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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

《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见

《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新疆光程矿业技术有限公司编

制。2022 年 7月 16 日提交评审专家组审查，评审专家组采取函审方式对《方

案》进行了评审（专家组名单附后）。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

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

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托里县宏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区饰面石材花岗

岩矿属于新建矿山。

本次编制《方案》目的：一是为矿山办理采矿证及矿山开采提供技术

依据；二是为本矿山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对矿山开采依法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三是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将矿山企业的生态保护

修复工作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四是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五是使矿山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得以

有效恢复，使被损毁的土地恢复并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社

会经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方案》资源储量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可采储量的确

定符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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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矿业联合会评审通过《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

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新矿联资储评〔2020〕002 号），

详查区范围内资源量：控制资源量+推断资源量矿石量为 55.71 万立方米，

荒料量 14.18 万立方米。其中控制资源量：矿石量 25.82 万立方米，占资

源总量的 46.35%，荒料量 6.57 万立方米，占资源总量的 46.33%；推断资

源量：矿石量 29.89 万立方米，占资源总量的 53.65%%，荒料量 7.61 万立

方米，占资源总量的 53.67%。

从资源综合利用角度，本方案纳入设计利用。

《方案》设计利用资源量以划定矿区范围（塔地自然资采划字〔2022〕

1号）基础，根据矿体赋存情况、地形条件在矿区范围内共圈定 3 个矿体。

开发方案采用资源量 (矿石量) 55.71 万立方米，荒料量 14.18 万立方米，

平均荒料率 25.71%。

《方案》设计可采资源储量：矿山露天开采境界内矿石量 54.37 万立

方米，荒料量 13.83 万立方米；设计损失矿石量 1.34 万立方米，设计损失

荒料量 0.35 万立方米，设计损失率 2.47%。。

《方案》设计矿山生产规模为 1万立方米/年；矿山设计服务年限 13.55

年（13 年 7个月）。

四、采矿方案

设计采用山坡- 凹陷露天开采方式；公路+汽车运输开拓方案；自上而

下、水平分层台阶式开采，金刚石圆盘锯石机采矿工艺采矿。

五、产品方案

《方案》确定的产品方案为“豹皮花”花岗岩荒料，荒料块度不小于

0.5 立方米，边长不小于 0.5 米。

六、绿色矿山建设

设计采用的开采工艺符合《非金属矿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

(DZ/T0312-2018)要求。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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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利用率：矿山采矿和荒料整形过程中产生的不符合规格要求的碎

石为花岗岩碎块，矿山闭坑后，考虑对碎石进行 100%综合利用，用作采坑 回

填复垦，符合《公告》废石综合利用率≥75％要求。

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

论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二级，评估区面积 169 公顷，评估等级划分正

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主要评估结论：

1、地质灾害现状：

现状条件下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不

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2、含水层破坏现状：

现状矿区尚未进行基建及开采，对区域地下水水位无影响；矿区及周

边居民点饮水来源为拉运，未影响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用水；对矿区及

周边地下水水质无影响。现状评估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现状：

现状评估已有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为较严重，其他区域为

较轻。

4、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和大气环境污染现状：

本矿山为新建矿山，尚未进行建设和开采，现状对水土环境和大气环

境污染较轻，较轻区面积 169 公顷。

5、现状评估分区：

现状评估划分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两个区，评估区总面积 169 公顷，

其中：较严重区面积 0.72 公顷，为已有矿山道路；较轻区：面积 168.28

公顷，为评估区其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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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预测了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评估，主要评估结论：

1、地质灾害预测：

采矿活动引发崩塌、滑坡和不稳定斜坡的可能性大，崩塌、滑坡和不

稳定斜坡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工程建设遭受崩塌、滑坡、

不稳定斜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发育程度弱，

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小。预测评估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

降等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

2、含水层破坏预测：

预测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结构影响较轻；预测采矿活动对地下水水量影

响较轻；预测采矿活动对生产生活供水水源的影响较轻；预测采矿活动对

地下水水质影响较轻。预测评估采矿活动对地下含水层的影响程度为较轻。

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测：

预测规划采矿场、规划废石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严重，规划荒料

临时堆放场、规划生活区、规划表土堆放场、已有矿山道路和规划矿山道

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评估区其他区域为较轻。

4、水土环境污染和大气环境污染预测：

矿山开采无生产废水排放，生活污经处理后全部用于矿山绿化及道路

洒水降尘，废石堆放对区域内土壤污染程度较轻，预测矿山开采对水土环

境污染程度较轻。

矿山开采过程中采取降尘及绿化措施后粉尘的排放量能够大幅度的降

低，且粉尘颗粒大，沉降性好，粉尘的影响范围在降尘措施严格落实情况

下开采活动粉尘的排放对矿区大气环境污染程度较轻。

5、预测评估分区：

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评估区总面积 169 公顷，其中：

严重区：面积 4.71 公顷，为规划采矿场和规划废石场；较严重区：面积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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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为规划荒料临时堆放场、规划生活区、规划表土堆放场、已有矿山

