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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1.1.项目建设背景及基本情况

浠水县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片麻岩矿区项目主要由浠水县马畈矿区建

筑用花岗岩、片麻岩建筑骨料生产项目（以下简称“矿山工程”）、浠水港兰

溪港区绿色建材循环经济产业园码头工程（以下简称“码头工程”）。

矿山工程位于浠水县县城南西 233°方向直距约 8. 7km 处。项目总投资

179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5103万元，矿区采矿权出让面积 1. 36平方千米，

产品方案为建筑骨料及其附属产品，加工规模 2000万吨/年。矿山采用露天分区

开采、滚动开发、分批实施。建设相应的生产车间、排土场、道路、仓库、倒

班楼等生产、辅助生产建筑，配备相应的加工机械设备和供水、供电设施。矿

石通过爆破、开采、加工生成建筑骨料产品，产品通过配套长胶廊道输送至外

运码头。砂石工厂采用全流程湿法生产，同时加工过程外环境洒水抑尘减少粉

尘产生及无组织排放。

浠水港兰溪港区绿色建材循环经济产业园码头工程位于浠水港兰溪港区长

江中游戴家洲戴圆水道左岸兰溪镇长江村，码头前沿控制点坐标 :上游端 :

x=605765.0771， Y=3361757.9487， 下游端:X=606252. 3496, Y=3360997. 7023。

项目总投资 124000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2260万元。项目总共新建 7个 50000

吨级(水工结构按靠泊 10000吨级设计)散货泊位（已完工 4个，本次新建 3个），

总占用岸线 903m,主要货物为砂石骨料，设计年吞吐量 4000万吨，配套建设堆

场、道路等生产、辅助生产建筑，配备相应的装卸、运输机械设备和供水、供

电等。

受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首盛国际工程咨询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我公司”）承担该项目施工过程中到完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阶段环境监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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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其他环保措施落实情况

5.2.6.1矿山工程

（1）矿区开发地质灾害预防措施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原则、目标和任务，评估区内潜在的崩

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采用监测手段予以排查、示警，排泄采坑外围汇集雨水，

此外做好台阶内排水工作，台阶内设置排水沟、沉砂池；针对开采边坡，采取

清除危岩工程避免出现落石等现象，同时在开采边坡周边设置警示牌示警，针

对露天采场在开采过程中临时性废石场设置一定的风险金，用于临时性治理。

对露天采场四周进行铁丝网防护工程，对露天采坑边坡进行稳定性监测。

5.3.环境污染事故的处理

本项目建设期间未发生环境污染事故。

5.4.其他环境监理工作成果

在项目建设阶段，在环境监理单位的督促指导下，给建设单位环境管理工

作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持，使得项目施工期环境影响得到有效的控制，各项环

保设施均得到落实，确保项目竣工验收工作可以有条不紊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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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经验、结论及建议

6.1经验

本项目环境监理工作从入场以来，在各级环保部门的指导下，在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工程监理单位的支持配合下，环境监理工作进展顺利。

环境监理单位按照投标文件及合同要求独立开展相关环境监理工作，按照

合同约定编制完成《环境监理实施方案》、《环境监理实施细则》等相关报告，

施工单位内业资料检查，针对现场存在的问题向施工单位下发监理通知单，参

加月度例会，组织开展环保设备核查等工作。

6.2结论

浠水县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片麻岩建筑骨料生产项目及浠水港兰溪港

区绿色建材循环经济产业园码头项目环保手续合法合规。在环境监理单位监督

指导下，施工期间施工单位采取了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施工期

环境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各环境敏感点环境功能能够满足相应环保要

求。施工期间，本项目基本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了各项环保设施、

措施以及生态保护措施等。试生产阶段，各项环保设施运行正常。本项目具备

环保竣工验收条件。

6.3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日常检修维护，保证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行；

2、加强生产设备、管道、阀门等的密封、密闭检修；

3、加强操作工的培训和管理，减少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事件发生；

4、生产运营期间按照排污许可要求开展环境监测计划和环境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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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评审意见 

方案名称 
湖北省浠水县卧龙庵-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片麻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生态复绿方案 

提交单位 
中电建长崃（浠水）新

材料有限公司 
编制单位 

湖北省地质局 

第三地质大队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杜勇 

17773178070 

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吕柏燃 

15672619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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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3 月组织有关专家对

湖北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编制的《湖北省浠水县卧龙庵-马畈矿区建筑

用花岗岩、片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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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单位根据专家组提出的初审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

经专家复审后同意通过评审。现提出如下审查意见： 

一、矿山基本情况 

浠水县卧龙庵-马畈矿区由卧龙庵矿区和马畈矿区两个建筑用石料采

矿权整合形成，采矿权人为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矿区位

于浠水县县城西南 233°方向直距 8.7 千米，行政区划属清泉镇马畈村、许

畈村、袁畈村、方塘村，兰溪镇竹马山村二镇五村管辖。为了申请办理采

矿权登记手续，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规范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

