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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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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博评报字[2024]第 0102号 

摘要 

 

评估对象：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评估委托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评估机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评估目的：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拟延续出让“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

采矿权”并对其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进行有偿处置，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

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需对该采矿

权的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此次征收采矿权出让收

益提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3年 4月 30日 

评估方法：收入权益法 

主要评估参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4月 30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

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为锡矿石量为 3.125万吨，平均品位 0.556%；评估

利用的资源量为 3.125 万吨，可采储量 3.125 万吨；生产规模 2.5 万吨/年；服务年限

1.25年；产品方案为年产锡精矿(含 Sn 45%)37.07吨、锡原矿石(含 Sn 0.5%)1.90万吨；

锡精矿、锡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别为 3.6 万元/吨、187 元/吨；锡精矿、锡原矿矿业

权权益系数分别取 3.8%、4.1%；折现率 8%。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当地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罗城仫

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26.53 万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陆万伍仟叁佰元整。可采储量评估单价 1526.91元/吨·金属。 

评估计算可采储量评估单价 1526.91 元/吨·金属，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1〕

15 号)规定的广西区锡矿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市场基准价：1500 元/吨·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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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有关事项声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评估结果公

开的，自公开之日起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

过有效期，需要重新进行评估。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审查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

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重要提示： 

以上内容摘自《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请认真阅读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评

估报告全文。 

 

 

法定代表人：屈理程 

 

 

矿业权评估师：     姓名         登记号               签字 

 

 

屈理程      412006000023 

 

 

李前恒      432002000141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二Ｏ二四年一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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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地博评报字[2024]第 0102号 

 

受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委托，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组成采矿权评估小

组，根据国家有关采矿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

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

量)”出让收益进行了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

进行了材料收集审核、市场调查，数据分析、评估计算并形成报告。对委托评估的“罗

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日的出让收益做出了客观反映。现将评估情况及评估结果报告如下： 

1. 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黑泉路 8号 1 幢 3层 101-35号 

法定代表人：屈理程 

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783963881X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07号 

2. 评估委托人及采矿权人 

评估委托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3. 评估对象和范围 

3.1 评估对象 

本项目评估对象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

量)”。 

现矿山企业持有采矿许可证基本信息如下： 

采矿许可证号：C4500002009093130037421 

采矿权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有限公司 

地址：罗城县宝坛乡五地村 

矿山名称：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 

经济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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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采矿种：锡矿 

开采方式：地下开采 

生产规模：3 万吨/年 

矿区面积：0.9906 平方公里 

开采深度：由 495.167米至 330.167 米标高 

有效期限：柒年  自 2016年 12月 25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 

矿区范围由 7 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拐点坐标见表 1，矿区平面范围见图 1。 

表 1：矿区拐点坐标一览表(2000坐标系) 

拐点编号 X Y 

1   

2   

3   

4   

5   

6   

7   

 

 

 

 

 

 

 

 

 

 

 

 

 

 

 

图 1：矿区范围平面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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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西罗城县一洞矿区银坪矿段(471-482 勘探线)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储量核实工作资源量估算范围矿体面积约 0.3028km2。估算对象是锡矿石，采矿证内工

程圈定 25个矿体。 

3.2 采矿权取得和延续历史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最早设置于 2001 年 8 月，由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质

矿产局核发，采矿权人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证号 4527230140030，生产规

模为 1.5万吨/年，矿区面积 0.0435平方公里，开采深度+460～360米标高，有效期 2001

年 8 月至 2002 年 8 月。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A( ， )；B( ，

)；C( ， )；D( ， )。 

2003 年 2 月向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地质矿产局申请延续和扩大取得 4527230330009

采矿证，采矿权人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生产规模 2.50万吨/年，矿区面积

0.9907平方公里，有效期2003年2月至2006年2月。矿区范围拐点坐标1( ，

)；2( ， )；3( ， )；

4( ， )；5( ， )；6( ，

)；7( ， )。 

2005 年 2 月向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延续取得 4527230530024 采矿证，

生产规模 2.50 万吨/年，矿区面积 0.9907 平方公里，有效期 2005 年 2 月至 2008 年 2

月，开采深度由 720米至 230米标高。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1( ， )；

2( ， )；3( ， )；4( ，

)；5( ， )；6( ， )；

7( ， )(见附件 8)。 

2009年，办理采矿权延续同时，变更开采标高及扩大生产规模，开采标高由“+720m

至+230m”变更至“+495.167m 至+330.167m”，开采规模由 2.5 万 t/a变更至 3.0万 t/a，

采矿许可证号：C4500002009093130037421，有效期：2009 年 9月 25 日至 2016年 9 月

25日。 

2016年 9月，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有限公司向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申请采矿

权顺延 3个月，并取得批准，有效期顺延至 2016年 12月 25 日。 

2020年 5月锡矿审批权限调整后，转向自然资源部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手续，

2021 年 11 月 17 日 取 得 采 矿 许 可 证 领 证 通 知 ， 现 采 矿 许 可 证 号 ：

C4500002009093130037421，采矿权人：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有限公司；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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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种：锡矿，开采方式：地下开采，生产规模：3万吨/a，矿区面积 0.9906km
2
，开采标

高：+495.167m至+330.167m，有效期限：2016年 12月 25日至 2023年 12月 25日。 

3.3 采矿权评估历史 

2009 年 4 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委托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对本采矿权价款进行评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9年 4月 30日出具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红晶石评报字[2009]第 56 号)，

评估报告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9年 2 月 28 日，根据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一洞矿区银坪

矿段(471-482 线)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及评审意见书，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是截止

2007年 12月底矿区保有的资源储量：硫化锡矿石资源储量(333)33.20 万吨。锡金属量

1854.37 吨，矿床平均品位 Sn 0.569%。采矿权价款评估值为 76.88 万元。评估报告于

2009 年 6 月 19 日通过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审查并备案，备案号：桂国土资矿评

备字[2009]第 036 号。 

3.4 采矿权价款和出让收益缴纳情况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延续变

更登记补充核查意见的函》(桂自然资函〔2021〕3310号)，银坪铜锡矿应缴采矿权价款

76.88万元、应缴资金占用费 10.43万元、应缴滞纳金 48.7881万元，实际缴纳价款 76.88

万元(已完成缴纳)、资金占用费 7.6855 万元、滞纳金 41.3255 万元，需补缴资金占用

费及滞纳金合计 10.2071万元。采矿权人已补缴资金占用费及滞纳金合计 10.2071万元。 

截至 2021年 9月 26日，采矿权人已经缴清了截止 2007 年 12月底矿区保有的资源

储量 33.20万吨锡矿石的采矿权价款、资金占用费和滞纳金。 

3.5 本次评估的资源量范围 

根据《财政部自然资源部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

(财综〔2023〕10号)第三十条：对于无偿占有属于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的探矿权和无偿

取得的采矿权，自 2006年 9月 30日以来欠缴的矿业权出让收益(价款)，比照协议出让

方式，按以下原则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一)《矿种目录》所列矿种，探矿权尚未转为采矿权的，在转采时按矿产品销售时

的出让收益率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二)《矿种目录》所列矿种，已转为采矿权的，通过评估后，按出让金额形式征收

自 2006年 9月 30日(地方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至本办法实施之日已动用资源储量的采

矿权出让收益，并可参照第十二条的规定在采矿许可证剩余有效期内进行分期缴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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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剩余资源储量，按矿产品销售时的出让收益率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 

