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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章 概 况

1.1 目的任务

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许可有效期

限自 2012年 1月 8日至 2016年 2月 8日，共 4年零 1月。2016年 3

月 31日，原三亚市国土资源局依据乐东国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的申

请，依法依规同意给予矿山补办采矿许可证延期开采手续，期限为 8

个月 20 天，从 2016 年 5 月 1 日至 2017 年 1 月 21 日止。2017 年 1

月底，转入矿山恢复治理工作。

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矿业权管理的通知》（琼府办〔2024〕12

号），矿山企业按照《矿产资源法》要求，按有关规定提交闭坑地质

报告。本次工作主要目的任务是收集矿区的地质及开采资料，开展矿

区现状测量调查，按照自然资源部《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

（DZ/T 0347-2020）要求，编制《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

花岗岩矿闭坑地质报告》，为矿产资源行政管理及注销采矿权提供地

质依据。

1.2 位置交通及自然地理

1.2.1 位置与交通

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位于三亚市吉

阳区荔枝沟北偏西335°方向，处于抱坡村北西方向约1300m的荒山

上，行政区划属三亚吉阳区。从矿区至三亚市区有公路相通，距三亚

市城区约5km，交通十分便利（见图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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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1矿山交通位置图

1.2.2 自然地理

㈠气象

三亚市位于海南岛最南端，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的热带北缘，受海

洋性气候影响较大，属于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终年温暖。年平均

气温 25.5℃，6月份平均气温最高，达 28.5℃，1月份平均气温最低，

为 20.9℃，年极端最高气温为 37.5℃，年极端最低气温为 5.1℃。三

亚市全年雨量充沛，多年平均降雨量 1279mm，最大年降雨量

1871mm，最小年降雨量 747mm。干湿季明显，每年的 5-10 月为雨

季，降雨量占全年总降雨量的 91.7%；11月至翌年 4月为旱季，降雨

量为全年的 8.3%。年平均相对湿度 79%，年蒸发量 1950.7mm。日照

时间长，沿海年均日照时数为 2588小时，全年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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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水文

矿区周边未见明显的水系、水体，距离矿区最近的水体为其北面

约 2.3km的半岭水库。矿山露天采坑底板场地平坦，未形成凹陷地形，

场内无积水。

㈢地形地貌

矿山所在地属丘陵地貌，矿山四面环山，于南侧有一出口与外相

通。就矿区范围而言，总体呈东部高，西部低，最高处位于东侧边坡

顶部，标高约150m，最低处位于采坑西南侧的老采坑（原辉盛石场），

标高约75m。矿区西部为采场底板，经覆土后，场地总体平坦，局部

有堆土，标高在93m-97m之间；西南面为原辉盛石场采坑，标高约75m。

东部为采坑边坡，目前底板平台以上形成2-5个不规则开采台阶，采

坑边坡总体高度35m～60m，平台间高差7m～16m，台阶边坡坡度31～

60°。

㈣植被

矿区外地表植被以原生林为主，局部种植芒果，植被覆盖程度高。

矿区范围内大部分已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边坡台阶以种植三角梅、银

合欢和小叶榄仁为主，底板东部种植马占相思，底板南部、西部主要

种植银合欢，中间部分由于原先用于方舱拆除物的储备场地，目前正

在场地平整及植树。

㈤矿山开采历史

本矿山取得采矿权之前，周边已分布多个已采矿山（老采坑）。

在矿山范围内的西部及范围外的西南、南部为老采坑 CK1，已开采面

积约 170000m2，最低开采标高约 75m；矿区东南部为老采坑 CK2，

已开采面积约 31000m2，最低开采标高约 85m；矿区东部为老采坑

CK3，已开采面积约 52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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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2矿权设置前矿山周边开采状况示意图

1.3 采矿权设置

2011年 8 月，海南省土地矿产交易市场挂牌出让三亚市吉阳镇

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乐东国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最终

竞得。该公司于 2012年 1月取得原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现“三亚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为

C4602002012017130122278，矿山名称：乐东国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有效期限：四年零一月，

自 2012年 1月 8日至 2016年 2月 8日；开采方式：露天开采；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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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建筑用花岗岩；生产规模：40万立方米/年；矿区面积：0.1047

平方公里；开采深度：由 156米至 90米标高。

因矿山《安全生产许可证》发证日期比采矿许可证发证日期迟，

经乐东国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申请，2016年 3月 31日，原三亚市国

土环境资源局给予本矿区补办采矿许可证延续开采手续，时间为 8个

月 20天，从 2016年 5月 1日至 2017年 1月 21日止。

矿区范围为一多边形，由 7个拐点坐标圈定，面积约 0.1047平

方公里，折合约 160亩。矿区其拐点坐标详见表 1.3-1。

表 1.3-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号
拐点坐标（西安80） 拐点坐标（大地2000） 面积

