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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文水县兴泰石料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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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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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水县兴泰石料厂因未编制过《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

委托山西创标地质勘察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山西省文水县兴泰石料厂建筑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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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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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

5日组织以高级工程师韩文德为组长的专家组召开了会议，对《方案》进行了认

真审查，专家组经过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应补充的技术资料。编制单位对《方

案》进行了修改、补充，经专家复核，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区概况

文水县兴泰石料厂石灰岩矿位于文水县城 270°方向，直距约 10.3km处的

大南峪村北一带，行政区划属马西乡管辖。矿区地理坐标为（CGCS2000坐标系）：

东经 111°55′43″～111°55′60″，北纬 37°26′03″～37°26′26″。

该矿现持有吕梁市国土资源局 2016年 11月 8日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

号为C1411002012017130123263；矿山名称和采矿权人均为文水县兴泰石料厂；

经济类型属私营企业，开采矿种为石灰岩；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为

0.1029km2；生产规模为 30万吨/年；有效期为 2016年 11月 8日至 2019年 11月

8日；开采深度为 1350m～1265m；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

根据吕梁市露天采石场集中整治领导组（吕采石整字〔2021〕2号）2021年

3月 16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文水县兴泰石料厂等三户石料厂调整为单独保留企

业的批复》，“考虑到全市社会经济发展的现状，同意文水县将文水县兴泰石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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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面积为 0.1029km2）、文水县文宇石料厂（面积为 0.1002km2）、文水县裕丰

石料厂（面积为 0.132km2）等 3户企业调整为单独保留企业，开采时限截止 2027

年底的方案”。

该矿现持有文水县工商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年 10月 31日颁发的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为 911411210755234982的《营业执照》，经营范围为石灰岩露天开

采；碎石加工销售。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点号
西安80坐标系（3°带） CGCS2000坐标系（3°带）
X Y X Y

1 4145092.520 37582070.300 4145097.883 37582185.888
2 4145092.520 37582480.300 4145097.883 37582595.890
3 4144841.520 37582480.300 4144846.882 37582595.890
4 4144841.520 37582070.300 4144846.882 37582185.889
该矿为停产矿山，本《方案》适用期自该矿正式恢复生产当年起算，本《方

案》剩余开采服务年限为 5.2年，管护期 3年，确定本《方案》适用期为 8.2年。

二、方案简介

1．矿产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方案》依据《山西省文水县兴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石灰岩料厂石灰岩矿普

查地质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吕国土储审字〔2010〕103号），《山西省文水

县兴泰石料厂石灰岩矿 2020年储量年度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吕自然储年报

审字〔2021〕203号）进行编制。

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矿区累计查明资源量为 477.9万吨，消耗资源量

为 53.8万吨，保有（推断）资源量为 424.1万吨。

《方案》圈定露天开采境界后，经估算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163.8万吨，按回

采率 96%计算，可采储量为 157.2万吨。

2．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确定开采方式仍然采用露天开采，依据《采矿许可证》和吕梁市安

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吕安监管一字〔2012〕84号）《关于文水县兴泰石料厂初

步设计及安全专篇审查的批复》，《方案》确定生产规模 30万吨/年，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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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剩余服务开采年限为 5.2年。

3．产品方案

产品方案：矿石采出经粉碎、筛分、加工分选成产品为 3-4cm、2-3cm、1-2cm、

0.5-1cm的不同规格的石料，直接销售。

4．开拓运输方案

《方案》采用山坡露天、半壁嵌沟式公路开拓，直进式汽车运输方式。

《方案》依据“境界剥采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的原则确定露天开采境

界，矿山为山坡露天开采。采场开采顺序为：逐个阶段自上而下水平台阶式开采，

依矿体划分为 1个露天采场。

露天采场自上而下划分为 6个开采水平，分别为：+1340m、+1325m、+1310m、

+1295m、+1280m、+1265m水平，首采 1340m水平。

《方案》确定露天采场主要技术参数为：开采阶段台阶高度 15m，终了阶段

台阶高度 15m，开采阶段坡面角 75°，终了阶段坡面角 65°，安全平台宽 4m，清

扫平台宽 6m，最终帮坡角≤54°。最小底宽、最小工作平台宽度均为 30m。采场

最高开采标高 1350m，最低开采标高 1265m，采场垂直深度 85m。

《方案》确定采用“穿孔、爆破、采装、运输”的采矿工艺。穿孔工作采用志

高ZGF100型全风动潜孔钻机，小松PC220型挖掘机和龙工LG-ZL50型装载机

装载矿岩，东风DFL3258A3型自卸汽车运输，采场爆破安全距离按 300m圈定。

《方案》根据矿山地形地貌及开采方式提出了防治水方案，由于山坡露天开

采，未封口，故采用自流排水方式。

5．总平面布置

该矿属停产矿山，工业场地位于矿区外东北部约 395m处，场地内包括破碎

加工场地和办公生活用房。办公生活用房包含办公室、宿舍、食堂、材料库等。

破碎加工场地内布置有破碎机、筛分设备、堆料区。

6．三率指标

开采回采率：经计算，开采回采率为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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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回收率：所采矿石不需筛选。本方案不涉及选矿和尾矿设施。