根据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签订的《矿业权评估合同书》和委托方的要求，

本次评估是对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自 2006年 9月 30日以来欠缴的矿业

权出让收益(价款)进行评估。 

根据前述，采矿权人已经缴清了截止 2007年 12月底矿区保有的资源储量 33.20 万

吨锡矿石的采矿权价款、资金占用费和滞纳金。 

本次评估所涉及的已动用未有偿处置的资源量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自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07年 12月底期间所动用的资源量。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不能够提供以 2006年 9月 30日为基准日、经国土资

源管理部门评审通过的储量核实报告或储量动态监测报告。提供的材料是经国土资源管

理部门评审通过《广西罗城县一洞矿区银坪矿段(471-482 勘探线)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

告》，报告的储量核实日是 2007年 12 月底。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关于明确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有偿处置时采矿权价

款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桂国土资办[2009]396 号)，矿山企业提供的经国土资源管理

部门评审通过的矿山储量核实报告或储量动态监测报告储量估算基准日(以下称当前储

量估算基准日)是 2006 年 9 月 30 日之后的，则根据矿山《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

模乘上 2006年 9月 30日到当前储量估算基准日的时间差折算出该段时间矿山资源储量

(可采量)消耗量，以当前储量估算基准日矿山保有的资源储量加上消耗量作为 2006 年 9

月 30 日时点矿山保有资源储量。依矿山生产规模折算的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当前储量

估算基准日矿山消耗的资源量为可采资源储量，其可信度系数为“1”。 

根据《采矿许可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发证，证号：4527230530024)，

有效期为 2005年 2月至 2008年 2月，《采矿许可证》载明的生产规模为 2.5万吨/年。

2006 年 9 月 30 日到储量核实日 2007 年 12 月底期间共 15 个月，1.25 年。折算出该段

时间矿山资源储量(可采量)消耗量为 2.5×1.25＝3.125万吨。 

本次评估的已动用未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可采量)3.125 万吨，平均品位 0.556%。 

4. 评估目的 

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拟延续出让“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并

对其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进行有偿处置，根据《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

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需对该采矿权的已动用

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为此次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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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 

5. 评估基准日 

本项目评估基准日为 2023年 4 月 30 日。报告中所采用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 2023

年 4月 30日的客观有效标准。 

6. 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 法规依据 

⑴ 1996年 8 月 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⑵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⑶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 

⑷《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的通知》

(财综〔2023〕10 号) 

⑸《关于明确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有偿处置时采矿权价款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桂

国土资办[2009] 396 号) 

⑹《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⑺《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⑻《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 

⑼《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⑴《矿业权评估合同书》； 

⑵采矿许可证(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国土资源局发证，证号：4527230530024)； 

⑶采矿许可证(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发证，证号：C4500002009093130037421)； 

⑷采矿许可证(自然资源部发证，证号：C4500002009093130037421)； 

⑸《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延续变更

登记补充核查意见的函》(桂自然资函[2021]3310号); 

⑹采矿权价款、出让收益和滞纳金等缴款凭证； 

⑺《广西罗城县一洞矿区银坪矿段(471-482勘探线)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广西

贺州市平桂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 2月)； 

⑻《<广西罗城县一洞矿区银坪矿段(471-482 勘探线)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

意见书》(南宁储伟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桂储伟审[2008]57 号，2008年 8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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⑼关于《广西罗城县一洞矿区银坪矿段(471-482 勘探线)锡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桂资储备案[2008]108 号)； 

⑽《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广西贺州市平桂设计院有限责

任公司，2008年 11 月)； 

⑾《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评审意见书)》(广西矿业协会：

桂矿协审[2009]02 号，2009年 1月 13 日)； 

⑿《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评估报告书摘要》(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

限责任公司：红晶石评报字[2009]第 56 号，2009年 4月 30 日)； 

⒀关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未动用资源储量的停产证明(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自然资源局)。 

7. 评估原则 

⑴ 遵循独立、客观、公正和科学性、可行性原则 

⑵ 遵循产权主体变动原则 

⑶ 遵循持续经营原则、公开市场原则和谨慎性原则 

⑷ 遵守地质规律和资源经济规律、遵守地质勘查规范的原则 

⑸ 遵循采矿权价值与矿产资源相依原则 

8. 评估过程 

根据《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11000-2008)》，我公司组织评估人员，对委托评

估的采矿权实施了如下评估程序： 

⑴ 2024年 1 月 3日，经由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公开选取方式获得委托，2024

年 1月 4日正式委托并转交资料。 

⑵ 2024年 1月 4日，公司组成以矿业权评估师李前恒为项目组负责人的评估小组。

评估小组制定工作计划，确定时间安排、资料收集和评估计算的任务内容等。  

⑶ 2024年 1 月 4日到 1月 10日接收资料，收集、查阅核实相关资料。 

⑷ 2024 年 1 月 11 日，评估师与矿山负责人黄少勇黄总联系，了解矿山的建设

和生产现状，商量现场调查事宜。根据黄总介绍，矿山自 2009 年取得采矿许可

证以来，因安全和环保等原因，一直未能开工生产。现场虽留有值守人员，但

因为在建设阶段，安全许可还未批，地面和井下安全设施尚不完善，因此不允

许其他人员进场。鉴于以上原因，本次评估未安排评估师进入现场调查。 

⑸ 2024 年 1 月 12 日到 18 日，根据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整理分析，确定适当的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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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方法，合理选取评估参数，完成评定估算，具体步骤如下：根据所收集的资料进行归

纳、整理，查阅有关法律、法规，调查有关矿产开发及销售市场，按照既定的评估程序

和方法，选取评估参数，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价值进行评定估算，对估算结果进行必要

的分析，形成评估结论，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根据公司报告质量管理制度，对报告进行

校对审核，根据各级审核意见进行修改和完善，最后形成正式评估报告文本。2024年 1

月 20日，向评估委托人提交评估报告。 

9．采矿权概况 

9.1 矿区交通位置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一洞矿区银坪矿段铜锡矿位于罗城县罗城仫佬族族自治县城北

西 3300方向平距 30km 的宝坛乡五地村以北，属宝坛乡管辖。矿区至宝坛 7km 有简易公

路与罗城至四堡公路相接，交通尚属方便(见图 2：交通位置见图)。 

矿区地理坐标：东经 ″，北纬

″；中心点地理坐标东经 ′ ″，北纬 ° ′ ″，面积为 0.9907km2。 

 

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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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 

矿区属九万大山山脉一部分，为构造侵蚀切割中低山地貌，海拔一般 385～825.4 m，

一般相对高差 400m，西面和南面为五地河，植被较发育，具较高的涵水能力，矿区地形

总趋势为北高南低，最高为南西部 825.4m，最低为矿区东部五地河一带，海拔标高为

375m。五地河长年流水，水质清，水量充足，可满足矿山生产和生活用水，上游建有大

型水电站宝坛电站。 

矿区属亚热带季风山地气候，年平均气温 18.9℃，1 月平均气温 8.8℃，7 月平均

气温 27.2℃，每年 11月至次年 2月雾天约占 60～70％，5～8月为雨季，年平均降雨量

为 1380～1791mm。河流属珠江流域柳江水系，五地河流入矿区南部后向东汇入融江。区

内属边远山区，经济较落后，居民以壮族、汉族为主，少数民族有仫佬族族和毛南族，

以农业为主，部分农林兼顾。主要矿产资源有煤、铁、锡、铜、锑、铅锌、金、水晶和

重晶石。 

9.3 以往地质工作简介及本次工作情况 

本矿区位于桂北多金属成矿带。1966～1968年，广西区调队进行 1：20万比例尺罗

城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1984 年，广西区调队又在该区迸行 1:5 万比例尺区域地质矿产

