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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佛山市高明区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更合管理所的委托，

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一大队于2023年3月10日～7月30日对广东

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万洋西侧第六、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进行

了野外地质简测工作，于2023年8月1日转为室内资料整理，并完成资

源储量简测报告编写工作。

简测区位于高明城区246º方位，直距约36.5km处，中心地理坐标

东经112°31′47″，北纬22°45′32″，行政区划隶属高明区更合镇管辖。

本次工作完成的主要工作量：1：2000地质填图0.89km2(项目范

围及其外围)；1：2000地形测量0.89km2(项目范围及其外围)；1：1000

地质剖面测量11条共3775m；地表施工钻孔6个，总进尺175.8m；地

表露头点等进行了编录，采取岩矿鉴定样品2个，采取饱和抗压样品

20个，放射性分析样品2个。

在项目内圈定了估算范围。通过本次简测工作，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

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120.30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

量 61.57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74.90万 m3。

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

有推断资源量 166.06 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4.59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9.60万 m3。

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

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31.46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10.98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6.52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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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

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45.21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17.94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5.75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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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1.1 目的任务

佛山市高明区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更合管理所拟对位于佛山市

高明区 2023年第六、十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进行场地平整工作，

由于简测区内现状西南部为一处小山包，需对其进行开挖平整。

受佛山市高明区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更合管理所的委托，广东省

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一大队对佛山市高明区 2023年第六、十批次城镇

建设用地项目进行地质简测工作。

本次工作目的是：查明简测区混合花岗岩的形态、规模，并初步

估算其资源储量，为简测区土石方开挖提供地质依据。

其主要任务是：

（1）收集简测区以往地质矿产资料，并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开展

1：2000地质测量，大致查明区内地层、构造、岩浆岩、变质岩产出

及分布等基础地质特征。

（2）大致查明区内混合花岗岩的分布、形态、规模等。

（3）大致查明简测区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平整技术

条件。

（4）估算混合花岗岩资源储量，提交简测区地质简测报告，为项

目下一步评估工作提供地质依据。

1.2 简测区概况

1.2.1 交通位置

该地块位于高明城区 246º方位，直距约 36.5km处，中心地理坐

标东经 112°31′47″，北纬 22°45′32″，行政区划隶属高明区更合镇管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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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测区有 1.3km 水泥道路至合和大道，沿合和大道向东行驶

24.1km至高明大道，沿高明大道向东行驶 17.8km至高明城区，交通

条件十分便利。（见图 1）。

简测区由 2 个地块组成，面积共 236703.5平方米，其中第六批

次地块由 12个拐点圈闭组成，面积 153829.5 平方米；第十批次地块

由 75 个拐点圈闭组成，面积 82874.0 平方米；具体见下表 1-1、表

1-2。

表 1-1 第六批次地块项目范围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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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第十批次地块项目范围拐点坐标（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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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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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自然地理概况

简测区自然地理位于高明区西部丘陵区，简测区范围内最高点位

于西南部，高程+128.46m，最低高程位于东部边界，高程约+44.61m，

最大相对高差为 83.85m，地形坡度和地面切割中等，山体自然坡度

在 5～25°之间，自然斜坡基本稳定。地表植被发育，多为原始桉树林、

灌木及杂草。简测区范围内无河流及地表水体，周边有零星水塘。

该区属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雨量充沛，阳光充足，气候温和。

区内多年平均气温为 23.2°C，年降雨量 1490.6mm，全年日照时数在

1800小时左右，无霜期达 350天以上。每年 7～9月的热带风暴和台

风多会形成强降雨，夏季主导风向为东南风，最小频率风向为西北风。

当地居民主要为汉族，区内经济情况较好。农作物以水稻为主，

次为木薯、柑橘、花生、茶叶等经济作物。工业生产主要有建材、陶

瓷、化工、机电等。区内也无重要的交通、通讯、电力线路通过，未

见具有保护价值的古迹、文物、自然景观和风景点。

1.3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及简测区现状

1.3.1 以往地质工作概况

简测区的地质工作研究程度较低，以往的地质工作及主要成果按

时间顺序有：

（1）1968年，广东省地质局测绘大队进行了 1:20万（高要幅）

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

（2）1980年，广东省地质局水文工程地质一大队进行了 1：20

万（高要幅）区域水文地质普查工作。

（3）1982年 7月，广东省地质矿产局编制并出版了《广东省区

域地质志》。

（4）2000年，广东省地质调查院完成了 1:25万江门幅区域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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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提交了相关地质调查报告。

（5）2000年，广东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大队完

成了 1:5万高要幅区域地质调查，提交了地质调查报告。

1.3.2 简测区现状

近年来由于当地项目的建设，该地块周边部分区域进行了土地平

整、土方开挖等工作，开挖的土石方主要用于附近建设项目回填用。

当前项目区还未进行开挖平整工作，预计平整高度至+46m。

1.4 本次工作概况

广东昊兴勘测设计有限公司完成对项目地形测绘等工作，我单位

技术人员于 3月 10日～7月 30日对地块进行地质调查，于 2023年 8

月 1日转为室内资料整理，2023年 8月 15日完成本报告的编写。完

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见表 2。

表 2 完 成 实 物 工 作 量

序号 工 作 项 目 单位 工作量 备 注

1 1：2000地质测量 km2 0.89 项目范围及其外围

2 1：2000地形测量 km2 0.89 项目范围及其外围

3 1：1000地质剖面测量 m 3775 共 11条
4 地质点定测 个 42
5 岩矿鉴定样品 个 2
6 饱和抗压强度样品 个 20
7 放射性分析样品 个 2
8 地表露头调查、编录 处 1
9 钻孔地质编录 m 175.8 共 6个钻孔

通过工作，大致查明了地块地层、构造等基础地质特征，混合花

岗岩的形态及其分布范围等。室内根据野外成果编制地块地形地质

图、地质剖面图；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设

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120.30 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1.57万 m3，全风化混合

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74.90万 m3。

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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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推断资源量 166.06 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4.59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9.60万 m3。

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

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31.46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10.98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6.52万 m3。

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

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45.21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17.94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5.75万 m3。

完成了受委托的任务，达到了预期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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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区域地质概况

