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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众鑫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三塘队矿区玻

璃用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复 核 意 见

湛江市矿业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 :

《遂溪众鑫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三塘队矿区玻璃

用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 下简称 《方

案》)于 2024年 4月 28日 进行了现场会审,编制单位按照专家提出

的修改意见对 《方案》进行修改和补充,于 2024年 5月 18日 改

回,经复核审查,达到了专家组的要求,同 意 《方案》评审通过,

按有关规定及程序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审查各案。

评审专家组组长: 耐园扬

2θ24年 5月 18日



遂溪众鑫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

三塘队矿区玻璃用石英砂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 审 意 见 书

根据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 土资源部令第 俎 号 )

要求,2024年 4月 28日 ,湛江市矿业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在

遂溪县自然资源局会议室组织召开了 《遂溪众鑫矿业有限公司

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三塘队矿区玻璃用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 下简称 《方案》)评审会。参加会议

的有湛江市自然资源局、遂溪县自然资源局、遂溪众鑫矿业有

限公司申报单位 )、 广东粤利工程公司 (编 制单位)等 单位领

导、代表。

湛江市矿业与地质环境监测中心在湛江市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专家库内随机抽取 5位专家 (名 单附

后)组成评审专家组,承担 《方案》的评审工作。专家组在认

真审阅 《方案》基础上,进行了现场实地踏勘、听取编制单位

的汇报与答辩后,专家组各成员对方案提出了修改意见。编制

单位按照各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和参会单位代表的意见对 《方

案》进行修改和补充,5月 18日 改回,经专家组成员充分的交

流讨论后,形成评审意见书。

一、方案编制的由来及适用年限

本矿山为新建矿山,《 方案》适用年限为 16年 ,基准期以

矿山正式投产之 日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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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2358458,I5 37399759.71 8 2358039.06 37399739,55

2 2358600.48 37399938,51 9 2358039,08 37399625,49

3 2358431.63 37400205,43 10 2358153,05 37399627.20

4 2358033,50 37400194.96 2358144.80 37399888.32

5 2358029.09 37400119,61 12 2358365.19 37399891.81

6 2357936.65 37400120.30 13 2358379,85 37399829,71

7 2357944,16 37399738,27 / / /

《方案》编制符合相关规定,适用年限界定合理。

二、矿山基本情况

(一 )矿权设置

矿区面积为 0.2334km2,由 13个拐点圈定 (表 1),开采标

高为+26.23m~-23.0m。 开采矿种为玻璃用石英砂,采用露天开

采。

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二 )位置交通

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三塘队矿区玻璃用石英砂矿位于遂溪

县城南西 250° 方向,直距约 24km处 ,行政区划隶属遂溪县杨

柑镇管辖。矿区中心地理坐标 :东 经 H0° 02′ 23″ ,北 纬

21° 18′ 咎5″ 。交通便利。

(三 )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概述

1、 202毪 年 3月 ,广东省地质矿产公司提交了 《广东省遂

溪县杨柑镇三塘队矿区玻璃用石英砂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修编 )》 (下 简称 《开发利用方案》),并通过广东省矿业协会

组织的专家评审,(粤矿协审字 【2024】 8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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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主产品为玻璃用石英砂粗精

矿,年开采规模为 55万吨。矿山生产年限为 15年 。采用抽砂

船自上而下,分层露天水下开采方式。静止水位以上采用公路

开拓-汽车运输方案,静止水位以下采用水力管道运输。

3、 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 》,矿 山项 目区总 占地面积

244788m2,平 面布置划分为办公生活区 (占 地面积 2700m2)、

露天采场 (占 地面积 233358m2)、 工业场地 (占 地面积 8700

m2),沉砂池 (占 地面积 30m2)。 项目区内设置内部交通道路及

截排水沟等设施。

三、方案的主要成果

(一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评估

1、 工作方法及评估级别

(l)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 山生产建设规模为大

型,矿 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确定本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评估分级为一级。

(2)本次评估范围包括矿区范围和并向外扩展至矿业活动

可能影响的范围或矿区可能遭受影响范围,圈定的评估范围面

积约 0.56km2。

2、 地质灾害评估

矿业活动可能诱发崩塌/滑坡,预测露天采场地质灾害危害

程度中等,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中等,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矿

