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评 查 意 见 书 

2023 年 1 月 3 日，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在寿县组织召开

《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以下简称《方案》）评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方案编制单位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

局三一二地质队（以下简称“三一二地质队”）的代表，会议邀请 3 名

专家成立评审专家组（见专家组名单）。会前评审专家查阅了《方案》

有关资料，会议期间与会专家及代表听取了项目基本情况介绍和编制

单位对《方案》主要内容的汇报，经认真审阅、质询和讨论，形成本

评审意见书。 

一、编写目的 

为了满足地方建筑石料矿需求，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根据《寿县

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25 年）》，寿县人民政府拟在寿县刘岗镇

古堆岗北一带设置 1 个建筑用砂岩矿采矿权，名称为“安徽省寿县刘

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代表寿县

人民政府委托三一二地质队在该拟设矿权范围内分别开展了普查、详

查地质工作，形成的普查地质报告、详查地质报告已评审备案。 

为给科学划定拟出让采矿权的矿区范围、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

提供基础技术资料，根据有关规定，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委托

三一二地质队编制《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方案》。《方案》编制范围为详查报告中拟设采矿权范围。 



二、矿区概况 

（一）位置、交通及自然地理 

拟设矿区位于寿县城区 161°方位直距约 61.5km 处，东南方向

距合肥市区直距约 30km，行政区划位于寿县刘岗镇上楼村境内。中

心点地理坐标：东经✳，北纬✳。 

拟设矿区位于 206 国道（合淮段）西侧 7.5 千米处，东侧 8.5 公

里处有 S17 蚌合高速、南侧 8.6 千米处有 G40 沪陕高速、西侧 22.0 千

米处有 G0321 德上高速、北侧 10.5 千米处有合肥北外环绕城高速，

区内另有简易公路连省道 S324 至上述主干公路。向东北 6.0 千米至

长丰县吴山镇，向西北 6.0 千米至刘岗镇，向西南 4.24 千米至合肥新

桥国际机场，交通便利。 

拟设矿区地处江淮分水岭北侧，区内地貌形态主要为波状平原及

低丘状平原，地面标高一般为+72～+55m，相对高差最大达 16.40m，

总体落差不大、地形较为平缓。 

区内地表水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地下水不甚发育，主要含水岩

组为中～厚层砂岩。矿区西北侧 26.5km 处分布较大的地表水体为瓦

埠湖水库，为寿县境内最大的内陆湖泊，正常水位+18.0m，最高洪水

位标高+24.5m。 

本区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温和湿润，年平均气温 15.2℃左右，

多年平均降雨量约 950mm，多年平均蒸发量一般在 1300～1500mm。

矿区所在地的经济以种植业为主，农作物以水稻、小麦为主。矿区水、

电、劳动力资源充足。矿业开发基础条件一般。 

（二）矿权设置情况 

按照寿县人民政府的工作部署及《寿县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21-



2025 年）》的安排，寿县人民政府拟在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一带设置

1 个建筑用砂岩矿采矿权。 

2023 年 5 月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代表寿县人民政府委托

三一二地质队开展了普查地质工作。2023 年 8 月 15 日，寿县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对编制提交的《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

普查地质报告》，以寿矿储备字〔2023〕1 号予以评审备案。 

2023 年 10 月，寿县新桥国际产业园管委会通过政府采购方式确

定三一二地质队为项目承担单位，对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

矿开展详查地质工作。2023 年 12 月 20 日，寿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对编制提交的《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详查地质报

告》，以寿矿储备字〔2023〕2 号予以评审备案。 

拟设采矿权平面范围由 5 个拐点界定，详见表 1。 

表 1 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一览表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备注 

