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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建筑用砂集中开采区勘查项目属宁

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年度地方急需矿产资源（三类矿产）勘

查项目。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基础地质调查院勘查并编制的《宁夏盐池

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建筑用砂矿勘查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于

年 月 日向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提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申

请。经审核，申请材料符合有关要求，于 年 月 日予以受理。

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随机抽取 名评审专家组成报告评审专家组（见附件 ），于

年 月 日以视频会议评审的方式，对报告提交的矿产资源量进

行了评审。审后，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 年

月 日，收到修改补充后的报告。经评审、复核，形成评审意见

如下：

一、勘查区概况

勘查区位于宁夏盐池县城南西约 处，行政区划属盐池县冯记

沟乡管辖。极值地理坐标（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东经 ～

；北纬 ～ ；中心点坐标：东经 ，

北纬 。面积 ，勘查区由 个拐点圈定，详见附件 。

资源量估算范围平面上在勘查范围内，估算面积 ，垂向上

估算标高 至 。勘查范围内未估算资源量的地段为勘查

区西北部 的未达到矿层最小可采厚度（矿层厚度 ）的范围。

资源量估算范围与勘查区范围的关系及拐点坐标见附件 。

勘查区含矿地层为第四系上更新统洪积层下部（ ）。勘查区

地层产状平缓，褶皱断裂构造均不发育，构造复杂程度为一类简单构

造。

勘查区内共含矿层 层，编号Ⅰ矿层，工程控制厚度 ～ ，

工程控制平均厚度 ，厚度变化系数 ，属于较稳定矿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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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层基本特征见表 ，矿石化学分析见表 、矿石一般工业指标物性试

验见表 、矿石物理性能指标物性试验见表 。

表 Ⅰ矿层基本特征一览表

线号 孔号 控制厚度 平均厚度 线号 孔号 控制厚度 平均厚度

全区平均厚度

厚度变化系数

稳定性 较稳定

表 矿石化学分析特征表

（ ） （ ） （ ） （ ） （ ） （ ） （ ） 有机物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合格

～ ～ ～ ～ ～ ～

表 矿石一般工业指标物性试验结果统计表

建筑用砂（天然） 建筑用石料（碎石）

坚固性（ ） 压碎指标（ ） 云母含量（ ） 坚固性（ ） 压碎指标（ ）
水饱和抗压强

度（ ）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 ～ ～ ～ ～ ～

表 矿石物理性能指标物性试验结果统计表

建筑用砂（天然）

松散堆积密度 表观密度

（ ）
空隙率（ ） 轻物质含量（ ） 含泥量（ ） 泥块含量（ ）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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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用石料（碎石）

表观密度

（ ）
空隙率（ ） 吸水率（ ） 针片状含量（ ） 含泥量（ ） 泥块含量（ ）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最小 最大

平均

～ ～ ～ ～ ～ ～

勘查区覆盖层为第四系上更新统洪积层上部粉砂层（ ）、第

四系全新统风积砂层（ ），底板为古近系渐新统清水营组（ ）。

矿层不含夹石，风化层不发育。

矿石自然类型为砂砾石；矿石工业类型为建筑用砂（天然砂）和

建筑用石料（碎石）；通过周边砂石厂开采加工类比，矿石可作为建筑

用混凝土集料和砌筑砂浆原料。

勘查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为第一类第一型。通过对矿坑涌水量进

行计算，勘查区露天采坑年均降水量约为 ，雨季日平均降水

量约为 ，日最大降水量约为 。

勘查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为第一类简单型。

勘查区地质环境质量为中等。

勘查区内砂砾石放射性较低。

二、申报情况

本次报告资源量估算采用的工业指标为《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

用石料类》（ ）和《宁夏普通建筑用砂矿产地质勘查技

术规程》（ ）推荐的一般工业指标。具体指标如下：

建筑用砂矿（粒径≤ ）：坚固性（质量损失）≤ ；单

级最大压碎指标≤ ；硫化物、硫酸盐（按 质量计）≤ ；

氯化物（按 质量计）≤ ；云母含量≤ 。

建筑用石料矿（粒径＞ ）：抗压强度（水饱和）≥ ；

坚固性（质量损失）≤ ；碎石压碎指标≤ ；硫化物、硫酸盐

（按 质量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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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技术条件：可采厚度：≥ ；夹石剔除厚度：≥ ；露天

采场覆盖层边坡角 ；露天采场矿层边坡角 ；露天采矿场底盘宽

度≥ ；剥采比≤ 。

估算方法采用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

申请人提交的资源量为：提交建筑用砂（天然砂）和建筑用石

料（碎石）混合矿石总资源量为 万立方米，其中控制资源量（ ）

万立方米，推断资源量（ ） 万立方米。

三、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评审本次报告依据的主要文件和技术标准有：

《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

行）》（自然资规〔 〕 号）；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管理若干事项的

通知》（自然资办发〔 〕 号）；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类》（ ）

《宁夏普通建筑用砂矿产地质勘查技术规程》（ ）

（二）主要评审意见。

与本勘查区有关的以往地质工作

（ ） 年，宁夏地质矿产局区域地质调查队开展了吴忠市幅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提交了《 万吴忠幅（ Ⅲ）区域

地质调查报告》。

（ ） 年宁夏地矿局第一水文地质工程地质队完成了 万

吴忠幅综合水文地质调查工作，对吴忠市幅工作范围内的水文、气候、

地质地貌、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及环境地质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

