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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 言

第一节 目的与任务

受福州高新区洪山园管理委员会委托，福建省地质调查研究院承

担福州高新区洪山园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工作。

工作目的：通过调查园区范围内及周边影响范围，矿产资源分布

与矿权设置情况，为区内工程建设布局设计提供依据。

工作任务：调查了解该规划区影响范围内矿产资源分布、开采和

矿业权设立情况，填写《福建省区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表》并通过省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对工程建设需要压覆的矿产资源，编写《区

域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第二节 调查评估方法及依据

1、调查评估的主要工作方法：

本次调查评估主要工作方法和程序按照闽自然资发[2019]137号

文要求，首先向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调查了解园区场地影响范围矿

产资源分布、开采和矿权设立情况，并填写《福建省区域压覆矿产资

源调查表》，经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并签署意见。然后到部分

矿区实地调查了解勘查现状及其开发建设条件。在此基础上编写本报

告。

2、调查评估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1994 年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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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国务院令第 152 号发布）；

（3）、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86 号《关于规范建设项目

压覆矿产资源审批工作的通知》；

（4）、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10]13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进

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通知》,2010 年

9 月 8 日；

（5）、福建省国土资源厅，闽国土资综[2010]250 号《转发国土

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做好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管理工作的

通知》，2010 年 10 月 13 日；

（6）、福建省自然资源厅，闽自然资发[2019]137 号《福建省自

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工作的通知》，

2019 年 7 月 17 日；

（7）、北京欣国环环境技术发展有限公司《福州高新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环境影响报告》(2016 年）；

（8）、福州市人民政府《福建省福州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

（2016-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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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评估工作概述

第一节 交通位置

福州市是福建省省会，位于福建省中部东端，介于北纬 25°

15′～26°39′、东经 118°08′～120°31′之间。东临台湾海峡，

西靠三明市、南平市，南邻莆田市，北接宁德市。东西最大横距 128km，

南北最大纵距 145km，总面积 12251km
2
。本次评估区位于福州市鼓楼

区工业路，北侧为杨桥路、南侧为乌山西路、西侧紧临西禅寺切割部

分福大校区、东侧紧邻福屿路；距离西部闽江约 1km，距离东部的福

州中心（东街口）约 2km，交通十分便利。(图 2-1)

图 2-1 评估区交通位置图

评估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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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园区范围沿革

福州高新区洪山园属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福州市科技园

区）。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原福州市科技园区）始建于 1988 年。

1991 年 3 月，被正式批准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发[1991]12

号文件“国务院关于批准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和有关政策规定的

通知”）。

1992 年，国家科委对原福州市科技园区区域范围和面积进行了

审定。根据科委《关于审定福州市科技园区区域范围和面积的函》，

原福州市科技园区由三块独立地域组成，分别位于洪山乡、马尾区和

仓山区，总面积 5.5km
2
，其中：洪山部分 3.6km

2
，马尾部分 1.4km

2
，

仓山部分 0.5km
2
。

1997 年，福州市行政区划调整时，将洪山部分红线内的部分区

域划归台江区，成立福州市科技园区台西科技园（榕政综[1997]32

号文）管辖。

1999 年，科技部[1999]586 号文件将洪山部分难以开发利用的

3km
2
面积调整到仓山部分。调整后，洪山部分（洪山园）规划面积为

0.6km
2
，仓山部分（仓山园）为 3.5km

2
。

2017 年 4 月 13 日高新区召开的“开发区土地复核工作会议”的

要求以及《关于做好开发区土地复核工作的通知》闽发改外经

[2017]217 号文件精神，国土部整改要求中涉及福州高新区洪山园的

问题为面积一致性审查第 7类“申报坐标量算面积与申报面积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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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调整坐标确保申报坐标量算面积与申报面积一致，经过复核整改，

重新上报审核材料。

依据新上报审核材料，园区范围位于工业路、乌山西路至杨桥路

段，北侧为杨桥路、南侧为乌山西路、西侧紧临西禅寺切割部分福大

校区、东侧紧邻福屿路，园区用地面积约 0.600037 km
2
，园区红线及

区边界拐点坐标见表 2-1。

表 2-1 福州高新区洪山园边界主要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编号
拐点坐标（2000）

