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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坑石场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 150°方向的惠环街道办西坑日光村鹿古坑附近，

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23′49″，北纬 23°00′14″，面积为 0.2064km2。

受惠州市国土局仲恺高新分局委托，我队承担了惠州市惠环西坑石场建筑用砂岩矿的地

质详查任务，目的是基本查明矿区范围内地质基础特征，矿体形态、产状及其分布范围，

矿石质量，对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复杂性作出评价，估算资源储量，提交矿区详查报告，

为矿业权设置提供地质依据。 

此次详查完成的主要工作有：收集矿区相关资料 2 份；进行 1：1000 地形测量，面

积 2.169km2；矿区 1：2000 地质测量，面积 0.779km2；机械岩芯钻探：922.10m/8 孔，

岩矿鉴定 2 个，内、外照射指数检测 3 组，岩石抗压强度试验 48 件。 

矿石的天然、饱和、烘干抗压强度平均值分别为 114.8MPa、 96.3MPa 和 128.0MPa，

其中饱和抗压强度最小值 61.1 MPa≥60 MPa，满足建筑用石的一般指标；根据本次内、

外照射指数测定结果，内、外照射指数均≤1.0；按《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6566-2010）的有关规定，矿石的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矿床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开采技术条件为

中等（Ⅱ-4）类型。 

通过地质详查工作，基本查明了矿区的基础地质特征、矿体的形态及分布范围，基

本查明矿石的质量及矿山开采技术条件，编制矿区地形地质图、资源储量分布平面图、

储量估算剖面图及地质详查报告。 

经本次地质详查，估算出西坑石场范围（标高 35～186m）内建筑用砂岩矿保有内

蕴经济资源量（332+333）矿区范围内建筑用砂岩矿保有内蕴经济资源量（332+333）

640.37 万 m3，其中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598.58 万 m3，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3）41.79 万 m3。整个矿区剥离层的体积为 392.67 万 m3，剥采比 0.61：1。其中

第一期开采区保有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266.21 万 m3。本次地质详查成果可作

为采矿权设置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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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一、工作目的和任务 

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拟在惠州市仲恺高新

区惠环街道办西坑村新设立采矿权，开采建筑用砂岩矿；为满足采矿权设

置的有关要求，委托广东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承担拟定矿区的地质详查

任务，其目的是基本查明拟定矿区范围内地质特征，矿体形态、产状及其

分布范围，矿石质量，对矿床开采技术条件的复杂性做出评价，估算矿体

资源储量，为采矿权设置提供地质依据。 

根据委托方要求，本次工作的主要工作任务有： 

（1）收集矿区及周边以往地质资料，对矿区前期地质资料进行综合分

析研究，为矿区地质调查提供基础资料。 

（2）开展矿区 1:1000 地形测量，为 1:2000 地质测量提供地形底图。 

（3）开展 1:2000 地质测量，利用矿山周边采剥工程和本次详查机械岩

芯钻探成果以及样品试验结果，基本查明矿区地质构造特征、矿体的分布

范围、形态、产状、规模和控矿地质条件。 

（4）开展机械岩芯钻探工作，基本查明矿体浅～中部形态、厚度、质

量分数变化情况。 

（5）采取各类样品进行化验、测试，基本查明矿石质量。 

（6）开展矿区水工环地质调查工作，基本查明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7）在上述工作基础上，估算拟定矿区范围内建筑用砂岩矿资源储量，

提交《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区惠环西坑石场建筑用砂岩矿详查报告》。 

二、矿区位置、交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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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环西坑石场位于惠州市仲恺高新区东南 150°方向直距约 5km的西坑

日光村鹿古坑，行政区划隶属惠州市仲凯高新区惠环街道办事处管辖；矿

区有乡镇水泥路与 G205 国道相接后接通惠深高速公路、惠河高速公路，北

至惠州市城区约 13km，交通较为方便（见图 1-1“矿区交通位置图”）。  

拟设矿区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14°23′49″，北纬 23°00′14″，面积

0.2064km2，拟开采标高为+35～+186m，拟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石英砂岩矿，

拟设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1。 

矿区东北侧 1km 处在建广汕铁路通过，受此影响，拟设矿区拟分两期

开采。其中第一期面积 0.0716km2，拐点坐标见表 1-2，位于在建广汕铁路

1km 影响范围内，优先开采，计划在广汕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前（2021 年末）

开采完。第二期位于在建广汕铁路 1km 影响范围外，面积 0.1348km2，在

第一期开采完之后开采。具体平面位置见附图 1“矿区地形地质图”。  

  表 1-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坐标（m） Y 坐标（m） 点号 X 坐标（m） Y 坐标（m） 

1 2545240.74 38540338.21 6 2544692.15 38540519.40 

2 2545097.03 38540799.84 7 2544784.93 38540388.96 

3 2544870.52 38540675.27 8 2544911.01 38540335.13  

4 2544786.51 38540747.89 9 2545072.85 38540199.69 

5 2544600.14 38540598.51 — — — 

表 1-2     第一期开采区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点号 X 坐标（m） Y 坐标（m） 点号 X 坐标（m） Y 坐标（m） 

1 2545240.74 38540338.21 2 2545097.03 38540799.84 

3′ 2544916.93 38540700.79 4′ 2544997.58 38540560.42 

5′ 2545099.33 38540395.59 6′ 2545171.38 38540280.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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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属于丘陵地貌，矿区范围内地势总体呈南高北低，最高点位于矿

区南面，海拔+186.0m，最低点位于矿区西部，海拔约+39.86m，最大相对

高差 146.14m，自然斜坡坡度 25°～35°，自然斜坡稳定，植被较发育。 

矿区地处亚热带，属亚热带海洋性气候，光热充足，气候温和，雨量

充沛，但降雨量的年内分配很不均匀。据近 15 年（2003-2018）资料，年

平均气温 22.7℃，年极端最高气温 37.6℃（2008 年 7 月 26 日），年极端最

低气温为 2.3℃（2010 年 12 月 17 日），偶有霜冻。夏季从 4 月中旬一直持

续到 10 月下旬，长达 180 天，10 月下旬进入秋季后，除特冷年的 1～2 月

份偶有不连续的 2～3 月的短暂冬季外，基本上是秋春相连，长夏无冬。受

季风影响，降水具有雨量多、强度大、季节长、雨日多、时程及分布不均

等特点，多年平均降雨量 1918.2mm，最大日降雨量 292.0 mm（2006 年 7

月 15 日），一小时最大年降雨量 80.7 mm，年降雨 120～150 日，集中于 4～

10 月，降雨量占全年的 83.9％。矿区周边自然山坡稳定，无自然滑坡、泥

石流等不良地质作用。根据广东省地震烈度区划图划分，本区地震设防烈

度为 VI 度。 

当地经济较发达，人口密度较大，下游 1km 为西坑工业园区。矿区离

电网较近，电力和和和水源供应基本满足矿山生产需求。矿区周边以林地

和工矿用地为主，无耕地和村镇水源地分布，未设置其他矿权。 

四、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1982 年，广东地质局水文工程地质一大队完成了惠阳幅、深圳幅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勘查工作，并提交了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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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广东省地质勘查开发局七五六地质大队完成了 1∶5 万惠州

