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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内蒙古额济纳铁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于2012年11月通过招

拍挂方式取得该采矿权（成交确认书编号：（阿矿确字〔2012〕（8--6）

号）），取得矿权后一直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由于原开发利用方案中没

有“三先进”、“绿色矿山”等内容，因此内蒙古额济纳铁鹰矿业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委托阿拉善盟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根据内蒙古自治区

国土资源厅〈关于建筑用砂、石、粘土矿采矿权精简审批的指导意见〉

（内国土资字〔2015〕483 号）及最新的规范要求重新编制。阿拉善

盟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由地质、测量等技术人员于 2022 年 6 月 5 日

前往矿区开展地质工作。首先对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进行勘定,

然后进行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接着进行 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

并在勘查线不同标高位置采样测试等地质工作；于 2022 年 6 月 10 日

野外工作结束转入室内资源整理和报告编制工作；2022 年 7 月 30 日

完成报告编制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开发与保护综合

方案》于 2022 年 8 月 15 日在阿拉善盟自然资源局 C 座 2 楼会议室召

开评审会议，会议由评审专家组长聂志刚主持（矿产部分），评审专

家组成员和报告送审单位、评审单位的代表共 7 人参加了会议。会后

报告编制单位根据评审会议意见进行了修改，经专家复核后形成评审

意见如下： 

一、矿区概况 

（一）位置及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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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额济纳旗东风镇二十五号基地西约 20Km 处，行政区划

属额济纳旗东风镇管辖，矿区地理坐标为（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东经:99°57′53″—99°59′44″ 

北纬:44°08′37″—44°09′07″ 

矿区距东风镇西北约 25Km，有便道可通行汽车。矿区距额济纳

旗达来库布镇(道路距离）约 150Km，距甘肃酒泉市约 250Km，交通较

方便。 

（二）矿业权设置情况 

该矿山为新建矿山，目前拟设采矿权范围内没有任何矿业权设

置，根据成交确认书（阿矿确字〔2012〕（8--6）号），拟设采矿权名

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开采矿种：建筑用

白云岩（建筑石料用）；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20 万 m³/a。

一采区面积：0.6810Km
2
,二采区面积 0.0290Km

2
；拟设置采深标高

1245～1195m。矿区由两个采区、8 个拐点圈定（详见表 1-1）。 

表 1-1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 

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一采区 

拐点 

编号 

1980 西安坐标系 6 度带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3度带 

X Y X Y 

1 4557357.32 17580880.73 4557380.3952 33580988.3157 

2 4557874.61 17580880.04 4557897.6888 33580987.6251 

3 4557675.10 17582588.83 4557698.1794 33582696.4273 

4 4557380.26 17582508.80 4557403.3372 33582616.3971 

面积 0.6810km
2
 

二采区 

1 4556983.47 17583353.46 4557251.6830 33583367.0076 

2 4557131.25 17583459.92 4557154.3226 33583567.5241 

3 4557228.61 17583259.41 4557006.5414 33583461.0675 

4 4557164.73 17583210.24 4557187.8045 33583317.8423 

面积 0.0290km
2
 

总面积：0.71 km
2
，采深标高：1245～119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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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设采矿权范围、资源储量估算范围详见下关系示意图。 

 

（三）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总体南高-北低，海拔高度 1250m—1185m，相对高差 65m，

属丘陵区。矿区及周边没有常年地表水体，只有在大暴雨时，洪水沿

沟谷由高处向低洼处沿流过。该区基岩裸露，在低洼处有稀疏的草本

植被，生态环境较脆弱。 

该区域属典型的内陆干旱气候，根据额济纳旗气象局2017～2021

年统计气象资料，年降水量一般为 27～31mm，最大为 63mm，平均年

降水量 29mm；年蒸发量一般为 3800mm 左右。冬季严寒，夏季酷热，

昼夜差大；年最高气温一般为 39.9℃～42.2℃；最低气温一般为

-29.9℃～-23.0℃；年平均气温 9.9℃。冰冻期从 11 月至次年 3 月，

最大冻土深度 1.11m。该区冬、春季多风沙，以西北风为主，最大风

力 9 级，最大风速 24m/s，年平均风速 2.88m/s，每年春夏之季容易

发生沙尘暴。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中国地震动峰加速度区划图，该区域地震动峰值加

