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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的认定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

二〇二三年十一月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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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 审 单 位：且末县玉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编 制 单 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

项 目 负 责 人：杜金花

编 制 人 员：杜金花、杨文臣、吴春伟、严瑞

评审专家 组 长：王多生

评审专家组成员：王多生、陈刚、喜英、蒋显忠、林涛、刘湘茹、

周刚、陈红霞

认定单位：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

评审方式：会审

评审时间：2023 年 9 月 24 日



2

附注：

1、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地理坐标(CGCS2000) CGCS2000 直角坐标系

纬度 经度 X Y

1 **** **** **** ****

2 **** **** **** ****

3 **** **** **** ****

4 **** **** **** ****

2、《核实报告》资源量估算标高：****-****米，设计开采标高：****-****

米。

3、生产规模：设计开采规模****t/a。

4、服务年限：5 年。

5、开拓方案：简易道路开拓、铲车运输。

6、开采方式：采用山坡-凹陷式露天开采方式。

7、采矿方法：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采矿回采率 95%。

8、产品方案：玉石琢料。

9、矿山后期开发生产建设时，需进行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取得

安全生产许可证，并依照初步设计和安全设施进行建设和生产。

附件：《且末县玉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且末县塔什萨依玉石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主 送：且末县玉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抄 送: 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自然资源局、且末县自然资源局

印 数：6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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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且末县玉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且末县塔什萨依玉石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专家审查意见

《且末县玉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且末县塔什萨依玉石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由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第三地质大队编制完成。2023 年 9 月 24 日，巴州自

然资源局委托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矿业协会在库尔勒市组织有关专家对该

《方案》进行了现场会审，聘请采矿、经济、地环、土地复垦、地质等专

业的 7 名专家组成专家组（名单附后）。

经专家组充分讨论和评议，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编制单位对《方案》

进行修改完善。经专家组复核，《方案》符合规范要求。现形成评审意见如

下：

一、采矿权基本情况及编制目的

新疆且末县塔什萨依玉石矿为续建矿山，采矿许可证号为：****，有限

期限为 2021 年 3月 10 日至 2024 年 11 月 10 日，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

面积为****平方公里。开采矿种为玉石琢料，露天开采方式，原开采标高为

****米，本次设计开采标高范围为+****米至+****米，原生产规模为****吨/

年，本次变更为****吨/年。

本次编制《方案》目的：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和变更提供技术依据；

为矿山的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提供依据；为自然资源

管理部门对矿山依法开采进行监管提供技术依据；为矿山企业实施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为矿山生态保护修复

工作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生态保护修复基金的计提等提供依据，为

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监督、检查、督促矿山企业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责任义务提供重要依据。

二、设计利用资源储量政策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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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资源储量经过评审备案，类型确定合理，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可采储量的确定符合相关政策要求。

三、设计利用储量、设计开采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新疆且末县塔什萨依玉石矿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

见书》(巴矿协资储评[2023]22 号)，截至到 2023 年 6 月 30 日，新疆且末

县塔什萨依玉石矿矿区内 7 个矿体保有(控制+推断资源量)玉石资源储量

****吨。

本次设计利用的资源量为矿山露天开采境界内资源量****吨，设计损失

量 0万吨，设计损失率为 0%。

本次《方案》矿山生产规模调整为 37 吨/a，服务年限为****年（5.0

年）。

四、采矿及矿石加工方案

采矿方式及开拓方案：设计采用山坡-凹陷露天开采方式，简易道路开

拓装载机运输方案，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台阶式采矿方法。

采剥工艺：采用中深孔爆破，装载机运输采剥工艺。

加工工艺：直接销售原矿，无需加工。

五、产品方案

最终产品：玉石琢料。

六、绿色矿山建设

设计采用开采工艺符合本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和节约与综合利用要

求。设计采矿回采率指标为：95%，高于规范要求的 90%；符合《非金属绿

色矿山建设规范》（DZ/T0318-2018）对回采率的指标要求。

七、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一）本次工作查明了矿山环境现状，分析了矿山环境发展趋势，其论

述内容基本全面，结论基本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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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确定评估级别为二级，评估区面积****平方千米，评估等级划分正

确，评估范围确定合理。

（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进行了现状分析评估，主要评估结论：

考虑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大气环境等五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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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严重、较严重和较轻区，其中：

