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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于 2024 年 7 月 16 日组织有关专家，对襄阳地质工

程勘察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编制单位”)于 2024 年 7 月编写的编制的《湖

北省黄石市云头垴矿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

态复绿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审查(名单附后) ,“编制单位”根据专

家组提出的初审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经专家复审同意通过评审。现提出如下评

审意见：

一、矿区基本概况

湖北省黄石市云头垴矿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位于黄石市城区

136°方向，直线距离约 31km，与太子镇直距约 10km，行政区隶属黄石市开发

区•铁山区太子镇管辖。该项目为新建矿山，开采矿种为水泥用石灰岩矿、建筑

石料用白云岩矿，山坡露天开采。为合理开发矿产资源和绿色矿山建设。黄石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开发区·铁山区分局委托“编制单位” 编制本方案。

二、开发利用方面

(一) 设计范围

根据黄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文件《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划定湖北省黄

石市云头垴矿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矿区范围的批复》，划定采矿

权范围拐点坐标及编号见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 国家坐标系）

拐点
2000 国家坐标系

X Y

1 3319844.70 38623000.30

2 3319709.00 38623265.27

3 3319486.52 38623710.54

4 3319253.63 38623921.04

5 3318712.89 38624114.45

6 3318472.75 38624240.78

7 3318241.09 38623804.97

8 3318090.61 38623539.31

9 3318003.92 38623380.21

10 3318001.07 38623328.59

11 3317999.63 38623268.78

12 3318378.36 38623158.40

13 3318436.36 38623029.06

14 3318461.15 38622939.25

15 3318527.97 38622762.35

16 3318551.35 38622082.39

17 3318780.49 38621938.04

18 3318934.37 38621929.71

19 3319560.26 38621783.16

20 3319787.69 38622004.61

21 3319967.48 38622433.28

矿区面积：2.93km2 资源量开采最低标高：+60.00m

(二) 资源储量的利用

1、资源储量的依据

根据《湖北省黄石市云头垴矿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勘探报

告》，截至 2024 年 6 月底，矿区内水泥用石灰岩矿资源量为 24872.7 万立方米/

74579.1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3824.5 万立方米/ 10364.5 万吨，控制资源量

10280.2万立方米/ 35033.3 万吨，推断资源量 10768.0万立方米/ 29181.3 万吨，

探明资源量占总资源量 13.90%，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占总资源量 60.87%。

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资源量为 30917.1 万立方米/85331.2 万吨，其中探明

资源量 4885.7 万立方米/13484.5 万吨，控制资源量 12732.2 万立方米/35141.0

万吨，推断资源量 13299.2 万立方米/ 36705.8 万吨，探明资源量占总资源量



15.80%，探明资源量+控制资源量占总资源量 56.98%。

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资源量为 6900.5 万立方米/ 18700.5 万吨，全部为推断

资源量。

2、 设计利用资源量及可采储量的计算

设计台阶高度 15m，最终边坡角在 48～51 度，北侧边坡 20 度，小于勘探报

告估算角度，部分保有资源量位于边坡面以下，作为设计损失。经估算，全矿区

设计损失资源量为 1052.47 万立方米/2876.35 万吨，其中水泥用石灰岩设计损

失资源量为 304.77 万立方米/832.02 万吨（均为推断资源量）；建筑石料设计

损失资源量 747.70 万立方米/2044.33 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 149.47 万立方米

/408.07 万吨，推断资源量 598.22 万立方米/1636.26 万吨）。

根据相关规定，熔剂用、水泥用石灰岩在进行设计利用资源量计算时，探明、

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值 1.0，根据本矿区的地质勘探程度，水泥用石灰岩推

断资源量取可信度系数为 0.8，则设计利用资源量=（保有资源量-设计损失资源

量）×可信系数。

则全矿区设计利用资源量如下：

①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白云岩设计利用资源量=（18700.5+85331.2-2044.33）

