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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厅关于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深化落实矿产资源管理“放管服”改革精神，规范全区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率，自然资源厅组织

起草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稿）》，现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请于2024年3

月20日前将意见建议发送至nxkccl@163．com。

联系人及电话：张岩 0951-5059616

附件：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管理

办法（征求意见稿）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2024 年 3 月 6 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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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审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放管服”改革精神，

规范全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流程，提升评审工作质量和效

率，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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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工作的通知》等有关文件要求，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

办法。本办法适用于全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工作。

第二条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是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

实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要求、履行矿产资源所有者职责，依

申请对申请人申报的矿产资源储量进行审查确认，纳入国家矿产

资源实物账户，作为国家管理矿产资源重要依据的行政行为。

第三条 评审工作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技术标

准、保密要求和评审备案的相关规定，坚持客观、公平、公正、

合规、合理原则。

第四条 属于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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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扩大或缩小）范围涉及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油气矿产在探采

矿期间探明地质储量、其他矿产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

发生重大变化的（变化量超过30%或达到中型规模以上的），以

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应当编制符合相关标准规范的矿产资

源储量报告，申请评审备案。

不对探矿权保留、变更矿种，探矿权和采矿权延续、转让、

出让，矿山闭坑，以及上市融资等事由进行评审备案。

第五条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本级出让登记矿业权的矿

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各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受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负责本级出让登记矿业权的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备案工作（由自然资源部颁布勘查或采矿许可证的，矿业

权人向自然资源部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工作由自治区

自然资源厅负责（建设项目压覆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气、天

然气水合物和放射性矿产资源的，向自然资源部申请评审备案）。

第六条 属于财政出资勘查项目成果、作为处置矿业权出让

收益依据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矿业

权发证权限和财政出资来源组织审查，不进行备案。

第七条 申请评审备案或审查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是指综

合描述矿产资源储量空间分布、质量、数量及其经济意义的说明

文字和图表资料，报告类型包括各类勘查报告（普查、详查、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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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阶段的勘查报告）、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建设项目压覆重

要矿产资源评估报告等，不包括矿山储量年报、建设项目压覆重

要矿产资源调查报告。

第八条 评审工作坚持各负其责原则。申请人及报告编制单

位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负责。评审组织单位履

行组织评审及监督评审过程的职责，对评审工作程序的合规性和

评审意见书的合规性、客观性、完整性负责。评审专家应独立提

出署名意见，对其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具有保留个人

意见的权利。专家组组长负责组织专家组开展评审和复核，综合

专家个人意见形成专家组意见（评审组织单位、评审专家、评审

专家组组长的职责见附件1）。

第二章 申报和受理

第九条 属于“第四条”评审备案范围的报告，矿业权人或

项目建设单位作为申请人应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申请评审备

案。

属于“第六条”审查范围的报告，报告编制单位作为申请人

应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网上大厅”申请审查。

第十条 凡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第四条”规定的

范围）的矿业权人，应在其勘查或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提交申请。

如在勘查或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外提交申请，需由勘查或采矿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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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发证单位出具情况说明。

第十一条 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的，申请人

应当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函或矿产资源储量审查申

请函（格式见附件2、附件3）；

（二）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见附件4）；

（三）矿产资源储量报告、附图、附表、附件（加盖申请人

与报告编制单位公章）；

（四）属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更（扩大或缩小）范围，

应经发证部门同意，并明确同意变更的采矿权范围坐标；

（五）报告编制单位营业执照、编制人员职称证及社保缴纳

证明材料，如有委托业务的还需提交委托合同；

（六）报告编制单位内部审查意见书。属详查以上的勘查类

报告，应附野外验收意见书复印件。

第十二条 对于符合评审备案（审查）范围、申报材料齐全、

符合规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受理，并书面告知申请人（附件5）。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材

料；逾期不告知的，自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即为受理。

第十三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60个工作日（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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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申请人修改时间）内完成评审备案或审查，并将评审备案（审

查）结果书面告知申请人（附件6）。需修改或补充相关材料的，

申请人应在20个工作日内提交。

第三章 专家的构成与产生

第十四条 评审组织单位应根据报告的评审目的和矿种、资

源储量规模等特点，组织专业结构合理的专家组，专家应具备相

关矿种勘查开采的综合知识，并具有相应工作经历。专家组成员

须从“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库”和“自然资源部矿产资

源储量评审专家库”中选择（评审专家安排表见附件7）。

第十五条 专家选择原则上应根据评审专业需求采取随机

抽取的方式产生，财政出资勘查项目、特别重要、问题疑难等特

殊情况可指定选取，选取的过程和结果需要由主管业务处室负责

人（自然资源厅）或分管局领导（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确认。

第十六条 评审专家遵循回避原则，评审专家与申请人或报

告编制单位存在以下利害关系之一的，应主动回避：

（一）报告评审时，三年内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存在劳

动合同关系、担任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的控股股东或作为实际

控股人的；

（二）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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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负责人有配偶、血亲或姻亲等《民法典》规定的近亲属关系的；

（三）参加过所审报告的编制咨询以及相关的勘查设计、勘

查实施方案、可行性评价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工业指标论证报

告等的编制以及参加过所审报告野外验收的（财政出资勘查项目

除外）；

（四）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有其他可能影响评审活动公

平、公正进行的关系的；

（五）评审专家认为本人应该回避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七条 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报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

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名。资源储量规模

为大中型的报告、探矿权转采矿权的地质矿产勘查或核实报告、

详查及以上阶段报告等，专家组成员不少于5名。

地质矿产专家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配备，一般大型报告

3-4名（至少有2名一类专家），中小型报告2-3名（至少有1名

一类专家）；水工环地质、采矿、选矿、经济评价、物探、化探、

测绘等专业专家人数视报告具体情况配备。生产矿山的报告和作

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报告，应配备采矿、选矿和经济评价专业

专家。

第十八条 报告的现场核查和复审专家组原则上应当与报

告评审专家组一致，不再单独选取。

第十九条 评审专家参与评审工作享有获得相应劳务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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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利。报告评审（包括现场核查）产生的差旅费、交通费以及

报告评审的专家劳务报酬由评审组织单位负责；现场核查、野外

验收工作按照单次评审项目发放评审费；报告复审，原评审专家

劳务费减半发放。

第二十条 评审专家的管理按照《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库

管理办法》（自然资办发〔2023〕31号）执行。

第四章 评 审

第二十一条 评审一般应以现场会议或视频会议方式进行。

评审会议一般应在报告正式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召开。

第二十二条 对首次申请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大

型的，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变化量规模达到大型的，以及评审过

程中存疑的，评审组织单位应组织专家组开展现场核查。专家组

在申请人配合下进行现场核查，形成现场核查报告，作为是否评

审通过报告的重要依据。现场核查有关要求见《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现场核查要求》（附件8）。

第二十三条 评审会议前专家组应认真审阅报告，对各自负

责的专业内容及相关资料进行详细审查，评价其是否满足相应技

术标准要求，是否达到相应工作程度，出具署名评审意见（专家

个人意见模板见附件9）。

第二十四条 评审会议一般由评审组织单位主持。参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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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专家组成员，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申请人，报告编制

单位技术负责人、报告主编及相关专业的技术负责人（涉及选冶

试验报告、工业指标论证报告、可研报告等专业技术报告内容的，

相应报告技术负责人或主编应当参会），必要时邀请矿产地所在

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参会。作为矿山建设设

计依据的报告，申请人应通知有关设计单位参会。

第二十五条 评审会议上，评审专家对各自负责的专业内容

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审查，充分发表个人意见。专家组组

长根据评审专家组议事规则（附件10），组织评审专家针对重点

问题和分歧意见进行充分讨论，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综合形成

专家组评审意见，给出是否原则通过评审的结论。对存在分歧意

见、经讨论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决定

（专家组长具有一票否决权），将分歧意见及处理结果写入评审

意见书。

第二十六条 评审组织单位应全面听取专家及与会代表的

意见，并根据专家组评审结论宣布会议评审结果，明确参与报告

修改后复核的专家及后续相关工作要求。

除发现报告评审结论与实际严重不符的情况外，评审组织单

位原则上不得干预专家评审结论。评审组织单位应将评审会议签

到表、评审专家个人意见、专家组评审意见等相关资料整理存档。

第二十七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通过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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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家组长或一半以上专家组成员不同意通过评审的；