调查。 

1967～1984年，广西第七地质队二分队开展普查和详查，详查面积 3.6km2。对含矿

构造带和矿体按 20～50m间距进行了系统地质工程揭露，深部以 100×1000～50m和 200

×100的网度布就行了钻孔和坑道控制，完成主要实物工作量有l:10000地质测量42km2，

1：2000地质测量 3.6km2，槽探 30780 m3，机掘坑道 4355m，钻探 37035m。1984年 4月

编写了《广西罗城县五地多金属矿区一洞锡矿床详查报告》，工程大致控制了 31-l、41-1

等 63 个矿体，计算储量 C+D 级锡矿石量 1289.18 万 t，C+D 级锡金属量 55961.81t；其

中南部矿体(银坪矿所在范围)计算C+D级锡矿石储量共272.91万t，锡金属量13208.37t。

银坪矿位于一洞矿床 431 矿带南边缘。2002 年 11 月，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提

交《广西罗城县银坪铜锡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对采矿证内的 77-1 和 77-2

矿体估算储量，提交 D 级铜锡矿石储量 12.6 万 t，锡金属储量 486t，铜金属量 741t。

2003 年 1 月经南宁储伟资源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评审通过，桂资储备案〔2003〕05 号。

广西壮族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矿产资源储量认定书文号桂国土资认储〔2003〕9号。 

受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委托，广西海林地质勘查有限公司于 2007年 12月，

派出工程地质人员进矿区进行地质核实工作，核实报告主要是根据 2002年 11月罗城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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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编写《广西罗城县银坪铜锡矿矿产资源储量核实地质报告》和

1984年 4月广西第七地质队 2分队编写的《广西罗城县五地多金属矿区一洞锡矿床详查

报告》(以下简称一洞详查报告)，并按照当时的规范重新组织资料编制估算资源储量，

2008年 2月完成矿产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初稿编制及相关图件、附表绘制。2008年 7月 5

日完成修改稿。 

核实进行的矿山实地调查工作，主要完成实物工作量 1:2000 地质修测 0.99km2，采

空区坐标测量 15点，化学分析样品 11 个。 

通过上述工作，大致查明矿区地层、构造、岩浆岩分布特征，大致查明了在设置采

矿权+710m ～+250 标高范围内 76-1、76-2等 25个矿体的分布、形态、产状、规模、和

厚度和品位变化及其矿石结构、构造特征；在收集矿山开采、生产资料的基础上，调查

和测量 76-2 矿体采空区位置。对采矿证范围内 76-1、76-2 等 25 个锡矿体根据现行规

范要求，采用业主提出的工业指标，估算保有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锡矿石 33.20

万 t，平均品位 0.568%，锡金属 1854.37t；采空区采空资源量(333)：锡矿石 95.94 万

t，平均品位 0.529%，锡金属 5063.27t。 

9.4 矿区地质 

9.4.1 地层 

矿区处于南华准地台桂北台隆西部九万大山窟窿带。区域出露地层主要为元古界四

堡群(Pts)。四堡群为浅海～深海相复理石砂页岩建造及细碧—角斑岩建造，以凝灰岩

作文通组(Pt2w)和鱼西组(Pt2y)的分层标志。银坪铜锡矿区出露地层为文通组(Pt2w)，岩

性为变质粉砂岩，变质泥质粉砂岩及变质粉砂泥岩，主要矿物成分为绢云母、石英、绿

泥石等。 

9.4.2 构造 

五地矿区以四堡运动形成的近东西向复式倒转背斜基底褶皱和雪峰—加里东运动

形成的北东向构造形态构成本区的构造格架。矿区位于五地倒转背斜的轴部，次级褶皱

发育，岩层波状起伏 ，产状变化较大。 

断裂按走向可分为北东向、北西向两组。北东向断裂：平面上呈舒缓坡状展布。倾

向北西，倾角 25°～50°，属压扭性断裂。断层破碎带宽 1～10m，成分复杂，有成矿

前的各种构造岩、电英岩、电英岩化铜锡矿化构造岩，以及成矿后的构造片岩、角砾岩，

具多期活动性质。本组构造为矿区的控矿、容矿构造。铜锡矿化及矿体均产于角度很缓

的断层破碎带中。北西向断层：也是矿区的容矿构造，但规模较小。两组断裂交会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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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矿化较发育较多，矿体品位较高。 

9.4.3 岩浆岩 

矿区内岩浆岩出露有黑云母花岗岩、辉绿岩。 

黑云母花岗岩(雪峰期)：为平英花岗岩的南端部分，分布于矿区西侧，为重熔型黑

云母花岗岩。岩体隐伏于+320m 标高以下。坑道中见岩体局部呈“石笋”状侵入到辉绿

岩中，岩石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30～40%，钠长石 20～30%，微斜条纹长石 20～25%，

黑云母 5%，副矿物有电气石、独居石等。靠近矿体的地方，具云英岩化蚀变。 

辉绿岩：为四堡期超基性、中基性侵入岩。呈岩株状产出地表或呈岩床、岩舌状顺

层贯入文通组(Pt2w)粉砂岩中。主要矿物成份为钠长石、透闪石、斜黝帘石、绿泥石等，

岩石蚀变程度较深。矿区内部分矿体，赋存在辉绿岩岩体内部的高角度断层破碎岩中，

且大致平行产出。其中蚀变辉长辉绿岩是本区锡矿富集的有利围岩。 

9.5 矿床地质 

9.5.1 矿床特征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床位于东西向的五地背斜与北北东向的池洞背斜交

汇部位，属一洞详查区中的 431含矿构造带。矿体受北北东向次级断裂裂隙组合和层间

破碎带的控制，银坪铜锡矿范围内工程圈定 25个矿体，平面上呈北东向大致平行分布，

地表控制长 20～140 m，钻孔控制斜深 30～150m，空间上距平英花岗岩外接触 0～160 m。

矿床成因属高—中温气成热液充填交代脉型矿床。矿体顶底板为变质粉砂岩、辉长辉绿

岩和花岗岩。 

9.5.2 矿体特征 

矿区内工程揭露 76-2等 25个锡矿体。其中 41-5等 17个矿体产于陡倾斜的断裂硅

化破碎带中，矿体呈细脉状、板状或小透镜状，总体走向北北东，倾向北西倾角 75～85°，

平均 80°；矿脉间相距 5～25 m，一般 10～20 m。76-2 等 8 个矿体产于较平缓的层间

破碎带中，矿体呈似层状，倾向北东，倾角 0～15°，平均倾角 5°，矿脉间相距 5～45 

m，一般 10～20 m。除 76-2号矿体等 14 个出露地表外，其余 11个为隐伏矿体。矿体分

布标高 250～710 m。矿体长度 15～550m，单工程矿体平均真厚度 0.34～10.39m，平均

2.51m，单工程锡品位 0.203～2.000％，平均 0.539%。主矿体 76-2和 41-5产出特征如

下： 

主要缓倾斜矿体为 76-2号，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 50.9%。矿体呈脉状产于缓

倾斜的层间破碎带中，分布于 472～477 线之间，产出标高 330～525m，共有 25 个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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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矿，可采 23 个，长度 550m，沿倾向宽度约 400m，倾向北东，倾角 0～10°，平均倾

