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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述与进展·

中国近海建筑砂矿床特征

曹雪晴，谭启新，张 勇，姜玉池，原晓军
（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山东 青岛!""#$8）

摘 要：分析研究了我国现已探明的近海建筑砂矿床勘查资料，对建筑用海砂矿床进行了地质分类和工业分类；对

我国已探明的近海建筑砂矿床的分布、矿体特征和矿石特征进行了综述。并就不同类型近海建筑用砂矿床矿例进

行了解剖，为今后建筑用砂矿的找矿及资源评价工作提供了依据和借鉴，对建筑用海砂矿床的对比研究以及开发环

境保护等方面具有较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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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砂矿主要是在海洋水动力等因素的作用

下，具有工业价值的重矿物在有利于富集的海底地

貌部位形成的一种固体矿产资源（谭启新，899;）。

建筑用海砂是指分布于海岸和近海、以中砂和粗砂

为主、包括部分细砂和砾石的砂质堆积。海砂分选

良好，品质优良，可以作为海洋工程用料使用，经脱

盐后的海砂可作为建筑集料使用，广泛用于城市建

设、公路、铁路和桥梁等混凝土结构建筑（王圣洁等，

899$）。世界上发达国家纷纷大力推进海砂资源的

开发，海砂在建筑砂砾石资源利用中的比重也越来

越大。如英国、日本、荷兰等为代表的%#多个沿海

国家于!#世纪初、中期就已经开始利用近海建筑砂

资源，特别是!#世纪;#年代以来，各国陆地建筑用

砂源减少，加之环境保护的压力，迫使各国重新认识

近海海砂资源的潜力。海砂资源以其分布广泛、资

源丰富、分选好、品质优良、海上运输方便、开采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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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到周围环境，能够保证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而获得普遍的关注。各国根据实际情况，对海砂分

布、矿床类型、开采技术、开采对环境影响等方面的

问题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综合研究，显著提高了海砂

开发利用的认识（!"#$%&!"#$’，()*)；+",-.%&/，

())0；1,2#,3456!"#$’，())7；8"/9:;./9<&.，=>>(；

1,6?!"#$’，=>>0）。

我国海砂资源调查始于=>世纪7>年代，但仅限

于滨岸带海砂的勘查评价。*>年代开始对近海建筑

砂矿进行勘查评价，特别是)>年代中后期，由于国

内外市场的需求，驱动了我国近海建筑用砂矿床的

勘查与开发，并陆续探明了几十处矿床。谭启新等

（()**）在全面收集、整理我国滨海（包括部分浅海）

砂矿调研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滨海砂矿成矿地质

背景、砂矿分布、矿床特征、成矿控制因素、成矿规律

等方 面 进 行 了 论 述，并 对 成 矿 远 景 进 行 了 区 划。

())7年，王圣洁等开始了海砂研究，相继完成了《我

国海砂资源潜力评价》和《@@AB海砂资源数字编图》

项目，结合我国近海地质资料的分析后指出，中国海

砂主要来自海岸带、近岸浅海和陆架0个海洋地貌

分区，其中，海岸带、近岸浅海和陆架海砂的估算资

源量分别为0C’**D(>*%0!C0’*=D(>*%0、77’C(
D(>*%0!(>(’*D(>*%0、77’)CD(>*%0（王圣洁

等，())E；杨子庚等，())E；8"/9:;./9<&.，=>>(；王圣

洁等，=>>0）。迟洪纪等（=>>(）对山东省滨海砂矿成

矿规律及远景区划进行了研究，提出了砂矿的分布

与滨海带的基岩性质、海岸带类型、地貌、水系、水动

力条件、海底底质等密切相关。方长青等（=>>=）对

山东省近海砂矿资源类型划分及开发前景进行分

析，指出了近海砂矿主要是在海水动力条件下由于

机械沉积分异作用 ，使陆源碎屑中的有用矿物富集

而成。石玉臣等（=>>F）根据山东省近海砂矿产出的

宏观海洋环境、矿种、形成时代、成矿作用和微地貌

形态等要素，将山东省近海砂矿划分为=大类、(0
类、0=亚类。李广雪等（=>>C）等在现有工作的基础

上，结合最新近海沉积调查资料，系统编制了中国近

海沉积环境图，为系统进行中国近海海砂、特别是中

国近海建筑海砂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由于我国海岸线漫长，海洋地质构造复杂，海砂