(km2)
开采标高

（m）X Y X Y

J1 2028539.60 37342251.52 2028298.115 342797.555

0.1047 156～90

J2 2028550.60 37342424.52 2028226.114 342638.555

J3 2028471.60 37342479.52 2028317.115 342396.554

J4 2028537.60 37342690.52 2028538.115 342367.554

J5 2028299.60 37342681.52 2028549.115 342540.554

J6 2028227.60 37342522.52 2028470.115 342595.555

J7 2028318.60 37342280.52 2028536.115 342806.555

1.4 以往地质工作及质量

1、2010年 9月海南省地质勘查局资源环境调查院完成地质勘查

工作并提交了《海南省三亚市田独镇荔枝沟抱坡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

勘查报告》，共探明的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为控制的经济基础

储量（122b）（套改后为控制的资源量，下同）172.51万 m3。

2、2012年 5月由海南地质综合勘察院编制的《海南省三亚市田

独镇荔枝沟抱坡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通过

评审。

3、2012年 5月由海南地质综合勘察设计院编制的《海南省三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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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田独镇荔枝沟抱坡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方案》通过评审。

4、海南省资源环境调查院于 2013年 1月编制的《海南省三亚市

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二〇一二年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2012 年底，矿区保有资源储量 1606806m3，损失率 4.6%，回采率

95.4%。

5、2014年 1月海南省核工业大队编制《海南省三亚市吉阳镇荔

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二〇一三年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2013年

底，矿区保有资源储量 1293225m3，损失率 6.3%，回采率 93.7%。

6、2015年 1月海南省地质综合勘察院编制《海南省三亚市吉阳

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二〇一四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2014年底，矿区保有资源储量 900969m3，损失率 5.9%，回采率 94.1%。

7、2016年 1月海南省地质综合勘察院编制《海南省三亚市吉阳

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二〇一五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2015年底，矿区保有资源储量 442739m3，损失率 6.7%，回采率 93.3%。

8、2017年 1月海南省地质综合勘察院编制《海南省三亚市吉阳

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二〇一六年度矿山储量年报》，截至

2016年底，矿区保有资源储量 170652m3，损失率 6.4%，回采率 93.6%。

9、2017年 1月矿山开采矿石量 13489m3。

2017年 1月底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及复垦工作。

1.5 本次工作及质量

本次主要工作：收集矿山的地质、开采及生产经营的各种资料，

并到矿山实地调查、测量，然后进行综合分析研究、编制闭坑地质报

告。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为：矿区 1:1000地形测量 0.133km2，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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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1:1000地质及开采现状调查 0.133km2，收集了矿区地质勘查报告 1

份，2012年-2016年动态测量储量年报共 5份、开发利用方案、恢复

治理方案各 1份，编制矿山闭坑地质报告 1份（含附图）。

本次工作执行的有关技术规范：

1、《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DZ/T 0347-2020）

2、《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 12719-2021）

3、《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4、《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5、《矿产资源综合勘查评价规范》（GB/T 25283-2023）

6、《固体矿产勘查工作规范》（GB/T 33444-2016）

7、《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GB/T 18341-2021）

8、《固体矿产勘查原始地质编录规程》（DZ/T 0078-2015）

9、《固体矿产勘查地质资料综合整理综合研究技术要求》（DZ/T

0079-2015）

本次收集的资料均有相关技术单位和矿山业主提供，资料完整有

效，工作依据充分，资料数据真实可靠，工作质量满足本次工作的要

求。

本次工作基本查明了矿区的开采现状、矿区及周边的环境地质现

状以及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矿累计查明资源储

量、采空资源储量。

1.6 矿山闭坑基准日

本矿山闭坑基准日为 2017年 1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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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章 矿山地质

