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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评审意见 

 

     2020 年 11 月 21 日，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组织五位专家

（名单附后）在梅州市自然资源局梅江分局对采矿权人梅州市梅江区

大密采石场申请并委托梅州市煜明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编制的《梅

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

称《方案》）进行评审。专家组成员会前认真审阅了《方案》和有关

图件，在会上听取了编制单位对《方案》主要内容的介绍，经认真质

询和充分讨论，形成如下意见： 

一、矿山概况 

梅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设立于 2006 年 2 月，现采矿证号为

C********************，有效期限为 2020 年 6 月 17 日至 2027 年 4

月 17 日，露天开采建筑用花岗岩，生产规模为**×10
4
m

3
。矿区位于

梅州市区南面 170°方向，直线约 10km 左右，矿区中心点地理座标：

东经***°**′**″，北纬**°**′**″，行政上隶属于梅江区长沙

镇管辖。矿区交通比较便利，206 国道经过矿区西部，矿山公路仅

1.2km 以之相接，北通梅州城区，运距约 10km，南往梅县梅南、畲江

直至丰顺、潮州、汕头等地。 

根据《广东省梅州市梅江区长沙大密石场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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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核实报告》（广东省有色金属地质局九三一队，2019 年 11 月），

截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变更矿区范围内（现采矿证范围 0.1km
2
）查

明的资源储量为***.**×10
4
m
3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为**.**×10

4
m
3
，

保有的控制的经济基础储量为***.**×10
4
m
3
。原采矿证舍弃范围内查

明资源储量为***.**×10
4
m
3
，开采消耗资源储量**.**×10

4
m
3
，保有

资源储量***.**×10
4
m
3
。原采矿证范围内累计查明资源储量***.**

×10
4
m

3
，历年累计开采消耗资源储量***.**×10

4
m

3
，保有资源储量

***.**×10
4
m

3
。 

根据《梅州市梅江区长沙大密石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梅

州市鑫梅服务有限公司，2020 年 4 月），矿山设计生产规模**×10
4
m
3
，

矿区开采范围预计可采出矿石量***.**×10
4
m

3
，矿山服务年限约 8

年。矿山采用自上而下开采原则，分台阶露天开采建筑用花岗岩。 

二、编制依据 

《方案》的编制主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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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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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及其附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广东省地质灾害防治协会《广东省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试行，2018 年 1 月）、委托

方的项目委托书、该矿山储量核实报告和矿山开发利用方案以及编制

单位收集的资料和实地调查的数据。《方案》依据充分，符合相关规

定。 

三、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编制单位在收集和分析矿区区域地质、矿产地质、环境地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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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量核实报告与开发利用方案等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矿区综合地质

环境和土地损毁调查，主要实物工作量见下表。《方案》编制工作基

础资料基本齐全，数据基本满足编制要求。 

编制《方案》的主要工作量表 
项目 工作内容 单位 数量 备注 

实际工

作量 

地面调查面积 km
2
 1.06  

评估面积 km
2
 0.782  

踏勘、调查线路 km 3.5  

地质、水文地质点 个 42  

现场拍照片/报告附照片 张 135/16 9 页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与破坏 处 5  

水土环境的污染 处 9  

地下含水层影响与破坏 处 5  

水质简分析 件 2  

土壤分析 件 1  

收集 

资料 

储量年报 份 1  

储量核实报告 份 1  

开发利用方案 份 1  

恢复治理方案 份 1  

土地复垦方案 份 1  

水土保持方案 份 1  

其它资料 份 8  

编制 

成果 

梅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 
份 1  

梅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附图 
幅 7  

梅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电子文档 
份 1  

 

四、主要工作成果 

1、通过资料收集和现场调查，《方案》确定了评估区地质环境

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地质

构造简单，地质环境问题复杂，矿山开采情况复杂程度中等，地形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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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条件中等）；确定矿区属于较重要区（破坏涉及林地），矿山生产规

模为中型；据此，将本次评估等级确定为一级评估基本合理。依据矿

山开发利用方案和矿业活动可能的影响范围，确定评估区界线，据此

确定评估总面积约 0.782km
2
。确定的评估范围基本合理。 

2、《方案》现状评估情况：评估区现状条件下未评估区内未发生

过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弱发育，危害程度较轻，

对地质环境影响较轻；采矿活动对含水层的破坏现状影响程度较轻；

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现状影响程度严重；对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影响

