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煤田
元宝山区矿区总体规划





  一     总规修编背景

1991年沈阳设计院曾编制《平庄矿区总体发展规划》（简称 “原规划”），

1993年经原能源部批准（能源计〔1993〕137号）。“原规划”中平庄矿区包括

平庄煤田和元宝山煤田，规划了14座井工和2座露天矿，矿区总规模12.0Mt/a。

 随着矿区多年的开发建设，现状已与原总体规划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原批准

的总体规划已不能适应矿区今后发展的需要，重新对矿区规划调整是十分必要

的。

1、 总规修编原因



  一     总规修编背景

2 、矿区开发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 煤炭产量稳步增
长、需求量增速
趋缓。

• 保障能源供应安
全，提升发展质
量。

• 内蒙古作为我国煤炭
的主产区，在保障煤
炭安全稳定供应中的
地位突出。

• 主要可采煤层煤质优
良，发热量较高，有
害成份含量低。

• 铁路、公路运输条
件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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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区位置与交通

       矿区距赤峰45km，赤

峰有通往北京、沈阳、通

辽等方向的铁路。

       公路有赤峰至元宝山、

平庄至元宝山二级公路，

公路在矿区内外交叉通过，

网络四通八达，交通方便。

赤峰

矿区位置





  二     矿区现状

1 、矿区开发现状

      总计1个露
天煤矿，9个井
工矿，1个勘查
区。其中两个井
工矿停产，一个
井工矿在建。
（西露天煤矿目
前是井工开采。）



  二     矿区现状

2 、矿区规模现状

序号 名称
现状规模
（Mt/a） 备注

1 元宝山露天煤矿 12.0 平庄煤业露天

2 老公营子矿 1.8 平庄煤业井工

3 六家矿 1.8 平庄煤业井工

4 风水沟 2.1 平庄煤业井工

5 西露天矿 1.2 平庄煤业井工

6 建昌营煤业 0.45 地方井工煤矿

7 北山煤矿 0.3停产 地方井工煤矿

8 公格营子煤矿 0.3 地方井工煤矿

9 古山镇第一煤矿 0.45停产 地方井工煤矿

10 向阳煤矿 0.6在建 地方井工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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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区资源现状

顺序

 
井（矿）田名称

井（矿）范围

开采煤层

资源（储量）（Mt）
长度 宽度 面  积

资源量
可采原
煤量（km） (km) （km²）

1  
 
 
 

元宝
山矿
区

元宝山露天矿 4.68 2.56 11.98 4、5-2、5、6-2、6、7 331.33 185.28

2 风水沟煤矿 5.2 2.6 8.37
3-2、4-2、5-1A、5-1B、5-1C、
6-1A、6-1B、6-1C、6-2A、6-
2B、6-3A、6-3B

79.39 49.49

3 老公营子矿 3.3 2.7 5.95
3-1、3、4、5-1、5-2、5-3、5、
6-1、6-2、6-3、6-4、6、7、8-1、
8-2、8

164.82 70.02

4 建昌营煤业有限责任公
司煤矿

1.9 0.7 1.48 4-2、4、5-2、5、6-2A、6-2、6-
1A、6-1、6、6-0、7-1、7 33.43 11.48

5 北山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煤矿

1.2 0.7 0.82 6-1、6 3.16 1.26

6  
 
 
 
 

平庄
矿区

六家煤矿 3.5 1.9 6.45 5、6-2、6-3、6-4、6-5、6-6、
6-7、6-8、6-9 104.95 49.49

7 西露天矿 3.2 0.4 1.27 2、1 31.48 20.01
  公格营子煤矿 2.7 0.4 1.84 5、6-1、6-2 38.21 20.01
8 古山镇第一煤矿 1.8 0.4 0.60 5、6-1、6-2 23.57 10.64
9 向阳煤矿 5.4 1.9 9.97 3-2、3-1、3、4-1、4、5-2、5-1、

5、6、7、8、9 19.28 11.88

—   合    计 — — — — 848.29 421.73
—   规划大北海勘查区 — 19.56 16.25
—   总资源量 — 867.85 437.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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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区产能核增情况

      目前矿区总规模

21Mt/a,北山矿业原

规模0.3Mt/a，和大

北海勘探区资源整

合后，规模核增至

0.6Mt/a。北山矿业

产能核增后，矿区

总产能达到

21.3Mt/a。





  三     规划修编

1 、新规划矿区范围确定

本次规划矿区分为两个区域，分别是元宝山矿区和平庄矿区。

元宝山矿区又分为元宝山矿区东区和元宝山矿区西区；

平庄矿区又分为平庄矿区南区和平庄矿区北区；

元宝山矿区东包括北山矿业煤矿和大北海勘探区；

元宝山矿区包括风水沟煤矿、老公营子煤矿、建昌营煤矿、

元宝山露天煤矿。

平庄矿区南区包括西露天煤矿。

平庄矿区北区包括六家煤矿、公格营子煤矿、向阳煤业煤矿、

古山镇第一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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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矿区规划能力

