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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花花世界邂逅花花世界
走进雨林深处走进雨林深处

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镱、镥、钇……这

些生僻汉字，代表的是举世无双的中国稀土。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我们有理由认识并

记住它们。

今年以来，自然资源部公布一系列重大找矿

发现，突出成果之一就是中国地质调查局在云南

省红河地区发现超大规模离子吸附型稀土矿，潜

在资源量达115万吨，有望成为我国最大的中重

稀土矿床。稀土是一个大家族，包含轻、中、重三

种类型。我国轻稀土资源丰富，主要分布在内蒙

古白云鄂博和四川牦牛坪等地，但中重稀土资源

较为稀缺。

根据原子序数和物理化学性质，稀土习惯上

分为轻稀土和中重稀土两大类。轻稀土主要包括

镧、铈、镨、钕等元素，中重稀土涵盖钷、钐、铕、钆、

铽、镝、钬、铒、镱、镥、钪、钇等元素。中重稀土是

电动汽车、新能源、国防安全等必不可少的关键原

材料，经济价值约为轻稀土的数十倍。

镨钕铽镝等是高科技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如每

台新能源汽车需要稀土钕约0.8公斤。业内人士

说，当今世界上每出现4种新技术，至少有一种与稀

土有关。美日等发达国家都将稀土作为战略矿产。

据介绍，中国地质调查局团队通过地球化学

调查技术创新，此次发现镨钕镝铽等超过47万

吨。这是1969年江西首次发现离子吸附型稀土

矿以来，我国离子吸附型稀土找矿又一重大突

破，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中重稀土领域的世界领

先地位。

此前我国发现的同类型中重稀土矿均位于华

南造山带、低海拔气候炎热潮湿地区。红河稀土

矿位于特提斯构造域、扬子克拉通西缘与华南造山

带交汇处、滇南高海拔地区，这为我国拓展中重稀

土资源打开了全新空间。（新华社电记者王立彬）

钐钆铽镝镥钪钇……

地球日识生僻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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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都市报4月22日讯（记者
刘孙谋）4月22日清晨，五指山雨林
深处，一束晨光穿透板根巨树，照亮岩
壁上绽放的狐尾兰。49岁的摄影师
郑美华屏息按下快门，这已是她N次
与这种国家二级保护植物的邂逅。

“哇！太值得了，这么漂亮的狐尾
兰难得一见。”郑美华开心笑道。她抹
去额头滴下的汗水，调整三脚架，将十
几斤的相机安装上去，轻轻按下快
门。这位被誉为“雨林追光者”的女摄
影师，用6年时间，向世界展示着海南
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生态奇迹。

4月22日是世界地球日，让我们
跟随郑美华的镜头，一起欣赏雨林中
美丽绽放的花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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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一猜，它们怎么读
镧（lán） 铈（shì）镨（pǔ）钕（nǚ） 钷（pǒ）

钐（shān）铕（yǒu）钆（gá）铽（tè） 镝（dī）

钬（huǒ） 铒（ěr） 镱（yì）镥（lǔ） 钇（y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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