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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

玻璃用石英岩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

安全预评价报告

辽宁省安全科学研究院



1 评价对象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1.1.1 评价对象

本次安全预评价项目名称：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玻璃用石英岩

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

本次安全预评价对象：采矿权人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持有的《采

矿许可证》划定的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矿区范围之内《可研报告》

确定的开采玻璃用石英岩矿露天采矿工程。

1.1.2 评价范围

依据《可研报告》、《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

行）》（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5号）及国家现行法律、法

规、标准、规范，本次安全预评价范围为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持有

的《采矿许可证》（2021年 4月 25日本溪市自然资源局颁发）划定的

矿区范围之内《可研报告》确定的开采+503m至+347m标高之间经储

量核实的Ⅰ、Ⅱ号玻璃用石英岩矿矿体的露天采矿工程。

1.2 评价依据

1.2.1 法律法规

（一）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2007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六十九号公布，2007年 11月 1日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六十五号公布，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修正，2009年 8月 27日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

席令第七十四号公布，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十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09年 8月 27日施行）。

（二）行政法规

（1）《地质灾害防治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94号

公布，2004年 3月 1日施行）。

（2）《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务院令第 493号公布，2007年 6月 1日施行）。

（三）部门规章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2010年原

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6号公布，2015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总局令第 77号修正，2015年 5月 1日实施）。

（2）《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2010年原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30号公布，2015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80号第二次修正，2015年 7月 1日施行）。

（3）《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2015

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75号公布，2015年 7月 1日施行）。

（4）《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2009年原国

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0号公布，2015年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

管理总局令第 78号修正，2015年 7月 1日施行）。

（四）地方性法规

（1）《辽宁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监督管理办法》（2009年 3月 19

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 229号公布，自 2009年 05月 01日起施行，根

据2017年 12月20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312号第一次修正，根据 2021

年 05月 18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 341号第二次修正）。



（2）《辽宁省安全生产条例》（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告第 64号，2022年辽宁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

二次会议第二次修正，2022年 4月 21日施行）。

（五）规范性文件

（1）《关于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

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5〕13号，2015年 2月 13日施行）。

（2）《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评价报告编写提纲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6〕49 号，2016 年 5

月 30日施行）。

1.2.2 标准规范

（一）国家标准

（1）《企业职工伤亡事故分类》（GB 6441-1986）。

（2）《厂矿道路设计规范》（GBJ 22-1987）。

（3）《生产设备安全卫生设计总则》（GB 5083-1999）。

（4）《矿山安全标志》（GB 14161-2008）。

（二）行业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噪声作业分级》（LD 80-1995）。

（2）《金属非金属矿山排土场安全生产规则》（AQ 2005-2005）。

1.2.3 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1）项目备案证明（平发改备〔2017〕22号）；

（2）采矿许可证（证号：C2105002009087120032617）；

1.2.4 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评价技术服务合同》（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辽宁

省安全科学研究院，2023年 9月）。



（2）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提供的有关书面资料、文件和数据。



2 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福耀硅砂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法定代表人为何