幅（F50E006002）区域地质图。 

2013 年 10 月，广东省地质局七〇三地质大队提交了《广东省惠州市惠

环日光石场建筑用砂岩矿资源储量核查报告》。该报告通过了惠州市矿业协

会组织的专家评审。 

2018 年 7~12 月，广东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对仲恺高新区地质

灾害隐患点进行了 1：1 万的调查，并提交了《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地质灾害隐患排查报告》。 

五、矿山开采情况 

矿山位于原惠环日光石场西南侧，与原惠环日光石场部分面积重叠，

重叠面积为 53501m2。原惠环日光石场于 1993 年开始开采，至 2018 年 3

月采矿许可证到期后停采并注销了采矿许可证。拟定矿区第一期开采区主

要位于与原日光石场重叠区域部分；前期日光石场开采最低已采至标高

+39.86m，形成 5～7 个不规则的开采台阶，台阶宽度 2～20m，台阶高度

10～35m，局部岩质边坡坡度大于 70°，土质边坡坡度大于 50°。 

六、本次工作情况 

接受委托任务后，我队技术人员于 2019 年 8 月 24 日进入矿区进行野

外地质勘查工作，并于 10 月 15 日完成所有野外工作。 

野外地质勘查范围以拟设置采矿权范围外延 100～200m，资源储量估

算边界在矿区范围之内（详见附图 1）。工作内容主要有：1:1000 地形测量、

1:2000 地质测量、地质剖面测量、现有采场现状的调查、机械岩芯钻探取

样化验等工作，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见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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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3            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一览表 

野 

 

外 

 

工 

 

作 

工作内容 单位 工作量 

收 

集 

资 

料 

工作内容 
单

位 

工作

量 

1:1000 地形图测量 km
2
 2.169 

1：20 万区域水文地质调

查报告 
份 2 

1:2000 野外地质调查 km
2
 0.779 1：5 万区域地质地质调

查报告 
份 1 

地质剖面测量（4条） m 1371.6 

1:2000 水、工、环调查 km
2
 0.779 

《广东省惠州市惠环日

光石场建筑用砂岩矿资

源储量核查报告》 

份 1 

地质调查点/水工环地

质调查点 
个 30 

钻探总进尺 米/个 922.10/8 

地质编录 m 922.10 

岩样抗压试验 件 48 

岩矿鉴定 个 2 《广东省惠州市仲恺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质

灾害隐患排查报告》 

份 1 
内外照射检测 个 3 

经详查，基本查明矿区内地层、构造、矿体的产出条件及分布特征，

对区内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亦取得初步

的资料，截止至 2019 年 9 月 30 日，估算出拟定矿区范围（标高 35～186m）

内建筑用砂岩矿保有内蕴经济资源量（332+333）640.37 万 m3，其中控制

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598.58 万 m3，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41.79

万 m3；剥离层的体积为 392.67 万 m3，剥采比 0.61：1。第一期开采区保有

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266.21 万 m3。 

第二章   区域地质 

一、地层 

据 1：5 万区域地质资料（惠州幅），区域内出露岩浆岩为尖嶂超单元

水底山单元(K2S)。区域上出露的地层主要有：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1）、

侏罗纪漳坪组第二段（JZh2）及第四纪礼乐群（QL）（图 2-2，来源于广东

省地质矿产局七五六地质大队 1995 年编制《1∶5 万惠州幅区域地质调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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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区域内出露的地层自下而上简述如下： 

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1）地层，分布于矿区及周边，中-厚层状中

细粒石英砂岩、泥质粉砂岩、粉砂质细砂岩互层或呈夹层，控制厚度大于

2205m，地层产状为 220~240°∠15~25°。 

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2）位于矿区外围西侧 1km 处，为一套内陆

河流-滨湖相碎屑岩。岩石紫红色中厚-厚层状含砾砂岩、中细粒中细粒砂岩、

粉砂岩互层，控制厚度大于 1050m。本段岩石中砾石成分多为火山岩，其

碎屑成分也多见火山岩风化物特征。 

第四系礼乐群（QL）延东江水系沉积，根据岩性特征和先后顺序划分

为西南镇组（Qx）和陆丰组（Ql）。西南镇组位于矿区外围西侧 1.3km 处，

堆积物由多层冲积的砾卵石层、砂砾层、含砾沙土、黏土层组成，厚度

0-20.48m。陆丰组位于矿区外围东侧 3km 处，堆积物由多层冲积的砾、卵

石层、砂砾层、砂、砂土、黏土层组成，以砂-粘土为主，厚度 0-13.19m。 

二、构造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矿区北西向 1km 处发育有樟木头断裂。该断裂为

压扭性断裂，北东向，图幅上延伸约 4km，穿越并切错泥盆系，侏罗系地

层。 

三、岩浆岩 

    区域内岩浆岩位于矿区东侧 2km 处，属尖嶂超单元水底山单元(K2S)

嶂顶侵入体，岩性为钠化中粒黑云二长花岗岩。呈岩珠状产出。与漳平组

呈突变式接触，围岩具接触变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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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区地质 

