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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180万吨建筑用石料矿开发技改项目

项目代码 2305-451323-04-02-849061

建设单位联系人 联系方式

建设地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区）三里镇（街道）长乐村村民委点村

石阶岭

地理坐标 （ 109 度 46 分 27.014 秒， 23 度 35 分 54.825 秒）

国民经济

行业类别

C3099其他非金属矿

物制品制造

建设项目

行业类别

二十七、非金属矿物制品业-60.

石墨及其他非金属矿物制品制

造 309-其他

建设性质

□新建（迁建）

□改建

□扩建

技术改造

建设项目

申报情形

首次申报项目

□不予批准后再次申报项目

□超五年重新审核项目

□重大变动重新报批项目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部门（选填）

武宣县发展和改革

局

项目审批（核准/

备案）文号（选填）
2305-451323-04-02-849061

总投资（万元） 100 环保投资（万元） 1000

环保投资占比（%） 10 施工工期 3

是否开工建设
否

是：已安装设备
用地面积（m2）

专项评价设置情

况
无

规划情况 无

规划环境影响

评价情况
无

规划及规划环境

影响评价符合性

分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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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符合性分析

（一）产业政策合理性分析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的2019年第29号令《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可知，项目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淘汰

类；根据国务院关于发布实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的决定

（国发〔2005〕40号）“第三章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第十三条不属

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的，为允许类”。因此项目符合国家的产业政策。

（二）选址合理性分析

项目范围内占地类型，为灌木林地、农用旱地、草地等，项目不

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用地范围内无国家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森林公园、名胜古迹等生态环境敏感区；项目所在区域不涉及饮用水

水源保护区和准保护区、重要渔业水体和其他具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

的水体区域、基本农田保护区等禁止勘查区。因此，项目选址合理。

（三）项目用地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在原有项目用地内新增相关设备，增加洗砂工序，不增加

采矿规模，不新增用地。

原有项目总占地面积 14.4291公顷，已于 2020年 5月 6日取得了

武宣县人民政府出具的《武宣县人民政府关于武宣县三里镇点村建筑

石料用灰岩矿项目临时用地的批复》。并于 2021年 3月 17日取得了

武宣县人民政府出具的《武宣县人民政府关于武宣县工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武宣县三里镇点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项目（二期）临时用地的

批复》。并已于 2020年 8月 28日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出具的《广

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局关于同意武宣县三里镇点村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开采项目（一期）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书》。综上，项目涉及的

林地和临时用地符合法律程序，用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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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目与“三线一单”相符性分析

1、生态保护红线符合性

根据《来宾市人民政府关于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的意见》（来政发〔2021〕14号），武宣县共划分 12个环境管控单

元，包括优先保护单元、重点管控单元和一般管控单元三个类别。其

中，其中，优先保护单元 5个，主要包括生态保护红线、自然保护地、

县级以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环境空气一类功能区等生态功能区域；

重点管控单元 6个，主要包括工业园区、县级以上城镇中心城区及规

划区、矿产开采区、港区等开发强度高、污染物排放强度大的区域，

以及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的区域；一般管控单元 1个，为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单元以外的区域，衔接乡镇边界形成管控单元。

来宾市武宣县环境管控单元名录如下表所示。

表 1 武宣县环境管控单元名录

行政区

域

单元

总数

环境管控

单元分类
环境管控单元名称

武宣县 12个

优先保护

单元

广西来宾武宣自治区级地质公园生态保护红线

架桥岭—大瑶山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

保护红线

柳江—黔江流域水源涵养生态保护红线

武宣县县城黔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一般生态空间

武宣县其他优先保护单元

重点管控

单元

武宣工业园区重点管控单元

三江口新区重点管控单元

武宣白云岩矿区重点管控单元

武宣盘龙铅锌矿区重点管控单元

武宜县其他重点管控单元

一般管控

单元
武宣县一般管控单元

本项目位于武宣县三里乡长乐村村民委点村，属于武宣县其他重

点管控单元。项目选址与武宣县环境管控单元位置关系见附图 4。根

据现场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项目所在地不涉及自然保护区、森林公

园、风景名胜区、世界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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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特殊生态敏感区，项目建设符合生态红线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

“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的要求。

2、环境质量底线

根据环保主管部门公开的环境质量公告和项目现状调查显示，项

目所在区域大气环境、地表水和声环境现状均能符合相应的环境标准

要求。项目实施后产生的废气、废水、噪声等虽然对大气环境、声环

境和地表水环境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影响程度较小，不会改变环

境功能区，能够严守环境质量底线。

3、资源利用上线

项目建设为在原厂址范围内进行技改，不新增用地，区域土壤资

源利用影响较小。项目运营过程中消耗一定量的电源、水资源等资源，

相对区域资源利用总量较少，项目的用水、用电等资源利用不会突破

区域的资源利用上线。

4、环境进入负面清单

项目位于来宾市兴宾区，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印发<广西16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产业准人负面清单(试

