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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安溪德泰矿业有限公司湖上矿区水泥用灰岩矿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2024年修编）

评 审 意 见

为采矿权整合、办理采矿权变更登记，福建省安溪德泰矿业

有限公司于 2024年 2月由福建省 197地质大队编制完成《福建省

安溪德泰矿业有限公司湖上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并通过福建省国土资源

评估中心组织的评审（闽国土资开发审〔2024〕10号）。

由于矿山所服务的水泥厂（三元集发水泥有限公司）生产规

模缩小，相对于矿石的需求量相应从 400万吨/年缩小为 290万吨/

年。为满足相关规定要求并更好地服务与指导矿山开发及相关治

理恢复工作，业主委托福建省 197地质大队编制《福建省安溪德

泰矿业有限公司湖上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

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2024年修编）》（以下简称《三合

一方案（2024年修编）》）。

根据《福建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产资源管理

促进矿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闽政办〔2024〕24 号）“涉及矿

种变更、开采规模调整、矿区范围调整等情形的，矿业权人应进

行采矿权‘三合一’方案修编，由具有相应采矿权出让登记权限

的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实施评审”规定，2024年 8月 27日，泉州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联合安溪县自然资源局召开项目评审会并组织

4名专家（名单附后，含应急部门派出的 1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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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对该《三合一方案（2024年修编）》进行评审。参会单位有泉

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泉州市应急管理局、安溪县自然资源局、

安溪县应急管理局、编制单位（省 197地质大队）、矿山业主。与

会人员根据编制单位提交的文本及相关情况介绍提出部分修改意

见。根据编制单位于 2024年 9 月 18日提交的修改稿件，经专家

组认真审阅，形成如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概况

1.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安溪县城方位 315°、直距 29km处的湖上乡湖上村、

珍地村、湖头镇大埔村。矿区至湖头火车站运距约 15km、至安溪

县汽车站运距约 45km。矿区有水泥公路与 340县道相连，交通方

便。

2.拟申请的矿区范围

拟申请的矿区范围包括现有集安矿业、层头-大埔矿区、德泰

矿业。申请的矿区面积 9.6159km2，矿区范围坐标见下表。

拟申请的矿区范围（2000坐标系）

拐点 X坐标 Y坐标 备注

1 *** ***

上洋矿段

（开采标高：***）

2 *** ***
3 *** ***
36 *** ***
32 *** ***
33 *** ***
34 *** ***
35 *** ***
36 *** ***

集安矿段

（开采标高：***）
4 *** ***
3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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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 X坐标 Y坐标 备注

37 *** ***
30 *** ***
31 *** ***
37 *** ***

面呈矿段(A区)
（开采标高：***）

38 *** ***
39 *** ***
30 *** ***
30 *** ***

面呈矿段(B区)
（开采标高：***）

39 *** ***
26 *** ***
27 *** ***
28 *** ***
29 *** ***
5 *** ***

层头矿段

五阆山矿段、

岭尾矿段

（开采标高：***）

6 *** ***
7 *** ***
8 *** ***
9 *** ***
40 *** ***
41 *** ***
16 *** ***
17 *** ***
18 *** ***
19 *** ***
20 *** ***
21 *** ***
22 *** ***
23 *** ***
24 *** ***
25 *** ***
26 *** ***
9 *** ***

大埔矿段

（开采标高：***）

10 *** ***
11 *** ***
12 *** ***
13 *** ***
14 *** ***
15 *** ***
16 *** ***
41 *** ***
4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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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资源勘查及开发情况

矿区范围较大，开展过多次地质勘查工作，资源情况已总体

上查明。

矿区范围内保有总资源储量***（五阆山石灰岩矿***，岭尾矿

段和五阆山矿段***，层头矿段***），其中探明和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矿区内除层头-大埔矿区为新设矿区未曾开采，德泰矿业自取

得采矿权后仅进行基建尚未进行生产，其余矿山均已地下开采多

年并形成了大片采空区。地面配套工业设施基本齐全。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1.开采范围与开采方式

