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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疆骏德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委托，由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第七地质大队编制的《新疆骏德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乌苏

市南区建筑用砂矿Ⅳ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于

2023年11月26日提交评审专家组，评审专家依据《原国土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审查的通知》(国土资发〔199

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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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

一步推进和完善矿产资源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21

〕3号文）等文件规定，采取函审方式进行了认真全面的审查，编制

单位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经主审专家复核形成以下审查

意见：

一、矿山简介

新疆乌苏市南区建筑用砂矿Ⅳ区位于乌苏市中心193°方向直

距约7千米处。从城区出发，沿G312国道行驶至友好路加油站，沿柏

油路向南行驶并穿过连霍高速，继续向南沿简易道路行驶约5千米即

可到达矿区。矿区内交通十分便利，距乌苏市中心运距仅为10千米

。中心地理坐标：东经84°41′23″，北纬44°21′31″（2000国

家大地坐标系），行政区划隶属乌苏市管辖。

该建筑用砂矿范围由新疆乌苏市自然资源局实地划定，拟设采

矿许可面积为0.12平方千米。本次由新疆乌苏市自然资源局和新疆

地矿局第七地质大队技术人员实地核实，后由新疆地矿局第七地质

大队测量分队完成地形测量。

根据矿区坐标范围与矿产资源规划数据库叠加查询，该区块位

于“新疆乌苏市十四五矿产资源规划集中开采区”范围内，属无矿

权争议区。矿区呈东西走向规则长条状，矿区长约400米，宽约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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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拟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20万立方米/年，拟开采深度：标高由+737米标高采至+716.5米。平

均采深10.50米。（表1）。

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

编号

国家 2000 大地坐标系（3度带） 地理坐标（CGCS2000）

X Y E N

J1 4912200.00 28554800.00 84°41′14″ 44°20′36″

J2 4912200.00 28555200.00 84°41′32″ 44°20′36″

J3 4911900.00 28555200.00 84°41′32″ 44°20′26″

J4 4911900.00 28554800.00 84°41′14″ 44°20′26″

二、野外地质调查完成主要工作量

本次野外实地调查线路1条，长约1.37千米，完成调查面积0.12

平方千米，野外地质环境调查点 19 个、发放调查问卷 10 份。完成

的工作量基本满足方案编写的要求。

三、开发利用方案

（1）《方案》简介

1、设计利用资源量

本次方案设计露天采矿场境界范围内共圈定资源量112.50万立

方米，设计利用率 100%。边坡压占资源量在地质报告中已进行了扣

除，本次设计方案不在重复计算。

2、矿体特征

根据第四系沉积物的沉积成因、物质组成和形成的时期，确定

矿体赋存地层为第四系上更新-全新统（Q3-4

pl
）。根据本次浅井工程揭

露，目前矿区范围内除上覆平均厚度 0.5 米黄土层，以下 10 米深度

范围内均为砂砾石矿层，矿体砂砾石层上下结构基本一致，粒径变

化不大。矿层向四周均延伸至矿区外。勘查线剖面以正南北向穿越

整个矿区，矿层整体呈近水平状产出，矿体呈东西向展布，长约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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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宽约 300 米，面积 0.12 平方千米。矿体地表标高为+737 米标高

至+716.5 米标高，总体呈南高北底之势。

3、设计方案

建设规模：设计生产规模为 20 万立方米/年原矿。

产品方案：推荐产品方案为矿石粒径 0.25 毫米～1 毫米、1 毫

米～2毫米、2 毫米～5 毫米、5毫米～20 毫米、20 毫米～40 毫米五

个粒级的建筑用砂矿。

开采方式：设计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

开拓运输方案：设计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采矿方法：设计采用自上而下缓倾斜分层台阶式开采，直接用

挖掘机露天开采的采矿方法，最终边坡高度：10.5 米，最终边坡角：

45°，设计采矿回采率为 95.00%

矿山服务年限：5.34 年。

（2）主要审查意见

1、该矿属于中型矿山，《方案》由新疆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

七地质大队编写，章节齐全，内容全面，基本上达到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编写要求。

2、《方案》编制依据地质资料为 2023 年 6 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七地质大队编制的《新疆乌苏市南区建筑用

砂矿Ⅳ区普查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该报告已经通过评审，地质

资料能够满足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要求。

3、依据市场需求、矿床规模及开采条件，矿山建设规模 20 万

立方米/年，矿山服务年限 5.34 年，建设规模与矿床规模及矿山服

务年限基本匹配。

4、《方案》根据各矿体的赋存特征，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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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开拓方式、采矿方法符合矿山实际，

合理可行。设计的采矿回采率 95.00%，指标适宜，基本达到合理利

用资源目的。

5、开采工艺参数及采场要素齐全，主要采矿设备型号规格及数

量选择合理。

6、制定的矿山安全、绿色矿山建设及环境保护措施基本可行。

7、附图及附件齐全。

8、确定的产品方案符合实际。

四、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根据现状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大气