（ ） 年，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编制提交了《宁夏回族自

治区盐池县建筑用石料、建筑用砂及砖瓦用粘土矿采矿权设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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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盐池县“十三五”期间砂石粘土矿开发利用进行了全面布局，对勘

查区周边当前开发利用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 ） 年，宁夏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完成了《宁夏盐池县冯记

沟乡张记墩建筑用砂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盐国土储备字〔 〕

号）。估算了简测区内矿石资源量，截至 年 月 日共求获推断

内蕴经济资源量（ ） 万 （ 万 ）。该矿位于勘查区北

东侧 处，与勘查区为同一含矿地层。

本次工作未利用以往工作量。

本次勘查是在以往工作基础上进行，同时利用了周边砂矿地质资

料，勘查依据充分，目的明确，地质任务具体。采用 地形图测

量、 地质填图和水工环地质调查、钻探、样品采集测试等手段，

勘查手段选择、工程部署比较合理，各项工作质量符合相关技术标准

要求。本次工作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见表 。

表 本次勘查完成主要实物工作量汇总表

工作项目 单位 完成工作量

测量

控制测量（ 级网） 点

地形测量（ ）

剖面测量

钻孔测量 点

专项地质测
量

地质测量

地质剖面测量

水文地质调查测量

工程地质调查测量

环境地质调查测量

钻探 钻孔 孔

采样
测试

化学分析（ 、 ） 件

多元素分析 件

有机物含量（比色法） 件

云母含量 件

轻物质含量 件

针片状颗粒含量 件

坚固性（质量损失）样 件

（单级）（碎石）压碎指标样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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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项目 单位 完成工作量

表观密度样 件

松散堆积密度样 件

吸水率 件

空隙率 件

颗粒级配 件

含泥量 件

泥块含量 件

抗压强度 水饱和） 件

小体积质量样 件

放射性样 件

水样 件

本次勘查施工钻孔 个。钻探质量全部为优质孔， 地形测

量、 地质测量、 剖面测量、 水工环调查测量基本

满足规范和设计要求。

通过详查，基本查明了勘查区地层、构造的主要地质特征。基本

查明了勘查区覆盖层厚度和矿层的分布范围、数量、规模、产状、形

态等等主要地质特征。

勘查区内矿层为砂砾石，其矿层矿石特征、物理性质、化学性质

等主要特征已基本查明。通过与邻近张记墩砂矿的类比研究和本次实

验测试，确定矿石自然类型及工业类型和工业用途。

报告叙述了勘查区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环境地质特

征，确定勘查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为第一类孔隙含水层充水矿床，属

第一型水文地质条件简单的矿床；工程地质勘查类型为第一类松散、

软弱岩类，属工程地质条件简单型的矿床；环境地质类型为第二类，

即矿区地质环境质量中等，放射性低，无其它环境地质隐患。

报告采用水平投影地质块段法估算了勘查区内 层矿层的资源

量。资源量估算方法正确，采用的工业指标合规、合理，资源量类别

及估算参数确定合理，估算结果基本可靠。各类资源量比例符合规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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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对勘查区内建筑用砂矿开发进行了概略评价。

报告文、图、表资料齐全，编制符合要求。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参与报告评审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无分歧意见。

四、评审结论

（一）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截至 年 月 日，勘查区内共估算建筑用砂和建筑用石料

混合矿石资源量 万立方米（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

万立方米（ 万吨），占资源总量的 ；推断资源量（ ）

万立方米（ 万吨），占资源总量的 。估算建筑用砂资

源量 万立方米（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万立方米

（ 万吨），推断资源量 万立方米（ 万吨）；建筑用石

料资源量 万立方米（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 万立方

米（ 万吨），推断资源量 万立方米（ 万吨）。矿床剥采

比为 （ ）。

（二）资源量变化情况。

勘查区内以往工作程度较低，未提交过相关勘查报告，估本次提

交的资源量不存在对比变化情况。

评审通过的资源量与申报量相比，控制资源量无变化，推断建筑

用砂和建筑用石料混合矿石资源量增加了 万立方米，其中推断建筑

用砂资源量增加了 万立方米，推断建筑用石料资源量增加了

万立方米。推断资源量变化主要原因为对块段外推原则进行了调整，

致使部分块段外推距离发生变化。

（三）总体评价。

《宁夏盐池县冯记沟乡马儿庄村建筑用砂矿勘查报告》资源储量

估算利用的勘查工程质量、样品的采样和测试质量符合规范要求，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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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指标运用、资源量估算、概略研究及报告编制符合规范要求，勘查

工作程度达到详查程度。同意通过评审。

五、存在问题与建议

勘查区内全部覆盖，本次勘查过程中完成的颗粒级配样品主要采

集于施工的钻孔中，由于钻探施工过程中岩心会受到钻具机械破碎的

影响，因此在实际开采过程中颗粒级配结果可能存在变化。

本次工作未进行围岩抗压和抗剪力学试验，对边坡稳定性研究不

足，采矿过程中应重视边坡安全。

附件 评审专家组签名表

勘查区范围与矿产资源量估算范围叠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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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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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勘查区范围与矿产资源量估算范围叠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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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附件

勘查区与矿产资源量估算范围坐标表

勘查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国家大地坐标系 国家大地坐标系

经度 纬度

面积：

资源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国家大地坐标系 国家大地坐标系

经度 纬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