X Y 

J1 ✳ ✳ 

详查范围 

J2 ✳ ✳ 

J3 ✳ ✳ 

J4 ✳ ✳ 

J5 ✳ ✳ 

拟设采矿权面积：1.1183km2，拟设开采深度：+72.0m～+5.0m 

（三）资源储量情况 

根据评审备案的《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详查

地质报告》，在拟设采矿权范围内，截止 2023 年 11 月 30 日，保有建

筑用砂岩矿（控制+推断）资源量✳万立方米（合✳万吨），其中：控

制资源量✳万立方米（合✳万吨）；推断资源量✳万立方米（合✳万



吨）。保有风化岩石推断资源量✳万立方米。保有粘土矿推断资源量

为✳万立方米。保有夹石推断资源量为✳万立方米； 

    （四）矿区周边环境 

拟设矿区位于寿县刘岗镇上楼村一带，与生态保护红线、基本

农田范围及城镇开发边界无重叠；矿区附近无自然保护区、风景名

胜区、森林公园、历史文化保护区等重要景观区；周边及附近无矿

权设置，无铁路、输油管道、高压线等分布。但村庄建筑物较多，

北侧有刘岗镇上楼村村委会、张永飞白鹅养殖场，西侧有古堆组、

古岗组、新庄组村庄及眠虎小学，南侧有东郢组、王老郢村庄，东

侧有陈塘组和陈老郢村庄。上述建筑物压覆矿产资源（事实压覆）,

目前寿县相关部门已启动相关征地、拆迁工作，积极推进拟设采矿

权的“净矿出让”。矿区周边有两座水库，分别为北侧新庄坝水库和

东侧汪大坝水库，水库规模均为小型，与矿区距离都大于 200m。 

（五）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位于中朝准地台（Ⅰ级）南缘，淮河台坳（Ⅱ级）之淮南陷