2.1 区域地质

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矿区位于东西向九所~陵水深大断裂构造带

的南侧。从区域上看，本区岩性主要为中三叠世花岗岩。矿区四周均

为花岗岩类侵入岩，东中部小面积奥陶纪、寒武纪地层出露，南部均

为第四纪地层，区域构造简单。

2.2 矿区地质

矿区地质条件简单，区内仅出露中三叠世花岗岩。

矿区地层不发育，仅在地表覆盖着残坡积物。主要由地表植被残

腐质、碎石颗粒、花岗岩风化砂土组成。呈灰黑至肉红色。广泛分布

于强风化花岗岩之上。厚度一般 0~1.8m，为剥离层之一。

矿区断裂构造不发育，主要以节理裂隙为主，但总体不发育，受

开采爆破影响，次生裂隙较发育。矿区总体具有越往深部花岗岩的完

整性越好、节理裂隙越少的趋势，本矿区裂隙主要为次生裂隙。从现

有采坑边坡剖面看，矿山开采对岩石的完整性有一定的影响。

综上所述，本矿区构造相对较简单，主要为次生的节理裂隙构造，

往深部节理裂隙很少发现，岩石坚固完整。

矿区岩浆岩发育，主要为中三叠世花岗岩(T2γ)。

中三叠世花岗岩(T2γ)：分布于整个矿区岩石呈肉红、浅肉红、灰

黄色，中粗粒似斑状花岗结构，块状构造。基质占 65%，晶粒多在

2mm~6mm 之间，矿物成分主要是钾长石(占 32%~46%)、斜长石

(20%~25%)、石英(21%~32%)、黑云母(3%~8%) 和微量的磁铁矿、钛

铁矿、榍石、锆石、磷灰石、独居石、石榴石等；斑晶占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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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为 8mm~20mm的肉红色钾长石斑晶，该岩体是矿山主要开采的

对象。

2.3 矿体地质

（1）矿体特征

矿体由三叠世中期花岗岩构成，矿石为中风化花岗岩及其以下部

分的新鲜花岗岩。矿体分布于全矿区，呈块状展布，出露标高

90m-156m。矿体长约 300m，宽约 200m。覆盖层厚 0-5.7m，主要为

残坡积物和强风化的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

（2）矿石特征

矿石岩性为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块状构造，中粗粒似斑状结构，

呈肉红、浅肉红、灰黄色。主要由钾长石、斜长石、石英、少量黑云

母等组成，斑晶为钾长石，有时含有长石、石英捕掳晶。

（3）矿石的化学成分

经对矿石进行光谱分析，矿石的 SiO2含量为 75.41%；Al2O3的含

量为 11.97%；Na2O+K2O 含量为 10.16%；K2O含量为 6.04%，属酸

性岩系列。各组分及元素的含量均达到《建筑用卵石、碎石》

GB/T14685-2010标准，作为建筑用花岗岩材料是安全的。

经对矿石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行测试，吸水率 0.30%~0.41%，平均

0.36%，饱和抗压强度 92.6~136.0MPa，放射性强度 108.2~116.4Gy/h。

其抗压强度、吸水率、天然石料块体密度和放射性等有关指标均在允

许指标之内。全矿区矿石的平均天然块体密度为 2.58g/cm3。

综上所述，本矿区岩石质地坚硬，抗压强度较高，各项指标均达

到建筑用石料矿产的要求。

（4）矿体围岩和夹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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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体顶板为残坡积层和强风化花岗岩，厚度一般在 0~5.7m，局部

花岗岩裸露。残坡积层主要为砂质粘土、花岗岩风化产物、地表植物

杂质、碎石颗粒、石英颗粒等组成。强中风化花岗岩主要由疏松或粉

状的花岗岩碎石和砂土组成。矿体底板围岩与矿体同为新鲜坚固的花

岗岩。区内矿体连续完整，未见夹石。

根据 2010年 9月海南省地质勘查局资源环境调查院提交的《海

南省三亚市田独镇荔枝沟抱坡村矿区建筑用花岗岩勘查报告》，矿区

圈定一个矿体，共探明的建筑用花岗岩矿资源/储量为控制的资源量

172.51万 m3，覆盖层 13.48万 m3，剥采比 0.08:1。

2.4 矿石加工选冶技术性能

区内建筑用花岗岩矿石单一，无须选冶。矿石经开采、机械破碎

加工成各种不同颗粒级别碎石料后即可进入市场销售。适宜选择露天

开采，采矿工艺为：开拓→穿孔作业（剥离后）→爆破作业→采装作

业→运输作业→破碎作业。矿石经过穿孔、爆破、采装、运输及多级

破碎作业后即可生产出合格的碎石产品。加工技术十分简单，矿石只

需采用简单的加工流程即可获得较好的技术指标，其加工技术性能较

好。

2.5 开采技术条件

该矿开采技术条件为简单类型。

1、水文地质条件

（1）含水层特征

矿区内主要分布中三叠世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发育有侵入岩风

化裂隙水。矿区裂隙含水层厚度薄，地下水量贫乏。表层风化带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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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为 0-5.7m，其裂隙发育中等，在风化带下部微风化或新鲜基岩中，

