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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岛海砂资源的分类特征及成矿特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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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海南岛海砂资源丰富"质量较好"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其中钛铁矿+锆英石和独居石是海南岛的优势滨海砂

矿资源) 根据其用途主要分为 # 类! 锆钛砂矿+石英砂矿和建筑用砂矿) 通过资料收集和整理"分别研究了海南

岛不同类型海砂资源的分布范围+勘查程度+资源储量+形成环境和资源潜力等) 研究结果表明! 锆钛砂矿开发

程度最高"主要分布于琼东沿海及水下阶地一带的全新统"规模较大"品位较高"开发条件较好* 琼西则以建筑用

砂矿和石英砂矿为主"海砂质量好"杂质含量较低* 位于浅海区的潮流沙脊和河口三角洲"工作程度不高"但其海

砂分布广+厚度大+砂质好"是今后海砂勘查的重点区域"具有良好的资源开发前景) 总结海南岛海砂资源的主要

成矿特点为!

!

分布广泛"规模巨大"开发条件好*

"

主要产于全新世地层*

#

沉积厚度较大"纵向连续性好*

$

海砂质量较好"并富含重矿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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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海南岛滨浅海蕴藏着丰富的砂矿资源"主要包

含钛铁矿+锆英石+独居石和金红石等矿物"并伴生

微量角闪石+电气石+磁铁矿和磷钇矿等成分"其中

锆英石和钛铁矿砂矿属海南优势矿产资源"其资源

储量位居全国前列"在机械+航空航天+军事和新型

材料等领域应用广泛"极具开发潜力#+$

)

海南岛海岸线长 + ,)# I@"约三分之一为砂质

海岸) 海砂资源广泛分布于该海岸带及水下陆架

区域! 东部从文昌市木兰头到陵水县新村* 西部从

乐东九所到儋州白马井* 北部从临高后水湾到文

昌铺前湾) 海南岛海砂资源勘查始于 )* 世纪 ,*+

3* 年代"主要集中于陆域滨海区"并发现了多处具

有工业利用价值的锆钛砂矿+石英砂矿和建筑用砂

矿"地质工作程度较高"并投入生产) 由于技术条

件和资金限制"浅海海域勘查工作并未系统全面地

开展) )**, 年以来"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海南省国

土资源厅及部分企业的共同投入下"浅海区域砂矿

调查有序开展"通过综合地球物理勘查+地质取样

和地质钻探等勘查手段"初步查明了海南岛周边近

海海域表层沉积物类型和特征"调查尺度为 +k)!

万比例尺左右* 初步查明了部分海域浅层地质结

构"并通过钻探对其沉积物类型和厚度进行探索*

圈定了部分海砂资源潜力靶区) 但也存在着勘查

不够系统+比例尺较小+调查程度低和研究不够深

入的问题) 本文通过对前期海砂调查研究工作的

总结"结合海砂地质工作现状"分析了海南岛海砂

的分布+类型+质量和资源量等"并对其成矿特点进

行了研究和归纳"为进一步开展海砂勘查提供方向

和建议"推动海砂地质研究工作的深入)

+"滨浅海砂矿主要类型及资源储量

"'"#主要类型

海南岛海砂矿类型多样"分类依据不同"其类

型也各不相同! 根椐用途可以分为锆钛砂矿+石英

砂矿及建筑用砂矿%包括填海用砂&# 大类* 根据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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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矿环境可以分为滨海砂矿和浅海砂矿"滨海砂

矿范围即海岸带范围"浅海砂矿一般自浪%波&基面

至陆架区* 根据成矿时代"可分为现代沉积砂矿和

古沉积砂矿"以 ; J, IAN'<'为分界"海南岛海砂

多赋存于晚全新世的烟墩组%eD

#

5&"部分海砂形成

早于该时代* 根据成矿外营力因素海砂矿可以划

分为残坡积型+冲积型+海积型+风积型和混合型

等"海南岛多数砂矿为海积型砂矿"形成海滩+沙

堤+沙咀+连岛沙坝和海成阶地等微地貌#) 9!$

) 海南

岛周边砂质沉积物沿岸呈带状分布"基本位于 ;* @

等深线以内"以北部+西部及东南部分布比较集中"

其沉积环境大致为潮流砂脊+河口三角洲和沿岸海

湾 # 类"由于沉积环境+物源及水动力条件的差异"