褶断带（Ⅲ级）内。区内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大区、晋翼鲁豫地层区、

六安地层分区。 

地层：矿区地层较为简单，主要为中生界白垩系下统新庄组（K1x）

及第四系上更新统戚咀组(Qpq)。其中白垩下统新庄组为一套黄褐、

灰红色陆相碎屑岩，分成上、下两段，为建筑用砂岩矿主矿体的赋存

层位。 

1. 白垩系下统新庄组下段（K1x1）：分布于矿区南部，主要为灰

黄色砾岩、砂砾岩、岩屑砂岩夹粉砂岩、砂质泥岩；与上覆新庄组上

段整合接触。紫红色粗粒长石砂岩：砂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由砂



级碎屑组成，含少量粉砂，由铁质和钙质胶结，矿物成分为石英、长

石、岩屑，含量 23%～60%，颗粒支撑，颗粒间仅以一层薄薄的铁质

膜胶结，部分颗粒有钙质孔隙胶结，分布局限，也因含铁质，使岩石

呈紫红色。泥岩：主要分布于新庄组下段与上段接触带处，呈褐色，

泥质结构、粉砂泥质结构，纹层理构造、页层构造。岩石由粘土矿物、

少量粉砂碎屑组成，粘土矿物定向分布明显。 

2. 白垩系下统新庄组上段（K1x2）：分布于矿区北部，主要为灰

黄、灰红色或青灰色中厚层中细粒岩屑砂岩、粉砂岩、泥岩夹薄层砾

岩、粗砂岩。紫红色中细粒长石砂岩：砂状结构，纹层状或块状构造，

主要由细砂－中砂组成，含少量粉砂，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岩屑，

含量 16%～78%，颗粒支撑，以薄膜胶结为主，其次为钙质孔隙胶结。

青灰色粉砂质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粉砂质砂状结构，纹层状构造，主

要由粉砂、细砂组成，钙质胶结；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岩屑，含

量 30%～65%，碎屑紧密排列，颗粒支撑。泥质砂岩：褐色-紫红色，

粉砂泥质结构，层状构造，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颗粒中含有

较多的粘土矿物。 

3. 第四系上更新统戚咀组(Qpq)分布于全区内，主要岩性为灰黄、

棕黄色粉质粘土、粘土夹薄细砂—粉砂层，其中粉质粘土、粘土具有

一定膨胀性，冲积成因，厚 4～16 米。 

构造：矿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矿区褶皱构造总体表现呈一单斜

层状构造，地层走向近北东东向，倾向 345～350°，倾角 9～10°。 

岩浆岩：矿区内地表及钻孔内均未见岩浆岩分布。 

（六）矿体特征 

本矿床为一沉积型矿床，主矿体赋存于白垩系下统新庄组（K1x）



地层中，主要岩性为紫红色砂岩和青灰色砂岩，局部夹褐色钙质泥岩

和泥质砂岩，严格受层位控制。矿体未出露地表，在资源量估算范围

内矿体出露标高+72～+5m，其产状与地层产状一致，呈层状产出，连

续稳定，总体倾向北西 345～350°，倾角 8～10°。矿区范围内的建

筑用砂岩矿体中分布有一层泥岩，将主矿体一分为二，根据该层位的

泥岩分布范围圈定地质界线，将白垩系下统新庄组地层细分为上段

（K1x2）和下段（K1x1），下段为Ⅰ矿体，上段为Ⅱ矿体。另根据钻探

工程揭露，在主矿体顶板分布有一层厚 1.49～16.01 米的风化层，主

要岩性为泥质砂岩，由于风化层分布范围广，对风化岩石采样测试分

析，其抗压强度为 5～30Mpa，可用于公路路堤填筑使用，圈定为Ⅲ

矿体。白垩系下统新庄组顶板为上更新统戚咀组，岩性主要为灰黄、

棕黄色粉质粘土、粘土夹薄细砂—粉砂层，经采样测试分析，达到砖

瓦用粘土岩类一般工业指标要求，圈定为Ⅳ矿体。 

建筑用砂岩矿Ⅰ矿体宽度在 455.00～701.07 米之间，1 线长度最

大，矿体长度约为 884.40 米，矿体在平面上的形态呈一不规则多边

形。单工程控制矿体最大视厚度为 39.00（ZK206），最小视厚度为 0.53

米（ZK003），单工程平均控制矿体视厚度为 20.60 米。矿体在走向上

厚度变化不大，在倾向上基本呈北薄南厚的形态。 

建筑用砂岩矿Ⅱ矿体长度在 1002.00～1115.50 米之间，1’线长

度最大，矿体宽度约为 641.50～884.50 米之间，矿体在平面上的形态

呈一不规则多边形。单工程控制矿体最大厚度为 45.00（ZKP201），

最小厚度为 7.91 米（ZKP104），单工程平均控制矿体厚度为 33.84 米。

Ⅱ矿体在走向上厚度变化不大，在倾向上基本呈北厚南薄的形态。 

Ⅲ矿体长度在 1029.40～1204.27 米之间，1 线长度最大，矿体宽



度约为 896.70～904.80 米之间，平面上呈一梯形。单工程控制矿体最

大厚度为 16.01（ZK205），最小厚度为 1.49 米（ZK203），单工程平

均控制风化岩石矿体厚度为 7.24 米。 

Ⅳ矿体（粘土矿）长度在 1061.30～1231.86 米之间，2 线长度最

小，宽度约为 931.53 米，Ⅳ矿体（粘土矿）在平面上的形态呈一梯

形。单工程控制矿体最大厚度为 15.09（ZK203），最小厚度为 3.86 米

（ZK109），单工程平均控制Ⅳ矿体（粘土矿）矿体厚度为 10.06 米。 

（七）矿石质量特征 

1. 建筑用砂岩矿矿石特征 

（1）矿物组成与结构构造 

区内主矿体矿石岩性主要为中厚～块层状紫红色砂岩和青灰色

砂岩。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含少量云母及泥质。紫红色砂岩