2.1 区域地层

区域出露的地层主要为震旦系（Z）、寒武系（∈）、泥盆系（D）、

石炭系（C）、三叠系（T）、侏罗系（J）、白垩系（K）和第四系（Q）

（见图 2）。

震旦系主要分布于区域北西角，震旦系活道组（Z1h）主要为泥

质细砂岩、粉砂岩夹千枚岩、含炭质千枚岩；中上部夹灰岩（大理岩）

透镜体 ；底部以砂砾岩或砾岩为主。

震旦系大绀山组（Z1d）主要为石英云母片岩、云母石英片岩、

石英岩夹炭质千枚岩、硅质岩、灰岩、凝灰岩及黄铁矿层，底部为石

英岩夹砾岩。

震旦系坝里组（Z2b）主要为变余长石石英杂砂岩，凝灰质细砂

岩或细碎屑沉凝灰岩与粉砂岩、粉砂质板岩、板岩、炭质板岩。

寒武系主要呈零散状分布于区域南东角南部地区，寒武系牛角河

组（∈n）主要为厚层变余砂岩夹青灰色薄层泥板岩组成韵律层，以

含炭质页岩、石煤层与含磷硅质扁豆体与黄铁矿细核为特征。

寒武系高滩组（∈g）主要为厚～巨厚层状变余砂岩与灰绿色板

岩、粉砂质板岩组成。顶部夹透镜状灰岩、泥灰岩或钙质板岩为标志

层。

泥盆系主要分布于区域中部偏北地区，泥盆系杨溪组（D1-2y）主

要为砾岩、砂砾岩夹砂岩、粉砂岩，以含有复成分砾岩为特征。

泥盆系老虎头组（D1-2l）主要为石英质砾岩、含砾砂岩、粉砂岩

及粉砂质页岩。

泥盆系春湾组（D2-3ch）主要为细砂岩、粉砂岩、页岩夹灰岩、

钙质砂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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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盆系帽子峰组（D3C1m）主要为钙泥质粉砂岩、粉砂质泥岩，

夹石英砂岩。

石炭系主要呈零散状分布于区域北部，石炭系大赛坝组（C1ds）

主要为粉砂质泥岩、泥质粉砂岩，夹灰岩、泥灰岩、钙质泥岩。

石炭系测水组（C1c）主要为石英砂岩、粉砂岩为主，夹黑色页

岩及无烟煤层。局部夹灰岩、泥灰岩。

石炭系测水组与石磴子组并层（C1sh-c）主要为石英砂岩、粉砂

岩、生物碎屑泥晶灰岩夹白云质灰岩、白云岩。

石炭系船山组（C2ch）主要为灰～灰黑色厚层块状微晶～泥晶生

物碎屑灰岩，夹白云质灰岩及白云岩。局部含燧石或条带。

三叠系主要分布于区域中偏南东地区，三叠系小坪组（T3x）主

要为灰白色砾岩、砂砾岩、砂岩夹黑色粉砂岩、碳质页岩及薄层煤。

侏罗系主要分布于区域北东角地区，侏罗系桥源组（J1-2qy）主

要为灰黑色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和泥岩互层，夹少量粗粒

砂岩、煤层和煤线。

白垩系主要呈零散状分布于区域北部，白垩系百足山组（K1b）

主要为砾岩、砂砾岩、凝灰质砂砾岩、凝灰质砂岩、粉砂岩、凝灰质

粉砂岩、泥岩。

白垩系三水组（K2ssh）主要为紫红、棕红色粉砂岩、细砂岩夹

砂砾岩、不等粒砂岩、钙质泥岩、泥灰岩。

第四系主要分布于区域北部，第四系灯笼沙组（Qhdl）主要为粘

土、黄色粉细砂，局部为砂质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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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区域地质简图（引自 1:5万高要幅区域地质图）

2.2 区域构造

区域断裂构造以北东向为主，北西向及近南北向断裂构造次之，

以逆断层为主，正断层次之。

2.3 区域岩浆岩

区域岩浆活动强烈，出露多期次侵入岩，岩体呈岩株状产出，主

要分布于区域中南部，呈北东向展布，主体岩性为中～细粒花岗岩，

简测区所处位置为早白垩世黑云母花岗岩区域。

2.4 区域变质岩

受高要惠来东西向构造带的影响，构造带附近形成了强烈的动力

变形，其中岩浆岩的表现形式主要为混合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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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简测区地质

3.1地层

根据现场地表调查及钻孔揭露，简测区内地层不发育，仅出露第

四系（Q）地层，第四系地层以坡积和残坡积层为主。

第四系(Q)：主要分布于简测区山坡地表，呈浅黄色、灰黄色，

岩性多为砂质粘性土，局部为残积粉质粘土，泥质含量较高，覆盖土

层厚度不均一，厚度 1～8m，平均厚度约 3.6m。

3.2构造

简测区地质构造简单，未见区域性断裂通过。根据野外地质调查

情况，简测区内褶皱、断裂构造不发育。但受区域构造运动的影响，

节理裂隙较发育，从钻孔岩心可见倾角 65～85°产出，节理裂隙面

光滑平直。节理裂隙对岩土、石无大的破坏作用，局部使岩土、石沿

节理裂隙面破碎呈碎块状。

3.3岩浆岩

简测区出露的岩浆岩为早白垩世二云母花岗岩侵入体。岩体呈岩

基状产出，岩性主要为黑云二长混合花岗岩。

3.4 变质岩

简测区内早白垩世二云母花岗岩侵入体，受高要惠来东西向构造

带的作用，花岗岩发生了动力变质，形成了混合花岗岩。岩石呈灰白

色，他形粒状结构、交代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由钾长石（35%）、

斜长石（30%）和石英（28%）组成，其次是黑云母（5%～6%）及

少量白云母、绿帘石、磷灰石、电气石、锆石不透明矿物等。

根据钻孔揭露情况，混合花岗岩体自上而下可分为残坡积土层、

全风化混合花岗岩、中风化混合花岗岩、微-未风化混合花岗岩。

第四系残坡积层呈土黄色、灰黄色，以粉质粘性土、砂质粘性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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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该层厚 1～8m，平均厚度约 3.6m；全风化混合花岗岩呈褐色、