（二）评审中发现送审资料失实、弄虚作假的；

（三）严重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和管理规定的；

（四）工业指标的确定明显不合理的；

（五）工作程度未达到相应阶段技术标准要求的；

（六）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开采技术条件查明程度、

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试验研究及综合勘查综合评价不能满足设计

技术要求、矿山建设要求以及行政审批需求的；

（七）资源储量估算结果严重错误，需要系统修改的（修改

完善的资源储量相比申报资源储量变化超过30%）；

（八）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无充分依据的；

（九）需要补充野外实物工作量、工作周期较长的；

（十）发现存在报告代编代写情况的；

（十一）评审会议后，报告修改时间超过20个工作日的；

（十二）评审组织单位根据有关管理规定认为不予通过评审

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原则评审通过且需进一步修改或补充相关材

料的报告，申请人和报告编制单位应按照综合评审意见和专家具

体意见逐条修改或说明，并提交《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意见修

改情况对照表》（附件11）和有关修改说明材料。

评审不通过的，申请人修改完善后按程序重新申请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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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 专家组确认修改后的资源储量报告等复核材

料在规定时限内送交评审组织单位。评审组织单位应当在收到修

改完成后的报告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完成合规性、完整性、一致

性、自洽性复核，复核通过的，评审组织单位出具《矿产资源储

量评审意见书》（附件13），并填写《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

信息表》。

第三十条 评审组织单位出具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

书》应由评审工作负责人（主办部门）审核签字后，由单位负责

人签发（评审意见书签发单见附件14）。

第三十一条 在报告评审过程中，申请人因特殊原因需要终

止评审的，应当向评审组织单位提交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终止

的函（附件12），经评审组织单位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确认后，

终止评审。

第五章 备 案

第三十二条 属于“第四条”评审备案范围的报告，除终止

评审的情况之外，不论评审是否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书面

告知申请人评审备案结果，不予评审备案的应说明理由。

属于“第六条”审查范围的报告，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复核

确认后，评审意见书直接作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 各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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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应通过“宁夏自然资源行政审批系统”

进行统一配号。

第三十四条 已完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的，均

应填写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信息表（新增资源量信息表），由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评审备案权限及时将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信息更新到矿产资源储量数据库中，其中建设项目压覆的矿

产资源储量经压覆审批的，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根据评审备案和

压覆审批情况及时将压覆的矿产资源储量更新到矿产资源储量

数据库中。

第六章 质量监督指导

第三十五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自然资源部办

公厅关于开展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质量监督指导的通知》要

求，主动接受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质量监督指导。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受理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备案项目，在召开评审会议5个工作日前，形成评审备案受理信

息表（附件15），报送自然资源部评审中心；各市、县（区）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受理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项目，在召开评审会议

3个工作日前，形成评审备案受理信息表，报送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

第三十七条 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申请人应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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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要求主动汇交地质资料。

第三十八条 在评审过程或质量监督指导工作中发现有以

下情形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进行通报，作出评审备案（审查）

决定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按照程序撤销评审备案或审查结果。自

通报之日起，一年内不再受理申请人、报告编制单位的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审查）项目。

（一）申请人、报告编制单位提供评审的资料不真实、不客

观、不完整，存在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现象的；

（二）同一年度内，同一报告编制单位编制的报告评审不通

过3次以上的；

（三）存在代编代写情况的；

（四）申请人不按要求汇交地质资料的。

（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为需要通报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环境）类专家

库管理办法》（宁自然资发〔2021〕170号）《关于进一步明确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有关事项的通知》（〔2020〕295号）与

本办法不一致的，按照本办法执行。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自2024

年x月x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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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职责

2．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

3．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审查的函

4．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

5．受理通知书

6．关于《××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

7．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会议专家安排表

8．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现场核查要求

9．专家个人意见模板

10．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组议事规则

11．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意见修改情况对照表

12．关于申请《××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终止的

函

13．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意见书大纲

14．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签发单参考模板

15．评审备案受理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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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职责

一、评审组织单位职责

组织评审和监督评审过程，确保评审公开、透明，评审结果

客观、可靠，对评审程序的合规性和评审意见书的客观性、真实

性、完整性负责。妥善保管评审相关资料文档，遵守保密规定。

（一）做好受理和评审安排工作。按规定做好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事项的受理工作，确定专家组构成，筹备评审会议。

（二）做好评审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则上申请人代表、报告

编制单位的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必须到会（含

网络视频方式）。评审项目相关选冶试验报告、工业指标论证报

告、可研报告、初步开发利用方案等专业技术报告的主编或主要

编制人员根据需要参加评审会议。若勘查工作为多个单位共同完

成时，除报告编制单位之外，其他勘查单位的主要工作人员也应

参会。

（三）主持召开评审会议。保证评审专家在评审会上能够充

分发表个人意见，针对重要分歧意见，提醒专家组集中讨论后形

成正式书面意见，如仍有分歧应在评审意见书中体现。

（四）复核出具评审意见书。根据专家组意见起草、审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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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发评审意见书，提出是否予以评审备案的建议（或是否通过审

查的建议）。

（五）按规定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二、评审专家组组长职责

除承担专业评审职责外，还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技术评审。按评审会议程序，组织专家开展技术

评审。

（二）全面听取专家意见。组织专家讨论重点问题和分歧问

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

（三）综合评审意见。综合专家意见，形成专家组评审意见

（重大问题及处理意见要写入专家组评审意见）。

（四）提出评审专家组意见书。根据专家意见、专家意见修

改情况对照表和复核结论，按照规定的评审意见书内容样式提出

评审专家组意见书。

三、评审专家职责

评审专家应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独立提出署名意见，

对其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具有保留个人不同意见的权

利。

专家应在评审会议上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原则上评审会议后

不再提出新的意见。复核阶段对本人所提意见是否已经修改予以

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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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专业专家应根据技术规范、政策规定的具体要求，对报告

进行评审。

（一）地质专家

1．勘查区（矿区）地质、矿床地质研究程度是否符合相关

规范要求。

2．矿体特征研究，包括工业指标的运用、矿体圈连原则确

定是否正确，矿体圈连是否合理，矿体规模、形态和内部结构、

厚度及其变化情况、品位及其变化情况、构造及岩浆岩对矿体的

破坏和影响情况、矿体产状、空间位置、“三带”划分等的评述

描述是否准确、符合规范要求。

3．矿石质量研究，包括矿石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矿石的

化学成分、有用有害组分的含量和赋存状态研究是否符合规范要

求，矿石自然类型和工业类型以及矿石的品级划分是否合理、符

合规范要求。

4．综合勘查评价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勘查类型划分、勘查工程间距采用、勘查工程部署、勘

查方法、技术手段、勘查工程质量、采样分析测试质量是否符合

规范要求。

6．评价工业指标是否合理，如认为不合理，应说明理由。

7．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参数确定是否正确，块段划分

是否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是否可靠、符合规范要求，并应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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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抽查不少于10%的资源储量估算内容。

8．资源量比例能否满足相应勘查程度要求，地质勘查研究

程度是否达到规范对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二）测量专家

1．测量工作采用的数学基础是否满足要求，平面及高程起

算数据是否正确、合理。

2．测量工作利用的矿区已有资料能否满足储量计算需要，

本次是否对已有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评述，是否进行实地精度检

核，检核结果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测量工作技术路线是否正确，质量控制是否得当。各项

工作流程是否严格执行有关规范要求，各项指标有无超出限差情

况。

4．测量工作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否满足测量工作需要，各项

测量工作技术路线是否正确。

5．相关图件数学基础、数学精度、地理精度等质量是否符

合规范要求，地形地貌要素表达是否合理，附件是否完整。

6．测量工作是否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实地抽检比例及

检查数学精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按照要求对测量工作进行

质量评述。

7．各类图件要素是否齐全，图示表达是否规范，图件内容

是否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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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水工环专家（固体矿产）

1．水工环勘探类型划分、勘查工程部署、工作量、勘查工

程质量、采样测试质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及矿床充水因素研究是否达到规范要

求。正常及最大涌水量计算方法是否合适，参数选取是否合理，

计算结果是否可信。

3．矿区工程地质条件、露天采场岩体质量和边坡稳定性、

井巷围岩的岩体质量和稳固性研究是否达到规范要求，可能发生

的主要工程地质问题预测是否合理。

4．矿区环境地质质量研究是否达到规范要求。矿床开发可

能引起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预测是否合理，提出的防治建议是否

得当。

5．水工环勘查研究程度是否达到规范对相应阶段的要求。

（四）水工环专家（地热矿泉水）

1．勘查区（矿区）地热地质或矿泉水水文地质研究程度是

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热储或矿泉水含水层特征研究，包括岩性、厚度、埋深、

分布、相互关系及边界条件，热储或含水层的水文地质参数的确

定是否正确，地热田或矿泉水田的圈定是否准确、符合规范要求。

3．地热流体或矿泉水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微生

物含量、同位素组成、有用组分及有害组分的检测项目、检测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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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地热流体或矿泉水地下水的温度、压力、