和青灰色砂岩矿石结构均为粉砂质结构，中～厚层块状构造。 

（2）矿石的化学成分 

引用前期普查阶段采集的 3 件紫红色砂岩化学全分析样结果，矿

石中主要化学成份含量如下：SiO2 含量 66.72～70.66%，平均含量

68.31%；Al2O3含量 10.08～11.81%，平均含量 10.86%；Fe2O3含量为

2.54～3.31%，平均含量 2.80%；TiO2含量为 0.18～0.23%，平均含量

0.21%；K2O 含量为 2.12～2.63%，平均含量 2.44%；Na2O 含量为 2.74～

3.12%，平均含量 2.98%；CaO 含量为 2.36～4.68%，平均含量 3.80%；

MgO含量为 1.62～2.46%，平均含量 2.04%；SO3含量为 0.072～0.080%，

平均含量 0.075%；P2O3含量为 0.083～0.10%，平均含量 0.09%；CL-

含量为0.010～0.016%，平均含量0.013%；烧失量含量为3.69～5.73%，

平均含量 4.41%；。 



（3）矿石物理技术性能 

① 抗压强度（水饱和） 

矿体范围内紫红色砂岩抗压强度变化范围在 30.9Mpa～77.6Mpa，

平均抗压强度为 52.51Mpa，青灰色砂岩抗压强度变化范围在

32.1Mpa～84.3Mpa，平均抗压强度为 67.50Mpa；矿体内砂岩抗压强

度变化范围在 30.9Mpa～84.3Mpa，平均抗压强度为 55.38Mpa， 

② 坚固性和压碎指标 

坚固性样、压碎指标结果引用前期普查阶段所采集的 2 组检测结

果，勘查区内矿石坚固性值为 3%、矿石压碎指标值 13%～15%。 

③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 

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结果引用前期普查阶段所采集的 2 组测试

结果，测试结果矿石中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换算成 SO3）0.1%。 

④ 碱集料反应 

碱集料反应样结果引用前期普查阶段所采集的 2 组测试结果，测

试结果矿石中碱活性值为 0.02%～0.04%，无潜在危害。 

⑤ 放射性含量 

本次详查工作未进行矿石放射性含量检测，根据区域地调资料显

示，本区矿石中放射性含量低，无放射性污染。 

（4）矿石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主要为中厚～块层状紫红色砂岩，另有少量的厚

层状青灰色砂岩。 

矿石工业类型：建筑用砂岩矿。 

2. Ⅲ矿体矿石特征 

（1）矿物组成与结构构造 



区内风化岩石岩性主要为薄层状泥质砂岩及少量层状泥岩。泥质

砂岩矿物成分主要为石英、长石，泥质胶结，含少量云母及泥质。泥

岩矿物成分主要为泥质。 

泥质砂岩矿石结构为泥质粉砂质结构，薄层块状构造。泥岩矿石

结构为泥质结构，层状构造。 

（2）矿石化学成分 

本次详查工作未针对风化岩石采集化学全分析样，引用前期普查

阶段采集的 3 件泥质砂岩化学全分析样结果，SiO2 含量 60.52～

69.92%，平均含量 65.04%；Al2O3 含量 12.29～14.63%，平均含量

13.37%；Fe2O3 含量为 3.65～5.50%，平均含量 4.42%；TiO2 含量为

0.21～0.38%，平均含量 0.30%；K2O 含量为 2.27～3.68%，平均含量

3.00%；Na2O含量为 2.02～3.18%，平均含量 2.60%；CaO含量为 1.69～

2.69%，平均含量 2.30%；MgO 含量为 2.32～2.86%，平均含量 2.64%；

SO3 含量为 0.052～0.10%，平均含量 0.073%；P2O3 含量为 0.090～

0.13%，平均含量 0.11%；CL-含量为 0.010～0.013%，平均含量 0.011%；

烧失量含量为 3.10～5.84%，平均含量 4.44%。 

（3）矿石物理技术性能 

通过前期普查阶段和本次详查工作在矿体顶板风化岩石层采集

的 12 组泥质砂岩矿石抗压强度样，抗压强度为 9.7～62.5Mpa，平均

抗压强度 29.38Mpa。泥质砂岩中泥质成分较高，抗压强度平均值分

别为 15.48Mpa、22.22Mpa 和 40.56Mpa。 

3. Ⅳ矿体（粘土矿）矿石特征 

（1）矿物组成与结构构造 

粘土矿矿石岩性主要为灰黄、棕黄色粉质粘土、粘土夹薄细砂—



粉砂层。矿物成分主要为微粒石英、长石、高岭土及少量钙、镁、铁

质等。 

矿石结构多为微细粒状结构和泥质结构，夹少量粉砂质结构；矿

石构造主要为层状构造，少数因层理不清，呈块状构造。 

（2）矿石的化学成分 

本次详查工作，在每条勘探线上各选择了 1 个钻孔采集了 5 件粘

土样品，SiO2 平均含量为 66.10%，Al2O3 平均含量为 15.28%，Fe2O3

平均含量为 5.07%，Na2O+K2O 平均含量为 1.32%，CaO 平均含量为

1.12%，MgO 平均含量为 1.16%，SO3 平均含量为 0.08%。化学成份

符合砖瓦用粘土岩类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3）矿石的物理性能 

本次详查工作，在每条勘探线上各选择了 1 个钻孔采集了 5 件粘

土样品，粘土矿质地较细，粘土矿颗粒组成：2～0.075 毫米颗粒占

6.12％、0.075－0.005毫米颗粒占 56.02％、＜0.005毫米颗粒占 37.86％，

塑性指数平均值为 15.4。 