一、地层 

矿体赋存于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1）地层中，呈单斜状产出，厚度

大，岩性为石英砂岩，矿区的开采对象为微（未）风化砂岩，分布于整个

矿区。上部被第四系填土、坡残积粉质粘土和强—中风化砂岩所覆盖。矿

区主要出露的地层简述如下： 

1、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1） 

遍布整个矿区，地层呈单斜缓倾斜层状产出，中厚层状，倾向220~240°，

倾角15~25°。岩性为石英砂岩，细粒砂状结构，层状构造，主要矿物成份

为石英碎屑，胶结物以硅质为主。 

2、第四系坡残积粉质粘土层（Qel+dl） 

主要分布于矿区斜坡坡麓和坡脚处，厚度变化较大，坡脚、山腰处较

厚，山顶部较薄，根据现场调查及钻孔揭露，厚度为 2～8.6m，推测平均厚

度 5m，土黄色，硬塑，主要成份为粘粒，含少量石英砂，为石英砂岩风化

残积土。 

3、第四系填土层（Qml） 

主要分布于拟定矿区中部和北部，由原日光石场开采剥离堆积形成。 

为含碎石粉质粘土，局部夹较多岩石碎块，松散，厚度不均，最高达 20m。 

二、构造 

矿区内含矿地层呈舒缓单斜层状，走向北西——南东，倾向 220°～

240°，倾角 15°～25°；区内未发现断裂、破碎带存在，矿区构造不发育。

根据原有开采面观察，矿区岩石节理发育，节理面较平直，多为硅质充填，

规模不大，间距多大于 1.0m，裂隙宽度多为 1～5mm，主要节理裂隙产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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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110°∠55~64°。 

三、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出露。 

第四章   矿体地质 

一、矿体形态、产状、规模 

矿体赋存于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1）地层中，为微（未）风化石英

砂岩，浅灰、深灰、灰绿色，细粒砂状结构，层状构造，矿体产状：倾向

220°～240°，倾角 15°～25°。 

矿区范围内矿体的形态简单，分布均匀、连续、质量稳定，平面呈近

北西至东南向展布的多边形，走向长约 478~605m，倾向长约 239~494m。

矿体厚度 31~178m，埋藏深度 0~52.5m，赋存厚度 5~103m。 

二、矿石自然类型和矿石质量 

1、矿石自然类型 

矿石自然类型为石英砂岩，呈灰色、灰绿色，细粒砂状结构、块状构

造。矿石矿物成分简单，碎屑主要由石英、白云母等组成。胶结物主要为

硅质，其次钙质和泥质，生成次生石英、方解石和绢云母等，岩石裂隙发

育，裂隙内充填后期石英、方解石，构成石英、方解石细脉。 

2、矿石质量 

矿区取岩样 48 件分别做天然抗压强度试验、烘干抗压强度试验、饱和

抗压强度试验，试验结果见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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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岩石抗压强度试验结果一览表               

矿石名称 试件状态 数量 最大值(MPa) 最小值(MPa) 平均值(MPa) 

中风化 
石英砂岩 

饱和 1 — — 21.2 

微风化 
石英砂岩 

天然 25 157.9 71.7 114.8 
饱和 47 131.5 61.1 96.3 
烘干 41 176.8 79.1 128.0 

软化系数 41 0.95 0.52 0.74 

由表 4-1 可知， 微风化石英砂岩的天然抗压强度平均值 114.8MPa，饱

和抗压强度平均值 96.3MPa，烘干抗压强度平均值 128.0MPa，饱和抗压强

度最小值 61.1 MPa≥60 MPa，满足建筑用石的一般指标。  

矿体内未发现强烈的多金属矿化，化学稳定性较好。矿区内取 3 组岩

芯样分别做内外照射指数试验，由广东省建材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放射性检

测，结果见表 4-2。 

表 4-2 矿石内外照射指数检验结果一览表    

 

 

 

检测结果表明，矿石内照射指数 IRa最大值为 0.3，最小值 0.2，外照射

指数 Ir三次检测均为 0.4，IRa、 Ir均≤1.0，符合 GB6566-2010 标准中建筑

主体材料和 A 类装修材料的要求，使用和销售范围不受限制。 

综上，石英砂岩矿石抗压强度较高，满足《建设用卵石、碎石》

（GB/T14685-2011）的变质岩类建筑用石抗压强度工业指标。内外照射指

数均≤1.0，满足GB6566-2010标准中建筑主体材料和A类装修材料的要求，

其产销不受限制。 

三、覆盖层和围岩特征 

检测项目 IRa Ir 

S1 0.2 0.4 

S2 0.3 0.4 

S3 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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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覆盖层主要为第四系填土层、坡残积层和强~中风化石英砂岩。 

填土：局部分布于拟定矿区中部和北部，由原日光石场开采剥离堆积 

形成。为含碎石粉质粘土，局部夹较多岩石碎块，黄色，松散堆积，厚度

不均，最高达 20m。 

坡残积粉质粘土：褐黄、灰白色，硬塑，主要成份为粘粒，含少量石

英砂，为石英砂岩风化残积土，主要分布于矿区斜坡表层，厚度为 2～8.6m，

平均厚度 5m。 

强风化、中风化石英砂岩：褐黄、浅灰、灰绿色，稍硬—较硬，风化

裂隙发育，岩体较破碎，岩石自稳能力稍差，厚度为 9.7～50.4m。 

2、围岩 

矿体顶板围岩为石英砂岩风化土、强～中风化石英砂岩；四周及底板

围岩为微～未风化石英砂岩。从采场及钻探资料看，矿体内部结构稳定，未

发现夹石层。 

四、矿床成因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本区区域上处于惠阳凹陷部位，在中侏罗纪时，海

水全部退出，地壳趋于稳定。惠阳凹陷以早侏罗世金鸡组和桥源组砂页岩地

层为基底接受漳平组陆相河湖沉积，形成了一套含火山角砾、岩屑碎屑岩。 

早侏罗系末，新华夏系北东向断裂活动强烈，至燕山第三幕，断裂活动

达高峰期，同时伴随大规模岩浆活动。受此影响，矿区内局部见蚀变现象。 

第五章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开采对象为建筑用微（未）风化的石英砂岩，矿体埋藏厚度不大，

适合于露天开采。爆破后用挖掘机挖掘，开采简单。配合汽车运输，进行

破碎、筛分后即生产出合格产品。无选矿工序，采矿中不存在化学选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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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矿石加工技术性能良好。 

