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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93)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自然资源

部矿产资源储量评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曹进成、杨繁、强海洋、张海啟、陈丽新、吕振福、孙映祥、丁国峰、郭冬艳、鞠建华、

王峰、李宪海、孙永超、武秋杰、黄洁、赵拓飞、吴尚昆、孟旭光、张亮、赵军伟、郭敏、邱曼、时金玲、戴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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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建设绿色矿山是矿业领域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绿色矿山建设将绿色

发展理念贯穿于矿产资源利用与保护全过程,引导矿山企业采用环境友好、资源利用效率高、能耗低、排
放少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将资源开发对矿区及周边环境生态扰动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着力构建科技含

量高、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的矿业绿色发展新模式。
本文件对标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和“双碳”行动要求,结合矿山生产规律,以综合性、系统性为原

则,建立符合矿业发展需求的绿色矿山评价通用要求。

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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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矿山评价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绿色矿山评价的总体原则和一般要求,以及矿山开采、资源利用、绿色低碳、生态修

复、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矿容矿貌和评价等方面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已投产运行的矿山,作为行业、地方或矿山制定绿色矿山评价标准或实施细则的总体

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589 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GB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8597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T23331 能源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25953 有色金属选矿回收铁精矿

GB/T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50187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197 煤炭工业露天矿设计规范

GB50215 煤炭工业矿井设计规范

GB50359 煤炭洗选工程设计规范

GB50595 有色金属矿山节能设计规范

GB50598 水泥原料矿山工程设计规范

GB50612 冶金矿山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50771 有色金属采矿设计规范

GB50782 有色金属选矿厂工艺设计规范

GB50830 冶金矿山采矿设计规范

GB50863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50970 装饰石材矿山露天开采工程设计规范

GB50988 有色金属工业环境保护工程设计规范

GB51053 煤炭工业矿井节能设计规范

GB51197 煤炭工业露天矿节能设计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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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Z2.1 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

DZ/T0376 智能矿山建设规范

HG/T22815 化工矿山钻井水溶法采矿设计规范

HG/T22816 化工矿山盐湖卤水矿采矿设计规范

HJ25.6 污染地块地下水修复和风险管控技术导则

HJ1209 工业企业土壤和地下水自行监测技术指南(试行)

TD/T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1070(所有部分)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绿色矿山 greenmine
实现开采方式科学化、资源利用高效化、矿区环境生态化、管理规范化和矿区和谐化的矿山。
[来源:DZ/T0312—2018,3.1,有修改]

3.2 
开采回采率 miningrecovery
采出的纯矿石量(资源储量)占当期消耗的矿产资源储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42249—2022,3.5]

3.3 
选矿回收率 mineralprocessingrecovery
选矿产品中某有用组分的质量占入选原矿中该有用组分质量的百分比。
[来源:GB/T42249—2022,3.6]

3.4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totalrecoveryofassociatedandcoexistingminerals
采选作业中,各最终产品中共伴生有用组分的质量和与当期消耗矿产资源储量中共伴生有用组分

质量和的百分比。
[来源:GB/T42249—2022,3.7]

3.5 
矿山生态修复 mineecologicalrestoration
对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和植被破坏等问题,依靠人工支持引导和自然恢复

力,采取预防和修复措施,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安全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

复或改善。
[来源:TD/T1070.1—2022,3.1,有修改]

4 总体原则和一般要求

4.1 总体原则

4.1.1 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形成矿产资源绿色生产方式。

4.1.2 坚持目标导向、结果导向,以绿色矿山建设推进绿色矿业发展。

4.1.3 坚持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色低碳发展,将节能减污降碳理念贯穿绿色矿山建设、评价全过程。

4.1.4 坚持因地制宜,人工引导与自然恢复相结合,使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或改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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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般要求

4.2.1 矿山生产应运营正常,且评价期未被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系统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

名单。

4.2.2 矿区范围及其环境污染直接影响范围应符合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矿山企业应按要求取得

环境影响评价、排污许可等生态环保相关手续,并严格落实。

4.2.3 资源开发应采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开采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开发对周边环境的扰

动,实现共伴生矿产资源综合开采、综合利用。

4.2.4 矿山生产应满足节能减排的要求,矿区生态环境应得到综合治理和修复,区域生态系统应良性

发展。

4.2.5 矿山企业应管理规范,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应建立绿色矿山相关管理制度,矿地关系和谐。