整合后的矿区有上洋矿段、集安矿段、面呈矿段、层头矿段、

岭尾矿段、五阆山矿段、大埔矿段等共 7个矿段，其中大埔矿段

内无水泥用灰岩矿体赋存，仅作为开拓运输系统的通道。

根据资源赋存条件等情况，本次方案修编经初步论证，拟继

续采用地下开采方式进行资源的开发利用并采用留设连续矿柱的

房柱采矿法。计算矿块回采率 50.0%，矿山开采综合回采率取

50.0%。

矿区总体开采顺序为自上而下并采用后退式开采。

方案拟定的开采范围均位于拟整合后的矿区范围内。开采方

式符合现场条件及有关规定要求，采矿方法、开采顺序等基本适

合本矿条件。但矿体埋藏深度较大，不同地段矿岩的地质情况可

能存在一定差异，提请注意采矿方法及其结构参数的选择应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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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相关情况的变化及时予以调整，保障生产安全及开采作业的

顺利进行。根据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于 2022年 2月 8日印发的《关

于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矿安〔2022〕4号，新

建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应当采用充填采矿法，不能采用的要进行

严格论证。本次方案修编未采用充填法开采，要求下阶段设计前

应进行专项论证。

2.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

矿山经多年开采，遗留了大量旧采空区，周边环境条件亦较

为复杂。为避免产生相互影响，本次方案编制搁置部分可能产生

安全影响的独立地段资源暂不开采并对部分有一定安全隐患地段

留设隔离保安矿柱。合计设计损失资源量***，其中探明和控制资

源量***，推断资源量***。

扣除设计损失量后，矿区内剩余资源量***，其中探明和控制

资源量***，推断资源量***。

探明和控制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推断资源量的可信度系

数取 0.8，计算设计利用资源量***。

矿山开采矿石回采率为 50%，计算可采储量***。

矿山资源利用情况基本正常。

3.开拓运输方案

根据现场相关情况，采用平硐－斜坡道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即利用原五阆山石灰岩矿+150m主平硐作为矿石运输平硐，矿石

直接从平硐运至破碎站，各中段采用斜坡道联络。

开拓运输方案基本适合现场条件，但存在经济上无优势及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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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重车下坡并多处折返等不利条件。建议适当时候考虑采用平硐

溜井（井下破碎、皮带运输）方案。在此之前，提请采取必要的

安全防范措施，保障生产作业安全。

4.生产规模、服务年限与产品方案

根据矿山所服务水泥厂的需求，拟定矿山年产石灰石矿石 290

万吨。

矿区总资源量较多，可服务年限较长。估算集安矿段+225m

以上及层头矿段、岭尾矿段、五阆山矿段+405m以上可采储量为

***，服务年限约为 30年。

根据矿山实际情况，产品方案为井下开采产出的石灰石原矿

石。

矿山建设规模、服务年限及产品方案与矿山情况基本相适应

并满足有关规定的要求。本矿总资源量较多，拟定的 30年服务年

限之后尚有部分资源可供进一步开发利用，提请及时做好相关衔

接工作。

5.矿山总平面布置

矿山总平面布置包括+150米主平硐、+325米进风平硐、+515

米北回风斜坡道、+570米南回风斜坡道以及回风斜井和 D1井。

两个临时废石堆场分别设置在+515 米北回风斜坡道和+570 米南

回风斜坡道口，有两条道路分别通达北、南回风斜坡道口。

矿山生产生活辅助设施均利用三元集发水泥厂内的配套设

施。

矿山需要新建部分外部道路，在+570m南回风斜坡道硐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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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m北回风斜坡道硐口、+325m进风平硐口及+150m主平硐口

设置必要的工业场地。

矿山采掘作业中产生的废石作为充填料直接回填井下采空

区。考虑建设及生产的不均匀性，在北、南回风斜坡道硐口平地

上各设置一个占地面积约 300m2的临时废石堆场，以满足周转需

要。

矿山总平面布置方案基本可以满足现场实际使用及相关规定

要求。

6.资源综合利用

矿山采掘过程中产生少量废石全部作为充填料综合利用。废

石回填采空区的顺序、位置及方案在下阶段设计进行论证后确定。

废石利用率 100%。

矿山废石的综合利用情况良好。提请今后生产中应注意做好

具体落实工作，将其及时回填井下采空区。

7.防治水方案

矿山采用平硐－斜坡道开拓，矿山地下水均利用+150m主平

硐及+325m进风平硐作为排水通道。

在开采可能引起的地表沉降区周边外围设置截水沟、导水沟

渠，避免山坡洪水或日常地表水进入沉降区，最大程度地减少地

表水对井下开采的影响。

在+325m进风平硐、+150m主平硐、+515m北回风斜坡道、

+570m南回风斜坡道及 D1井口的上方设置截水沟，在各场地平台

上设置排水沟，将汇水排出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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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防治水方案总体上合理、可行。下阶段设计应根据现场