其沉积的砂体规模+厚度+水深条件和砂体质量有

所不同) 本文主要从海砂用途对海砂进行分类"并

阐述其地质特征%表 +&)

表 "#海南岛滨浅海砂矿主要类型

S8,'"#T28))%0%58*%./.0)18 )8/C72851+%/5.8)*828/C)6822.R38+%/18+18).0U8%/8/Z)28/C

砂矿类型 分布 地质背景 地貌类型 成因 勘查程度 典型区段

锆钛砂矿

海南岛东海岸文昌木兰头,陵

水新村沿海一带"三亚+儋州和

昌江的沿海有零星分布* 海南

岛东海岸陆架区域+昌化,四更

一带海域

全新世烟墩组+

冲积层

海岸带+海成阶

地+河口和潮流

沙脊

海积+风积+

残坡积

陆域为普查,

详查,勘探"

海域为预查,

普查

文昌翁田,昌洒锆钛

砂矿+万宁乌石,保定

锆钛砂矿+陵水新村锆

钛砂矿和万宁保定海

锆钛砂矿

建筑用砂

南渡江+昌化江和珠碧江等河口

陆域部分* 琼州海峡东西出口

浅滩及潮流砂脊+河口水下三角

洲+莺歌海,感城海域潮流砂脊

全新世河口冲

积层+全新世海

底砂质堆积

海岸带+河口+

潮流沙脊和水

下沙波等

海积+冲积

陆域为普查,

详查"海域为

预查

儋州海头镇珠碧江建

筑砂矿+西南浅滩和南

方浅滩等

石英砂矿
文昌东北部沿海"儋州+昌江+东

方沿海一带

晚更新世八所

组+全新世冲积

层

海岸带 海积 普查,详查

文昌龙马石英砂矿和

昌江南罗,海尾石英

砂矿

"'<#资源量

""海南省目前已发现滨浅海锆钛砂矿 -3 处"其

中大型矿床 ! 处"中型矿床 +- 处"小型矿床 :, 处"

以钛铁矿+锆英石和独居石为主要矿种"钛铁矿探

明资源储量约 + +:* 万H+锆英石约 #!* 万H+独居石

约 +- !** H) 这些矿床的分布如图 + 所示)

浅海锆钛砂矿找矿远景区! M+'铺前,景心角远景区* M)'港北,博鳌远景区* M#'港坡港,保定海远景区* M:'新村港,南湾海远景区*

M!'莺歌海,感城远景区* M-'八所港远景区* M;'昌化,南罗远景区* M,'白马井远景区* M3'新盈,马袅远景区* M+*'清澜,博鳌外海远景区)

浅海建筑用砂矿找矿远景区! .+'琼州海峡东段远景区* .)'琼州海峡西段远景区* .#'白马井,昌化远景区* .:'八所,莺歌海浅滩远景区*

.!'望楼港,保港远景区

图 "#海南岛滨浅海砂矿找矿远景

$%&'"#9+.)715*.0)18 )8/C72851+%/5.8)*828/C)6822.R38+%/18+18).0U8%/8/Z)2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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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 可以看出"在探明的 -3 处锆钛砂矿床

中有 # 个矿区%万宁保定海+东方感城港和昌江昌

化港&位于浅海区域"其中万宁保定海矿区共探明

锆英石储量约 !* 万H+钛铁矿约 ))* 万H"为近期发

现的大型浅海锆钛砂矿) 石英砂矿共发现 ); 处"