4.2.6 矿区应功能分区布局合理,环境整洁美观。

5 矿山开采

5.1 矿山开采注重保护生态、降低能耗、节约资源,做到应采尽采,不断优化开拓方式,开采设计符合

GB50197、GB50215、GB50598、GB50771、GB50830、GB50970、GB50988、HG/T 22815、

HG/T22816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5.2 根据矿体的开采技术条件,应采取合理的开采顺序、开采方法,做到贫富兼采,未采厚弃薄、采富

弃贫。

5.3 开采回采率(采收率、流体回灌率、瓶装水利用率、桶装水利用率)指标符合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

“三率”指标要求,开采回采率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相关规定。

5.4 矿山开采活动符合清洁生产的要求,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扰动,应采用资源利用率高、废
弃物产生量少、生态破坏小的采矿技术、工艺与装备。

5.5 矿山开采活动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设计实施,提高矿产资源开采效率。排土场下部地质条

件稳定且避免占压可采矿产资源,并便于矿区进行环境治理和土地复垦时取用排土。

5.6 露天开采坚持采剥并举、剥离先行的原则,宜采用剥离—排土—开采—生态修复一体化技术。合

理制定采排计划,剥离物宜尽早实现内排。

5.7 露天开采遵循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分台阶开采。台阶高度、台阶坡面角、最终边坡角和工作平台

宽度符合设计要求。

5.8 地下开采采用减轻地表沉陷变形的开采方式,优先采用充填开采、分层开采、限高开采、共伴生资

源共采等开采技术,保护资源环境,采取有效措施预防或减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土地占用,提
高开采回采率。

5.9 油气开采钻井废弃物应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油气生产、运输、储存过程采用密闭运输工艺,采取

防渗、防漏措施防止洒漏。

6 资源利用

6.1 选矿回收

6.1.1 对开采出的原矿根据矿石可选性应采用先进合理的分选工艺,选矿工艺设计符合GB/T25953、

GB50359、GB50612、GB50782、GB50863等相关标准的规定。

6.1.2 根据矿石工艺矿物学特征进行选矿加工,分级选别、分级使用、优质优用。选矿回收率(原煤入

选率)指标符合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选矿回收率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 A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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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

6.1.3 选矿加工过程最大化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尾矿、废渣等废弃物排放,实现矿产资源利用效率最大

化。浮游选矿、化学选矿等宜采用无毒或低毒选矿药剂。

6.1.4 对复杂难处理矿石宜采用绿色、低碳、清洁及高效等新工艺、新技术,提高选矿回收率。

6.1.5 破碎车间、输送廊道等主要生产区域宜进行全封闭,并配备收尘、降尘设备。

6.2 综合利用

6.2.1 在经济合理的情况下,主要矿产及共伴生矿产得到充分利用。主要矿产分质加工、优质优用,共
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指标符合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三率”指标要求,计算方法应符合附录A的相关

规定。

6.2.2 固体废弃物通过提取有用组分、回填、铺路、生产建材等方式进行合理处置与利用。

6.2.3 应制定矿井水综合利用方案,对矿井水和矿山废水进行有效处置与利用。

7 绿色低碳

7.1 节约集约用地

矿山用地按照节约集约用地原则应进行优化配置和科学利用,充分利用荒地、劣地,少占耕地,满足

工业用地控制指标及节地评价的要求。

7.2 节能降耗

7.2.1 应建立包括能源指标、能源效率、能源使用和能源消耗相关措施计划等的能源管理体系,相关内

容符合GB/T23331、GB50595、GB51053、GB51197等相关标准的规定。通过系统的能源管理,降低

能源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及其他相关环境影响。

7.2.2 应开展综合能耗测算,计算范围、计算方法以及折算为标准煤的要求按照GB/T2589的规定执

行。单位产品综合能耗符合相应的能耗限额要求。

7.3 减碳

落实减碳政策要求,应对矿区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进行核算和报告,并按照要求采取管控措

施,核算方法按照GB/T32150的规定执行。

7.4 源头预防

7.4.1 矿区及周边地下水具备使用功能的,其环境状况应达到相关功能限值要求,存在人为因素导致

地下水不满足相关功能要求时,应按照HJ25.6的要求开展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修复。

