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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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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规定，2024年 12月 12日，广州

鑫帝诚环境技术有限公司组织 5位专家（名单附后）对深圳市岩土综

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编制单位”）编制及申报的《广东省

阳西县程村镇丹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采用会审方式进行了评审。在认真审阅

了《方案》和有关图件的基础上，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矿山概况

（一）广东省阳西县程村镇丹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拟设采矿权

矿区范围由 6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104km2，开采标高+155.1m～

+20m，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矿种建筑用花岗岩，拟定生产规模

17.00万 m3/a；矿山总服务年限 16.59a。

（二）根据广东煤炭地质二〇二勘探队 2015年 5月编制的《广

东省阳西县程村镇丹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普查报告》，根据储量核

实报告，截止 2015年 4月 15日，采矿权设置范围内，累计查明建筑

用花岗岩矿石量为推断资源量 350.61万 m3。

（三）根据广东省地质物探工程勘察院 2015年 7月编制的《广

东省阳西县程村镇丹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

案》，设计利用的建筑用花岗岩资源储量为 280.49×104m3，确定开采

储量为 256.45×104m3，可采出矿石量 251.32×104m3。设计采出全风化

岩层 34.67×104m3，半风化岩 26.72×104m3。矿山设计建筑用花岗岩矿

生产规模为 17×104m3/a（实方）。

二、编制依据

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发〔2011〕592号)和《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国土资源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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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

治理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6〕63号），以及《广东省国土资

源厅等关于印发广东省推进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

的通知》（粤国土资地环发〔2016〕154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国土资源部，2016年 12月）以及《广东

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试行）（广东省地质

灾害防治协会，2018.1）等有关规定，并依据矿山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和开发利用方案等矿山成果资料进行方案编制，其依据充分。

三、完成的实物工作量

2024年 10月，深圳市岩土综合勘察设计有限公司开展《方案》

编制工作。编制单位在充分收集矿区地质、构造、水工环地质、地质

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用方案、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利用规划图等

资料的基础上，对评估范围内矿山地质环境条件进行 1:5000综合地

质环境调查，地面调查面积 0.43km2、无人机航拍调查 1.86km2、踏

勘、调查线路长 5.47km、野外调查点 49个、拍摄照片 60张、公众

调查问卷 20份、收集资料 7份。《方案》编制技术路线和工作方法符

合有关技术规范，工作程度基本满足有关要求。

四、主要工作成果

（一）《方案》确定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级别

合理。项目使用的土地为集体所有制土地，土地属于阳江林场罗琴分

场和荔潭村村集体所有，现状利用土地类型无永久基本农田，主要为

乔木林地和采矿用地，土地权属无争议。

（二）《方案》确定评估区内无居民居住，属于一般区；评估区

内无国道、高速公路、铁路、中型以上水利、电力工程，属于一般区；

评估区无自然保护区、名胜古迹、地质遗迹、地质公园，属于一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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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区范围内无较重要以上水源地，属于一般区。评估区内破坏土地

资源有林地、草地等，属于较重要区。综上分析，根据原国土资源部

《指南（试行）》（2018）附录 J“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表”中的标准，

评估区重要程度属于较重要区。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

条件中等，地质构造条件简单，环境地质条件简单，开采情况简单，

矿山地形地貌条件中等，周边人类工程活动轻微。根据所评价的六大

因素的复杂程度，综合评定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级别。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包括矿山用地范围和矿业活动可能影响

到的范围，总评估面积 43.1060hm²。矿山生产建设规模为中型，评估

区重要程度分级为较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中等，确定

该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为二级，符合有关技术规范。

（三）《方案》现状评估指出，开采平台+110m、+95m开采边坡

发生小型崩塌，崩塌区域约 1330m2，体积约 665m3，无人员伤亡，

无直接经济损失，目前已进行混凝土固化护坡，其他区域未发现地质

灾害，但临时边坡存在一定危险性，地质灾害不发育，危害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对地质环境影响较轻。评估区地质环境问题主要为：对

