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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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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辽宁省物测勘查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物测勘查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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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砂石价格不断上涨，非法开采海砂情况时有发生。非法开采海砂使我省砂

质海岸线不断退化，破坏海底生态环境。同时，非法开采海砂去向难以控制，一旦流入建筑

市场，在建筑中滥用，危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为规范我省海砂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海洋矿产资源，避免不合格的海砂进入建筑工程，

保障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制定了本文件。结合我省实际情况，规范了海砂资源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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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砂资源开发利用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辽宁省海砂资源开发利用所需遵循的规定与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海砂资源开发利用工作。

本文件所指的海砂资源为出产于海洋和入海口附近的砂，不包含金属砂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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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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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4684 建设用砂

JG/J 206 海砂混凝土应用技术规范

DD 2012－10 海砂（建筑用砂）地质勘查规范

DB/T 3425-2021 海砂鉴定技术规范

JG/T 494 建筑及市政工程用净化海砂

DZ/T 0208 矿产地质勘查规范金属砂矿类

GB 55008 混凝土结构通用规范

JGJ 52 普通混凝土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标准

DB21/T 2945 海砂开采占用海域面积测绘鉴定技术

QB/T 2196 玻璃工业用石英砂的分级

GB/T 9442 铸造用硅砂

GB/T 2684 铸造用砂及混合料试验方法

GB/T 26000 膨胀玻化微珠保温隔热砂浆

JC/T 2198 沙滩排球用砂

SY/T 5184 砾石充填作业用砂检测推荐作法

DL/T 336 石英砂滤料的检测与评价

GB 3097 海水水质标准

GB 18421 海洋生物质量

GB18668 海洋沉积物质量

GB3552 船舶水污染物排放控制标准

GB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9485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2010〕

3 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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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砂 sea sand

出产于海洋和入海口附近的砂，包括滩砂、海底砂和入海口附近的砂。

3.2

海砂开采 marine sand mining

使用船只或其他工具、设备获取海砂资源的活动。

3.3

净化海砂 washed sea sand

采用专用设备和工艺技术进行处理达到使用要求的海砂。

4 总则

4.1.1海砂资源开发利用应遵守我国现行涉及开采海砂的法律、法规。

4.1.2辽宁省海砂资源开发利用应遵守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发布的相关通知和规定。

4.1.3海砂资源开发利用流程如图 1，内容包括：

a）海砂资源勘查与开采规划

b）环境影响评价

c）海域使用论证

d）海砂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

e）海域使用权与海砂采矿权审批与出让

f）建设用海砂与其他用海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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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海砂资源开发利用流程图

5 海砂资源开采

5.1 海砂资源勘查与开采规划

5.1.1海砂资源勘探工作应符合 DD 2012-10 的要求。

5.1.2应以资源的自然禀赋为基础，在充分调查、了解全省海域海砂资源分布、储量的基础

上，对海砂资源富集区域进行适当的等级评价。

5.1.3海砂资源开采应符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矿产资源规划、海洋

生态保护红线等要求，遵循合理开发、节约集约利用资源的原则。



DB22/T XXXX—2022

4

5.2 环境影响评价

5.2.1海砂开采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主要内容应包括：

a）海水水质环境；

b）海洋沉积物环境；

c）海洋生态和生物资源环境；

d）海洋地形地貌与冲淤环境；

e）海洋水文动力环境；

f）环境风险分析与风险防范对策措施；

g）其他。

5.2.2 环境影响评价应采用国家质量标准和污染物排放标准作为评价标准，按照 GB3097、

GB18421、GB18668、GB3552、GB11607 的要求执行，也可采用行业质量标准和地方质量标准

作为环境质量评价标准。采用的标准中的某项（某要素）质量指标不一致时，应以要求最严

格的指标为准。

5.2.3公众参与评价主要内容宜包括：海砂开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的公开、公众参与调

查时间、方法与形式；公众参与调查对象、范围与内容；调查对象的分类方法与反馈机制；

调查样本数量与回收率；各种形式公众参与分析与结论，包括对海砂开采的态度、意见和建

议等。

5.2.4海砂开采环境影响报告书格式参考 GB19485。

5.3 海域使用论证

5.3.1海域使用论证内容主要包括：

a) 项目用海必要性分析；

b) 项目所在海域概况；

c) 资源生态影响分析；

d) 海域开发利用协调分析；

e) 项目用海与国土空间规划的符合性分析；

f) 项目用海方案分析；

g ）生态保护修复和使用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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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在海域使用报告中，海砂开采用海选址应分析岸滩和海床稳定性、冲淤环境、海洋生