主要位于文昌+儋州和昌江等地"累计探明资源储

量为 +3'# 亿H"保有资源储量为 +3* *** 万H"其中

)+ 处达到详查以上勘查程度) 建筑用砂矿共发现

# 处"累计探明%保有&资源储量为 );* 万@

#

"均达

到详查程度) 相比于陆域勘查"海南岛浅海域砂矿

勘查比较滞后"但其分布面积广阔+成矿条件好"找

矿远景十分可观) 海南省地质局利用 +k!* 万比例

尺区域海底表层样品重矿物资料分析"预测海南岛

周边海域%#* J!* @水深范围&重矿物资源潜力

为! 锆英石m!** 万H+钛铁矿m: *** 万H+伴生的金

红石m+!* 万H+独居石 m)'! 万H"并圈定了多处浅

海锆钛砂矿找矿远景区) )*+# 年"海南省海洋地质

调查局通过勘查"发现在海南岛东部 ;* @水深以

浅的海域"成矿地质条件良好"并圈定了含锆英石+

金红石+钛铁矿和白钛石的浅海锆钛砂矿区"成为

浅海区找矿的新突破"表明在海南岛的陆架区"特

别是海南岛东部海域"很有可能发现中,大型锆钛

砂矿#-$

) 石英砂矿和建筑用砂矿的勘查目前多限

于滨海陆域"浅海区域的资源勘查仅通过地球物理

和有限的地质工程进行定性评价"根据前人研究成

果#!$和近年来的调查情况"琼州海峡和海南岛西部

海域%铺前,东方一带&是石英砂和建筑用砂的找

矿远景区) 因此"在海南省海洋开发活动日益频繁

和陆地砂矿资源减少的情况下"浅海区域砂矿的重

要性将会逐渐增强"成为今后工程建设的物质

保障)

通过现有资料分析"位于琼州海峡出口和昌化

江,莺歌海海域"受到往复潮流控制"形成走向一

致的砂脊地貌"规模较大"呈条带状"总体长度几十

至上百千米"宽度也可达几十千米"沉积物以砂+砾

砂为主"分选较好"含泥量少"水深较浅"是滨浅海

砂矿重要的成矿区#;$

) 河口三角洲型砂体主要位

于昌化江+南渡江+珠碧江和宁远河等位置"其规模

受控于河流的泥沙含量"一般在河口外数千米有分

布"同时受到海洋动力的影响"亦是砂矿的重要资

源潜力区#;$

) 另外"在海南岛东南侧的一些海湾

内"海砂一般从陆地海滩砂体延伸至水深 )* @的

区域"以中细砂+粉细砂为主"且靠近花岗岩源区"

其重矿物含量较高"砂体具有一定规模"湾内水动

力不强"海砂分选好"滨浅海砂矿资源%特别是锆钛

砂矿&潜力较大)

)"海砂资源地质特征

<'"#锆钛砂矿资源

海南岛滨海陆域锆钛砂矿主要分布于东海岸"

以文昌%铺前+翁田+昌洒+龙楼+烟墩等&+琼海%谭

门+龙湾+博鳌+南港等&+万宁%保定+小海+东澳+乌

石等&和陵水%南湾+英州+军田&最为集中"同时在

海南岛西部昌化,海尾一带也有一定分布) 矿床

多位于砂质海岸带与河口三角洲"主要地貌类型有

海积沙堤+%古&沙丘+沙咀+沙坝+沙滩+湖+海成

一二级阶地+河漫滩和河口沙洲等"标高一般在 * J

)* @之间"不超过 #* @) 矿体多呈带状展布"与海

岸带走向基本一致"长度约几千米至数十千米"宽

度为 + J) I@"单个矿体面积约几平方千米至几十

平方千米"矿体连续性较好+形态规则"呈层状,平

缓似层状产出"微向海倾斜"出露地表"厚度为 +* J

)* @"且变化不大) 矿石为含锆英石+钛铁矿的中

细,粉细粒石英砂"偶有伴生独居石+金红石和白

钛石等矿物"松散结构"磨圆度较好"分选较好"似

层状构造"沉积韵律特征明显) 钛铁矿含量一般在

# J+! I74@

#

"锆英石含量一般在 *'- J)'! I74@

#

"

其中琼海龙湾,万宁乌石一带矿石品级较好"钛铁

矿含量 #* J!* I74@

#

"锆英石含量可达 # J! I74@

#

"

独居石作为伴生矿种含量在 *'+ J+'+ I74@

#

) 矿

石品位变化较小"贫富矿均呈条带状分布"下界平

缓"起伏不大) 含矿层与非含矿层之间界线不太明

显) 矿体主要赋存于上全新统烟墩组%eD

#

5&和上更

新统八所组%eK

#

K9&地层中"在全新统冲积层%eD&

和中更新统北海组%eK

)

K&中亦有少量富集"其中以

烟墩组%eD

#

5&成矿条件最佳"岩性为灰色+灰白色+

灰黄+黄色中细砂,粉细砂"沉积相为滨海沙堤,

湖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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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海区锆钛砂矿主要分布于陆架 ;* @水深