角 5°。单工程矿体平均真厚度 0.59～9.12m，平均 2.88m，厚度变化系数 81%。矿体厚

度变化大，一般在地表厚度较小，沿倾向和走向变化不规则。属单一锡矿矿石类型。单

工程锡品位 0.223～1.777％，平均 0.624%，品位变化系数 56%。一般在地表品位较较富，

沿倾向往深部则稍变差。 

主要陡倾斜矿体为 45-1号，其资源量占矿区总资源量的 16.0%。矿体呈脉状，分布

于 471～475 线之间，不连续，产出标高 290～660m，共有 11 个工程见矿，可采 8 个，

长度 430m，沿倾向最大延深 320m，倾向北西西，倾角 75～85°，平均倾角 80°。单工

程矿体平均真厚度 0.98～6.21m，平均 2.89 m，厚度变化系数 98%。矿体厚度变化大，

一般在地表厚度较小，沿倾向和走向变化不规则。属单一锡矿矿石类型。单工程锡品位

0.235～0.571％，平均 0.322%，品位变化系数 28%。一般在南部品位较较富，往北则稍

变贫。其他 23个次要矿体特征见表 2。 

表 2：矿体特征一览表 

矿体号 位置 
分布标高

(m) 

长度

(m) 

宽度

(m) 

形态及 

产状 

真厚度 

(m) 

矿石品位 

Sn(%) 

41-5 472～475 410～615 225 60 

脉状、

板状或

小透镜

状倾向

北西，

平均倾

角 80
0
 

0.98～6.21 0.240～0.571 

54 471 678～710 90 15 1.03～1.16 0.513～0.768 

71 475 500～515 22 15 1.82 0.999 

72-1 474 471～502 45 33 0.81 0.203 

72-2 473～475 483～546 83 45 1.20～4.63 0.217～0.532 

72-3 475 495～515 35 15 0.85 0.463 

72-4 473～474 470～545 95 55 1.05 0.391 

73-1 474 480～550 50 70 0.60～0.81 0.226～0.865 

73-2 474 520～555 70 25 0.34～6.87 0.258～2.00 

74 474 515～540 50 15 0.95 0.328 

74-1 474 400～570 50 25 2.27～10.39 0.254～0.523 

74-2 474 555～566 20 10 0.84 0.528 

74-4 475 525～540 15 15 1.41 0.252 

75-1 473～471 485～540 96 38 2.85 0.878 

75-2 473 495～520 45 25 1.23 0.206 

77-1 482 267～300 50 30 0.87 0.371 

77-2 482 250～275 50 22 1.32 0.560 

76-1 474～477 350～460 250 50 
脉状或

透 镜

状，倾

向 南

东，平

均倾角

5
0
 

0.87～3.53 0.240～1.620 

76-2 472～477 330～520 460 200 0.59～9.12 0.223～1.777 

76-3 475 320～420 150 50 0.83～2.21 0.298～0.414 

76-4 473～475 380～402 300 30 0.63～1.04 0.438～0.566 

76-7 471～475 400～430 124 50 0.82～1.12 0.263～2.620 

76-8 473～475 405～510 340 150 0.93～4.58 0.210～1.545 

76-9 473 510～530 50 30 2.01 0.343 

76-10 472 300～310 50 30 0.90 0.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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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3矿石质量 

㈠ 矿石物质组成和结构构造 

本矿区矿石的矿物成份较简单，金属矿物主要为锡石(1～40%)、黄铜矿(1～5%)，

其次为闪锌矿、黝铜矿、毒砂、黄铁矿、斑铜矿、方黄铜矿、方铅矿等。脉石矿物主要

由电气石(26～90%)、石英(43～90%)、绿泥石(10～35%)和云母类(1～10%)等组成。表

生矿物有辉铜矿、兰辉铜矿、孔雀石、铜兰、水铁矿、褐铁矿等。 

有用矿物中的锡石，主要以单矿物出现，多为氧化物(占全锡的 95%以上)，有少许

硫化锡，如黝锡矿、胶态锡等，有用元素以锡和铜为主，矿石的化学成份因矿石类型不

同而有较大差异。 

矿石的结构：以他形—半自形粒状为主，个别见自形粒状结构：锡石多呈它形—半

自形粒状，粒度微小，一般在 0.005～0.065mm，多呈三、五颗粒组成不规则状集合体，

不均匀星散分布于石英电气石粒间，或分布于绿泥石集合体中，个别标本可见自形粒状，

粒度达 2.3mm的巨晶锡石晶体。矿石的构造：锡石及其它金属矿物主要呈浸染状及脉状

或似脉状构造，而以浸染状构造为主，锡石常与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方铅矿等共

生。在脉状、似脉状矿石周围也常见浸染状锡石分布。 

㈡ 矿石化学成分 

矿石主要有用元素为锡，单工程平均含量锡为 0.200～2.620%，最高 76-7 矿体

ZK47322 为 2.620%。矿体平均 0.252～1.961%，最高 76-7 矿体 1.961%。矿石品位变化

规律大致为：一般是沿层间破碎带分布的近水平矿体品位稍高，而陡倾斜的矿体稍低。

主矿体 76-2露头带附近较高，沿倾向则变低。锡品位一般在 400ｍ以上稍高，往深部则

变低。 

㈢ 矿石风(氧)化特征 

原报告中没有评述矿体风(氧)化特征，但根据实地踏勘发现当地为侵蚀地貌，原生

岩石出露，锡矿体氧化深度不大。本次工作核实，近地表矿化带存在有不深氧化带，有

硫化物风化流失孔以及有铜氧化物如铜绿、孔雀石、铜蓝等出现，均分布在含矿硅化带

表层，进入平窿，所见硫化物多为未风化原生矿物。本矿区的锡矿体绝大部分为盲矿体，

所以本次核实没有划分矿体氧化带。 

9.5.4矿石类型和品级 

按矿石矿物种类划分为石英电气石锡矿石和锡石云英岩锡矿石两种。前者产于花岗

岩外接触带的硅酸盐地层中，矿石主要矿物有锡石、毒砂、电气石、石英为主，如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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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76-2 等矿体；后者产于花岗岩体边缘，矿石常见矿物以锡石、石英、白云母、电气

石为主，如 76-5 和 76-6 矿体。按主要有用组分锡含量分为工业品位矿石(锡含量大于

或等于 0.4%)和低品位矿石(锡含量 0.2～0.4%)。 

全矿区估算锡矿石资源储量 129.14 万 t，其中单矿体或块段平均品位大于 0.4%的

工业品位锡矿石资源量 89.20万吨，占总量 69.8%(详见资源量估算结果表)。 

9.5.5矿体围岩和夹石 

76-2等 14个矿体中有 21个工程见夹层或夹石，多为 1 层，局部有 7层，产于矿体

中部，厚度 0.21～8.27ｍ。夹石岩性为含锡硅化角砾岩，锡品位 0.006～0.194 %。矿

体顶底板围岩主要为蚀变辉绿岩或蚀变粉砂岩，局部花岗岩或见有构造碎裂岩、断层泥

和破碎带，近矿围岩均有不同程度的云英岩化、电气石化、硅化、黄铁矿化蚀变现象，

矿体中的夹石特征见表 3。 

表 3：矿体夹石特征表 
矿体号 勘探线 工程号 夹石层数 夹石厚度(ｍ) 锡品位 

41-5 

471 ZK4715 3 1.67～5.87 0.008～0.175 
473 ZK4732 1 2.29 0.006～0.151 
475 TC4411 2 0.66～1.57 0.023～0.120 
475 ZK4752 1 5.48 0.023～0.143 

71 475 TC4460 1 4.45 0.01～0.165 

72-2 
475 TC4411 3 0.34～1.66 0.039～0.175 
475 ZK4752 1 0.89 0.155～0.190 

73-2 474 TC4403 4 0.59～3.44 0.042～0.170 
74 474 TC4403 1 6.74 0.026～0.124 
74-1 474 TC4403 3 1.30～7.28 0.019～0.194 
74-2 474 TC4403 1 0.65 0.089 