速度为 0.05g，对照烈度Ⅵ度。开采工程应按Ⅵ度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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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区常驻居民稀少，以蒙汉族为主，主要从事牧业、矿业开采

和其他副业。近年由于东风航天城的建设，将会对本地区的经济发展

起到很大促进作用。本地区生活、生产物资主要靠金塔县和酒泉市等

地供应。 

（四）矿区地质概况 

1、矿区地质 

（1）地层 

矿区内出露地层全部为蓟县-清白口系圆藻山群（Jx-QnY），在矿

区外西北部出露有白垩系下统赤金堡组（K1


c），在矿区外北部分布有

第四系更新统洪积砂砾石层。 

①蓟县-清白口系圆藻山群（Jx-QnY）：分布于整个矿区，岩性为

灰色硅质条带白云岩，岩石呈粉晶-细晶结构，粒径在 0.03～0.09mm；

厚层状构造，单层厚度在 30～50cm。该地层为石料矿含矿地层。 

②白垩系下统赤金堡组（K1


c）：分布于矿区西北角，为一套紫红

色砂砾岩、粉砂质泥岩。 

③第四系更新统洪积（Qp
pl
）砂砾石层，分布于矿区北部山前洪

积扇。 

（2）矿区构造特征 

矿区未发现大的断层构造。地层呈单斜构造，倾向北，倾角56°～

62°。 

（3）岩浆岩及变质岩 

矿区没有岩浆岩出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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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矿层地质 

（1）矿层特征 

建筑石料用矿层赋存于蓟县-清白口系圆藻山群（Jx-QnY）地层

之中，分布于矿区山丘之上，呈正地形出露于地表，矿层顶部无覆盖

层和风化层。岩性为硅质条带白云岩。 

矿区内有两个采区，一采区位于矿区西部，矿层呈不规则矩形，

东西长 1620～1689m，南北宽 206～366m，面积 681000 ㎡。二采区位

于矿区东部，矿层在地表近似一梯形，北西（梯形上底）宽约 81m，

南东（下底）宽约 182m，长约 220m，面积 29000 ㎡；矿层近东西走

向，倾向北，产状 9°∠55°。矿石平均水饱和抗压强度为 46.5 Mpa，

平均压碎值为 13.0%，平均坚固性 13.67%（大于指标 12%的要求），

平均硫酸盐及硫化物含量（SO3质量分数）0.015%，CaO平均含量26.7%，

MgO 平均含量 13.58%，SiO2平均含量 26.14%。 

（2）矿石质量 

①矿石物质组成及结构构造 

矿石主要呈粉晶、细晶结构，棱形及不规则粒状结构，粒径一般

在 0.03～0.09mm；厚层状、条带状构造，少量呈网脉状构造；单层

厚度一般为 0.25～0.5m，硅质条带宽度为 5～10cm，局部岩石受压碎

成裂隙，铁染硅质充填其中形成网脉状。 

矿石主要由白云石组成，含量为 75%；硅质（玉髓）含量 10%；

方解石含量 10%；铁泥质含量 3～5%。 

②矿石化学成分 

本次工作采集了 3 件化学分析样，经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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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陕西测试研究所测试，结果见表 2-3。 

