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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谈论稀土之前，我们先来看几条发生在2010年的新闻：2010年9月28日，美国《华尔街日报》指责中
国控制稀土出口、破坏世界稀土供应，甚至“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文章援引稀土专家拜伦·金的话说：“如果没有这些元素，我们将不再有电视屏幕、电脑硬盘、光纤
电缆、数码相机和大多数医疗成像设备。
”拜伦·金还警告说，稀土还是形。
成强力磁铁的元素，“很少有人知道强力磁铁是美国国防库存中所有导弹定向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因素
”，“没有稀土，你还得告别航天发射和卫星，全球的炼油系统也会停转，就连不环保的汽车也依赖
稀士元素”。
2010年10月中旬，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称，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等政策可能会对美国国内的新能源相关
产业造成不良影响，美国基于《美国贸易法》第301条款已展开调查。
如果情况属实，中方将涉嫌违反世贸协议。
2010年10月19日，一财网转发了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一
篇名为《从稀土出口看中国流氓经济》的评论，克鲁格曼在评论中大肆炮轰中国政府的稀土出口限制
政策，甚至称中国的稀土政策是“无赖国家”的表现。
2010年9月27日，日本共同社发表文章《中国掌握战略关键打击日本软肋》，文中称中国事实上禁止了
对日本出口稀土，打击了日本经济的“软肋”。
日中撞船事件揭示了一大现实：日本企业依托高科技产品在竞争中求生存的战略要害掌握在中国的手
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稀土保卫战>>

内容概要

为什么中国买什么什么贵，中国卖什么什么便宜？
为什么中国承受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向西方大量贱卖稀土，而国外稀土储备丰富的国家却不开采稀土
，转而从我国进口稀土？
稀土作为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我们该如何保护它呢？
由王珺之编写的这本《中国稀土保卫战》对这些问题做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我们一定要打响稀土保卫
战。
保卫稀土，就是保卫我们的战略资源，就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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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打就要“响”  第四节  保卫稀土，任重而道远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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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稀土元素的分离方法，最早使用的是分级结晶法，即把粗制产品溶解、浓缩、结晶、再溶解、
再浓缩、再结晶⋯⋯直到达到一定的纯度。
因为稀土元素之间的溶解度差别很小，要将结合在一起的稀土元素分离开来，最多需要重复操作2万
多次。
这种方法工作量大且不连续，产品在操作过程中损失较多且纯度较低，用这种方法不能大量生产单一
稀土。
1947年，美国科学家在提取钷的过程中发明了用离子交换法分离稀土，经由著名学者斯佩丁
（F.H.Spedding）对工艺进行改进后，制备出了公斤级的纯净单一稀土。
离子交换法的分离程序是先将阳离子交换树脂填充于柱子内，再将待分离混合稀土吸附在柱子入口处
那一端，然后让淋洗液从上到下流经柱子，形成了络合物的稀土就脱离离子交换树脂而随淋洗液一起
向下流动，在流动过程中稀土络合物被分解并吸附于树脂上。
就这样，稀土离子一边吸附、脱离树脂，一边随着淋洗液向柱子出口端流动。
由于稀土离子与络合剂形成的络合物稳定性不同，因此各种稀土离子向下移动的速度也不一样，亲和
力大的稀土向下移动的速度快，就先到达出口端。
离子交换法虽然一次操作周期花费时间较长，成本也比较高，但一次操作可以将多个元素加以分离，
还能得到高纯度产品，为研究各种单一稀土的本征特性和开发稀土用途创造了基本条件。
由此，稀土开始真正步入了产业化发展和作为战略元素的应用黄金期。
后来，科学家又发明了溶剂萃取法提纯稀土，即利用化合物在两种互不相溶（或微溶）的溶剂中溶解
度或分配系数不同的特点，使化合物从一种溶剂内转移到另外一种溶剂中，经过反复多次萃取，就可
以将绝大部分化合物提取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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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中国稀土在国际上有着很重要的地位，国家对稀土产业一直比较重视，1975年便成立了稀土领导小组
，虽然国务院机构经过数次调整，但专门的稀土行业管理机构却一直保留.，1991年，稀土又被国家列
入保护矿种。
从稀土保护的政策来看，专门的机构、稳定的行业政策、国家一以贯之的总体控制，即便作为国民经
济命脉的石油也没有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虽然国家如此重视稀土产业，但是，中国稀土几十年来，基本上却一直在卖资源的低水平上徘徊，这
不能不说是一种很奇怪的现象。
中国稀土产业每年的产值大概是300亿元，相比于钢铁、石油、水泥、煤炭等动辄几千亿、几万亿的产
值来说，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小到政治、经济、学术界都很少有人真正去深入地关注它。
2008年9月，《南方周末》发表北京大学博士青岩的文章《中国应立即禁止稀土出口》，文章指出，既
然过去几十年中，政府领导不可谓不关注，主管部门不可谓不尽心，专家学者们也提出了大量的建议
，但中国的稀土开发依然还停留在低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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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稀土保卫战》：揭开稀土的神秘面纱中国为何要发起“稀土保卫战”稀土征战几时休谁在贱卖
我们的稀土谁在悄悄大量购入我们的稀土中国为何没能把握住稀土的定价权中国如何夺回稀土的定价
权稀土保卫战．造就股市神话稀土保卫战，要打就要“响”保卫稀土，就是保卫我们的战略资源，就
是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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