褐黄色，岩石已强烈风化呈土状，主要由粘土、石英和少量长石、云

母等组成，云母、长石类矿物已基本风化为粘土矿物，厚度 2.3～15.0

不等，平均约 6.6m；中风化混合花岗岩呈褐色、灰褐色，岩石风化

较强烈，岩心较破碎，呈块状或短柱状，斜长石略有风化，正长石轻

微风化，岩石普遍变色，岩心用手不易折断，节理裂隙稍发育，敲击

后易破碎，岩石具似他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主要由长石类、石英、

云母等组成，厚度 2.6～19.7m不等，平均约 9.3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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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土、石方特征

4.1产出位置、形态、产状与规模

石方为黑云二长混合花岗岩，内部结构稳定，呈巨大岩基状产出，

分布连续稳定，厚度大，质量较好，出露标高+125.6～+44.1m。岩性

为细粒黑云二长混合花岗岩，呈灰、灰白色，细粒结构，块状构造。

本次估算土、石方由混合花岗岩全-中风化层及未风化层组成。

从平面上看简测区内混合花岗岩为一不规则状多边形。简测区内

估算混合花岗岩出露南北向长 846m，东西向宽 142~304m。

根据钻孔揭露及周边揭露面情况，自上而下可分为残坡积层、全

风化混合花岗岩、中风化混合花岗岩、未风化混合花岗岩。

第四系残坡积层：主要分布于简测区范围内，覆盖于混合花岗岩

之上，岩性主要呈土黄色、灰黄色，以粉质粘性土、砂质粘性土为主。

该层厚 1～8m，平均厚度约 3.6m。

全风化混合花岗岩：原岩组织结构已大部分破坏，矿物成分显著

变化，长石、云母已风化成次生矿物，裂隙很发育，岩体破碎。岩体

被切割成 2×20cm 不等的岩块，颗粒间连结力减弱，岩块用手可折

断，褐色、褐黄色。厚度 2.3～15.0 不等，平均约 6.6m。

中风化混合花岗岩：斜长石略有风化，岩石普遍改变颜色，岩块

用手不易折断，与全风化层呈渐变过渡关系，呈褐色、灰褐色。厚度

2.6～19.7m 不等，平均约 9.3m。

微（未）风化混合花岗岩：岩块断口新鲜，岩石坚硬，仅沿节理

裂隙面略有风化痕迹。

4.2土、石方类型

本区的土、石方按自然类型划分属变质岩；按风化强度划分属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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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风化-未风化。具体特征表现为：上部为第四系粉质粘土，呈浅灰

色、浅黄色、土黄色，下部为全-中风化混合花岗岩，呈褐色、灰褐

色。其中全风化岩多呈坚硬土状，中风化岩多呈半岩半土状。

4.3石方结构构造及组分

经岩矿鉴定：岩石主要由钾长石、斜长石和石英组成，其次是黑

云母等，呈他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其中：

钾长石粒径呈他形板状、粒状，包括条纹长石、正长石和微斜长

石，条纹长石含量 10%、正长石含量 20%～25%，微斜长石含量约 0%～

5%，条纹长石主晶为正长石，客晶为条纹状钠长石；正长石可见简

单双晶。微斜长石可见格子双晶,钾长石常见弱泥化，轻微绢云母化，

一级灰干涉色,较均匀分布。

钠一更长石含量 30%，呈半自形一他形板状、粒状，发育钠长石

聚片双晶及卡钠复合双晶,常见绢云母化、弱泥化，与钾长石镶嵌分

布。部分长石包裹半自形云母和浑圆状、港湾状石英颗粒，显示岩石

可能经历混合岩化作用。

石英含量 28%，呈他形粒状或不规则状，表面干净，重结晶及次

生加大现象显著，波状消光，一级灰白干涉色，部分可见包裹长石和

云母颗粒，均匀分布在长石颗粒间。

黑云母含量 5%～6%，呈片状,多色性明显,少量绿泥石化,析出铁

质,略显定向分布。

白云母含量 1%，呈片状,闪突起,二级鲜艳干涉色,不均匀分布。

电气石含约 1%，粒状、柱粒状，具强多色性、吸收性，中正突

起，分散分布在长石、石英粒间，并交代他们。

结构构造：他形粒状结构，块状构造（岩矿鉴定结果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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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放射性指标

本次储量简测，在项目区内采集 2个放射性分析样品，检测结果

见表 3。

表 3 放射性统计表

样品编号
检验项目（Bq/kg） 内照射指

数 IRa

外照射指

数 Ir226Ra 232Th 40K

FS1 162.4 57.8 1249.5 0.8 1.0

FS2 149.0 46.1 1155.4 0.7 0.9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6566-2010）和《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

（GB50325-2010）判定标准和要求，内照射指数≤1.0、外照射指数

≤1.0，放射性比活度同时满足 Ira≤1.0和 Ir≤1.3为 A类装修材料，A

类装修材料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上述放射性核素检测结果还同

时满足建筑主体材料放射性核素各项指标的限量要求。

其产销与使用范围不受限制。

4.5 物理性能及工艺性能

本次储量简测工作中，在 6个钻孔中分不同位置采取抗压检测样

20个，检测结果见表 4。

表 4 物理性能检测结果表

送样编号
抗压强度

Mpa

ZKKY1 54.9

ZKKY2 13.5

ZKKY3 12.5

ZKKY4 34.6

ZKKY5 52.2

ZKKY6 33.4

ZKKY7 65.5

ZKKY8 68.1

ZKKY9 56.3

ZKKY10 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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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KY11 57.1

ZKKY12 34.4

ZKKY13 73.5

ZKKY14 13.4

ZKKY15 30.2

ZKKY16 20.7

ZKKY17 63.0

ZKKY18 70.8

ZKKY19 82.1

ZKKY20 65.5

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0341-2020），

变质岩一般工业指标要求最低水饱和抗压强度≥60MPa，本次简测工

作在施工钻孔中采集混合花岗岩 20件进行了饱和抗压强度测试，其

中中风化混合花岗岩样品 10件，微-未风化混合花岗岩 10件。测试

结果（见表 4）表明：中风化混合花岗岩岩石饱和抗压强度 12.5MPa～

52.2MPa，平均 28.74MPa；微 -未风化混合花岗岩饱和抗压强度

54.9MPa～82.1MPa，平均 65.68MPa。（6个钻孔微-未风化混合花岗

岩取抗压强度检测样 10个，3个样品分析结果小于 60MPa，占比 30%

抗压强度未达到规范要求的 60MPa，通过查看取样部位岩心情况，主

要原因为节理、裂隙破坏）。本次简测工作检测微-未风化混合花岗

岩矿部分符合《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DZ/T0341-2020）

中的建筑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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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工技术性能