×1.0=101987.37 万吨；

② 水 泥 用 石 灰 岩 设 计 利 用 资 源 量 = （ 10364.4+35033.4 ） ×1.0+

（29181.3-832.02）×0.8=68077.22 万吨。

故全矿区设计利用资源量总计 59545.29 万立方米/170064.69 万吨。

设计开采回采率 95%，则全矿区可采储量如下：

①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白云岩可采储量=101987.37×95%=97907.88 万吨；

②水泥用石灰岩可采储量=68077.22×95%=64673.46 万吨。

综上，矿区设计可采储量为 56938.72 万立方米/162581.33 万吨，其中建筑

石料用灰岩、白云岩可采储量为 35587.11 万立方米/97907.88 万吨，水泥用石

灰岩可采储量为 21351.61 万立方米/64673.46 万吨。专家组认为设计可采储量

基本合理，可以作为矿山开发利用的地质依据。

(三) 矿山建设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设计的产品方案为水泥用石灰岩和建筑石料用石灰岩、白云岩等，



《方案》按照矿床规模、市场需求和矿床开采技术条件设计矿山建设规模 7000

万吨/年，矿山服务期 24 年，总年限约为 26 年(含基建期 2年), 《方案》确定

的建设规模基本合适。

(四)开采方案

《方案》依据矿体赋存条件及地形地貌特征，采用山坡露天开采方式较合适

的；开拓运输方案为公路汽车+溜井、平硐皮带运输方式是可行的；爆破采用中

深孔爆破方式，《方案》采用机械化设备；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方法合理，确定

的露天开采境界主要参数：台阶高度 15 米，工作台阶坡面角 65°,安全平台宽

度 5米，矿区清扫平台宽 8米。最终边坡角不大于 52°，以上设计较为合理。

(五) 矿石加工

矿山产品为水泥用灰岩和建筑石料灰岩、白云岩，仅进行破碎加工即可销售；

《方案》采用的加工方案是合适的。

(六) 矿山安全

《方案》提出了建立安全管理制度、加强日常安全管理，实施边坡稳定、机

械伤害、 触电、粉尘和噪音等职业危害安全管理措施。矿山开采及安全最终以

安监部门《安全设施设计》为准。

(七) 绿色矿山建设

《方案》提出了该矿山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及要求，符合矿山实际。

三、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一) 评估级别和评估范围

《方案》对矿山基本情况、矿山地质环境条件等进行了论述。依据该矿山地

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建设规模以及评估区重要程度，确定本次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评估等级为一级，评估面积为 576.6616 公顷。评估级别恰当，评估范围基本

合适。

(二)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

本矿山为新建矿山，目前矿范围内未见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地

质安全隐患。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

影响程度较轻区面积 576.6616 公顷，占评估区面积 100%。

(三) 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



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和较轻两个级别。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严重区：露天采场、排土场、工业场地，矿山的建设和开采占用和破坏土地资源

面积大，原始地形地貌破坏严重。该区面积共 326.516 公顷，占评估区面积的

56.62%。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包括评估区内除严重区及较严重区以外的其他区

域。该区地质灾害不发育，矿业活动对含水层、原始地形地貌和土地资源影响程

度较轻。该区面积 250.1456 公顷，占评估区面积的 43.38%。

（四）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

将评估区划分为 4个重点防治区（A1 区、A2 区、A3 区、A4 区）、和 1 个

一般防治区（C区），未来露天采场（A1 区）面积为 300.0552 公顷、工业场地

1（A2 区）面积 5.0879 公顷 、工业场地 2（A3 区）面积 18.4035 公顷 、排土

场（A4 区）面积 2.9693 公顷 ，共计占地面积 326.516 公顷，占评估区面积的

56.62%%。一 般防治区（C 区）为重点防治区以外的其他区域， 面积 250.1456

公顷，占评估区面积的 43.38% 。

（五）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

针对矿区露天采场边坡、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破坏等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提出了挡土墙工程、截排水沟工程、监测工程等，恢复治理工程设计基本可行。

