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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开发利用

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意见书

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为生产矿山，由于该矿山未编制《生态环境恢

复治理方案》，依据《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及审查工作的通知》（晋自然资发

〔2021〕1号）和吕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

步规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编制及审查工作的

通知》（吕自然资发〔2021〕48号）的要求，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委托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山西总队编制完成了《山西省岚县宏发砖

业有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开发利用和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下称《方案》）。编制目的是为了指导矿山开拓开采、环境保护和土地

复垦工作，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保主管部门日常监管提供依据。岚县自然

资源局于 2023年 7月 27日组织以高级工程师于丙忠为组长的专家组召开

会议，对《方案》进行了认真审查，参加评审会议的有岚县自然资源局、

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矿山企业以及编制单位相关人员，专家组经

过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和应补充的技术资料。编制单位对《方案》进行了

修改、补充，于 2023年 8月 1日经专家组长复核通过，形成评审意见如

下：

一、矿区概况

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位于岚县县城东南约 6km的东村镇南白家庄

村南约 0.2km处，行政区隶属岚县东村镇管辖，其地理坐标为（CGCS2000

坐标系）：东经：111°41′09″~111°41′16″，北纬：38°14′30″~38°14′35″。

矿区距太—古—岚铁路镇城底站 48km，距碛口—忻州线和 209国道

岚县站 10km，东部有山西省太原市—陕西省榆林市的干线公路（娄烦—

岚县段）柏油路通过，交通较为方便。

该矿现持有 2020年 10月 10日由岚县自然资源局颁发的采矿许可证，

证号 C1411272010127130094786，有效期 2020年 9月 1日至 2023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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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采矿权人为岚县新天地联合砖业有限公司，矿山名称为岚县宏发砖

业有限公司，经济类型属私营企业，开采矿种为砖瓦用粘土，开采方式为

露天开采，生产规模 10.84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 0.0251平方公里，开采

深度由 1240米至 1180米标高,矿区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见下表。

矿区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
1980西安坐标系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4234706.91 37559915.78 4234712.57 37560031.26

2 4234706.91 37560059.78 4234712.57 37560175.27

3 4234532.91 37560089.78 4234538.57 37560205.27

4 4234532.91 37559945.78 4234538.57 37560061.26

该矿现持有吕梁市应急管理局颁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晋）

FM 安许证字[2021]J623号；企业名称为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主要负

责人为朱栓明；注册地址为岚县东村镇南白家庄村；经济类型为私营企业；

许可范围：砖瓦用粘土露天开采；有效期限自 2021 年 8月 23 日至 2024

年 8月 22日。

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为生产矿山，方案基准期为 2023年 1月 1日，

起始年度为 2023年，矿山生产服务期为 3.0年，土地复垦后的管护期为 3

年，确定本方案的适用年限为 6年。

二、方案简介

1、矿产资源及其利用情况

《方案》依据《山西省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资源储量

核实报告》、《山西省岚县宏发砖业有限公司砖瓦用粘土矿 2022年储量

年度报告》和评审意见书进行编制。

截至 2022年 12月 31日，全矿区累计查明砖瓦用粘土矿资源量 74.01

万 m3，动用资源量 27.97万 m3，保有资源量 46.04万 m3，全部为推断资

源量。

《方案》设计损失资源量为 44.32万 m3，设计利用资源量为 1.72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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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按回采率 95%，设计可采资源量为 1.63万 m3。

2、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方案》确定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根据矿区范围内现有资源量，建