裂隙不发育，仅在局部地段受构造、风化作用的影响，风化裂隙较为

发育。地下水主要赋存于该层风化节理裂隙或构造裂隙中，地下水位

受季节影响，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大气降水沿裂隙渗入地下，补给地

下水；地下水沿裂隙由水位高的地区向水位低的地区径流，最终以渗

流的形式排泄出地表。

（2）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

地下水补给主要来源于大气降水，大气降水大部分经地表径流进

入沟谷，少部分经下渗作用进入地下水循环。地下水大部分受降雨影

响，雨后水量突然增多，久早不雨水量大减。地下水径流途径短，严

格受地形、岩性控制。地下水的排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由于降水

补给快，水体充塞于各种裂隙之中，水受重力作用，在地形低注之处

沿裂隙流出，二是少部分经植物蒸发进入或直接蒸发进入大气层，也

是其排泄的重要途径。

（3）矿坑充水条件分析

由于矿体采用露天开采，矿坑充水因素主要有二个，一是大气降

水直接落入或沿山坡流入矿坑；另一个充水因素为岩石裂隙充水渗入

矿坑。由于裂隙含水层厚度薄，涌水量少，此因素的充水量有限。矿

坑充水以第一种为主。

总之，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除局部有少量充水外，对矿体开

采基本无影响。

2、工程地质条件

本区属于丘陵坚硬半坚硬岩类工程地质亚区，根据岩性特征、岩

石风化特征及岩石力学性质可分为 2个工程地质岩组：中三叠世花岗

岩(T2γ)和第四纪残坡积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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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三叠世花岗岩(T2γ)：大面积分布于矿区，规模大，岩性主要为

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呈肉红、浅肉红、灰黄色，花岗结构，块状构

造。岩石抗压强度较高，属硬质岩。

第四纪残坡积层：分布于未剥离区域，岩性为花岗岩风化松散堆

积物，如残坡积土、冲积砂砾质粘土、粘土质砂、花岗岩碎块、转石

等。厚度在 0m~1.8m。由于厚度较小，开采时已对其进行剥离，除去

安全隐患。

根据工程地质调查，区内断裂构造不甚发育，现状区内无滑坡、

塌陷、泥石流等不良工程地质作用。矿区岩层岩性主要为花岗岩，根

据对花岗岩岩石力学的测试，其测试值为 116MPa，属坚硬岩石。采

坑边坡经过台阶式削坡及坡面挂网喷浆等处理，目前边坡稳定。

3、环境地质条件

本区花岗岩放射性强度低，开采此处矿石对矿区及周围环境不会

造成放射性污染。

建筑用花岗岩石料矿可直接开采经过简单的物理分选后便可使

用，无需任何化学方法进行分选，因此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不会产生化

学污染。主要污染源为在矿山开采过程中爆破产生的粉尘、废气、声

等污染。

第 3章 矿山开采和资源利用

3.1 矿山设计概况

2012年 1 月矿山企业取得原三亚市国土环境资源局颁发的《采

矿许可证》后，开始委托技术单位编制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项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安全生产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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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技术报告均通过专家评审和矿产行政主管部门审批或备案，矿山

生产经营证照齐全、合法有效。矿山的设计基本按照开发利用方案上

要求设计落实，符合安全生产要求。

矿山出让资源量为 172.51万 m3，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产

资 源 利 用 率 为 95% ， 设 计 境 界 内 可 采 资 源 量 ＝ 172.51 万

m3×95%=163.88万 m3；设计采矿贫化率 0%，采矿回采率为 95%，开

采损失率为 5%，实际可采出矿石资源量＝163.88万 m3×95%=155.69

万 m3；剥离量 13.48 万 m3，剥采比 0.08:1；设计开采规模为 40 万

m3/年，矿山服务年限为 4年，主要产品为粒径 4mm～40mm建筑用

碎石和片石。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设计采用公路开拓、自卸汽车运输

方案，并要求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分 4 个台阶，每个平台高度为

12m，台阶坡面角 70°，开采终了边坡角为≤60°，最低开采标高 90m。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面，设计矿山生产建设阶段：边

坡修整、危岩清除，修建排水沟，修建浆砌石挡土墙。矿山开采结束

后：开采台阶覆土植树绿化，开采边坡种植爬藤植物；采空区覆土植

树绿化；排土场整理:排土场植树绿化；碎石加工场、产品堆场覆土

植树绿化；设备修理间覆土植树绿化；办公生活区覆土植树绿化；设

置安全警示牌等。设计矿山开采结束后的治理经费 151.66万元。

3.2 矿山建设及开采概况

3.2.1 矿山建设及开采概况

矿山投产前开始做前期工作，如租地、矿山设施建设、设备安装

等，2012年下半年矿山建成投产。矿区按开发利用方案要求进行开

采，从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并保持一定的边坡角，形成稳定边坡，采

用爆破-挖掘机掘进的方法开采，矿石加工流程为：破碎-筛选-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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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出的石料采用汽车运输，主要生产加工建筑用石料。开采后，采