简测区内的风化混合花岗岩质量稳定，不用经过加工就可直接用

于场地回填，因此加工技术简单易行，可作为普通回填用。

未风化混合花岗岩按质量和目前市场的需求，岩石经简单破碎加

工成碎石即可，碎石产品按粒度大小分三个规格产品：

（1）20～30mm 碎石

（2）10～20mm 碎石

（3）0～10mm 石粉

图 5-1 破碎生产工艺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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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平整技术条件

6.1水文地质条件

6.1.1 水文气象条件

简测区所在地处于北回归线以南，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

温 23.2℃。全年中，一月份气温最低，月平均气温 12℃，极端最低

气温-1.5℃；七月份气温最高，月平均气温 28.5℃，极端最高气温

37.9℃。无霜期大于 330天；区内雨量充沛，4～9月份为雨季，夏秋

季为台风多发季节；年均降雨量 1490.6mm，最大年降雨量为

2560.9mm（1996年），据查，近年日最大降雨量为 253.5mm（2005

年 6月 10日）；最小年降雨量为 1452.1mm；年蒸发量 1690mm，降

雨量大于蒸发量；每年 4～9月为雨季，降雨量约占全年的 80%，3

月、10月和 11月为平水期，12月至次年 2月为枯水期；相对湿度平

均为 78%。

简测区地处丘陵区，地表水体不发育，地势较低，平整最低标高

为+46m，当地侵蚀基准面约+44m，地表水可自流排泄。

6.1.2 地下水类型及富水性

根据区内地下水赋存条件及含水层岩组特征，将其划分为松散岩

类孔隙水和块状花岗岩裂隙水。

松散岩类孔隙水含水岩组为粘性土、砂（砾）质粘性土，透水性

差，富水性弱，水量贫乏。

块状花岗岩裂隙水分布于整个简测区，含水岩组为早白垩世细粒

二云母花岗岩，地下水赋存于裂隙带中，呈不连续分布，常以下降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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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排泄于沟谷坡地。据区内已开挖揭露的岩石裂隙观察，花岗岩

风化裂隙发育一般，结构面接触较紧密，现场未见表面渗水痕迹，泉

水少，流量小，属于富水性弱的岩石，水量贫乏，其富水性和透水性

较差，也未见地下水渗出，不影响未来简测区开挖工作。根据钻孔施

测资料，未见水位。

6.1.3 充水条件

简测区周边地表水不发育，未发现含水构造，简测区地下水的补

给来源主要依靠大气降水补给，因此，矿床充水条件简单，其含水量

具有季节性，但总体地下水富水性弱。

由于简测区所在区域的雨量充沛，年均降雨量达 1490.6mm，应

在外围高处设置必要的截水沟，避免地表水直接流入简测区内，防止

水土流失、边坡失稳及山洪暴发等对简测区造成的威胁。

在开挖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收集大气降水资料和动态情况，有利

于指导开挖，确保简测区土方开挖生产的安全。

矿坑涌水量计算：

依照现状地形，简测区西南部高，东北部低，因此，充水因素主

要为大气降雨，根据 CAD图量算，简测区汇水面积约 216275m2，根

据高明区气象局历年雨季气象资料，日平均降雨量为 4.90mm；日最

大降雨量为 253.5mm（1998年 5月 23日）。根据矿床水文地质特征，

采用《水文地质手册》（第二版）经验值，取地表径流系数 0.8。则规

划平整场地涌水量估算分别见表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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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规划平整场地正常涌水量估算表

涌水面积（m2） 日降雨量（mm/d） 径流系数 涌水量（m3/d）

216275 4.90 0.8 847.8

计算公式：汇水面积×日降雨量×径流系数

表 6 规划平整场地最大涌水量估算表

涌水面积（m2） 日降雨量（mm/d） 径流系数 涌水量（m3/d）

216275 253.5 0.8 43860.6

计算公式：汇水面积×日降雨量×径流系数

综上所述，简测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6.2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岩土成因类型、岩性岩相变化及物理力学性质差异程度可划

分为松散土类、软岩-较坚硬岩类、坚硬岩类。

1、松散土类

主要为分布于上部的第四系残破积土，呈浅黄色、黄褐色，厚度

1～8m，成份以砂质粘性土、粉质粘土主。该土类结构松散，物理力

学性质较差，遇水易软化崩解，稳固性差。

2、软岩-较坚硬岩类

主要为全-中风化混合花岗岩，呈褐色、灰褐色，厚度 8.3～24.2m，

为细粒花岗结构，碎裂化结构，松散，完整性差，稳定性差，在降雨

侵蚀作用下，边坡容易失稳，需根据坡面岩土体结构和稳定性情况，

采用控制台阶高度和边坡角，质软-较软，基本质量等级为Ⅴ级。为

砂土结构，松散，遇水易散开，物理力学性质差。

3、坚硬岩类

为未风化混合花岗岩：灰、灰白色，结构基本未变，块状构造，

矿物成份主要为长石、石英及云母，可见少量的风化裂隙，岩质较硬，

锤击声脆，岩芯呈柱状。岩体较完整，岩石属于较硬岩，岩体基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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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级为Ⅱ级。

综上所述，简测区总体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6.3环境地质条件

1、区域地壳稳定性

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简测区所在

地（佛山高明区）地震烈度为Ⅵ度，是区域地壳比较稳定的地区。今

后简测区建设考虑地震影响时，可以此为依据。

2、环境污染

简测区远离民宅密集区、工厂区及主要交通要道，土方开挖中不

存在化学选矿问题，不存在工业污染源，无废气排放；地下水排放量

小，对下游水体或地下水影响不大，对周边土石环境影响不大；土方

开挖中排出废土量少，废渣挤占土地资源小，对地质环境影响不大。

但简测区开挖作业面大，易引起崩塌、滑坡、泥石流的发生。为了保

护生态环境，在开挖中应采取分层剥离，分台阶方法，有效地控制开

挖作业面的范围，最大程度地减少水土流失现象。

因此简测区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6.4施工技术条件小结

简测区平整最低标高+46m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44m）以上，水

体不发育，主要靠大气降雨，简测区自然排水条件良好，水文地质条件

简单；简测区及外围尚未发现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现象，工

程地质条件简单，开挖过程中需要注意开挖边坡角度及台阶高度；简测

区远离居民点，混合花岗岩未发现对人体有毒有害的超标元素及放射性

元素，环境地质条件良好。

总之，简测区平整技术条件属简单类型（Ⅰ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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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地质简测工作及质量评述