设规模与矿山服务年限相匹配的原则，结合矿山配置设施、开采技术水平、

市场需求等，方案推荐生产规模为 0.55万立方米/年。经计算，矿山剩余

服务年限为 3.0年。

3、产品方案

矿山开采矿体为第四系中上更新统马兰黄土，矿山最终产品为粘土矿，

作为原料配置供给其公司烧结砖自用。

4、开拓开采方案

《方案》确定采用山坡露天半壁堑沟公路开拓、直进式汽车运输方式。

《方案》依据“境界剥采比不大于经济合理剥采比”的原则确定露天开

采境界。

《方案》按照采取自上而下、从东到西推进的开采顺序。最终自上而

下划分为 1225m、1220m、1215m、1210m、1205m、1200m、1195m、1190m、

1185m 共九个开采台阶和一个 1180m 露天采场底，矿山首采工作面为

1225m水平。

开采阶段接替计划表

时间 位置 开采（万 m3）

2023年
1235-1225m开采台阶；1225-1220m开采台

阶
0.55

2024年
1220-1215m开采台阶；1215-1210m开采台

阶；1210-1205m开采台阶
0.55

2025年

1205-1200m开采台阶；1200-1195m开采台

阶；1195-1190m开采台阶；1190-1185m开

采台阶；1185-1180m台阶及露天采场底部

平台

0.53

合计 1.63

《方案》确定采用“挖掘式开采、装载机铲装、装载机运输”的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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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采用 0.5m3挖掘机装载矿岩，ZL50 3m3装载机铲装后直接运输。

《方案》在台阶靠山侧设置排（截）水沟，在平台两端边缘设置纵向

导水沟与每个平台的截水沟相连，疏排各层台阶汇水，防止水患发生。

5、采矿总平面布置

矿山已在矿区西部较平坦区域建成工业场地和办公生活区，包括筛选

加工配料制砖坯区、砖坯晾晒区、轮窑焙烧区、成平堆放区、办公区，工

业场地西南侧约紧邻采场，运输方便；场地西侧紧邻乡村道路，交通较为

便利。工业场地供水由场外运送，供电由外部接入，场地选址与布置合理。

6、选矿及资源综合利用

《方案》经计算采矿回采率 95%，产品为砖瓦用粘土矿，不涉及选矿

回收率；开采矿石作为生产砖瓦用粘土配料利用，不需选矿，亦无尾矿。

符合国土资源部公告中有关要求。

７、矿山环境影响评估

（1）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

①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包含矿界范围及界外的工业场地、矿山道路、露天采场，确

定评估区面积为 4.86hm2。

②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估范围：

矿区范围及界外的工业场地、矿山道路、露天采场等地影响范围，综

合确定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调查范围总面积为 1.37km2。

③复垦区及复垦责任范围：

本《方案》复垦区面积为 4.63hm2，已损毁土地面积 4.11hm2，其中露

天采场挖损土地面积 0.96hm2，工业场地压占面积 2.85hm2，矿山道路压占

0.3hm2，拟损毁面积为 0.52hm2，均为露天采场挖损。矿山不存在永久性

建设用地，因此，复垦区将全部纳入复垦责任范围，则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等于复垦区面积为 4.63hm2。

（2）矿山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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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地质灾害：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内有工业广场包括成品砖堆放区，