拐点编号
拐点坐标（2000）

X Y X Y

J1 2885974.92 40426963.56 J18 2884998.17 40427270.27

J2 2886051.29 40427178.13 J19 2885015.86 40427258.24

J3 2886068.30 40427256.67 J20 2885148.22 40427198.21

J4 2886104.56 40427505.05 J21 2885210.92 40427337.71

J5 2886004.61 40427517.89 J22 2885214.94 40427346.67

J6 2885874.27 40427537.41 J23 2885332.36 40427293.75

J7 2885874.82 40427549.89 J24 2885360.86 40427280.91

J8 2885791.06 40427554.94 J25 2885457.92 40427236.85

J9 2885775.79 40427525.31 J26 2885508.34 40427214.00

J10 2885680.20 40427575.08 J27 2885645.03 40427152.06

J11 2885676.16 40427615.57 J28 2885518.17 40426914.15

J12 2885596.32 40427602.50 J29 2885490.01 40426844.92

J13 2885584.15 40427635.90 J30 2885914.13 40426705.48

J14 2885250.16 40427777.81 J31 2885946.37 40426779.12

J15 2885210.26 40427688.24 J32 2886056.70 40426740.62

J16 2885074.63 40427410.54 J33 2886117.35 40426901.23

J17 2885069.28 404274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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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园区定位及发展现状

福州高新区洪山园是1991年设立的首批27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

业园区之一，现已初步形成了以新一代信息技术、科技服务为主导支

柱产业，是融入市区的开放式园区。本区涵盖的主要功能区包括研发

生产、教育培训、居住和综合服务四大功能。

园区包含办公与居住区 1处，教育设施 4处。区内用地范围多为

已建成区域，现状无大规模挖填方建设，仅部分单体项目正在施工，

建设主体已完成。评估区南北向展布，地势较为平坦，多为平原区，

生活与商务办公楼多为中高层建筑，教育设施以中低层建筑为主，建

筑顺地形修建，各区域整平标高大致相同。

第四节 工作区以往地质工作

区内先后完成 1:5 万、1;20 万 1:25 万区域地质调查；1:2.5 万

供水水文地质勘探；1:25 万区域水文地质普查；1:5 万工程地质调查；

福州市地质灾害调查与区划；县区级地质灾害详细调查。2012 年开

展的《闽江口地区地质环境调查（福州城市地质调查）》项目也从基

础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等多个方面对该区域开展了

详尽的调查工作。

上述各类工作对评估区的区域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和

地质灾害的发育情况等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查研究，为本次地质灾害评

估工作提供了较为翔实的基础地质、工程地质等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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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地质环境条件

第一节 区域地质背景

闽江口地区位于欧亚大陆板块的东南缘，在大地构造单元上分属

于闽东火山断坳带和平潭—东山构造带，断裂构造十分发育，出露基

岩主要为火山岩地层和燕山期侵入岩，褶皱不发育。北北东向、北东

东向、北西向断裂为全区主干构造，另还发育南北向断裂，分别归属

于 7条区域性断裂带，构成了全区的基本构造格架。工作区周边主要

发育北东东向主干构造。（图 3-1）

图 3-1 评估区地质构造图

主要断裂和构造演化：工作区周边发育主断裂为坑园﹣宦溪断裂

带，位于区域性连江﹣永定北东东向断裂带的东北段，沿坑园、马鼻、

东湖、宦溪、闽侯一线呈 NEE60°方向延伸，北端没入海域、南端延

出区外，区内长约 70km、宽约 20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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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断裂带主要活动于燕山晚期，喜马拉雅期仍有强烈活动。早白