矿床类型繁多，目前还没有对我国近海海砂矿床进

行详细分类的研究。与国外相比，我国建筑用海砂

相关的研究及开发还相对滞后。对我国近海建筑用

砂矿床特征进行研究，不仅能丰富我国近海沉积体

系以及有用矿产的研究，同时还能为我国建筑用砂

开发拓展新的领域，对我国近海海砂资源的调查评

价与勘查开发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提高找

矿的有效性和开采工艺的合理性，减少经济风险；再

次，通过对不同类型矿床形成、赋存条件及水动力环

境的研究，可以制定环境保护的有效措施，防止海砂

开采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本文在系统收集我国=E
处已探明的近海建筑砂矿床资料的基础上，对它们

进行了深入分析，提出了我国近海建筑砂矿床特征

及分类体系，并根据实例进行了论述，较为系统地展

示了我国近海建筑用海砂矿床的成因类型及特征。

( 近海建筑用砂矿床类型

近海系指现今高海面至水深=>>%G的滨海及

浅海海域（石玉臣等，=>>F），滨海包括古海岸带和现

代海岸带。按海岸带综合地质勘查规范，海岸带是

指自高潮线向陆延伸不少于(>5%、向海延伸至(C
%水深的狭长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浅海一般自浪（波）基面（水深

约(C!=>%）起算，下限以海水深度=>>%为划分界

限（冯士笮，()))）。近海建筑用砂矿床分类有地质

分类和工业分类两种分类。

!’! 地质分类

地质分类是依据成矿控制因素的分类，可分为

单一成矿控制因素分类和综合成矿控制因素分类。

(’(’( 单一成矿控制因素分类

主要有据成矿时代的分类、据成矿主要动力条

件的分类、据矿体赋存地貌单元的分类。

（(）据成矿时代的分类

全新世近海建筑砂矿：指全新世以来在近海形

成的砂矿床，亦称现代近海建筑砂矿。

更新世近海建筑砂矿：指全新世以前形成，后经

一定程度的改造，位于现今海平面之下的建筑砂矿，

亦称古近海建筑砂矿。

（=）据成矿主要动力条件的分类

潮流型：在近海波浪或潮流作用下形成的砂矿，

如现今已探明的潮流沙脊型砂矿。

残留型：指被现今海水淹没的各种古陆相砂矿，

如古风成沙丘砂矿、古冲积河谷砂矿、残坡积砂矿

等。受海侵进程的改造形成的砂矿，其砂质主要来

自于古陆而区别于现代海砂矿。

冲 海积型：由河流和潮汐、潮流、波浪等动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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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作用形成的砂矿，如三角洲砂矿、滨海型砂矿。

（!）据矿体赋存地貌单元分类

沙脊（沙堤、沙坝、沙丘、沙席）型：形成与海侵和潮

流活动密切相关。强潮流活动可形成较大的砂矿床。

冲刷槽型：低海面时期的河流沉积物经潮流强

烈冲刷和改造而成。冲刷槽深达数十米至上百米。

三角洲型：由海陆水动力的交互作用而成，砂矿

体通常赋存于河口沙坝中。

河谷型：主要是晚更新世以前，低海面时期径流

形成的矿床。

滨海型：滨海包括古海岸带和现今海岸带，这里

提及的海岸带范围是指海岸带的水下部分，即自高

潮线向海延伸至水深"#$的海域内。

"%"%& 综合成矿控制因素的分类

综合成矿控制因素分类是根据海砂矿床形成的

成矿时代、成矿动力条件、矿体赋存地貌单元的综合

分类，即：成矿时期’成矿动力因素’矿体赋存地貌

单元（如现代潮流沙脊矿床）或成矿期’矿体赋存地

貌单元（如古河谷砂矿床）。综合分类比较客观地反

映了砂矿形成的主要控矿因素和内在联系，是我国

目前通常采用的一种分类。

我国近海建筑砂矿矿床的地质分类见表"。

表! 中国近海建筑砂矿床的地质分类表

"#$%&! ’&(%()*+#%+%#,,*-*+#.*(/(-+(/,.01+.*(/,#/22&3(,*.,*/(--,4(0&#0&#(-54*/#
依据 类型 中国近海建筑砂矿床矿例