情况予以必要的细化并加强现场管理，保障方案的有效落实。

8.矿山安全

开发利用方案无安全设计内容，下阶段应按相关规定要求做

好安全设施的设计。特别是本矿部分矿段为已开采多年的老矿山，

应注意防范旧采空区可能存在的危害隐患；今后地下开采采用多

中段房柱法开采，矿山地压甚大，需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保障

矿山生产安全。矿山建设工程安全设施的设计，必须经安全生产

监管部门审查通过。

三、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方案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执行情况

矿山已开采的多个矿段均已编制相关治理恢复方案并总体上

按方案开展治理工作，当地有关部门组织的阶段验收已原则通过。

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根据矿山采矿活动影响范围、评估区重要程度、矿山地质环

境条件复杂程度及生产规模等情况，并对照相关规定，确定本矿

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等级为一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等级为一

级。

矿山部分地段已开采多年，井下形成大量采空区，曾发生过

小型地面崩塌及塌陷等危害。现状部分危害已完成相应治理，但

尚有危害点在进一步观察及防治（另行安排地灾治理专项设计）。

今后仍需继续加强相关防治工作，消除隐患，保障安全。

矿山后续开采过程中尚存在一定的地表塌陷或错动变形、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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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层破坏等灾害隐患。采取稳妥可靠的采矿方法及相应结构参数

并留设必要的保安矿柱、采用废石进行采空区充填等相应防范及

治理措施后，矿山继续开发建设对周边地质环境可能造成的相关

危害可以得到有效的控制。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基本符合现场情况。矿区范围较大，