地复垦及绿色矿山建设，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特委托湖北

省地质局第三地质大队编制本《方案》。 

二、开发利用方面 

（一）设计范围 

依据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拟设采矿权范围由

23 个拐点组成，面积 2.7278km2，开采标高为+254.3m 至+35m，《方案》

设计开采范围与矿体保有资源储量分布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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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拟申请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表 

点号 
坐标（国家 2000 坐标系） 

点号 
坐标（国家 2000 坐标系） 

X Y X Y 

1 3366766.61 38611985.90 13 3365673.51 38612333.03 

2 3366982.80 38612245.97 14 3365554.20 38612427.48 

3 3367194.74 38612501.35 15 3365266.51 38612159.97 

4 3367014.29 38612649.93 16 3365055.34 38612265.10 

5 3367027.84 38612757.34 17 3364822.24 38611975.03 

6 3366400.76 38613517.71 18 3364986.50 38611869.75 

7 3366168.89 38613641.23 19 3365008.05 38611673.89 

8 3365973.88 38613395.61 20 3365322.49 38611494.83 

9 3365816.49 38613506.22 21 3365250.94 38611315.69 

10 3365345.32 38612726.02 22 3365679.91 38611096.92 

11 3365705.78 38612825.00 23 3366382.56 38612124.69 

12 3365755.37 38612435.28    

开采标高：254.3m 至 35m；面积：2.7378km2 

（二）开采储量确定的合理性 

《方案》依据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提供的《湖北省浠

水县卧龙庵-马畈矿区建筑用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内容，拟设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建筑石料用花岗岩、片麻岩矿资

源量 21275 万立方米，其中开采探明资源量 487 万立方米，保有探明资源

量 2240 万立方米，保有控制资源量 13651 万立方米，保有推断资源量 4896

万立方米。 

本次开发设计台阶高度 15m，台阶坡面角 65 度，最终边坡角小于 55

度，部分保有资源量位于台阶以下，作为设计损失，估算这部分资源量约

834 万立方米(2360 万吨)。设计利用资源量=21275-487-834=19954 万立方

米(56470 万吨)。设计开采回采率 97%，则可采储量为 19355 万立方米

(54776 万吨)。设计可采储量基本合理。 

开采回采率为 97%，综合利用率 100%。“三率”指标符合国家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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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求。 

（三）矿山建设规模及服务年限 

本矿山为整合矿山，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片麻岩、花岗岩矿。根据浠水

县矿山规模化和集约化的要求，结合中电建长崃（浠水）新材料有限公司

委托，本矿山设计建设规模为 4000 万吨/年。计算的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4 年，基建期 0.5 年。《方案》确定的生产能力、服务年限基本符合矿山

实际。 

（四）开采方案 

《方案》依据矿体赋存条件及地形地貌特征，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较合

适的；开拓运输方案为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式是可行的；爆破采用深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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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平台宽度 5 米、清扫

平台宽度 8 米、终了台阶坡面角 65°、最终边坡角小于 55°。《方案》开采

设计参数基本合理。 

（五）矿石加工 

《方案》采用两段一闭路破碎筛分流程，最终产品为建筑用碎石和机

制砂，夹石全部进行综合利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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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破伤害、机械伤害、触电、粉尘和噪音等职业危害安全管理措施。

矿山开采及安全以应急管理部门批准的《安全设施设计》为准。 

三、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审查 

《方案》对矿山基本情况、矿山地质环境条件等进行了论述。矿山生

产建设规模属大型，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属复杂类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确定为一级评估，评估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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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6.94km2。评估级别确定合适，评估范围确定基本合理。 

（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结果，将评估区划分为严重区（I）、

较严重区（Ⅱ）和较轻区（III 区）。严重区（I）面积 1.1820km2，占评估

区总面积17.03%，较严重区（Ⅱ）面积为0.0155km2，占评估区总面积0.22%，

较轻区（III 区）面积为 5.7424km2，占评估区总面积 82.74 %。矿山地质

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基本合理。 

（二）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 

评估区分为严重区（I）、较严重区（Ⅱ）和较轻区（III 区）三个级别，

严重区（I）3.6705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52.89%；较严重区（Ⅱ）0.0173km2，

占评估区面积的 0.25%；较轻区（III 区）3.2523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46.86%。 

（三）环境恢复治理目标任务和原则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结论以及矿山生产实际情况等，提出了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原则、目标和任务，同时对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工作进行了总体部署，将恢复治理期划分为近期、中期和远

期，恢复治理目标、任务明确，工作部署及恢复治理分期可行。 

（四）环境恢复治理分区 

治理分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Ⅰ）、次重点防治区（Ⅱ）和一般防治区

（Ⅲ），其中：重点防治区（Ⅰ）面积为 3.6705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52.89%。