环境等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现状评估分区划分为较轻区。

现状评估区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

危险性小；地面沉降、采空塌陷、地裂缝、不稳定斜坡等地质灾害

发育程度弱，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现状评估地质灾害对矿山地

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结论基本合理。

五、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

根据预测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大气

环境等各方面影响情况和影响面积的叠加，将评估区内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预测评估分区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

严重区：面积12.00公顷；包括拟建露天采矿场；预测采矿活动

可能引发露天采矿场采坑边缘局部地段崩塌地质灾害，发育程度中

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对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对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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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严重区：面积2.45公顷，包括拟建办公生活区、拟建工业场

地、拟建废石堆放、拟建表土堆场、拟建矿山道路。对地质环境影

响程度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较轻区：面积6.75公顷，包括评估区内除严重区、较严重区以

外的其它区域。地质灾害不发育，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水土环境、

含水层影响或破坏程度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结论符合实际。

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

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面积 12.00 公顷：地质灾害防治：对拟建露天采矿

场，崩塌隐患点及时刷方清危；严格按设计留设露天采矿场边坡角

及坡面台阶；在露天采矿场外围 10 米设置铁丝围栏，悬挂警示牌；

做好边坡稳定性监测，一旦发现坡面或附近地面有开裂或其它变形

险情，须及时预警并上报，以便采取合理的处理措施，消除隐患。

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破坏防治：严格按设计的开采境界采

矿，合理控制破坏土地范围，矿山采用凹陷露天开采，自上而下分

台阶缓倾斜采全高的方法，最终台阶高度 10.5 米，最终台阶坡面角

为 45°，最终采场边坡角 45°。闭坑后对境界四周的边坡进行修整；

对露天采矿场边坡、露天采矿场坑底进行平整。对场地表面进行平

整处理，播撒草籽复绿，尽量恢复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次重点防治区面积 2.45 公顷：包括拟建废石堆放场、拟建办公

生活区、拟建工业场地、拟建表土堆场、拟建矿山道路等。主要地

质环境问题：地面建筑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压占土地资源。防

治措施如下：矿山生产期间应保护生活区卫生环境，杜绝乱扔垃圾，

乱排污物；及时清运生活垃圾；矿山闭坑后将地面设施全部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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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材料外运回收；对场地表面进行平整处理，机械翻耕厚度 40

厘米，播撒草籽复绿，尽量恢复原有地形地貌景观。

一般防治区：包括除重点区、次重点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总面

积为 6.75 公顷。该区内保持原生地貌景观，采矿活动对该区域地质

环境影响程度较轻。主要防治措施：禁止随意破坏该区域的地质环

境，确保评估区内地质环境保持原有状态。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基本合理。

七、土地复垦方案

本方案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14.45公顷，土地复垦面积14.45

公顷，复垦方向为天然牧草地，复垦率100%。

矿山生产服务期结束后，统一对复垦区进行复垦。本项目复垦

工程设计对象为复垦责任范围，包括“拟建露天采矿场，拟建废石

堆放场、拟建办公生活区、拟建工业场地、拟建表土堆场、拟建矿

山道路”等区域，面积14.45公顷。土地复垦措施包括回填工程、砌

体拆除工程、建筑垃圾清运、平整工程、翻耕工程、复绿工程。

在复垦责任范围内设置6个监测点，主要设置在拟建露天采矿

场，拟建废石堆放场、拟建办公生活区、拟建工业场地、拟建表土

堆场、拟建矿山道路，监测措施主要为土地损毁监测、土地复垦效

果监测，复垦效果监测；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

土地复垦方案基本可行。

八、矿山开发投资及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建成投产后，平均年销售收入为1243.86万元，正常年利润

总额为450.10万元，年上缴所得税额为112.53万元，税后利润为

337.57万元。计算结果表明：项目具有较好的盈利能力。总投资收

益率为48.51%，投资净利润率为41.03%；项目静态投资回收期为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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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表明项目财务可行。

九、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经费估算

新疆骏德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乌苏市南区建筑用砂矿Ⅳ区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37.92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15.43万元，地质环境监测费18.64万元，其他费用2.05万元，预备

费1.80万元。

土地复垦责任范围14.45公顷。本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111.52万

元。其中工程施工费84.53万元，监测费用10.44万元，其他费用11.24

万元，预备费5.31万元。

十、方案补充修改和完善

（1）文字报告

1、完善所有表格签字；

2、加强文字校核。

（2）图件

1、完善图面内容；

2、加强图面的整饰。

该《方案》达到《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

及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开采方案合理可行，土地利用现状明确、

损毁预测较合理，复垦责任范围全面，复垦可行性分析较合理，提

出的复垦标准适当，工程措施与工程设计基本可行，经费估算与进

度安排基本合理，公众参与和保障措施较完备。

评审专家组组长：王多生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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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审查专家组成员名单

《新疆骏德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乌苏市南区建筑用砂矿Ⅳ

区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名单

姓名 专家组成员 专业 职称 签字

王多生 主 审 采 矿 高级工程师

宋文晖 主 审 地 环 高级工程师

林 涛 主 审 土 地 高级工程师

马 雁 审 查 土 地 高级工程师

毛开拥 审 查 经 济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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