坑周边形成台阶边坡，采坑底板基本平整。

2012年至 2017年 1月，整个矿区分Ⅰ、Ⅱ期开采，首采位置从矿

区西侧 I期矿体的最高位置开始，当该矿区Ⅰ期开采完毕后，再进行东

部Ⅱ期开采。目前采矿许可范围内除保留的边坡台阶外，其他地方均

已开采，形成较为规则的露天采坑 1个，在采矿范围内采坑东西长约

450m，南北宽约 300m，采剥面积约 108000m2（含后期边坡治理范围），

开采标高 90m~156m。矿区所在区域东面边坡总体高度约 35m～60m，

采坑形成了 1级底板平台，底板平台以上形成 2-5个不规则开采台阶，

平台间高差 7m～16m。矿山动用资源储量为 161.38万 m3，2017年 1

月 21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含延期时间），矿山已停止开采活动，

保有未开采矿石资源量（控制的资源量）为 11.13万 m3。

2018年 7 月，根据原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抱坡村

矿山东侧边坡治理工作的要求，矿山企业对矿山东侧不稳定边帮（矿

区拐点 A5-A6-A7-A1区域）进行了治理，治理产生 70009.26m3石料，

所产生的石料，按照评估价款进行了缴交。因本次治理，矿山东侧边

坡部分扩至矿区范围外。

2019年 10月，经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乐东国盛建材有限

责任公司协商，矿山底板场地用做三亚总部经济区和中央商务区现场

建筑垃圾弃土场，经回填后矿山底板场地标高 93m~97m。

3.2.2 资源利用

矿山产品主要为建筑用碎石（部分块石、石粉），一般出售用于

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建筑、交通道路等。此外，部分矿石用于矿山自

身道路、场地硬化、设施建设，以及用于边坡喷浆加固、截排水沟等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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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损失矿量和资源量注销

3.3.1 损失矿量

1、矿山实际开采量

根据矿山各年度动态监测的年度报告统计（详见表 3.3-1），2012

年至 2017年实际开采量为 147.14万 m3，开采损失矿量为 9.65万 m3，

损失率为 6.2%，采矿回采率为 93.8%，设计开采回采率为 95%，回

采率系数 0.987。

表 3.3-1 矿山储量年度报告开采量统计表

单位：万 m3

年度
查明

资源量

实际开采

资源量

生产台账

资源量
损失量 损失率

采矿

回采率

2012年 172.51 11.83 11.29 0.54 4.6% 95.4%

2013年 31.36 29.38 1.97 6.3% 93.7%

2014年 39.23 36.92 2.30 5.9% 94.1%

2015年 45.82 42.73 3.09 6.7% 93.3%

2016年 27.21 25.47 1.74 6.4% 93.6%

2017年 1.35 1.35

合计 172.51 156.79 147.14 9.65 6.2% 93.8%

2、矿山损失资源储量

按矿区查明并出让矿石资源量为 172.51万 m3、矿区闭坑后剩余

未开采矿石资源量（控制的资源量）为 11.13万 m3计算，则矿区动

用矿石资源量（控制的资源量）=172.51万 m3-11.13万 m3=161.38万

m3。

根据年报统计，实际开采资源量为 156.79万 m3，则矿山损失资

源储量=161.38万 m3-156.79万 m3=4.59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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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注销资源储量

矿区需注销的资源量为矿区实际动用资源量，即注销资源量为

161.38万 m3。

3.4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

矿区内只有建筑用花岗岩矿石，没有共（伴）生矿产，矿山主要

产品为建筑用碎石、片石，开采出的矿石全部加工利用。

第 4章 采掘系统现状

4.1 矿山开采系统

矿山采取露天开采，按开发利用方案要求从上往下开采，目前形

成露天采坑 1个，矿山采用公路开拓、自卸汽车运输，采场出入坑设

置在采场南面，出入坑标高为+90m，矿区所在区域仅东面存在边坡，

采坑边帮形成 2-5个开采平台。

4.2 工业场地、采场及采空区

4.2.1 工业场地

除露天采坑外，其它工业场地布局在矿区的西南侧和南侧，主要

有排土场、加工区、矿石堆场、辅助工业场地、生活办公区和矿山运

输道路组成。其中排土场位于矿区西南侧约 200m，面积约 12000m2，

现由于场地回填，已作为回填的一部分；加工区、矿石堆场面积共约

6500m2，现已拆除复垦；辅助工业场地包括机修厂、仓库、变电站等，

面积约 500m2，生活办公区面积约 1500m2。

4.2.2 采场及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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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采场为 1个露天采坑，分布在采矿许可范围内，采坑东西长