76-1 
476 ZK4764 2 0.61～1.28 0.090～0.145 
477 ZK4774 1 0.79 0.038 

76-2 

472 ZK4722 1 8.27 0.023～0.188 
473 ZK47320 1 1.56 0.013～0.032 
475 ZK47512 1 1.79 0.196 
476 ZK4932 2 0.91～2.97 0.008～0.143 
477 ZK47712 1 4.15 0.010～0.080 
477 ZK47710 2 0.21～2.51 0.011～0.030 
477 ZK4774 2 1.76～4.92 0.035～0.175 
4777 ZK4771 1 0.83 0.153 
477 ZK4770 7 0.40～4.30 0.015～0.128 
477 ZK47721 1 1.56 0.090～0.140 

76-3 475 ZK4750 1 2.51 0.015～0.099 
76-4 477 ZK4772 1 1.32 0.013～0.029 
76-8 473 ZK47324 2 0.88～6.54 0.023～0.179 
76-9 473 ZK47320 1 2.40 0.016～0.046 
77-2 482 ZK4822 1 0.85 0.043 

 

9.5.6共(伴)生矿产 

从现有收集到的取样分析结果看，银坪矿山锡为主要矿产，仅有三个工程发现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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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伴生铜。71 号矿体 TC4406 见矿厚度 1.82m，铜含量 0.492%；41-5 号矿体 ZK4732 见

矿厚 0.56m，铜含量 0.214%；76-2号矿体 ZK4768见矿厚度 0.96 m，铜含量 0.355%。均

为单工程见铜矿化，分布不连续，且已全部采空，所以本次没有估算铜资源量。 

矿体围岩主要为蚀变辉绿岩或蚀变粉砂岩，局部为花岗岩，没有发现其他共生矿产。 

9.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1989年 4月，罗城县一洞锡矿委托广西冶金设计院进行选矿流程查定试验，采用优

先重选分离锡工艺，主要生产流程为原矿—破碎—球磨细碎—三级摇床重选分离—锡精

矿产品。选厂流程查定结果，原矿(锡品位 1.58～1.80％)，选厂处理能力 15.7～17.9t/d，

锡精矿品位 38.57～41.68％，锡金属回收率 52.84～54.74％。近 20年来当地矿山锡矿

的选矿实践证明，锡矿石可以加工利用，但由于锡矿物粒度微小，回收率稍低，平均回

收率锡为 50～55%，工艺流程图如下。 

                          

原 矿  

                            

                     两级开路破碎 

 

                             磨 矿 

                        分 级 

                   +                                  

                           三级摇床重选 

            

Sn 精矿    尾碴(排放) 

                      
图 3：锡矿选矿工艺流程图 

9.7. 矿区开采技术条件 

9.7.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构造侵蚀中山地貌，多为陡坡地形，最高峰为东北部的马尾潮，海拨标高 1146m，

最低谷地为西南部的五地河床，海拨标高 370m(水面标高 385m 左右)，是当地最低侵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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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面。 

矿区内地下水类型有孔隙水和裂隙水两种类型。孔隙水主要赋存于五地河冲积砂卵

石层中，分布于五地河谷；裂隙水赋存于基岩风化裂隙和构造裂隙中，分布于整个矿区，

由于风化裂隙的发育程度随埋深增加而减弱，构造裂隙随埋深增加而趋于闭合，因此裂

隙含水层的富水性一般随埋深增加而变弱。矿区内裂隙地下水枯季径流模数 3~6L/s.km
2，

水量中等，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一般化自山脊向山谷径流，最终排向五地河。 

矿区内断层比较发育，断层破碎带的含水性一般化比其两盘基岩略强，坑道揭露时

单点涌水量可达 0.1~0.3L/s。 

矿区内锡矿体分布于 250~730m 标高，其中 400m 标高以上矿体已基本采完，未采

矿体分布标高为 250~400m，各矿体顶底板围岩主要为蚀变粉砂岩。矿区内锡矿宜地下

开采，主要充水水源为裂隙地下水，属裂隙充水矿床。据矿区详查地质报告资料，1980

年开采 650~730 标高核算体时，坑道涌水量最大为 34.21L/s；据本次调查结果，目前采

矿中段标高为 400m，矿坑涌水量最大 8.55L/s，最小 0.86L/s，平均 3.42L/s。 

目前采矿中段标高为 400m，比五地河水面高出十余米，已基本达到矿井最低排泄

面标高。未采矿体大部分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下，未来的采矿方式将由平硐开拓

向斜盲和平硐开拓相结合转变。据已有资料综合分析，未来采矿水文地质条件的变化主

要为：①在矿山开采影响范围内，由于采矿坑道排水形成降落漏斗，使裂隙地下水水位

低于五地河水面，五地河水成为裂隙地下水的补给水源之一。在开采标高小于矿井最低

排泄面标高之后，矿坑涌不能自然排泄，老窿积水将越来越多。因此矿坑充水水源将由

单一的裂隙地下水转变为裂隙地下水、五地河水和老窿积水，其中裂隙地下水为直接充

水水源，五地河水和老窿积水一般情况下为间接充水水源，如不注意防范有可能成为严

重突水事故的水源②矿坑涌水的排泄方式将由自然排泄向人工抽排转变；③一方面由于

风化裂隙的发育程度随埋深增加而减弱，构造裂隙随埋深增加而趋于闭合，造成裂隙地

下水对矿坑的充水量减少，另一方面由于充水水源的增加又使矿坑的充水量增加，预计

400 m 标高以下各中段的涌水量在正常情况下较 400 m 中段略有增加，最大涌水量

10~20L/s。 

总之，矿区内锡矿宜地下开采，未采矿体大部分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下，主

要充水水源为裂隙地下水，次为五地河水和老窿积水，属裂隙充水矿床。水文地质条件

属中等类型。采矿过程中要特别注意防范五地河水和老窿积水突水事故。 

9.7.2 工程地质条件及开采后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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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岩土体的结构、岩石的强度和岩性特征以及土体的岩性、结构，矿区岩土体划

分三个工程地质岩组和一种土体类型。 

坚硬的中厚层状变质碎屑岩岩组：为开采的直接顶底板，由文通组(Pt2w)变质粉砂

岩组成，为浅灰色，粉砂质结构，中厚层状构造，新鲜完整的岩石抗压强度约为 60～

120MPa。断裂带内的变质粉砂岩裂隙发育，主要矿物成分为云母、石英、绿泥石。稳定

性较差。 

坚硬块状蚀变辉绿岩岩组：为四堡期第一期中基性侵入岩，呈岩柱产出地表或呈岩

床、岩舌状顺层贯入文通组(Pt2w) 粉砂岩中。主要矿物成份为钠长石、透闪石、斜黝帘

石、绿泥石等，岩石蚀变程度较深，区内有工业意义的矿体均赋存在岩体内部低角度断

层破碎带中。细粒状结构，块状构造，新鲜完整的岩石抗压强度约为 80～160MPa。处于

断裂破碎带中的岩石裂隙发育，山体出露的辉绿岩厚度约 10～15m，裂隙发育，稳定性

较差。 

坚硬块状黑云母花岗岩岩组:为平英花岗岩的南端部分。岩体隐伏于+320m标高以下，

坑道中见岩体局部呈‘石笋’状侵入到辉绿岩中，岩石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 30～40%，