制砖车间，煤仓，隧道炉及办公区，面积为 2.85hm2；矿山道路面积为 0.3hm2；

露天采场以开采过程中以矿区最东侧的边坡线为界，边坡线以西均为开采

损毁的部分，面积为：1.48hm2；其他区域位于矿区东南部，面积为：0.23hm²；

未发现崩塌地质灾害，但存在崩塌地质灾害隐患。现状条件下，评估区受

地质灾害影响或破坏程度属“较轻”，面积 4.86hm2。

②含水层：现状条件下, 评估区内本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位于当

地侵蚀基准面之上，不存在抽排地下水情况，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

面积 4.86hm2。

③地形地貌：现状条件下，已有露天采场、工业场地、矿山道路地形

地貌景观发生较大变化，地表植被全部破坏，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

程度严重，面积 4.86hm2；露天采场用地范围地表无植被覆盖，地形地貌

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面积 1.48hm2；工业场地内对原生的地形地

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面积 2.85hm2；矿山道路对原生地形地貌

破坏程度严重，面积为 0.30hm2，为压占破坏其他区域位于矿区东南部，

面积为：0.23hm²，现状条件下，该范围内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小。

④土地资源：影响区现状共损毁土地面积约 4.63hm2，其中矿区内

2.28hm2，矿区外 2.35hm2，已采场 0.96hm2为挖损破坏，拟采场 0.52hm2

为挖损破坏合计 1.48hm2，工业场地 2.85hm2为压占破坏，矿山道路 0.30hm2

为压占破坏，废损毁程度均为重度，损毁土地类型为旱地、采矿用地及田

坎，土地权属均为南白家庄村集体所有。

⑤生态环境：工业场地已建设，原有地表植被破坏，原有地表植被类

型为无植被区。露天采场破坏地表植被类型为农田植被及无植被覆盖区，

矿山道路破坏植被类型为无植被区。生物多样性降低，生态功能破坏。

（3）矿山环境影响预测评估预测分析

①地质灾害：预测服务期内影响区露天采场、矿山道路遭受崩塌、滑

坡的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工业场地遭受边坡发生崩塌、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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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工业场地及矿山道路为地质灾

害影响“较轻区”，工业广场面积 2.85hm2，矿山道路面积为 0.30hm2，露天

采场为地质灾害影响“较轻区”，面积 1.48hm2。其他区域为地质灾害影响

“较轻区”，面积 0.23hm2

②含水层：服务期内露天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程度为“较轻区”。

③地形地貌：服务期内露天采场、工业场地、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面积 4.86hm2；工业场地用地范围地表无植被，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面积 2.85hm2；矿山道路地形地貌

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面积 0.30hm2；露天采场内对原生的地形地

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面积 1.48hm2；其它范围内对原生的地形

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面积 0.23hm2。

④土地资源：矿山采矿活动拟损毁面积为 0.52hm2，均为设计露天采

场挖损，采矿用地 0.52hm2，损毁方式为挖损，损毁程度为重度。

⑤生态环境：预测方案期内对矿区环境污染进行预测，主要为露天采

场，工业广场等引起的植被破坏等生态影响，矿产资源开采活动不可避免

的破坏了原有的自然植被和土地资源，工程排放的大气污染物，固废影响

评价区内动植物的生存和生长，污染大气，水体，土壤环境。

预测方案期内设计露天采场损毁面积为 0.52hm2，破坏植被类型为无

植被 0.52hm2，预测生态影响程度为重度。

８、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

（1）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本方案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区属于“较轻

区”，故不涉及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程，仅布设监测工程。不稳定边坡栽

植树木稳固边坡（详见复垦工程）。

（2）含水层破坏防治工程：根据现状评估及预测评估结果，矿山的

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较轻，暂不布置防治工程。

（3）地形地貌景观保护与恢复工程：对工业场地建筑物砌体拆除 。

（4）土地复垦工程与土地权属调整方案：通过实施预防控制及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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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工程技术及生物化学措施，使项目区复垦土地达到复垦的标准和要

求。

《方案》矿区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4.63hm2,最终复垦土地面积 4.63hm2，

土地复垦率为 100%。最终复垦旱地 0.17hm2，灌木林地 4.13hm2，农村道

路 0.30hm2，田坎 0.03hm2，主要工程量：对已采区旱地土壤翻耕 0.60hm2，

土壤培肥共需复合肥 450kg和精制有机肥 2700kg，修筑田坎 75m3，修复

田间道路 244m2。工业场地土壤翻耕 2.85hm2，栽植紫穗槐 3166株，撒播

草籽 2.85hm2、57kg；已采区部分栽植紫穗槐 844株，撒播草籽 0.76hm2、

15.2kg；拟采区平台及边坡栽植紫穗槐 578株，撒播草籽 0.52hm2、10.4kg；

林草地监测管护等。

（5）环境污染治理工程：通过对矿区生产废水及生活污水提出治理措

施，使矿区生产、生活产生的污、废水得到有效治理，并全部回用，不外

排；通过对矿区大气污染（扬尘）提出治理措施，使矿区环境空气质量保

持良好；通过对矿区噪声污染提出防治措施，使矿区噪声污染对生态环境

及人员的不利影响降到最低。

（6）生态系统修复工程：通过对新建矿山道路两侧种植行道树，达到

降低道路扬尘的作用，道路绿化达到 100%；工业广场及露天采场的治理，

详见复垦工程。通过此类手段逐步恢复矿区地表植被，减少水土流失，增

加生物多样性。

９、矿山环境监测工程

（1）地质灾害监测工程：崩塌、滑坡监测：工业场地及东部边坡，采

矿形成东部终了边坡，共设立监测点共 2个。

（2）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监测：采用人工巡视监测法对评估区内植被破

坏情况、地貌变化情况进行监测。

（3）含水层监测：评估区范围内不布置含水层监测工程。

（4）土地复垦监测工程：主要对复垦区植被、土壤进行监测，其中土

壤质量监测点 4个、复垦植被监测点 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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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环境污染监测工程：主要对无组织废气、有组织废气、厂界噪声、

