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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在国际能源、农业、

高精度仪器、军事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稀土成矿机理研究和新型稀土找矿已成为

全球热点问题。例如，富含稀土深海软泥（Kato et al.,
2011），与铝土矿尾矿伴生的稀土（Boni et al., 2013）
和煤系地层（Dai Shifeng et al., 2016）。在滇黔相

邻区晚二叠世宣威组底部，广泛分布的灰白色黏土

岩直接覆盖在峨眉山溢流玄武岩顶部，稀土元素

（REE）富集，总稀土氧化物（TREO）平均含量

为 1500×10-6（田恩源等，2021），可作为潜在的

稀土资源。这种新型稀土资源不同于现有的稀土资

源类型。它形成于陆相沉积环境中，与沉积作用密

切相关（Gong Daxing et al., 2020）。通过对滇黔相

邻区沉积型稀土资源进行野外地质调查、主量元素、

微量元素、碎屑锆石 U-Pb、Lu-Hf同位素分析，揭

示了富稀土黏土岩的物质来源及稀土元素的地表

迁移。结合前人研究和本研究结果，我们得出以下

结论：

（1）滇黔相邻区宣威组富稀土黏土岩在大约

254.62 Ma开始沉积。

（2）宣威组富稀土黏土岩主要源于峨眉山大

火成岩省内带发生的风化和剥蚀作用，稀土元素可

能主要来源于正长岩，高钛玄武岩和酸性岩也有贡

献。宣威组底部的粉砂岩主要来源于酸性岩，其中

少量来自玄武岩和镁铁质岩，茅口组与栖霞组灰岩

也可能参与其中。宣威组底部的紫红色铁质黏土岩

是由峨眉山玄武岩喷出后风化作用所形成的。

（3）富稀土黏土岩的形成揭示了一个地表稀

土元素迁移序列，即富稀土母岩的风化→流体迁移

→物理或化学沉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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