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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2942555.89 36471251.91

3 2942526.10 36全71274.15

4 2942408.77 3647118砼.81

5 2942214。 49 36471075.79

6 2942133.26 36471020.19

7 2942079.85 36471031.60

8 2942009.06 36470926.79

9 2941874.12 36470911.12

10 2941755.48 36470792.62

ll 2941653.64 36470693.15

12 2941622.53 36470693.90

13 2941530.86 36470649.13

14 2941497.88 36全705茌8.75

15 29每1411.83 36全70488.79

16 2941407.78 36470328.29

17 2941581.04 36壬70453.83

18 29茌 1861.77 36470566.24

2941923.81 36470735~14

20 2942164.73 36470767.52

矿区面积 0.245茌kW

开采深度 +1100-+1240m

方案编制单位黔南地质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所提交评审资料齐全、有

效。

为了实现
“
矿山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企业管理规范化、

生产工艺环保化、矿山环境生态化
”,做到绿色、高效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

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区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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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矿区内地层单一,泥盆系中下统蟒山组二段 (D1~2m2)石英砂岩质

地较纯,矿石中除局部含有少量的细粒黄铁矿化及微量铁质外,基本不含

其它有用组分,因此,矿体中未发现可供综合利用的共 (伴 )生矿产。

三、矿产资源储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

1、 矿产资源储量

根据黔南州自然资源储备中心 2024年 12月 提交的《贵州省福泉市风

山镇保林坡玻璃用砂岩矿详查报告》,该报告已经专家评审,截止 2024

年 12月 20日 ,矿区范围+1100~+1240m标 高 (控制+推断)410.4万吨 ,

其中控制资源量 345.6万吨,推断资源量 6⒋ 8万吨,控制资源量占总资

源量的 8⒋ 21%,推断资源量占总资源量的 15.79%, 《福泉市风山镇保林

坡玻璃用砂岩矿详查报告》能满足本方案编制要求。

2、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设计可采储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397.44万 吨,设计可采储量 365.65万吨。

设计可采储量计算方法可行,计算结果正确。

3、 矿山设计生产能力及服务年限

矿山按 30万吨/年的生产能力开采,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2年。

满足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关于印发 《关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

的指导意见》的通知 (矿安 (2022)4号 )中设计服务年限不低于 5年的

要求。

四、开采方式、开拓运输及选矿方案

矿区玻璃用砂岩矿顶板为泥盆系中下统蟒山组三段 (D。m3)铁质砂岩、

泥质粉砂岩,根据详查报告,估算剥离量 75.29万 m3,保有资源量 15⒋ 87

万 m3(组 o.4万吨),剥采比 75.29/15⒋ 87≈0△ 9∶ 1,剥采比较经济,开

采方式采用露天开采。

矿山采用整体设计,分区开采,矿区分为两个采区开采,一采区位于

矿区北面,二采区位于矿区南面,首采平台位于矿区北面一采区东部山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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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方向由西向东推进,设计安全平台宽 4m,台阶高 10m,每隔 2个安全

平台设置 1个清扫平台,设计清扫平台宽 6m,台阶坡面角 65° 。

根据矿区地形地质、矿体赋存特征及开采技术条件,采用公路开拓方

式,自 炉碧西大道修建进场道路至矿区,矿区内修建上山公路至首采平台 ,

首采平台标高+1230m,开采矿石采用汽车运输。

矿区矿石主要赋存于泥盆系中下统蟒山组二段 (D1~2m2)浅灰、灰白色

中厚层至厚层块状石英砂岩,少量浮土、盖层与矿石容易区别,剥离覆土、

盖层后即为可采矿,无需选矿。

五、产品方案

该矿山开采矿种为玻璃用砂岩,产品方案为硅石矿粉。

六、矿区总体规划

矿区范围与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保护地、

水库淹没区和其他禁采禁建区不重叠,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第二十条之规定。矿山开采区、废石中转场、临时表土堆场、进场道路、