世猛。公司位于本溪市平山区桥头镇河东村，公司行政区划隶属于本溪

市平山区桥头镇河东村管辖，公司所在位置交通便利。

公司编制了《可研报告》，为本次安全预评价工作开展提供了依据。

（4）建设项目地理位置及交通

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玻璃用石英岩矿露天矿山位于本溪市平山

区桥头镇河东村，矿山南东距沈丹铁路桥头火车站 6.2km，南距 G304

国道 3.3km，南东距 G1113高速公路桥头出入口 4.5km，矿山与附近道

路之间有乡间柏油路相连，矿山交通便利。

（5）建设项目周边环境

矿区范围东部有相邻矿山本溪市馨艺源石业有限公司矿区，其前

身为本溪市馨云石场，两矿之间最近距离为 20m。本溪市馨艺源石业

有限公司为露天开采矿山，开采矿种为页岩，其现状开采位置与本矿

距离约为 900m。但矿区范围东侧约 260m处存在一处历史采面，为历

史民采形成，无安全生产手续，已停采多年。

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与本溪市馨艺源石业有限公司之间签订有

《相邻矿山安全生产协议书》，并明确了双方相互之间的避炮责任与义

务。

2.2 自然环境概况

矿区处于北中温带大陆性湿润季风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

光照充足，最高气温 39℃（1941年 7月 16日），最低气温-32.30℃（1956



年 1月 22日），月平均气温 8月最高，1月最低。年平均日照数为 2400

小时；无霜期为 162～180天；最深冻土 1.49m；最浅冻土 0.6m；结冻

期为 130天。全年降水集中在七、八月，降水量约占全年的 50%左右，

年均降水量为 800～900mm。春秋两季降水量均为 120～130mm，冬季

为全年降水量最少的季节；年均蒸发量 200～300mm。春夏季多以东南

风为主，风力 1～2级；秋冬季多以西北风为主，风力一般 2～4级，最

大可达 5级。平均雪日数在 30天左右，积雪日数 25～90天，最大积雪

深度 29～49cm。

2.3 建设项目地质概况

2.3.1 矿区地质概况

矿区及周边出露地层为青白口系钓鱼台组、南芬组地层，现将矿

区地层特征自下而上分述。

2.3.2 水文地质概况

本区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给开采奠定了有利条件，矿

床充水的主要来源为大气降水，雨季自然降水可顺采场口自然排泄，

区内矿体及围岩风化裂隙含水较微弱，断裂构造不发育，区内第四系

不发育。因此矿床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2.3.3 工程地质概况

根据《矿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12719-2021），矿

区工程地质条件为简单。

2.4 工程建设方案概况

2.4.1 建设规模及工作制度

（1）地质储量范围及设计可采储量



1）依据的地质资料

依据的地质资料主要为辽宁省第八地质大队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9月编制提交的《辽宁省本溪市河东村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资源储

量核实报告》，辽宁溪源土地矿产资源评估有限公司对《辽宁省本溪市

河东村矿区玻璃用石英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进行了评审。

（2）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可研报告》设计矿山生产能力为 30万 t/a，其中，设计服务年限

为 69a。

（3）工作制度

《可研报告》设计矿山采用间断工作制，年工作 300 天，每天 1

班，每班 8小时。

2.4.2 总图运输

《可研报告》明确，矿山总体布置充分利用矿区地形条件，结合

矿山开采条件，本着有利生产、方便管理、保证矿山生产安全和节省

占地，减少基建工程投资的原则进行的。

2.4.3 开采范围

《可研报告》设计开采对象为《采矿许可证》（2021年 4月 25日

本溪市自然资源局颁发）划定的矿区范围之内经储量核实的Ⅰ、Ⅱ号

玻璃用石英岩矿体。

2.4.4 开拓运输

（1）开拓运输系统

根据矿山的开采现状、矿山规模、露天采场尺寸、高差等生产技

术条件，《可研报告》选择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2）运输设备



根据矿山的生产规模及矿岩的运输距离，结合目前当地同类矿山

的装备水平，选用运输设备为载重 12t欧曼重卡自卸汽车。

2.4.5 采矿工艺

根据矿体赋存情况以及选取的生产规模，《可研报告》设计采用全

境界开采工艺，露天采矿方法采用由上至下台阶式开采，同时工作台

阶个数一般为 2～3个，最大不得超过 3个。采用深孔爆破，液压挖掘

机装矿，汽车运输。

2.4.6 通风防尘系统

矿山产生的废气主要包括露天开采、运输等作业时产生的扬尘。

废气中的污染物主要为粉尘（≤6mg/m3）及少量CO、NOx等。工人长

期呼吸和接触这些有害物质，能引起呼吸系统、消化系统、皮肤等的

疾病。粉尘对呼吸系统的危害很大。

2.4.7 矿山供配电设施

《可研报告》明确，矿山供电电源引自附近10kV变电所，经架空

线路接入本矿区杆上变压器。《可研报告》明确，矿山用电负荷只计算

采场部分。

2.4.8 防排水系统

《可研报告》明确，露天采场封闭圈标高 377m，377m以上为山

坡型露天，377～347m间为深凹露天。

2.4.9 排土场

目前，矿山已在采场东侧山谷中建设有一座临时排土场，现已形

成 320m、330m、340m、370m、390m等排土台阶，占地面积约 4.9万

m2，现状岩石堆置量约 31万 m3。



2.4.10 安全管理及其他

（1）劳动定员

根据矿山规模和生产工艺实际情况，视岗位工作需要进行定员。

经定员计算，全矿定员20人，管理人员6人，其中生产工人14人a。

（2）安全管理机构设置

矿山设置了安全科，任命了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3）规章制度

矿山建立健全了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安全生产检查制度、

安全生产目标管理制度、安全教育与培训管理制度、应急预案修订及

演练制度、重大危险源监控和重大隐患整改制度。

（4）应急救援

矿山编制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企业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储备