第六章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一、水文地质 

矿区位于区域上水文地质单元的补给区和径流区。矿区属丘陵地貌，

海拔标高+39.86～+186.0m，最大相对高差 146.14m，地形坡度 25～35°。

矿区周边地表水不发育，仅矿区东侧有一条季节性冲沟，水量贫乏。采坑

自然排水的最低排泄面标高为 60m，矿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位于矿区外西北

角，其标高为 23.44m。 

（一）地下水类型 

根据地下水的赋存特征，矿区地下水类型为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基岩裂

隙水。 

1、松散岩类孔隙水 

松散岩类孔隙水主要赋存于坡残积层粉质粘土中，属上层滞水。坡残

积层粉质粘土属弱透水层，富水性较差，水量贫乏，受降雨量的影响较大，

旱季时此类地下水在矿区内基本无分布，雨季时会有少量降雨入渗，地下

水位随降雨量变化显著，总体矿区松散孔隙贫乏，富水性差，对矿床开采

影响不大。 

2、层状基岩裂隙水 

含水岩组为石英砂岩风化裂隙带。强～中风化层厚度变化较大，矿区

北侧、南侧风化层相对较薄，西南侧相对较厚，西南侧三个钻孔 ZK3、Zk4，

zk8 号所揭露的强~中风化层达 39~50.4m。强中风化岩风化裂隙发育，形成

风化裂隙潜水含水层，为矿区含水层。含水层主要赋存于石英砂岩的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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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隙中，矿区南北侧风化层厚度相对较小，水量贫乏，西南侧含水层厚度

较大，推测其含水量中等。 

微风化～新鲜石英砂岩位于风化层下部，岩石新鲜完整，裂隙不发育，

含水贫乏，一般为隔水层。据矿区北侧原有开采断面观察，微风化岩壁大

部分干燥，基本无滴水、渗水现象。现场调查期间，采坑因凹陷有少量的

积水，约 50~100m3。根据现场调查发现，原采坑所揭露的含水层富水性贫

乏，采坑积水量较少，对开采影响较小。 

结合区域水文地质资料，该含水层为潜水或微承压水，水质类型属

HCO3～Ca 或 HCO3～Cl.Na 型水，矿化度为 0.16～0.20 克/升。地下水水位

埋深 15～50m，地势高埋深大，地势低埋深浅，地下水径流模数少于

6L/s·km2，亦显示石英砂岩裂隙水水量贫乏。 

（二）矿区地下水补径排条件 

矿山位于丘陵地带，地形坡度较陡，地下孔隙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入

渗补给，降雨渗透后地下水迅速往坡下及矿区中部冲沟迳流排泄，最终流

向矿区四周低洼地带，少量以蒸发方式排泄，部分孔隙水向下入渗补给基

岩裂隙水，途径一般很短。 

基岩裂隙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及上覆第四系孔隙水的垂直入渗补给，

降雨入渗后沿节理裂隙，以地下水泄流、蒸发的方式向周边冲沟排泄，形

成地下水的浅循环。 

（三）涌水量估算 

矿区周边地表水不发育，仅矿区东侧有一条季节性冲沟，水量贫乏，

地下水补充水源主要为大气降水。矿坑涌水量预测采用大气降雨充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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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式：Q=F·A·ψ／1000 

式中：Q—大气降雨时流入矿坑的水量（m3／d） 

F—集水面积（m2） 

A—日降雨量 

ψ—大气降雨地表径流系数（取 0.7） 

以矿山开采范围周边第一分水岭为界圈定汇水面积，最终圈出汇水面

积为 298216m2，矿坑最大涌水量采用日最大降雨量 292mm 计算，Q 最大＝

60955m3／d。矿坑正常涌水量采用日平均降雨量（年平均降雨量/年平均降

雨天数=12.7mm）计算，Q 正常＝2651m3／d。经计算，矿区正常涌水量为 2651m3

／d＜3000m3／d，属于小水矿床，对矿区影响较小。 

（四）矿区供水水源评价 

矿山供水主要来源于冲沟地表水，地表水井供水，同时因地制宜收集

雨水，采取一定的过滤清洁措施，保障矿区生产生活用水。根据原日光石

场的经验，预计通过上述三项措施，可以保障矿山供水需求。 

矿山废水主要为露天采场矿坑排水及生活污水。矿坑排水不含有毒有

害物质，雨季时含有少量泥沙，经过沉砂池后排放可以达到环境标准；生

活污水主要为粪便污水和洗涤水。采用化粪池处理，经处理后废水水质达

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一级标准后，排至外部水沟。 

因此，矿山供水以冲沟地表水、井水为主，以雨水为辅，供水水源可

以满足矿山生产生活需求。同时，采取简易的过滤措施，污水排放可以满

足规范要求，对地下水环境的影响较小。 

（五）矿区水文地质条件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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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位于丘陵区，地表水不发育，矿山最低开采标高（+35m）高于侵

蚀基准面（+23.44m），地下水主要为基岩裂隙水，地下水富水性弱，矿坑

涌水以大气降雨为主，正常情况下涌水较小，采坑积水能顺地形排出。预

计矿区开采到 60m 以下将会形成凹陷开采，现状采坑标高 39.86m,接近开采

底界标高+35m,积水量较少,预测开采到+35m 时采坑积水对矿山开采影响较

小。综上，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二、工程地质  

（一）岩土体工程地质特征类型与特征 

根据地层的成因、时代、岩石强度等级和岩体结构类型，区内岩土体的

工程地质类型划分为松散土类及坚硬-软弱层状石英砂岩组两大类。 

1、松散土类 

主要为坡残积土（Qdl+el）和填土（Qml）。 

（1）坡残积土（Qdl+el）为石英砂岩风化残积形成，岩性为粉质粘土，

褐黄色、红褐色，硬塑，干强度及韧性中等，主要分布于矿区斜坡表层，

厚度为 2～8.6m，平均厚度 5m，原日光石场采区范围内已基本剥离完毕，

但新增范围内基本未剥离。 

（2）填土（Qml）局部分布于拟定矿区中部和北部，由原日光石场开

采剥离堆积形成。为含碎石粉质粘土，局部夹较多岩石碎块，黄色，松散

堆积，厚度不均，最高达 20m。 

2、坚硬-软弱层状石英砂岩组 

地层为侏罗纪漳坪组第一段（JZh
1），分布在矿区的大部分地段，多被

松散土岩组覆盖，出露有强～微风化岩。 

（2）强风化岩 

为软岩类，黄褐色、灰白色，极软岩，岩石风化剧烈，原岩结构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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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芯呈半岩半土状，局部呈破碎状，手可掰开，泡水易软化崩解，工程力学

