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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目的（Objective）
本项目为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2020年省政府性

投资地质勘查项目，总体目标任务是对川南沐川县

建和乡宣威组（P3x）底部的铌、稀土矿进行勘查，提

交可供普查的矿产地1处。本项目设计钻孔揭露宣

威组（P3x）与峨眉山玄武岩（P3e）界线，评价宣威组

（P3x）底部古风化壳含矿性，希望在“三稀”找矿方面

取得突破性进展，为乌蒙山贫困地区脱贫提供技术

服务和支撑产业规划、扶贫开发提供资源保障。

2 研究方法(Method)
主要采用了1∶1万地质填图、钻探工程、岩心采

样与测试分析等方法，对矿区内古风壳-沉积型铌、

稀土矿进行初步研究。

岩心采样采用1/2劈芯法进行采集，一半送样，

一半留下备用。采集的样品在自然资源部成都矿

产资源监督检测中心完成稀土氧化物总量、铌氧化

物含量分析，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
MS）进行测试。缩分样品后，称取 25 mg 样品，在

50 mL聚四氟乙烯坩埚中用少量水润湿，应用三酸

（硝酸、氢氟酸和高氯酸）混合溶矿，定容至25 mL体

积后，由美国安捷伦公司生产的安捷伦7700型质谱

仪直接测定，分析精度和准确度优于5%。

3 研究结果（Results）
通过项目实施，对本区古风壳-沉积型铌、稀土

矿赋矿层位、成矿规律、成矿条件及找矿标志等均

有了一定的认识。

铌、稀土矿体赋存于峨眉山玄武岩组（P3e）顶

部、宣威组（P3x）底部的紫红色铁质黏土岩、灰白色

铝土质黏土岩及深灰色黏土岩中，呈似层状分布，

层位稳定，具有成矿专属性（图1）；矿石类型主要有

3种：（1）紫红色铁质黏土岩型铌、稀土矿；（2）灰白

色铝土质黏土岩型铌、稀土矿；（3）深灰色黏土岩型

铌、稀土矿。铌、稀土矿体仅零星出露于五指山背

斜核部，其他地段被其上的宣威组、飞仙关组、嘉陵

江组、雷口坡组等盖层覆盖，为铌、稀土矿的勘查与

开发提供了便利条件。找矿标志：峨眉山玄武岩组

与宣威组（P3x）的平行不整合界线之上，具“成矿界

面”特征，赋矿岩性主要为紫红色铁质黏土岩、灰白

色铝土质黏土岩及深灰色黏土岩，颜色上有明显的

紫红色、灰白色，宏观上易识别。成矿物质来源有

可能来源于峨眉山玄武岩，初步研究认为该新类型

铌、稀土矿属于古风化壳-沉积型铌、稀土矿。

经取样分析显示，稀土矿厚度5.20~13.47 m，平

均厚度 8.06 m，稀土总量（TRE2O3）含量 0.10% ~

0.25%，平均 0.13%，达到了现行规范的一般工业指

标；伴生钪（Sc）20.44~38.61 g/t，平均 31.79 g/t；伴生

二氧化钛（TiO2）含量 1.09%～14.03%，平均 5.23%。

以镧、铈、镨、钕等轻稀土元素为主，轻稀土/重稀土

为 6.32～51.15，轻稀土占稀土总量的比例 86.34%~

98.08%，属于轻稀土矿。经黔西北地区的同类型稀

土矿石选冶试验初步研究表明，采用“预焙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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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酸浸”冶金新工艺，稀土元素浸出率达

85%，同时铝、铁、钛和硅等主要杂质浸出率均小于

5%，证实该类型的稀土矿是可回收利用的。铌矿厚

度 5.09~13.16 m，平 均 厚 度 9.70 m，铌 氧 化 物

（Nb2O5）含量 0.0210%~0.0380%，平均 0.0270%，达

到了现行规范的一般工业指标。

4 结论(Conclusion)
经初步估算稀土氧化物（TRE2O3）潜在资源约43

万t，有望找到大型古风化壳-沉积型稀土矿床；铌氧化

物（Nb2O5）潜在资源5.39万t，有望找到中型铌矿床。

川南地区沐川—屏山一带峨眉山玄武岩分布

面积较广，为铌、稀土矿成矿提供了丰富的物源基

础。沐川县建和乡的勘查工程证实，峨眉山玄武岩

组（P3e）顶部、宣威组（P3x）底部的黏土岩中铌、稀土

元素含量高，具有较大的找矿潜力。川南地区沐川

—屏山一带有望发展成为中国新的铌、稀土矿战略

性关键矿产大型生产基地，该矿床的发现有助于我

国在关键矿产找矿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对地方经济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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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沐川地区铌、稀土矿层柱状对比图
Fig.1 Stratigraphic column correlation of Nb and rare earth deposits in the Muchuan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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