约 450m，南北宽约 300m，采剥面积约 108000m2（含后期边坡治理

范围），底板面积约 94300m2，开采标高 90m~156m。露天采坑最多

形成了 5个台阶（不含采坑底板），6个台阶坡面，台阶高度一般

7m~16m，台阶坡面角 31°-60°。采坑底板标高 90m，后经回填至

93m~97m，采坑未形成封闭圈，能自然排水，场内无积水。至 2017

年 1月 21日，矿山采矿证（含延续时间）期满，矿山停止开采。

图 4.2-1 采坑底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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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2 采坑底板现状

图 4.2-3 采坑底板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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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4 采坑东侧边坡（矿区 A1拐点）现状

图 4.2-5 采坑东侧边坡（矿区 A1-A7拐点）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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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6 采坑底板及东侧边坡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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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章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

5.1 地质灾害

矿山在开采过程中曾发生过边坡崩滑，从 2015年 5 月开始，矿

区采坑东侧边帮岩体不断发生规模较大崩滑，边帮滑体高差

28m~51m，宽 80m~120m，厚 2m~3m，崩滑方量 1.0~1.8 万 m3。其

主要成因为边坡高陡，采矿活动对边帮底部掏空，使岩体发生下滑。

崩滑发生后，矿山通过采坑边坡台阶式削方减载治理，目前，崩滑发

生的采坑东侧岩石边帮已形成 2-5级台阶，坡体已经稳定，治理以来

未发生行的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该边坡通过水泥喷浆护坡等固坡

措施，防止了边坡的水土的流失，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边坡的稳定性，

目前采坑边坡是稳定的。

5.2 放射性、有毒矿物及重金属

矿石矿物成分主要有斜长石、钾长石、石英、黑云母，还含有微

量的磁铁矿、钛铁矿等组成，不含放射性、不含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矿

物质。矿山的开采和加工等全过程均为物理过程，没有加入有毒有害

物质，所以，矿山的生产过程没有产生放射性、重金属及有毒有害污

染。

矿山开采过程中形成的地表废水主要为大气降水形成的地表迳

流，污染物主要为矿石破碎形成的粉尘、悬浮物。矿山开采过程中不

直接产生生产污水，矿区矿业活动产生的污水主要为矿山破碎作业、

机械维修和职工的生活污水，污染物主要为 BOD、CODcr、悬浮物、

废弃机油和动植物油。矿山破碎车间和堆料场下方设置集水沟、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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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和沉淀池，沉淀过滤后的水循环再用，滤渣收集综合利用。机械维

修场所布置在室内，不受淋雨影响，场地进行了硬化，废弃机械用油

料收集回收处理。生活污水一部份用于矿区绿化浇水、除尘洒水，外

排的经沉淀池沉淀达标后外排。矿山矿业活动会产生含悬浮物的污

水，无其它有毒有害污染物排放，对地下水环境的污染较轻。

5.3 已采取的防治措施和治理效果

矿山基本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和土地

复垦工作，矿山停采后，乐东国盛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将本矿山相邻的

没有进行地质环境治理和复垦工作的历史遗留矿山一同进行治理，目

前，除采坑中部约 25亩面积作为方舱拆除物的储备场地外，其他场

地均已进行复垦（方舱拆除物的储备场地复垦工作由今后依法取得该

土地使用权的单位、企业依法依规进行）。矿山企业先后投入施工经

费约 3000万元，主要工作量为采坑边坡削方减载、危岩清理及削平

台爆破、平台外沿挡土墙浆砌片石、坡面植生袋治理、平台覆土、植

被种植和养护等，矿山设施除可保留利用的已基本拆除。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有效减缓地质灾害隐患，植被复绿有效修复矿山地形地貌，治

理效果较好。矿山恢复治理现状见如下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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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1 采场边坡平台硬化及植树治理

图 5.3-2 采场边坡喷浆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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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3-3 采场底板覆土（方舱拆除物储备场地）

图 5.3-4 采坑底板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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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章 探采对比

