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广东省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

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评审意见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土地复垦条例》（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号）、《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2016〕21号）和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切实做好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审查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规字[2018]4号）的要求，云浮市自

然资源综合服务中心组织评审专家组（名单附后），于 2024年 3月 15日对云浮市杨柳关塘石

场有限公司申报、云浮市科信矿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广东省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

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

审，专家组成员在会前预先认真审阅方案及其图件的基础上，进行了野外现场考察，会上听取

了方案编制单位的汇报，经质询和答辩讨论后，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矿山概况

矿区位于广东省云浮市云安区北东 85°方向，直距 28 km 处的珠川村对面塘山头一带，

隶属于云浮市云安区都杨镇管辖。中心地理位置：东经 112°16′04″，北纬 23°05′59″。

该矿 2013年 12月 27日取得了由云浮市国土资源和城乡规划管理局（原）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证号：C4453002013127130132553；有效期限：2013年 12月 27日至 2023年 12月

27日；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开采矿种：建筑用花岗岩岩；生产规模：15.00万 m3/a；矿区面

积：0.1491km2；开采深度：+217.8m至+85m，矿区范围由 5个拐点圈定。

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有效期己到期，但矿区红线内仍有较

多资源量未进行开采，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申请采矿权延续，因原《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已不适用于矿区开采现状，且故需重新编制《广东省

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采矿权

延续提供依据。

根据《广东省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关塘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 2022年矿山储量年

报》（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2022年 12月），截止 2022年 12月，

累计动用消耗的资源储量 54.93万 m3。结合《非金属露天矿山和小型及以下的矿山资源储量年

度变化表》，2023年开采资源储量 32.22万 m3。

矿山出让资源量为 150万 m3，截止到 2023年 12月，累计开采 87.15万 m3，因此，剩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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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让资源量 62.85万 m3。

矿山办理采矿证延续，矿山生产规模将与原采矿证保持一致，为 15万 m3/a。矿山剩余可

开采量为 62.85万 m3，生产规模为 15万 m3/a，以此判定矿山延续期限为 4年。矿山闭坑后治

理与土地复垦期 1年，管护期 3年，故本方案适用年限为 8年。依据矿山开采规划、设计，将

本方案服务年限归为近期 2024年～2027年（4年），中远期 2028年~2031年（4年）。基准

日自有关部门批准该《方案》之日算起。

二、方案编制依据

方案主要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国土资源部 2016 年 12

月）、《广东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试行）（广东省地质灾害防治

协会，2018 年 1月）、《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

地质普查报告》（广东省地质勘查局七〇五地质大队，2009年 07月）、《广东省云浮市云城

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武汉理工大设计研

究院，2009年 09月）、《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

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深圳地质建设工程公司，2010年 03月）、《广东省

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云浮市君和安全技术咨询有

限公司，2009年 12月）、《广东省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关塘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 2022

年矿山储量年报》（陕西地矿第二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江门分公司，2022年 12月）进行编制。

三、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方案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收集区域地质、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和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报告

等资料 2份、《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地质普查报

告》1份、《广东省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关塘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 2022年矿山储量

年报》1份、《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1份、《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建筑石料用花岗岩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1份、《广东省云浮市云城区都杨镇珠川村委对面塘矿区土

地复垦方案报告书》1份、矿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国土空间规划图各 1份。

矿山地质调查面积约 114.1451hm²，调查路线约 3.05km，综合调查点 204个，公众调查表

多份，完成文字报告 1份，附图 7幅。工作精度基本满足有关要求。

四、主要工作成果

1、评估区为较重要区，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中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确定的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等级为一级。评估区由矿区边界 5个拐点连线向外延伸至对矿山

生产活动可能波及的范围，评估范围包括露天采场、工业场地、矿区道路等用地区域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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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评估区总面积 114.1451hm²。

2、经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前期存在采矿活动，评估区内现状条件下已发生 6处崩塌,1处

滑坡等地质灾害，未见泥石流等其他地质灾害现象，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

对含水层的影响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程度为较轻，土地

损毁程度严重。根据现状评估结果，将现状评估区划分为Ⅰ、Ⅱ、Ⅲ三个区。其中严重区（I）

为露天采场及其影响范围，面积约 12.6042 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11.04%；较严重区（Ⅱ）为

破碎站、矿山道路等及其影响范围，面积约 3.6107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3.16%；较轻区（Ⅲ）