产量、化学组分的调查、检测及其动态变化研究是否符合规范要

求。

4．勘查类型划分、勘查控制程度、勘查工程质量、采样分

析测试质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参数确定是否正确，计算分区

是否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是否可靠、符合规范要求。

6．勘查研究程度是否达到规范对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五）选冶专家

1．试验研究程度是否符合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2．试验样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矿样重量、粒度能否满足试

验需要。

3．工艺矿物学、碎磨工艺流程试验、矿石加工选冶方法及

工艺等研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各项选别指标、推荐的工艺流程

是否合理，有害组分对加工选冶的影响评价，对环境及人身健康

影响的初步评价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对不同类型矿石采用混选工

艺流程的，应评述其合理性。共（伴）生组分研究评价是否全面，

综合利用的途径是否明确，研究程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4．采用类比法评价矿石加工选冶性能的，矿石的相似性依

据是否充分，类比是否可行。

5．矿石加工选冶技术经济指标是否支持工业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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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采矿专家

1．矿山开采方式、开拓运输方案是否合理。

2．选用的采矿方法是否与矿体赋存条件相适应。

3．采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是否合理。

4．开采技术条件是否满足矿床开采要求。

5．资源利用是否合理。

6．采矿技术经济指标是否支持工业指标，不支持的，详细

说明理由。

7．从设计建设角度评价报告是否达到相应勘查程度。

（七）物探专家

1．地球物理勘查的目的任务是否明确、符合实际，物探方

法选择是否适宜、有效，工程布置是否合理。

2．仪器设备性能、数据采集质量、数据处理是否符合规范

要求。

3．物探解释是否合理、符合规范要求，是否达到勘查目的。

（八）化探专家

1．化探方法技术选择是否适宜、有效，工作部署是否合理。

2．样品采集及加工质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参数确定、数据储量、异常圈定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异常解译推断是否合理、是否与地质现象对应，是否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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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勘查目的。

6．异常查证工作方法手段是否合理、布置依据是否充分，

是否达到查证目的。

7．各类图件要素是否齐全，图示表达是否规范，图件内容

是否一致。

（九）地质矿产（煤层气）专家

1．煤层气勘查工作任务、勘查方法、工程布置、工程数量、

采样测试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煤层气勘查工作程度及综合评价程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估算方法选择，煤层气含气量、储层厚度、含气面积等

估算参数及资源量类型确定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十）矿产经济专家

1．经济评价的内容、深度等是否符合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2．生产规模、产品方案、服务年限是否合理。

3．根据采选建设方案，评价投资估算是否符合实际。

4．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供需情况、产品价格现状核查结果、

变化趋势预测是否可信。

5．成本费用估算是否正确，各项税费参数选取是否合理。

6．财务评价指标计算、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是否

正确。

7．工业指标是否合理，如认为不合理，应详细说明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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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报告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评价结论是否恰当。

（十一）地质矿产（资源储量核算）专家

检查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与矿业权范围拐点坐标，对

主要矿体（层）资源储量估算全部进行检查，对其他矿体（层）

进行抽查。

1．资源储量估算利用的数据是否全面、有效。

2．矿体（或矿化域）圈连原则（外推、夹石剔除、特高品

位的处理等）及运用是否正确，模型建设是否合理。

3．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是否合理，有关参数选择、计算公式

和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4．资源储量估算数据文、图、表是否对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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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我单位已完成《XXXX报告》的编制工作，现将《XXXX报告》

和《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报送你单位，请予以评审备案。

我单位承诺所提交资料是真实、客观、完整的，无伪造、编

造、变造、篡改等虚假内容，如有作假，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XXXX（申请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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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审查的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我单位已完成《XXXX报告》的编制工作，现将《XXXX报告》

和《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报送你单位，请予以审查。

我单位承诺所提交资料是真实、客观、完整的，无伪造、编

造、变造、篡改等虚假内容情形，如有作假，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XXXX（申请人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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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1

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 （评审备案四种情形适用）

申请事由

探矿权转采矿权□
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

非油气矿产在采矿期间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

评审
备案
申请
人

申请人

统一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电话

报告
编写
单位

编写单位名称

主要编写人员 联系人 电话

发证机关

勘查或采矿许可证/发
证机关证明文件文号

矿业权
有效期
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报告类
型

查明主要矿
种

勘查工作程
度

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工业指标情况

固
体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主要矿产：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
共生矿产：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
伴生矿产：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

地
热
矿
泉
水

地热：
允许开采量： ，储存量： ，热量： ，热能或电能： ，尚难利用储
量： 。
矿泉水：
允许开采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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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2

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名称 （审查两种情形适用）

申请事由
作为处置矿业权出让收益的核实报告□

财政出资勘查项目成果报告□

评审
备案
申请
人

申请人

统一信用代码或
组织机构代码

联系人 电话

报告
编写
单位

编写单位名称

主要编写人员 联系人 电话

发证机关

勘查或采矿许可证/发
证机关证明文件文号

矿业权
有效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报告类型
查明主要
矿种

勘查工作程度

矿产资源储量情况

工业指标情况

固
体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主要矿产：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
共生矿产：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
伴生矿产：
探明资源量： ，控制资源量： ，推断资源量： ，证实储量： ，可信储量： 。

地
热
矿
泉
水

地热：
允许开采量： ，储存量： ，热量： ，热能或电能： ，尚难利用储
量： 。
矿泉水：
允许开采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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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受理通知书

编号：〔20xx〕 号

（申请人）：

年 月 日，我单位收到你单位《XXX报告》评审备案

/审查的申请。经审查，你单位所报送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现予受理。

特此通知。

联系人（评审组织单位）： 联系电话：

XXX（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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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关于《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

（评审备案申请人）：

你单位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

符合相关规定，予以通过评审备案（因 ，不符合相关要求，

不予通过评审备案）。

本函仅适用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与范围/非油气

矿产在采矿期间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

产，不作其他用途。

如对评审备案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六十日内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关管辖权

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附件：《X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XXX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专用章）

年 月 日



！！— 30 —！！

附件7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会议专家安排表
项目名称

申请事由

矿种 储量规模

申请人

报告编制单位

主管业务部门
主管业务部门

负责人（签字）
年 月 日

评审专家

使用计划

评审方式 评审时间

评审地点 抽取方式

专家抽取

评审专家组

主管业务部门

（签字）

评审业务负责人

（签字）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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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现场核查要求

一、现场核查目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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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6号）《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的通知》（自然资

办函〔2020〕966号）要求，为核查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报

材料的真实性，提高报告编制质量，保障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储

量的可靠性，保障国家和矿业权人的合法权益，在评审会议前或

评审会议中开展必要的现场核查。

二、现场核查范围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评审组织单位或专

家组认为有必要的，应进行现场核查：

（一）首次申请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大型的。

（二）与最近一次评审（审查、批准）通过的报告相比，累

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变化量达到大型规模的。

（三）评审专家组对资料真实性存疑或专家组成员发现存在

重大疑问的。

三、现场核查人员组成、核查方案拟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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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核查工作由评审组织单位组织，参与人员包括：

（一）部分或全部专家组成员。

（二）评审组织单位代表。

（三）评审申请人代表。

（四）报告编制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五）必要时邀请厅相关处室，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有关人员及相关的第三方人员。

现场核查前，评审组织单位与专家组长协商拟定核查方案，

明确核查的重点问题、核查人员组成、核查方式、核查程序等。

核查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现场核查具体程序进行调整。

四、现场核查内容

（一）矿区（山）的地理、交通、采选（冶）设备及排水设

施等情况是否与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描述一致。

（二）矿区（山）的地形地貌情况与送审的地形图、地质填

图是否吻合。

（三）槽探、井探、坑探、钻探等新增工程现场及岩矿心情

况是否与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及有关资料描述一致。

（四）按规范要求应标记或保留的相关工程标识是否正确标

记或保留，野外工作验收结果的真实性。

（五）有关分析化验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六）论证工业指标或开展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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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应的技术经济评价的，核实相应报告内容和结论的真实性。

（七）现场质询主要勘查施工人员及报告编制人员，了解勘

查施工及报告编制的真实性。

五、核查前的准备

（一）现场核查成员掌握核查初步方案。

（二）提前通知核查组成员和申请人核查时间，告知申请人

做好必要的准备：

1．通知技术负责人、报告主要编制人员到场配合核查。

2．提供原始编录、取样登记表、送样单、化验室原始化验

报告、测井成果、钻探班报表等地质资料。

3．做好工程实地核查和岩（矿）心检查的准备工作。

4．提供主要施工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三）现场核查前，核查组成员应结合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