性质差。该层厚度 4.2~30.1m，分布不均匀，厚度变化大。 

（3）中风化岩 

褐黄、浅灰、灰绿色，软岩—较软岩，风化裂隙发育，岩体较破碎，

岩石自稳能力稍差，厚度为 2.0～26.3m。砂状结构，块状构造，岩芯以块

状、短柱状为主，岩体 RQD 约为 5%，饱和抗压强度约为 10~30MPa。 

（4）微风化岩 

浅灰、灰绿色，呈较坚硬~坚硬状，风化裂隙稍发育，岩体分布连续、

岩性均一，岩石自稳能力较好。砂状结构，块状构造，岩芯多呈长柱状，岩

体 RQD 约为 60%~75%，饱和抗压强度多大于 60MPa。 

（二）露天开采的边坡稳定性分析评价 

经原日光石场经历年开采，采剥面积约0.133km2，开采标高+204.34m～

+39.86m，形成4～7个不规则的开采台阶，台阶宽度2～10m，台阶高度10～

35m，局部岩质边坡坡度大于70°，土质边坡坡度大于50°，台阶高度、坡

度部分大于矿山露天开采有关规定的要求，对边坡稳定性不利。 

露天采场形成的开采边坡以土岩边坡为主，从上到下依次出露坡残积

层、强～中风化层及微风化层。上部覆盖土层相对松散，自稳能力差，易形

成滑坡、崩塌。强~中风化带岩体较破碎，基岩节理发育，透水性弱，自稳

能力较差，易形成岩体崩塌。微风化带岩体较完整，自稳能力较好。开采过

程中应严格按要求控制开挖坡度及高度。地层产状220~240°∠15~25°，岩

体节理裂隙发育，局部顺坡向结构面发育，易发生崩塌地质灾害。 

（三）工程地质条件评价 

矿体覆盖层为第四系填土、坡残积层及强～中风化石英砂岩，厚度较大，

现状台阶过高过抖，同时边坡局部岩体顺坡向结构面发育，稳定性较差，易

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综上，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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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境地质 

（一）区域地壳稳定性 

区域上的地震活动较少，有感地震较少，多数地震强度不大，矿山总

体处于弱震小震区。根据《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50011-2010），区内属

抗震不利地段，设计基本地震加速度值为 0.05g。据 1990 年《中国地震烈

度区划图》(1:400 万)和《广东省地震烈度区划图》(1:180 万)及惠州市建委

有关文件，本区位于地震烈度Ⅵ度区，地震峰值加速度约 0.05g，特征周

期值 0.35s，总体上地壳构造相对稳定。 

（二）现状环境地质调查 

矿山现状调查期间暂未发现有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矿石内、外照

射指数均≤1.0 满足国标《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10）中建

筑主体材料或 A 类装修材料的指标要求，其放射性比活度指标较低，对周

边环境影响小；矿石稳定性较好，不易分解，有毒有害物质成分较少，对

地下水水质、土壤的影响较小。 

现状环境地质问题主要为:占用与损毁土地、破坏植被及自然景观。矿

山经原日光石场多年开采，形成的采坑面积大，废石土堆放混乱，占用和

损毁的土地面积较大，对植被和自然景观的影响较严重。同时，由于废石

土的堆积，还行成扬尘和水土流失等问题。 

（三）环境地质问题预测 

矿山离工业区、居民区较近，预测矿山投产后开采过程形成的噪音、

粉尘对周边的环境总体影响较大。矿山占用与损毁的土地资源面积更大，

破坏植被及自然景观加剧。矿山开挖较深，矿山剥采比较大，开采形成的

高陡挖填方边坡可能诱发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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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环境地质条件评价 

矿山总体上地壳构造相对稳定，遭受地震等自然灾害的可能性低、危

害性小；对含水层结构、水位的影响较小，对周边地下水水质、土壤污染

较小。矿山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是对土地资源、自然植被、地形地貌景观的

压占、挖损较严重；可能引发和遭受的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影

响较严重；开采过程形成的噪音、粉尘对周边的人居环境总体影响较大。 

综合评价，矿床开采环境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 

四、小结 

矿体最低开采资标高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地表水、地下水

对矿床开采影响较小，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矿体及围岩岩性单

一，无软弱夹层，断裂构造不发育，岩体稳定性较好，但覆盖层较厚，自

稳性较差，对边坡稳定性不利，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矿石检测

结果符合相关安全标准要求，但矿区离居民区、工业区较近，矿山开采、

运输形成的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对土地资源、自然植被、地形地貌

景观的压占、挖损较严重，同时剥离形成的废石土可能诱发崩塌、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 

因此，矿床开采技术条件是以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Ⅱ

-4）类型。 

五、绿色矿山建设 

矿山投产后应以资源利用、保护环境与矿区和谐作为绿色矿山建设的

工作核心，以依法办矿和安全生产作为绿色矿山建设的前提条件，以绿色

生态助推矿山发展的理念为引导，积极探索和践行绿色矿山建设之路，在

依法办矿、规范管理、综合利用、科技创新、节能减排、环境保护、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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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社区和谐和企业文化等方面做好工作。最终形成山清水秀、文明生

产、矿洁人和、排放达标的良好局面，以符合绿色矿山标准。 

第七章 详查工作质量评述 

一、勘查方法及工程布置原则质量评述 

根据本次地质详查的任务要求（委托书及批复）、前人资料的收集，以

及本次地质详查工作前的现场地质调查，确定详查范围内的矿体赋存侏罗

纪漳坪组第一段（Jzh1）地层，岩性为石英砂岩。矿区北侧部分剥离，现采坑

最低标高为+39.86m，接近最低开采标高（+35m）。矿体厚度稳定，区内构造

不发育，参照《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DZ/T 0213-2002），确定本次勘查类型为简单（Ⅰ型）。以此为依据，确定

本次详查工作的方法、手段及工程布置原则如下： 

勘探手段： 

本矿床属沉积矿床，呈缓倾斜层状产出，倾角约为 15~25°，总体厚

度较大。矿区北部出露面积 0.049km2，占矿区总面积的 23.8%。现采坑最低

标高为+39.86m，接近最低开采标高（+35m）。本次地质详查工作采用地表填

图、钻探工程与采区调查相结合的勘查方法，以勘探线形式增补勘查工程

及采样对矿体进行揭露与控制，根据钻探资料、样品测试结果及矿区内出

露的露头圈定矿体，达到基本查明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及空间位置和

矿石质量目的。 

工程布置： 

依据《冶金、化工石灰岩及白云岩、水泥原料矿产地质勘查规范》（DZ/T 

0213-2002），本次勘探线距离为 140~170m，钻孔间距 93~110×140～170m。

满足Ⅰ类型偏简单工程控制精度要求。依据矿体产状，勘探线沿矿体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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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布置，共布置了 4 条勘探线，方向 40°，编号Ⅰ—Ⅰˊ至Ⅳ—Ⅳˊ。本次储

