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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大田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文江乡琼口石墨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意见

为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调整矿界范围提供依据，福建省华厦

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4年 9月编制了《福建省大田县兆

丰矿业有限公司文江乡琼口石墨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

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三合一方案》）。

按照三明市自然资源局《关于矿山“三合一”方案组织评审工作规

则》的要求，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于 2024年 11月4日受理收件，

组织四名专家组成评审专家组，对该《三合一方案》进行评审。专家

组审阅方案及有关附件后，于2024年 11月 12日会同三明市及大田

县自然资源局有关人员到矿山进行了现场踏勘，当日召开了方案现场

评审会。编制单位根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对方案进行了修改，

并于2024年11月 18日再次提交了修改稿。经评审专家确认，存在

问题已修改完善。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在评审专家审查意见基础上，

经研究形成本评审意见书。

一、项目概况

1、位置交通

矿区位于大田县城北约 30km的文江镇琼口村西南侧一带，矿

山地理坐标：东经 117°49′19.246″～117°59′51.247″，北纬

25°57′45.890″～25°58′17.885″。行政区划隶属大田县文江镇琼

口村管辖。

矿区内交通较便利，省道三郊线经过矿区西侧。矿山及石墨选

矿厂通过 10km的乡村公路与省道相接，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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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采矿权设置情况

⑴ 原采矿许可证

原持有《采矿许可证》于 2014年 3月 31日取得，有效期至

2024年 3月 31日；2020年 1月 10日，将 1980西安坐标转

换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统，换取新的采矿许可证，发证机关为

三明市自然资源局，采矿许可证号：

C3504252010117120079656；采矿权人：福建省大田县兆丰

矿业有限公司；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石墨；开采

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2万吨/年；矿区面积：0.5850km2；

开采标高：+450m～+150m；开采范围由 5个拐点坐标（见下

表），有效期限为 2020年 1月 10日～2024年 3月 31日。

原采矿许可证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 X Y 拐点 X Y

1 2873943.4

472

39582470.0

947

4 2873093.4

368

39582370.0

9732 2873943.4

497

39583070.1

026

5 2873743.4

448

39582370.0

9473 2873093.4

394

39583070.1

054矿区面积：0.5850km2，标高：+450m～+150m

⑵拟调整增加主井口区域范围

由于矿山+351主硐口位于界外，本次拟将+351主硐口区域

增加至矿区范围内，拟变更增加的范围由 4个拐点坐标（见下表）。

该范围内为晚侏罗世花岗闪长岩分布，未赋存矿产资源，未存在其

他矿业权。核实区内未涉及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等。核实区

内未存在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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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变更增加的主井口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 X Y 拐点 X Y

6 2873795.4
5

39582396.1
0 8 2873786.1

6
39582333.3

6
7 2873778.6

8
39582335.2

4 9 2873803.2
5

39582400.0
1

拟增加的范围面积：0.0005km2

⑶拟申请变更矿区范围

拟申请变更矿区范围为原矿区范围以及主井口区域范围，生产

规模为 2万吨/年保持不变；同时根据自然资源部矿业权管理司《关

于核实规范矿业权登记坐标数据的函》(自然资矿业权函[2024]28
号)，非油气采矿权按照直角坐标表达，X、Y坐标小数位数保留 2
位，因此拟申请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下表，矿区面积：

0.5854km2。

拟申请变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拐点 X Y 拐点 X Y

1 2873943.44 39582470.10 6 2873795.4
5

39582396.1
0

2 2873943.44 39583070.10 7 2873778.6
8

39582335.2
4

3 2873093.44 39583070.10 8 2873786.1
6

39582333.3
6

4 2873093.44 39582370.10 9 2873803.2
5

39582400.0
1

5 2873743.44 39582370.10

矿区面积：0.5854km2，标高：+450m～+150m

3、勘查开发情况

2023年 11月~2024年 2月，福建省 196地质队开展储量

核实工作，并于 2024年 2月完成了核实报告的编制工作；核实工

作是在矿区 2011年储量核实工作的基础上，主要对标高+28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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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以下采掘工程进行测量；对新形成的采空区进行了调查；对巷

道部分揭露的主要可采矿层的厚度进行了编录；水文地质、工程地

质调查，并收集矿区及矿井其他水工环等相关地质资料。通过采空

区调查、巷道编录、采样测试等方法和手段，对矿区保有储量进行

了重新核实估算，编制了各类图件；另一方面，综合利用以往的地

质工作，最终提交了储量核实报告，并于 2024年 8月 7日通过福

建省国土资源评估中心组织专家的评审(闽国土资储评字

[2024]17号)。
经核实资源储量估算，截止 2023年 12月 31日采矿证内保

有矿石资源量为 34.81万吨，固定碳平均品位 82.95%。其中控制

资源量为 14.38万吨，推断资源量 20.43万吨。

开发情况：矿山现北矿段布置有 351明斜井口和 281风井口，

南矿段 296盲斜井口和 280风井口，351明斜井作为主提升井，

296盲斜井作为辅助井，布置有+250m回风平巷、+200m中段

运输巷道、+165m中段运输巷道，南、北矿段通风联络巷道贯通，

形成了完整的开拓系统，采用“ 伪倾斜走向长壁采矿法”回采。

据储量核实报告，矿山历年开采动用资源量 20.82万吨，累计

损失矿石量 2.27万吨，回采率 89.10%。

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1、开采范围

本矿开采对象为矿区内的Ⅲ、Ⅳ、Ⅶ号矿体，针对位于南矿段

F2断层东侧的 DIII、DIV、DV、DVI号零星小矿体进行综合利用；

根据矿体赋存产状以及开采现状，设计实际开采标高：+250m至

+16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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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设计开采的Ⅲ、Ⅳ、Ⅶ号矿体与朱坂溪垂直穿过朱坂溪，