案现场核查内容，阅读报告、查阅相关图表，进行必要的室内准

备。

1．了解报告对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现场核查内容的说

明、评述情况。必要时整理成文字摘要、相关核查表（如新增工

程一览表）。

2．根据矿业权范围拐点坐标，在卫星遥感图上定位勘查区

（矿区）的位置、范围，初步了解、核对勘查区（矿区）的地理、

交通、地形地貌情况。具备条件的，初步了解、核对槽探、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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坑探、钻探等新增工程的分布及地表情况；生产矿山的井筒（采

场）、废石山、矸石堆、选厂、废水处理池、尾矿库、生活区等

的分布情况。

六、现场核查程序

（一）核查组到达现场后，根据主要问题、勘查区（矿区）

实际情况等，完善现场核查方案，确定现场核查的重点、人员分

工、核查对象。

（二）申请人或矿业权人介绍报告有关情况。

（三）报告编制单位汇报勘查、核实工作过程，野外工作验

收情况，原始资料（包括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归档等情况。

（四）现场核查主要内容为：自然地理、地形地貌，工作量

完成情况；主要工程（如分布位置、完工情况、采样编录资料、

见矿厚度、钻孔岩心保管等）情况，地形地质测量有关工作，井

巷及钻孔封孔标志，主巷、见矿巷道情况，资源储量保有区和采

空区范围圈定情况，各项工作质量控制情况等；生产矿山采选

（冶）设备、排水设施、矿石选冶加工情况等；有关分析化验测

试结果的真实性情况；工业指标论证、技术经济评价情况；报告

编制内容和结论的合理性；绿色勘查恢复治理前后勘查现场对比

影像资料。具体核查内容由核查组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1．对照卫星遥感图像资料与实地情况，核查勘查区（矿区）

地形地质图（或地形图、地质图）和实际材料图标绘的地理、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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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地形地貌、工程分布等。

2．对照报告、原始编录图、表，核查选定工程的位置、标

记等，核查采样方法、位置、质量及原始编录的合规性，记录核

对结果。

3．对照取样登记表、送样单、化验室原始化验报告，必要

时可联系样品测试承担单位，核查样品测试结果的真实性及与报

告的一致性。

4．对生产矿山，核查矿山实际选冶流程与报告的一致性。

了解矿山生产规模、采矿方法、开采技术条件及主要技术经济指

标，初步判断工业指标合理性。

5．对照测井等物探资料，结合原始编录核对煤层（矿层）

层位、深度、厚度及钻探质量。

6．通过质询主要施工人员、报告主要编制人员，了解勘查

施工及报告编制的相关情况。

（五）核查组应针对重大疑问和具体问题，深入了解情况，

现场质询主要勘查施工人员和报告编制人员，了解勘查施工和报

告编制的真实性情况，认真查验，分析原因，做好现场核查记录

和影像资料存留，填写现场核查情况表，并将核查、核实情况现

场反馈评审申请方或矿业权人代表。

（六）现场核查工作完成后，核查组根据核查情况，研究形

成核查结论，编制核查报告并签名。核查报告作为资源储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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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审备案的依据之一。

主要的核查项目见附表。

七、有关要求

（一）现场核查组成员应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规程，做好必

要的安全防护。在进行井下现场核查时，应由矿山主管安全生产

的副矿长、安全生产员带队，确保核查工作安全进行。

（二）核查组全体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

《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行政审批和评审评估人员行为规范“六不

准”的通知》（国土资发〔2014〕150号）及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评审组织单位有关廉洁自律的规定，高效务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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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现场核查主要项目
序

号
项目 主要核查内容 结论

1 控制测量 勘查区或矿山未做控制测量或测量质量不合规范 不合格

2 工程点测量 勘查区或矿山参与资源储量估算的各项工程未进行工程点测量或测量质量不合规范 不合格

3 地质测量 未开展相应规范规定的地质测量工作或地质测量不符合规范规定的精度要求 不合格

4 工程施工
实地未见探槽、井巷、钻孔位置，主巷、穿脉巷、沿脉巷、沿煤巷等与实际不符，无钻孔封孔标志，无保

留的岩心或岩心摆放混乱
不合格

5 原始地质编录
素描图反映内容中矿体或矿层与实际不符，未按照规范要求施工、编录，未见刻槽样、劈心样样痕，布样

不符合规范，采样方法不符合规范等
不合格

6 采空区 采空区可以实地测绘而未实测，致与实际情况出入较大 不合格

7 保有区 未全面反映矿体、矿层分布，各类巷道不全，经实地核查后保有区与报告反映出入较大 不合格

8 综合评价 明显存在共伴生矿种不采样分析，不开展查证工作 不合格

9 超深越界现象 存在超深越界勘查、开采现象，故意隐瞒不报，不如实反映实际情况 不合格

10 综合图件 综合图件与原始地质编录存在明显差别，或编制不符合规范要求 不合格

11
水工环开采技术

条件

水工环地质条件勘查类型确定发生重大失误；未对矿山生态环境、地质环境等开展相关核查工作，未提出

适宜的治理、防治措施
不合格

注：存在其他问题，但不影响资源储量估算的，补做少量工作，评判为基本合格；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的，评判为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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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XXXX报告》评审专家个人意见
（参考模板）

（专家姓名） 评审专业： （按专家库专业填写）

本人受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或xx

自然资源局），担任《X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的XXX（专

业）评审专家。依据现行有关技术标准、勘查规范和国家有关储

量管理的相关规定，从XXX（专业）方面，提出以下审查意见。

本人承诺所提意见是客观、公正、真实的，对涉及本专业范围的

技术与质量负责。

一、主要成绩、地质勘查工作及质量评述

评审专家按照技术标准规范，概述所负责评审的专业主要成

绩。对报告涉及的相关地质勘查工作以及质量等是否符合标准规

范要求及达到的勘查程度，予以评述。从本专业角度，对工业指

标的合理性等方面做出评价。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评审专家从专业角度明确指出所负责评审专业内容中存在

的具体问题和不足，对于必须修改完善的，应提出相应的具体修

改完善意见，并评价是否影响资源量估算。对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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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意见较多可单附。

三、评审结论

《XXX》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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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程度。同意通过

评审。（勘查报告、核实报告、非法开采勘测报告）

《XXX》资料收集全面，建筑物受护范围评价符合相关规定，

压覆评估结论正确，同意通过评审。（压覆报告）

四、其他

有关风险、声明、提示等。

评审专家：***（签字或电子签名）

××年×月×日

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

（一）专家个人书面评审意见应与会上发表意见一致，不一

致的由本人在评审会上做出相应修改，修改之处需签字确认。

（二）评审专家对所负责的专业内容从文、图、表等方面进

行全面系统的评审，问题和意见应在评审会议上一次性提出，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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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上会后不再提出新的问题和意见。

（三）复核时，专家应在个人意见修改对照表上明确本人意

见是否全部响应，修改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同意通过评审，并签

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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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组议事规则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家组长应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一）专家之间存在分歧意见的。

（二）会议主持人认为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的。

（三）其他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会议主持人或专家组长认

为有必要讨论的。

二、专家组长应在评审会上组织专家针对分歧意见和重要问

题，进行充分讨论，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

三、针对分歧意见和重要问题，经讨论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

视不同情形作出处理：

（一）不影响报告通过评审的，应将分歧意见及处理结论写

入评审意见书。

（二）影响报告通过评审的，在评审会议上按少数服从多数

并主要考虑矿产地质、水工环地质专家的具体意见，综合做出决

定。决定予以通过的，应将分歧意见及处理结论写入评审意见书。

四、专家组长及成员应在专家个人意见中签字确认讨论事项

及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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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意见修改情况对照表

报告名称

申请人

（全称并盖章）

报告编制单位

（全称并盖章）

报送修改稿时间：20 年 月 日

序号 意见人: 修改后

对修改后的意见

1 位置 修改意见 位置 修改结果

序号 意见人: 修改后

对修改后的意见

2 位置 修改意见 位置 修改结果

专家组复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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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关于申请《××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终止的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我单位已于xxxx年xx月xx日以线上申请方式，申请《XXX报告》

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xx自然资

源局）已于xxxx年xx月xx日组织了评审，我单位因XXX原因，需要

重新编制该报告（不需要编制该报告），现申请终止评审。请予

以同意。

XXX（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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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意见书大纲