表 2-3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化学分析结果表 

样号 
检 测 项 目 及 检 测 结 果 

ω(CaO)/10
-2
 ω(MgO)/10

-2
ω(SiO2)/10

-2
ω(Al2O3)/10

-2
 ω(Fe2O3)/10

-2
 

HX1 11.28 11.48 49.88 13.51 6.08 

HX2 31.48 17.91 15.90 0.39 0.13 

HX3 37.34 11.34 12.64 0.59 0.88 

平均 26.70 13.58 26.14 4.83 2.36 

样号 ω(Na2O)/10
-2
 ω(TiO)/10

-2
ω(SO3)/10

-2
 ω(K2O)/10

-2
 备注 

HX1 1.970 0.650 0.017 1.760  

HX2 0.025 0.017 0.014 0.0093  

HX3 0.039 0.042 0.015 0.048  

平均 0.678 0.236 0.015 0.606  

依据本次化学样分析结果，该矿山矿石 SO 3 平均含量 0.015%，

符合工业指标要求。 

③矿石物理性质 

2012 年地质工作采集 3 组物理性能测试样送往宁夏回族自治区

地质矿产中心实验室进行测试，本次工作采集 3 组物理测试样送中国

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陕西测试研究所测试，测试结果详见表

2-6。 

表 2—6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物理性质测试结果表 

送样号 
样品

名称 

水饱和抗

压强度 
坚固性 压碎值 表观密度 堆积密度 孔隙率 吸水率

（%）
备注 

(MPa) （%） （%） (kg/m3) (kg/m3) (%) 

WX1 

石料 

34.63 —— 13.0 —— 1520 35 —— 2012年

WX2 58.31 —— 11.0 —— 1897 38 —— 2012年

WX4 36.06 —— 14.0 —— 1639 36 —— 2012年

WX5 46.00 15.00 14.0 2660 —— —— 2.9 2022年

WX6 61.00 8.00 12.0 2760 —— —— 1.4 2022年

WX7 43.00 18.00 14.0 2540 —— —— 3.3 2022年

平均 46.5 13.67 13.0 2653 1685 36 2.5  

         

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14-2020）建

筑用碎石沉积岩（III）类一般工业指标，（水饱和）抗压强度≥30M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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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固性≤12%，碎石压碎指标≤30%，空隙率≤47%，堆积密度≥

1350kg/m
3
，SO3≤1.0%；矿区矿石矿石坚固性指标超标，其他指标符

合一般工业指标。由于矿区没有深部取样工程，样品代表性有限，建

议矿石在利用时，应根据项目要求补充完善相关项目测试。 

④放射性 

本次工作采集 3 件放射性测试样经陕西省放射性物质监督检验

站测试，
238
U、

40
K、

232
Th、

226
Ra 放射性符合国标（GB6566）的要求，结

果见表 2-4。 

表 2-4  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放射性物质分析结果表 

实验室 

分析号 
送样号 

检 测 项 目 及 检 测 结 果 
238
U(Bq/Kg)

40
K(Bq/Kg) 

232
Th(Bq/Kg) 

226
Ra(Bq/Kg) 

SFS220059-001 1 40.5 345 34.5 28.0 

SFS220059-002 2 19.5 ＜7.35 ＜1.01 9.19 

SFS220059-003 3 36.5 ＜6.01 ＜0.826 36.5 

平均  32.2 ＜119.45 ＜12.11 24.56 

（3）矿层围岩与夹石 

石料矿层分布于硅质条带白云岩地层中，出露地表，无覆盖层；

其围岩和底板均为硅质条带白云岩；矿层中没有夹层。 

（4）矿床共伴生矿产 

根据化学分析（详见表 2-3）和光谱分析结果（见附件 6），CaO

平均含量 26.7%、MgO 平均含量 13.58%、Al2O3平均含量 4.83%、Fe2O3

平均含量 2.36%、TiO 平均含量 0.236%，矿床中未见可综合利用的共

伴生矿产。 

（5）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石为普通建筑用碎石料矿，矿层分布于山体之上，矿床采用露

天开采，矿石开采及加工技术条件简单，其工艺流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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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眼放炮→矿石崩落→ 转运加工破碎→筛分→销售。 

