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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孝义市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建筑石料

用石灰岩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

依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发〔2021〕1号）和《吕梁市规

划和自然资源局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的通知》（吕自然资发〔2021〕48号）的要求，

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因未编制《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方案》，委托山西鑫磊盛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山西省孝义市山西华旺

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下称《方案》）。编制目的是为了指导矿山开拓开采、环

境保护和土地复垦工作，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保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提供依据。山西

省矿产资源调查监测中心受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于 2021年 6月 17日组

织以韩文德高级工程师为组长的专家组召开会议，对《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参

加评审会议的有矿山企业、编制单位相关人员，专家组经过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

应补充的技术资料要求。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了修改、补充，经各位专家复核

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区概况

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位于孝义市城区 295°、直线距离

31km的后活丹村一带，行政区划隶属南阳乡管辖，其地理坐标（CGCS2000）为：

东经 111°25′26″-111°25′42″，北纬 37°10′27″-37°10′50″。

该矿现持有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19年 4月 1日换发的《采矿许可证》，

证号为C1411002011117130121153，采矿权人为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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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开采矿种为石灰岩，开采方式为露

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30万吨/年，矿区面积为 0.1611km2，有效期限自 2018年 10

月 26日至 2023年 10月 26日，开采深度为 1285m-1210m标高。矿区范围由 4个

拐点坐标圈定。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点号
1980西安坐标系（3度带） CGCS2000坐标系（3度带）

X Y X Y

1 4116650.34 37537773.35 4116655.581 37537888.798

2 4115951.33 37537929.35 4115956.569 37538044.799

3 4115951.33 37537710.35 4115956.569 37537825.798

4 4116650.33 37537531.35 4116655.571 37537646.797

该矿现持有吕梁市应急管理局 2021年 2月 20日换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编号为(晋市)FM安许证字〔2021〕J414号，许可范围为石灰岩露天开采，有效期

为 2021年 2月 18日至 2024年 2月 17日。

该矿现持有孝义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2020年04月09日颁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1411810519845130，营业期限为 2012年 08月 07日至 2021

年 10月 26日。

该矿为生产矿山，本《方案》的适用期自2021年1月1日算起，矿山开采剩

余服务年限为 5.7年，同时考虑管护期 3年，故本《方案》的适用期为 8.7年。

二、方案简介

1．矿产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方案》依据《山西省孝义市西田庄规划矿区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矿普查地质报

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吕国土储审字［2010］86号），《山西省孝义市山西华旺矿

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石灰岩矿 2020年储量年度报告》及其审查意见（吕

自然储年报审字〔2021〕194号）进行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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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该矿累计查明资源量 898万吨，保有资源量 766.9

万吨，动用储量 131.1万吨，全部为推断资源量。

《方案》规划设计开采对象为矿区范围内石灰岩矿体，该矿区中东部为基本农

田，下部石灰岩资源量禁止开采，经计算基本农田及保护范围（10m）、边坡共压

占资源量 586.41万吨，本次圈定露天开采境界内资源储量为 180.49万吨，按 95%

回采率计算，可采储量为 171.47万吨。

2．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确定维持现有露天开采方式，依据吕梁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文件（吕

安监管一字〔2012〕67号）《关于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初步

设计及安全专篇审查的批复》、孝义市环境保护局文件（孝环行函〔2012〕24号）

《关于<山西华旺矿业有限公司孝义荣盛石料分公司30万吨/年石料加工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确定生产规模为 30万 t/a，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5.7年。

3．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为销售建筑石料，该矿开采石灰岩，根据市场需求加工成＜0.5cm、

0.5-1cm、1-2cm、2-3cm、3-4cm多种规格的毛石、石子、石粉等矿产品。

4．露天采场及剥采工艺

《方案》依据吕安监管一字〔2012〕67号文件确定选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的

方式。依据DZ/T0341-2020《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类》，确定经济合理剥

采比为 0.5m3/m3，按照“境界剥采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的原则圈定出露天开