以浅的区域"以岛东海域成矿地质条件较好"主要

地貌形态有水下岸坡+水下阶地+港湾+水下沙波

和拦门沙等) 目前"除了万宁保定海矿区达到详

查程度"其他海域只开展了预查,普查工作) 以

保定海锆钛砂矿为例"矿体产于 +* J#* @深的水

下阶地+第四系全新统烟墩组%eD

#

5&"产状与水

下地形基本一致"延展连续性较好"形态规则"平

缓似层状产出"纵向长度可达 +# I@"平均宽度为

# I@"平均厚度为 +* @"且变化不大) 矿体内部

结构简单"矿石以中细,粉细粒含锆英石+钛铁矿

石英砂%含量 3*E以上&为主"含薄黏土夹层"有

用矿物主要为锆英石"其次伴生有钛铁矿"少量金

红石+独居石"含泥量为 +'!E J+!E"平均约

!E) 矿体中锆英石含量在 *'! J+, I74@

#之间"

平均值为 +'3 I74@

#

"变化系数为 ,+E* 钛铁矿含

量在 *'- J-# I74@

#之间"平均值为 ;'3 I74@

#

"变

化系数为 !;E

#3$

)

<'<#石英砂矿资源

海南岛滨海石英砂矿主要分布于文昌+儋州+

昌江和八所一带"形成铺前,翁田,昌洒,龙楼的

琼东北成矿带和海头,海尾,昌化,八所的琼西

成矿带"地貌类型有沙滩+沙堤+海成阶地和河口沙

洲等) 矿体一般呈带状与海岸走向一致"形态单一

规则"延伸长"出露宽"厚度 +* @左右"随地形起伏

有一定变化"一般呈层状+似层状产出"微向海倾

斜)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分为白色,灰白色中细,

粉细砂%局部中粗砂&+黄色,浅黄色中细砂和红色

中细砂) 主要成分为石英"含量一般在3!EJ33E"

其次含少量长石) 极少量矿物有钛铁物+磁铁矿+

锆英石+金红石+白钛矿+独居石和磷钇矿) 极微量

矿物有石榴子石+锐钛矿+蓝晶石和黄玉"石英砂分

选性良好"成分变化较均匀" 杂质较少"质量良好"

矿床规模较大) 石英砂矿品级与矿石颜色+赋存层

位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颜色为浅白色+白色"品级

多为一+二级"大都赋存在上更新统八所组中段

%eK

#

K9

)

&+全新统烟墩组%eD

#

5&或全新统冲洪积层

%eD

A&9K&

&"而颜色为浅黄+黄色和红色"品级多为

三+四级"赋存在八所组上段%eK

#

K9

#

&) 琼东北成

矿带中"石英砂矿或为主要矿种"主要赋存于八所

组%eK

#

K9&中上段"或为锆钛砂矿的共伴生矿种"赋

存于八所组上段%eK

#

K9

#

&+烟墩组%eD

#

5&和全新统冲

洪积层%eD

A&9K&

&* 而琼西成矿带中"石英砂矿作为

主要矿种"一般赋存于八所组%eK

#

K9&所形成的海

成二级阶地沉积层中) 海南岛浅海区域石英砂矿

鲜有调查和研究工作"依据其陆域主要赋存地层特

点及附近海区的地层情况"海南岛浅海石英砂在琼

西成矿带近海区域具有成矿可能)

<'=#建筑用砂矿资源

海南岛滨海陆域建筑用砂矿主要分布昌化江+

珠碧江+南渡江+万泉河沿岸及河口地区"矿体赋存

于第四系全新统冲积层和烟墩组%eD

#

5&中"水深一

般不超过 +* @"地貌单元主要有河漫滩+三角洲+沙

脊+沙堤+沙坝+沙丘和沙槽等) 矿体形态比较简

单"连续性好"长数千米"宽数百米"受到河流+波浪

和潮流的相互作用"其长轴方向往往与水动力方向

一致"呈层状+似层状产出"厚度约数十米"且变化

不大) 矿石主要为第四纪近代海相沉积和河流相

冲积砂层"以陆源碎屑沉积物为主"为黄色,浅黄

色中砂+粗砂+细砂和黏土质细砂等"其中近岸以中

砂+中粗砂为主"为典型的河流相冲积物* 远离岸

线区域以细砂及黏土质细砂为主"为典型的海相沉

积物) 沉积物经过河流与海洋的反复搬运+分选和

沉降"形成分选较好+磨圆较好+质较纯的砂质沉积

集中带) 矿石主要成分为石英"含量大于 ,!E"含

泥量一般小于 !E"其他矿物有钛铁矿+绿帘石+磁

铁矿+锆石+电气石+褐铁矿和金红石* 少量矿物有

黄铁矿+白钛石和独居石* 微量矿物有锐钛矿+石

榴子石+角闪石+榍石和磷钇矿等"部分可以直接用

做建筑用砂材料"其他可作为填海用砂#+* 9++$

)