含水层影响与破坏危害性较轻，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与破坏危害

性严重，现状对水土环境污染危害性较轻，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

严重。现状矿山地质环境影响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区（Ⅲ）3

个等级。其中：影响严重区（Ⅰ）面积 10.4000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24.13%；影响较严重区（Ⅱ1）面积 4.9440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11.47%；

影响较严重区（Ⅱ2）面积 0.3629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0.84%；影响

较轻区（Ⅲ）面积 27.3991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63.56%。结论基本

切合实际，现状评估分区划分基本合理。



4

（四）《方案》预测矿山开采活动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有：崩塌、

滑坡、泥石流等，崩塌、滑坡和泥石流潜在的危害性中等，危险性中

等，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预测地质环境问题主要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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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程度为严重。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

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和较轻区（Ⅲ）三个区。影响严重区（Ⅰ）

面积 10.4000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24.13%；影响较严重区工业场地、

矿山道路等区域（Ⅱ1）面积约 4.9440hm2，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11.47%；

影响较严重区办公生活区（Ⅱ2）面积约 0.3629hm2，占评估区总面积

的 0.84%；影响较轻区（Ⅲ）面积 27.3991hm2，占评估区面积的 63.56%。

结论基本正确，预测评估分区划分基本合理。

（五）《方案》对土地利用情况进行了评价。矿区以往历史开采

活动已损毁土地总面积 14.3998hm2，露天采矿已损毁面积约为

9.4136hm2，矿山道路损毁土地面积约 1.3719hm2，工业场地损毁土地

面积约 3.2514hm2，矿山办公生活区包括办公室、停车区、宿舍楼等，

共损毁面积 0.3629hm2，现状土地损毁程度为重度。矿山拟损毁土地

面积共计 1.3071hm2，其中包括露天采场和工业场地。结论切合实际。

（六）《方案》根据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结果对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进行了分区，将评估区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

和一般防治区（C）；其中重点防治区面积 10.4000hm2，为 A（露天

采场），通过工程措施、生物措施和监测措施治理；次重点防治区面

积 5.3069hm2，细分为 B1（矿山道路、工业场地）面积 4.9440hm2、

B2（办公生活区）面积 0.3629hm2两个亚区，通过生物工程为主，工

程措施和监测措施为辅的方式治理；一般防治区面积为评估区内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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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面积为 27.3991hm2，通过监测措施进行预防。防治分区划分基

本合理。

（七）《方案》根据矿山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结果，确定复垦区

面积为 15.7069hm2，主要为露天采场 10.4000hm2、工业场地

3.5721hm2、矿山道路 1.3719hm2、办公生活区 0.3629hm2。土地复垦

责任范围面积为 15.7069hm2。复垦范围基本合理。复垦责任面积为

15.7069m2，复垦率为 100%。

复垦方向：1、露天采场上部复垦为林地（乔木林地）较为合理，

坑底复垦方向为坑塘水面；2、工业场地可覆土垦作为林地（乔木林

地）；3、运输道路保留作为农村道路使用，矿山道路两侧进行植树护

坡；4、办公生活区复垦为工业用地。原则同意本方案制定的复垦目

标和任务。

（八）《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可行性进行了分

析，提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总体工作部署、阶段实施计

划、工程措施和监测措施合理可行。

（九）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动态总投资为动态投资估算

446.5521 万元，其中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程动态投资经费 161.5023

万元，土地复垦工程动态投资经费 285.0498万元。经费估算与进度

安排基本合理，保障措施可操作性强，效益分析切合实际。

（十）矿山企业应按照《方案》提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地质

灾害治理、土地复垦和监测管护措施和建议，采取有效措施，确保矿

山建设和采矿活动安全，切实保护地质环境。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一）规范严谨表述 2018年 8月获得采矿许可证至今的基建、

开采活动，补充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矿山道路等工程布局场地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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