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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
探矿权评估报告

内审意见

公司组织对《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评估报

告》进行了内部审阅，意见如下：

1．矿权概况：该探矿权位于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境内，面积：

0.1160km²，探矿标高：+990m～+895m，勘查矿种：制灰用灰岩。

2．评估工作：该评估任务由矿业权评估师担任项目负责人并组成

评估项目组开展了现场调查工作。现场调查中对已收集资料进行了核

实，并收集了探矿权出让技术报告资料，对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

灰岩矿详查的探矿权价值进行了评定估算，完成了评估报告初稿。

3．评估资料：本次评估引用主要基础资料为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4年 4月编制的《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

前期技术报告》。

4．评估方法：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

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探矿权的具体特点，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进行了评估。

5．评估参数：评估探矿权面积：0.1160km²，预获评估范围内制灰

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重庆市渝东北石灰岩（制

灰用）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2.60元/吨；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

系数（e）：1.03；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g）：1.02；矿体蕴藏

规模显示调整系数（q）：1.07；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1.05；产品

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0.91；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1.03；

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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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

探矿权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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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评估机构：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

评估范围：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委

托的勘查范围，探矿标高：+990m～+895m，勘查矿种为制灰用灰岩。

评估目的：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新设置并通过公开方式出让

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根据相关规定，需对该探

矿权进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该探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

供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4年 3月 31日。

评估方法：基准价因素调整法。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探矿权面积：0.1160km²，预获评估范围内制

灰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重庆市渝东北制灰用灰

岩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2.60元/吨；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系数

（e）：1.03；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g）：1.02；矿体蕴藏规模

显示调整系数（q）：1.07；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1.05；产品销售

价格调整系数（p）：0.91；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1.03；

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1.05。

评估结论：本公司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根

据本次评估目的并结合该探矿权的具体特点，按照矿业权评估的原则和

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估算，确定巫溪县峰

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预获制灰用灰岩资源总量 805.40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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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

探矿权评估报告
渝国能评报字（2024）第 018号

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受巫溪

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对“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

探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公司接受委托之后，根据国家有关矿业

权评估的规定，本着客观、独立、公正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评估方法，

遵循《矿业权评估程序规范》（CMVS 11000—2008）、《重庆市矿业

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等规定的评估程序，对该矿进行

了尽职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该探矿权在 2024年 3月 31日所

表现的价值作了公允反映。现将探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评估机构

机构名称：重庆市国能矿业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住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金渝大道 89号 10幢 1-8-2；

通讯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金渝大道 89号线外城市花园 10幢 8楼；

法定代表人：李正明；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8]001号。

2．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方：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3．探矿权（申请）人

该探矿权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新设置的探矿权，还未进行出

让相关工作，暂无确定的探矿权人。

4．评估目的

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拟新设置并通过公开方式出让巫溪县峰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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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根据相关规定，需对该探矿权进行评

估。本次评估即是为评估委托人确定该探矿权出让收益底价提供参考意

见。

5．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为“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

6．评估范围

（1）矿区范围

本次评估范围为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委托的勘查范围，由 12 个拐点圈定，面积：0.1160km²，探矿标高：

+990m～+895m，勘查矿种：制灰用灰岩。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详见表 6-1。

表 6-1 探矿权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地理坐标 大地坐标

东经 北纬 X（m） Y（m）

矿区面积 0.1160km²，勘查标高：+990m～+895m，勘查矿种：制灰用灰岩

评估范围即为上述委托的矿区范围，与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4

年 4月编制的《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

技术报告》划定的矿区范围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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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资源量

据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4年 4月编制的《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

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预获评

估范围内制灰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

7．矿业权历史沿革、评估及有偿处置情况

7.1 探矿权历史沿革及矿权关系

（1）探矿权出让计划范围

2023年 10月 23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具了《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详查探矿权出

让项目计划的函》（渝规资函〔2023〕2472号），根据出让计划：该探

矿权出让范围由 12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1160km²，勘查矿种为制灰

用灰岩。出让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7-1。

表 7-1 出让计划范围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号
地理坐标 大地坐标

东经 北纬 X（m） Y（m）

矿区面积 0.1160km²，勘查标高：+990m～+895m，勘查矿种：制灰用灰岩

（2）勘查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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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4年 4月编制的《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