单一成矿因素

成矿时代
全新世（()、现代） 山东长岛县庙岛南部海域

更新世（("!!、古） 浙江舟山崎头洋海域

成矿动力条件

潮流型 福建南日岛海域

残留型 浙江温州洞头县大门岛海域

冲 海积型 山东胶州湾外海域

矿体赋存地貌单元

沙脊（沙坝、沙堤、沙丘）型 广东龙穴水道与矾石水道间海域

冲刷槽型 浙江宁波北仑港附近海域

河谷型 山东海阳千里岩东北海域

滨海（海岸）型 福建惠安泉州海域

综合成矿因素

成矿期’动力因素’
赋存地貌或成矿期’
矿体赋存地貌

全新世（现代）潮流沙脊型 辽宁李官庄镇白沙山西北海域

更新世（古）潮流沙脊型

全新世（现代）潮流冲刷槽型 浙江舟山岛西北端两侧和长白岛海域

全新世（现代）三角洲型 广东湛江市东海岛北与南三岛西南海域

更新世（古）三角洲型 广东省珠江口外伶仃水道

全新世（现代）潮间、浅滩型 福建省惠安泉州海域

更新世（古）岸线型 山东日照市石臼奎山咀 虎山以东海域

更新世（古）河谷型 山东千里岩东北海域

!%6 建筑砂矿的工业分类

建筑用海砂已经广泛应用于建筑、交通、水工等

工程中，基于我国建筑业的发展和对建筑工程质量

的重视，我国于"**!年制定了“建筑用砂标准”，后

来为了进一步适应国内外市场的需求，于&++"年对

建筑用砂的标准进行了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该标准按砂的细度模数

对天然砂（含淡化海砂）进行了规格划分，按细度模

数分为!种规格，即：粗!%,!!%"，中!%+!&%!，细

&%&!"%-；按技术要求分为!类："类适用于强度等

级大于.-+的混凝土，#类适用于强度等级.!+!
.-+的混凝土和建筑砂浆，$类适用于强度等级小

于.!+的混凝土和建筑砂浆。同时，对各类砂的颗

粒级配、含泥量、有害物质（云母、轻物质、有机质、硫

化物及硫酸盐、氯化物含量）做了明确规定，其中颗

粒级配要求见表&。

表6 建筑用砂颗粒级配表

"#$%&6 ’0#*/)0#2&,(-+(/,.01+.*(/,#/2

级配区
累计筛余／/

"类 #类 $类

*%#+$$ + + +
)%,#$$ "+!+ "+!+ "+!+
&%!-$$ !#!# &#!# "#!#
"%"0$$ -#!!# #+!"+ &#!+
-++%$ 0#!," ,+!)" )+!"-
!++%$ *#!0+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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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建筑砂矿床特征综述

