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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湖州市菱湖东林镇平山矿区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审查意见修改说明 

项目名称 
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湖州市菱湖东林镇平山矿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 

评审时间 2024年 12月 20日 评审地点 康城矿 3楼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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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姚辉磊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1、梳理方案修编原因。 

修改说明：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和“《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

〔2023〕5 号）等文件精神，明确的方案修编情形：其中规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和

土地复垦政策要求、标准规范发生重大变化的”，与此同时矿山企业为解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约

300 万吨泥饼，降低泥饼对周边环境和生态的污染，在征得土地所有人同意后，将生产过程中的

泥饼堆放在+35.7m 宕底，宕底复垦地类为林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 33 家开发区整合提升工作方案的批复》（浙政函〔2020〕99 号），矿区外复垦类型由林地变

更为建设用地。（见 p1-p2） 

2、对比原方案，已完成工作量及变化调整情况工作列表对比。 

修改说明：已补充完善,见 P104。 

3、完善工程部署图。 

修改说明：已完善,见附图 6。 

4、增加现状边坡，预测最终边坡评价内容。 

修改完善：已增加，见 p39-p49。 

5、加强宕底纵横排水。 

修改完善：已增加宕底机耕路及两侧排水沟，见附图 6。 

6、南侧宕底回填后稳定性评价考虑挡墙支撑。 

修改完善：南侧设计采用毛石砼坝进行支撑，强度满足要求，稳定性好。见附图

5、6、11、12 

二、徐新泉专家评审意见及修改说明 

1、挡墙内植物建议改为夹竹桃 

原因：红叶石楠病虫害多，管理难度大。夹竹桃适应性强，花期长。易形成“毛

带”效果，且病虫害少，吸附粉尘与有害气体能力强。 

修改说明：根据会审专家及与会代表意见，由于宕底回填泥饼，易造成不均匀沉

降，建议宕底取消挡墙，方案取消宕底挡墙建设。 

2、宕底复绿植物应用建议：如单纯意愿绿化，应用香樟+三角松混交方式配置，

可降低病虫害发生概率，并丰富植物景观。如意愿功能性，建议更为果园，如杨梅树

等，可为后矿时期土地利用做好准备 

修改说明：采纳香樟+三角枫混交方式配置，见 P94。 

三、裘煜灼专家审查意见及修改说明 

1、本次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修编，文本中应该说明方案修编了哪些内

容，通过修编解决了哪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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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和“《浙江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

〔2023〕5 号）等文件精神，明确的方案修编情形：其中规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和

土地复垦政策要求、标准规范发生重大变化的”，与此同时矿山企业为解决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约

300 万吨泥饼，降低泥饼对周边环境和生态的污染，在征得土地所有人同意后，将生产过程中的

泥饼堆放在+35.7m 宕底，宕底复垦地类为林地。根据《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萧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等 33 家开发区整合提升工作方案的批复》（浙政函〔2020〕99 号），矿区外复垦类型由林地变

更为建设用地。 

本次方案修编主要内容为矿区宕底回填泥饼及种植土后复垦为林地，矿区外复垦类型由林

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目的是为贯彻落实新的文件精神以及解决矿山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泥饼问题。

（见 p1-p2）。 

2、本次主要是考虑+35.7m宕底堆放、回填 150万 m3淤泥，是堆放还是回填没有

明确，应于明确。如果是回填，补充淤泥回填具体工艺，具体回填要求。 

修改说明：淤泥用于回填宕底，回填工艺已增加，见 P92-93。 

3、回填相关措施：雨水防止进入宕底措施；回填时间长达 3-5 年，对淤泥表层

防尘措施。 

修改说明：在边坡顶部，部分边坡平台及宕底设置不同规格的截排水沟。已增加

防尘措施，见 P92。 

4、目前局部宕底已倒入淤泥多少？如何平整？如何覆盖有机表土？如何设置宕

底坑四周截排水沟？ 

修改说明：方案中增加了回填工艺，宕底截排水沟设置规格为 70cm×70cm，底部

采用片石垫层，厚层 30cm。见附图 6中宕底排水沟大样图 

四、董伟明专家审查意见及修改说明 

1、附表缺“调查汇总表” 

修改说明：已补充完善。 

2、文字报告中 P38、P39对边坡 B3、B4边坡的描述内容重复。 

修改说明：已做删减完善。 

3、文字中多次出现“二调资料”。 

修改说明：本次依据为“三调资料”，已做调整。 

4、针对泥饼场地相关防治措施进行介绍。 

修改说明：在泥饼堆场南侧设置毛石砼坝，强度满足要求，稳定性好。见附图 5、

6、11、12。 

5、泥饼回填宕底是否可以达到 38.9m？此标高确定依据？ 

修改说明：重新对泥饼回填高度进行了计算，确定回填高度为 3.7m。在此基础上

回填 60cm 种植土，实际标高为+40m。计算过程为：泥饼总量÷泥饼小体重÷宕底面

积+种植土厚度，见 P72 

6、现状平台宽度局部与开发利用方案不一致，是否有相应的措施？ 

修改说明：为安全起见，设置随机锚杆，面积约为 28700m2，见附图 6 

7、图件 5中，北部标高+39.5m，南部标高+40.81m？是否标错？若无标错，则宕

底排水沟如何布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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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说明：图纸标注有误，宕底最终底标高为+40m。 