6.1 地质特征对比

从矿山历年的矿产资源储量动态监测成果资料看，矿体地质特

征、矿石组成物质无较大变化，矿体赋存在中三叠世中粗粒似斑状花

岗岩，为致密块状花岗岩，呈块状展布。矿体出露标高 90m～156m，

底板标高 90m，矿体最长 300m，最宽 200m，矿体规模无变化。

岩石呈灰白带肉红色，岩性为中粗粒似斑状花岗岩，呈中粗粒似

斑状结构，致密块状构造。矿物成分主要是钾长石、斜长石、石英、

黑云母和微量的磁铁矿、钛铁矿等，从开采情况来看，矿石类型、物

质成分均无较大变化。

矿体内无夹石，覆盖层为残坡积层及强风化花岗斑岩，最大厚度

大于 6m，局部强风化层厚度较大，整体覆盖层厚度较勘查时大。

6.2 开采条件的变化情况

矿区所在位置原地形起伏大，地表水系不甚发育，降雨后雨水可

顺山坡流下，排泄到地势低洼处，地下水贫乏且主要为裂隙水，矿山

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未有影响开采作业。

区内断裂构造不发育，现状无滑坡、塌陷、泥石流、软弱夹层等

不良工程地质作用。区内矿体及其围岩为花岗岩，矿石强度坚硬。从

矿区目前已开采的采坑情况来看，矿石较致密、坚硬，由于开采边坡

较缓，边坡比较稳定，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开采技术条件无明显变化。

矿区不在文物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区范围内，其周边没有居民建

筑、工厂、桥梁及水库等，地表水和地下水均未遭到污染。矿石开采

后经过简单的物理分选便可使用，无需任何化学方法进行分选，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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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不会产生化学污染。通过对比，矿区环境地质条件

无变化。

6.3 勘查类型及工程间距

2010年，地勘单位对矿山进行了地质勘查工作，地质勘查工作

采用第Ⅰ勘探类型，工程间距 150m。主要进行了 1：5000地形地质草

测，1：1000勘探线地质剖面测量，机械岩芯钻探 2孔，进尺 27.1m，

样品测试分析 10件。勘查工作的方法、手段选择和程序基本得当，

基本符合有关规范、规程、标准的要求。

6.4 工业指标运用与资源量估算方法

根据开采实际，地质勘查报告、储量年报采用的工业指标和资源

量估算方法选择合理，符合矿区实际。

6.5 矿山地质新认识

本矿床为岩浆岩型矿床。三叠纪中期，由于构造运动，酸性岩浆

入侵，经过逐渐冷却，形成了似斑状花岗岩岩体，而后，由于地壳抬

升，经过长期的风化作用，顶部岩体形成残坡积层或风化层，下部新

鲜岩体则形成了建筑用花岗岩矿床。

矿山的开采方式对边坡稳定性影响较大，今后周边矿山的开采切

实要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避免出现高陡边坡。

第 7章 矿山剩余资源及尾矿

7.1 剩余资源

矿山剩余资源储量为台阶压覆资源储量，矿山开采过程中，在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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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东侧区域形成了 2-5级台阶平台，由于矿山储量计算时未考虑边坡

台阶，实际边坡台阶对资源量造成压覆不能利用。

1、剩余资源量估算

（1）资源储量估算的范围及对象

本次资源储量估算的对象为矿区截止 2017年 1月底矿区保有（剩

余）资源储量和采空资源储量。

（2）估算方法

采用地质块段法，在采坑边坡绘制 7个剖面（间距约 35m），然

后量取储量估算边界范围内剩余矿体的截面积，分别算出相邻两剖面

之间块段的剩余资源储量，然后各块段剩余资源储量相加即为全矿山

剩余资源储量。其中 D1、D2、D4、D5、D6、D7、D8块段采用平行

断面法计算，D3块段采用不平行断面法计算。

（3）估算参数

通过计算机直接读取各剖面储量估算边界范围内剩余矿体的截

面积及矿段长度（相邻剖面的距离）。

D3块段计算公式为：

V=S1＇×（S1/L1）+S2＇×（S2/L2）——公式①

式中：V—不平行断面间块段总体积

S1、S2—两断面上矿体面积（分别为：161m2、393m2）

S1＇、S2＇—被中线 c1-c2分割的两块段矿体的水平

投影面积（分别为：193m2、286m2）

L1、L2—两断面上矿体宽度（分别为：11.9m、26.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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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1 D3块段计算指标图