道路和规划矿山道路；较轻区：面积 162.30 公顷，为评估区其他区域。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

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测

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划分了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Ⅰ）、次重点防治区（Ⅱ）和矿山

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Ⅲ），分区总面积 169 公顷，其中：重点防治区面

积 4.71 公顷，包括为规划采矿场和规划废石场；次重点防治区（Ⅱ）面积

1.99 公顷，包括规划荒料临时堆放场、规划生活区、规划表土堆放场、已

有矿山道路和规划矿山道路；一般防治区（Ⅲ）为评估区其他区域，面积

162.30 公顷。

2、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及监测

按计划在各矿体开采前一个月结合露天采场地表境界外10米设置铁丝

围栏和警示牌；在规划废石场外围 10米设置铁丝围栏和警示牌；在各矿体

开采前一个月结合露天采场地表境界和废石场境界，在上游迎水侧修建截

水沟；表土完成剥离并集中堆存后在规划表土堆放场东侧（迎水侧）修建

截水沟；开采过程中对采矿场崩塌危岩体和不稳定斜坡面进行清除。

对采场边坡和废石场坡面及围栏、警示牌应进行全面巡查监测。

（2）含水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

以监测措施为主，定期对地下水质量进行监测，严格按照设计进行开

采，加强废水资源化管理，对生产生活废水进行处理后循环使用，减少外

排；含水层修复主要以自然恢复为主；本矿山含水层水位远低于矿山最低

开采标高，预测矿山开采采坑内不会产生涌水，不再进行含水层破坏的监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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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预防、修复及监测

矿山开采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设计进行，严禁乱采乱挖。合理堆放固

体废弃物，选用合适的综合利用技术，加大综合利用量，减少对地形地貌

的破坏。边开采边治理，及时恢复植被；不专门设置监测点，针对评估区

采用无人机测图的方法来确定地形地貌的动态变化，设计对整个评估区进

行测量，监测频率为每年一次。

（4）水土环境污染的预防、修复及监测

规范废石的堆放，做好治理工作，做到及时复垦，减小对水土的污染；

矿山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和废水、污水经综合利用和净化处理后，不会引发

水土环境污染；矿区水土环境污染修复工程量主要为水环境监测点 1个（布

设在办公生活区），土壤污染监测点 7个（布设在 1号采矿场、2 号采矿场、

3号采矿场、荒料临时堆放场、废石场、生活区、矿山道路），监测频率为

每年一次。

（5）大气环境的预防、修复及监测

本项目运输车辆在运输废石或渣土时必须加盖篷布，卸料前喷水加湿，

在排弃过程中及时推平，压实；荒料开采切割时对工作面采用淋水湿式切

割；对矿区道路坑洼地段及时进行修复，并定期对矿山运输道路铺设碎石

子。在矿区设置洒水车，每天定期对矿山运输道路洒水，以减少扬尘；总

体矿山生产对大气环境影响较小，以自然修复为主；在在废石场和矿山道

路各共布置 1 处监测点，监测频率为每年 2 次。由矿山企业专人或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监测。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本矿山为新建矿山，矿区面积 169 公顷，土地利用类型为：草地（04）

中的天然牧草地（0401），面积 47.35 公顷；林地（03）中的灌木林地（0305），

面积 121.65 公顷。矿山现有布局占地面积 0.72 公顷，位于矿区范围内，



9

矿区规划的设施场地均位于矿区内，矿山所占用土地权属为国有土地，土

地权属清楚，无土地权属纠纷，不涉及土地权属调整。

2、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矿山土地复垦区范围面积 6.7 公顷，复垦责任范围 6.7 公顷。因此土

地复垦率=6.7 公顷/6.7 公顷=100%，复垦方向为天然牧草地和灌木林地。

3、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 6.70 公顷，确定

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恢复原功能为主，并恢复矿区生态环境，增加绿色

空间用地，合理利用自然景观资源，推进生态屏障的建设，即本方案初步

确定采取复垦措施的部分复垦为天然牧草地和灌木林地，其中恢复天然牧

草地面积 1.58 公顷，恢复灌木林地面积 5.12 公顷。

4、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本《方案》复垦方向为天然牧草地和灌木林地。矿山土地复垦责任范