浅海区建筑用砂矿主要赋存于水下沙波+潮流

沙脊和河口沙坝等地貌单元"根据海南岛周边海域

底质类型"可圈定出 ! 个浅海建筑用砂矿的远景区

%如图 + 所示&) 琼州海峡东段远景区包括木兰头

外的南方浅滩+西南浅滩+出水浅滩以及铺前湾口

的白沙浅滩"该处潮流以近 ?b向的往复流为主"

且流速大"形成了浅滩,深槽相间的潮流砂脊地

貌) 浅滩沉积物以浅黄色9黄色中砂为主"含砾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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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层"基本不含泥质"结构松散"主要成分为石英"

含少量长石+生物碎屑和轻矿物) 其中"西南浅滩

处海砂细度模数为 +'- J#'*"平均值为 )'+"多位

于第 # 级配区"少量属于第 ) 级配区#;$

) 按 ) @砂

层厚度估算"琼州海峡东口中砂和砾砂沉积物分布

可达 :** I@

)

"海砂资源量可达 , 亿@

# #+)$

%表 )&)

而西南浅滩的工程地质钻探揭露"砂层厚度可能大

于 #) @"表明琼州海峡东段资源潜力巨大) 在其他

: 处远景区"沉积物同样以含砾中,粗砂为主"含泥

量较少"是建筑用砂矿的主要目标区)

表 <#海南岛浅海建筑用砂矿远景区特征""<#

S8,'<#T68+85*1+%)*%5).07+.)715*%/& 8+18).0,-%2C%/& 72851+%/)6822.R38+%/18+18).0U8%/8/Z)28/C

#"<$

远景区 底质类型 分布面积4I@

) 水深4@ 估算资源量4亿@

# 基本形态

琼州海峡东段 中粗砂+砾砂 :** +* J+! ,'* 指状潮流沙脊

东方,感城段 砾砂+砂 #-* +* J)* ;') J+*', 从海岸呈舌状外延"外有潮流沙脊

崖城南%保港& 砾砂+粗中砂 +:* +* J)! )', J:') 海砂分布从海岸呈舌状外延

#"成矿特点分析

海南岛周边滨浅海砂矿资源量在全国位居前

列"受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气候水动力+物源和沉

积作用的共同影响"物质经过母岩的风化剥蚀+破

碎+搬运+分选和沉积过程"在河口或近岸有利地段

富集"形成海砂矿床) 其成矿特点如下!

%+&分布广泛"规模巨大"开发条件较好) 海南

岛海砂资源遍布海南岛周边海岸+海湾和河口的砂

质沉积区"陆域一般从岸线到距离海岸 ! J+* I@

的范围是海砂的主要富集区"水下则延伸至 ;* @

等深线或更深处"连续沉积面积从数十到数百平方

千米"陆域以文昌+万宁+陵水+东方和昌江等地分

布较广"海域则以文昌北部和乐东西部潮流沙脊分

布面积最大"其次为主要河流的河口区"海砂规模

可达数亿至数十亿立方米#+)$

) 其沉积环境类型多

样"有海成一至三级阶地+河口三角洲+潮流沙脊和

海湾湖等"其中以潮流沙脊和海成阶地海砂规模

最大) 陆域海砂矿床呈露天分布"地形平缓"连续

性好"开发条件最佳* 海域中"规模较大的砂矿多

位于 )* @水深以浅"赋存条件好"开发难度小)

%)&多赋存于全新统"少部分赋存于更新统)

受全新世以来海平面升降的影响"海南岛海砂资源

基本分布于全新统"其中以全新世烟墩组%eD

#

5&和

河流冲积层+海积层为主"分布的海砂能够追溯至

晚更新世八所组%eK

#

K9&"甚至中更新世的北海组

%eK

)

K&) 海南岛典型海砂地质剖面如图 ) 所示)

全新统主要形成海成一级阶地+沙滩+沙嘴+沙坝+

水下沙波+水下阶地+潮流沙脊及河口三角洲等地

貌单元"在全岛沿岸均有分布"锆钛砂矿多赋存于

此"建筑用砂则位于全新统的河流冲积层和水下潮

流沙脊中#)",$

) 八所组%eK

#

K9&则主要形成海成二

级阶地"主要位于东方+文昌一带"该层多形成石英

砂矿#,$

) 北海组%eK

)