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及其评审意见书，勘查范

围与计划出让矿区范围一致。详见表 6-1。

（2）相邻关系

根据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矿业权管理系统查询，探矿权范围四

周无现有矿业权设置，无矿权重叠和资源纠纷，无生态保护红线范围，

无永久基本农田、公益林、保护地等，且最近直线距离大于 5m。探矿

权范围不在主要河流（大宁河）可视范围内（距大宁河直线距离 8km以

上），不在铁路、高速公路、国道等可视范围内。详见图 7-1、图 7-2。

图 7-1 探矿权范围(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公益林相互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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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探矿权范围(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红色图斑）相互关系示意图

7.2 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史

该矿为新设探矿权，未进行探矿权评估。

7.3 矿业权有偿处置情况

该矿为新设探矿权，未进行过矿业权有偿处置。

8．评估基准日

根据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本评估项

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4年 3月 31日。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评估基准日的客观有效标

准。

9．评估原则

（1）遵守独立性、客观性、公正性的工作原则；

（2）遵守预期收益、替代、效用和贡献原则；

（3）遵循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4）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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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和会计准则原则。

10．评估依据

10.1 法律法规和规范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年 8月 27日修正后颁

布）；

（2）《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46号）；

（3）《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令第 241号，根据

2014年 7月 29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4）《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5）《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

发〔2017〕29号）；

（6）《财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

征收办法〉的通知》（财综〔2023〕10号）；

（7）《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2023）》-中国矿业权评估

师协会；

（8）《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9）《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

著，2010年 11月中国大地出版社出版）；

（10）《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 30800—2008）；

（11）《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 17766—2020）；

（12）《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 13908—2020）；

（13）《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用粘土质和硅质原料》

（DZT 0213—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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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重庆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贯彻实施自然资源部推

进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的意见〉的通知》（渝规

资规范〔2020〕6号）；

（15）《重庆市矿产资源管理条例》（2020年 8月 1日第五届重庆

市人大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通过）；

（16）《自然资源价格评估通则》（TD/T 1061—2021）；

（17）《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2022）；

（18）《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

益市场基准价（2023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号）；

（19）《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

（20）《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的通知》（自然

资规〔2023〕1号）；

（21）《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

通知》（自然资规〔2023〕4号）；

（22）《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

（自然资规〔2023〕6号）。

10.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

（1）《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

（2）《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同意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

灰用灰岩详查探矿权出让项目计划的函》（渝规资函〔2023〕2472号）；

（3）《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

术报告》（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2024年 4月）；

（4）《〈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

技术报告〉评审意见书》；

（5）评估人员收集的其他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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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评估区勘查、开发概况

该章节内容摘自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 2024年 4月编制的《巫溪县

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

11.1 矿区位置和交通、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位置和交通

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为新立普查探矿权，位于巫

溪县城区 185°方位，直线距离约 8km，行政区划属巫溪县峰灵镇峰灵

村。中心点坐标为：X：3468505，Y：37363490。

探矿权范围内及周边有乡村水泥公路与东侧 0.3km的两巫路（巫山

-巫溪）相接，经县道到上磺互通口运距约 10km，与安来高速（G6911）

相通。矿区至大宁河临时码头运距约 12km，三峡大坝蓄水期间，大宁

河可通航。交通较方便（见图 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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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1）地形地貌