围为 6.7 公顷，计划复垦面积为 6.7 公顷，为满足天然牧草地和灌木林地

的复垦要求，需在基建期提前剥离表土用于复垦期覆土，通过对土源平衡

需求及供给分析，土方需方量为 18540 立方米，土方供给量为 19220 立方

米，土方供给量大于需方量，能满足矿山土地复垦表土剥覆需求。

通过对废石资源平衡需求及供给分析，废石需方量为 550700 立方米，

矿山开采期产生废石及建筑垃圾总量 567600 立方米，能满足矿山开采期间

废石内排回填已闭坑的采场及闭坑后采场的废石回填需求。

本方案确定拟复垦方向为天然牧草地和灌木林地，通过对水源平衡需

求及供给分析，矿山复垦区域植被的需水可由阿拉山口市供水公司水源供

给，水源的供给量能够满足土地复垦植被的需水量。

5、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本方案划分 8 个土地复垦单元，土地复垦措施主要包括回填工程、砌

体拆除工程、土地平整工程、覆土工程、表土剥离、植被恢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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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复垦监测

1 号采矿场、2 号采矿场、3 号采矿场、荒料临时堆放场、废石场、生

活区、表土堆放场、矿山道路各布设 1 各监测点，共计 8 个监测点，主要

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复垦植被监测和土壤理化性质监测。

7、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矿山基建期 1年（2022 年 7 月～2023 年 6月），矿山服务年限为 13.55

年，计划开采时间为 2023 年 7 月～2037 年 1月；矿山闭坑后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期 0.5 年（2037 年 2 月～2037 年 7月），管护期为 3年（2037

年 8月～2040 年 7月），即 2022 年 7 月-2040 年 7 月。

8、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按照轻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将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划分为三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基建期和近期（2022 年 7月～2028 年 6 月），为基建期

1 年、生产期 5 年；第二阶段为中期（2028 年 7 月～2033 年 6 月），为生

产期 5 年；第三阶段为远期（2033 年 7月～2040 年 7月），包含生产期 3

年 7个月、复垦期 6 个月、管护期 3年。

基建期及近期 5 年，基建期对规划采矿场、废石场、荒料临时堆放场、

生活区和矿山道路场地内地表第四系进行剥离；对表土堆放场内表土进行

分层压实，并对表土堆进行植草复绿；近期对表土堆放场进行复垦植被监

测、土壤理化性质监测和管护工作；对各复垦分区进行土地损毁监测。中

期 5年对各复垦分区进行土地损毁监测；远期 7 年 1 个月，对 1 号采矿场、

2号采矿场、3 号采矿场、荒料临时堆放场、废石场、生活区、表土堆放场、

矿山道路等分区进行砌体拆除、土地平整、覆土工程、植被重建等复垦工

作；对各复垦分区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复垦植被监测、土壤理化性质监测

和管护工作。

九、技术经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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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矿山开发利用项目工程总投资为 654.84 万元。其中，建设投资

573.87 万元，项目流动资金 80.97 万元；项目达产年总成本费用 692.74 万

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平均年销售收入为 1210 万元，平均年份利润总额为

369.75 万元，年上缴所得税额为 95.10 万元，税后利润为 285.30 万元。

本方案经费估算总费用依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土地复垦工程量

进行估算，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 126.72 万元，土地复垦工程

静态总投资 987.91 万元，本方案服务年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

程静态总投资 1114.63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 805.63 万元。

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的面积为 6.7 公顷（100.5 亩），矿山土地复垦工

程静态总投资 987.91 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9.83 元/亩。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本方案是不代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设计，不代替具体的施工图

设计，在各分项工程措施实施前，应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按国家相关程序做

好必要的勘察设计工作，确保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的科学合

理；在治理工程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施工管理，方可降低风险，应对不

确定的因素。

2、加强对固体废弃物的管理，其堆放高度、坡度要有一定的限制，确

保堆积物的稳定，尽量避免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

3、建议矿山生产过程中，加强对排放废水的管理工作。矿山产生的废

水应采取措施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放。

4、建议矿山在生产期间，严格按国家有关规范和设计开采，尽量减少

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及时恢复损毁用地的土地功能。

5、如矿山开采利用方案发生变化，则应另行编制与之相适应的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6、在方案适用期内，若矿山范围变更、矿山开采规模及开采方式有变

动，应重新编写方案。



12

7、根据《关于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划定矿区范

围的批复》(塔地自然资采划字〔2022〕1 号)，矿区开采深度为 452m-385m，

本方案设计的开采最低标高为 385m，与批复的矿区开采最低标高一致。

附件：《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新疆托里县阿拉山口一区饰面石材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姓名 专家组成员 专业 技术职称 签名

王多生 主审专家 采矿工程 高级工程师

张飞 主审专家 土地复垦 高级工程师

马雁 主审专家 土地复垦 高级工程师

齐万秋 评审专家 水 工 环 高级工程师

赵美光 主审专家 经 济 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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