垩世该带对石帽山群火山喷发和岩浆侵入有一定的控制作用，宦溪﹣

坑圆一带晚白垩世花岗斑岩侵入受其控制，呈岩墙带状展布，延伸长

达近 50km。喜马拉雅期该断裂带的活动对地形地貌有着强烈的改造

作用，宏观线状地形较为明显，东北段的一些半岛、岛屿形态以及第

四系盆地的发育有着明显的控制作用。桂湖﹣贵安一带温泉、连江﹣

鳌江口河谷呈 NEE 向带状排列分布。1574 年，在连江贵安一带 5.75

级地震与该断裂带活动有关。上述断裂的最新活动时代为中更新世，

晚更新世以来不活动或未发现其活动迹象。

第二节 气象、水文

福州市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全年冬短夏长，无霜期达 326

天，四季分明，温暖潮湿，雨量充沛，光热丰富，夏季高温多雨，夏

秋之交多台风暴雨，冬季为大陆西北风。该地区降雨量较多，降水量

多集中 5、6 月份，为丰雨季节，雨季为 3-9 月份，旱季为 10 月-翌

年 2月。年最大降雨量 2074.6mm，月最高雨日 18 天，月最大降雨量

613.1mm，日最大降雨量 170.9mm，多年平均降雨量 1343.8mm。

据福州市气象台资料统计，多年平均气温 19.3℃，最冷月 1-2

月，平均气温达 6-10℃，最热月 7-8 月，平均气温 24-29℃。多年平

均气温 19.3℃，历年极端最高气温 39.9℃，极端最低气温-1.7℃，

年平均雾日为 23.6 天，最高达 68 天，年平均相对湿度 77%。

市区常风向为东南向，强风向为西北西，最大风速约为28m/s，

极大风向东北东，极大风速 40.7m/s，多年平均风速 2.8m/s，台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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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发生在 5月中旬至 11 月中旬，台风平均每年 2～3次，7月中旬

至 9月下旬为盛行期，受台风影响平均风速和极大风速均达12 级，

风向东北。

区内及周边主要地表水体包括：

1、评估区北侧新西河与其支流。新西河自西河游泳场由闽江注

入，至杨桥西二桥接陆庄河，新西河长度为 3001.8 米，宽度为 6～

12 米。区内新西河主河道走向为东西向。北西侧支流河流走向为南

北向，自新西河流入福州大学至诚学院景观湖。

2、评估区西部福州大学至诚学院景观湖。湖泊长约 150m，宽约

100m，可见水深约 0.5-1.5m，湖水主要来源为新西河支流。

3、评估区中部大庆河。大庆河西北自凤凰池接新西河，傍工业

路向南又向东延伸注入白马河，是西区泄水防涝的重要排水渠道，全

长 2728.3 米，宽 8.45～12 米。区内河流走向为南北向，至新西河流

往宝龙方向。

其地表水水量随季节变化，雨季水量较大，旱季干涸。

第三节 地形地貌

评估区内地貌类型较为单一，主要为海积平原，地势平较为平坦，

据资料显示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西侧有部分为侵蚀剥蚀残丘，但现已改

造为校区。区内均为建成区，工程建设程度高，地表均已硬化，未见

岩土体露头。

评估区北西侧工业路以西，北临杨桥中路，西临春华路，南临西

禅寺。主要为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与少量办公楼，以中低层建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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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为海积平原与侵蚀剥蚀残丘，地势较为平坦、开阔，海拔约7-14m，

呈南高北低，周边无高陡边坡。侵蚀剥蚀残丘多已整平建设为校区，

仅在学院南侧至诚电影公会旁可见部分坡体，推断为侵蚀剥蚀残丘部

分，坡体因人工改造为人工台地，水泥硬化，残余边坡坡度小于 15°，

残余陡坎高度小于 1m，上部建有校舍。（照片 1、2）

照片 1 福州大学至诚学院地势较为平坦 照片 2 至诚电影公会旁人工台地

评估区东侧北临新西河，南临乌山西路。地貌为海积平原，地

势平缓、开阔，因场地平整不一，海拔约 9-11m 不等，总体呈南低北

高，周边无高陡边坡。场地均为已建成区域，北东侧为五洲佳豪大酒

店等商业建筑与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以中低层建筑为主，其他区

域多为高层商业与生活建筑，有部分零星的中低层建筑（照片 3、4）。

仅存在部分在建工地，为华润万象城与榕发乌山郡，但建筑主体大部

分已完成，未见开挖边坡。（照片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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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黎明技术职业学院中低层建筑 照片 4 高层商业与生活建筑区地势平坦

照片 5 华润万象城建筑工地 照片 6 榕发乌山郡建筑工地

第四节 地质特征

一、地层

评估区地层较简单，仅有第四系分布。第四系按其成因分为全新

统海积层（Qh
2m
）和更新统残积层（Qp

el
），海积层主要分布于园区东

部工业路两侧；残坡积层主要分布于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西侧。

二、侵入岩

评估区附近范围出露的侵入岩主要为早白垩世中细粒正长花岗

岩（ξγK1）,钻孔揭露的下伏基岩岩性相同,中粗粒结构,块状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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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矿物成分为石英、长石。