矿区属构造剥蚀、溶蚀中-低山地貌，整体呈北高、南东低的形式，

山脉走向与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呈近东西向展布，区内地形为山包、

溶蚀槽谷。区内最高点位于拟设探矿权范围的中部山包，标高约

+981.5m；最低点位于拟设探矿权范围南东侧的岩溶洼地中，标高约

+891.2m，相对高差最大约90.3m。自然斜坡坡度多在45°～65°之间。

2）气象

巫溪县地处北半球亚热带暖湿季风气候区，属于亚热带山地气侯。

气候垂直变化明显，具“一山兼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立体气候，年平

均气温15℃，11月下旬至次年3月上旬为冬季，其中1月份最低气温为零

下6℃左右，月平均气温3℃左右，日平均气温大于0℃；一年内极端最

高气温出现在7～8月，平均气温25～27℃，最高气温35℃；多年极端最

高气温低山（城乡）为41.9℃；多年极端最低温度，低山河谷为零下7.3

℃；年平均气温随地势而差异明显。

年降水量1030～1950mm，平均年降雨量1143mm，降雨多集中在5～

9月，占全年降雨量的70%，夏季多大雨和暴雨，最大年降雨量1435mm，

最大月降雨量682mm，最大日降雨量145mm，历年最长连绵降雨日144

天，如2005年5～8月降雨量达865mm，占年均降雨量的81.4%，2014年4

月17日～19日降雨量205mm。年平均相对湿度82%，历年最大积雪厚度

80mm，年平均风速一般为0.8m/s，最大瞬时风速35.3m/s，年静风频率

68%，年最多风向频率为NNW，次多风向以N为主。年平均雾日38.2天，

雾日冬季最多，占全年雾日的50%；常年气压在952.4毫巴之间，历年最

高气压940.3毫巴。

3）水文

探矿权范围内地表均无溪沟、河流等永久性地表水体，发育较多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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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造线基本垂直的溶蚀冲沟，大气降水通过岩溶裂隙、溶沟汇聚到落水

洞及岩溶洼地中进入地下管道汇入地下暗河。大宁河河水面是区域最低

侵蚀基准面（+175m），属长江水系。

4）地震

根据《中国地震区划图》（GB 18306—2015），矿山所在的巫溪县

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0.05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

期为0.35s。本区及其邻近区域近年来未发现有强地震活动，探矿权范围

属无震害区，区域稳定性良好。

5）经济概况

巫溪县位于重庆市东北部，处大巴山东段南麓，是典型的山区农业

县。巫溪县地处渝陕鄂三省交界，东连湖北省神农架林区、竹溪县，南

接奉节县、巫山县，西临开州区、云阳县，北与城口县和陕西省镇坪县

接壤。巫溪县为全国绿化模范县，获得过“绿色中药出口基地”、“全

国魔芋种植重点基地县”、“中国绿色生态马铃薯之乡”、“2011中国

改革年度县”等荣誉称号。

峰灵镇地处巫溪县东南部，区内为汉族居民，村落沿槽谷、山麓缓

坡稀疏分布，乡镇及公路沿线相对密集。区内农业、工业经济欠发达。

耕地主要分布于山麓及槽谷，土地贫瘠、坡度较大，抗旱保水力差，农

业生产条件不佳。山区作物以薯类、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烟叶等。

11.2 矿区地质工作概况

（1）1958年4月，西南煤勘十队提交有《四川省巫山、巫溪、奉节

区地质勘查报告》，填绘有1：25000实际材料图，编有1：10万地形地

质图及其它附件。

（2）1974年，四川地质局第二区域地质测量队四分队完成了城口

县、巫溪县1：20万区域地质、区域地质矿产调查工作，提交有1：20万

《城口幅、巫溪幅区域矿产地质测量报告》和《城口幅、巫溪幅区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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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测量报告》。对区内地层划分、构造特征、区域矿产进行了系统阐述。

（3）2002年，重庆市地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编制有重庆市1：50万

系列地质图件及说明书，对区内地层、构造进行了统一认识。

（4）2006年，重庆市地勘局川东南地质大队开展了1：25万开县幅

区域地质调查，提交有1：25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开县幅）》，归

纳总结区内了地层、岩石、地质构造格局。

（5）2015年4月，重庆市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205地质队了《1：5

巫溪县、长溪河、后窑、高脚岩、栗子坪幅区域地质矿产调查报告》。

对区内地层划分、构造特征、区域矿产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

（6）2021年，重庆一三六地质队提交了《巫溪县矿产资源总体规

划（2021-2025年）》，该探矿权范围为规划设置的勘查开采区块之一。

（7）2022年11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了《巫溪县峰灵镇峰

灵村制灰用灰岩矿地质调查报告》，拟设置矿区在+990m～+895m标高

范围内，制灰用灰岩矿总的潜在矿产资源735.00万吨，其中可利用潜在

矿产资源717.00万吨。预计可采资源量544.90万吨。

（8）2024年 4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编制了《巫溪县峰灵镇峰

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预获评估范围内制

灰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该报告于 2024年 4月 2

日经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托专家以《〈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

