古砂矿中的有用物

质搬运到适当部位富集而成的
。

可进一步分

为河床砂矿
、

河漫滩砂矿和阶地 砂 矿 等 亚

类
。

我 国黑龙江爱辉河床砂洲和河漫滩 中的
,

砂金矿
、

内蒙乌盟察布中旗现代冲沟两侧冲

积锥碟形洼地及古河床含金砂砾矿
,

湖南沉

胶
、

桃源和山东沂河阶地上的金刚石砂矿等

皆属这一类型
。

第四纪冲积砂矿的形成显然受新蜘造运

动的控制
。

特别在构造上升
、

河 流 深 切 阶

段
,

流水对流经 区的原生矿床或古砂矿进行

强烈的侵蚀和冲刷
,

使有用矿物从 中被剥落
,

成为冲积砂矿的主要来源
。

因此
,

冲积砂矿

的成矿期与新构造运动有关
。

早更新世时随着青藏高原及各大山系大
幅度的抬升

,

一部分河流下切
,

在成矿有利

地区可以形成冲积砂矿
。

但另一部分河流还

未来得及形成 固定的流路
,

因此成矿时机受

到一定限制
。

海洋地质研究所砂矿组 中国滨海砂矿调查研究

概况 , 通年
。

公 王云生等 中国第四纪矿产类型及其分布特征 ,

年
。



中更新世
,

随新构造运动进一步强化
,

侵
,

蚀烤准面
’一

厂降
,

河流溯源侵蚀加强
,

河流经

长期地势与构造上的适应
,

已基本固定了流

路
,

河流冲积物比早更新世发育
,

成矿可能

性亦相对增大
。

再则
,

河流对前中更新世古

砂矿进一步改造
、

分选
、

富集
,

故是冲积砂

矿 的 上要成矿期
。

晚更新 世一全 新 世 时
,

新构造运动促进河流对原生矿或前晚更新世

占砂矿的侵蚀
、

冲刷能力进一步加强
,

在 已

塑造的河谷内的河流拐弯处
,

或河流流速变

缓等有利地段沉积下来
,

富集成矿
。

因此
,

此时期亦是我 国第四纪砂矿的主要成矿期
。

如黑龙江爱辉罕达气砂金矿
,

就 是 晚 更 新

世一全新世的河流将中更新世的 冰 碳 砂 矿

进一步淘洗富集在河谷沙洲和漫 滩 中 形 成

的
。

再如我 国西南嘉陵江流域的砂金矿
,

其

主要含金层位是晚更新世形成的 级阶地
。 ‘

洪积砂矿也是第四纪外生矿产中很重要

的一个类型
,

其形成过程与冲积砂矿相同
,

均是流水作用的结果
。

不同的是
,

它是暂时

性流水作用的结果
,

因此矿层不如冲积砂矿

稳定
。

但有用矿物颗粒一般较大
,

在 自然界

中常形成冲一洪积型复合砂矿
。

冰川砂矿

冰川砂矿是原生矿经冰川的刨蚀
、

碾磨

和搬运
,

堆积在冰债物中形成的
。

实际上冰

碳物中的砂矿往往很贫乏
,

而要富集成具有

工业价值的砂矿
,

要通过冰下河
、

冰侧溪流

冰水作用及后期流水作用进一步分选
、

富集

才能完成
。

第四纪时期
,

我 国曾经历 了四次冰期
。

早

更新世冰川主要分布在我国西部高山地区
,

规模一般
。

中更新世冰川规模最大
,

西部地

区冰川广布
,

东部高
、

中山地区亦有冰川分

布
,

冰舌可从山谷一直
一

达到山麓地带
。

晚

更新 世晚期
,

因青藏高原抬升
,

气候转为干

燥
,

冰川萎缩
,

大部分冰川仅限 于 冰 斗 附

近
。

从冰川发育的历史看
,

与冰川作用有关

的砂矿
,

应主要形成于中更新世和晚更新

早期
。

如黑龙江省罕达气砂金就存在于 中更

新世冰期形成冰债阶地的褐色泥砾层 中
。

再

如
,

四川省松潘县漳腊地区的砂金矿
,

其含

金层位是洪
、

冲积的 中更新世晚 期 的 双 槽

门一对河寺组
。

砂金来源于西侧高 多米

的金山上的含金方解石脉
。

含金层 中的砾石

具有擦痕
、

压坑
、

压裂
,

并含有更新世早期

都阳冰期形成的观音山组砂砾原始团块
。

砂

金颗粒大
,

多为片状
、

板状
,

滚圆度差
,

表面粗

糙
,

具擦痕
,

卷边
。

由此可以推断
,

该含金

层是更新世早期的冰川将金山上的含金脉磨

蚀
、

破坏后
,

堆积在冰债物 观音山组 中
,

后经中更新世晚期流水作用的改造而富集成

的
,

应属冰川一冲洪积复合成因
。

岩溶砂矿
在地表水和地下水对地表及地下可溶性

岩石进行化学溶解
、

机械侵蚀等作用下产生

的岩溶堆积物中
,

若有用矿物相对集中