程度较轻。将现状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和影响较轻区两

个分区，其中影响严重区（Ⅰ）面积 0.233k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29.8%，

影响程度较轻区（Ⅲ）面积 0.549k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70.2%。现状

评估结论符合矿山实际。 

3、《方案》预测评估情况：预测矿山开采活动可能引发或加剧和

遭受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其中崩塌/滑坡危害

性较严重，危险性中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预测评估

区内泥石流潜在危害程度较轻，危险性小，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

较轻，综合预测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预测评估区

含水层影响与破坏程度分级为较轻；预测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与破坏程

度为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污染程度为较轻；对含水层影响

和水土环境污染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严重。综合预测

矿山开采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将预测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

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区和影响较轻区两个分区，其中影响严重区（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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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0.2528k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32.33%，影响较轻区（Ⅲ）面积

0.5292k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67.67%。预测评估依据较为充分，评估

结果基本正确。 

4、《方案》对土地损毁评估情况：矿山生产现状已损毁土地总破

坏土地面积为 14.1294hm
2
，其中有林地 7.9321hm

2
、坑塘水面

0.5952hm
2
，采矿用地 5.6021hm

2
。土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和压占，损毁

程度重度；预测矿山未来生产拟破坏面积为 0.6244hm
2
，其中有林地

0.6244hm
2
。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损毁程度为轻度~重度；到矿山

开采终了期，共计损毁土地面积 16.2410hm
2
，其中损毁有林地

10.0437hm
2
，坑塘水面 0.5952hm

2
，采矿用地 5.6021hm

2
。损毁方式为

挖损、压占，损毁程度为轻度~重度。矿山土地破坏未涉及基本农田

保护区；土地损毁现状调查和预测评估结果基本可信。 

5、《方案》在现状评估、预测评估和参考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的基

础上，将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区）和一般防治

区（C区）两个区。其中重点防治区（A 区）面积 0.2528km
2
，占评估

区面积的 32.33%，主要为露天采场、工业场地、综合服务区、道路、

排土场及其影响范围；一般防治区（C 区）面积 0.5292km
2
，占评估

区面积的 67.67%。主要地段为评估区其余地段的非开采区。根据土

地损毁评估及复垦可行性分析，确定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13.5703hm
2
，其中北采区已复垦区域 8.632hm

2
将会在后续开采过程中

造成二次破坏而列入复垦责任范围。复垦方向为有林地和坑塘水面，

其中复垦为林地 14.8414hm
2
，坑塘水面 1.3996hm

2
，复垦总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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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410hm
2
，复垦率占有林地、坑塘水面和工矿用地面积的 100%。防

治分区和土地复垦区的划分依据较充分，划分基本合理，复垦方向符

合实际。 

6、《方案》确定的矿山地质环境防治目标和任务较明确，提出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措施、工程治理措施、复垦与植被恢复方案和监测

方案等部署合理可行；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划分近

期、中期和远期三个阶段的总体工作部署基本合理；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193.00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226.75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8.16 万元，动态总

投资为 9.07 万元；矿山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为 184.84 万元，动

态总投资为 217.68 万元，经费预算基本合理。 

五、存在问题与修改建议 

1、补充完善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内容； 

2、核实土地复方向和复垦责任范围； 

3、核对方案文、图、表错漏和自相矛盾的地方。 

六、评审结论 

《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及矿山开采的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论

述合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目标较明确，提出的各项措施

方案基本合理，附图和附表齐全，结论基本正确，建议合理，符合国

土资源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以及广东省

相关指南的要求，基本达到了一级评估的要求，完成了委托方的委托

任务。评审专家一致同意《方案》通过评审。编制单位应根据专家组

意见对方案进行补充、修改、完善并复核达到要求后，按规定程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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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专家组组长签名 

               2020 年 11 月 21 日 

 

 

附件 1：评审专家组成员签名表 

附件 2：专家意见修改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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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市梅江区大密采石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意见修改对照表 