综合利用率：没有发现有价值的共（伴）生矿产。

《方案》设计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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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源部 2016年第 30号公告）中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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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矿工业场地、矿山道路、废弃采矿用地、取土

场均位于矿界外，确定矿界范围以及矿界外的工业场地、矿山道路、废弃采矿用

地、取土场等采矿影响区为评估范围，确定评估区面积 12.69hm2。

②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根据土地损毁调查和预测，土地复垦区面积为

7.77hm²（矿界内 5.37hm²、矿界外 2.4hm²）。该矿开采结束后无留续使用的永久

性建设用地，故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7.77hm²。

（2）环境影响现状调查分析

《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环境影响现状调查分析，现状分析认为：

①现状条件下存在 1处不稳定边坡，未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

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

②现状条件下采矿仅破坏了透水不含水层，对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水位下

降幅度影响甚微，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

③现状条件下工业场地、已有矿山道路、废弃采矿用地和已有采场对地形地

貌景观破坏严重。

④该矿已损毁土地面积为 4.07hm2。其中已压占损毁土地 2.02hm2（工业场地

0.46hm2、矿山道路 0.58hm2、废弃采矿用地 0.98hm2），为重度损毁土地；已挖

损损毁土地面积 2.05hm2，为重度损毁土地。

⑤对矿区生态环境现状进行了调查。对矿区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水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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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噪声、固废等）现状进行了调查和分析，现状该矿露天采场破坏乔木 2.05hm2，

矿山道路破坏乔木、灌丛及农村道路共 0.58hm2，废弃采矿用地破坏乔木 0.98hm2，

工业场地破坏灌丛 0.46hm2，损毁程度为重度。

目前矿区已存在的环境污染主要问题为：工业场地为全封闭厂棚，缺少降尘

措施；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包括：工业场地无绿化，废弃采矿用地及露天采场未进

行生态恢复治理，道路两侧未栽植行道树绿化。

（3）矿山环境影响预测分析

《方案》对评估区进行了矿山环境影响预测分析，分析认为：

①预测适用期内露天采场、工业场地遭受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影响程度较严重。

②预测适用期内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影响甚微，预测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

③预测适用期内采矿活动对露天采场、工业场地、矿山道路、废弃采矿用地

和取土场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严重。

④对拟损毁土地进行了预测和分析，拟损毁土地 4.34hm2，其中露天采场拟

挖损土地面积 3.51hm2，取土场拟挖损土地面积 0.44hm2，矿山道路拟压占

土地面积 0.39hm2。

重复损毁土地面积为 0.64hm2。矿山总损毁土地面积 7.77hm2（矿区内

5.37hm2、矿区外 2.40hm2），损毁有林地 5.37hm2，灌木林地 1.05hm2，农

村道路 0.27hm2，采矿用地 1.08hm2，损毁程度为重度。涉及土地权属为文水

县马西乡大南峪村集体和国有大陵山林场，土地权属明确，不存在争议。

⑤预测方案适用期内将造成露天采场损毁面积为 3.51hm2（重复损毁面积

0.64hm2），均为乔木，损毁程度为重度，新建矿山道路破坏乔木及灌丛 0.39hm2，

取土场取土将损毁灌丛面积 0.44hm2，损毁程度为重度。

对矿区环境污染进行预测，全封闭矿石堆场采取降尘措施，减少对环境的污

染；对矿区生态环境进行了预测，露天采场、矿山道路建设和取土场挖损将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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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破坏、生物量减少、生物多样性降低。

8、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对露天采场边坡危岩体清理 1600m3，设立警示标

牌 14块；设立安全铁丝网长度 645m。

（2）地形地貌景观修复工程：适用期满对工业场地砌体拆除 200m3，对矿

山道路路面清理，工程量 2100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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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5hm2，绿化面积 1.72hm2，土地复垦率为 77.86%。其中：复垦为有林

地 5.34hm2，灌木林地 0.44hm2，保留农村道路 0.27hm2，裸地 1.72hm2。主要工

程量：修建浆砌石挡土墙 210.4m3，覆土 37380m3，土壤改良 5.78hm2，栽植油松

8900株，沙棘 1956株，撒播草仔 5.78hm2，栽植爬山虎、南蛇藤 12300株。

（4）生态修复工程：通过工业场地增加绿化的方式，使工业场地绿化率达

到 20%；通过对矿山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达到降低道路扬尘的作用，道路绿化

达到 100%；通过对露天采场底盘、台阶平台及台阶边坡的治理，逐步恢复矿区

地表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增加生物多样性；通过对废弃采矿用地的治理，逐步

恢复矿区地表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增加生物多样性；通过对取土场取土后扩展

地表的治理，使取土场恢复地表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增加生物多样性。

9、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测工程

（1）地质灾害监测工程：在露天采场边坡上部设置崩塌、滑坡监测点共 12

个。监测频次平时每天 1次，汛期为 2次。

（2）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监测：采用人工巡视监测法对评估区内地形地貌变

化情况进行监测；

（3）土地复垦监测工程：主要对复垦区植被、土壤进行监测，其中，土壤

质量监测点 6个。监测频次为每年 1次；植被监测点 6个。监测频次为每年 1次。

（4）生态系统监测工程：采用人工巡视监测法及购买遥感卫星图片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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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区内生态系统破坏情况、土壤侵蚀情况进行监测。