为评估区内除严重区（I）和较严重区（Ⅱ）以外的区域，面积 97.9302 hm2，占评估区总面积

的 85.79%。现状评估基本符合实际。

3、预测矿山开采可能引发或遭受的地质灾害为崩塌／滑坡、泥石流。根据地质灾害危险

性分析，露天采场边坡崩塌/滑坡危害程度为中等、危险性大；矿山道路边坡崩塌/滑坡危害程

度为小、危险性小；堆土场边坡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堆土场泥石流危害程度为中等、危险

性中等。预测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

观的影响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程度为较轻，土地损毁程度严重。根据各场地地质环境影

响预测评估结果将评估区分为Ⅰ、Ⅱ、Ⅲ三个区。其中严重区（Ⅰ）为露天采场及其影响范围，

面积约 14.4752 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12.68%；较严重区（Ⅱ）为破碎站、矿山道路及其影响

范围，面积约 3.6107 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3.16%。较轻区（Ⅲ）为评估区范围内除严重区（I）

和较严重区（Ⅱ）以外的其它范围，面积 96.0592 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84.16%。预测评估

基本合理。

4、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A）、矿山地质环境次重点防治区（B）和

矿山地质环境一般防治区（C）；重点防治区为露天采场及其影响范围，面积约 14.4752 hm2，

占评估区面积的 12.68%。次重点防治区（B）为破碎站、矿山道路及其影响范围，面积约 3.6107

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3.16%。一般区为评估区内除重点防治区和次重点防治区（B）以外的区

域，面积 96.0592 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84.16%。地质环境治理分区基本合理。

5、评估区总损毁土地面积合计15.9063 hm2，其中露天采场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

为乔木林地（2.4144hm²）、采矿用地（11.2633hm²），损毁类型为挖损形式，对土地损毁程

度为重度。破碎站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为乔木林地（0.0748hm²）、其他林地

（0.0001hm²）、公路用地（0.0363hm²）、沟渠（0.0038hm²）、采矿用地（1.0413hm²），损

毁类型为压占形式，对土地损毁程度为轻度。矿山道路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利用类型为为乔木

林地（0.1428hm²）、公路用地（0.7803hm²）、沟渠（0.0004hm²）、采矿用地（0.1488hm²），

损毁类型为压占形式，对土地损毁程度为轻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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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根据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图，矿山建设损毁土地类型为乔木林地、其他林地、公路用

地、沟渠和采矿用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和压占，损毁土地面积合计 15.9063hm2，复垦责任范围

15.9063hm2。依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确定矿山土地复垦的方向为果园（1.1621 hm2）、

乔木林地（14.7331 hm2）和公路用地（0.0111 hm2），复垦总面积 15.9061hm2，复垦率为 100%。

原则同意本方案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

7、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估算动态总投资为 695.32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动态投资 335.05万元，土地复垦动态投资 360.27万元。

8、方案实施后，可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提高土地使用价值，恢

复矿山生态环境。

五、存在问题

1．完善矿山开采历史、开采现状及排土情况介绍。

2．加强地质灾害调查和评估，进一步查明矿区内现状边坡及生产过程中可能形成的边坡，

并进一步研判其危害程度及危险性，明确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范围，细化工程治理设计。

3．复核损毁面积、复垦范围、复垦方向和复垦标准，细化复垦方案及工程设计。

4．复核工程计算、工程量测算及投资费用，优化计划安排。

5．完善相关附图、公众调查表等附件内容。

6．其他问题根据会上专家意见修改、补充和完善。

六、意见和建议

1、建议矿山企业做好针对地质灾害的应急预案，规范开采，对地质灾害隐患要及时处理；

地质环境监测、土地保护、修复与复垦应贯穿矿山生产全过程，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应相

辅相成。

2、编制单位根据各专家评审意见将存在问题修改、补充和完善，经专家组组长复核后，

可按规定程序报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七、评审结论

方案按有关技术规范进行编写，工作方法和技术路线正确，内容和格式符合编制指南要求。

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及土地损毁情况评估基本准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及

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基本合理，工程部署及措施可行，经费估算有据，建议合理。专家组原则同

意评审通过，修改后按规定程序上报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专家组组长：陈永桂

2024年 3月 15日



《广东省云浮市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司建筑用花岗岩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审查意见修改情况对照表