专家 序号 审查意见 修改情况 修改说明 

黄 

坚 

1 P14 更新交通位置图 已更新 详见 P14 

2 
P43 更新社会经济数据，要求近三年的资料并注

明资料来源 
已更新 详见 P42-43 

3 
P50 建议选用本矿山开展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现状或同类已建设绿色矿山作为案例 
已调整 详见 P47-51 

4 
P58 参考评估重要程度分级标准，修改完善评估

级别确定的具体相关内容 
已修改 详见 P58 

5 
P62 补充其他方向岩石边坡稳定性赤平投影分析

内容 
已补充 详见 P62-63 

6 
P65 补充说明临时排土场位置、挡土墙设置、堆

放情况、表土数量、泥石流沟地形地貌等内容 
已补充 详见 P66 

7 优化调整采矿活动可能遭受的地质灾害相关内容 已调整 详见 P68 

8 补充完善表 3-17～18 中危害程度、危险性等内容 已完善 详见 P79-80 

9 完善调查表内容以及图件内容 已完善 详见图表 

廖 

武 

坚 

1 
明确方案编制任务的由来：拟扩大生产规模，与

缩小矿区范围无关 
已调整 详见 P1 

2 附图 2、附图 7 比例尺建议调整为 1:10000 已重新出图 详见附图 2、附图 7

3 交通位置图用近期交通位置图重绘 已重绘 详见 P14 

4 卫星图建议选用 2020 年映像资料 已调整 详见 P15 

5 
“矿区范围及拐点坐标”描述现持有的采矿证相

关资料即可，与缩小矿区范围无关 
已修改 详见 P16 

6 
“现有工程布局”内容适当补充，包括工业场地、

办公场地、矿区道路等 
已补充 详见 P17 

7 
“矿山开采历史”包括矿权的延续和变更、矿权

人情况、采矿证取得情况、历史时期矿山开采范
已补充 详见 P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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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开采方式、深度、生产规模、开采年限 

8 

“矿山开采现状”包括划定矿区范围批复及采矿

许可证情况、矿山剩余储量、现状开采范围、赋

存矿体标高、开采方式、生产服务年限、生产能

力等 

已补充 详见 P29-30 

9 明确气象特征统计时间跨度 已更新 详见 P31 

10 核实综合服务区边坡崩塌、滑坡预测危害程度 已调整 详见 P62-63 

11 核实人居环境影响评估结论 已调整 详见 P70-71 

12 

水环境污染现状中，上游沟溪水中铅（1.03mg/L）

超出排放极限（1.0mg/L），下游沟溪水中砷

（0.269mg/L）超出地表水 V 类水标准（0.1mg/L）

小于排放极限（0.5mg/L），分析矿山建设对水环

境影响 

已补充 详见 P72-73 

13 “已损毁土地”中，补充复垦现场照片 已补充 详见 P81 

14 
“防治分区及评述”中，补充各矿山地质环境问

题的主要防治措施 
已补充 详见 P91-92 

15 

“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中，前期矿山复

垦工作是否通过验收？核对已复垦范围不列入复

垦责任范围是否合理？ 

已核实 详见 P93-94 

16 
适宜性评价中，明确评价结果后，应结合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及实际，确定复垦方向 
已调整 详见 P103-107 

17 
核对土地资源平衡分析是否合理？填方 13.64 万

方如何堆存？ 
已调整 详见 P110 

18 
“矿区土地复垦”中，露天采场复垦工程设计要

求分台阶、凹陷采坑两个单元进行 
已修改 详见 P119-121 

19 
要明确表土（0.5m 以内）剥离、堆存措施，工程

量列入矿山建设费用，复核工程量 
已补充 详见 P119-120 

20 
水土污染修复中，补充“铅”、“砷”相关处理措

施 
已补充 详见 P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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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核对工程量、工程项目单价及经费估算 已复核 详见经费计算章节 

