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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稀资源调查扩大到关键矿产调查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然需要
———推荐阅读《地质学报》“关键矿产”专辑

陈毓川， 王瑞江
中国地质科学院，北京， １０００３７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发展被进一步上升到国家战略的高度，而保障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所需的稀土等关键矿产的重要性也越来越

被社会各界认识到。 但是，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快速发

展，我国对于矿产资源的消耗也是惊人的，无论是石油、铁、
铜等大宗矿产，还是锡、锑、锂等年需要量不超过 ２０ 万吨的

“小金属”都已在进口，对外依存度不断攀升，甚至连国人自

以为豪、国外害怕被“卡脖子”的稀土，也由 ２０ 世纪末占世界

资源储量的 ８５％，降低到 ２００９ 年只占世界的 ３６％。 现今占

比则更低，因为中国在大规模开采的同时，国外不但关闭本

国稀土矿山，而且在收储中国稀土。 因此，以稀土为代表的

中国传统优势矿产正在失去优势。 另一方面，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发展越来越快，以锂为代表的新材料、新能源金属正在

由“无名小辈”走向前台，成为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８ 年间全球固体矿

产勘探最热的矿种，且势头日趋旺盛。 我国人口众多，底子

薄，基础设施落后，而消费水平的期望值正在向世界先进国

家看齐，因此，对于锡、锑、萤石等矿产资源的需求无疑是刚

性的。 另外，我国在新能源、新能源汽车等七大新兴产业领

域的发展很快，对稀土、锂、锗等关键金属的需求也会上升到

新的层次，为此，从三稀金属（稀有金属、稀土金属和稀散金

属）资源调查扩大到关键矿产调查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

必然需要。
为适应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要，中国地质调查局

于 ２０１１ 年地质调查计划中全面启动“我国三稀金属资源战

略调查”工作， ２０１２ 年列为计划项目，２０１５ 年列入“大宗急

缺矿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调查”工程，２０１９ ～ ２０２１ 年单

独设立“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调查”工程。 此外，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专门设立了“锂能源金属矿产基地深部探测技术示

范”等项目。 《地质学报》２０１９ 年第 ６ 期发表的全部 ２７ 篇文

章即是这 ９ 年中上述项目部分成果的集中体现。 其中，涉及

关键矿产概况的有对关键矿产矿种厘定、资源属性、找矿进

展、存在问题及主攻方向的系统论述和对铷、锗、铼、钪等单

矿种的成矿规律和资源潜力问题探讨（王登红，２０１９；孙艳

等，２０１９；赵汀等，２０１９；黄凡等，２０１９）；涉及调查研究技术方

法的有遥感找矿（代晶晶等，２０１９）、生物找矿（于扬等，２０１９）
以及针对稀有金属矿床的同位素定年、针对三稀矿产的仪器

测试及锂含量的原位分析测试技术问题（屈文俊等，２０１９；王
倩等，２０１９；谭细娟等，２０１９）；涉及新发现新认识的有： 在四

川甲基卡发现花岗岩型的工业锂矿（刘善宝等，２０１９），在江

西九岭发现岩体型以磷锂铝石为特点的锂矿（王成辉等，
２０１９）；在湖北赤壁锑矿中发现高含量的锂赋存在绿泥石中，
而云南腾冲热泉中的锂明显存在深部来源 （郭唯明等，
２０１９ａ，ｂ）；在云南著名的临沧岩体也发现离子吸附型稀土矿