量详查工作布置了 8 个钻孔，钻探及地质编录总进尺 922.10m。地表和岩

芯共取压抗压样 48 组，射性检测样 3 个，岩矿鉴定样 2 个。 

综上所述，本次勘探类型确定为 I 类，在掌握矿区区域地质情况和以

往地质资料成果的基础上，从开展矿区及外围 1：2000 地质测量工作入手，

基本了解矿区的基础地质特征。根据矿体产状，布置勘探线及钻孔。详查

工作对开采剖面充分描述，划分矿体顶界，根据现状开采剥离及钻探揭露

覆盖层厚度及控制矿体，基本查明矿体的规模、形态、产状及空间位置。 

二、地形测量及质量评述  

矿区 1:1000 地形图测量工作由我地质大队下属企业广东省惠州地质工

程勘察院承担，按照《全球定位系统城市测量技术规程》（JJT3－97）、《地

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和应用中海达《GPS 数据处理软件》进行工作。平

面坐标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 年国家高程基准。利用惠州市国土

部门测量系统及其提供的转换参数，从项目附近的国土控制点为检核，作

为本次测量的平面和高程起算数据。 

工作方法是：先在 1：1000 地形图放点，然后采用经检测合格的中海

达 V9 型 GPS 接收机、拓普康 GTS—320 全站仪进行观测。经检查：平面

坐标差小于 0.02cm，高程小于 0.05cm。使用《南方 CASS7.1 系统成图软件》

进行编制成图，地质图成图面积较大，成图比例尺 1：1000，等高距 2m。

矿区测量面积 2.169km2。符合规范质量要求。 

控制点测量利用北京产 J6型经纬仪及日产 RE2A 测距仪，用经纬仪支

导线方法建立测区控制点系统，控制点尽量选择通视良好，易于保存的地

方埋设永久性水泥桩（个别点木桩）标志，控制点测量精度：平面坐标误

差≤±1.2cm，高程误差≤±2.1cm，符合测量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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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地质测量工作及质量评述 

1：2000 地质测量采用广东省惠州地质工程勘察院实测的 1：1000 地形

图为底图，填图面积 0.779km2。填图采用穿越法为主，追索法为辅，重点

在人工陡坎、采场、路道及基岩露头出露良好地方进行定点观察记录，并

实地连接地质界线，地质观察点详细记录岩性、裂隙、节理、蚀变等特征

及坡残积层厚度。全区定地质观察点 30 个，平均 40 个/km2，观察点定位

采用手持式 GPS 结合地形地物确定，位置准确，质量基本符合要求。 

四、剖面地形测量 

1：1000 剖面测量根据各级控制点及设计的剖面方位角（40°），按设

计的基点坐标反算后放样出各基点位置，根据地形变化沿基线方向测量纵

剖面线。一般剖面控制点用测距仪测量，其余地形点用经纬仪配合标尺测

量。地形点取至地面高程。其精度达到 1：1000 比例尺要求。 

五、钻探工程质量评述  

本次详查工作共施工 8 个钻孔，进尺 922.10m,现按钻探六大指标分述

如下： 

1、岩（矿）芯采取率 

8 个钻孔，覆盖层采取率稍低，微风化矿段采取率都超过 80%，岩芯

采取率符合规范要求。 

2、弯曲度测量 

采用包林柯夫测斜仪，终孔前进行测斜。最终测得钻孔倾角为 90°，

满足每百米不大于 2°的误差要求。 

3、简易水文观测  

每回次起钻后、下钻前测定孔内水位，终孔后测定钻孔静止水位，符

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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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孔深校正 

终孔用钢尺丈量钻具，最终测得孔深误差为 0，满足误差在±0.1%以

内的要求。 

5、原始记录 

钻探报表按规定格式记录，字迹清晰、项目齐全，并有记录员，各班

长和地质员签名。 

6、封孔 

钻进完毕进行全封孔，封孔材料为粘土加碎石，地表用水泥封口，并

标注孔号、孔深与施工单位。钻孔完工后由业主和本项目组有关技术人员

进行检查验收。 

7、质量评述 

根据钻探六大指标要求评定，施工的 8 个孔质量均合格。 

8、钻孔地质编录 

钻孔岩芯编录按照 1993 年地质矿产部颁发的《固体矿产地质勘查原始

地质编录规范》进行编录，编录根据施工进度进行，从上往下进行分层描

述记录，编录完工后，编制 1：500 柱状图，符合质量要求。 

六、采样、化验及质量评述  

1、采样 

岩矿鉴定样、单轴抗压强度试验样、放射性检测样是在采场和钻孔中

不同位置采取的石英砂岩。 

地表取岩矿鉴定样品数 2 个，规格为 3 ㎝×6 ㎝×9 ㎝。 

本次抗压样取了 44 个岩芯样，岩芯长度为 30~90cm；4 个地表样，规

格为 30cm×20cm×5cm。 

2、测试方法和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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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矿鉴定由广东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实验室完成，矿石抗压试验测

试由广东省惠州地质工程勘察院完成。放射性核素检测由广东省建材产品

质量检验中心完成。 

岩矿鉴定样 2 个，经磨成片，用偏光显微镜进行鉴定后定名。 

抗压强度试验样 48 个，每个样品切成 3~9 个 5cm×5cm×5cm 圆柱体，

1 个样分 3 组分别做天然、饱和、干燥抗压强度。每组分 3 次进行试验后取

平均值。 

样品加工质量及质量检查办法按（DZ/T 0130.1-2006）《地质矿产实验

室测试质量管理规范》及《岩矿分析式样制备规程》要求执行。 

本次核实工作分别取矿石样 2 个进行岩矿鉴定，取矿石样 3 个进行放

射性核素检测，取矿石样 48 个进行抗压试验，基本满足小型建筑石场的地

质核实工作要求。 

第八章  资源量估算 

一、资源量估算的工业指标 

矿山生产的产品主要为建筑用混凝土骨料及块石，采用国家标准《建

设用卵石、碎石》（GB/T14685-2011）的抗压强度工业指标，变质岩饱和抗

压强度应≥60MPa；放射性水平指标采用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

限量》（GB6566-2010）中有关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水平的要求，即内照射

指数 IRa≤1.0，外照射指数 Ir≤1.0。 

开采技术条件：最低开采标高为+35m；可采厚度 3m，夹石剔除厚度

2m，剥采比不大于 0.5∶l (m3/m3)；岩石状边坡坡面角 60°，松软状边坡坡

面角 45°；采场最终底盘最小宽度不小于 40m；爆破安全距离不小于 300m。 

二、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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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在惠州市国土资源局仲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