XXXX 报告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适用于勘查报告、核实报告）

评 审 意 见 书

XXXX 字〔XXXX〕XX 号

评审组织单位名称（盖章）

XXXX 年 XX 月 X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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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交单位 ：

报告编制单位 ：

报 告 主 编 ： （前四作者）

评 审 专 家 组

组 长 ： XXX（评审专业）

成 员 ： XXX（评审专业） XXX（评审专业）

XXX（评审专业） XXX（评审专业）

评 审 基 准 日 ：

评 审 方 式 ：

评 审 时 间 ：

评 审 地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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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采矿期间累计查

明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属于财政出资勘查项目成果报告/

作为处置矿业权出让收益的依据），XXX（申请人）委托XXXX（报

告编制单位）编制了《XXX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并于XXXX

年XX月XX日向XXXX（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了矿产资源储量评

审备案（审查）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符合有关

要求，于XXXX年XX月XX日予以受理。

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经局分管领导同意，XXX

（组织单位）按规定抽取X名评审专家，组成报告评审专家组（见

附件1），于XXXX年XX月XX日召开评审会议，对报告提交的矿产资

源储量进行了评审。审后，申请人对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于XXXX

年XX月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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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区）概况

描述交通位置和勘查区范围概况。

描述矿业权设置情况。

描述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勘查区位置

关系。

描述勘查区（核实区）地层、构造、岩浆岩情况。

描述矿层特征、化学特征、物理特征、顶底板、盖层、矿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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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工业用途、开采技术条件等情况。

二、申报情况

采用的工业指标、估算方法及申报时提交的资源储量情况。

三、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报告编制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依据。

（二）主要评审意见

1．与勘查区（核实区）有关的以往地质工作，对引用的以

往地质工作工程质量进行评述。

2．本次工作开展情况及本次工作工程质量的评述。

3．对地层、构造等主要地质特征的查明（对比）情况的评

述。

4．对矿层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的查明（对比）

情况，以及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评价情况的评述。

5．对开采技术条件查明（对比）情况的评述。

6．对采用的工业指标，矿体圈定、块段划分、资源量估算

参数、资源量估算方法、资源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可靠性的评

述。

7．对概略研究、经济性评价，可研（预可研）合理性的评

述。

8．对共伴生矿产及综合利用情况的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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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对报告文、图、表是否齐全和规范性的评述。

10．评审过程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说明评审过程中分歧意见及重大问题处理方式及讨论结果。

四、评审结论

（一）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对累计查明资源量、占用资源量、保有资源量、累计动用资

源量分矿种（亚类）按照资源储量类型对评审通过的资源量进行

描述。并单列审批压覆资源量和事实压覆资源量情况。

（二）资源量变化情况

分别评述评审通过的资源量与上一次评审备案报告的累计

查明资源储量变化情况、重叠范围内资源储量变化情况。

对评审通过的资源量和申报资源量变化情况进行评述。

（三）总体评价

《XXX报告》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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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程度。同意通

过评审。

建议予以备案。（属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审查范围的，此句

删除）

五、存在问题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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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评审专家组签名表

2．核实区（勘查区）范围与矿产资源量估算范围叠

合图

3．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关系图

4．矿产资源储量变化对比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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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 报告

矿 产 资 源 储 量

（适用于压覆报告）

评 审 意 见 书

XXXX 字〔XXXX〕XX 号

评审组织单位名称（盖章）

XXXX 年 X 月 X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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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提交单位 ：

报告编制单位 ：

报 告 主 编 ： （前四作者）

评 审 专 家 组

组 长 ： XXX（评审专业）

成 员 ： XXX（评审专业） XXX（评审专业）

XXX（评审专业） XXX（评审专业）

评 审 基 准 日 ：

评 审 方 式 ：

评 审 时 间 ：

评 审 地 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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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XXX（申请人）委托XXX（报告编

制单位）有限公司编制了《XXX报告》（以下简称“报告”），

并于XXXX年XX月XX日向XXXX（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出了矿产资源

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申请。经审核，申请人报送的申请材料符

合有关要求，于XXXX年XX月XX日予以受理。

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经局分管领导同意，XXX

（组织单位）按规定抽取X名评审专家，组成报告评审专家组（见

附件1），于XXXX年XX月XX日召开评审会议，对报告提交的矿产资

源储量进行了评审。审后，申请人对报告进行了修改补充。于XXXX

年XX月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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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概况

描述交通位置和项目设计范围（用地范围）概况。

描述建设项目建设依据、主要建设内容和参数以及建设项目

类别（建筑物、构筑物、水体、铁路等）确定情况。

二、压覆矿产资源情况

描述压覆查询和确认情况。

描述与建设项目压覆影响区范围重叠的矿业权（矿产地）现

状、权属情况以及资源储量情况。

描述建设项目保护等级，各类评价评估方法的评价评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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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描述最大压覆影响范围，最大压覆深度及标高。

如果涉及生产矿山，还应当描述压覆影响区涉及的采区开采

计划和建设项目服务年限情况。

三、申报情况

采用的工业指标、估算方法及申报时提交的资源储量情况。

四、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报告编制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依据。

（二）主要评审意见

1．压覆查询和确认结果的可靠性，技术路线、调查手段的

可靠性。

2．报告编制地质资料依据的可靠性。

3．建设项目保护等级和保护煤柱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4．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合规性。

5．对采用的工业指标，矿体圈定、块段划分、资源量估算

参数、资源量估算方法、资源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可靠性的评

述。

6．对报告文、图、表是否齐全和规范性的评述。

7．评审过程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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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评审过程中分歧意见及重大问题的处理方式及讨论结

果。

五、评审结论

（一）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对评审通过的建设项目压覆资源量、新增压覆资源量分矿种

（亚类）按照资源储量类型进行描述。

（二）资源量变化情况

对评审通过的资源量和申报资源量变化情况进行评述。

（三）总体评价

《XXX报告》资料收集全面，建设项目受护范围评价符合相

关规定，压覆评估结论正确，同意通过评审。

建议予以备案。

六、存在问题与建议

附件：1．评审专家组签名表

2．建设项目压覆状况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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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签发单参考模板

（评审组织单位）已于XXXX年XX月XX日组织专家对《XXX报告》

进行了会议评审。会后，报告经修改补充，于XXXX年XX月XX日（评

审组织单位）审查终结，工作流程符合相关规定。

附件：《XX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签 发：

审核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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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评审备案受理信息表

序

号
报告名称 主矿种

资源储

量规模
评审事由 发证机关 矿业权许可证号 申请人 评审时间 评审地点

评审联系人

及联系方式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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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4 年 3 月 6 日印发