态的适宜性以及相关管理要求的符合性，应提出海域使用动态监视监测的重点内容，用海后

评估周期、范围和重点等方面的建议，应关注对海岸侵蚀、海床稳定和地形地貌的影响，论

证重点为用海面积合理性、资源生态影响。

5.3.2海域使用论证报告书格式参考《海域使用论证技术导则》〔2010〕。

5.4 海砂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5.4.1开发利用方案，应遵循“安全、高效、经济和充分利用资源”的原则来确定。主要内

容应包括：确定开采储量、开采方式、运输方案及厂址选择，同时针对采砂引起的地质灾害

做出评价，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监测预防措施。

5.4.1开发利用方案编制应符合《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和《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方案编写内容要求的补充说明》的要求。

5.5 海域使用权与海砂采矿权

5.5.1 海域使用权价值评估应符合《海域评估技术指引》（2013 年）的要求，评估拟开采

海砂海域在正常条件下的价格水平。海域使用价值评估内容应包括：海域价格影响因素分析、

确定海域评估的原则、方法和过程。

5.5.2海砂采矿权收益评估应符合《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和《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的要求，遵循独立性、客观性与公正性原则，对拟开采海砂

海域采矿权出让收益价值进行评价、估算，并通过评估报告的形式提供咨询意见。

5.6 开采监管

5.6.1应建立长期有效监管机制，宜建立健全海砂开采许可、运输、销售、堆放、使用全过

程可追溯的信息共享、信息通报机制。

5.6.2应按照批准的范围、方式、开采年限、开采量等指标规范有序开采海砂。

5.6.3对违法开采海砂行为的监管可运用卫星遥感、日常巡查、实地核查、网络监控等手段。

5.6.4应对开采出来的海砂进行抽样鉴定，确定其属性及含矿性，鉴定方法宜按照 DB/T 3425

的要求，如发现砂矿，按照相关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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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建设用海砂

6.1应选取科学、合理的海砂淡化、除盐等净化处理的方法。

6.2 经脱盐合格后的净化海砂，可用于建设工程。

6.3 用于工程建设的原材料时，应符合 GB 55008、GB/T 14684、JGJ 52、JGJ 206、JGT 494、

JC/T 2198的规定。

表 1 主要规范中建设用海砂氯离子、贝壳含量要求一览表

规范名称 Cl
-
指标（%） 贝壳（%）

GB55008-2021混凝土结

构通用规范

钢筋混凝土用砂，氯离子含量

不应大于0.03%；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用砂，氯离

子含量不应大于0.01%

GB/T 14684 建设用砂
Ⅰ类≤0.01 Ⅱ类≤0.02 Ⅲ类

≤0.06

Ⅰ类≤3.0 Ⅱ类≤5.0 Ⅲ类≤8.0

JGJ 206-2010海砂混凝土

应用技术规范
≤0.03

混凝土强度等级≥C60,贝壳含量≤3；

混凝土强度等级C40～C55,贝壳含量≤5；

混凝土强度等级C35～C30,贝壳含量≤8；

混凝土强度等级C25～C15,贝壳含量≤10；

JGT 494-2016 建筑及市

政工程用净化海砂
Ⅰ类≤0.003 Ⅱ类≤0.005

Ⅰ类≤3.0 Ⅱ类≤5.0

JGJ 52-2006普通混凝土

用砂、石质量及检验方法

标准

钢筋混凝土用砂，氯离子含量

不得大于0.06%；

预应力钢筋混凝土用砂，氯离

子含量不得大于0.02%

混凝土强度等级≥C40,贝壳含量≤3；

混凝土强度等级C35～C30,贝壳含量≤5；

混凝土强度等级C25～C15,贝壳含量≤8

7 其他用海砂

7.1用于玻璃工业，应符合 QB/T 2196的要求。

7.2用于铸造，应符合 GB/T 2684、GB/T 9442的要求。

7.3用于制造绝热砂，应符合 GB/T 26000 的要求。

7.4用于充填作业，应符合 SY/T 5184 的要求。

7.5用于滤料，应符合 DL/T 336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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