专家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陈永桂

1
补充委托书、现状和损毁土地调查表、公众参与调查表、

方案承诺函、水土检测报告。储量评审意见及年报等资

料。

已修改，附件 1、附表

1、附件 12、附件 8、
附件 7、附件

2 统一计量单位，补充插图资料来源。 已修改

3 补充土地复垦情况表。
已补充，见土地复垦

情况表

4 任务由来，补充采矿证相关内容，产品名称、年限、标

高等。
已修改，见 P1

5 完善政策法规及规范 已完善，见 P2-6

6 技术资料文件，补充储量、开发方案评审意见及备案。

土地利用现状、土地总体规划。

已补充，见附件、附

件 5、附件 6附图 2、
附图 7

7 方案服务年限，补充确定依据。 已补充，见 P7

8 补充水土样取样位置。

本项目引用《云浮市

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

司年产建筑石料 15
万立方米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云浮市杨柳关

塘石场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检测数

据，见附件 6

9

开发利用方案，补充露天采场规模情况、最终边坡角要

素、堆土场设计、矿山道路、矿山截排水系统、沉砂池、

绿色矿山建设、安全措施等；复核开采终了图、补充终

了剖面图。

已根据《开发利用方

案》核实修改，见
P14-25

10 矿山开采历史及现状，补充至今开采量；补充目前露天

采场开采现状及排土场情况。

已补充，见 P17-18、
P26；现状矿区未专门

布设排土场

11 补充矿山治理复垦的执行情况。 已补充，见 P28-31

12 气象水文，补充统计时间段，与西江距离，西江最高水

位等数据。
已补充，见 P34

13 地形地貌，阐述沟谷发育，应包括采场现状情况，补充

沟谷分布、坡度等。
已修改，见 P35

14 土壤，补充土壤照片。 已补充，见 P36

15 区域地层与构造，各地层应细化岩性描述。区域主要构

造是什么。
已补充，见 P37

16 评估区地层与构造，应由老到新。 已修改，见 P38



专家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17 水文地质条件，补充矿区采场范围汇水面积、涌水量情