管理房未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未占用 I级、II级林地。

福泉市风山镇保林坡玻璃用砂岩矿 (新建)矿区范围符合 《福泉市矿

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2025)》 规定。

《方案》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修复、土地复垦方案、开拓运输方案、

采矿方法及工艺及综合利用等可行,评审认为符合建设绿色矿山和节约与

综合利用的要求。

七、矿山
“
三率

”
指标

1、 开采回采率

本矿山设计开采回采率为 92%,符合 《矿产资源
“三率

”
指标要求 第

7部分:石英岩、石英砂岩、脉石英、天然石英砂、粉石英》 (DZ/T

0462.7-2023)中 露天开采石英岩矿山开采回采率不低于 90%的最低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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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2、 选矿回收率

矿区矿石主要赋存于泥盆系中下统蟒山组二段 (D1~2m2)浅灰、灰白色

中厚层至厚层块状石英砂岩,少量浮土、盖层与矿石容易区别,剥离覆土、

盖层后即为可采矿,矿山开采不进行选矿,不计算选矿 收率。口

3、 资源综合利用率

根据详查报告,该矿山开采矿种主要为玻璃用砂岩,矿体中未发现可

供综合利用的共 (伴 )生矿产,故不涉及资源综合利用,不计算资源综合

利用率。

4、 水处理利用率

矿山用水为循环综合利用,无外排,水处理利用率为100%。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修复治理

1、 评估区范围及评估级别的确定

评估范围以矿区范围为基础,并充分考虑以矿区范围为基础往外推至

地形分水岭、开采影响区域及开采形成采区后地质灾害可能影响的范围 ,

评估面积为0.9362km2。

矿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生产规模30万吨/年 (大型矿山),

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确定评估级别为一级评估合理。

2、 地质环境现状和预测评估

矿山属新建矿山,根据编制单位调查结果,目 前未发现滑坡、崩塌等

现状地质灾害;开采部位为非含水层,且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对地

下含水层及周边水质影响不大。露天采矿活动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

破坏了原有的生态景观,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植被覆盖率降低,地质

环境恶化。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大、破坏程度严重的现状评估和预测

评估意见恰当。

现状评估中划分为 1个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现状评估划分基本合

理。

预测评估中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 1个地质环境影响

严重区和 1个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预测评估划分基本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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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状和预测评估分区

将现状评估区划分为 1个 地质环境影 响较轻 区,较轻 区面积

93.6167hm2,评估依据充分,现状评估划分基本合理。

预测评估中依据矿山开发对生态环境、资源和重要建设工程及设施的

破坏与影响程度、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小、危害对象和矿山环境问题的防治

难度等级将评估区划分为影响严重区和影响较轻区。

预测评估中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划分为 1个地质环境影响

严重区和 1个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 ,地质环境影响严重 区面积为

18.1926hm2,较轻区面积 75叫 2⒋hm2,预测评估划分基本合理。

4、 治理修复分区

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修复区划分为 1个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和 1个地

质环境一般防治区。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为 18.1926hm2,一 般防治区面积

75.4241hr。

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目标任务和主要技术措施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含水层破坏修复工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的目标

任务明确。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采取危岩清除、台阶挡墙、挡墙工程、采坑回填、

截排水沟工程、地质环境监测工程,手段基本可行,能达到治理目的,采

取的主要技术措施能达到预期效果。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修复工程总体工作部署按照
“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

的原则开展;做到疏导与拦堵相结合;工程措施与生物防治相结合;治标

与治本相结合;治理与发展相结合,总体规划,分步实施。

根据矿山开采顺序、保护对象的重要程度及治理对象的紧迫性,本方

案修复治理工作部署分阶段进行,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第二阶

段、第三阶段。

第一阶段 (2025年 4月 至 2030年 4月 ):修建废石中转场挡墙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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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福泉市凤山镇保林坡玻璃用砂岩矿 (新立)矿产资源绿色开发
利用方案 (三合一)》

评 审 专 家 组 名 单

组 成 姓 名 单  位 专  业 技术职称 签  名

组 长 洪永远 贵州光昊矿山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 采矿 高级工程师 汤 l·坯L

成 员

王甘露 贵州大学 地质 副教授
力

z仿铭

刘凤英 贵州省煤矿设计研究院 水工环 高级工程师
刊

扫

`幽呆

芮延龙 贵阳高新博地科技有限公司 土地 高级工程师
`Ⅰ

咱滋磁

黎勇 贵州省地质环境监测院 经济 高级会计师 译 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