	自然资源厅关于征求《宁夏回族自治区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公告
	为深化落实矿产资源管理“放管服”改革精神，规范全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进一步提高质量和效率，自然资
	联系人及电话：张岩   0951-5059616
	　　附件：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
	（此件公开发布）
	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备案（审查）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深入落实矿产资源储量管理“放管服”改革精神，规范全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流程，提升评审工
	第二条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是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落实矿产资源国家所有的法律要求、履行矿产资源所有者
	第三条  评审工作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规定、技术标准、保密要求和评审备案的相关规定，坚持客观、公
	第四条  属于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更（扩大或缩小）范围涉及矿产资源储量变化，油气
	不对探矿权保留、变更矿种，探矿权和采矿权延续、转让、出让，矿山闭坑，以及上市融资等事由进行评审备案。
	第五条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本级出让登记矿业权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工作，各市、县（区）自然资源主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的评审备案工作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建设项目压覆石油、烃类天然气、页岩
	第六条  属于财政出资勘查项目成果、作为处置矿业权出让收益依据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
	第七条  申请评审备案或审查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是指综合描述矿产资源储量空间分布、质量、数量及其经济意
	第八条  评审工作坚持各负其责原则。申请人及报告编制单位对送审材料的真实性、客观性、完整性负责。评审
	第二章  申报和受理
	第九条  属于“第四条”评审备案范围的报告，矿业权人或项目建设单位作为申请人应通过“宁夏政务服务网”
	属于“第六条”审查范围的报告，报告编制单位作为申请人应通过“宁夏自然资源网上大厅”申请审查。
	第十条  凡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第四条”规定的范围）的矿业权人，应在其勘查或采矿许可证有效期
	第十一条  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的，申请人应当向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提交以下材料：
	（一）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申请函或矿产资源储量审查申请函（格式见附件2、附件3）；
	（二）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见附件4）；
	（三）矿产资源储量报告、附图、附表、附件（加盖申请人与报告编制单位公章）；
	（四）属采矿权变更矿种、采矿权变更（扩大或缩小）范围，应经发证部门同意，并明确同意变更的采矿权范围坐
	（五）报告编制单位营业执照、编制人员职称证及社保缴纳证明材料，如有委托业务的还需提交委托合同；
	（六）报告编制单位内部审查意见书。属详查以上的勘查类报告，应附野外验收意见书复印件。
	第十二条  对于符合评审备案（审查）范围、申报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规定形式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当场或者在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
	第十三条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自受理之日起60个工作日（不含申请人修改时间）内完成评审备案或审查，并将
	第三章  专家的构成与产生
	第十四条  评审组织单位应根据报告的评审目的和矿种、资源储量规模等特点，组织专业结构合理的专家组，专
	第十五条  专家选择原则上应根据评审专业需求采取随机抽取的方式产生，财政出资勘查项目、特别重要、问题
	第十六条  评审专家遵循回避原则，评审专家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存在以下利害关系之一的，应主动回避：
	（一）报告评审时，三年内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存在劳动合同关系、担任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的控股股东或
	（二）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实际控制人或负责人有配偶、血亲或姻亲等《民法典》规定的近亲
	（三）参加过所审报告的编制咨询以及相关的勘查设计、勘查实施方案、可行性评价报告、选矿试验报告、工业指
	（四）与申请人或报告编制单位有其他可能影响评审活动公平、公正进行的关系的；
	（五）评审专家认为本人应该回避的其他情形的。
	第十七条  资源储量规模为小型的报告、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储量评估报告，专家组成员不少于3名。资
	地质矿产专家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配备，一般大型报告3-4名（至少有2名一类专家），中小型报告2-3名
	第十八条  报告的现场核查和复审专家组原则上应当与报告评审专家组一致，不再单独选取。
	第十九条  评审专家参与评审工作享有获得相应劳务报酬的权利。报告评审（包括现场核查）产生的差旅费、交
	第二十条  评审专家的管理按照《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库管理办法》（自然资办发〔2023〕31号）执行
	第四章  评  审
	第二十一条  评审一般应以现场会议或视频会议方式进行。评审会议一般应在报告正式受理后10个工作日内召
	第二十二条  对首次申请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规模为大型的，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变化量规模达到大型的，以
	第二十三条  评审会议前专家组应认真审阅报告，对各自负责的专业内容及相关资料进行详细审查，评价其是否
	第二十四条  评审会议一般由评审组织单位主持。参会人员包括：专家组成员，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代表，申请人
	第二十五条  评审会议上，评审专家对各自负责的专业内容及相关资料进行全面、认真审查，充分发表个人意见
	第二十六条  评审组织单位应全面听取专家及与会代表的意见，并根据专家组评审结论宣布会议评审结果，明确
	除发现报告评审结论与实际严重不符的情况外，评审组织单位原则上不得干预专家评审结论。评审组织单位应将评
	第二十七条  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通过评审：
	（一）专家组长或一半以上专家组成员不同意通过评审的；
	（二）评审中发现送审资料失实、弄虚作假的；
	（三）严重不符合相关技术要求和管理规定的；
	（四）工业指标的确定明显不合理的；
	（五）工作程度未达到相应阶段技术标准要求的；
	（六）作为矿山建设设计依据的，开采技术条件查明程度、矿石加工选冶性能试验研究及综合勘查综合评价不能满
	（七）资源储量估算结果严重错误，需要系统修改的（修改完善的资源储量相比申报资源储量变化超过30%）；
	（八）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无充分依据的；
	（九）需要补充野外实物工作量、工作周期较长的；
	（十）发现存在报告代编代写情况的；
	（十一）评审会议后，报告修改时间超过20个工作日的；
	（十二）评审组织单位根据有关管理规定认为不予通过评审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八条  原则评审通过且需进一步修改或补充相关材料的报告，申请人和报告编制单位应按照综合评审意见
	评审不通过的，申请人修改完善后按程序重新申请评审。
	第二十九条  专家组确认修改后的资源储量报告等复核材料在规定时限内送交评审组织单位。评审组织单位应当
	第三十条  评审组织单位出具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应由评审工作负责人（主办部门）审核签字后，由
	第三十一条  在报告评审过程中，申请人因特殊原因需要终止评审的，应当向评审组织单位提交申请矿产资源储
	第五章  备  案
	第三十二条  属于“第四条”评审备案范围的报告，除终止评审的情况之外，不论评审是否通过，自然资源主管
	属于“第六条”审查范围的报告，经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复核确认后，评审意见书直接作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依据
	第三十三条  各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应通过“宁夏自然资源行政
	第三十四条  已完成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审查）的，均应填写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信息表（新增资源量信
	第六章  质量监督指导
	第三十五条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开展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工作质量监督指导的
	第三十六条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受理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项目，在召开评审会议5个工作日前，形成评审备
	第三十七条  评审通过的矿产资源储量报告，申请人应按相关要求主动汇交地质资料。
	第三十八条  在评审过程或质量监督指导工作中发现有以下情形的，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进行通报，作出评审备案
	（一）申请人、报告编制单位提供评审的资料不真实、不客观、不完整，存在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现象的；
	（二）同一年度内，同一报告编制单位编制的报告评审不通过3次以上的；
	（三）存在代编代写情况的；
	（四）申请人不按要求汇交地质资料的。
	（五）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认为需要通报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三十九条  原《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环境）类专家库管理办法》（宁自然资发〔2021〕170号）
	第四十条  本办法由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负责解释，自2024年x月x日起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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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1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职责
	一、评审组织单位职责
	组织评审和监督评审过程，确保评审公开、透明，评审结果客观、可靠，对评审程序的合规性和评审意见书的客观