4. 矿体夹石 

矿体内共分布有 6 个夹石体，编号分别为 J1～J6，岩性一般为泥

岩。 

J1 夹石体：分布于拟设采矿权南部，1 线 ZK102 孔夹石体位于

29.45～33.25 米，厚度 3.80 米，并向北延伸至矿体底板；1’线 ZKP104

夹石体位于 21.72～27.97 米，厚度 6.25 米，向北延伸至矿体底板；0

线 ZK002 孔夹石体位于 30.77～34.66 米，厚度 3.89 米，与 ZK003 孔

51.37～62.15 米夹石体相连，并延伸至矿体底板，2’线 ZKP201 孔夹

石体位于 56.98 米，直至矿体底板，往南延伸至矿体顶板；2 线 ZK202



孔夹石体位于 36.55～47.15 米，厚度 10.55 米，向北延伸至矿体底板，

向南延伸至ZK206孔与顶板夹石相连。抗压强度为 8.95～26.45Mpa，

平均抗压强度 15.17Mpa。达不到建筑石料一般要求。 

J2 夹石体：主要分布于 1 线 ZK102 和 ZK106 孔内，ZK106 孔夹

石体埋深于 30.14～41.10 米处，厚 10.96 米，于北侧 ZK102 孔 48.22～

55.61 米夹石体相连，并向北延伸至矿体底板。 

J3 夹石体：主要分布于 0 线、2’线和 2 线，0 线 ZK005 孔夹石

体位于 28.60～34.02 米，厚度 5.42 米，向北延伸与 ZK007 孔矿体底

板夹石体相连；2’线 ZKP203 孔夹石体位于 38.56～44.04 米，厚度

5.48 米，向北延伸与 ZKP205 孔底部夹石体相连直至矿体底板；2 线

ZK203 孔夹石体位于 45.97～50.02 米，厚 4.05 米，向北延伸至矿体

底板。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36.22 和 24.47Mpa。 

J4 夹石体：主要分布于 1 线 ZK103 孔和 ZK109 孔内，ZK103 孔

夹石体 34.42～36.95 米，厚 2.53 米，向北延伸与 ZK109 孔夹石体相

连直至矿体底板。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28.58Mpa。 

J5 夹石体：主要分布于 1 线 ZK101 孔内，深度 32.46～35.23 米，

厚 2.77 米，向北延伸至矿体底板。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22.45Mpa。 

J6 夹石体：主要分布于 0 线 ZK007 孔内，深度 34.79～38.74 米，

厚 3.95 米，为矿体中夹层。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20.37Mpa。 

（八）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开采技术条件属以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复合问题为主的中

等复杂类型（Ⅱ-4 型）。 

三、方案审查与评述 



（一）方案编写单位资质 

《安徽省寿县刘岗镇古堆岗北建筑用砂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方案》由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编写，该单位持有安徽

省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核发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为 12340000485224191X，有效期自 2023 年 3 月 21 日至 2028 年 3 月

21 日。 

审查认为：符合有关要求。 

（二）开采资源储量确定与产品方案 

《方案》设计开采对象为拟设采矿权范围内的建筑用砂岩矿，保

有建筑用砂岩矿（控制+推断）资源量共✳万立方米（合✳万吨），资

源储量规模属中型，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万吨，设计资源利用率

94.79%。损失资源量主要是因为安全边坡留设影响。 

产品方案。采场采出块度≤900mm 的原矿，运往破碎站进行加工，

最终产品方案为产品粒级＜5mm，5～20mm，20～40mm，＞40mm 的

建筑用石料。 

审查认为：《方案》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资源利用率基本合理，

未利用资源量交待清楚。产品方案可行。 

（三）矿山建设规模与服务年限 

根据市场需求，设计生产建设规模年产建筑用砂岩矿✳万吨，属

于大型规模矿山。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2.70 年，基建工期 8 个月。 

审查认为：该矿属于新建矿山，根据《关于印发安徽省铁矿等十

四个矿种采选行业准入标准的通知》（皖经信非煤〔2018〕32 号），符

合建筑用石料矿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要求，矿山生产规模和服务年限

与资源储量基本相适应。 



（四）开采方案 

根据矿床赋存特点，采用凹陷露天开采方式，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方案。采场开拓运输道路布设在矿区北东部，由北向南通往每个台阶，