采境界。方案开采顺序为沿山坡地形自上而下的顺序逐级布置工作台阶，露天采场

分 1270、1260、1250、1240、1230、1220、1210m共 7个水平，其中，1270m和

1260m水平已完成黄土剥离。同时工作的台阶数为 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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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场主要技术参数为：

开采阶段高度 10m，终了阶段高度 10m，开采阶段坡面角 65°，最终边坡角≤

49°，采场最小工作平台宽度 30m，最小底宽 30m。

《方案》确定采用“穿孔-爆破-铲装-运输”的采矿工艺。穿孔设备采用 100B型

潜孔钻机；爆破采用铵油炸药，起爆方式为非电导爆管起爆系统起爆，大块破碎采

用HM960液压碎石锤；采用 PC400液压挖掘机采装，ZL50型装载机进行清理平

台，自卸汽车运输。

《方案》根据矿山地形地貌及开采方式提出了防治水方案，确定露天采场、工

业场地及办公室生活区均采用自流排水方式。

露天采场前五年采剥进度计划表
时间 剥离台阶 开采台阶 剥离（m3） 开采（万吨）

2021年 1250m水平剥离黄土
开采完1250m水平，之后1240m水平推进

188m。
12500 30

2022年
开采完1240m水平，之后1230m水平推进

78m。
0 30

2023年 开采1230m水平推进261m。 0 30

2024年
开采完1230m水平，之后1220m水平推进

242m。
0 30

2025年
开采完1220m水平，之后1210m水平推进

157m。
0 30

合 计 12500 150

5．总平面布置

《方案》使用矿区现有的工业场地，位于矿区南侧 300m爆破警戒线外。工业

场地内设置有办公生活区及破碎站等。原矿由各开采平台装运到破碎站，进行破碎。

规划采用中深孔爆破，二次破碎采用机械破碎，根据GB6722-2014《爆破安全

规程》，采场爆破警戒线按 300m圈定，在警戒线上设置警示标志。

6．三率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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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采回采率

经计算开采回采率为95%。

（2）资源综合利用率

本矿没有废石、废土产生，故无综合利用率。矿区矿石做建筑石料用。

《方案》确定的开采回采率指标，符合《国土资源部关于锂、锶、重晶石、石

灰岩、菱镁矿和硼等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最低指标要求（试行）的公告》

（原国土资源部2016年第30号）。

7．矿山环境影响评估

（1）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

①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本矿山周边无相邻矿区，评估范围以划定的矿界为

基础，同时考虑矿界北部的取土场范围和外部的矿区道路，确定本《方案》矿山环

境影响评估范围为 29.35hm2。

②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本《方案》复垦区面积为 22.37hm²（矿界内 9.22hm²，

矿界外 13.15hm²），涉及吕梁市孝义市南阳乡。本方案适用期满无留续使用永久建

设用地，故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与复垦区面积一致为 22.37hm²。

复垦责任范围内其他园地 1.93hm²、灌木林地 19.92hm²、其他林地 0.06hm²、裸

地 0.46hm²。

复垦责任范围涉及吕梁市孝义市南阳乡后活丹村、沿家山村和下义棠村 3个行

政村土地。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均为集体所有。

（2）《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环境影响现状调查分析，现状评估认为：

①地质灾害现状：现状条件下，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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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

②含水层影响和破坏：现状条件下，矿区地下水为奥陶系碳酸盐岩类岩溶裂隙

水，采矿活动对其影响较轻，采矿活动未对附近居民用水造成影响，采矿活动对含

水层的影响程度分级属“较轻”。

③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工业场地、办公区、已

采场和矿区道路范围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严重，其他区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

度较轻。

④土地资源的影响与破坏：已损毁土地面积 6.05hm²，其中压占损毁面积

0.41hm²，挖损损毁面积 5.64hm²。地类为：灌木林地 5.90hm2，裸地 0.15hm2。

⑤生态环境的影响与破坏：现状综合调查认为，矿区生态破坏、植被损毁现状

表现为露天开采、建设用地压占造成植被破坏、生物量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

（3）《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矿山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分析认为：