山其余区域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小,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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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危险性小。威胁对象为矿坑内的生产人员、设备及矿坑附

近的耕地。

预测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

3、 含水层破坏评估

评估区含水层主要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层。现状评估矿山开

采活动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预测评估未来采矿活动对矿区

松散岩类孔隙含水层破坏影响较轻。

4、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评估

矿区周边没有其他建筑物及工程设施等,周 边未设立各类

自然保护区,矿 区远离城市、人文景观、风景旅游区和主要交

通干线,但矿山开采活动对 自然景观造成破坏程度较大。现状

评估矿山开采活动对自然景观的影响较轻。预测评估矿山开采

活动对原生自然景观造成破坏程度太,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严重。

5、 水土环境污染评估

现状评估采矿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为较轻。预测评

估采矿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为较轻。

6、 地质环境影响分区

评估区面积为 0.56km2。 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结

果 ,将 评估 区划分为影响较轻 区 (Ⅲ ),占 评估 区面积的

100%。

按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结果,将整个评估区划分为 1个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 (I)、 1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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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区 (Ⅱ )和 1个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 (Ⅲ )共 3个 区。

严重区 (I)分布于露天采场及其影响范围,面积 0.2334km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41%。 影响较严重区 (Ⅱ )主要分布办公生

活区和工业场地范围,面积 0。0114km2,占 评估区总面积的

2%。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 (Ⅲ )为 评估区内除严重区和较

严重区外其他范围,面积 0.3152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57%。

审查意见:在现场全面综合调查的基础,进行地质灾害、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含水层破坏、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及预测评

估,工作方法正确,评估结论基本可信。根据评估结呆将评估

区划分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 (I)、 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

(Ⅱ )和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 (Ⅲ ),分区合理。

(二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防治

1、 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分区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把矿山

治理区域划分为 1个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 (I)、 1个矿山

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 (Ⅱ )和 1个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

(Ⅲ )共 3个 区。

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 (I)为 露天采场范围及其可能

影响的范围,面积 0.233⒋ k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41%。

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 (Ⅱ )为 工业场地破坏影响范

围,面积 0.0114km2,占 评估区总面积的 2%。

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 (Ⅲ )为 评估区范围内除了

(I)和 (Ⅱ )以外的其它范围,面积 0.3152km2,占 评估区总

面积的 57%。

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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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状与预测评估,露天采场可能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

害。土质边坡防治方案:一般边坡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放

坡及坡面挂网喷播植草护坡。加强边坡仪器变形监测和巡视监

测。

露天采场、工此场地、办公生活服务区设计截排水沟,各

区截排水沟与总排洪沟相连,形成较完整排水系统,将矿区内

雨水通过总排洪沟排出矿区,同 时各截排水沟适当位置设计沉

砂池。

矿坑周边及存在安全隐患位置设置围栏和警示牌。矿山地

质环境、水质、其他环境等可能发生矿山环境问题设计了监测

布置及监测要求。

审查意见:防治分区基本合理,工程防治措施、监测方案

等基本合理,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三 )矿山土地复垦

土、矿山土地损毁评估

(1)编制单位在收集的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总体规

划图,遂溪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年 )一规划用地用

海示意图的基础上,对现场已损毁、拟损毁的土地范围进行核

对,对照土地利用现状图进行土地类型的确定,并进行了公众

(矿 山企业、权属责任人等)意见调查。进行土地损毁评估。

(2)本矿山属新立矿山,目 前尚未进行基建及采矿活动 ,

评估区范围内未发现已损毁土地。

(3)预测损毁土地的功能区包括露天采场、工业场地、办

公生活区、沉砂池等,损毁地类为园地、林地及农村道路,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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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方式为挖损及压 占,土 地损毁总面积为 24。 4788hm2,(表