表 7.1-1 剩余资源储量估算一览表

块段

编号

面积

（m²）
块段

长度 H（m）

相邻剖面面积

相对之差：

(S 大-S 小)/S 大

体积计算

公式

剩余资源储量

V（m³）

D1
0

4 公式② 1303
977

D2
977

40 60% 公式④ 26529
393

D3
393

公式① 6885
161

D4
161

35 55% 公式④ 8887
360

D5
360

35 50% 公式④ 18603
724

D6 724
35 16% 公式③ 27703

859

D7
859

35 63% 公式④ 19914
322

D8
322

14 公式② 1503
0

合计 111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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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公式②：

1
3

V HS

公式③：

1 ( )
2

V H S S  小大

公式④：

1 ( )
3

V H S S S S   小 小大 大

（4）估算结果

经估算，矿区剩余资源储量为 11.13万 m3。

7.2 尾矿、废石

矿区开采后没有产生尾矿、废石，只有剥离土和强风化石，矿山

服务年限内总剥离物 13.48万 m3，部分用于建筑填方料，其余的剥离

物（主要为地表耕作层）运往排土场进行堆存，矿上开采结束后用于

矿山复垦。

7.3 采坑积水和废水

采坑底板起伏较小，周边无溪流汇入采坑，矿山采场未形成封闭

圈，场内汇水可有南侧向外排放。目前，采坑区内没有积水，没有其

他水源进入采坑，采坑没有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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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章 矿山生产效益

矿山实际采出花岗岩资源储量 147.14万 m3，按 2012-2016年三

亚市的建筑用碎石价格一般为 20~40元/吨，取平均值 30元/吨计算，

则：

矿山产生的资源价值=147.14×2.58×30=11388.64（万元）。

根据矿山企业统计，矿山生产成本约 30元/立方（包括采矿生产

成本、加工生产成本、管理费、土地、林业费等），按此计算，则：

矿山的生产成本=147.14×30=4414.20（万元）；

各类税费=销售收入×15%=11388.64×15%=1708.30（万元）

矿山建设前期投入约 1500万元（包括矿山基建投资、资本化利

息等），企业收入为：

11388.64-（4414.20+1708.30+1500）=3769.14（万元）。

企业利润=企业收入-企业所得税=3769.14-3769.14×25%=2826.86

（万元）。

矿山的开采为企业带来一定的利润，同时也为国家增加税收，带

动消费链，创造了一定的就业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地方经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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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章 存在问题与建议

9.1 存在问题

采坑底板中部约 25亩面积作为方舱拆除物的储备场地，目前还

未进行复垦，场地裸露。根据相关文件要求，方舱拆除物的储备场地

复垦工作由今后依法取得该土地使用权的单位（企业）依法依规进行。

9.2 建议

尽快落实方舱拆除物的储备场地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

复垦工作，对复垦区域做好苗木的养护工作。

做好场地的管理巡查工作，严禁堆放有毒有害物质。

第 10章 结束语

1、三亚市吉阳镇荔枝沟抱坡村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于 2017年

1月 21日到期，不再延续，目前已基本完成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因此，本矿区符合闭坑条件。

2、矿山开采管理规范，安全生产，每年对开采量、损失量进行

计算，矿山动用的资源储量为 161.38万 m3，因采坑边坡台阶压覆无

法开采资源量（控制的资源量）为 11.13万 m3。动用的资源储量（控

制的资源量）、损失量及未采资源量（控制的资源量）数据真实可靠，

符合矿区实际。

3、本报告可作为矿山闭坑的地质依据，矿山闭坑后可核销资源

量为 161.38万 m3，剩余未开采资源量为 11.13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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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矿山历年开采矿量统计表

单位：万 m3

年度 查明资源量
实际开采

资源量

生产台账

资源量
损失量 损失率

采矿

回采率
备注

2012年 172.51 11.83 11.29 0.54 4.6% 95.4%

2013年 31.36 29.38 1.97 6.3% 93.7%

2014年 39.23 36.92 2.30 5.9% 94.1%

2015年 45.82 42.73 3.09 6.7% 93.3%

2016年 27.21 25.47 1.74 6.4% 93.6%

2017年 1.35 1.35

合计 172.51 156.79 147.14 9.65 6.2% 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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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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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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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采矿权人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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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编制单位承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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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矿山企业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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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编制单位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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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采矿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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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矿区勘查地质报告评审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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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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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评审意见



53



54



55

附件 10：关闭矿山要求做闭坑报告的文件（矿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56



57



58



59



60



61



62

附件 11、关于三亚市吉阳区（原吉阳镇）荔枝沟抱坡岭建筑用花岗岩采矿权延

期开采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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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三亚市国土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抱坡村矿山东侧边帮治理工作的通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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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三亚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总部经济区和中央商务区现场建筑垃圾

弃土场选址的请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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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关于先行堆放方舱拆除物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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