环境敏感点噪声进行定期监测。

（6）生态监测工程：采用人工巡视监测法及购买遥感卫星图片的方式

对矿区内生态系统破坏情况、土壤侵蚀情况进行监测。

11、《方案》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范围工程量及费

10、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方案》服务期估算静态投资合计为 2 4 . 4 1万元，动态投资合计26.53

万元。

用

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程范围、工程措施及费用一览表

时间 类型 工作内容及工作量

静态投

资（万

元）

动态投资

（万元）

2023
年

地质灾害 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7.26

含水

7.26

层 无

地形地貌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已采区旱地翻耕培肥 0.2hm2，修筑田坎 75m³。对已采区采矿用地复垦为灌木

林地种植紫穗槐 844株，撒播草籽 15.2kg已复垦区域管护，土壤及植被监测

生态环境
对矿山道路种植行道树；对矿区范围内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以及生态系

统进行监测。

2024
年

地质灾害 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3.70

含水

3.92

层 无

地形地貌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拟采区1220-1235平台及边坡进行复垦种植紫穗槐144株，撒播草籽2.6kg已复垦区域管护，土

壤及植被监测

生态环境 对矿区范围内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监测。

2025
年

地质灾害 工业广场砌体拆除，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

含水

11.71 13.15

层 无

地形地貌景观 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进行监测

土地复垦
对拟采区1205-1220平台及边坡进行复垦种植紫穗槐，对工业场地进行土壤翻耕种植紫穗槐，

对拟采区1180-1205平台及边坡种植紫穗槐已复垦区域管护，土壤及植被监测

生态环境 对矿区范围内水环境、大气环境、声环境以及生态系统进行监测。

2026
年

-2028
年

地质灾害

1.74

含水

2.20

层

地形地貌景观

土地复垦 林草地管护3年。对复垦区内土壤植被进行监测24点次。

生态环境

合计 24.41 2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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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评审意见

1、《方案》编制目的任务明确，地质资料依据充分，资源利用基本

合理，可采储量计算基本正确。

2、《方案》确定的生产规模为 0.55万立方米/年，矿山设计服务年限

为 3.0年。

3、《方案》确定的露天开采方式合理；生产规模确定基本合理。确

定的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基本可行；露天采矿场结构参数基本正确，

推荐的“开拓系统、铲装运输、生产加工”开采工艺合理可行。采场内采用

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顺序合理。推荐的采矿设备合理，地面生产、生活设

施及各种场地的规划方案基本合理。

4、《方案》确定的矿山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

基本合理，现状评估符合矿山实际，预测评估依据充分；预测结果基本可

靠。

5、《方案》在可行性分析和适应性评价的基础上，提出的工程设计

及工程量测算比较合理，确定的矿山监测内容和监测方法基本可行，确定

的工作计划和保障措施基本能够满足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需要。

6、《方案》对矿山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对适用期进行了规划，

制定了五年期详细计划。

7、《方案》经费估算结果比较合理，符合国家取费标准，复垦基金

预存清晰，可基本保证方案实施资金需求。

8、按照《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和山西省人民政府（晋政发〔2019〕
3号）《关于印发山西省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要求，

按时提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矿业权人本年度累计提取的基金不足于

完成本年度矿山环境治理恢复与土地复垦费用的，应按照本年实际所需费

用提取。

四、问题和建议

1、《方案》场地位于批准的矿区范围之外，建议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应根据采矿的实际情况加强管理。

2、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针对不安全因素采取措施加以防治，

确保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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