2)。

表 2 矿山拟损毁土地汇总表

审查意见:己损毁土地、拟损毁土地区域及土地类型调查

评估符合事实,土地损毁面积数据可信:土地损毁程度评估划

分正确。

2、 土地复垦工程

(1)矿 山复垦责任范围为矿山生产中损毁的土地区域,土

地复垦义务人为采矿权人,损毁总面积 2咎。4788hm2。 依据土地

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及复垦征求意见,复垦为果园 1.143hm2,

其他草地 5.0916hm2,坑 塘水面 18.24吐2hm2,土 地复垦率为

100%。

(2)露天采区域开挖损毁,采坑+l4m高程以下复垦为坑

塘水面,自 然恢复水位;+14m高程以上采坑边坡植草恢复为其

他草地。

(3)对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及沉沙井等进行砌体拆除 ,

场地翻耕、平整。恢复为园地。

审查意见:复垦责任范围及其面积划分合理、责任明确 ,

根据各场地属性特征和土地权利人意见选择复垦利用方向、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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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区域

损毁方

式

损毁程

度
损毁面

积
(hm2)

现状土地类型 (hm2)

0201果 园
0204其他

园地

0301乔

木林地

1006农 村

道路

110咎 坑塘

水面

露天采场 挖损 重度 23.3358 13,52 9,6188 / 0.159 0.038

工业场地
压占、

挖损

中度
0,87 0.793 0.077 /

/ /

办公生活区 压 占 轻度 0.27 0.25 / 0.02 / /

沉砂池 挖损 轻度 0.003 0,001 0.001 0.001 / /

合 计 24.咎788 1咎,564 9.6198 0.098 0.159 0.038



出了土地复垦监测和管护要求,复垦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

(四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

矿山设计总年限共 16年。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按三个

阶段实施 :近期、中期及远期三阶段布署。前 5年 为近期

(2025年 1月 ~2029年 12月 ),包括基建期 1年及正常生产期

4年 ;中 期为 8年 (2030年 1月 ~2037年 12月 ),远期 3年

(2038年 1月 ~20咎0年 12月 )。 对各年度地质环境保护治理与

土地复垦的部位、任务、工程技术措施进行规划部署。

审查意见: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基本合

理。

(五 )费用估算

按 《方案》计算工程量,套用 《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

额标准》(财综 (2011)128号 )及信患价等收费标准进行费用

估算。本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295。 阢 万元;矿

山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27。 M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工程静态投资总额为 323.28万元。

审查意见∶费用估算方法正确,投资总额基本合理。

四、主要存在问题及建议

1、 矿坑边坡坡度沿用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坡度,矿坑边坡高

陡,易 发生崩塌滑坡,威胁其周边的耕地纩生产前应做好预防

方案,生产过程中应加强监测,根据监测情况采取适当的应对

措施。

?、 矿山地面起伏变化较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

复垦工程工程量按平面状态计算,工程量计算有一定误差。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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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量误差导致治理费用存在一定误差。矿山企业应根据本 《方

案》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实施方案,根据实

施方案核对治理费用。

3、 建议

(1)要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工作的管理 ,

确保 《方案》落到实处。做好土地复垦的监测和管护工作。

(2)根据有关政策法规,应 每 5年对 《本方案》进行修

编。修编时或矿山生产中期 (约 7年 ),应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效果进行中期验收,检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效果,及时改正不足,确保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合

理计提和满足治理恢复、土地复垦需求。

五、评审结论

本方案资料较丰富,内 容基本齐全,评估依据较充分。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 目标明确,防 治措施基本可行 ;土地复垦 目

标、任务和利用方向合理, 措施基本可行。符合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写的有关规定和技术要求,专家一致同

意方案评审通过。

附件:遂溪众鑫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三塘队矿区

玻璃用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专家评审专家组

名单

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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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溪众鑫矿业有限公司广东省遂溪县杨柑镇三塘队

矿区玻璃用石英砂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

评审

职务
姓 名 单 位 职 称 专 业 签 名

组长 叶 国 杨
广东省地质局第

四地质大队

高级
工程师

岩土

组 员

陈 士 银 广东海洋大学 教授 土地整理

邺

曾 土 耒
广东省地质局第

四地质大队

正高级
工程师

水工环 ~

胡 前 彬
湛江市华科工程
监理有限公司

高级
工程师

预 算

卢  燕
湛江市生态环境

技术中心
高级

工程师
环境 上盍

时间:⒛24年 4月 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