况说明。
已补充，见 P41

18
工程地质条件，补充节理裂隙，特别是 F1 断层周边露

天采场稳定性评价；不良工程地质问题补充节理裂隙与

顺层边坡等问题阐述。

已补充，见 P42

19 矿区社会经济概况，更新至 2023年。

已更新至最新数据，

云浮市云安区统计局

尚未发布 2023年公报

20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补充土地利用现状图及盖章。
已补充，见附图 2、附

图 7

2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案例分析，绿色矿山申报情况，已复

垦区域土地类型。
已补充，见 P46-48

22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复核围岩残积层及风

化破碎带大于 10m为复杂？地质构造建议改为中等，现

场复核地形地貌。

已复核，见 P53-54

23 现状地质灾害评估，建议去掉地面塌陷、地裂缝。 已修改，见 P56-59

24

预测评估，补充可遭受地质灾害类型（自然斜坡崩塌/
滑坡）。A 露天采场土质边坡补充计算公式，复核参数

取值及计算结果；岩质边坡分区域预测；B补充堆土场

边坡预测评估；C是否存在堆土场泥石流灾种（野外复

核），请复核。补充矿区地表水及土壤检测报告。

已修改，见 P60-66、
附件

25

第四章，复核矿区已损毁土地面积及区域。矿区覆土的

平衡情况及来源。复垦用建议专门堆放。明确复垦范围

及复垦方向，复垦土壤质量土层厚度≥30cm，有些物种

要求复垦 50cm。

已复核，见第四章

26 第五章治理及土地复垦，本矿山涉及露天采场边坡和台

阶较高，应加强水源和喷淋灌溉系统保证复垦效果。

已修改，见第五章工

程设计

27 地质灾害工程治理工程设计复核截排水沟尺寸，是否满

足过水面积要求？
已复核，见 P102

28 工程及土地复垦监测管护应明确责任主体是谁。 已补充，见 P98
29 复核工程量及投资费用。 已复核，见第七章

30 现状图，补充水土样取样位置。

本项目引用《云浮市

杨柳关塘石场有限公

司年产建筑石料 15
万立方米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

报告》（云浮市杨柳关

塘石场有限公司，

2019年 12月）检测结

果，取样位置见附件 7

31 现状图，剖面图补充左侧及台阶高程；附表去掉没有的

灾种，溪流用水系颜色。
已修改，见附图 1

32 预测图，复核平面图及剖面开采终了图，地质环境说明 已修改，见附图 3



专家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表中崩塌滑坡细分标注边坡类型，分区说明表应为预

测，不是现状。

33
治理工程部署图，截排水沟标注应明确；补充截排水沟

等大样图；复核工作量表；补充治理分区说明表，近期

工程量表；补充进度表。

已修改，见附图 6

陈仁学

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信息表，编制单位因

该是单位名称、法人代表、联系电话和主要编制，本文

过于简单。

已修改，见信息表

2 P2，国家法律法规应按层次及时间顺序列出。 已修改，见 P2

3

P9，完成工作量方面，重点、次重点与一般调查区面积

总和大于野外实地调查面积，核对；收集资料方面，以

前的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情况资料有没有，应该说

明。

已修改，见 P9

4 P13，工程布局，13个台阶高程“+45m、+55m”笔误。 已修改，见 P15
5 P14，“估算排土容积约为 273.0万”，笔误。 已修改，见 P15

6 P15，核对矿区保有资源量，陕西与广东恒达认可的不

一致；
已核对，见 P18

7
P22，预测开采终了平面图，其一，图的编号错误；其

二，与图 1-4 设计开采终了平面图不一致，那就是没按

设计开采。

已修改，见附图 3

8 P23，气象资料应明确具体时间段。 已补充，见 P34
9 P27，评估区地质，建议改成矿区地质背景。 已修改，见 P38

10 P29,“属于抗震设防烈度 VI度区，区域地壳基本稳

定。”，应是稳定。
已修改，见 P39

11
P30，“矿区内地下水含水层富水性中等，主要为基岩裂

隙水”，富水性中等依据是什么?“矿体围岩均为粗中粒

花岗岩”，更正。

已修改，见 P41

12 P30，全风化、强风化和中风化岩平均厚度 17m，不代

表剥离层平均厚度，校正。
已修改，见 P42

13
P32，表 2-2一级地类和二级地类，与广东省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不一致，更正；表 2-3
土地权属表，同上；且土地权属是都友和珠川 2个村；

已核实，见 P45

14 P37，土地复垦，照片应注明江门市新会区泰盛石场。 已修改，见 P48

15

P38，“根据现场调查，矿区原始地形地貌已遭到破坏，

采场面积及采坑深度较大，边坡较不稳定，易产生地质

灾害。现状未见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面

沉降、地裂缝等地质灾害。”表述建议调整。

已修改，见 P50

16 P30，野外调查工作量，过于简单，应补充具体调查情

况及总结。
已修改，见 P51

17 P40，如果破坏园地，重要程度应属重要区，核实。 已核实，见 P53

18 P41，“地形地貌条件简单”，应该是中等(坡度有超过 35
的)； 已修改，见 P53

19 P40-42，表 3-2，表 3-3，存在一定问题，如 P25，“原始 已修改，见 P54



专家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地形坡度较缓，一般 20~50°”，地形地貌至少中等。