8、建议增加终了宕底排水的水质监测。 

修改说明：已采纳，文中已说明，见 P101。 

9、宕底最终回填至+39.5m，边坡复绿面积是否进行相应的调整？ 

修改说明：最后一级边坡复绿面积已重新进行了核算，对比原设计方案相应的减

少了，见 P104。 

五、顾关权专家审查意见及修改说明 

1、方案修编依据应根据省自然厅（2023）5号文要求进行说明。 

修改说明：已按照文件要求予以说明，见 P1、2 

2、宕底复垦方向变更为林地，要与当地土地利用规划衔接。 

修改说明：已征求当地政府部门意见，填写复垦意见表。 

3、平衡分析（土源）依据欠充分，应按可利用的耕植土进行计算，并说明客土

来源、取土地等。 

修改说明：根据矿山企业说明，耕植土满足回填要求，见 P69、70。 

4、工程设计中的挡墙、排水沟，矿界内外连接处的高差处置等，要按照宕底回

填后的实际情况进行布置，并提出相关的技术要求。 

修改说明：挡墙已按照专家及与会代表意见进行删除，宕底设置截排水沟，规格

为 70cm×70cm，底部采用片石垫层，厚层 30cm。矿区内外结合部分采用毛石砼挡墙

进行支护，见附图 6。 

5、经费估算补充原方案应计提数，已计提数等数据，并对方案设计应计提数有

结论性意见。 

修改说明：已补充说明，见 P133。 

6、补充工程量，经费估算新老两方案对比表 

修改说明：已补充说明，见 P104。 

 

 

浙江久核地质生态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2024年 12月 27日 

专

家

复

核

意

见 

 

编制单位已按专家意见修改完善。 

 

 

                                                专家组长： 

                                                  2024 年 12月 28日 

 



《康诚石矿（湖州）有限公司湖州市菱湖东林镇平山矿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 

评 审 意 见 

 

2024 年 12 月 20 日，浙北自然资源技术服务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名单

附后）对浙江久核地质生态环境规划设计有限公司提交的《康诚石矿（湖

州）有限公司湖州市菱湖东林镇平山矿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修编）》（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分局、区

应急管理局、区生态环境分局、区水利局、东林镇人民政府、道场乡人民

政府等相关领导参加了会议。与会成员审阅了《方案》资料，听取了编制

单位的汇报，根据《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浙自然资规〔2023〕5 号）文件要求，

专家组经质询和审议后，形成评审意见如下： 

一、主要工作评述 

（一）《方案》全面收集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理方案、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储量年报等成果，经过实地调

查，并按照浙自然资规〔2023〕5 号文件要求开展了《方案》的编制。目标

任务明确，工作依据充分，工作方法和技术路线符合技术规范要求。 

（二）根据地质环境条件及所处位置，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

山开采矿体为建筑用石料（凝灰岩），生产规模为 460 万吨/年，矿山生产建

设规模属大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属中等，综合确定矿山地质环

境影响评估级别一级是合理的，确定的评估范围能够满足方案编制基本要

求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基本要求。 

（三）现状分析与预测认为：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地质

灾害影响程度为较轻；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引发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地质灾

害影响程度较轻。未来采矿活动对含水层影响程度较轻；矿山开采对地形

地貌景观严重，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破坏的程度为严重；评估方法基本可

行。 



（四）根据评估区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以及现状

评估、预测评估，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进行分区，确定整个采矿区为

重点防治区，矿区东南侧加工场地、皮带输送走廊、办公生活区、泥饼堆

场区及污水池为次重点防治区，矿界外未破坏的原始地形地貌区域划为一

般防治区，并以“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等原则，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做出计划部署。分区治理和

工作部署基本合理。 

（五）《方案》根据土地损毁情况及土地复垦可行性评价分析，该矿山

采矿总损毁的面积 861678m2，其中界内损毁面积 662685m2，界外损毁面积

198993m2。开采后矿山范围内形成宕底平台 462171m2（回填泥饼后面积）、

矿山东南侧及码头区域面积 183010m2（扣除保留区域 15983m2后），共计

645181m2 划为复垦责任区范围；实际复垦面积 645181m2，复垦率 100%。

土地权属清楚，复垦意向明确。复垦责任范围内区域作为建设用地和林地，

符合规划要求，提出的复垦质量要求与复垦措施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六）《方案》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复垦工程量和经费估算基本

合理，符合省厅和相关文件规定要求。 

二、修改意见及建议 

1、对方案文本和图表中对治理复垦工程量进行具体量化： 

2、完善施工要求和验收标准。 

三、评审结论 

经评议，本《方案》通过专家评审。请编制单位按照评审专家提出的

意见和建议认真修改，补充与完善后，提交相关部门审批（备案）。 

 

 

 

                                          专家组组长： 

2024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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