7.1简测对象、范围的确定

简测范围根据委托方现场圈定的用地范围，简测区平整最低标高

+46m。（见附图 1）。

7.2简测工作方法及手段的选择

根据混合花岗岩产出特征、简测区范围，结合地形条件，采用

勘探线剖面法。勘探线方位总体上与土、石方走向垂直，勘探线间

距以不大于 150m为原则，同时结合有利地形布置相应勘探线。

勘查手段选择以钻探、剥土、露头地质控制点及实测剖面为辅的

勘查方法。

7.3勘查工程布置原则和工程间距的确定

由于简测区工作程度较低，简测工作采取由表及里、由点到面、

由地表到中浅部的步骤展开，首先开展地质简测工作，查明简测区的

基础地质特征，用剥土、地质露头点和简测区周边同类型土、石方的

产出特征，推测土、石方的形态、分布范围和规律，并对简测区的工

程地质、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等方面进行调查工作，初步推测简测区

内混合花岗岩规模、形态，并估算资源储量。

根据有关规定，结合简测区的工作程度、范围及地形条件特征，

勘探线间距以不大于 150m为原则和为了便于资源储量估算而布设。

7.4勘查工程质量评述

我单位在简测区进行了较系统的地表露头调查、钻探施工等控制

工作。

从地表露头的编录及钻孔施工情况来看，达到了控制土、石方空

间分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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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地形图及地质简测工程测量

野外工作用地形图是以 1987年版 1：10000地形图为基础，按 1：

2000地形图精度要求修测而成，具体工作如下：

测量工作完成的任务有两项，分别为简测区 1∶2000数字化地形

图测绘。简测区内最高海拔高程+128.46m，最低海拔高程约为

+44.61m，植被发育，通视较好，属Ⅱ类地形。

数字化地形图测绘

本次测量工作采用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年国家高程基准，

基本等高距为 2m，工作过程分为控制测量、数据采集、数据处理及

成图、质量检查。

（1）作业技术依据

《工程测量标准》（GB 50026-2020）；

《卫星定位城市测量技术规范》（CJJ/T 73-2019）；

《全球定位系统（GPS）测量规范》（ GB∕T18314-2009）；

《全球定位系统实时动态测量（RTK）技术规范》（CH/T

2009-2019）

《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部分：1:500 1:1000 1:2000地形

图图式》（GB/T 20257.1-2017）

《1：500、1：1000、1：2000外业数字测图技术规程》

（GB/T14912-2017）

《测绘技术设计规定》（CH/T 1004-2005）；

《测绘技术总结编写规定》（CH 1001-2005）；

《地质矿产勘查测量规范》（GB/T 18341-2021）；

《测量成果质量检查与验收》(GB/T 24356-2009)。

（2）控制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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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控制测量坐标系统采用 2000年国家大地坐标系，1985国家

高程基准，中央子午线为 111°。控制点是当地自然资源局提供的已知

控制点作为简测区基础控制点，建立了整个简测区的 GPS-D级控。

另外在简测区布设 5条图根导线，共布设了 10个图根点。

导线测量使用仪器为拓普康GTS-211D全站仪（仪器标称精度为：

测角±2″，测距 2±2ppm），观测方法及技术要求按相关规范执行。水

平角观测采用方向观测法，观测 1测回。光电测距导线边采用单向观

测，观测一测回。光电测距三角高程测量采用直接观测高差法，高差

观测为往返观测，均观测三测回。GPS观测数据采用 Spectrum survey

GPS静态处理软件进行网平差，所有基线向量的精度都符合首级控制

精度。图根导线采用南方平差仪进行附合导线平差计算。

（3）数据采集

首先将控制点输入电子手薄，然后进行仪器的设置，反测后视点

的坐标均检查有没有用错控制点，然后使用全站仪用极坐标法进行碎

部点数据采集，数据全部由电子手薄以点号的形式自动记录，在观测

过程中针对实地的地形、地物画好草图，草图上的点号与电子手薄的

点号一一对应；另外在实际工作中，有些地方被浓密的树木阻挡而无

法观测，利用支点到被阻挡的地方附近，再设站进行观测，本次测量

设置连续支点的个数不超过 3个。

（4）数据处理及成图

当天数据采集完后，利用通讯线及传输软件，将电子手薄中的数

据传输到计算机内，然后将数据进行格式化，另存一文件名保存。在

Cass8.1成图系统中进行展点，展点以后存入一图形文件名保存在微

机中，并作好备份。数据处理完后，进入南方 Cass8.1成图系统，打

开图形文件，根据外业绘制的草图和实地情况，确定需要修改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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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而后进行图廓、方格网及要素的分层编辑。

分层编辑完后，绘出一定比例尺的检查图，先从图面找出存在的

问题，再到实地查图检验，然后对有关图层进行修改，直到修编出一

幅完整而符合要求的地形图。编辑完后用绘图仪正式出图。

（5）质量检查

质量检查由野外检查和室内检查两部分组成，根据《测绘产品检

查验收规定》，外业检测了 10个点，占总工作量的 6.8%，经计算地

物点平面位置中误差为 0.200m，高程中误差为 0.100m。检查结果误

差均在限差以内，满足规范精度要求。室内检查对测区所有成果图件

均进行了 100%的图面检查，检查结果：线划符号无错漏现象，文字

注记正确，整饰美观，各要素相互关系清楚，符合规范要求；基本线

划尺寸墨绘精度符合规定要求；图廓边长误差 0.1mm，对角线误差

0.2mm，在限差以内；图幅接边误差＜±0.2mm，满足规范要求。

7.6地质填图

利用 1：2000实测地形图作为工作手图，用罗盘定位、定向，按

1：2000 比例尺精度要求进行。地质点定测 42个，并用油漆编号，

然后用手持 GPS定点，落在 1：2000地形图上。

7.7地质剖面测量

野外剖面地质测量时，按 1:1000的要求进行分层实测，共实测

地质剖面 11条，平距共计 3775m。在野外，对岩体特征、地层岩性、

构造特征等进行详细观察记录，室内整理按 1:1000编制成勘探线地

质剖面图，精度可达到 1:1000 的要求。剖面地质测量质量符合规范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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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钻探工程及质量评述