设计朱坂溪防水保护矿柱按 30m预留不得开采。

2、开采方式

仍采用地下开采方式。

3、地下开采

(1)开采顺序及首采中段

设计矿区内分为北矿段和南矿段，先开采南矿段、后采北矿段，

北矿段开采+200m、+165m等中段，南矿段开采+200m中采，

即首采南矿段的+200m中段。

(2)推荐的生产规模

保持原有生产规模，即 2万吨/年。

(3)采矿方法

根据矿体赋存条件，结合矿山已采用伪倾斜走向长壁采矿法开

采多年，该采矿法采场结构和回采工艺较为简单，采场内可采用溜

槽自溜运输矿石，生产效率高，工人劳动强度低，对于开采倾斜至

急倾斜薄石墨矿实际应用广泛，设计继续采用伪倾斜走向长壁采矿

法。

采矿方法的选择符合现场实际，但采场结构参数有待下一步设

计时采用岩石力学参数计算方式再具体验证确定。

(4)矿块回收率与贫化率

设计回收率取 88%。贫化率为 4%；基本符合矿山的实际生产

情况。

4、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

(1)矿区范围查明（保有）资源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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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于 2023年 12月 31日，矿山保有矿石资源量为 34.81
万吨（控制+推断），其中控制资源量 14.38万吨，推断资源量

20.43万吨。

(2)设计损失量

设计损失主要有受朱坂溪保护范围的影响无法开采的矿体以

及受开采现状+165m中段的影响+165m~+150m水平之间无

法开采的影响，设计损失量 8.03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2.17万

吨，推断资源量 5.86万吨。

(3)设计利用资源量

将控制资源量的全部和推断资源量的 80%来确定设计利用资

源储量，最后计算得设计利用资源储量为 23.87万吨。

(4)设计矿山可采储量

设计矿山回采率取 88%，可采储量 21.0万吨。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及可采储量的估算基本合理。

5、矿山产品方案、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以往销售情况，矿山开采石墨矿作为福建仲荣冶金材料有

限公司深加工原料提供商，设计矿山的产品方案即为石墨原矿，经

简单筛选后直接运往福建仲荣冶金材料有限公司进行深加工。

矿山生产规模仍为年产石墨矿 2万 t。本矿井的稳产服务年限

为 10年，加上减产及扫尾期 1年，实际总服务年限为 11年。

作为已建石墨矿山，产品方案、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基本合理。

6、开拓运输方案

矿山为已建多年老矿山，已经采用斜井开拓、有轨矿车运输多

年，因此本次设计继续利用现有开拓运输方式，即采用斜井开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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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轨矿车运输。

矿山开拓及运输方案合理。

7、矿山总体布置方案

矿部、生活区、石墨筛选场地、炸药库、矿石转运场等各功能

均利用现有设施。

各功能区布局总体可行，矿山总平面布置方案基本可以满足现

场使用需求。

8、选矿

矿山不设置选矿厂，产品方案为原矿。

9、资源综合利用

地采回采率可达到 88%。

矿山每年产生废石渣约 0.1万m3，总计约产生 1.0万m3，

井下掘进产生废石渣部分可用于维护运输道路，其余部分可临时堆

存在地面转运场作为有偿化处置，则废石渣综合利用率约为

100%。

回收率、综合利用率基本满足有关规定要求。

10、防排水方案

矿山为已建生产矿山，采用斜井开拓、有轨矿车运输，采用机

械排水方式，井下涌水通过各中段水沟以 3～5‰的坡度分别汇集

到+165m和+200m中段水仓后采用接力排水，即从+165m水

仓—+200m水仓—280风井口—地表，经硐口沉淀池处理达标后

排放。

地表防排水：在各工业场地及生活区外围设置排水沟，将拦截

汇水排出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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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安全生产

矿山下阶段应按相关规定要求做好安全设施的设计，并经生产

安全主管部门的审查通过后方可实施。

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1、原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执行情况

矿山于2018年6月委托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编制提交了《大田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文江乡琼口石墨矿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该方案通过专家

组评审。2024年 3月 20日大田县自然资源局会同文江镇人民政

府组织专家及相关单位代表，对矿山已完成矿区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工程进行阶段性验收并形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完成情况阶段

验收意见。

2、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矿山现有采矿活动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评估为较轻；对矿山含