7.4.2 加强源头预防,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土壤、地下水等环境造成影响。出现酸性岩石排水的矿

山,应采取有价金属回收、雨水导排、补给控制、矿山回填等措施,降低酸性岩石排水造成环境影响。列

入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的矿山,定期对重点区域、重点设施开展隐患排查,土壤和地下水监测符合

HJ1209规定的要求。

7.5 废物处置与排放

7.5.1 固体废弃物处置符合GB18597、GB18599规定的要求。

7.5.2 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排放符合GB8978及行业、地方标准规定的要求。

7.5.3 矿山粉尘排放浓度、排放速率以及采样监测符合GB16297规定的要求。固定产尘点加设除尘、
捕尘设备抑制和处理采选加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有害因素接触限值符合GBZ2.1的规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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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4 大宗物料和产品运输应优先采用铁路、水路、管道或管状带式输送机等清洁运输方式,运输道路

沿途应设置洒水降尘设备,地面运输车辆及运输设备应采取降尘措施。废石和矿石周转场地具有配套

的防尘设施。

7.5.5 对矿区的高噪声设备应采取降噪处理,应采取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厂界噪声排放限值符合

GB12348规定的要求。

8 生态修复

8.1 应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并经审查通过。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应制定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年度计划并按要求进行报告。应按标准足额计提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恢复基金并规范使用,统筹用于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8.2 按照“边开采、边修复”要求,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总体部署,应制定年度计划并

落实。能够分区、分期开展生态修复的矿山,应按要求分区、分期开展生态修复并及时进行阶段验收。

8.3 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与管控要求基础上,宜林则林、宜耕则耕、宜水则水、宜
建则建、宜荒则荒,对矿产资源开采损毁土地开展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安全稳定、
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功能得到恢复或改善。复垦和生态修复时优先使用当地物种。

8.4 矿山生态修复符合TD/T1036、TD/T1070(所有部分)等规定的要求。

8.5 复垦为农用地的,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符合GB15618规定的要求;复垦为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符合GB36600规定的要求。

8.6 对地质环境破坏与恢复治理、土地损毁与复垦利用、生态系统破坏(退化)与恢复应进行动态监

测,动态监测符合TD/T1070(所有部分)规定的要求。

9 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

9.1 科技创新

9.1.1 应采用国家鼓励、支持和推广的采选工艺、技术和装备。

9.1.2 宜开展资源高效利用、绿色低碳等方面先进适用技术的引进、改造和研发,宜开展技术培训、交
流与协作。

9.1.3 研发及技术改造投入不低于矿山上年度主营业务收入的1.5%。

9.1.4 宜配备必要的地质、采矿、选矿及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专业技术人员。

9.2 数字化矿山

9.2.1 宜对矿山地质与测量、矿产资源储量管理、采矿、选矿、生态环境保护等生产经营各要素实现数

字化、自动化管控。

9.2.2 宜建立矿山自动化集中管控平台,集中显示矿山生产自动化系统、资源储量管理系统、在线监测

系统等。

9.2.3 宜采用大数据和智能控制等技术,按照DZ/T0376的规定建设智能矿山。

9.3 规范管理

9.3.1 企业管理规范化,应建立与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管理制度,按规定填报矿业权人勘查开

采公示信息,应建立生态环境安全等突发事件应急响应机制。

9.3.2 按照绿色矿山建设的目标、任务和措施等内容,应建立考核机制并开展年度自评。

9.3.3 应建立绿色矿山管理制度,将绿色矿山建设融入矿山日常管理全过程,并定期开展培训。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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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4 按要求提交矿山储量年度报告、矿产资源统计表和地质资料。