钠长石 20～30%，微斜条纹长石 20～25%，黑云母 5%，付矿物有电气石、独居石等。靠

近矿体的地方具云英岩化蚀变。为粗粒结构，块状构造，节理裂隙较发育，新鲜花岗岩

抗压强度约 120MPa。 

碎石土土体：主要分布于坡脚，为第四系残坡积层浅灰色碎石土、黄色粘土，呈稍～

中密状，承载力特征值为 180～250KPa，一般厚度 1.0～5m，部分地段大于 5 m。结构较

松散、松软，工程地质性状差。 

综上所述，区内岩土体工程地质性质较差，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开采掘进时

要注意支护，以确保安全施工。 

9.7.3 环境地质条件及开采后的变化 

矿区区域构造位于南华准地台桂北台隆九万大山弯褶带，所处地块相对稳定，在广

西地震区划中属地震烈度＜Ⅵ级地区，为变质碎屑岩分布出露区，中山地形为主，形成

第四系松散覆盖层一般不厚，植被发育，在自然状况之下，一般不易形成泥石流，以及

不易有大面积崩塌和大范围滑坡产生。 

矿区范围内村屯少，人烟稀少，开采对居民居住环境不会造成太大影响。但由于经

多年开采，废石乱堆乱放，地表已产生不同程度破坏，时有泥石流发生，矿山环境地质

条件中等。因此，一定要搞好选矿厂的排污，选好废石堆场，构筑好尾矿库，对废碴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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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妥善处理，预防雨季中暴雨洪水冲运，造成下游环境危害。 

综合上述，矿区内锡矿水文地质条件中等，工程地质条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中等，

属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中等的矿床、复合问题的矿床类型，即Ⅱ类 4 型。 

9.8 矿山设计、开采和资源利用概况 

罗城县一洞锡矿属县办地方国有企业，主要开采 810米标高以上部份，用 810 中段

及 840中段开拓，此时第七地质队还在对 770中段及 730中段进行探矿，也建有日采选

50吨的选矿厂，即 403选厂。全矿山当时实际机械化采选能力已达 100吨/日。当时 76

号矿体为县铁矿建设为黄家锡矿(即现在的罗城县银坪锡矿)开采，采选能力为 50吨/日，

黄家锡矿开采一洞锡矿床南端的 76号矿体，开拓有 404中段及 450中段。由于 1989 年

以前开采矿床是不用办理开采证的，因此直到 1998 年 8 月份罗城县一洞锡矿才正式获

得广西区地矿厅发给有效期 10 年的采矿许可证，矿区面积 2.902 平方公里。1989 年 7

月罗城县人民政府委托广西冶金设计院对一洞锡矿床及大坡岭铜镍矿床进行日采选 200

吨项目进行可行性论证，编写有《可行性研究报告》。北端用平峒留矿法开拓开采，南

端 76 号矿体用平峒斜井联合开拓，用全面法采矿。南端 76 号矿体于 1992 年初开采黄

家锡矿的产权移交给罗城县工矿供销公司。1995年罗城县工矿供销公司成立由公司控股

的下属独立股份企业罗城县银坪铜锡矿，单独开采一洞锡矿床南端 76 号矿体。此时，

由银坪铜锡矿开拓，已完成 404中段、450 中段、460中段、470中段及谢家湾坑口、二

湾坑口的开拓工作，已同时开采 76-1、76-2、76-3、76-4、76-7、76-8、76-9、76-10

及 41-5#、73、72、74、75 等矿体的开拓系统。南端银坪铜锡矿实际采选能力已达 500

吨的规模，年生产锡精矿金属量已达 400 吨以上。南端银坪铜锡矿及北端县一洞锡矿，

其采出矿石均用重选流程选别，即原矿经破碎后进入球磨机磨矿再进入摇床直接选别得

含锡 40%左右的锡精矿销售，锡精矿均销售给柳州冶炼厂或贺州市私营公司对外销售或

出口。1997 年以前选厂排出的尾矿及废水均直接排入五地河，1997 年后由于环保政策

的改变，县一洞锡矿投资 145万元建成尾矿库投入使用，县银坪铜锡矿也建成尾矿库投

入使用。2005年后，一洞锡矿床南端部份割出给银坪铜锡矿开采，县一洞锡矿矿区缩减

为 1.779平方公里。从一洞锡矿开采现状情况看，由于矿体往往是中间富两边贫，富矿

采完后由于采场塌落而不能回采，形成大量的采空区损失掉矿量。另外，矿山未按正规

浅孔留矿法开采，而采用进路法分层开采，即间隔 5米作一分层，在每一分层底部掘进

一沿脉采矿巷道，此巷道即是直接采矿工作面，回采亦不核定生产能力，均为多分层回

采，沿脉进路回采完后，再掏顶采空分层；所采出的矿石人工手选分出易选矿石，对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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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矿石则废弃不要作废石处理，因此，造成损失量较高。 

银坪矿山是一座已开采 20多年的老矿山，从 1984年起先后有罗城汝甲铁矿等六家

单位组织开采。罗城县银坪铜锡矿于 2001 年 8 月取得了采矿权 (首次证号

4527230140030)，设计矿山开采规模 2.5 万 t/a。矿山开采采用平硐盲斜井联合开拓，

现分别开拓有 410 m 、460m等 2个中段。2002 年至 2007 年 12月主要开采 76-2 矿体，

形成 1 个采空区。至 2007 年 6 月，矿山消耗资源储量 39.53 万 t，实际开采矿石量约

35 万 t，回收锡金属 1100ｔ。矿石加工采用重选工艺流程，入选品位大于 0.5%，选矿

回收率 45～60%，锡精矿品位≥45%。据银坪铜锡矿山不完整统计，自 1980 年以来采获

锡金属量共计 10975ｔ，详见表 4。 

表 4：银坪坪铜锡矿历年采获锡金属量统计表 

年份 
采获锡金属量(ｔ) 

备注 
银坪锡矿 当地群众 其他单位 

1980  180 50 

 

说明：由于矿山开

采时部分品位低

于 0.2％的夹层或

顶底板、局部小矿

包和小于 0.8ｍ的

边部矿体同时开

采，使实际开采锡

金属量数比本次

核实的锡金属量

增加。 

1981  210 60 

1982  200 70 

1983  210 70 

1984  210 100 

1985  210 180 

1986  200 190 

1987 70 210 320 

1988 80 220 310 

1989 110 170 300 

1990 120 180 310 

1991 130 160 320 

1992 125 150 290 

1993 145 130 300 

1994 155 120 270 

1995 170 110 260 

1996 190 90 250 

1997 260 80 230 

1998 250 60 180 

1999 230 50 100 

2000 250   

2001 280   

2002 290   

2003 220   

2004 210   

2005 200   

2006 100   

2007 80   

小计 3665 3150 4160 

合计 10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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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5 月 9 日出具的《关于对罗城仫佬族自

治县银坪铜锡矿资源储量动用情况调查意见》、2023 年 10 月 8 日出具的《关于罗城仫

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未动用资源储量的停产证明》，该矿山自 2009 年 9 月取得采矿

许可证后未进行采矿活动，处于停产状态，矿山未动用资源储量。 

10.评估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评估专业人员应当恰当选择评估方法，除依

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的外，应当选择两种以上评估方法，经综合分析，

形成评估结论，编制评估报告。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矿业权评估方法有收益途径、成本途径、市场途径