严重区：面积****公顷，现状已建露天采矿场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严重，对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较严重区：面积****公顷，现状已建废石堆场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较严重，对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水土环境污染较轻。

较轻区：面积****公顷，包括已建矿部生活区、及矿山道路区域及除严重

区以外的其他区域未开发建设区域。。

（四）考虑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大气环境

等五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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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顷，包括露天采场、废石场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严重，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对水土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含水层

破坏影响较轻。

较严重区：面积****公顷，主要为生活区、道路区域，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较严重，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对水土环境污染、大气环境污染、含水

层破坏影响较轻。

较轻区：面积****公顷，包括除严重区、较严重区以外的区域。

（五）确定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对矿区

进行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并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治理以及监

测方案，并进行了经费概算。

1、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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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了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重点防治区面积****

公顷，次重点防治区面积****公顷，一般防治区面积****公顷。

2、地质环境治理及监测

本次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总工作量有：设置警示牌24块，在采矿场

设置铁丝围栏879米；生产期间每年在采矿场和废石堆放场清理危岩100立

方米，生产期共计清理500立方米；崩塌、滑坡、不稳定斜坡监测840点次；

地形地貌监测380点次；生活垃圾清运12.93立方米，生活污水处置453.6立

方米；水环境监测5点次，土环境监测10点次；大气污染监测80点次。

八、矿区土地复垦

1、矿区土地利用现状

矿区范围面积 3.8887 公顷，涉及土地利用类型为其他土地的裸岩石砾

地。土地权属性质为国有。

2、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本方案复垦区面积****公顷，包括露天采矿场、生活区、废石堆放场、

矿山道路，确定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公顷，土地复垦率 100%。

3、矿区土地适宜性评价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区，合计面积****公顷，包括露

天采矿场、生活区、废石堆放场、矿山道路，确定损毁土地的复垦方向以

恢复原功能为主，即复垦为裸岩石砾地

4、矿区水土资源平衡分析

土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需采取工程措施防治水土流失。合理利

用矿山生产废石****立方米，顺坡堆放，采场边坡进行整饰。

5、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本方案划分 4个土地复垦单元，分别为露天采场、生活区、废石堆放

场、矿山道路。土地复垦措施主要包括土地平整工程、边坡整饰、平整采

坑，土地复垦工程矿山闭坑后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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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土地复垦监测

设置土地损毁监测监测点 14处：露天采场、生活区、废石堆放场、矿

山道路，共计 14个监测点。

7、土地复垦实施年限

本矿山服务年限 5年（****年 1月—****年 12月），土地复垦主要在矿

山闭坑后实施，复垦工期 0.5 年，最终土地复垦实施年限为 5.5 年（****年

1月—****年 6月）。

8、土地复垦阶段工作安排

矿山生产期主要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待矿山闭矿后立即全面开展土地

复垦工程。分二个阶段部署工作，第一阶段（****—****年）和第二阶段（****

年）矿山处于复垦阶段，主要对 4 个复垦单元进行土地损毁监测、闭坑后

进行全面的土地复垦工作。

九、技术经济指标

项目总投资****万元，项目流动资金****万元；项目建成投产后，生产

年销售收入平均为****万元，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平均为****万元，年上缴所

得税额平均为****万元，年税后利润平均为****万元，静态投资回收期 1.67

年。通过项目的财务计算与分析，认为建设项目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

本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静态总投资****8 万元，土地复垦工程静

态总投资****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万

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万元。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

投资****万元。复垦责任区面积****公顷（****亩），土地复垦工程静态亩

均投资****万元。

十、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本《方案》不代替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设计，矿山企业在进行工

程施工治理时，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专门的勘查、设计和施工。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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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T0223-201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及《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2016 年 12 月），矿山如扩大

生产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开采方式，应重新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

3、严格执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监理制度，接受自然资

源管理部门、环保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措施的实施进度、

质量和资金利用等情况监控管理，保证工程质量；作好矿区地质环境治理

工程与地质环境监测、土地复垦工程与土地复垦监测的实施、管理和监督

工作。

4、矿山开采过程中，应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开采，对开采活动产生

的矿山地质问题与土地损毁要严格防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最大限度

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与土地损毁的影响和破坏，真正做到“在开

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开发”。

5、做好地质环境监测，特别是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质灾害监测、地

形地貌景观、土地损毁监测，发现异常情况，及时采取相应治理措施。

附件：《且末县玉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新疆且末县塔什萨依玉石矿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修复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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