20 P28，“风化层厚度变化大，平均厚度约 17 m”地质环

境复杂程度应属复杂。
已修改，见 P54

21 P42评估级别确定的结论欠妥。 已修改，见 P53-55

22 P44，应该预测泥石流的可能性，局部堆场或排土场皆

有可能。

目前，矿区未专门布

设排土场，北部山谷

仍为原始状态

23
P48，前面讲了排土场，分三级，已绿化(P14，工程布

局中，开发利用方案有排土场。P15，讲到排土场，排

土场设置在矿区北部的山谷中)。

目前，矿区未专门布

设排土场，北部山谷

仍为原始状态

24
P51，“生活污水、设备清洗水、破碎筛分除尘废水等，

全部回用”“，实行“零”排放”废水不排放，也不处理，

怎么就消散了?解释一下“地埋式生活污水处理装置”
已修改，见 P70

25 P54，“在闭坑治理复垦期间，矿山开采不再损毁土地”，

应是不再开采。
已修改，见 P72

26 P69，表 3-14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评估一览表，地质

灾害危险性欠妥，完善。
已核实，见 P76

27 P70，分区评述，完善分区评述，修改不完备的说法。 已修改，见 P80-82

28 P81，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治理的可行性分析，基本没有

分析，只有监测。
已修改，见 P87

29
P87，最终复垦方向，建议进一步考虑。深坑底部适宜

复垦什么，作为乔木林地不一定是最好的，建议适当考

虑人工水域等。

已核实，见 P94

30
P93，矿山地质灾害治理的技术措施太范，没有针对性，

只是原则，建议进一步完善；含水层破坏的技术措施同

前述的废水不外排不一致。

已修改，见 P99

31
P95，矿区外围排水沟，“上底宽 2m，下底宽 1m，深度

1m”，作为明沟，是否可以实施，如果实施，建议采用

盖板；

已修改，见 P101

32 P97，平台干砌毛石挡土墙位于哪里?有什么作用?

挡土墙位于开采台阶

外缘，用于构建植生

槽，防止回覆表土流

失

33 P98，表土回覆是否合适?前述表图 PH值为 4.77，偏酸

性。

回覆表土外购符合复

垦标准，适宜植物生

长的客土

34 P118，近期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工程量表，没有

部署复绿工程量，与前述原则或技术措施不一致。
已修改，见 P124

35 P143，公众参与方面，应提供走访问卷及签名。 己补充

36 P210与 P231，相应单位村委盖章。 己补充

37 完善插图与附图。
已完善，见插图、附

图

陈伟 1 有效期为 2013年 12月 27日至 2023年 12月 27日。矿 已核实，采矿权为延



专家 序号 修改意见 修改情况

权已经过期，是延续还是新设，报告中相关内容均需要

核准。

续

2 p10，现场踏勘以及野外调查 补充调查点数，以及是否

满足规范要求的评述。
已补充，见 P9-10

3 补充 矿区范围示意图(拐点) 已补充，见 P14
4 图 1-1 矿区地理位置图 补充图例。 已补充，见 P13
5 气象资料需要更新，补充最大 24小时降雨等数据。 已修改，见 P34

6 补充排土场的现状情况，设计的是 2215162m3，目前堆

放情况如何。

目前，矿区未专门布

设排土场，北部山谷

仍为原始状态

7 补充现有矿山道路、矿山防排水系统和沉砂池、矿山供

水情况。
已补充，见 P28

8 现在开采台阶情况以及目前复绿情况建议补充。 已补充，见 P28-31

9 补充 开采现状及工程布局图以及开采终了平面图等插

图。
已补充，见 P32-33

10 p15，剩余可采资源量 要补充开采历史和目前开采的现

状，为剩余可采资源量计算提供依据。
已补充，见 P17-18

11 p16，矿山总服务年限为 39年 这个怎么计算得出的，

需要补充相关的计算过程。
已修改，见 P18

12 补充开采方式及采矿方法，包括开采方式及采矿方法、

开拓运输方案。. 已补充，见 P19

13 露天采场现状，补充航拍图的拍摄时间，补充复绿情况。
已补充，见 P27、

P28-31

14 p23，预测开采终了平面图 和 p18设计开采终了剖面图

不对应。
己说明

15 重点补充排土场现状的内容(矿区北部的山谷)。
目前，矿区未专门布

设排土场，北部山谷

仍为原始状态

16 补充矿山前期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这一章节

内容。
已补充，见 P28-31

17 水文章节中补充矿区设计最低开采标高与当地侵蚀基

准面之间的关系。
已补充，见 P34

18 地形地貌章节中补充两个矿坑的地形地貌信息。 已补充，见 P35

19 p27，评估区地质 侏罗系 粉砂岩出露于矿区的北东部

位。需要认真核对。
已核实，见 P38-39

20 p29，地下水的补径排条件，总体的径流方向为自中间

向四周，自南东向北西?需要核对。
已修改，见 P40

21 p30，矿床涌水预测 补充采坑正常降雨集水量计算以及

矿坑最大降雨集水量计算相关内容。
已补充，见 P41

22 p30，工程地质 要按松散岩组、半坚硬岩组和坚硬岩组

等类别来编写；重点补充结构面工程地质特征。
已修改，见 P42

23 p31，根据《普通混凝土用碎石或卵石质量指标及检验

方法》(JGJ53-79号文)规定，已经过于老 1了，目前用
已修改，见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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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建筑用卵石、碎石》和《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

筑用石料类》相关规定。

24 目前，是土地租赁形式，补充土地权属人信息、承包时

间等信息。
已补充，见 P45、附件

4

25 工矿企业，矿区附近 300 m范围内无其他采矿权设置?
北部呢?