9.3.5 在教育、医疗、就业、交通、生活等方面为矿区及周边群众提供支持,提高群众生活质量,促进乡

村振兴和矿地和谐发展。

10 矿容矿貌

10.1 功能分区

10.1.1 生产区、生活区和管理区等各类功能区的分区符合GB50187的规定,排土场、选矿厂等与生活

区保持一定安全距离。

10.1.2 生产设备、物资材料分类分区,摆放有序。

10.2 配套设施

10.2.1 生产、生活配套设施齐全并运行正常,管理规范。建筑物、构筑物外形规整,且得到及时维护。

10.2.2 生产区标牌规整。

10.3 卫生绿化

10.3.1 生产区、管理区和生活区保持整齐卫生,不存在私搭乱建。充分利用矿区自然条件、地形地

貌,因地制宜地进行矿区绿化。

10.3.2 生活垃圾有固定收集地点,宜开展分类处理。

10.3.3 矿区主干道路平整干净,宜设置隔离绿化带、制作宣传牌或宣传标语等,内部道路保持清洁卫

生,无洒落物。

11 评价

11.1 评价要求

11.1.1 开展绿色矿山评价,宜根据各行业、地方或矿山不同特点制定评价导则,并应制定相应的具体

评价方案。其中,评价导则应围绕第4章~第10章明确行业、地方或矿山的特性要求,评价方案应明确

评价的指标值和综合评分标准。

11.1.2 评价方案包括并不限于矿山开采、资源利用、绿色低碳、生态修复、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矿容

矿貌等6个方面内容,依据第4章~第10章的要求,按照行业、地方或矿山能够达到的先进水平确定综

合评价标准和要求,相关指标设置应包括本文件要求的内容,绿色矿山评价指标表见附录B。

11.1.3 依据本文件制定的绿色矿山评价标准的技术架构见附录C。

11.2 评价方式

11.2.1 绿色矿山评价可由第一方、第二方或第三方组织实施,当评价结果用于对外公布时,则评价至

少应包括独立于矿山、具备相应能力的第三方组织。

  注:针对被评价组织,第一方为组织自身,第二方为组织的相关方,第三方为与组织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组织。

11.2.2 实施评价的组织应查看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根据实际情况与相关人员开展座谈,采
用实地调查等方式收集评价证据,形成评估报告,并确保原始证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6

GB/T44823—2024



附 录 A
(规范性)

绿色矿山评价指标的计算方法

A.1 开采回采率

按照公式(A.1)计算开采回采率:

K =
Qc

Q ×100%=
Q-Qs

Q ×100%=(1-S)×100% ………………(A.1)

  式中:

K ———开采回采率;

Qc ———当期采出的矿石量(资源储量),单位为吨(t);

Q ———当期消耗的矿产资源储量,单位为吨(t);

Qs ———当期损失的矿产资源储量,单位为吨(t);

S ———采矿损失率。

A.2 采收率

石油、天然气、二氧化碳气采收率指可采储量占当期动用资源储量的百分比,钾盐、溴素采收率指采

出量占当期消耗资源储量的百分比,按照公式(A.2)计算采收率:

Ke=
Qce

Qe
×100% …………………………(A.2)

  式中:

Ke ———采收率;

Qce ———可采储量(采出量),单位为吨(t)或立方米(m3);

Qe ———当期动用(消耗)资源储量,单位为吨(t)或立方米(m3)。

A.3 地热流体回灌率

地热流体回灌率指回灌的地热流体资源量占当期开采地热流体资源储量的百分比,按照公

式(A.3)计算地热流体回灌率:

Ks=
Qcs

Qs
×100% …………………………(A.3)

  式中:

Ks ———地热流体回灌率;

Qcs ———回灌的地热流体资源量,单位为吨(t);

Qs ———当期开采地热流体资源储量,单位为吨(t)。

A.4 矿泉水瓶装水利用率(桶装水利用率)

矿泉水瓶装水利用率、桶装水利用率指成品量占当期开采量的百分比。按照公式(A.4)计算矿泉

水瓶装水利用率(桶装水利用率):

Kw=
Qcw

Qw
×100%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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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Kw ———矿泉水瓶装水利用率(桶装水利用率);
Qcw ———瓶装水(桶装水)成品量,单位为吨(t);
Qw ———矿泉水当期开采量,单位为吨(t)。

A.5 选矿回收率

按照公式(A.5)计算选矿回收率:

ε=
∑
n

i=1
QKi·βi

Q0·α ×100% …………………………(A.5)

  式中:

ε ———选矿回收率;

n ———精矿种类数;

QKi———精矿i的质量,单位为吨(t);

βi ———精矿i的品位,%;
Q0 ———原矿质量,单位为吨(t);