特别是部分地段存在大量不规则采空区并可能尚有积水且各不同

地段地质条件存在一定差异，提请切实加强现场地质工作，并加

强对采空区的监测监控，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采取防范措施，

避免产生危害。

3.矿山开采对敏感目标影响

矿山周边敏感目标包括永久基本农田、湿地、溪沟、村庄、

相邻矿区、生态公益林。

（1）对基本农田的影响分析

矿山范围内及周围分布有 22块基本农田，其中矿区内 9块，

跨矿区界线的 13块。

矿山未来开采过程中，各功能区不会压占基本农田，矿山产

生的废水均经处理达标后排放，对周边基本农田无影响。

矿山开采区域至地表基本农田相应位置的覆盖层厚度

100-285m。由于采用留设连续矿柱的房柱法开采，由矿柱及顶柱

支撑采空区，开采后地表不易发生地表塌陷等危害，但可能会造

成地表的轻微沉降。地下水主要影响深部岩溶水、基岩裂隙水，

基本农田下方均为第四系黏土层，固水效果较好，基本农田的灌

溉水源为地表溪沟流水，水量充足。



10

矿山正常开采不会对基本农田造成影响。

（2）对其它敏感目标的影响分析

矿山内主要沟谷有 3条，岭尾溪（沟）、珍地溪（沟）及大埔

溪（沟）。其中珍地溪（沟）位于层头矿区南部，流量 0.506～23l/s，

该溪沟流经矿山开采后可能产生的地表潜在岩移区。采取必要的

防范措施后，不会对珍地溪（沟）产生影响。

矿区周边存在部分村庄。潜在岩移区范围内有两处祖厝（无

人居住），此外无其他民宅，矿山地下开采作业区距村庄最小距离

200m。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后，矿山开采对村庄影响不大。

矿区西南方有安溪县珍地石中金灰石矿、青洋联宝石墨矿，

二者矿权均已到期停产，且均被世界文化遗产（青阳下草铺冶铁

遗址）缓冲区部分压覆，已作为拟关闭矿山。本矿今后继续开采

对外围矿山基本无影响。

矿区西部边界与安溪县东阳湿地有两处重叠。该湿地呈条带

状，从矿区西侧穿过（经过上洋功能区边缘），在矿界内面积共计

9102m2。矿界范围内湿地不涉及各功能区及地表潜在岩移区，且

上洋功能区已停止使用，并已完成生态恢复治理。矿山今后开采

对安溪县东阳湿地不会造成影响。

拟申请矿区范围内有生态公益林面积 930.739hm2，其中约

273.7536hm2面积生态公益林位于矿山潜在岩移区范围内。矿山各

用地均未压占生态公益林；矿山生产生活废水均经过处理达标后

排放；矿山采空区距离地表生态公益林 230m以上，隔离层较厚；

生态公益林区内表层为第四系残坡积土，固水效果好。矿山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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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开发建设对生态公益林基本无影响。

矿山开发对敏感目标影响的分析基本符合现场情况。

4.土地毁损分析

矿山已损毁土地面积 3.953hm2，损毁土地类型主要为采矿用

地、村庄、有林地等。损毁类型除+325m进风平硐、风井口为土

地挖损外，其余均为土地压占，损毁程度均为中度。

矿山后续开采继续利用现有地面工程，新增损毁区域主要为

新建至+515m北回风斜坡道硐口及+570m南回风斜坡道硐口的上

山道路；在+515m北回风斜坡道硐口设置废水沉淀池。新增损毁

土地面积 1.485hm2。矿山建设总损毁土地面积 5.438hm2，损毁土

地类型为村庄、有林地、采矿用地及农村道路，损毁类型为压占

及挖损，损毁程度为中度。

矿山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基本符合现场情况。

5.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

根据矿山开发建设后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等情况，将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高桥角落地面塌陷

区、面呈崩塌区、面呈地面塌陷区、325平硐扩帮地面塌陷区、面

呈工业广场 1、面呈中转场地等）、一般防治区（其它区域），并根

据各区域不同地质环境问题，采取了相应的防治措施。

本项目最终总损毁土地面积为 5.438hm2。其中已完成治理面

积约 1.085hm2；部分矿山道路留作矿区植被管护、农村道路使用，

工业场地及生活办公区部分建筑物作为永久性建设用地，面呈矿

段崩塌请专项设计治理（本方案仅设置警示牌及监测），合计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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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0.63hm2；拟复垦范围面积 3.723hm2，矿山总复垦比例为

88.41%。方案在对矿山建设过程中被破坏土地做出适宜性评价的

基础上，确定后期均复垦为有林地并提出具体复垦标准及其它相

关要求。

治理方案同时拟定了必要的监测监控方案，以保障治理效果。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基本合理，治理措施

较为全面，基本适合现场情况及有关要求。

6.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工程部署

方案编制根据矿山各防治分区的具体情况，拟定了各区域相

应的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的工程部署、估算了治理工程

量并制定了对应的管护措施。

方案还对治理工程分年度实施进度及投资作了安排。

工程部署基本符合现场情况及相关规定要求。但鉴于矿山服

务年限较长，开采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较多，生产进度亦可能发生

一定变化，现场需按相关规定与设计要求及现场情况做好生产调

度并及时安排治理等工作。对于因地形地质条件或市场需求等客

观因素造成生产进度及治理情况发生较大变化的，需及时对方案

进行修编。

四、建议

1.及时查明采空区情况，采取防范措施，保障安全。矿区部分

地段上部存在大量旧采空区（其中部分可能有积水），地表错动范

围内见有溪沟、外部道路等敏感性目标。要求全面查明采空区情

况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确保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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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避免产生危害。

3.重视绿色矿山建设工作。要求在今后的矿山开发全过程中，

及时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实施科学有序开采，对矿区及周边

生态环境的扰动控制在可控范围内，实现矿区环境生态化、开采

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管理信息数字化和矿区社区和谐

化，尽快建成绿色矿山。

五、评审结论

经评审，福建省 197地质大队编制的《福建省安溪德泰矿业

有限公司湖上矿区水泥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2024年修编）》，基本符合福建省自然资

源厅《福建省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三

合一”方案编制大纲及说明》（闽自然资发〔2020〕63号）的要求，

同意通过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