新修内部开拓运输道路总长度约 645 米，开拓运输道路采用二级矿山

道路，路面宽 12 米，泥结碎石路面，爬升高度约 65 米，平均坡度

6%，最大坡度≯9%。回头曲线半径不小于 20 米。 

新修建 2 条矿山外部运输道路，一条自拐点 J2 西侧约 115 米起，

起点标高约+69.90m，向北西方向修建道路约 490 米，然后向正北方

向修建约 340 米到达工业场地大门，继续向北修建道路约 2850 米至

省道 S324。另一条为空车入工业场地道路，呈东西向，长度约为 424m。

两条道路共计 4104m。 

排土作业道路设计自北向南到达南部临时排土场，采场内自南侧

进入，开拓道路到达各平台。路面宽 12 米，泥结碎石路面，道路长

约 930m，平均坡度 0.75%，最大坡度≯9%。 

采矿方法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台阶开采，台阶高度 10 米、15 米。

首采地段设在采场北东部，先开切+60 米平台，而后开切+50 米、+35

米平台，首采台阶+35 米；共设+60 米，+50 米，+35 米，+20 米，+5

米五个台阶。露天开采境界主要指标见下表。 

  



露天采场主要技术参数表 

              项目  单位 采场参数 备注 

境界 
上口尺寸（长×宽） 

底部尺寸（长×宽） 
   m×m 

194～283×402 

167～208×265 最大值 

 

 

台阶 

台阶高度 m 10、15  

台阶数量 个 5个  

最高台阶标高 m +60m  

最低台阶标高 m +5m  

露天采场最终边坡高度 m 67m 最大高度 

 

平台 

安全平台宽度 m 6  

运输平台宽度 m ≥30  

清扫平台宽度 m 10 隔二设一 

 

 

坡角 

粘土矿台阶坡面角 ° 35  

建筑用砂岩矿工作 

台阶坡面角 
° 60  

建筑用砂岩矿终了 

台阶坡面角 
° 55  

采场最终边坡角 ° ≯39  

 