①地质灾害预测：本《方案》适用期预测开采影响范围露天采场边坡发生崩塌、

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预测工业场地遭受泥石流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评估区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

②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矿区最低批采标高高于地下水水位标高，对含水层的

补、径、排条件及地下水储存条件影响不大，露天开采对地下水影响较轻，预测采

矿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较轻。

③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预测工业场地、办公区、露天采场、取土场和

矿区道路范围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严重；评估区其他区域影响较轻。

④拟损毁土地预测和分析：矿山拟损毁土地面积 21.96hm²，其中拟压占损毁面



7

积 4.33hm²，拟挖损 17.63hm²，拟损毁与已损毁重复损毁面积 5.64hm²。

根据土地损毁分析及预测结果，采矿已损毁土地面积 6.05hm2，拟损毁土地总

面积 21.96hm2，拟损毁与已损毁重复损毁 5.64hm2。合计损毁土地面积 22.37hm²，

其中压占损毁土地面积 4.74hm²，挖损土地面积 17.63hm²，其中矿界内 9.22hm²，矿

界外 13.15hm²。

损毁土地包括其他园地 1.93hm²、灌木林地 19.93hm²、其他林地 0.06hm²、裸地

0.45hm²。涉及孝义市南阳乡一个乡镇土地，分别属后活丹村、下义棠村、沿家山村

等 3个行政村集体所有。

⑤生态环境的影响和破坏：主要为取土场、排土场、工业场地、道路、采矿引

起的地表错动、植被破坏等生态影响；矿产资源开采活动不可避免地将破坏原有自

然植被和土地资源，取土场、排土场、道路等的建设对地表造成扰动，增加水土流

失的风险，矿区生态环境恶化。工程排放的大气污染物（粉尘）、固体废物影响评

价区内动、植物的生存和生长，污染大气、水体、土壤环境。

8．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

（1）矿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在已采场修建拦石坝，后续作为临时堆土场，

修建工程量为 586.5m3。

（2）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防治工程：开采结束后对工业场地进行砌体拆除清运，

工程量为 100m3。

（3）土地复垦工程与土地权属调整方案：通过实施预防控制及复垦措施、工

程技术及生物化学措施，使项目区土地达到复垦的标准和要求。本矿复垦土地面积

为 22.37hm²，复垦率为 100%。其中复垦后园地面积 4.38hm²（全部为其他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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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地 16.35hm²（全部为灌木林地），草地 1.64hm²（全部为人工牧草地）。主要采

取的复垦措施有：客土覆盖、栽植果树、植被恢复等。

（4）生态系统修复工程：包括①工业场地绿化工程：对工业场地周边进行绿

化，树种选择选择为新疆杨，株行距2m×3m，栽植新疆杨56株；②道路绿化工

程： 在矿区道路两侧栽植行道树，树种选择新疆杨，间距为3m，道路长度

937m，共栽 植新疆杨625株。

9．矿山环境监测工程

（1）地质灾害监测工程：不稳定斜坡监测：在露天采场高陡边坡附近设置 4

个监测点；泥石流监测：在工业场地所在沟谷上游布置 1 个监测点。

（2）土地复垦监测工程：主要布置了土壤监测工程和植被监测工程，共布设 7

个监测点，其中土壤监测点 5 个，植被监测点 2 个，连续监测 9 年，植被每年监测

3 次，土壤监测每年监测 1 次。

（3）生态系统监测工程与环境污染监测工程

生态系统监测工程：对井田范围内的土壤侵蚀、植被和土壤环境进行监测。土

壤侵蚀主要监测土壤侵蚀模数，每年监测 1次；植被监测主要监测植被类型、群落

高度、盖度、生物量等，每年监测 1次；土壤环境主要监测 pH、全氮、有次磷、

有效钾等，每年监测 1次。

水土流失监测：监测对象为露天采场平台及边坡、取土场、黄土堆场和矿区道

路，主要监测内容为各单元防治措施效果等，每年监测 6次，监测方式为定点巡查，

雨季应加密监测。

10．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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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适用期静态投资为 87.58万元，动态投资为 108.12万元。