	（一）做好受理和评审安排工作。按规定做好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事项的受理工作，确定专家组构成，筹备评审会议
	（二）做好评审会议的组织工作。原则上申请人代表、报告编制单位的技术负责人（项目负责人）、评审专家必须
	（三）主持召开评审会议。保证评审专家在评审会上能够充分发表个人意见，针对重要分歧意见，提醒专家组集中
	（四）复核出具评审意见书。根据专家组意见起草、审核并签发评审意见书，提出是否予以评审备案的建议（或是
	（五）按规定支付评审专家劳务报酬。
	二、评审专家组组长职责
	除承担专业评审职责外，还应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技术评审。按评审会议程序，组织专家开展技术评审。
	（二）全面听取专家意见。组织专家讨论重点问题和分歧问题，提出明确处理意见。
	（三）综合评审意见。综合专家意见，形成专家组评审意见（重大问题及处理意见要写入专家组评审意见）。
	（四）提出评审专家组意见书。根据专家意见、专家意见修改情况对照表和复核结论，按照规定的评审意见书内容
	三、评审专家职责
	评审专家应恪守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独立提出署名意见，对其客观性、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具有保留个人不同
	专家应在评审会议上充分发表个人意见，原则上评审会议后不再提出新的意见。复核阶段对本人所提意见是否已经
	各专业专家应根据技术规范、政策规定的具体要求，对报告进行评审。
	（一）地质专家
	1．勘查区（矿区）地质、矿床地质研究程度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矿体特征研究，包括工业指标的运用、矿体圈连原则确定是否正确，矿体圈连是否合理，矿体规模、形态和内
	3．矿石质量研究，包括矿石矿物组成、结构构造、矿石的化学成分、有用有害组分的含量和赋存状态研究是否符
	4．综合勘查评价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勘查类型划分、勘查工程间距采用、勘查工程部署、勘查方法、技术手段、勘查工程质量、采样分析测试质量
	6．评价工业指标是否合理，如认为不合理，应说明理由。
	7．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参数确定是否正确，块段划分是否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是否可靠、符合规范要求
	8．资源量比例能否满足相应勘查程度要求，地质勘查研究程度是否达到规范对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二）测量专家
	1．测量工作采用的数学基础是否满足要求，平面及高程起算数据是否正确、合理。
	2．测量工作利用的矿区已有资料能否满足储量计算需要，本次是否对已有资料的基本情况进行评述，是否进行实
	3．测量工作技术路线是否正确，质量控制是否得当。各项工作流程是否严格执行有关规范要求，各项指标有无超
	4．测量工作使用的仪器设备是否满足测量工作需要，各项测量工作技术路线是否正确。
	5．相关图件数学基础、数学精度、地理精度等质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地形地貌要素表达是否合理，附件是否完
	6．测量工作是否严格执行质量管理制度，实地抽检比例及检查数学精度是否符合规范要求，是否按照要求对测量
	7．各类图件要素是否齐全，图示表达是否规范，图件内容是否一致。
	（三）水工环专家（固体矿产）
	1．水工环勘探类型划分、勘查工程部署、工作量、勘查工程质量、采样测试质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2．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及矿床充水因素研究是否达到规范要求。正常及最大涌水量计算方法是否合适，参数选取是
	3．矿区工程地质条件、露天采场岩体质量和边坡稳定性、井巷围岩的岩体质量和稳固性研究是否达到规范要求，
	4．矿区环境地质质量研究是否达到规范要求。矿床开发可能引起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预测是否合理，提出的防治
	5．水工环勘查研究程度是否达到规范对相应阶段的要求。
	（四）水工环专家（地热矿泉水）
	1．勘查区（矿区）地热地质或矿泉水水文地质研究程度是否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2．热储或矿泉水含水层特征研究，包括岩性、厚度、埋深、分布、相互关系及边界条件，热储或含水层的水文地
	3．地热流体或矿泉水地下水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微生物含量、同位素组成、有用组分及有害组分的检测项目
	4．勘查类型划分、勘查控制程度、勘查工程质量、采样分析测试质量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资源储量估算方法选择、参数确定是否正确，计算分区是否合理，资源储量估算结果是否可靠、符合规范要求
	6．勘查研究程度是否达到规范对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五）选冶专家
	1．试验研究程度是否符合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2．试验样品是否具有代表性，矿样重量、粒度能否满足试验需要。
	3．工艺矿物学、碎磨工艺流程试验、矿石加工选冶方法及工艺等研究是否符合规范要求。各项选别指标、推荐的
	4．采用类比法评价矿石加工选冶性能的，矿石的相似性依据是否充分，类比是否可行。
	5．矿石加工选冶技术经济指标是否支持工业指标。
	（六）采矿专家
	1．矿山开采方式、开拓运输方案是否合理。
	2．选用的采矿方法是否与矿体赋存条件相适应。
	3．采矿主要技术经济指标是否合理。
	4．开采技术条件是否满足矿床开采要求。
	5．资源利用是否合理。
	6．采矿技术经济指标是否支持工业指标，不支持的，详细说明理由。
	7．从设计建设角度评价报告是否达到相应勘查程度。
	（七）物探专家
	1．地球物理勘查的目的任务是否明确、符合实际，物探方法选择是否适宜、有效，工程布置是否合理。
	2．仪器设备性能、数据采集质量、数据处理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3．物探解释是否合理、符合规范要求，是否达到勘查目的。
	（八）化探专家
	1．化探方法技术选择是否适宜、有效，工作部署是否合理。
	2．样品采集及加工质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3．样品分析测试质量是否满足规范要求。
	4．参数确定、数据储量、异常圈定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5．异常解译推断是否合理、是否与地质现象对应，是否达到勘查目的。
	6．异常查证工作方法手段是否合理、布置依据是否充分，是否达到查证目的。
	7．各类图件要素是否齐全，图示表达是否规范，图件内容是否一致。
	（九）地质矿产（煤层气）专家
	1．煤层气勘查工作任务、勘查方法、工程布置、工程数量、采样测试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2．煤层气勘查工作程度及综合评价程度是否符合相关规定。
	3．估算方法选择，煤层气含气量、储层厚度、含气面积等估算参数及资源量类型确定等是否符合规范要求。
	（十）矿产经济专家
	1．经济评价的内容、深度等是否符合相应勘查阶段的要求。
	2．生产规模、产品方案、服务年限是否合理。
	3．根据采选建设方案，评价投资估算是否符合实际。
	4．国内外同类产品的供需情况、产品价格现状核查结果、变化趋势预测是否可信。
	5．成本费用估算是否正确，各项税费参数选取是否合理。
	6．财务评价指标计算、项目不确定性分析与风险分析是否正确。
	7．工业指标是否合理，如认为不合理，应详细说明理由。
	8．报告对矿床开发经济意义评价结论是否恰当。
	（十一）地质矿产（资源储量核算）专家
	检查资源储量估算范围拐点坐标与矿业权范围拐点坐标，对主要矿体（层）资源储量估算全部进行检查，对其他矿
	1．资源储量估算利用的数据是否全面、有效。
	2．矿体（或矿化域）圈连原则（外推、夹石剔除、特高品位的处理等）及运用是否正确，模型建设是否合理。
	3．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是否合理，有关参数选择、计算公式和计算结果是否正确。
	4．资源储量估算数据文、图、表是否对应一致。
	附件2
	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我单位已完成《XXXX报告》的编制工作，现将《XXXX报告》和《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报送你单位，请予
	我单位承诺所提交资料是真实、客观、完整的，无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虚假内容，如有作假，自行承担相关
	                              XXXX（申请人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3
	关于申请矿产资源储量审查的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我单位已完成《XXXX报告》的编制工作，现将《XXXX报告》和《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报送你单位，请予
	我单位承诺所提交资料是真实、客观、完整的，无伪造、编造、变造、篡改等虚假内容情形，如有作假，自行承担
	XXXX（申请人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4-1
	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
	附件4-2
	矿产资源储量信息表
	附件5
	受理通知书
	编号：〔20xx〕   号
	       （申请人）：
	         年  月  日，我单位收到你单位《XXX报告》评审备案/审查的申请。经审查，你单位
	特此通知。
	联系人（评审组织单位）：          联系电话：
	XXX（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6
	关于《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的复函
	       （评审备案申请人）：
	你单位申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有关材料收悉。经审查，符合相关规定，予以通过评审备案（因      ，
	本函仅适用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与范围/非油气矿产在采矿期间资源储量发生重大变化/建设项目压
	如对评审备案结果有异议的，可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自收到本函之日起六个月内向有
	　　附件：《X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XXX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评审备案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7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会议专家安排表
	附件8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现场核查要求
	一、现场核查目的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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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6号）《
	二、现场核查范围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有下列情形之一且评审组织单位或专家组认为有必要的，应进行现场核查：
	（一）首次申请评审备案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大型的。
	（二）与最近一次评审（审查、批准）通过的报告相比，累计查明矿产资源量变化量达到大型规模的。
	（三）评审专家组对资料真实性存疑或专家组成员发现存在重大疑问的。
	三、现场核查人员组成、核查方案拟定
	现场核查工作由评审组织单位组织，参与人员包括：
	（一）部分或全部专家组成员。
	（二）评审组织单位代表。
	（三）评审申请人代表。
	（四）报告编制主要专业技术人员。