10．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方案》适用期静态总投资为 132.61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155.72万元。

11.《方案》适用期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

《方案》前五年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用
时
间

类型 工作内容及工作量
静态投资
（万元）

动态投资
（万元）

第
一
年

地质灾害
对已有采场边坡XP1进行危岩体清理，清理方量约1600m3。在露天采场
顶部及周边设置警示牌14个和铁丝网645m，对区内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46.64 46.64

地形地貌
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废弃采矿用地覆土 6860m3,土壤改良 0.98hm2，植被重建栽植油松 1633株，
撒播混合草仔 0.98hm2。对已有露天采场底盘0.83hm2,进行覆土 5810m3，土壤
改良0.83hm2,植被重新栽植油松1383株，撒播混合草仔0.83hm2。已有露天采
场边坡0.58hm2, 于平台底部距离边坡0.3m处种植爬山虎和坡顶外侧种植南蛇
藤各一排，绿化边坡，共需爬山虎、南蛇藤866株。对复垦区内土壤植被进行
监测6点次。

生态环境
修建初期雨水收集池，对工业场地四周进行绿化，运输道路两侧进行绿化。

生态系统等进行监测。

第
二
年

地质灾害 对区内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11.57 12.26

地形地貌
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1340m、1325m、1310m水平采场台阶平台（0.28hm2）进行修筑挡土墙后
覆土、土壤改良，挡土墙工作量 92.8m3，覆土工程量 1960m3，土壤改良施肥
0.28hm2，种植油松 467株，撒播草仔 0.28hm2， 对+1340m、1325m、1310m
水平采场台阶边坡（0.39hm2）进行绿化，于平台底部距离边坡0.3m处种植爬
山虎和坡顶外侧种植南蛇藤各一排，绿化边坡，共需爬山虎、南蛇藤3868株。
对复垦区内土壤植被进行监测6点次。

生态环境 对矿区范围内生态系统等进行监测。

第
三
年

地质灾害 对区内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12.60 14.15

地形地貌
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1295m水平采场台阶平台（0.14hm2）进行修筑挡土墙后覆土、土壤改良，
挡土墙工作量 56.8m3，覆土工程量 980m3，土壤改良施肥 0.14hm2，种植油松
233株，撒播草仔0.14hm2，对+1295m水平采场台阶边坡（0.23hm2）进行绿化，
于平台底部距离边坡0.3m处种植爬山虎和坡顶外侧种植南蛇藤各一排，绿化
边坡，共需爬山虎、南蛇藤2366株。对复垦区内土壤植被进行监测6点次。

生态环境 对矿区范围内生态系统等进行监测。

第
四
年

地质灾害 对区内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2.50 2.98
地形地貌
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复垦区内土壤植被进行监测6点次。
生态环境 对矿区范围内生态系统等进行监测。

第
五
年

地质灾害 对区内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13.18 16.64

地形地貌
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1280m水平采场台阶平台（0.15hm2）进行修筑挡土墙后覆土、土壤改良，
挡土墙工作量60.8m3，覆土工程量1050m3，土壤改良施肥0.15hm2，种植油松
250株，撒播草仔0.15hm2，对+1280m水平采场台阶边坡（0.26hm2）进行绿化，
于平台底部距离边坡0.3m处种植爬山虎和坡顶外侧种植南蛇藤各一排，绿化
边坡，共需爬山虎、南蛇藤2534株。对复垦区内土壤植被进行监测6点次。

生态环境 对矿区范围内生态系统等进行监测。
合计 86.49 82.6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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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029km2，开采深度自 1350m至 1265m标高。《方案》确

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30万吨/年，矿山剩余开采年限为 5.2年。《方案》适用期为

8.2年。

3．《方案》确定的露天开采方式合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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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场结构参数基本正确，推荐的“穿孔—

爆破—铲装—运输”开采工艺合理可行。采场内采用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顺序合

理。推荐的采矿设备合理，地面生产、生活设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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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矿山环境破坏、土地损毁现状调查比较全面，符合矿山实际；对矿山环境

破坏、土地损毁预测评估依据充分，预测结果基本可靠。

5．《方案》所列矿山治理工程符合实际，与矿山现状调查及预测评估发现

的问题相对应，工程设计合理，技术路线可行。《方案》提出的矿山地质环境监

测、矿山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复垦效果监测的内容合理，方法恰当，监测频次符

合要求。

6．《方案》经费估算结果比较合理，预存与使用计划清晰，符合国家取费

标准，可基本保证方案实施资金需求。凡与预算采纳的定额不在同一年份都按年

度计价差预备费。每年增加 6%的价差预备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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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照本年实际所需费用

提取。

四、问题和建议

1、矿区北西部与山西金地煤焦有限公司文水石灰岩料场相邻，开采范围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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