评估三种评估方法。 

成本途径评估方法包括勘查成本效用法和地质要素评序法，适用于矿产资源预查和

普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委托评估的矿山为采矿权，不适用成本途径评估方法。 

市场途径评估方法包括可比销售法、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资源品级探矿权

价值估算法。可比销售法应用的前提条件：有一个较发育的、正常的、活跃的矿业权市

场；可以找到相似的参照物；具有可比量化的指标、技术经济参数等资料。评估人员未

能收集到三个以上的具有可比量化的指标、技术经济参数等资料的相似参照物，本次评

估不能采用可比销售法。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适用勘查程度较低、地质信息较少

的探矿权价值评估，委托评估的矿山为采矿权，不适用单位面积探矿权价值评判法。资

源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适用于勘查程度较低、地质信息较少的金属矿产探矿权价值评

估，委托评估的矿山为采矿权，不适用资源品级探矿权价值估算法。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包括折现现金流量法、折现剩余现金流量法、剩余利润法、收入

权益法和折现现金流量风险系数调整法五种。本评估项目预期收益和风险可以预测并以

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或确定，适用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委托评估的矿山资

源量和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矿山规模，计算的服务年限为 8.47 年，服务年限较短。根据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本次评估适用收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依据评估执业准则只能选择一种评估方法，采用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中的收

入权益法进行评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 确定本项目评估采用收入权益法。 

计算公式为： k
i

SIP
n

t
t

t 






 ]
)1(

1
[

1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26 

式中： 

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1.评估指标及参数 

本次评估参数和指标主要依据《关于明确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有偿处置时采矿权价款

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桂国土资办[2009]396 号)、《采矿许可证》(证号：4527230530024)、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以及评估人员收集的价格资料确定。 

11.1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广西贺州市平桂设计院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8年 11月提交的《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

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以下简称《开采设计方案》)根据矿体的赋存情况、开采技术

条件和地形特点，设计采用地下开采、平硐-盲斜井联合开拓运输方案。采用全面采矿

法开采。开采技术可行，采场技术参数、采矿回采率和矿石贫化率指标基本符合矿山实

际。矿山原有选厂选矿能力为 6000t/年，采用重选工艺，锡选矿回收率 50%。选矿技术

可行，选矿回收率指标基本符合矿山实际。《开采设计方案》基本符合原国土资源部《矿

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的要求以及原广西区国土资源厅的有关规定，已经

广西矿业协会以桂矿协审〔2009〕02号文评审通过。 

《开采设计方案》虽然编制时间较早，经济评价部分目前不宜采信，但矿山采选、

安全、环保等方面的技术方案和技术参数仍基本符合矿山实际，可以作为本次评估依据

或参考基础。 

11.2 产品方案及开采加工方案 

11.2.1 产品方案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由于受选厂规模限制，矿山产品方案为年产锡精矿(含 Sn 

45%)33.36吨、锡原矿石(含 Sn 0.5%)1.90 万吨。 

11.2.2 矿山开采与开拓运输方案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矿区属中、低山地形，设计开采的 76-1、76-2 号矿体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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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较深，矿体厚度为 0.59～9.12m。根据矿体赋存特征、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及水文地质

条件及地表允许陷落等因素，经技术经济分析，设计确定矿床采用地下开采方式。 

根据矿区地形地质条件、矿体埋藏深度及赋存情况等开采技术条件，并考虑到矿山

已有的井卷工程，本设计确定 76-1、76-2 号矿体采用平硐—盲斜井联合开拓运输方案。 

开采顺序：设计开采两个矿体(即 76-1、76-2 号矿体)。不同矿体的开采顺序为先

开采上盘矿体，后开采下盘矿体，即先开采 76-1号矿体，后开采 76-2号矿体。同一矿

体由上而下分中段开采，在同一中段采用后退式回采，即先采端部矿块，向主井口方向

后退式回采，先采正规采场，后回收矿柱、残矿。 

采矿方法：矿体属缓倾斜(倾角 5°)薄—中厚矿体，根据矿体赋存条件和矿床开采

技术条件，按照我国金属矿床采矿方法分类原则，参考类似矿山和本矿山的实际情况，

并经技术经济比较，方案推荐采用全面采矿法。 

11.3 采选生产技术指标的确定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本矿区矿体属薄—中厚矿体，厚度变化大，根据《采矿设

计手册》对同类矿山矿石回采率及贫化率两指标的取值范围(-般回采率为 86～92%， 贫

化率为 5～10%) ，设计结合该矿山的实际情况，设计矿石回采率为 90%，贫化率为 10%。 

矿山选厂选矿能力为 6000t/年，采用重选工艺，锡选矿回收率 50%。 

11.4 可采储量的确定 

根据本报告 3.5 节说明，本次评估的已动用未有偿处置的资源量(可采储量)3.125

万吨，平均品位 0.556%。 

11.5 生产规模 

根据《采矿许可证》(4527230530024)，矿山生产规模为 2.5万 t/a。 

11.6 矿山服务年限 

本次评估所涉及的已动用未有偿处置的资源量是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自

2006年 9月 30日至 2007年 12月底期间所动用的资源量，对应的时间段为 1.25年，因

此评估确定的服务年限为 1.25年。 

11.7 销售收入 

假设所生产的矿山产品全部销售，则销售收入计算公式为：年销售收入＝Σ(产品

年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11.7.1 产品销售价格的确定 

根据《关于明确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有偿处置时采矿权价款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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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资办[2009]396 号)：依矿山生产规模折算的 2006年 9月 30日至当前储量估算基准

日消耗的资源量采矿权价款评估时矿产品价格取值依矿山生产规模折算的 2006 年 9 月

30 日至当前储量估算基准日矿山消耗的资源量采矿权价款评估时，矿产品价格取 2006

年 9月 30日至当前储量估算基准日这段时间内矿产品价格的平均值。 

⑴ 锡精矿含锡(45%)不含税价格 

根据上海金属网公布的基本金属现货月均价，经统计整理，2006 年 9 月 30 日至评

估基准日这段时间内 1#锡(含锡≥99.90%)的不含税价格平均值为 123437.90元/t。 

参考《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取锡精矿含锡(45%)金属价

格的计价系数为 65%。则： 

锡精矿含锡(45%)金属不含税价格＝123437.90×65% 

                             ＝80234.64(元/t) 

锡精矿含锡(45%)不含税价格＝80234.64×45% 

                         ≈36000(元/t) 

⑵ 锡原矿含锡(平均品位 0.5%)不含税价格 

根据《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锡矿石平均品位 0.556%、锡

精矿平均品位 45%、选矿回收率 50%、吨原矿不含税选矿成本约 35元。 

锡精矿品位 45% 

选矿比 ＝ ——————————————————  

矿石品位 0.556%×选矿回收率 50% 

≈162(t/t) 

吨精矿选矿成本＝35×162 

＝5670(元/t) 

锡原矿不含税价格＝(36000－5670)÷162 

≈187(元/t) 

本次评估确定锡精矿含锡(45%)不含税价格为 36000元/t，锡原矿不含税价格为 187

元/t。 

11.7.2 产品年产量 

根据《开采设计方案》，矿山选厂年处理原矿能力 6000 吨。剩余的按原矿出售。 

年产原矿量＝2.50－0.60＝1.90(万 t) 

年产精矿量＝6000×0.556%×50%÷45% 

＝37.07(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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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3 年销售收入的确定 

年销售收入的计算过程如下： 

产品年销售收入＝Σ(产品年产量×产品销售价格) 

＝1.90×187＋37.07×3.6 

＝488.75(万元) 

11.8 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有色金属原矿的采矿权

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5%～4.5%，有色金属精矿的采矿权权益系数的取值范围为

3.0%～4.0%。鉴于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的矿体埋藏较深、矿体缓倾斜，根据矿

体赋存特征、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水文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矿山采用地下开采、