次重点防治区（Ⅱ）面积为 0.0173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0.25%。一般防治

区（Ⅲ）面积约为 3.2523 km2，占评估区面积的 46.86%。 

（五）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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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拦渣坝工程、截排水沟治理工程、监测工程等，恢复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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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设计基本可行。 

（六）项目经费预算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经费估算总投资为 3708.82万元，其中，

建筑工程 3069.76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 15.34 万元，独立费用 216.59 万元，

监测费用 230.51 万元，基本预备费 176.61 万元。投资估算有据，费用基

本合理。 

四、土地复垦方面 

（一）土地损毁评估 

《方案》确定矿山开采导致的土地损毁总面积为 368.7745hm2，其中

已损毁土地面积 119.7555hm2，拟损毁土地面积 249.0190hm2；按地类分

为水田 0101（47.5394hm2），旱地 0103（3.6728hm2），果园 0201（1.4378hm2），

茶园 0202（9.0114hm2），乔木林地 0301（189.6567hm2），灌木林地 0305

（4.2828hm2），其他林地 0307（49.5924hm2），其他草地 0404（41.0394hm2），

农村宅基地 0702（4.2857hm2），特殊用地 09（0.1285hm2），农村道路 1006

（4.0467hm2），坑塘水面 1104（11.4353hm2），沟渠 1107（2.3102hm2），

设施农用地 1202（0.3355hm2）；按损毁类型为压占损毁 94.9857hm2，挖

损损毁 273.7888hm2。 

（二）土地复垦目标 

经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责任复垦面积 305.0385hm2，经土地复垦适

宜性评价，实际复垦土地面积 305.0385hm2，设计复垦率为 100%。通过

土地复垦，预计恢复乔木林地 252.3327hm2，灌木林地 50.9767m2、农村

道路 1.7291hm2，符合当地实际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三）土地复垦工程 

《方案》采用场地平整、表土运输、表土回填、碎石清理、土壤改良、

植物种植等工程措施，对损毁的场地进行复垦，根据工程设计，对复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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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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项目经费预算 

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总投资4721.52万元，包括静态总投资4474.05万元

和价差预备费247.47万元。静态投资中：工程施工费3702.01万元，其他费

用474.22万元，监测与管护费59.31万元，基本预备费228.49万元。本项目

区总复垦土地面积305.0385hm2（合计4575.58亩），静态单位面积投资为

9778元/亩，动态单位面积投资为10319元/亩。投资估算依据充分、结论较

正确，符合土地开发整理预算编制规定，投资估算基本合理。 

五、结论及建议 

（一）评审结论 

《方案》内容基本符合《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关于推进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及生态复绿方案编制及评审工作的通知》（鄂土资办文〔2016〕22 号）、

《湖北省固体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制要求》（鄂土资发[2012]108 号）、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 0223-2011）和《土

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相关要求；同意通过评审。 

（二）有关问题及建议 

（1）矿区内存在大量剥离物和夹石，今后矿山开采过程中应按照自

然资源管理部门有关要求进行处置和综合利用，建议矿山在生产过程中加

强对风化层进行采样分析，评价其可利用性。 

（2）区内矿坑涌水量较大，采用排洪沟自流排水应按照规范严格设

计排洪沟断面尺寸，有组织的对矿坑涌水进行疏排，确保矿坑最大涌水量

时矿区涌水能正常排放。 

（3）矿山应针对生产实际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预防措施，严格按照

开采设计规范开采，加强边坡稳定性监测与预防及爆破安全管理，加强废

石废渣的合理处理、综合利用及水文、工程、环境地质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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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方案》中没有提到的问题或今后矿山生

产中形成的新的地质环境问题和矿山地质灾害，应及时进行专项调查，及

时采取措施将地质灾害的损失降低到最小。 

（5）矿山企业须按照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规定进行《安全

预评价》、《矿山初步设计及安全设施设计》，严禁以开发利用方案代替矿

山初步设计，本次《方案》的开采设计部分审查意见仅供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向采矿权人签发采矿许可证、审查其资源开发利用合理性的参考依据。 

 

 

 

 

评审专家组长： 

                             2024 年 3 月 18 日 

评

审

专

家

表 

姓  名 单  位 职务/职称 专业 签  名 

梅甫定 中国地质大学 教授 安全 
 

徐海波 
湖北省地质矿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高级工程师 采矿 

 

陈炜 
湖北省地质矿业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地质 

 

张胜伟 
湖北省地质环境 

总站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水工环 

 

鲁志雄 

湖北省地质局武汉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

大队 

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 
水工环 

 

高  靖 湖北省国土测绘院 高级工程师 土地 
 

洪  波 
湖北省海外地质事

业中心 
高级工程师 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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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注：坐标系为国家 2000，此图为示意图，图和坐标仅供参考，不作

为办理矿权相关手续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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