本方案推荐的主要采矿生产工艺达到同矿种当前国内先进水平。 

（五）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 

（1）矿区地形地貌特征 

矿区总体南高-北低，海拔高度 1250m～1185m，相对高差 65m，，

资源储量估算最低标高 1195m,开采矿层位于当地侵蚀面之上，有利

于采坑自然排水。矿区水文地质单元属径流区。 

（2）矿区气象条件 

该区域常年干旱少雨，根据额济纳旗气象局 2017～2021 年统计

气象资料，年降水量一般为 27～31mm，平均年降水量 29mm，年均雷

暴天数 15 天；单日最大降水量 36.9mm。年蒸发量一般为 3800mm 左

右。降水主要以径流方式排出矿区，少部分渗透于地表基岩裂隙中；

地表裂隙水主要以蒸发方式和由高处向抵处运移方式排出矿区。 

（3）矿区水文地质特征 

矿区及周边没有常年地表水体，只有在大暴雨时，形成短暂洪水

由高处向低洼处流过。开采矿层位于矿区最低侵蚀面之上，岩性为硅

质条带白云岩，开采矿层位于当地侵蚀面之上，矿层及围岩不含地下

水，属裂隙充水不含水层。影响矿床开采的主要因素是大气降水。 

（4）采坑涌水量预测： 

根据气象资料统计，年均降雨量 29mm，年均雷暴天数 15 天；单

日最大降水量 36.9mm。矿区地形地貌有利用自然排水，采坑位于侵



 

 9

蚀面之上，大暴雨时采坑外围洪水不会流入采坑，采坑汇水面积即为

采坑开口面积。 

设采坑开口面积：F=100000m
2
。 

年均降水量 0.029m，年均雷暴天数 15 天，年均单日降水量为：

0.029÷15=0.0019m。单日最大降水量为：0.0369m。由于大气降水直

接进采坑，地表径流系数可以不计。 

坑涌水量预测： 

Q 均=100000×0.0019=190（m
3
/d) 

Q 大=100000×0.0369=3690（m
3
/d) 

式中： 

Q 均—采坑年平均单日涌水量（m
3
/d)， 

Q 大—采坑年单日最大涌水量（m
3
/d)， 

F—矿坑开口汇水面积（m
2
)， 

假设采坑面积 100000m
2
,年平均单日涌水量为 190m³，采坑平均

水深 0.19cm；采坑单日最大涌水量 3690m³，采坑平均水深 3.69cm。

根据周边已生产矿山实地调查，大气降水对矿床开采影响有限。 

矿区地形有利用自然排水，矿区及周边没有常年地表水体，开采

矿层不含地下水，大气降水对矿床开采影响有限，采坑有利于自然排

水。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 12719-91），矿床

水文地质矿体类型属第二类第一型，即以裂隙充水的简单类型。 

考虑到矿床露天开采，采坑外围较高处洪水可能流入采坑，采坑

中要修排水槽，在采坑上游要修筑防洪堤坝和引洪槽；大暴雨天气严

禁生产作业，防止造成不必要的人员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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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地质 

（1）工程地质特征 

①结构面类型和等级：矿区未发现大的断裂构造，仅存在一些层

理、裂隙等Ⅳ、Ⅴ级结构面。矿层中裂隙不发育，岩块呈中厚层状构

造，层理面紧闭，未见沿层理面发生岩块滑动现象。根据已生产矿山

实地调查，采坑边坡岩块较稳定，未见采坑边坡坍塌现象。 

②岩石物理性质：矿层和围岩岩性均为白云岩，水饱和抗压强度

53.6～135MPa，平均66.87Mpa，；属坚硬岩石。 

（3）工程地质岩组划分 

矿层裸露地表，无覆盖层；矿层和围岩岩性均为厚层状硅质条带

白云岩。根据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和岩性及裂隙发育情况，将矿区划分

为一个工程地质岩组，即厚层状结构岩组。 

（4）总体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矿区没有大的断裂构造，矿层中裂隙不发育，岩块呈厚层状构造，

沿层理面没有发生岩块滑动现象。矿层和围岩岩性均为硅质条带白云

岩，岩性单一，不含地下水；水饱和抗压强度平均 46.50 Mpa；属较

坚硬岩石；岩块稳定性较好；推荐最终采坑边坡角≤55°为宜。 

综上所述，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 

12719-91），矿区工程地质类型属第三类、简单型；即工程地质条件

以层状岩类为主的简单类型矿区。 

（5）存在问题及建议 

采坑外围要设置安全围栏，并挂警示牌，防止人员和牲畜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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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面上部被爆破影响松动的石块要及时排除，避免对人员和财产造