水层的影响为较轻；对矿区现有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为较轻；对矿

区土地资源的影响较轻。

矿山未来开采活动将造成的地质灾害影响较轻、对含水层影响

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轻、对土地资源影响较轻。

3、矿区周边敏感目标及影响

根据现场勘查，矿区周边敏感目标主要有：琼口村、朱坂溪、

洋坂梯级电站及 10kV输电线路、生态公益林、基本农田。

琼口村居民聚集区位于岩移错动范围外，民房均距离错动区约

100m，仅矿石运输经由村道向外运输，设置标识提示、喷水除尘

等安全防范措施后，矿山开采对琼口村居民点及周边居民生活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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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

朱坂溪位于设计岩移错动区以外，最近距离约 30m，在采取

下穿巷道形变监测及完善运输路线周边防排水设施等措施后矿山

开采对朱坂溪无影响。

洋坂梯级电站两级大坝分别位于矿区东北部 2号拐点内以及

矿区西南侧直距约 125m外，东北侧大坝及机房距离本次设计岩移

错动区约 15m，配套输电线路沿朱坂溪北岸架空敷设，电线杆布

置均位于朱坂溪沿岸 30m保护带内。在采取坝体监测等措施后矿

山开采对洋坂电站及其输电线路无影响。

矿区范围分布有 3块生态公益林，涉及岩移错动区范围内为省

级生态林面积约 35.9亩，分布标高约+346m~+431m，地采系

统采空区顶板距离地表保留好于中风化地层不小于 25m。要求矿

山按设计参数进行采矿活动，并在靠近公益林的地表功能区配备灭

火器等消防设备，矿山的开采活动不会影响生态林区域植被的正常

生长。

矿区周边分布分布有大小不一 6块基本农田，涉及基本农田总

面积约 352.97亩；农田灌溉水来自大气降水及朱坂溪，灌溉水量

充足。经分析认为，矿山开采对周边基本农田无影响。

以上评估依据较充分，结论基本合理。在采取各项防治措施并

做好日常管理工作后，矿山开发建设对周边敏感目标无影响。

4、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已损毁土地主要有 4个硐口（351主井、281风井、296副

井、280风井）；矿部、石墨筛选场地、炸药库、矿台工业场地、

生活区、矿石转运场各 1处。占用土地类型为乔木林地、其他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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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采矿用地，破坏形式为挖损和压占，现有破坏土地总面积为

4.43hm2。

矿山已开采多年，各地表功能区已经建设完毕，后续仅对继续

利用的各功能区进行维护和修缮，未来无需增扩损毁面积。

以上评估基本合理，可作为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的依

据。

四、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

1、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

方案采用工程技术措施、生物和化学措施，对矿山现有工程及

开采、闭坑不同时期的工程情况进行了恢复治理。主要有截排水沟、

浆砌挡墙、监测、植被绿化等措施，并应及时进行有效的管护。对

于矿区复垦后土壤肥力比较低的状况，需增加土壤有机质和养分含

量，改良土壤性状，提高土壤肥力。

2、土地复垦

通过各单元适宜性评价为宜草宜林，按照周边的种植条件以及

水源，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矿山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44300m2，

待采矿结束、矿山闭坑后，矿部及生活区楼房移交给当地村民使用，

原利用农村道路作为运输道路的区域继续留用，其余已损毁区域均

应进行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复垦，复垦责任面积 44300m2，需复

垦区域面积为 43000m2，复垦率为 97.07%。

土地损毁、压占统计分析资料较为详实，土地适宜性评价参数

选择基本可行，土地复垦方向基本符合当地实际情况。

3、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部署

本方案将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区域划分成三个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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⑴ 重点防治区：矿台工业场地、矿石转运场、351主井、296
副井；

⑵ 次重点防治区：281风井、280风井、石墨筛选场地、炸

药库；

⑶ 一般防治区：岩移错动区。

第 1年，安排形变监测点及水质监测点布设；功能区坡脚防护

挡墙；不再利用功能区建构筑物拆除清理，以及覆土、复绿等工程；

第 2～11年，以监测与养护为主；第 12年为矿山闭坑期，安排剩

余所有硐口封堵及建构筑物拆除与场地覆土绿化；第 13～15年，

开展管护与监测。

4、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本项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方案估算总投资 191.22万元，

其中：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静态投资费用约 127.72万元，

其他费用 12.64万元，基本预备费（不可预见费）70.12万元，

价差预备费 43.84万元。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措施选择得当，工程部署与进度

安排基本合理。

五、建议

(1)采矿权人应按绿色矿山标准进行生产建设。

(2)因朱坂溪河底存在下穿联络巷道，建议矿山在生产过程中

加强地表及下穿巷道的形变监测，并编制应急预案，做到防患于未

然。

(3)矿坑水应处理达标后方可排放。

六、评审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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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评审，由福建省华厦能源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24年

11月提交的《 福建省大田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文江乡琼口石墨

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土地复垦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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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予以通过，可作为本次办理采矿

权登记的要件之一。

三明市国土资源规划所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编制单位已根据会议要求及评审专家意见修改到位。

2024 年 11 月 22 日

附件《福建省大田县兆丰矿业有限公司文江乡琼口石墨矿“三

合一方案”》评审专家成员组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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