了应急物资。



3 定性定量评价

针对该项目特点，评价组将该项目划分成总平面布置单元、开拓

运输单元、采剥单元、通风系统单元、矿山供配电设施单元、防排水

单元、排土场单元、安全管理及其他单元、重大危险源辨识单元，分

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预测事故后果严重等级。评价项目建设方案

与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符合性。采用定性定量的方

法分析评价其安全性及事故发生的后果。

3.1 总平面布置单元

（一）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本单元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如下：

（1）矿区如防火措施不当，矿山有山火蔓延的危险，也有矿山内

部火情蔓延到矿区外的危险，两者都能造成矿山和社会危害。

（二）定性定量评价

（1）总体布置

评价组采用安全检查表法对该项目总体布置子单元进行评价，安

全检查表中，检查结果为符合要求或不符合要求两种。

（2）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是决定建设项目是否可行的重要因素，评价组采用专家

评议法对本项目周边环境进行评价。

3.2 开拓运输单元

（一）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本单元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如下：

（1）车辆伤害



1） 自然条件恶劣，如冰雪和多雨季节道路较滑、雾天和烟尘弥

漫影响能见度。

（二）定性定量评价

（1）预先危险性分析法评价

评价组采用预先危险性分析法对该项目开拓运输单元进行评价。

3.3 采剥单元

（一）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本单元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如下：

（1）坍塌

（2）放炮

爆破作业是非煤矿山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工序，爆破产生的震动、

冲击波和飞石对人员、设备设施、构筑物等有较大的损害。

（3）高处坠落

（4）滚石

（5）物体打击

（6）机械伤害

（7）噪声与振动

（8）高温

（9）低温

（二）定性定量评价

评价组将采剥单元划分为边坡管理子单元、穿孔爆破子单元、采

装子单元。

建设单位只要严格按照《可研报告》设计的采场结构参数严格按

照设计的采矿方法进行开采，杜绝掏采和超挖坡底。对易失稳产生滑



坡的部位采取相应加固措施，通过采取以上安全措施后，能够保证露

天采场边坡的稳定。

该项目露天爆破作业采用深孔爆破，符合有关规定，建设单位在

建设和生产中，应该委托具备相应资质部门出具爆破设计，合理选择

爆破参数，依据《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4）中的相关要求实施

爆破作业，能够保证露天爆破作业安全可靠性。

该项目采装作业采用挖掘机、装载机配合完成，《可研报告》设计

方案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有关规定，建

设单位在建设和生产中，加强采装作业管理，按照《可研报告》设计

的方案和本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措施进行作业，能够保证采装作业

的安全可靠性。

（三）评价结论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采剥单元评价结论为《可研报告》设

计方案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爆破安全规程》要求。同

时建设单位在建设和生产中落实《可研报告》及本预评价报告提出的

相关安全措施并严格执行后，该项目采剥单元符合安全要求。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本项目排土场单元评价结论为《可研报告》

设计方案基本符合《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要求。

此外，评价组针对本单元项目建设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

了相应的安全对策措施，详见报告第4.1.7章节。

3.4 安全管理及其他单元

（一）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1) 行为性危险因素

行为性危险因素是非煤矿山造成工伤事故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



其危险程度是“危险的”，级别为Ⅲ级。其中包括：

1 指挥错误

在作业过程中，由于指挥失误（其中包括因通讯联络信号、安全

信息传递不清引发的指挥失误）或违章指挥等易造成工伤事故的发生。

2 操作错误

在作业过程中，因误操作、违章作业及思想麻痹等引发的伤亡事

故屡见不鲜，是导致工伤事故的主要原因。

3 缺乏安全意识、自我防护能力差

企业工作人员多为当地村民，安全意识较低，对危险、有害因素

识别能力较差，自我保护能力差，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大。

2) 心理或生理性危险因素

在作业过程中，有些作业易引起疲劳或体力、视力、听力超负荷，

或健康状况异常，或过度紧张等，导致感觉、知觉、思维情绪等异常

而造成意想不到的工伤事故，其危险程度是“危险的”，级别为Ⅲ级。

（二）定性定量评价

评价组采用专家评议法对该项目安全管理子单元进行评价，具体

如下：

矿山设置有安全管理机构，矿山制定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并取得了应急预案备案表。同时《可研报告》中提出了安全生产管理