成损失。 

3、环境地质 

矿区内没有常驻居民,也没有受保护的文物和自然景观,矿床开

采不会影响居民生活，也不会破坏文物和受保护的自然景观。矿床开

采和矿石加工不排放废水，不会污染地下水源。矿石不含挥发分有害

物质，矿床开采不会污染空气。 

该区域常年干旱少雨，矿层裸露地表无覆盖层，矿区没有大的断

裂构造，岩块较完整属较坚硬类岩石，所以矿床开采不会发生大的山

体滑坡和泥石流。但是随着开采深度增加,采坑可能会发生边坡垮塌

和岩块滚落；矿床开采时工作面上部松动的岩块要及时排除，采坑外

围要设置安全围栏，有专人随时检查采坑外围岩层裂隙变化情况，发

现岩层裂隙发生大的变化时要及时排除。 

矿石运输、破碎加工也会产生粉尘对当地环境造成影响，生活垃

圾也会破坏当地环境；矿区道路要散水或硬化，破碎的矿石要洒水降

低粉尘污染环境；生活垃圾及时填埋处理。矿区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

环境治理和保护，按照绿色矿山建设标准规划开发建设矿山。 

按照《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探规范》(GB12719—91)矿区环

境地质类型属简单类型。综上所述，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简单类型。 

二、矿区地质勘查与矿产资源储量申报情况 

（一）矿区地质勘查工作简况 

1、本次工作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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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内蒙古额济纳铁鹰矿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委托，2022 年 6 月 5

日，阿拉善盟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由地质、测量等技术人员组成小组

前往矿区开展地质勘查工作；首先对拟设采矿权范围及拐点坐标进行

了勘界，然后对拟设采矿权范围进行了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并在勘查线剖面和山体不同标高位置进行取样、测

试。2022 年 6 月 10 日结束野外工作进入室内资料整理及方案编制工

作，2022 年 7 月 30 日完成“方案”工作。完成和利用的主要实物工

作量为： 

表 1-3       完成主要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内容 单位 
工作量 

备注 
原报告 本次工作 合计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 km
2
 0.6810 0.3407 1.0217 实测 

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 m/条 2523/10 1127/0 3650/10 实测 

测量 E 级控制点 个 3 0 3 实测 

勘查线端点测量控制点 个 20 0 8 实测 

采样位置测量点 个 5 4 9 实测 

物理性质测试样 组 3 3 6  

化学样 件 0 3 3  

放射性测试 件 0 3 3  

光谱样 件 7 1 8  

水工环地质调查 km
2
 0 3 3  

土地、植被情况调查 km
2
 0 3 3  

2、本次工作情况质量评述 

（1）工作方法及取样工程布置情况 

矿内存在一个建筑用石料矿层，矿层岩性单一，为厚层状白云岩，

矿层连续分布，不含夹层，也未受到后期构造破坏。矿层位于当地侵

蚀面之上，赋矿标高范围内矿层在地表均有出露。本次普查工作主要

采用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在勘查线和山

体不同标高位置取样、测试等方法进行地质勘查。 

一采区矿层东西长 1620～1689m，南北宽 206～366m，属大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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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二采区矿层长约 220m，宽 81m～182m，属小型规模；根据《矿产