序号 名称
本次规划规模
（Mt/a）

现状规模
（Mt/a） 备注

1 元宝山露天煤矿 12.0 12.0 平煤公司露天

2 老公营子矿 1.8 1.8 平煤公司井工

3 六家矿 1.8 1.8 平煤公司井工

4 风水沟 2.1 2.1 平煤公司井工

5 西露天矿 1.2 1.2 平煤公司井工

6 建昌营煤业 0.45 0.45 地方井工煤矿

7 北山煤矿 0.6 0.3停产 地方井工煤矿

8 公格营子煤矿 0.3 0.3 地方井工煤矿

9 古山镇第一煤矿 0.45 0.45停产 地方井工煤矿

10 向阳煤矿 0.6 0.6在建 地方井工煤矿

本次规划矿区建设规模为21.3M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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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矿区各个煤矿服务年限

矿区名称 序号 建设性质 矿井名称
规模 资源储量

（Mt）
可采储量 剩余服务年限

（a）（Mt/a） （Mt）

元宝山煤
田

1 国有煤矿生产井 元宝山露天煤矿 12 331.33 185.28 14

2 国有煤矿生产井 风水沟煤矿 2.1 79.39 36.32 12.4

3 国有煤矿生产井 老公营子矿 1.8 164.82 70.02 27.8

4 地方煤矿生产井 建昌营煤矿 0.45 33.43 11.48 18.2

5 地方煤矿停产井
北山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煤矿

0.6 22.71 17.51 20.8

平庄煤田

5 国有煤矿生产井 六家煤矿 1.8 104.95 49.49 19.6

6 国有煤矿生产井 西露天矿 1.2 31.49 20.01 11.9

7 地方煤矿生产井 公格营子 0.3 27.53 10.64 25.3

8 地方煤矿在建井 古山镇第一煤矿 0.45 19.28 11.88 18.8

9 地方煤矿在建井 向阳煤矿 0.6 50.15 31.98 38.07

       风水沟煤矿剩余服务年限12.4年，由于煤层赋存条件等影响，
开采成本较大，整体经济效益不理想。经国家能源集团批准，风水
沟煤矿于2024年底停产。至于剩余  32.12Mt的可采原煤量，待
煤价上升至能使风水沟煤矿产生一定经济效益时继续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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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矿区规划规模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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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重点关注问题1（西露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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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重点关注问题1：

       西露天矿矿权证外井筒

保护煤柱资源238万吨，预

计采出量128万吨，按照目

前120万吨/年的生产规模，

可以延长矿井服务年限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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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重点关注问题2：

        该部分资源量与老公营子煤矿相邻，建议老公营

子煤矿将其整合，进行井工开采。

煤层号
估算标高

(m)
资源量(万吨) 累计保有资

源量
(万吨)

累计查明资源
量

(万吨)

可采
面积

(km2)122b 333
6 120～35 1213 2367 3580 3580 1.04
7 120～0 162 156 318 318 0.70

合计 1375 2523 3898 3898  

元宝山露天煤矿采矿许可范围外资源量估算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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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重点关注问题3：

        元宝山露天煤矿、建昌营煤矿、老公

营子煤矿三个矿权之间有一个三角空白区

占地面积0.06Km2，资源量252.4万吨。另

外，元宝山露天煤矿端帮压煤量压覆面积

0.28Km2，资源量1112万吨。建议这两部

分资源利用老公营子现有设备后期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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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编重点关注问题4：

        大北海勘探区长3km，宽

2.3km，面积6.9km2，大北海勘

探区保有资源量19.56Mt,可采资

源量16.25Mt。另外，北山矿区

保有资源量3.15Mt,可采资源量

1.26Mt；故共有资源量22.71Mt，

估算可采储量17.51Mt。将来以

0.6Mt/a规模开采。





  六     结论

1、本次规划了1个露天矿和9个井工矿，矿区总规模为21.3Mt/a 。

2、元宝山露天煤矿闭坑后，利用老公营子现有设备井工方式开采深部资源。

3、北山煤矿与大北海勘探区形成资源整合区以0.6Mt/a规模开采。

4、矿区铁路、公路交通运输条件良好。

5、目前矿区总平面规划的工业场地、排土场、装车站及铁路等设施选址合

理，露天矿优先利用内排土场减少外排占地，选煤厂等配套设施符合环保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