四、土地复垦

(一) 土地破坏情况

根据现场勘查，矿区现状植被茂密，自然斜坡稳定，矿山不存在已损毁土地。

矿区在建设过程中，露天开采工程将对土地损毁，拟损毁土地面积 316.5472 公

顷。

(二) 土地复垦目标

依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通过对不同评价单元的汇总分析，复垦责任范围

内土地复垦面积为 316.5472 公顷，地块复垦为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复垦率为

100% 。

（三）土地复垦工程

《方案》采用高次团粒喷播、场地平整、表土运输、表土回填、建筑物拆除、

碎石清理、土壤改良、植树复垦等工程措施，对损毁的场地进行复垦，根据工程



设计，对复垦费用进行了测算，结果合理，预存和使用计划清晰并符合相关规定。

五、项目经费预算

(一)经测算：建设本项目总投资 181679 万元，年均销售收入 265200 万元，

年均净利润 48609 万元，项目投资内部收益率（税后）14.16%，动态投资回收期

7.69 年（不含基建期）。经济效益较好，在经济上可行。

(二)湖北省黄石市云头垴矿区水泥用灰岩、建筑石料用白云岩矿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工程总投资 2779 万元。投资估算有据，费用基本合理。

2、《方案》编写章节、附件及附图较齐全。

（二）有关建议

1、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应严格按照《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设计生产，

严格控制开采边坡角和台阶高度，在开采过程中必须坚持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

的原则，确保人员、机械的安全；应首先对高陡边坡进行整治，排除危险因素后

方可作业；不能越界开采

(三)本次复垦工程概算静态总投资为 23583.4万元，包括工程施工费为

19600.16 万元，其他费用 2478.62 万元，不可预见费 1007.01 万元，监测管护

费 497.61 万元。复垦单位面积投资 74.50 万元/公顷，静态单位面积投资为

4.97 万元/亩。

六、结论及建议

（一）评审结论

1、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生态修复两个方面做出了明确部署和安排，确定

了工作目标，明确了工作任务，根据技术规范和要求制定了详细的技术路线，部

署了相应的治理工程。总体来看，方案现状评估清楚，技术方法可行，经费预算

合理，保障措施得力，同意通过评审。

。

2、矿山应加强台阶边坡管理，尤其是北西侧顺向坡，必要时减缓台阶坡度，

尽量保持层面坡，生产过程中及时对台阶边坡危石进行清理，确保生产安全。

3 、建议矿山生产时进行湿式作业，防止粉尘污染。

4 、建议矿山聘请相关工程技术人员，指导矿山开采工作。

5 、矿山必须建立健全采场管理和巡视制度，选派技术人员或有经验的工人

专门负责采空区管理工作。当发现边坡地表出现滑坡、崩塌等次生地质安全隐患



时，必须迅速进行处理， 及时清除隐患。处理时要有可靠的安全措施，受到威

胁的作业人员和设备要及时撤到安全地点。

6 、对采场及周边不稳定边坡进行监测，遇问题及时治理，以防止崩塌、滑

坡等地质安全隐患的发生。

7、对于今后矿山生产中形成的新的环境问题，应及时进行专向调（勘）查，

及时采取措施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8、本方案内开发利用方案和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设计不可替代工程（开

采）设计，具体的工程施工需以专门设计结论为依据。

9 、采矿结束后，要及时在开采平台上进行覆土，或造林，或耕植，保持生

态平衡。

专家组长：

2024 年 7 月 16 日

评

审

专

家

表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 称 专 业 签 字

詹有铭
大冶有色集团公司

铜山口铜矿

高工 采矿、安全

陈伯恒
湖北省地质局冶金

地质勘探大队

正高 水工环

程福华
黄石港宏新材料科

技有限公司

高工 采矿、安全

徐 玮
湖北省地质局第一

地质大队

高工 地质、矿产

涂建华 湖北大学 教授 土地复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