	（五）必要时邀请厅相关处室，市、县（区）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有关人员及相关的第三方人员。
	现场核查前，评审组织单位与专家组长协商拟定核查方案，明确核查的重点问题、核查人员组成、核查方式、核查
	核查组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现场核查具体程序进行调整。
	四、现场核查内容
	（一）矿区（山）的地理、交通、采选（冶）设备及排水设施等情况是否与矿产资源储量报告描述一致。
	（二）矿区（山）的地形地貌情况与送审的地形图、地质填图是否吻合。
	（三）槽探、井探、坑探、钻探等新增工程现场及岩矿心情况是否与矿产资源储量报告及有关资料描述一致。
	（四）按规范要求应标记或保留的相关工程标识是否正确标记或保留，野外工作验收结果的真实性。
	（五）有关分析化验测试结果的真实性。
	（六）论证工业指标或开展预可行性研究、可行性研究、与之相应的技术经济评价的，核实相应报告内容和结论的
	（七）现场质询主要勘查施工人员及报告编制人员，了解勘查施工及报告编制的真实性。
	五、核查前的准备
	（一）现场核查成员掌握核查初步方案。
	（二）提前通知核查组成员和申请人核查时间，告知申请人做好必要的准备：
	1．通知技术负责人、报告主要编制人员到场配合核查。
	2．提供原始编录、取样登记表、送样单、化验室原始化验报告、测井成果、钻探班报表等地质资料。
	3．做好工程实地核查和岩（矿）心检查的准备工作。
	4．提供主要施工人员名单及联系方式。
	（三）现场核查前，核查组成员应结合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现场核查内容，阅读报告、查阅相关图表，进行必要
	1．了解报告对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现场核查内容的说明、评述情况。必要时整理成文字摘要、相关核查表（如
	2．根据矿业权范围拐点坐标，在卫星遥感图上定位勘查区（矿区）的位置、范围，初步了解、核对勘查区（矿区
	六、现场核查程序
	（一）核查组到达现场后，根据主要问题、勘查区（矿区）实际情况等，完善现场核查方案，确定现场核查的重点
	（二）申请人或矿业权人介绍报告有关情况。
	（三）报告编制单位汇报勘查、核实工作过程，野外工作验收情况，原始资料（包括实物地质资料）保管归档等情
	（四）现场核查主要内容为：自然地理、地形地貌，工作量完成情况；主要工程（如分布位置、完工情况、采样编
	1．对照卫星遥感图像资料与实地情况，核查勘查区（矿区）地形地质图（或地形图、地质图）和实际材料图标绘
	2．对照报告、原始编录图、表，核查选定工程的位置、标记等，核查采样方法、位置、质量及原始编录的合规性
	3．对照取样登记表、送样单、化验室原始化验报告，必要时可联系样品测试承担单位，核查样品测试结果的真实
	4．对生产矿山，核查矿山实际选冶流程与报告的一致性。了解矿山生产规模、采矿方法、开采技术条件及主要技
	5．对照测井等物探资料，结合原始编录核对煤层（矿层）层位、深度、厚度及钻探质量。
	6．通过质询主要施工人员、报告主要编制人员，了解勘查施工及报告编制的相关情况。
	（五）核查组应针对重大疑问和具体问题，深入了解情况，现场质询主要勘查施工人员和报告编制人员，了解勘查
	（六）现场核查工作完成后，核查组根据核查情况，研究形成核查结论，编制核查报告并签名。核查报告作为资源
	主要的核查项目见附表。
	七、有关要求
	（一）现场核查组成员应严格遵守安全规定、规程，做好必要的安全防护。在进行井下现场核查时，应由矿山主管
	（二）核查组全体人员应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行政审批和评审评估人员行为规
	附表
	现场核查主要项目
	附件9
	《XXXX报告》评审专家个人意见
	（参考模板）
	      （专家姓名）  评审专业：     （按专家库专业填写）
	本人受聘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或xx自然资源局），担任《X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
	一、主要成绩、地质勘查工作及质量评述
	评审专家按照技术标准规范，概述所负责评审的专业主要成绩。对报告涉及的相关地质勘查工作以及质量等是否符
	二、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评审专家从专业角度明确指出所负责评审专业内容中存在的具体问题和不足，对于必须修改完善的，应提出相应的
	具体意见较多可单附。
	三、评审结论
	《XXX》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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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指标运用、资源量估算、
	《XXX》资料收集全面，建筑物受护范围评价符合相关规定，压覆评估结论正确，同意通过评审。（压覆报告）
	四、其他
	有关风险、声明、提示等。
	评审专家：***（签字或电子签名）
	             ××年×月×日
	注意事项和相关要求：
	（一）专家个人书面评审意见应与会上发表意见一致，不一致的由本人在评审会上做出相应修改，修改之处需签字
	（二）评审专家对所负责的专业内容从文、图、表等方面进行全面系统的评审，问题和意见应在评审会议上一次性
	（三）复核时，专家应在个人意见修改对照表上明确本人意见是否全部响应，修改是否符合要求，是否同意通过评
	附件10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组议事规则
	一、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专家组长应组织专家进行讨论：
	（一）专家之间存在分歧意见的。
	（二）会议主持人认为有重要问题需要讨论的。
	（三）其他参会人员提出的问题，会议主持人或专家组长认为有必要讨论的。
	二、专家组长应在评审会上组织专家针对分歧意见和重要问题，进行充分讨论，提出明确的处理意见。
	三、针对分歧意见和重要问题，经讨论不能形成一致意见的，视不同情形作出处理：
	（一）不影响报告通过评审的，应将分歧意见及处理结论写入评审意见书。
	（二）影响报告通过评审的，在评审会议上按少数服从多数并主要考虑矿产地质、水工环地质专家的具体意见，综
	四、专家组长及成员应在专家个人意见中签字确认讨论事项及结论。
	附件11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专家意见修改情况对照表
	附件12
	关于申请《××报告》矿产资源储量
	评审终止的函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我单位已于xxxx年xx月xx日以线上申请方式，申请《XXX报告》的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自治区矿产资源
	                               XXX（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13
	矿产资源储量报告评审意见书大纲
	因探矿权转采矿权/采矿权变更矿种或范围/采矿期间累计查明资源量发生重大变化（或因属于财政出资勘查项目
	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经局分管领导同意，XXX（组织单位）按规定抽取X名评审专家，组成报告
	一、勘查区（核实区）概况
	描述交通位置和勘查区范围概况。
	描述矿业权设置情况。
	描述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及资源储量估算范围与勘查区位置关系。
	描述勘查区（核实区）地层、构造、岩浆岩情况。
	描述矿层特征、化学特征、物理特征、顶底板、盖层、矿石类型、工业用途、开采技术条件等情况。
	二、申报情况
	采用的工业指标、估算方法及申报时提交的资源储量情况。
	三、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报告编制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依据。
	（二）主要评审意见
	1．与勘查区（核实区）有关的以往地质工作，对引用的以往地质工作工程质量进行评述。
	2．本次工作开展情况及本次工作工程质量的评述。
	3．对地层、构造等主要地质特征的查明（对比）情况的评述。
	4．对矿层特征、矿石质量、开采技术条件的查明（对比）情况，以及加工选冶技术性能评价情况的评述。
	5．对开采技术条件查明（对比）情况的评述。
	6．对采用的工业指标，矿体圈定、块段划分、资源量估算参数、资源量估算方法、资源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可
	7．对概略研究、经济性评价，可研（预可研）合理性的评述。
	8．对共伴生矿产及综合利用情况的评述。
	9．对报告文、图、表是否齐全和规范性的评述。
	10．评审过程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说明评审过程中分歧意见及重大问题处理方式及讨论结果。
	四、评审结论
	（一）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对累计查明资源量、占用资源量、保有资源量、累计动用资源量分矿种（亚类）按照资源储量类型对评审通过的资
	（二）资源量变化情况
	分别评述评审通过的资源量与上一次评审备案报告的累计查明资源储量变化情况、重叠范围内资源储量变化情况。
	对评审通过的资源量和申报资源量变化情况进行评述。
	（三）总体评价
	《XXX报告》资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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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指标运用、资源量估
	建议予以备案。（属本办法第六条规定的审查范围的，此句删除）
	五、存在问题与建议
	　　附件：1．评审专家组签名表
	　　　　　2．核实区（勘查区）范围与矿产资源量估算范围叠合图
	　　　　　3．本次报告与最近一次报告矿产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关系图
	　　　　　4．矿产资源储量变化对比表
	因建设项目压覆矿产资源，XXX（申请人）委托XXX（报告编制单位）有限公司编制了《XXX报告》（以下
	受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经局分管领导同意，XXX（组织单位）按规定抽取X名评审专家，组成报告
	一、项目概况
	描述交通位置和项目设计范围（用地范围）概况。
	描述建设项目建设依据、主要建设内容和参数以及建设项目类别（建筑物、构筑物、水体、铁路等）确定情况。
	二、压覆矿产资源情况
	描述压覆查询和确认情况。
	描述与建设项目压覆影响区范围重叠的矿业权（矿产地）现状、权属情况以及资源储量情况。
	描述建设项目保护等级，各类评价评估方法的评价评估结论。
	描述最大压覆影响范围，最大压覆深度及标高。
	如果涉及生产矿山，还应当描述压覆影响区涉及的采区开采计划和建设项目服务年限情况。
	三、申报情况
	采用的工业指标、估算方法及申报时提交的资源储量情况。
	四、评审情况
	（一）评审依据
	报告编制的政策法规、规范标准依据。
	（二）主要评审意见
	1．压覆查询和确认结果的可靠性，技术路线、调查手段的可靠性。
	2．报告编制地质资料依据的可靠性。
	3．建设项目保护等级和保护煤柱设计的合理性和可靠性。
	4．评价方法的合理性、合规性。
	5．对采用的工业指标，矿体圈定、块段划分、资源量估算参数、资源量估算方法、资源量估算结果的合理性、可
	6．对报告文、图、表是否齐全和规范性的评述。
	7．评审过程中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三）评审专家分歧意见及处理情况
	说明评审过程中分歧意见及重大问题的处理方式及讨论结果。
	五、评审结论
	（一）评审通过的资源量
	对评审通过的建设项目压覆资源量、新增压覆资源量分矿种（亚类）按照资源储量类型进行描述。
	（二）资源量变化情况
	对评审通过的资源量和申报资源量变化情况进行评述。
	（三）总体评价
	《XXX报告》资料收集全面，建设项目受护范围评价符合相关规定，压覆评估结论正确，同意通过评审。
	建议予以备案。
	六、存在问题与建议
	　　附件：1．评审专家组签名表
	　　　　　2．建设项目压覆状况示意图
	附件14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签发单参考模板
	（评审组织单位）已于XXXX年XX月XX日组织专家对《XXX报告》进行了会议评审。会后，报告经修改补
	　　附件：《XXXX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
	审核意见：                                             
	附件15
	评审备案受理信息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