（陆蕾等，２０１９）；在基础性研究方面，通过环境调查查明了川

西甲基卡矿田地表水中稀有金属元素分布特征及意义（高娟

琴等，２０１９），将环境调查与地质找矿结合了起来；通过对陕

西镇安核桃坪钨铍矿床成矿时代的测定（代鸿章等，２０１９），
指出了南秦岭钨铍的找矿方向；通过对甲基卡综合调查成果

的综述，提出了对甲基卡这一唯一的硬岩型锂矿的国家规划

区的开发利用建议（王登红等，２０１９）；综述了国内外离子吸

附型稀土找矿及研究的新进展（赵芝等，２０１９），总结了 ２０１７
～２０１８ 年间国外锂矿找矿的最新进展并对我国关键矿产的

勘查提出了建议（刘丽君等，２０１９）；根据国内外主要油（气）
田水中锂的地球化学特征，对我国利用此类资源提出了建议

（高娟琴等，２０１９）；以湖南衡阳盆地为例，探讨了关键矿产成

矿与地幔柱的关系及其对深部找矿的意义 （秦锦华等，
２０１９）。

《地质学报》“关键矿产”专辑，在关于我国关键矿产矿

种选择原则、矿种名录建议、成矿理论研究、找矿成果、找矿

方向、资源潜力、调查评价方法技术、环境影响评价、未来勘

查开发规划部署建议等方面论述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尚属首

次，其刊出，将对提升社会公众关于关键矿产对全球资源控

制力和话语权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增强对全球资源领域重大

事件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力，推进我国关键矿产全产业链



健康发展和供应侧改革发展，维护我国关键矿产开发利用核

心技术安全产生重大影响。 殷切希望广大地质工作者更加

关注我国关键矿产成矿理论和勘查评价技术创新，不断取得

找矿新突破，以提高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资源保障程

度。
纵观世界各国关键矿产勘查评价新进展和矿种结构、布

局、政策调整新动态，以及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源需求

趋势，目前我们的工作也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
（１） 缺乏关键矿产资源战略性调查国家层面的顶层设

计，总体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尚待进一步明确。
（２） 经费投入严重不足，调查评价工作部署缺乏系统

性、连续性，异常查证和深部验证工作跟不上，拉动商业性勘

查效果不佳。
（３） 项目设置分散，多头管理，统筹协调不力，存在低水

平重复立项的现象。
（４） 部分关键矿产尤其是三稀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产

业链培育不完善，存在“断供”的风险，三稀金属提取技术、深
加工技术研发试验、示范以及三稀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也

亟待加强。
（５） 一些新类型关键矿产资源，如磷块岩、绿豆岩、铝土

矿、含煤岩系等沉积型大宗矿产中三稀资源的调查研究与综

合利用尚未系统开展工作。
（６） 国外尤其是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甚至欧盟都在

加大对关键矿产资源的调查研究与找矿勘探工作，而且投入

大，势头猛，全球范围内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及产业格局正在

发生着深刻变化，尤其是美国在“页岩气革命”取得成功之

后，已知在全国部署了“稀土找矿”等类似项目，我国关键矿

产调查研究与产业发展将面临新的挑战，甚至动摇我国在三

稀资源及其开发利用方面的优势地位。
为此，对我国关键矿产资源调查勘查提出建议如下：
（１） 加强国家层面关键矿产资源勘查开发顶层设计，加

大资金投入，全面提升自然资源部门在保障我国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所需关键矿产安全方面的创新能力和优势地位。
（２） 在中国地质调查局“战略性新兴产业矿产调查”工

程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调查研究的范围，矿种从三稀扩大

到包括锑、锡、铋等。 在不破坏环境的前提下，可在环境保护

区组织国家基础性、公益性专业化队伍开展关键矿产调查，
尤其是资源潜力评价工作。

（３） 将关键矿产资源 １ ∶ ５ 万矿产资源远景调查，以及

有关的基础性创新研究、资源综合利用技术研发试验、环境

影响评价、经济技术评价、战略研究等项目整合起来，统一目

标，统一部署，统一组织，形成合力，协调推进全国关键矿产

资源工作，并将关键矿产调查工程打造成包括 １ ∶ ５ 万远景

调查、新类型资源调查、典型地区异常查证与勘查示范、资源

提取技术与综合利用试验示范、资源深加工技术攻关示范、
资源勘查开发环境影响评价、资源政策和战略研究等内容的

多目标、全产业链样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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