划定的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估算对象为矿区范围内开采标高+186m~+35m

的微（未）风化石英砂岩。 

三、资源量估算方法的选择 

矿体资源储量估算是以现场地质调查、矿体出露情况和地质钻探结果作

为矿体资源量估算的主要参数，由于矿体呈厚层状产出，分布均匀、连续、

质量稳定，结合本次地质详查的工作程度，采用平行断面法进行资源量估算，

即沿矿体倾向线方向截取 4 条剖面控制矿体形态。 

估算公式：V=S×L 

当（S1-S2）/S1＜40%，V=（S1+S2）×L÷2………………………公式 1 

当（S1-S2）/S1≥40%，V=（S1+S2+√S1×S2  ）×L÷3……………公式 2 

当矿体呈楔形尖灭时，V=S×L÷2…………………………………公式 3 

当矿体呈锥形尖灭时，V=S×L÷3…………………………………公式 4 

当矿体呈矩形体时，V=S×L………………………………………公式 5 

S1、S2：资源储量估算剖面面积，m２； 

L：块段长度，m； 

V：块段体积，万 m３。 

四、资源量估算主要参数的确定 

1、面积（S）的测定 

资源储量估算剖面图采用 CAD 剖面切制工具自动绘制，并在绘制成的

剖面图中圈定读取剖面矿体面积。 

2、块段长度（L） 

相邻断面之间距离或断面外推距离；断面外推距离为线外矿体边界连



                                                27 

线的中点到矿体储量估算剖面线垂直距离或线外矿体顶界最远点到储量估

算剖面线的垂直距离。 

五、矿体圈定原则 

凡抗压强度、内、外照射指数满足工业指标要求，开采边界亦满足开

采技术条件的块段即圈为矿体；矿体呈中~厚层状产出，分布连续，矿区剥

离界线以矿区边界为限，覆盖层按 45°台阶边坡角切坡后与微风化、未风化

灰岩出露的交点连线为矿体顶界，矿体按 60°边坡角切坡，最低开采标高

+35m 为矿体底界。 

六、资源类型和块段的划分原则 

  资源储量估算块段划分原则是以相邻剖面划分为一个块段。全区共划分 5

个块段，由北西向南东，依次编号。块段编号表示方式：前面为块段号，

后面为资源储量编码（如 1-332）。 

七、资源储量类型确定条件 

矿区北侧矿体揭露较为充分，矿体出露面积约 0.049km2，最低开采标

高 39.86m，接近最低开采底界标高。结合本次地质钻探结果，基本圈定了

矿体三维形态，将地表揭露和钻孔控制的矿体所估算资源储量定为控制的

内蕴经济资源量（332），即Ⅰ-Ⅰ′号剖面至Ⅳ-Ⅳ′号剖面之间及Ⅰ-Ⅰ′

号剖面外推至矿区边界内的资源量定为（332）资源类型；Ⅰ-Ⅰ′号剖面外

推块段由于矿体上盘揭露控制，资源量定为（332）资源类型；将Ⅳ-Ⅳ′剖

面外推块段所估算资源储量定为推断内蕴经济资源量（333）。 

八、资源量估算结果 

矿区保有资源储量、剥离量估算结果见表 8-1、表 8-2，第一期开采区

保有资源量见表 8-3，其中Ⅲ、Ⅳ号勘探线之间的资源量和剥离量由 3 号拐

点引入的辅助线分为 A、B 两个块段分别计算得出，具体的位置见附图 1

地形地质图及剖面图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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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  矿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表 

剖面 

编号 

块段 

编号 

面积 S(m
2
) 剖面 

距离 

L(m) 

体积 V 

(万 m
3
) 

储量 

类型 

估算 

公式 
备注 

矿体 

Ⅰ 1-332 S1=5999 86   25.80 332 公式 3  

Ⅰ-Ⅱ 2-332 
S1=5999 

170 174.40 332 公式 2  
S2=15221 

Ⅱ-Ⅲ 3-332 
S2=15221 

144 242.91 332 公式 1  
S3=18516 

Ⅲ-Ⅳ 4-332 

S3
a
=15447 70 54.06 332 公式 3 A 块段 

S3
b
=3069 

140 101.41 332 公式 2 B 块段 
S4=12475 

Ⅳ 5-333 S4=12475 67 41.79 333 公式 3  

合            计  640.37    

注：开采底界标高+35m。 

表 8-2   矿区范围覆盖层剥离量估算结果表     

剖面 

编号 

块段 

编号 

面积 S(m
2
) 剖面距离 

L(m) 

体积

V(万 m
3
) 

估算公式 备注 
覆盖层 

Ⅰ 1-332 S1 覆=3027 86 13.02 公式 3  

Ⅰ-Ⅱ 2-332 
S1 覆=3027 

170 81.27 公式 2  
S2

覆
=6784 

Ⅱ-Ⅲ 3-332 
S2 覆=6784 

144 158.60 公式 2  
S3 覆=15878 

Ⅲ-Ⅳ 4-332 

S3 覆
a
=6197 70 21.69 公式 3 A 块段 

S3 覆
b
=9681 

140 101.23 公式 2 B 块段 
S4 覆=5032 

Ⅳ 5-333 S4 覆=5032 67 16.86 公式 3  

合 计  392.67   

表 8-3   第一期开采区范围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表 
剖面 

编号 

块段 

编号 
面积 S(m

2
) 

剖面 

距离 L(m) 

体积

V(万 m
3
) 

储量类型 
估算公

式 

1 1-332 S1
′
=1340 86   5.76 332 公式 3 

1-2 2-332 
S1

′
=1340 

170 65.87 332 公式 2 
S2

′
=7182 

2-3 3-332 
S2

′
=7182 

144 149.32 332 公式 2 
S3

′
=13925 

3 4-332 S3
′
=13925 65 45.26 332 公式 3 

合  计  266.21   

注：开采底界标高+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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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采比=剥离层体积÷矿体体积=392.67÷640.37=0.61：1。 

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 2019 年 9 月 30 日。 

根据表 8-1~表 8-3 估算结果，矿区范围内建筑用砂岩矿保有内蕴经济资

源量（332+333）640.37 万 m3，其中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598.58

万 m3，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41.79 万 m3。第一期开采区保有控制

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266.21 万 m3。整个矿区剥离层的体积为 392.67