方面的建议，但还存在一些不足，评价组采用专家评议法对该项目安

全管理子单元应具备的条件进行评价如下：

1 建立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不少于 2名安全管理人员。

2 设立技术总负责人和生产技术管理机构，并配备采矿、机电、

地质、测量等专业技术人员。

3 建立健全各项安全管理制度。



4 建立事故应急救援组织，配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

5 设立矿山救护队或与专业救护队签订的救护协议。

6 依法参加工伤保险、安全生产责任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

7 依照国家有关规定，编制安全经费的提取计划，并按计划足额

提取安全经费。

3.5 重大危险源辨识单元

重大危险源是指长期地或者临时地生产、搬运、使用或储存危险

物品，且危险物品的数量等于或超过临界量的单元（包括场所和设施）。

该项目不构成重大危险源。



4 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4.1 本预评价补充的安全对策措施

4.1.1 总平面布置单元

（1）根据《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GB 50187-2012）第 4.1.2

条规定：“总平面布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4.1.2 开拓运输单元

（1）钻机移位时，应注意周围人员和环境，缓慢行驶，爬坡角不

超过 15度，上坡时应后端先上，下坡时应前端先下；靠近边坡作业时，

挡板距离坡顶线不得小于 2.5米。

（2）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5.4.2.1

条规定：“不应用自卸汽车运载易燃、易爆物品”。

4.1.3 采剥单元

（1）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5.2.4.4

条规定：“边坡浮石清除完毕之前不应在边坡底部作业；人员和设备不

应在边坡底部停留”。

（2）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5.2.4.5

条规定：“矿山应建立健全边坡安全管理和检查制度。每 5年至少进行

1次边坡稳定性分析”。

4.1.4 通风系统单元

（1）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6.1.41

条规定：采场凿岩应采取湿式凿岩，作业人员应配备和使用防护用品。

（2）采场内运输道路、装载作业地点应采取洒水降尘等措施。

4.1.5 矿山供配电设施单元

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5.6.5.1 条



规定：“矿山应建立电气作业安全制度，规定工作票、工作许可、监护、

间断、转移和终结等工作程序。

4.1.6 防排水单元

（1）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5.7.1.1

条规定：“露天矿山应建立水文地质资料档案；有洪水或地下水威胁的

应设置防、排水机构；水文地质条件复杂或有洪水淹没危险的应配备

专职水文地质人员。”。

4.1.7 排土场单元

（1）根据《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GB16423-2020）第 5.5.

2.1条规定：“矿山企业应设专职人员负责排土场的安全管理工作。”。

4.1.8 安全管理及其他单元

（1）企业应严格按照《采矿许可证》划定的矿区平面范围及开采

深度范围进行采矿作业，严禁越界采矿及布置采矿工程。

4.2 安全设施设计原则

（1）安全设施设计阶段，建筑物的总平面布置和设备选型中，应

对矿山需要布置消防器材的位置、数量和类型进行明确。

（2）安全设施设计阶段，应明确在矿区边界、运输道路急弯陡坡

地段及采场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样式及数量。

（3）安全设施设计阶段，应细化露天边坡、排土场边坡设计稳定

性状况评估，并根据稳定性分析结果状况提出相应的边坡防护措施。

5 评价结论

受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的委托，我院组成评价组对本溪福耀硅

砂有限公司玻璃用石英岩矿露天开采建设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本



报告在对建设项目《可研报告》等相关资料分析的基础上，按照《安

全评价通则》、《安全预评价导则》的要求，依据国家及行业现行法律、

法规、规范、标准，采用安全检查表法、预先危险性分析法及专家评

议法等定性定量评价方法对该项目建成后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进而形成如下评价结论：

《可研报告》设计的本溪福耀硅砂有限公司玻璃用石英岩矿露天

开采建设项目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有坍塌、放炮、车辆伤害、

高处坠落、滚石、物体打击、机械伤害、触电伤害、泥石流、压力容

器爆炸、雷击、地震、水灾、火灾、粉尘、噪声和振动、高温、低温

等。其中坍塌、放炮、机械伤害是本项目的主要危险因素。

该建设项目从安全生产的角度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的要求，建设单位若能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

规范及《可研报告》和本预评价报告提出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的要

求实施，能够将该建设项目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控制在可接受范围

之内。该建设项目在安全上是可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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