,

就

可能形成岩溶矿床
。

岩溶矿床常可分为

溶蚀残余堆积的风化淋滤矿 这种

风化淋滤矿常形成于古岩溶的起伏面上
,

其

成矿期一般较长
,

很多风化淋滤矿
,

如一些

铁矿和铝土矿等在前第四纪就开始
,

一直延

续至今
。

洞穴砂矿 洞穴是岩溶地区的重要

堆积场所
。

其堆积物成因复杂
,

除溶蚀残余堆

积外
,

还有化学沉积
、

重力堆积
、

地下河湖等

堆积
。

洞穴化学堆积可形成重 晶石
、

石膏
、

石英
、

萤石等有用矿物
。

在洞顶洞壁崩塌形

成的角砾岩中
,

以及在洞内地下河湖形成的

砂砾层 中均可形成砂矿
。

生物
、

化学沉积矿
第四纪的生物沉积矿主要指泥炭

、

草煤

等
,

化学沉积矿一般指石膏
、

盐类和芒硝之

类
。

生物
、

化学沉积矿的形成主要受气候因

素的控制
。

前者是温暖
、

湿润气 候 下 的 产



物
,

后者是干燥气候下的产物
。

一般来说
,

气候条件的变化
,

一方面受全球性气候因素

的控制
,

另一方面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

梅流变迁的影响
。

第四纪后期
,

由于青藏高

原抬升得很高
,

阻碍了西南印度洋浪润季风

的 向北推进
,

导致我 国陆地范围内大气环流

发生改变
,

西部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转化
,

形

成青藏高原高寒干燥区和西北内陆干燥区
。

早一 中更新世发育起来的湖泊开始萎缩
、

消

失
,

湖水浓缩咸化
,

形成各种盐类
。

如西藏

藏北湖区色林错
,

中更新世湖盆扩大
,

发育湖

相砂硝层夹亚粘土层
,

晚更新世湖盆开始萎

缩
,

沉积灰色粘土及砂砾石层
,

全新世沉积

盐类
,

早期为黑色含芒硝淤泥
,

晚期为芒硝

及盐类
,

夹数层淤泥
。

泥炭与草煤一般在第四纪间冰期或冰川

外围温暖
、

湿润气候下形成
。

如我国南方云

南
、

贵州等地
,

第四纪沉积物 中夹有数层泥

炭
、

草煤
。

冰后期的全新世 初 期
,

气 温 适

中
,

湖泊较多
,

适当的条件也可形成泥炭
,

如我国华北地区全新世泥炭层
。

综上所述
,

第四纪中几种主要的外生矿

床的成矿期
,

大致如表 所示
。

根据我国具

体情况
,

对第四纪外生矿床出露的有利地段

第四纪外生矿床的成矿期 表

外生矿床类型

翌型座型匣里闷 全新 世

缤海砂矿

我坡积砂矿

冰川砂矿

神积砂矿

生物
、

化学沉积矿

斗一份
‘‘‘‘‘‘‘ 曰‘一明‘ ‘‘ ‘

‘月念汉丘二口翻口曰困

作如下推测

海积砂矿

晚更新世古滨海砂矿 错石
、

钦

铁矿等 常产于 一 米陆架范围内 的 低

洼地段
。

全新世 滨 海 砂 矿 钦铁矿等

常常位于水深 米水下陆地和滨岸的沙

滩
、

沙洲
、

海湾及阶地范围内
。

化学风化残坡积矿

早
、

中晚更新世的化学风化残积坡砂矿

分别分布在北纬
” 、 。

及
“

以 南 墓

岩风化强烈的平坦山顶或缓坡地带
。

我国南方超基性岩红土化地区的冲沟
、

柯流内
,

应注意寻找砂金矿
。

冲
、

洪积砂矿

一般位于新构造运动较为强烈的地区
。

早
、

中更新世冲积砂矿往往位于河流高阶地

中
,

洪积砂矿则位于山麓高台地中
,

晚更新

世二全新世冲积砂矿则位于低阶 地 及 河 役

滩
、

河床等有利地段
,

洪积砂矿位于 山麓洪

积扇中
。

冰川砂矿

我国冰川发育的西北
、

西南及东部高
、

中山地区
,

应注意寻找第四纪中一晚期的冰

水砂矿及冰川砂矿被后期流水作用改造富集

而成的复合型砂矿
。

生物
、

化学沉积

晚更新世一全新世的盐类矿床主

要分布于西藏
、

新疆等现代湖泊及其周围地

区
。

全新世泥炭
、

草煤一般分布于我

国东北
、

华北及西南的平原及盆地内
。

二 ‘ 上
以

工 上 ‘ ‘ 侧 认‘匕 伪 七

飞 即

,

吐 执 。一
曲 招 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