本次简测在简测区内布置钻孔 6 个（本次施工的 6 个钻孔时间

2023年 3月 14日至 4月 2日），从钻孔的编录、取样情况来看，钻

孔均揭露到微风化混合花岗岩，达到了控制土、石方空间分布的目的。

钻孔均为直孔，采用 110mm口径开孔，钻入基岩 1m～2m，换成 91mm

或 75mm直径钻至终孔，累计进尺 175.8m。

钻探工程质量均依照六项指标要求：1、钻探取心率：岩石平均

84.25%，满足勘查要求；2、钻孔弯曲与测量间距：施工钻孔每 50m

顶角偏差均不超过 2°；3、简易水文观测：满足规范要求，每班至

少观测水位 1～2回次；4、孔深误差测量与校正：钻进深度达到 50m

时校正孔深；5、原始报表：由指定专人在现场及时填写原始报表；6、

封孔：按地质钻探质量技术要求，对所有的见矿钻孔均进行了封孔处

理，封孔材料为水泥～粘土混合浆。

钻探作业的钻孔均钻均揭露到微风化混合花岗岩，（最大控制深

度达 50.90 m），总钻进工作量 175.8 m，能满足控制简测区未剥离区

域覆盖层厚度变化情况及土、石方纵向结构特征，能满足简测区范围

土、石方储量计算的需要。

各项原始资料坚持质量管理制度，项目组进行 100%自、互检；

总体而言，简测区的岩石定名准确，文字记录详细，层次清楚，数据

准确齐全，有系统取样资料，钻孔柱状图清晰美观，文图相符。本次

钻探工程质量严格按《岩心钻探规程》及有关质量管理文件要求进行，

各项质量总体满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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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钻孔完成情况一览表

序号 钻孔编号 终孔深度 钻孔倾角 采取率 孔深校正 见矿情况
简易水文

观测

1 ZK1 23.4m 90° 82.3% 100.00% 21m至微风化 未见水位

2 ZK2 50.9m 90° 90.0% 100.00% 26.2m至微风化 未见水位

3 ZK3 26.5m 90° 83.5% 100.00% 21m至微风化 未见水位

4 ZK4 25.3m 90° 86.3% 100.00% 12.5m至微风化 未见水位

5 ZK5 26.3m 90° 87.7% 100.00% 14.9m至微风化 未见水位

6 ZK6 23.4m 90° 85.0% 100.00% 21.5m至微风化 未见水位

合计 175.8m

7.9 质量评述

本次简测实施的各项工作，基本按有关规定规范进行，工作任务

基本达到目的，各项成果质量可靠，可作为今后地质工作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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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资源储量估算

资源储量估算基准日为 2023年 6月 1日。

8.1资源储量估算工业指标

8.1.1 工业指标

估算范围内矿种为微风化混合花岗岩，圈定的工业指标采用《矿

产地质勘查规范建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建设用卵石、

碎石》（GB/T14685-2022）中的标准，主要指标是：饱和抗压强度

≥60MPa；

本次项目试验结果表明，微风化混合花岗岩岩石饱和抗压强度平

均值65.68Mpa，符合≥60 Mpa的要求，可用于修筑道路和作为建筑材

料；本次开挖边坡角岩石状岩体为60°，松散状岩体为45°，符合规

范要求。

8.1.2 平整技术条件要求：

1、岩石边坡角≤60°，覆盖土层边坡角≤45°；

2、最低平整标高+46m；

3、可开挖厚度 ≥3m。

8.2资源储量估算范围、对象

估算范围根据委托方现场圈定的用地范围，简测区平整最低标高

+46m。储量估算的对象为混合花岗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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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储量估算范围

8.3资源储量估算方法的选择

本区混合花岗岩形状呈岩基状产出，根据其形态和产出特征，资

源储量估算采用平行断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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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边界圈定原则

从实测资料看，本区混合花岗岩呈岩基状分布于简测区范围内，

因此，四周边界取至委托方现场圈定的四周边界。从剥土及地表露头

揭露情况表明，混合花岗岩质量稳定，形态规整，结合委托方的要求，

底界标高取至+46m。

8.5块段划分与资源储量类别确定

简测区范围内混合花岗岩成份均一、稳定性好，为便于储量估算，

根据剖面位置将第六批次地块划分为6个矿块：A-A＇剖面线以北为

Ⅰ矿块， A-A＇剖面线与B-B＇剖面线间为Ⅱ矿块，B-B＇剖面线与

C-C＇剖面线间为Ⅲ矿块，C-C＇剖面线与D-D＇剖面线间为Ⅳ矿块，

D-D＇剖面线与E-E＇剖面线间为Ⅴ矿块，E-E＇剖面线与L-L＇剖面

线间为Ⅵ矿块。

根据剖面位置将第十批次地块划分为4个矿块：L-L＇剖面线与

F-F＇剖面线间为Ⅰ矿块，F-F＇剖面线与G-G＇剖面线间为Ⅱ矿块，

G-G＇剖面线与H-H＇剖面线间为Ⅲ矿块，H-H＇剖面线以西为Ⅳ矿

块。

本次简测工作依据9条实测地质剖面、钻孔及地质填图等方法来

圈定。本区混合花岗岩形态、质量稳定。依据《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

类》（GB/T 17766-2020）”将本区圈定的资源储量划归为推断资源量。

8.6参数的确定

（1）矿块面积(S)：混合花岗岩在剖面的面积是在AutoCAD绘图

软件绘制1∶1000剖面图上判读。

（2）矿块长度(L)：为块段两侧剖面线之间距离，直接在1：2000

地质图上量取。其中外推不规则边缘块段长度采用：该块段平面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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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剖面长度确定。