K&广泛分布于琼西等地区"

地貌上为海成三+四级阶地"少量建筑砂资源由此

开发#,$

)

图 <#海南岛海砂资源综合地质剖面

$%&'<#T.37+161/)%;1&1.2.&%5827+.0%21.0)18 )8/C+1).-+51)%/U8%/8/Z)28/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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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积厚度较大"连续性好) 在有充足物源

的条件下"受到第四纪以来构造隆升和多次海平面

变化的影响"海南岛第四纪海砂沉积厚度总体较

大"其中在琼东北文昌一带厚度最大"全新统厚度

一般为 )* @左右"上更新统厚度也有 +* @左右"

但延伸至海域时"厚度减薄较快"一般至水深 ! @

外"基本无沉积* 而位于琼州海峡东口的潮流沙

脊"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海峡内物质被搬运

至此堆积"全新统海砂厚度超过 )* @"最厚处接近

;* @"其纵向连续性好"无泥质夹层) 万宁+陵水一

带"全新统厚度数米至数十米不等"上更新统厚度

也有数米"其水下延伸范围较大"一般可至 #* @等

深线处"平均砂层厚度为 +* J)* @) 东方,乐东全

新统厚度只有约 ! @"海砂更多位于中晚更新世地

层中"海区中琼西全新统厚度很薄"局部缺失"只有

潮流沙脊区具有一定厚度"该区钻孔显示"地层中

具有一些含泥+砾的夹层"反映了晚更新世以来海

平面升降对其沉积环境的影响)

%:&富含重矿物"海砂质量较好) 由于近海南

岛中部花岗岩物源区"海南岛滨浅海砂中重矿物含

量普遍较高"如锆英石+钛铁矿+磁铁矿+独居石+金

红石+磷钇矿和电气石等"并且主要分布于文昌+琼

海+万宁和陵水的陆域海岸"以及万宁+陵水一带的

水下阶地中"形成海南岛滨海锆钛砂矿成矿带) 重

矿物呈细层状和条带状产出"品位变化不大"以中

细砂为主"分选较好) 石英砂矿则主要在文昌+东

方一带有分布"受到外营力的搬运和分选"其石英

含量较高"其他有害杂质含量极低"粒级为中细砂"

分选好"磨圆度好) 建筑砂矿主要分布于河口+潮

流沙脊以及部分海岸带处"一般含泥量小于 !E"粒

级为中粗砂或砾砂"分选性和磨圆度较差"有害物

质含量少"各项主要物理性能指标均能达到建筑用

砂的标准"经淡化可作为工程建设的良好材料)

:"结论

%+&海南岛滨浅海砂矿资源丰富"类型多样"其

资源量位于全国前列) 根据用途和物质成分"主要

分为锆钛砂矿+石英砂矿和建筑用砂矿) 陆域砂矿

勘查开发起步较早"勘查程度较高"而海域砂矿工

作程度较低"但其资源潜力巨大)

%)&锆钛砂矿主要分布于琼东南海岸带及水下

阶地中"富含锆钛并伴生有独居石+金红石和磷钇

矿等"矿石品位较高"赋存条件好"是目前海南省开

发程度最高的海砂矿床)

%#&石英砂矿和建筑用砂矿则多位于文昌和琼

西陆域+潮流沙脊区和河口地区"以石英+长石为

主"中细砂"含泥量和杂质较少"海砂质量良好) 其

中浅海区的海砂资源规模巨大"开发条件好"是今

后寻找建筑用砂矿的主要目标区"能够为海南省海

洋工程建设提供资源保障)

%:&海南省海洋砂矿勘查程度总体较低"调查

比例尺偏小"研究不够深入"特别是浅海砂矿"因此

今后的海砂勘查工作应加强浅海区域的工作"并将

建筑用砂矿作为调查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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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21R12YHQ2S/H2%0" D/7RY8A&RA01 7%%1

1RiR&%K@R0H8%012H2%0*

"

@A20 %88/QQR08R20 L%&%8R0RYHQAHA*

#

&AQ7RYR12@R0HAQZHD28I0RYYA01 7%%1 &%072H/12]

0A&8%0H20/2HZ*

$

7%%1 YA01 C/A&2HZh2HD Q28D DRAiZ@20RQ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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