!"" 矿床分布

我国现已探明的近海建筑砂矿主要分布在辽

宁、山东、浙江、福建和广东省近海海域，据不完全统

计共计!#处，查明资源约计!$%&$’(（图&、表)）。

!"! 矿床特征

现已探明的近海建筑砂矿床分布水深一般小于

&$*，部分矿床水深介于&$!)+*之间，个别水深

可达到,$!&&-*，如浙江舟山群岛一带海域的全新

世潮流冲刷槽型砂矿床和更新世河谷型埋藏砂矿

床。砂矿床距离现今海岸线一般小于+.*，仅有少

量矿区的离岸距离大于+.*，如山东海阳千里岩东

北海域更新世河谷型埋藏砂矿床岸距达!+.*。建

筑砂矿床有全新世潮流沙脊型、全新世潮流冲刷槽

型、现代及古三角洲沙坝型、现代及古滨海型、更新

世古河谷型。现已探明的矿床以大型为主，个别为

中型矿床。

图& 中国近海建筑砂矿体分布示意图

/01"& 2.3(45*67859:0;1<08(=0>?(09;9@49;8(=?4(09;
*6=0;386;<<37980(80;9@@859=36=369@A50;6

!"# 矿体特征

海砂矿体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和更新统松散沉

积层中，矿体赋存的地貌单元主要有沙脊、沙堤、沙

坝、沙丘、沙席、冲刷槽、三角洲以及古河谷等。一个

矿床往往由多个矿体组成。矿体形态一般比较简

单，呈层状、似层状、透镜状等。矿体连续性好，延伸

较大，其长轴方向往往与水动力方向一致，如潮流沙

脊型砂矿往往与海岸线方向平行展布，而古河谷型

砂矿则往往与河谷走向一致，如山东千里岩砂矿体

与古河谷均呈近南北向展布。矿体规模一般较大，

长达数千米，宽数百米，厚度数米至数十米，如浙江

省宁波北仑港砂矿体厚达)$多米，矿体产状一般较

为平缓，倾角&!)B，与海底坡角基本一致。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矿体一般裸露于海底表层，

如辽宁瓦房店李官镇白沙山西北海域海砂矿、山东

省烟台市长岛县庙岛南部海域海砂矿等。古滨海

型、古三角洲型、古河谷型、潮流冲刷槽型等建筑砂

矿体上部覆盖为近代海底淤泥或粉砂质粘土、粉砂

层，覆盖层厚,!&+*不等，如山东省日照市石臼奎

山咀以南海域砂矿床覆盖层厚度厚,*，广东省珠江

口外伶仃岛海域矿体埋深)"C!&,"+*，广东省珠江

口外龙穴水道矿体埋深+!-*。矿体中伴有一个或

多个夹层，夹层一般为砂质粘土或粘土质粉砂，夹层

厚度&至数米不等，如广东省珠江口外伶仃岛海域

矿体夹层厚&"!!,"+*。

!"$ 矿石特征

现已探明建筑砂矿床的矿石类型有砂砾、砾砂、

粗砂、中粗砂、中细砂、细砂等，但以粗砂、中砂、中粗

砂为主，其细度模数介于)"#!&"C之间，满足建筑

用砂粗、中、细规格。

矿石无胶结，多呈松散状，主要矿石矿物为石

英，含量+$D!’$D，部分含量达-+D以上，如福建

省惠安泉州海域砂矿床。其次是长石，含量一般小

于+$D。现已发现的碎屑矿物达+$种以上，多为轻

矿物，约占-$D以上；重矿物含量一般小于&$D，主

要有锆石、石榴石、磁铁矿、钛铁矿、金红石、独居石、

磷钇矿、榍石等数十种，含量一般较低，在已探明的

建筑砂矿床中，尚未发现重矿物含量达到工业边界

品位者。矿物的磨圆度和分选性取决于矿床的成因

和搬运距离，海积成因者其分选性和磨圆度较好。

矿石 主 要 化 学 成 分 为20E!，含 量 为’$D!
-#D，其次为FG!E)、/3!E)、H0E!等。矿石密度和松

散 程度因矿区不同而异，矿石密度一般为&"+-!