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14-2020），矿床勘查类型属

第Ⅰ类类型；基本工程间距圈定为 300m。本次工作沿矿层走向按

95.7～300m 间距布置勘查线，在勘查线上根据地形地貌特征和矿层

基岩出露情况按50～300m布置取样位置；在山顶至山脚上按20～30m

垂直高度布置取样位置；采矿权范围内赋矿标高为 1245～1195m，垂

直高度为 50m，本次结合上次工作总共从山顶至最低标高共布置了 6

组物理性能测试样品，基本达到了建筑用石料矿普查阶段工作要求。 

（2）测量工作及质量评述 

①测量工作平面坐标系统: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高程采用

1985 国家高程基准。投影方式为高斯正形投影，统一 3°分带，测区

中央子午线为 99°00′00″。控制测量引用国家两个控制点作为联

测基准点，控制点坐标，解算后矿区内控制点坐标（见表 2-7）。整

个工作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量规范》

（GB/T18314-2001）要求。 

表 2-7     矿区新设控制点坐标一览表 

点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Z 

k1 4557402.945 33581093.731 1244.851 

k2 4557166.973 33583461.386 1214.836 

②1︰2000 地形测量质量评述： 

1:2000 地形测量工作采用的仪器为中海达 V8 CORS RTK 测量仪

器，掌上通自动记录测绘观测数据，点距一般 30～50m，1m 以上地形

都要进行实测，用南方测绘仪器公司 CASS8.0 地形地籍成图软件编

制，图幅完成后绘出图纸到实地核对，内业再逐个修改，做到地形地

貌要素表示合理，完整准确、无遗漏。经检查修改后的地形图表示的

地物和地貌要素的表示方法和取舍原则，均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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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测量工作从野外施测到室内成图，全部采用数字化，地形测量精度

要高于过去平板仪测量图根点精度（平面误差 0.1m、高程误差 0.2m），

本次测量精度平面误差为±1cm+1ppm，高程误差为±2cm+1ppm，完全

符合 1:2000 地形测量规范要求。 

③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1:1000 勘查线剖面地形线测量工

作，首先将基站架在能够联测控制点和剖面线两端端点位置，测量前

先将设计的剖面两端坐标输入电子手簿，利用仪器放样功能，按照

1:1000 地质剖面测量规范要求开展工作，测量工作平面误差小于

0.01m，高程误差小于 0.02m。勘查线起（终）点坐标见表 2-8。 

表 2-8        勘查线端点及采样点位置测量成果一览表 
点号 X Y H（m） 备注

P1 4557375.923 33581030.440 1227.00

勘查线端点 

P1′ 4557928.987 33581039.980 1191.00

P2 4557378.280 33581329.646 1228.00

P2′ 4557915.595 33581338.938 1191.00

P3 4557384.026 33581629.467 1213.00

P3′ 4557869.043 33581637.876 1190.50

P4 4557389.927 33581928.187 1205.00

P4′ 4557834.356 33581935.892 1188.00

P5 4557388.865 33582225.867 1224.00

P5′ 4557797.922 33582232.963 1187.00

P6 4557397.274 33582523.429 1208.00

P6′ 4557764.138 33582529.798 1185.00

P7 4557462.332 33582662.831 1200.00

P7′ 4557760.538 33582668.001 1185.00

P8 4557169.154 33583314.009 1200.00

P8′ 4557271.131 33583387.505 1213.00

P9 4557066.780 33583387.330 1200.99

P9′ 4557223.079 33583499.975 1205.00

P10 4556981.705 33583438.674 1200.79

P10′ 4557173.980 33583577.248 1205.00

WX1 4557584.477 33581034.037 1205.00

物理性能测试样 

WX2 4557563.749 33582228.901 1197.00

WX4 4557171.477 33583463.021 1214.00

WX5 4557566.120 33581332.894 1210.00

WX6 4557765.794 33581336.347 1197.00

WX7 4557092.041 33583405.535 1201.50

HX1 4557563.278 33581632.575 1201.30
化学分析样 HX2 4557548.487 33582228.636 1198.00

HX3 4557146.990 33583445.137 1209.50

Gp1 4557639.267 33581633.893 1198.50 光谱鉴定样

Fs1 4557563.278 33581632.575 1201.30
放射性样 Fs2 4557548.487 33582228.636 1198.00

Fs3 4557146.990 33583445.137 1209.50

（3）1:2000 地质测量及质量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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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地层、构造简单，岩性单一；地质测量工作采用 1:2000 地