蔡 

裕 

超 

1 
P61露天采场崩塌/滑坡预测补充岩质边坡赤平投

影分析，岩质边坡分东南西北四个主要坡面 
已补充 详见 P61-63 

2 
全文中地形地貌有利于排水与北采坑抽水不符，

请复核 
已调整 

详见凹陷采坑复垦

单元 

3 

北采区 30m 凹陷采坑可容纳 13.54 万 m
3
，土方来

源哪里？如是表土剥离，临时堆土场应考虑泥石

流的防治 

已调整 

凹陷采坑复垦为坑

塘水面，剥离土方采

区外运 

4 
P128-131 相关描述精简，删除与本项目无关的内

容 
已调整 详见 P131 

5 文中主要乔木为枫香树，树种中出现马尾松 已调整 详见 P128 

6 

人工监测点布设位置建议布设在摄像范围内，监

测方法采用人工巡视+视频实时监控，监测费可列

入矿山日常生产开支 

已调整 详见 P139 

7 
土地损毁监测方法不太符合实际（四等水准监

测），可采用不同时期的相片进行对比 
已修改 详见 P145 

8 附图中未标明综合服务区位置 已调整 详见附图 

9 附图 1、附图 3 地下水位线有误 已修改 详见附图 1、3 

10 
地面线以上应标注明矿山主要部位，如老采场，

南采场、北采场等 
已补充 详见附图 1、3 

11 
附图 4 中已复垦区域应说明清楚二次破坏区域或

者直接删除 
已删除 详见附图 4 

12 附图 5 中林地填充图例应与指南对应 已调整 详见附图 5 

13 附图 6 中分区填充颜色应与指南对应 已调整 详见附图 6 

14 
附图 2、附图 7 中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等应明

显标明 
已补充 详见附图 2、7 

陈 

志 

年 

1 方案信息表日期要填写 已补充 详见信息表 

2 P31 矿区内主要为季节性沟谷溪流，描述不准确 已调整 详见 P31 

3 P42 社会经济概况应引用最新的 已调整 详见 P4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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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84 补充拟损毁表土剥离方案及措施 已补充 详见 P121-122 

5 P118 明确截排水沟工程的砌筑材料 已补充 详见 P118-119 

6 
P123 图 5-6台阶复垦示意图中浆砌石挡土墙应为

袋装土挡墙 
已修改 详见 P123 

7 P123 应明确种植树种苗木规格 已补充 详见 P128 

8 P131 复核表 5-8 矿山土地复垦工程量表数据 已调整 详见 P131 

9 

P156 人工单价建议根据《广东省国土资源厅 广

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垦造水田项目预算

编制指南（试行）的通知>》（粤国土资耕保发

〔2018〕118 号）规定的计算方法，按四类工资

区进行记取 

已调整 详见 P156 

10 
P156 中人工监测点每次监测费用偏高，建议复核

并优化 

已将人工监

测费用列入

日常开支 

详见 P156 

11 完善表 1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和损毁土地调查表 已完善 详见调查表 

12 核对图、文、表的一致性 已核实调整 详见附图 

张 

超 

1 P18 与 P29 变更前后矿区范围示意图不够清晰 已完善 详见 P29 

2 P44 土地利用现状图与 P46 图中面积不一致 已完善 详见 P44-46 

3 
P82 拟损毁、已损毁、已复垦与复垦责任范围描

述较为混乱，建议调整 
已调整 详见 P82 

4 
P112 水土平衡分析，表土剥离 12.10 万 m

3
，数据

来源不清楚 
已补充说明 详见 P112 

5 
P122土壤改良方面，应包括后续描述的土壤改良、

施化肥？施有机肥？ 
已补充 

详见 P129-130 技术

措施小节 

6 
P128 本文前后都采用枫香树，此处出现马尾松有

误 
已修改 详见 P128 

7 
P129 改良土壤结构，工业场地土壤改良掺用河沙

和矿渣？不建议此种改良方法 
已调整 详见 P129 

8 P149 三年后植树成活率 85%，建议根据实际调低， 已调整 详见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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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左右 

9 附图 2 土地利用现状图中与文本描述不一致 已重新出图 详见附图 2 

10 
附图 5 复垦规划图中，工程量说明表各工程量需

重新调整，近期工程安排表与文本描述不一致 
已修改 详见附图 5 

11 
附图 7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需按规范，图例、比

例尺、加盖公章等 
已重新出图 详见附图 7 

 

编制单位：梅州市煜明矿山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评审专家组长：经复核，编制单位基本按照专家评审意见对《方案》

有关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意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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