北部石场据本矿区边

界超 300m

26
矿区周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 用的是江门市

新会区泰盛石场?是否有可比性?表 2-1自然条件对比表

位置相近?需要核准。

已核实，见 P46-49

27 野外调查工作量 具体内容过于简单，补充具体工作量。 已补充，见 P51

28 评估区总面积为 114.1451 hm2 如何圈定的，需要补充

各个边界范围的确定依据。
已补充，见 P52

29 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 如果有破坏园地，那就是重要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一级。
已核实，见 P53

30 p44，矿区地质灾害预测分析，除了崩塌/滑坡，还要补

充泥石流灾害
已核实，见 P66

31 p45，表 3-3 土质边坡特征信息表 核实边坡岩土体构

成。
已核实，见 P61

32 补充堆土区边坡的预测；p48，矿区未布设排土场?与开

发利用方案不符。

目前，矿区北部山谷

未布设排土场

33 补充土质边坡分布位置示意图；补充边坡计算的过程文

件。
已补充计算示例，见

P61-63

34
加强野外调查工作，复核节理裂隙发育情况，复核土质

边坡和岩质边坡的稳定性计算过程及结果；复核泥石流

灾害的预测分析

已复核，见 P60-66

35 矿区土壤现状评估 补充土壤取样，并送至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分析；
已补充，见附件

36

p56，表 3-8 已损毁土地面积统计表 信息有误，需要认

真核准；例如露天采场 11.5660hm2，p19，北东采场面

积约 60655 m2，南西采场 53540 m2，加起来 114195m2，

加起来完全不对应，还少了办公区的损毁，要补充。

已核实，现状露天采

场内土地未完全损毁

37 p57，表 3-11 已损毁土地损毁程度评价表 矿山道路有

压占有挖损。
已修改，见 P73

38 p58，表 3-13 拟损毁土地损毁程度预测评价表 露天采

场 拟损毁面积 2.1117hm2，这个是怎么算的，要复核。

已复核，拟损毁面积

为现在矿区红线内仍

未挖损的面积，见 P75

39
p59，表 3-14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评估一览表 哪里

有地面塌陷、地面沉降、地裂缝?需要复核；影响程度

等级较轻?
已修改，见 P76

40 根据以上评价内容，重新调整分区的内容。 已修改，见 P76-83

41 表 3-20 复垦区面积汇总表 里面的面积和前面又不一

样，请认真核准。

已复核，现状露天采

场内土地未完全损

毁，复垦区包括已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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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面积和拟损毁面

积。

42 图要根据指南进行编绘。 已修改，见附图

43 加强监测针对性。 已修改，见 P110-116
44 复核费用估算。 已复核，见第七章

董银

1
该方案的经费估算编制有依据，计价计费基本合规，请

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资金的提取比例，以及预存和使用

计划。

已核实，见第七章

2
请核实复垦面积，根据地质专家的建议进一步核实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和复垦工程的工程量，根据实际工程

量重新估算投入的费用。

已核实，见第五章、

第七章

3 请增加管护措施方面的内容，并合理估算土地复垦的管

护费用。
已补充，见 P116、P136

4 请进一步细化每年的工程计划，合理安排年度经费。
已修改，见第六章、

第七章

程德贤

1

上期有效期(即 2013年 12月 27日至 2023年 12月 27
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方案》和《水土保持

方案》的工程实施情况内容均欠缺，期间是否有进行修

编调整备案等，应补充论述。

已补充，见 P28-31

2

建议复核编制依据，如《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16453-2008)已经过期，现执行标准为《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保持技术标准》(GB50433-2018)和《生产建设

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T50434-2018)。

已修改，见 P5

3
野外现场调查，包括：矿山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和治理效

果，矿区土层厚度及表土存放，土地复垦等内容(见 P8
页)，但本方案未见相关调查内容，应补充完善。

已补充，见 P28-31

4

排土场占地 18.20万㎡，排土容积约为 273.00万㎡，

设计开采范围内剥离排弃物总量为 221.52万(剥离层厚

度变化较大,平均约 17m(见P8页))建议补充排土场内已

填弃土方量(其中表土存放量多少)。

目前，矿区北部山谷

未布设排土场

5
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5.9063 hm2未包括矿山办公生

活区和排土场区建议补充复垦责任范围不纳入办公生

活区和排土场区的充分理据及论证。

目前，矿区未专门布

设排土场

6
矿山建设采取“边开采，边复垦”复核复垦有效土层回

填所需要的土方量及其土方来源：表土回填总需 2.36万
m3(见 P89页)，表土的来源等。

已补充，见 P94

7 复核方案投资。 已复核，见第七章

8 按相关制图规范完善平面布置及设计图 已修改，见附图

编制单位（盖章） 评审专家组组长（签名）

云浮市科信矿山工程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024 年 4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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