形图作为手图，参照 1:1000 地质剖面测量划分的填图单位进行填图

工作。填图工作主要采用追索法配合穿越法，地质观察点距一般为

20～50m，重要的地层、构造控制点距一般为 20～30m，地质观察点

布置合理，地质记录内容齐全、翔实，基本符合《固体矿产勘查原始

地质编录规程》相关要求。 

（5）采样测试及质量评述 

为了解矿石的力学及物理性能，本次在矿层上采集了 3 件力学样

和 3 组物理性能测试样，样品在新鲜矿石中凿取，样品规格为 50×

50×50mm。样品采集后及时送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陕西测

试研究所按照相关规范进行测试，样品采集和测试符合相关技术要

求。 

为了解矿石 SO3和其他主要化学含量，本次在矿层不同位置采集

3 件化学样品，样品采集采用检块法，在 10 平方米范围内采集 500～

600g 样品，采取新鲜岩石，将采集的样品全部收集装袋编号，送往

中国建筑材料工业地质勘查中心陕西测试研究所进行化验。 

为了解矿石的放射性质，本次在矿体不同位置采集 3 件放射性样

品，样品采集采用检块法，在 10 平方米范围内采集 500～600g 样品，

采取新鲜岩石，将采集的样品全部收集装袋编号，送往陕西省放射性

物质监督检验站进行测试。 

（二）、矿产资源储量申报情况 

1、资源储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 

依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碎

石一般工业指标，结合矿区矿石质量实际，本次资源储量估算采用沉

积岩（Ⅲ类）一般工业指标，本次确定的工业指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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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量指标 

①坚固性≤12％； 

②（水饱和）抗压强度≥30 Mpa； 

③压碎值≤30%； 

④空隙率：≤47%； 

⑤SO3 ≤1.0％； 

(2)开采技术条件 

最小可采厚度≥1m； 

最终采坑边坡角≤55º； 

最小底盘宽度≥40m； 

爆破安全距离≥300m； 

剥采比＜0.2︰1。 

本次样品测试矿石坚固性指标超标，其他指标符合一般工业指

标。由于矿区没有深部取样工程，样品代表性有限，建议矿石在利用

时，应根据项目要求补充完善相关项目测试。 

2、资源储量估算方法的选择及其依据 

矿区地形总体南高-北低，地形变化较有规律；矿层呈单斜构造

沿山体分布，出露于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根据矿区地形地貌特

征和矿层赋存状态，本次采用平行剖面法估算资源储量，估算公式为： 

Q＝V1+V2......+Vn 

)(
2 21 SS
L

V 
     （梯形体积公式，

%40
1

21 

S

S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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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121 SSSS
L

V 
  （截锥体积公式，

%40
1

21 

S

SS

）； 

Q—矿石量（万 m
3
）； 

V—块段矿石体积（m
3
）；  

L—相邻剖面之间距离（m）；  

S1、S2—剖面上矿体面积（m
2
）； 

3、资源储量申报情况 

本次申报的拟设采矿权范围内查明的资源储量见表 2-11。 

三、报告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1、GB/T17766-2020《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 

2、GB/T13908-2020《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 

3、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建筑用砂、石、粘土矿采矿权

精简审批的指导意见>及《建筑用砂、石、粘土矿开发与保护综合方

案编写提纲》(内国土资字【2015】483 号)。 

4、《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14-2020）; 

5、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采矿权确认书（阿

矿确字〔2012〕（8--6）号），（附拟设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 

（二）主要评审意见 

1、拟设采矿权范围内存在两个采区，一个建筑用石料矿层，矿

层岩性单一，为厚层状硅质条带白云岩；矿层连续分布，不含夹层，

也未受到后期构造破坏。矿层位于当地侵蚀面之上，赋矿标高范围内

矿层在地表均有出露。本次普查工作主要采用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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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0 勘查线剖面测量，并在勘查线上和山坡不同标高位置进行取