8.7估算公式

平行断面法估算公式：

（1）当两侧剖面面积 Si、Si+1满足（Si-Si+1）/Si＜40%时，选用

梯形体计算公式：

V=（Si+Si+1）×L÷2 ①

（2）当两侧剖面面积 Si、Si+1满足（Si-S i+1）/Si≥40%时，选用

截锥体计算公式：

V=［Si+Si+1+（ 1 ii SS ）］×L÷3 ②

（3）当两侧剖面面积 Si、Si+1中有一面积（Si或 Si+1）为零，混

合花岗岩做锥形尖灭时，则选用锥形体计算公式：

V=Si×L÷3 ③

（4）当两侧剖面面积 Si、Si+1中有一面积（Si或 Si+1）为零，混

合花岗岩做楔形尖灭时，则选用楔形体计算公式：

V=Si×L÷2 ④

（5）当混合花岗岩作柱体形状外延时，则选用柱体的体积计算

公式。

V=S×L ⑤

式中：V—矿量体积，单位：m3。

Si、Si+1—剖面面积，单位：m2。

L—块段两侧剖面间距，单位：m。

8.8估算结果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见表 8、9、10。

从表中结果表明：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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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120.30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1.57万 m3，全风化混合

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74.90万 m3。

表 8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矿

资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辅 1-辅 1＇ S 辅 1 900 16 ③ 4800

Ⅱ
辅 1-辅 1＇ S 辅 1 900

50 ② 134658
A-A＇ SA 5048

Ⅲ
A-A＇ SA 5048

63 ① 266018
B-B＇ SB 3397

Ⅳ
B-B＇ SB 3397

96 ② 204194
C-C＇ SC 1074

Ⅴ
C-C＇ SC 1074

54 ① 57078
D-D＇ SD 1040

Ⅵ
D-D＇ SD 1040

111 ② 194548
E-E＇ SE 2580

Ⅶ
E-E＇ SE 2580

78 ② 341698
L-L＇ SL 6475

合计 1202994

表 9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估算范围内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

资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辅 1-辅 1＇ S 辅 1-1 709 39 ④ 13826

Ⅱ
辅 1-辅 1＇ S 辅 1-1 709

50 ② 43979
A-A＇ SA1 1062

Ⅲ
A-A＇ SA1 1062

63 ② 174478
B-B＇ SB1 4953



35

Ⅳ
B-B＇ SB1 4953

96 ② 232938
C-C＇ SC1 601

Ⅴ
C-C＇ SC1 601

54 ② 20150
D-D＇ SD1 185

Ⅵ
D-D＇ SD1 185

111 ② 31561
E-E＇ SE1 397

Ⅶ
E-E＇ SE1 397

78 ② 98727
L-L＇ SL1 2420

合计 615659

表 10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估算范围内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

资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辅 1-辅 1＇ S 辅 1-2 3939 52 ④ 102414

Ⅱ
辅 1-辅 1＇ S 辅 1-2 3939

50 ① 206200
A-A＇ SA2 4309

Ⅲ
A-A＇ SA2 4309

63 ② 168732
B-B＇ SB2 1331

Ⅳ
B-B＇ SB2 1331

96 ① 104160
C-C＇ SC2 839

Ⅴ
C-C＇ SC2 839

54 ② 34655
D-D＇ SD2 463

Ⅵ
D-D＇ SD2 463

111 ② 76170
E-E＇ SE2 937

Ⅶ
E-E＇ SE2 937

78 ② 56637
L-L＇ SL2 534

合计 748968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见表 11、12、13。

从表中结果表明：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

设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166.06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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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4.59万 m3，全风化混合

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9.60万 m3。

表 11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矿

资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L-L＇ SL 6475

59 ① 453504
F-F＇ SF 8898

Ⅱ
F-F＇ SF 8898

96 ① 723312
G-G＇ SG 6171

Ⅲ
G-G＇ SG 6171

88 ② 424194
H-H＇ SH 3586

Ⅳ
H-H＇ SH 3586

40 ② 59174
辅 2-辅 2＇ S 辅 2 141

Ⅴ 辅 2-辅 2＇ S 辅 2 141 8 ③ 376

合计 1660560

表 12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估算范围内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

资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L-L＇ SL1 2420

59 ① 141836
F-F＇ SF1 2388

Ⅱ
F-F＇ SF1 2388

96 ① 217440
G-G＇ SG1-1+SG1-2 2142

Ⅲ
G-G＇ SG1-1 2084

88 ① 192984
H-H＇ SH1 2302

Ⅳ
H-H＇ SH1 2302

40 ① 76420
辅 2-辅 2＇ S 辅 2-1 1519

Ⅴ 辅 2-辅 2＇ S 辅 2-1 1519 34 ③ 17215

合计 6458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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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估算范围内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

资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L-L＇ SL2 534

59 ① 31388
F-F＇ SF2 530

Ⅱ
F-F＇ SF2 530

96 ① 49104
G-G＇ SG2-1+SG2-2 493

Ⅲ
G-G＇ SG2-1 426

88 ② 61053
H-H＇ SH2 1002

Ⅳ
H-H＇ SH2 1002

40 ① 40080
辅 2-辅 2＇ S 辅 2-2 1002

Ⅴ 辅 2-辅 2＇ S 辅 2-2 1002 43 ③ 14362

合计 195987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见表 14、

15、16。

从表中结果表明：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

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31.46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0.98万 m3，全风

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6.52万 m3。

表 14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矿资

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Ⅱ A-A＇ SA 界外 138 22 ③ 1012

Ⅲ
A-A＇ SA 界外 138

63 ② 12479
B-B＇ SB 界外 265

Ⅳ
B-B＇ SB 界外 265

96 ① 29472
C-C＇ SC 界外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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Ⅴ
C-C＇ SC 界外 349

54 ② 38477
D-D＇ SD 界外 1154

Ⅵ
D-D＇ SD 界外 1154

111 ① 129926
E-E＇ SE 界外 1187

Ⅶ
E-E＇ SE 界外 1187

78 ① 103233
L-L＇ SL 界外 1460

合计 314599

表 15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估算范围内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资

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辅 1-辅 1＇ S 辅 1-1 界外 5 42 ④ 105

Ⅱ
辅 1-辅 1＇ S 辅 1-1 界外 5

50 ② 2931
A-A＇ SA1 界外 144

Ⅲ
A-A＇ SA1 界外 144

63 ② 22267
B-B＇ SB1 界外 618

Ⅳ
B-B＇ SB1 界外 618

96 ② 36638
C-C＇ SC1 界外 187

Ⅴ
C-C＇ SC1 界外 187

54 ① 8640
D-D＇ SD1 界外 133

Ⅵ
D-D＇ SD1 界外 133

111 ① 14597
E-E＇ SE1 界外 130

Ⅶ
E-E＇ SE1 界外 130

78 ② 24665
L-L＇ SL1 界外 551

合计 109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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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估算范围内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资