三、地质构造

工作区多为海积平原，第四系覆盖，部分为侵蚀剥蚀残丘，但现

已改造为校区，未见地层出露，地势较为平坦，均为建成区，据区域

地质资料，本项目范围内及其附近无全新活动性断裂通过；本次野外

调查中，也未见活动性断层及新构造活动迹象，故本区属基本稳定区，

第五节 工程地质

根据区域地质资料及钻孔资料，场区内土层中，表层为第四系全

新统海积层及残坡积层，海积层岩性主要为淤泥、粘土、粉质粘土、

砂石土等，分布于园区东部工业路两侧；残坡积由砂质（含砾）粘性

土组成，主要分布于福州大学至诚学院西侧；基底为早白垩世花岗岩。

第六节 水文地质

区内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岩层孔隙水，赋存于第四系人

工填土和粗砂的孔隙中，地下水类型为孔隙型潜水-承压水；场地地

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地表水补给及同一含水层的侧向补给，

通过蒸发、地下径流方式往低洼处或下部含水层排泄，本次野外调查

期间未见地下水出露。

评估区及其周边地表水系主要有新西河与其支流、福州大学至诚

学院景观湖，属福州城市水网，径流排泄通畅，基本不受洪水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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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人类工程活动

评估区及附近范围内人类工程活动强烈，多为大规模工程建设，

均为建成区，地貌为海积平原与侵蚀剥蚀残丘，侵蚀剥蚀残丘现已改

造为校区，地势较为平坦、开阔，周边无高陡边坡。评估区北西侧主

要为福州大学至诚学院与少量办公楼，以中低层建筑为主。评估区北

东侧为五洲佳豪大酒店等商业建筑与黎明职业技术学院，建筑以中低

层建筑为主，其他区域多为高层商业与生活建筑，有部分零星的中低

层建筑。区内有商业集中区、学校等人口密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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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区域压矿资源调查与评估

第一节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区范围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通知，本项目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评估范围参照

国标《爆破安全规程》相关规定，本项目建设类型属普通厂房、居民

楼、办公楼等项目，压覆矿产调查范围应以建设红线范围外扩 300m

（见表 4-1）。因此，本项目调查总面积约 2.204km
2
，调查范围及拐

点坐标见附图 1，表 4-2。

表 4-1 拟建项目压矿查询影响范围及依据

项目类型 部门管理条例规定
压矿查询影响

范围外扩距离
依据法规名称

普通厂房、居民

楼、办公楼等项目
按照爆破安全管理范围 300 米 国标《爆破安全规程》

油气管线

管道中心线两侧外扩 200 米 200 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石

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穿河道管线、附属设施用地外扩500米。 500 米

专用隧道、阀站范围外扩 1000 米。 1000 米

公路

大中型公路桥梁渡口 200 米、隧道上方

洞口外 100 米

200 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路法》、《公路安全保

护条例》(国务院令 593

号）

国道、省道、县道外推 100 米

乡道 50 米

公路渡口、中型以上公路桥梁周围 200

米

高速铁路

露天开采 1000 米 1000 米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

路安全管理条例》(国

务院令 639 号）
地下采矿 200 米 200 米

高压电线、基站 电力设施周围 500 米 500 米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

（国务院令 23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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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压覆矿产资源调查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编号
拐点坐标（2000）

拐点编号
拐点坐标（2000）

X Y X Y

1 2886347.39 40427128.03 11 2884808.00 40427548.22

2 2886363.67 40427203.18 12 2884805.86 40427544.30

3 2886445.51 40427763.73 13 2884604.63 40427175.09

4 2886186.13 40427797.04 14 2884868.48 40426995.67

5 2886187.67 40427831.57 15 2885171.55 40426858.23

6 2885954.65 40427845.62 16 2885091.04 40426660.30

7 2885942.90 40427963.21 17 2886079.56 40426335.30

8 2885681.61 40427920.45 18 2886109.78 40426404.35

9 2885096.12 40428169.22 19 2886234.01 40426361.00

10 2884938.37 40427815.15 20 2886498.68 40427061.82

第二节 区域压覆矿产资源情况

根据本次工作的调查和省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审查认定结果，本

园区影响范围内无压覆矿产资源，无设置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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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 论

一、本次调查评估工作依据《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压覆重

要矿产资源审批工作的通知》（闽自然资发[2019]137 号）及《洪山园管委会关

于开发区土地复核工作的整改说明》上报审核材料，对福州高新区洪山园影响

范围内及周边矿产资源分布情况进行调查。

二、根据省自然资源厅通知，参照《爆破安全规程》相关规定，本次压覆

矿产资源调查总调查面积 2.204km
2
。

三、通过本次调查，并经省自然资源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后，确认评估范围(规

划区红线外扩 300m)内无压覆矿产资源，无设置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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