样、测试。“方案”提交的地形地质图、勘查线剖面图、各类样品测

试结果等符合实地情况，工作方法手段基本符合相关规范、规定要求。 

2、通过本次 1:2000 地形地质测量和勘查线剖面测量，基本查明

了矿区地层、构造特征；矿区地层出露简单，拟设采矿权范围内出露

地层全部为蓟县-清白口系圆藻山群（Jx-QnY），岩性为灰色硅质条带

白云岩，岩石呈粉晶-细晶结构，粒径在 0.03～0.09mm；厚层状构造，

单层厚度在 30～50cm。矿区未见断层构造。地层呈单斜构造，倾向

北，倾角 56°～62°。 矿区地层构造特征达到基本查明程度。 

3、通过本次地质测量和采样测试，大致查明了矿层特征和矿石

质量。矿层赋存于蓟县-清白口系圆藻山群（Jx-QnY）地层之中，岩

性为硅质条带白云岩。矿层沿走向、倾向连续分布，未受到断裂构造

和岩浆侵入等破坏。通过在勘查线剖面和山坡不同标高位置采集有代

表性的样品测试，大致查明了矿石质量特征；矿石平均水饱和抗压强

度为 46.5Mpa，平均压碎值为 13.0%，平均坚固性 13.67%，SO3平均含

量 0.015%。矿区未发现可综合利用的共伴生矿产。 

4、矿石为建筑用碎石，矿石加工技术条件简单，矿石加工主要

是破碎、筛分等方法。 

5、开采的矿层位于当地最低侵蚀面之上，矿层和围岩内不含地

下水；矿区没有大的断裂构造，矿层呈厚层状，岩石属较坚硬岩石，

矿层和围岩岩块较稳定；该区常年干旱少雨，岩石裂隙不发育，矿床

采用台阶式露天开采，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简单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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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矿床勘查方法基本正确，取样布置基本合理，资源储量分类

符合相关规范，确定的工业指标基本符合相关规范和矿山实际情况，

矿层圈连基本合理，资源储量估算方法、估算参数选择合理准确，资

源储量估算结果基本可靠。报告章节齐全，内容全面，附图、附表、

附件符合有关规定要求。 

7、估算的资源量进行了概略经济评价，经济评价基本准确。 

8、存在问题及建议：矿石坚固性指标超标，其他指标符合一般

工业指标。由于矿区没有深部取样工程，样品代表性有限，建议矿石

在利用时，应根据项目要求补充完善相关项目测试。矿床水工环地质

工作程度较低，开采过程中,注意碎块、滑坡、坍塌等灾害,及时预防

开采过程中造成的人员及设备的损害。 

四、报告评审结论 

本次建筑用石料矿地质普查工作基本符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 0314-2020）和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

建筑用砂、石、粘土矿采矿权精简审批的指导意见>及《建筑用砂、

石、粘土矿开发与保护综合方案编写提纲》(内国土资字【2015】483

号)。依据 GB/T17766-2020《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等有关规范、

规定要求，经专家评审同意通过《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

井石料矿开发与保护综合方案》（矿产部分）及其提交的资源量（见

表 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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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0   截止 2022 年 6 月 30 日，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 

资源储量估算结果汇总表      （单位：万 m3） 

矿区名称 
矿

种 
采区 

赋矿

标高

(m) 

原报告 本次核实 

备注
类型 

累计 

查明 

累计 

查明 
变化 消耗 保有 

类型 

（编码）

内蒙古自

治区额济

纳旗东风

镇梭梭井

石料矿 

建

筑

用 

石

料 

一采

区 1245

～

1195 

333 103.85 103.85 0 0 103.85 TD 

 二采

区 
333 33.91 33.91 0 0 33.91 TD 

合计     137.76 137.76 0 0 137.76 TD 

注：1.原报告指 2012 年 4 月阿拉善盟国土资源勘测规划院编制的《内蒙古

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TD”指推断资源

量。 

五、存在问题及建议 

本次地质工作仅对地表矿层进行了稀疏采样，矿石质量是根据少

量样品测试结果推断的。根据物理性能测试样品，矿石坚固性指标超

标，其他指标符合一般工业指标。由于矿区没有深部取样工程，样品

代表性有限，建议矿石在利用时，应根据项目要求补充完善相关项目

测试。建议在开采过程中对矿石要随时采样测试；以确保矿石质量。

本次地质工作对矿床水工环工作程度偏低，建议开采过程中,对采坑

边坡碎块掉落、山体滑坡、采坑坍塌等可能发生的地质灾害要及时采

取必要措施，避免造成人员及财产的损失。 

二 0 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 

专家组组长签字：       

附件：《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东风镇梭梭井石料矿开发与保护

综合方案》评审专家组名单另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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