α ———原矿品位。

A.6 原煤入选率

原煤入选率指当期入选原煤量与原煤总产量的百分比,按照公式(A.6)计算原煤入选率:

εm=
Qk

Qm
×100% …………………………(A.6)

  式中:

εm ———原煤入选率;
Qk———入选原煤量,单位为吨(t);
Qm———生产原煤量,单位为吨(t)。

A.7 当量品位

对于选矿回收共伴生矿产的矿山,先将共伴生组分的品位按照价格法折算成当量品位。按照公式

(A.7)计算当量品位:

α'i=αi·
Pi

P ×100% …………………………(A.7)

  式中:

α'i ———共伴生组分i的当量品位;
αi ———原矿中共伴生组分i的品位;
Pi———单位共伴生组分i价格,单位为元;

P ———单位主要组分价格,单位为元。

A.8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按照公式(A.8)计算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Tv
Pk =

K·∑
v

i=1
εi·α'i

∑
k

i=1
α'i

×100% …………………………(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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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Tv
Pk———k种共伴生有用组分回收v 种时的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K ———开采回采率;

v ———各最终产品中回收利用的共伴生有用组分个数;

εi ———共伴生有用组分i的选矿回收率;

α'i ———共伴生有用组分i的当量品位;

k ———矿产资源储量中共伴生有用组分个数。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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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绿色矿山评价指标表示例

  表B.1给出了绿色矿山评价指标表示例。

表B.1 绿色矿山评价指标表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要求 约束/提升

1 矿区环境

矿容矿貌

矿区绿化美化

功能分区

配套设施

标识标牌

定置管理

清洁卫生

矿区绿化

绿化效果

2 资源开采
开采活动

开采工作面

开采方式

开采技术

开采回采率

质量要求

3
资源

综合利用

选矿回收
选矿加工工艺

选矿回收率

矿产综合利用

共伴生资源综合勘查与评价

共伴生矿产综合利用率

暂不能开采矿产的保护

开采加工相关产物综合利用

固废综合利用
工业固废处置与利用

回收提取有价元素/有用矿物

废水综合利用
生产废水利用

生活污水利用

4 绿色低碳

节约集约用地 节约集约用地

节能降耗
能源管理体系

单位产品能耗

减碳 碳排放核算

源头预防

地下水环境状况

酸性废水源头预防

土壤污染源头预防

土壤污染隐患排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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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绿色矿山评价指标表 (续)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权重 评价要求 约束/提升

4 绿色低碳 废物排放

固废排放

废水排放

废气排放

移动源控制

噪声排放

5 生态修复

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与

土地复垦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编制与执行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计提使用

治理要求 治理效果

矿山环境动态监测 动态监测要求

环境管理体系 环境管理体系要求

6

科技创新

与规范

管理

科技创新
研发及技改投入

创新成果

数字化矿山
集中管控平台

智能化应用

规范管理

企业文化

企业诚信

矿地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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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绿色矿山评价标准的技术架构

C.1 标题

行业、地方或矿山等依据本文件制定的绿色矿山评价标准宜规范标题名称。名称由适用范围表述

和规范程度表述两部分组成。
名称中的适用范围表述可以是行业、地方或矿山的名称,宜采用法律规定或公认的名称。
名称中的规范程度表述可分为绿色矿山评价导则和绿色矿山评价要求两类。其中,绿色矿山评价

导则为绿色矿山评价的导向性要求,内容宜包括适用范围内的绿色矿山评价的特性要求,但可以不包括

具体评价指标值;绿色矿山评价要求为绿色矿山评价的详细要求,宜包含所有相关的具体评价指标值。
示例1:××行业绿色矿山评价导则

示例2:××省绿色矿山评价导则

示例3:××矿山绿色矿山评价要求

C.2 文件结构

行业、地方或矿山等依据本文件制定的绿色矿山评价标准的文件结构宜为:

a) 范围;

b) 规范性引用文件;

c) 术语和定义;

d) 总则;

e) 评价要求:

1) 一般要求,

2) 矿山开采,

3) 资源利用,

4) 绿色低碳,

5) 生态修复,

6) 科技创新与规范管理,

7) 矿容矿貌;

f) 评价程序;

g) 评价报告;

h) 附录: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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