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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与热点】

由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

牵头完成的“川滇黔相邻区古陆相沉积型稀土综合

调查评价”项目团队的科技人员，发现川滇黔相邻

区广泛分布的古陆沉积相中的稀土是一种全新的

稀土矿床类型，被命名为：“古陆相沉积型稀土矿”。

“古陆相沉积型稀土矿”赋存在川滇黔相邻区

二叠系宣威组底部黏土岩系中，稀土氧化物平均品

位0.39%，平均厚度约2 m，分布广泛，现已新发现找

矿远景区9 处，圈定找矿靶区8 处。

“古陆相沉积型稀土矿”赋存状态十分特殊，大

量纳米级的含稀土矿物颗粒崁布在黏土矿物层状结

构中，独特的赋存状态使得该类型稀土选冶分离难

度极大。成都综合利用所经过六轮持续攻关，成功

研发出环境友好的“纳米晶型转变- 稀土靶向分离”

短流程一体化选冶技术，使稀土全元素浸出率跃升

至90% 左右，最高达92.1%，同时铝、硅、铁等主要杂

质浸出率小于5%，工艺流程通过吨级规模连续扩大

实验验证，成功制备出稀土氧化物含量大于92% 的

商品级混合稀土氧化物产品，奠定了沉积型稀土矿

开发利用的基础，推动了商业性勘查开发进程。

自2018 年以来，历经5 年调查评价与科技攻关，

成都综合利用所首次提出并明确定义的“古陆相沉积

型稀土矿”被正式认定为一种具有商业开发利用价值

的新类型稀土资源，这是继离子吸附型稀土后，新发

现的又一个全新稀土矿床类型。同时，成都综合利用

所与贵州省相关单位共同推进找矿工作，优选了3 个

找矿靶区推进普查工作及区域潜力评价，已查明稀土

氧化物推断资源量44 万吨以上。

成都综合利用所研究团队表示，与碳酸岩型、

碱性岩型稀土相比“古陆相沉积型稀土矿”在开采

条件、镨钕铽镝等高价值、关键稀土元素占比方面

明显占优；与离子吸附型稀土及深海富稀土软泥相

比，在品位、规模、集中程度、环境影响等方面具有

优势，开发利用前景广阔；对南方离子型稀土的接

替作用逐步突显。

依托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项目，进一步加

强沉积型稀土矿勘查开发，对提高我国稀土资源保

障程度具有重要意义。

（资料来源：据中国地质调查局网站报道 整理）

贵州发现稀土矿新类型:古陆相沉积型稀土矿,
开发前景广阔
李亚萍，郭慧，郭博然

（中国地质调查局发展中心，北京，100037）

Discovery of a new rare earth deposit type in Guizhou: paleo--continental
sedimentary rare earth deposit and broad prospects for development

LI Yaping, GUO Hui, GUO Bora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Beijing 100037, China)

1232 中 国 地 质 20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