道路 

坡度 ％ 6 最大9% 

宽度 m 12  

最小转弯半径 m 20  

采矿生产工艺。采用爆破开采和机械开采两种工艺。上部剥离粘

土矿采用机械开采工艺，工艺流程为：采装→矿石运输。建筑用砂岩

矿采用爆破开采，工艺流程为：穿孔→爆破→采装→矿石运输→破碎。

爆破开采工艺采用深孔爆破，多排孔微差爆破，使用乳化炸药，采用

数码电子雷管起爆方法。原矿经爆破后粒度规格为≤900mm。矿山平

均剥采比 0. 62∶1，矿山开采回采率 98%，废石混入率 2%。拟设采

矿权范围内保有的粘土矿，其化学成分满足砖瓦用粘土矿质量要求，

设计予以综合利用；矿区风化岩石（Ⅲ号矿体）、夹石，设计作为路

基垫石予以综合利用。 

方案选用 5 台 DP1500i 型潜孔钻机（钻孔直径Φ140mm）作为采



场主要穿孔设备，另配备 2 台 DX800 型（孔径 Φ90mm）潜孔钻机，

用于靠帮预裂爆破及开采边角矿体等辅助穿孔作业。方案选用

PC400-8 型（斗容 1.9m³挖掘机）和 PC1250-8 型挖掘机作为主要挖掘

设备，共 17 台，其中 15 台挖掘机用于矿石、废石的装车，另外 2 台

挖掘机配备液压机械锤用于开采水平矿石翻运、破碎大块、底根处理、

清浮、排险、碎石、剥离、修路等辅助挖掘工作。配备 47 辆 40 吨级

矿用自卸汽车运输矿石。方案选用空压机 5 台、装载机 6 台、水泵 2

台、柴油发电机 5 台、洒水车 2 台等。 

防治水方案。矿床主要含水层为碎屑岩类基岩裂隙水含水岩组，

分布面积较广，富水性弱。矿床充水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露天矿场

最低开采标高为+5m，低于当地侵蚀基准面标高，矿床开采不能自然

排水。为防止大气降水进入采场，据矿区地形，设计在西侧和东侧 15m

外修建截水沟；设计在采场内各级清扫平台设置排水沟，生产台阶的

纵向坡度应保持在 2～3‰，以保证各台阶汇水顺利流入排水沟；采场

底盘坡度通常在 3‰～5‰，方向为南东高，北西低，涌水汇入集水

坑，通过抽水泵将水排出。 

审查认为：矿床开采方式、开拓方式、运输方案、采矿方法和台

阶开采顺序合理，开采回采率符合有关的最低“三率”指标要求，对

粘土矿、顶板风化层、夹石予以综合利用，资源综合利用率符合有关

要求。防治水方案合适。 

（五）破碎加工 

本次未做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试验，根据类似矿山的矿石加工情况

进行类比研究。采场采出矿石块度不大于 900mm，运往破碎站进行

加工，依据用户对产品粒度的要求，矿石经系统破碎后共得到 4 种产

品，其产品粒级为＜5mm，5～20mm，20～40mm，＞40mm。破碎流



程初步确定为两段一回路。采出矿石运至原矿仓靠自重给入 600×900

颚式破碎机破碎，碎后产品经胶带机送入圆锥破碎机再破碎后，经胶

带机送入振动筛分级，形成各粒级产品送入成品矿石堆场。破碎站为

全封闭式建筑，配雾状喷水降尘设备。破碎加工系统年处理能力满足

矿山✳万吨/年的生产能力。 

审查认为：矿山产出建筑用砂岩原矿运往破碎站破碎加工，经破

碎站破碎加工后形成各粒级产品，符合要求。 

（六）临时排土场 

临时排土场设置在拟设矿区南侧低洼处，平面面积约 117400m2，

设计堆置总高度 20 米，段高 10 米，平台宽度 10 米，阶段坡面角 

30°，排土场容积 205 万立方米；矿山表土优先从南往北堆放，随着

矿山开采形成终了边坡和台阶，再将临时排土场剥离物拉至北部采场

进行复垦利用。 

审查认为：设计矿山剥离物可综合利用，鉴于体量较大，在采场

内部设置临时排土场，符合客观要求。 

（七）环境保护、水土保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列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对采矿过程中可能引起的边帮

崩落、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作了预测，提出了监测预防对

策措施。对影响环境的粉尘、噪声、废气、污水、固体废物的产生作

了分析，采取相应治理措施。对水土保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绿色矿山建设也提出了初步意见。 

审查认为：在本开发利用方案中，体现了对环境保护、水土保持、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绿色矿山建设等工作的重视。但环境

影响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

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另行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八）矿山安全与职业健康。 

方案编有“安全生产与职业健康”章节，对各类可能产生生产安全

事故和影响职业卫生健康的因素进行了分析，提出预防治理措施。 

审查认为：方案对矿山安全和职业健康作了叙述，体现了对矿山

安全工作和职业健康的重视，安全预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

等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另行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 

四、结论、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一）结论。 

审查认为：安徽省地质矿产勘查局三一二地质队编写的该开发利

用方案，在拟设采矿权范围内设计利用保有资源储量和资源利用率合

理，采用的矿床开采方式、开拓方式、运输方案、采矿方法和台阶开

采顺序可行，开采回采率指标恰当，产品方案可行，重视环境保护和

安全问题。开发利用方案内容基本齐全，基本符合编写大纲要求，《方

案》正式文本经复核后同意通过审查。《方案》确定的生产建设规模

可供矿山设计及有关主管部门审批矿山企业生产能力时参考。对环境

影响报告书、水土保持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固

体废弃物综合利用、安全预评价报告和职业病防护设施设计等应按国

家有关规定另行报有关主管部门审批。有关项目投资估算、财务报表

和技术经济分析部分仅供参考，具体由设计单位设计确定。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方案》结论中提出的“问题及建议”及本意见书提出的问题及建

议，望矿山企业在开采设计和开采过程中予以高度重视，必须采取措

施加以落实。 

1. 建筑用砂岩矿为开采对象，但砂岩矿未做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