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辅 1-辅 1＇ S 辅 1-2 界外 487 35 ④ 8523

Ⅱ
辅 1-辅 1＇ S 辅 1-2 界外 487

50 ② 30362
A-A＇ SA2 界外 736

Ⅲ
A-A＇ SA2 界外 736

63 ② 28767
B-B＇ SB2 界外 226

Ⅳ
B-B＇ SB2 界外 226

96 ① 25584
C-C＇ SC2 界外 307

Ⅴ
C-C＇ SC2 界外 307

54 ① 16956
D-D＇ SD2 界外 321

Ⅵ
D-D＇ SD2 界外 321

111 ① 37296
E-E＇ SE2 界外 351

Ⅶ
E-E＇ SE2 界外 351

78 ② 17678
L-L＇ SL2 界外 122

合计 165166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保有资源储量估算结果见表 17、

18、19。

从表中结果表明：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

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45.21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7.94万 m3，全风

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5.75万 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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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7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矿资

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L-L＇ SL 界外 1460

59 ② 105174
F-F＇ SF 界外 2126

Ⅱ
F-F＇ SF 界外 2126

96 ① 192480
G-G＇ SG 界外 1884

Ⅲ
G-G＇ SG 界外 1884

88 ② 127223
H-H＇ SH 界外 1048

Ⅳ
H-H＇ SH 界外 1048

40 ② 25191
辅 2-辅 2＇ S 辅 2 界外 290

Ⅴ 辅 2-辅 2＇ S 辅 2 界外 290 21 ③ 2030

合计 452098

表 18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估算范围内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资

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L-L＇ SL1 界外 551

59 ① 32952
F-F＇ SF1 界外 566

Ⅱ
F-F＇ SF1 界外 566

96 ① 56496
G-G＇ SG1 界外 611

Ⅲ
G-G＇ SG1 界外 611

88 ① 49324
H-H＇ SH1 界外 510

Ⅳ
H-H＇ SH1 界外 510

40 ① 21260
辅 2-辅 2＇ S 辅 2-1 界外 553

Ⅴ 辅 2-辅 2＇ S 辅 2-1 界外 553 70 ④ 19355

合计 179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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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 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估算范围内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资

源储量估算表

块段号

（储量类

别）

剖面

编号

剖面面

积及

编号

剖面

面积

s（m2）

剖面线间距
L(m)

计算

公式

矿块体积

V（m3）

Ⅰ
L-L＇ SL2 界外 122

59 ① 7257
F-F＇ SF2 界外 124

Ⅱ
F-F＇ SF2 界外 124

96 ① 12336
G-G＇ SG2 界外 133

Ⅲ
G-G＇ SG2 界外 133

88 ② 15819
H-H＇ SH2 界外 231

Ⅳ
H-H＇ SH2 界外 231

40 ① 10240
辅 2-辅 2＇ S 辅 2-2 界外 281

Ⅴ 辅 2-辅 2＇ S 辅 2-2 界外 281 84 ④ 11802

合计 57454

8.9剥采比

简测区内风化混合花岗岩均可作为回填用石料，不进行剥采比计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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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经济技术概略评价

9.1市场供求情况

本简测区内的风化混合花岗岩主要用于附近公益性基础设施项

目建设所需的回填土方量。

未风化混合花岗岩可用做建筑用石料，混合花岗岩碎石主要用于

楼房、公路桥梁、堤坝等混凝土建筑，随着当地经济的飞速发展，产

品供不应求。



43

10结论及建议

10.1 结论

本次资源储量简测工作，已大致查明建设场地地层、构造、岩浆

岩、变质岩及土、石方的分布、形态、规模，基本查明了混合花岗岩

质量。

截至 2023年 6月 1日止，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资源估算范

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120.30万 m3，中风化混合花

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1.57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74.90万 m3。

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花岗岩保

有推断资源量 166.06 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64.59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9.60万 m3。

估算第六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

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31.46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10.98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16.52万 m3。

估算第十批次地块建设场地界外放坡资源估算范围内微风化混合

花岗岩保有推断资源量 45.21万 m3，中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

源量 17.94万 m3，全风化混合花岗岩矿保有推断资源量 5.75万 m3。

10.2 建议

1、简测区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区，降雨强度大，简测区要切实做

好防洪排洪工作。完善防排水系统建设，强降雨或暴雨期间，简测区

应停止施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2、简测区施工时应特别注意形成的边坡引发的崩塌、滑坡、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必须做好地质灾害防治、水土保持、土地复垦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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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工作，加强防护措施，确保生产安全。

3、简测区施工中，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安全、环保、水土保

持等法律、法规，并自觉接受当地主管部门的监督，做到施工与地质

环境保护相结合，与治理工程同步进行。

4、简测区北西侧 L-H勘探线属于沿山脊线划界，平整过程中应

注意边坡管理，严格按照设计合理放坡，预留足够的安全平盘，对于

平整后的遗留的残山残坡及时进行生态保护修复工作。

5、全风化混合花岗岩：褐色、褐黄色，岩石已强烈风化呈土状，

主要由粘土、石英和少量长石、云母等组成，云母、长石类矿物已基

本风化为粘土矿物。该层不能作为建筑用石料，开采时该层可作为（填

筑用或填料用）进行综合利用。

中风化花岗岩饱和状态下的单轴极限抗压强度 12.5MPa～

52.2MPa，平均 28.74MPa。该层不能作为建筑用混合花岗岩矿体，开

采时该层可作为中风化块石（填筑用或填料用）进行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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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钻孔照片

照片 1 ZK1岩心



2

照片 2 ZK2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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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ZK3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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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4 ZK4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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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5 ZK5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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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6 ZK6岩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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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编制单位资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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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测量单位资质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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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委托书

委托书

广东省核工业地质局二九一大队：

我单位拟对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万洋西侧第六、十批次城

镇建设用地项目进行场地平整工作，贵单位具有地质勘查技术服务能

力，现委托贵单位对“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万洋西侧第六、十

批次城镇建设用地”进行土石方资源量简测工作，具体范围由委托方

现场圈定。

1、项目名称：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更合镇万洋西侧第六、十批

次城镇建设用地土石方资源量简测报告。

2、项目地点：高明区更合镇。

3、工作范围：按委托方现场圈定范围。

佛山市高明区自然资源局高明分局更合管理所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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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化验成果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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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矿鉴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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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压强度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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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检测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