#C&第!期 曹雪晴等：中国近海建筑砂矿床特征

 
 

 
 

 
 

 
 

 
 

 
 

 
 

 
 

 
 

 

 
 

 
 

 

 

  
 

 

 



表! 中国近海建筑砂矿床分布及特征简表（据国土资源部开发司资料）

"#$%&! ’()*+($,*(-.)#./01#+#0*&+()*(0)-2*1&0-.)*+,0*(-.3#+(.&)#.//&4-)(*)(.-22)1-+&#+&#-251(.#
（2+-3*1&6(.()*+7-28#./#./9&)-,+0&)）

矿床

编号
地理位置 岸距／!" 水深／" 矿石类型 矿床类型

矿床

规模

# 辽宁省绥中六股河河口外海域 !$ !#% 全新世三角洲水下沙坝型

& 辽宁省绥中六股河口南部海域 ’(%!$ !#% 全新世三角洲水下沙坝型

’ 辽宁省瓦房店李官镇白沙山西北海域 #) *!+ 中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席）型 大型

, 山东省烟台市长岛县庙岛南部海域 , #& 中粗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中型

$ 山东省烟台经济技术开发以北近海海域 #!& #&!&% 中粗砂、中细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大型

* 山东省威海市双岛湾入海口处 %!’($ %!$ 中细砂、细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中型

- 山东省荣成桑沟湾东浅海海域 $ #%!&% 砾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 山东省海阳千里岩东北海域 &$ &$!’% 中砂 更新世（古）河谷埋藏型 大型

+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湾外海域 $ "#& 砾砂、中砂
更新世（古）河谷埋藏型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大型

#% 山东省日照奎山嘴南 虎山以东海域 $ )!#& 中细砂、细砂 更新世（古）三角洲型 大型

## 浙江省舟山岛西北端和长白山岛附近海域 #!$ ’$!,* 砾砂、粗砂 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 大型

#& 浙江省舟山西蟹西南和摘箬山以南海域 %(,!’ ,-!##+ 砾砂、粗砂 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 大型

#’ 浙江省舟山市崎头洋海域 #($!, &)!)% 中砂、粗砂 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 大型

#, 浙江省宁波北仑港区附近海域 #!& ,%!-% 中粗砂、中细砂、细砂 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 大型

#$ 浙江省温州洞头县大门岛海域 #!, %(+!-($ 中细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 大型

#* 福建省沙湾官井洋白马门口海域 !$ !$ 细砂 全新世三角洲型

#- 福建省南日岛海域 !$ !#% 中砂、细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 中型

#) 福建省惠安县泉州湾海域 #!& ’(%!#% 中砂、细砂 全新世潮间带浅滩型 大型

#+ 福建省九龙江口外海域 !$ !#% 全新世潮间带浅滩型 大型

&% 福建省九龙江海门岛西北海域 !$ !#% 全新世潮间带浅滩型

&# 广东省珠江口外伶仃岛海域 ’ &*!’% 粗砂、中砂、细砂 更新世（古）岸线型 大型

&& 广东省珠江口外伶仃水道 &($ $(%!#) 砾砂、粗砂、中砂 更新世（古）三角洲型 大型

&’ 广东省东莞市沙角水域珠江口龙穴水道 -($ !$ 中粗砂、中细砂 更新世（古）三角洲型 大型

&, 广东省伶仃洋沙湾东南、龙穴水道西北水域 ,!$ !&% 粗砂、中细砂 全新世湾口潮流沙坝型 大型

&$ 广东省珠江口龙穴水道与矾石水道间水域 #& ,(+!)(+ 粗砂、中细砂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大型