行）>的通知》（桂发改规划〔2016〕944号）和《关于印发<广西第

二批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人负面清单（试行）>的通知》（桂发改

规划〔2017〕1652号），项目所在地不涉及其中的重点生态功能区，

不属于其环境准入负面清单。

综上，项目与区域“三线一单”要求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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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项目工程分析

建

设

内

容

（一）项目概况

1、项目建设规模

在原有的年产 180万吨石灰岩原料粗加工场地、破碎与分级系统加工生产线基础上，

在二次破碎筛分之后，增设相关水洗设备，增加一道水洗工艺。

建成后，矿山面积和其他建设内容(办公用地、以及配套职工办公生活区等) 不变，

石料加工量及产生量不变。

2、项目工程内容

本项目主要在原有项目基础上，在现有破碎、分级系统生产线上增加一道水洗工艺。

本技改项目工程建设内容详见下表。

表 2-1 本项目工程内容一览表

项目组成 建设内容

主体工程
二次筛分车间 依托原有二次筛分车间

洗砂区 占地面积 60m2，设置 2台洗砂机及 4台透水筛。

公共工程

办公生活区 依托现有设施

供水 依托现有水井供水

供电 接入电网，由市政供电

环保工程
废水

设置集水池（容积 300m3），收集洗砂废水，并设置废水处

理区，内设污泥罐（容积 785m3）、污水池（容积 785m3）、

清水池（容积 785m3），采用二级沉淀处理废水。

固废 洗砂区西面，硬化处理，临时堆放压滤泥饼。

3、项目主要产品

本次技改在二次筛分工艺后增加一道洗砂工艺，仅对粒径＜5mm的石料进行洗砂，

技改前后产品种类型号及产量不变，产品方案见表 2-2。

表 2-2 产品方案表

序号 产品名称 规格 产量（万 t/a）

1 13石料 ＞20mm 36

2 12石料 10~20mm 36

3 05石料 5~10mm 54

4 石料 ＜5mm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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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设备清单

本次技改，在原有设备基础上，新增洗砂相关设备，新增生产设备见下表。

表 2-3 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单位 备注

6 洗砂机 4800型 2 台 新增

7 透水筛 3200x5500 2 台 新增

8 透水筛 1200x3000 2 台 新增

9 细砂回收机 800x200 1 台 新增

10 对辊机 1216型 1 台 新增

11 压滤机 500型 4 台 新增

5、项目原辅材料用量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见下表。

表 2-4 项目主要原、辅材料消耗情况一览表

序号 名称 用量 单位 备注

1 石料 144 万 t/a 本次技改涉及筛分、清洗的石料

2 水 32820 m3/a 生产、生活用水

3 电 200 万 kWh/a /

6、水平衡

本次技改用水单位包括洗砂工艺及新增员工生活用水。

（1）生产用水

本次技改在原有生产工艺基础上，新增一道洗砂工艺。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洗砂

工艺用水量为 45m3/h，即 720m3/d，因砂石带走及蒸发损耗等，损耗量按 15%计，其中循

环水量为 612m3/d，需补充新鲜水 108m3/d。

（2）生活用水

项目新增员工 7人，全部住场。住场员工生活用水量取 200L/d·人，则新增用水量为

1.4m3/d，生活污水按用水量 80%计，生活污水量为 1.12m3/d。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用于周围甘蔗地、林地施肥。

项目水平衡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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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d）

7、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项目新增员工 7 人，全部住场。项目年工作 300 天，每天 2 班制，每班工作时间 8

小时。

8、总平面布置

根据功能分区，主要分为矿区、加工区、成品堆场、排土场及办公生活区。加工区、

堆矿场设置在矿区的东南角，出入口与周边道路相连接，便于产品运输，加工区设置 1

条矿石破碎筛分生产线。排土场位于矿区南面，矿山表土剥离产生弃土暂存于排土场，后

期用于回填采空区。生活区设在加工区南面平缓地带，与加工区位置关系属于当地常年主

导风向的侧风向，并由一座成品堆场（封闭库房）阻隔。项目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2。

本次新增的洗砂工艺设备设施位于加工区西侧。洗砂区设置在二次筛分间南面，洗砂

机底部设置集水池；废水处理区设在二次筛分间西北面，主要包括污泥罐、污水池、清水

池；废水处理区南面为压滤区，设置四台压滤机，用于压滤污泥罐底部沉淀泥沙。生产设

施西面空地全部水泥硬化处理，用于暂存压滤泥沙。具体设备布局见下图 2-2。

项目布局按照工艺流程进行合理布设，布置紧凑，物料运送短捷，厂内运输线路畅通，

办公与生产分开互不影响，总平面布置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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