平垌-盲斜井联合开拓方式采矿，重选选矿等有利和不利因素，本次评估确定本矿地下

开采有色金属的采矿权权益系数在中等偏高取值，矿产品为原矿取 4.1%、矿产品为精矿

取值 3.8%。 

11.9 折现率 

㈠ 计算期安排和折现系数算法 

根据《关于明确无偿取得的采矿权有偿处置时采矿权价款评估有关事项的通知》(桂

国土资办[2009]396 号)四：依矿山生产规模折算的 2006年 9 月 30日至当前储量估算基

准日消耗的资源量采矿权价款评估的折现问题： 

依矿山生产规模折算的 2006年 9月 30日至当前储量估算基准日消耗的资源量采矿

权价款评估中的折现，是将过去的收益折算成当前(评估基准日)的价值，折现系数

1/(1+i)t中的 t为负数。如评估基准日为 2009年 6月 30日，则 2009年 1月 1日至 2009

年 6 月 30 日消耗的资源量采矿权价款评估时，t 为-(6/12)，2008 年 1 月 1 日至 2008

年 12月 31日消耗的资源量采矿权价款评估中 t为-[1+(6/12)]，以此类推。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对以往动用的未有偿处置的资源量的计算期是从当前评估基准

日向过去时间推算。本次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 1.25 年，从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4 月 30

日向过去时间前推的计算期为 2022年 2 月 1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 

折现系数算法根据文件规定，折现系数 1/(1+i)t中的 t 取负数。 

㈡ 折现率 

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加风险报酬率的方式，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

根据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2006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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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号)、《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国家出让的采

矿权折现率取值范围为 8.0%，故本项目评估折现率取值为 8.0%。 

12．评估结论 

主要评估参数：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4月 30日，“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

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为锡矿石量为 3.125万吨，平均品位 0.556%；评估

利用的资源量为 3.125 万吨，可采储量 3.125 万吨；生产规模 2.5 万吨/年；服务年限

1.25年；产品方案为年产锡精矿(含 Sn 45%)37.07吨、锡原矿石(含 Sn 0.5%)1.90万吨；

锡精矿、锡原矿不含税销售价格分别为 3.6 万元/吨、187 元/吨；锡精矿、锡原矿矿业

权权益系数分别取 3.8%、4.1%；折现率 8%。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及当地市场实际情况的基础上，

依据科学的评估程序，选取合理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罗城仫

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值为 26.53 万

元，大写：人民币贰拾陆万伍仟叁佰元整。可采储量评估单价 1526.91元/吨·金属。 

评估计算可采储量评估单价 1526.91 元/吨·金属，高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

厅关于印发广西壮族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的通知》(桂自然资发〔2021〕

15 号)规定的广西区锡矿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市场基准价：1500 元/吨·金属。 

13．有关问题的说明 

13.1 评估结果有效期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评估结果公开的，自公开之日起 

有效期一年；评估结果不公开的，自评估基准日起有效期一年。超过有效期，需要重 

新进行评估。如果使用本评估结论的时间与评估基准日相差一年以上，本公司对使用后

果不承担任何责任。 

13.2 评估基准日的调整事项 

评估基准日至报告提交日未发生影响评估结果的调整事项。 

在评估结果有效期内，如果采矿权所依附的矿产资源发生明显变化，或者由于扩大

生产规模追加投资后随之造成采矿权价值发生明显变化，委托方可以委托本公司按原评

估方法对原评估结果进行相应调整；如果本项目评估所采用的资产价格标准或税费标准

发生不可抗逆的变化，并对资产评估价值产生明显影响时，委托方应及时委托本公司重

新确定资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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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评估结果有效的其它条件 

本评估结果是在特定评估目的为前提的条件下，根据持续经营原则来确定采矿权价

值，评估中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或其它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

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和持续经营原则发生变化，本评估结果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3.4 评估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评估报告仅供委托方为本报告所列明的评估目的以及报送有关自然资源管理部

门审查而作。评估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未经委托方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或公

开。除依据法律须公开的情形外，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的媒体上。 

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委托方所有。 

本评估报告的复印件不具法律效力。 

13.5 评估假设条件 

⑴ 现有生产方式，产品结构保持不变，且持续经营； 

⑵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期内无重大变化； 

⑶ 以现有开采技术水平为基准； 

⑷ 市场供需水平基本保持不变。 

13.6 其他事项说明 

本报告地质条件、保有储量数据及矿山开采的主要参数摘自《广西罗城仫佬族自治

县银坪铜锡矿开采设计方案》、《广西灌阳县黄关镇东阳村萤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上述资料由专业机构或矿山自己编制，并经相关专家评审通过，并由委托单位转交本公

司。本机构因无编制上述报告的相关资质和专业知识，据此引用，不对其客观性、真实

性负责，若相关专业报告发生改变，评估结论请参照与之配套的评估报告。 

14．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提交日为 2024年 1月 20 日。 

(本页以下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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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评估委托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3年0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基准日

0 1 2

2023年
04月30日

2023年01月
～2023年04月

2022年02月
～2022年12月

0.0000 0.3333 1.25

1 锡原矿年销售收入(万元) 444.12 118.37 325.75

2 锡精矿年销售收入(万元) 166.82 44.48 122.34

3 折现系数(r=8%) 1.0000 1.0260 1.1010

4 锡原矿销售收入现值(万元) 480.10 121.45 358.65

5 锡原矿权益系数(%) 4.10

6 锡原矿评估价值(万元) 19.68

7 锡精矿销售收入现值(万元) 180.34 45.64 134.70

8 锡精矿权益系数(%) 3.80

9 锡精矿评估价值(万元) 6.85

10 采矿权评估价值(万元) 26.53

评估机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屈理程 制表:咼宇臣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价值估算表

生产期

序号 项目 合计



附表2

评估委托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3年04月3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基准日

0 1 2

2023年
04月30日

2023年01月
～2023年04月

2022年02月
～2022年12月

1 原矿年产量（万吨） 3.125 0.833 2.292

2 锡原矿年销量（万吨） 2.375 0.633 1.742

3 锡原矿销售价格(元/吨) 187.00 187.00 187.00

4 锡原矿年销售收入(万元) 444.12 118.37 325.75

5 锡精矿年销量（吨） 46.338 12.355 33.983

6 锡精矿销售价格(元/吨) 36,000.00 36,000.00 36,000.00

7 锡精矿年销售收入(万元) 166.82 44.48 122.34

8 年销售收入合计(万元) 610.94 162.85 448.09

评估机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审核人：屈理程 制表:咼宇臣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销售收入估算表

生产期

序号 项目 合计



附表3

评估委托人：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评估基准日：2023年04月30日 单位：万元

资源
储量
级别

地质储量
(万吨)

资源量
可信度
系数

评估
利用储量
(万吨)

平均品位
(%)

评估
利用金属量

(吨)

采矿
回采率
(%)

可采储量
(万吨)

生产规模
(万吨/年)

矿石
贫化率
(%)

评估
服务年限
(年)

合计 3.125 0.556 173.75 3.125 2.50 0 1.25

产品
方案

采出矿石
总量

(万吨)

产品
年产量

销售单价
(元/吨)

折现率
(%)

权益系数
(%)

可采储量
评估单价

(元/吨•金属)

锡原矿
(万吨)

2.375 1.90 187.00 355.30 4.10 19.68

锡精矿
(Sn:45%)
(吨)

0.750 37.07 36000.00 133.45 3.80 6.85

评估机构:北京地博资源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负责人:屈理程 制表:咼宇臣

488.75 8.00 26.53 1526.91

罗城仫佬族自治县银坪铜锡矿采矿权(已动用未有偿处置资源量)出让收益评估主要参数表

年销售收入
(万元/年)

评估值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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