&* 广东省湛江南山礁利剑门海域 !$ !#% 全新世潮流沙脊型

&- 广东省湛江市东海岛北、南三岛西南海域 & &(%!$ 粗砂、中砂、细砂 全新世三角洲水下沙坝型 大型

#.-$/／"’，矿石松散系数为#(%+!#(,+，矿石自然

安息角$&0!$*.$0。

’ 近海建筑砂矿床矿例简述

经对我国现已探明的&-处近海建筑砂矿床勘

查资料的综合分析认为，全新世潮流沙脊型矿床有

##处，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矿床有,处，更新世古三

角洲矿床有&处，全新世潮间带浅滩型矿床有’处，

更新世古岸线型矿床有#处（表’）。现就全新世潮

流沙脊型、潮流冲刷槽型、水下三角洲沙坝型及更新

世埋藏河谷型的具代表性矿体简介如下。

!(: 山东省青岛市胶州湾外全新世潮流沙脊型和

更新世河谷型砂矿床

矿床位于胶州湾外海域，矿区中心位置距现今

海岸线$!"，水深大于#&"。区内发育有’条沙脊

和’条潮沟，沙脊分别为北沙沙脊、南沙沙脊和大竹

沙脊，矿床位于北沙沙脊西端。该矿床由上、下&层

矿体组成。上层矿体赋存于第四系全新统下层海陆

交互相地层中，矿体为厚层状，呈北西 南东向展布，

长-%%%"，最大宽度’%%%"，平均厚度-(+"，矿石

类型为黄色粗砂、含砾粗砂、砾砂，细度模数为’(#!
,(*。局部层段上部覆盖,($"厚的黑色淤泥层，砂

层是海侵初期海陆过渡沉积相后经海流改造而成，

长石、石英颗粒磨圆度和分选较好，含粘粒较少。下

层矿体赋存于第四系上更新统冲 洪积地层中，矿体

成厚层状，呈北西 南东向展布，长-%%%"，最大宽

度$%%%"，最窄处)%%"，平均厚度#,"，产状近于

水平，矿 石 类 型 为 粗 砂、含 砾 粗 砂。粘 粒 含 量 为

%.$1!’1，该层矿为陆相成因，由河流冲积、洪积

而成，碎屑矿物磨圆和分选程度不如上层矿好，粘粒

含量较上层矿高。该矿床重矿物含量、微量元素含

量、稀土元素含量均达不到工业要求，放射性含量平

均为%(&*23／!4，小于标准#23／!4的要求。矿石

密度#())!#(+#/／"’，松散系数#(&!#(&+，自然安

息角为’’($0!’-(,0。该矿床为一大型矿床，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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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为第四纪全新世潮流沙脊型砂矿，下层矿为第四