11．方案前五年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

矿山前五年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一览表

年度 治理范围 工程量

治理

面积

(hm2)

静态

投资

(万元)

动态

投资

(万元)

2021
年

设计露天采场

1270m 平台、

1260m平台；已

有露天采场。

①已采场北部修建拦石坝，后续作为临时堆土场，修建长度150m，工

程量为345m3。②对设计采场1270m、1260m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发

现岩石松动或裂隙应及时处理，必要时采取工程治理措施。③客土覆

盖1300万m
3
，栽植柠条1156株，栽植爬山虎360株，撒播草籽0.26hm

2
。

0.44 10.88 10.88

2022
年

设计露天采场

1260m 平台、

1250m平台；已

有露天采场。

①已采场南部修建拦石坝，后续作为临时堆土场，修建长度150m，工

程量为 345m3。②对设计采场 1260m、1250m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

发现岩石松动或裂隙应及时处理，必要时采取工程治理措施。③客土

覆盖1400 万 m
3
，栽植柠条1200 株，栽植爬山虎380 株，撒播草籽

0.27hm
2
。

0.46 11.83 12.54

2023
年

设计露天采场

1240m 平台、

1230m平台。

①对设计采场 1240m、1230m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发现岩石松动或

裂隙应及时处理，必要时采取工程治理措施。②客土覆盖1400万m
3
，

栽植柠条1200株，栽植爬山虎380株，撒播草籽0.27hm
2
。

0.46 4.53 5.09

2024
年

设计露天采场

1230m 平台、

1220m平台。

①对设计采场 1230m、1220m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发现岩石松动或

裂隙应及时处理，必要时采取工程治理措施。②客土覆盖1500万m
3
，

栽植柠条1289株，栽植爬山虎400株，撒播草籽0.29hm
2
。

0.49 4.74 5.65

2025
年

设计露天采场

1220m 平台、

1210m平台。

①对设计采场 1220m、1210m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发现岩石松动或

裂隙应及时处理，必要时采取工程治理措施。②客土覆盖1500万m
3
，

栽植柠条1333株，栽植爬山虎400株，撒播草籽0.30hm2。

0.50 4.89 6.18

合 计 2.35 36.87 40.34

三、评审意见

1.《方案》编制目的任务明确，地质依据充分，资源利用基本合理，可采储量

计算基本正确。

2．矿区面积为 0.1611km2；《方案》确定开采深度为 1285m—1210m标高；生

产规模为 30万吨/年；矿山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5.7年，管护期 3年，本《方案》

适用期 8.7年。

3.《方案》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合理。生产规模确定基本合理。确定的公路开拓、

汽车运输方案基本可行；露天采矿场结构参数基本正确，推荐的剥、采工艺合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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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采场内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确定的开采接替顺序合理。推荐的采矿设备

合理，地面生产、生活设施及各种堆场的规划方案基本合理。

4.《方案》确定的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基本合理，

现状评估符合矿山实际，预测评估依据充分；预测结果基本可靠。

5.《方案》在可行性分析和适宜性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

算比较合理，确定的矿山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基本可行，确定的工作计划和保障措

施基本能够满足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需要。

6.《方案》经费估算结果比较合理，符合国家取费标准，可基本保证方案实施

资金需求。

7．按照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的

通知》（晋政发〔2019〕3号）要求，矿业权人本年度累计提取的基金不足于本年

度矿山地质、生态等环境治理恢复与监测费用的，应按照本年度实际所需费用提取。

四、问题和建议

1．《方案》规划的露天采场周边基本农田广泛分布，建议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加强管理。

2．建议严格按照《方案》设计的开采顺序安排采剥进度计划，采矿过程中应

注意采场边坡稳定，确保安全生产。

３．建立完善的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管理制度，加强地质灾害、含水层破

坏、土地资源破坏和生态环境破坏的预防、治理、恢复，提高矿山企业的资源环境

保护意识，促进矿山环境的改善，实现矿产资源开采与环境保护的良性循环，及时

缴纳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基金。

４．建立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采的全过程，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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