万 m3，剥采比 0.61：1。 

第九章   矿床开发经济意义概略研究 

一、矿产资源的利用情况 

矿区地处惠州市仲恺高新区，由于周边城市建设发展迅速，对建筑用

石需求量较大。目前该地区建筑用碎石平均市场价格约 50 元/m3，价格较

为稳定。 

二、矿床的开发利用性能 

矿区的建筑用石英砂岩矿，质量较好，矿石强度高，适宜露天开采，

开发利用成本较低。 

三、矿山的建设条件 

矿区交通便利，有过开采，供水供电满足矿山开采需求，投资开发基

础条件较好，有较好的前景。 

四、经济意义评价 

矿区开采对象为微（未）石英砂岩，抗风化、抗腐蚀能力强，化学稳

定性好，强度满足普通建筑用石的要求，无强烈金属矿化现象，据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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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石料一般就近供给当地及周边地区，由于当地经济持续发展，村镇建

设不断扩大，交通、水利、乡道建设对建筑用石需求越来越大，当地建筑

石料的需求不断上升，销售前景看好。因此在安全生产的前提下，矿区将

会产生较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经估算： 

1、西坑石场建筑用石英砂岩矿标高+35m～186m 保有内蕴经济资源量

（332+333）640.37 万 m3。 

2、根据目前经营成本分析估算，生产每立方米建筑毛石料（块石）成

本共为 20. 0 元/m3。其中： 

材料费：如炸药、钢钎等 2 元/m3。 

燃料费：电费：1.30 元/m3； 

人员工资：5.50 元/m3； 

管理费：0.5 元/m3； 

维护、检修费：0.5 元/m3； 

装车费：2.5 元/m3； 

剥土费：1.5 元/m3； 

场租费分摊：0.15 元/m3； 

税费：3.50 元/m3； 

固定投资费分摊：0.55 元/m3； 

不可预见费：2 元/m3。 

目前市场上每立方米建筑毛石料约 50 元，每立方米的利润预计为 30

元。 

3、若将块石进一步加工成各种规格的碎石、角石作混凝土骨料，石场



                                                31 

的经济效益仍可提高。 

第十章  结论与建议 

1、本次地质工作进行 1：1000 地形测量、1：2000 地质填图、地质钻

探、岩矿鉴定取样、放射性检测取样及岩石抗压取样进行试验分析等工作；

基本查明了矿区的地质构造特征和矿石质量，工作程度基本达到了小型建

筑石场地质详查的工作要求。 

2、本石场微（未）风化石英砂岩饱和抗压强度平均值为 96.3MPa，最

小值 61.1≥60 MPa，满足一般建筑用石的强度要求；矿石样的内、外照射

指数 IRa、 Ir 均＜1.0，满足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6566-2010）中建筑主体材料和 A 类装修材料的放射性比活度的要求，

作为建筑主体材料和 A 类装修材料使用时，其产销和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3、经本次详查工作，估算出西坑石场范围内建筑用砂岩矿保有内蕴经

济资源量（332+333）640.37 万 m3，其中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2）598.58

万 m3，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41.79 万 m3，整个矿区剥离层的体积

为 392.67 万 m3，剥采比 0.61：1。第一期开采区保有控制的内蕴经济资源

量（332）266.21 万 m3，该部分资源储量应控制在广汕铁路开通（2021 年

末）前开采完毕。 

4、矿山远离大的地表水体，地下水贫乏，矿床涌水量小，水文地质条

件简单。覆盖层较厚，自稳性较差，对边坡稳定性不利，工程地质条件复

杂程度为中等。矿区离居民区、工业区较近，矿山开采、运输形成的粉尘

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大，同时矿山剥采比大，剥离形成的废石土可能诱发崩

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矿床开采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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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条件是以工程地质、环境地质问题为主的中等（Ⅱ-4）类型。 

5、矿床采用露天分台阶开采，矿山开采过程中应控制好采掘面的高度

和坡度，建议坡残积层、强～中风化层台阶坡面角≤45°，台阶高不大于 8m，

矿体台阶坡面角≤60°，台阶高不大于 10m，以利于边坡的稳定；最小底盘

宽度不小于 40m，以利于机械化/半机械化生产。 

6、矿区所在区域的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近 2000mm，应在山坡高处

设置必要的截水沟，避免地表水直接流入采场，防止水土流失、开采边坡

失稳及山洪暴发等对采场造成的威胁。在开采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收集降

雨、山洪等资料和动态情况，以利于指导开采，确保矿山生产的安全。矿

山东北侧为采空区，矿山应注意采场边坡安全设施，加强管理，防止坍塌、

滑坡。 

7、矿山开采前，应委托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或开

采设计方案，并按方案要求组织生产建设，严禁乱采乱挖。 

 



照片一：原日光石场采坑（NW） 

照片二：矿区北侧剥离台阶（WS） 

照片三：矿区北侧剥离台阶（ES） 





























点号 X 坐标（m） Y 坐标（m） 

1 2545240.74 38540338.21 

2 2545097.03 38540799.84 

3 2544870.52 38540675.27 

4 2544786.51 38540747.89 

5 2544600.14 38540598.51 

6 2544692.15 38540519.40 

7 2544784.93 38540388.96 

8 2544911.01 38540335.13  

9 2545072.85 38540199.69 

开采面积：0.2064km2 

开采标高：+186~+35 

 

点号 X 坐标（m） Y 坐标（m） 

1 2545240.74 38540338.21 

2 2545097.03 38540799.84 

3′ 2544916.93 38540700.79 

4′ 2544997.58 38540560.42 

5′ 2545099.33 38540395.59 

6′ 2545171.38 38540280.98 

开采面积：0.0716km2 

开采标高：+186m~+35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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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单位: 广东省地质局第七地质大队

样品名称:石英砂岩

生产单位:ˉˉ̄ˉ

工程名称: 惠环西坑石场

工程部位:ˉˉ̄ˉ

监督登记号: 一̄ˉ

见 证 员: ——

见证员编号: ˉ̄ˉ̄

见证单位:  一ˉ̄

广东省建材产品质量检验中心
检验报告

报

样

样

规格

委托日期:

试验日期:

报告日期:

检验类别:

检验依据:

2019垄F1o月 08日

2019垄 F1o月 17日

委托检验

GB 6566-2010

I、 代

批准 :

总部

龇 :磺驯

标准要求 (装饰装修材料)

内照射指数
IRa

外照射指数
(Ir)

放射性核素比活度 (Bq/kg)

依据GB656G-⒛ 10《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进行检验,所检项目符合A类装饰装修材料的

标准要求。

审核:

本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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