纪更新世河谷型砂矿。

!!" 浙江省舟山东海域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砂矿床

矿床位于浙江省定海区舟山岛西端两侧的册子

岛和长白岛附近海域。区内岛屿众多，形成宽窄不

一的海水通道，在强烈的潮流冲刷下形成了水深变

化较大的侵蚀冲刷槽和深潭，冲刷槽水深"#!$#%
不等，宽&!’!(!’%。矿床由"个矿体组成，单个矿

体面积为)#*&#+!"##*&#+%(，厚&’!&,%，矿区

水深"’!+,%。每个矿体由上中下"个矿层组成，

矿体赋存于冲刷槽内第四系全新统砾砂分布区内，

矿体 分 布 方 向 与 冲 刷 槽 方 向 一 致，呈 --./001、

-1/0.或./1 向展布。上层矿以砾石和粗砂为

主，厚"!+!"!2%，矿层一般直接裸露于海底表层。

中层矿以粗砂为主，含部分中细砂和少量砾石，厚

23#!2!,%，埋深&&!2!&(%。下层矿以粗砂为

主，含部分中细砂，厚度大于"%，埋深大于&(%。

海砂矿形成的物质基础为晚更新世冰期河流相砂砾

层，在全新世冰后期以来，在特定的狭窄水道中，由

强烈的潮流侵蚀冲刷作用改造而成。该矿床为一大

型矿床，为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砂矿床。

!!! 广东省湛江市坡头村大散和公沙海域全新世

三角洲水下沙坝型砂矿床

矿床位于湛江市东海岛以北、南三岛西南海域，

南部为湛江水道，矿区水深#!$!(!(%。矿床位于

三角洲潮汐浅滩上的水下沙坝地貌单元中，现已探

明"号和#号矿体，两个矿体均直接出露海底表层。

"号矿体分布在矿区北部大散海域，呈层状，近水平

产出，长&&##%，宽$##%，厚,!2!)!)%，平均厚

度2!+’%。矿石类型以中粗砂为主，细度模数#!)
!"!(，含泥量平均为)!24，矿体中间一层夹石，岩

性为浅灰色粘土，厚&!"%。#号矿体分布在矿区南

部公沙海域，呈层状，近水平产出，长$##%，宽,##
%，厚’!"!2!#%。矿石类型以中、细砂为主，部分

为粗 砂，细 度 模 数 为#!$!(!+，含 泥 量 平 均 为

,3"&4。主要重矿物有钛铁矿、锆石、金红石、锐钛

矿、白钛石、海绿石、电气石、磁铁矿、独居石等，均达

不到工业要求的边界品位。矿石化学成分以056(
为主，其含量为22!("4!)&!,24，其次为78(6"、

9:(6"等。矿石密度平均为&!’)$;／%"，松散系数

&3&"，自然安息角’"<+2=。该矿床为一大型矿床，形

成于第四系全新统沉积层中，位于三角洲潮汐浅滩

上的水下沙坝中，矿物以石英为主，含少量贝壳碎

片，属海陆过渡环境中三角洲水下沙坝型沉积矿床。

!!# 山东省海阳千里岩更新世（古）河谷埋藏型建

筑砂矿床

矿床位于山东省海阳千里岩以东海域，离岸距

离(’>%，水深(#!"’%。根据浅地层剖面资料，区

内有"条呈近南北向分布的古河谷砂体，由西向东

分别为"、#、$号，"号砂体分布水深((!("%，长

((>%，宽+$#!’’#%，厚约$%，上覆泥层厚度$!
&#%；#号砂体水深(’!"’%，长"2>%，宽(##!
+(#%，厚约+!2%，上覆泥层厚度)!&(%；$号矿

体水深(’!"’%，砂体长+(>%，宽&2#!+’#%，厚

约&!’!’!’%，上覆泥层厚度$!&&!$%。区内现

已经提交储量的仅有$/&号矿体，矿区水深(#!2!
(2%，矿体呈较稳定的席状或层状展布，矿体产状平

缓，最大厚度’!"%，最小&!,%，平均"%。矿石类

型以中砂为主，主要矿物为石英、长石，重矿物有磁

铁矿、锆石、刚玉、磷灰石、金红石等，含量一般较低，

其中锆石含量最高，但也仅为+’#!’?／%"，达不到工

业要求。该矿床为一大型建筑砂矿床，矿体形成于

第四纪更新世的河谷中，砂级碎屑沉积物一般磨圆

较好，大部分呈圆状 次棱角状，分选中 差，其特征

与现代河流砂类似。该矿床为一更新世河谷型建筑

砂矿床。

+ 结论

（&）我国近海建筑用砂矿可从两大方面进行分

类，即地质分类和工业分类。地质分类又可分为单

一成矿控制因素分类和综合成矿控制因素分类，而

后者更能全面地反映建筑用海砂矿的成矿机制和内

在联系，是值得推广的分类法，可以作为找矿及评价

砂矿 的 依 据。工 业 分 类 是 依 据 国 标 @A／B&+,2+/
(##&“建筑用砂标准”进行的分类，该分类按砂的细

度模数分为粗中细"种规格，并按技术要求分为"、

#、$三类，同时规定了级配与有害物质含量，是建

筑用海砂矿的工业评价依据。

（(）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已探明近海建筑砂

矿床($处，查明资源约(#*&#2;。这些矿床主要分

布于水深&#%以内、岸距小于&#>%的近岸海域。

矿床规模以大型为主。矿床类型多为全新世潮流沙

脊型，此外有全新世潮流冲刷槽型、全新世潮间带浅

滩型、更新世古岸线型、现代或古三角洲型、古河道

埋藏型等。矿石类型以中、粗砂为主，少量为细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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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度模数为粗、中、细!种规格，且以前二者为主。

已探明的建筑用砂矿床中，含各类重矿物达"#多

种，但其含量均未达到工业要求的边界品位。

（!）我国近海建筑用砂矿床类型的研究，不仅

丰富了近海沉积体系及矿产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而

且可以为建筑用砂找矿、资源评价以及开采工艺的

确定提供借鉴及帮助，对海砂开发环境的保护也具

有较大的实际意义。

致谢 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吴必豪

研究员审阅全稿并提供了宝贵意见，谨致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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