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11.3 矿区地质概况

11.3.1 地层

探矿权范围及周边出露最老地层为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T1j）、三

叠系中统巴东组（T2b），最新地层为零星分布的第四系，由新到老依

次如下：

（1）第四系全新统（Q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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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色、黄褐色粘土、粉砂质粘土为主，以及块石土等。厚度为 0～

3m，冲沟附近为块石土等冲、洪积物，平缓的山坡及山脚等地带以坡残

积物为主。与下伏地层不整合接触。

（2）三叠系中统巴东组（T2b）

据岩性、岩相特征，该组可划分四个非正式段，一、三段以陆源碎

屑岩、碳酸盐岩为主，二、四段以碳酸盐岩为主。探矿权范围内及南侧

出露巴东组一段、二段，分述如下：

①二段（T2b2）：出露于探矿权范围外的南侧区域，岩性主要为紫

红色、黄灰色、灰绿色泥岩，偶见灰绿色白云岩，地层厚度＞100m。

②一段（T2b1）：出露于计划探矿权范围内及周边，厚约 100m。

可分为三个亚段。

第一亚段（T2b1-1）：岩性为黄绿色、灰色薄-中层状白云岩、泥质

灰岩，平均厚约 10m。

第二亚段（T2b1-2）：岩性为灰白色、灰色、深灰色厚层状、块状

细晶灰岩。厚 68～80m，平均厚约 73m。为计划开采的矿层。

第三亚段（T2b1-3）：岩性为泥质灰岩、白云岩，平均厚约 16m。

与下伏地层呈整合接触。

（3）三叠系下统嘉陵江组（T1j）

为一套浅海、咸化浅海的振荡环境下沉积的灰岩和白云岩地层，与

下伏大冶组整合接触。按岩性岩相特征将其分为 4个非正式段，其中一、

三段为微晶灰岩夹泥质条带、局部含砾屑灰岩。二、四段为白云岩、白

云质灰岩、岩溶角砾岩组成。矿区北侧出露嘉陵江组四段，详述如下：

嘉陵江组四段（T1j4）：顶部为岩溶角砾岩，为巴东组一段的分层

标志。岩溶角砾岩中的角砾成分多为灰色白云质灰岩及灰色细晶灰岩，

角砾分选性及磨圆性均一般，多呈棱角-次棱角状，角砾大小不一，大

的约 3×8cm，角砾分布不均匀，局部较密，钙质胶结为主。中下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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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灰白色中-厚层状白云岩、灰色薄-中层状白云质灰岩，夹中层状灰色

细晶灰岩。与上覆巴东组地层呈整合接触。厚约 127m。

11.3.2 构造

矿区位于朝阳-官阳背斜南西翼，倾向185°～200°，倾角38°～

44°，区内未见断裂。综上，地质构造复杂程度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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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区位置

.

图11-2 构造纲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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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3 矿层特征

（1）含矿层位

探矿权范围内制灰用灰岩含矿层位为三叠系中统巴东组一段

（T2b1）。厚约100m。可分为三个亚段。

第一亚段（T2b1-1）：岩性为黄绿色、灰色薄-中层状白云岩、泥质

灰岩，平均厚约10m。

第二亚段（T2b1-2）：岩性为灰白色、灰色、深灰色厚层状、块状

细晶灰岩。厚68～80m，平均厚约73m。为计划开采的矿层。

第三亚段（T2b1-3）：岩性为泥质灰岩、白云岩，平均厚约16m。

（2）矿体特征

矿层呈层状，总体上厚度较稳定，在倾向和走向上变化不大。矿层

地貌呈山丘，易于开发。

（3）矿层顶、底板特征

矿层顶板为巴东组一段的第一亚段（T2b1-1），岩性黄绿色、灰色

薄-中层状白云岩、泥质灰岩，厚约10m，层位稳定，以此作为与巴东组

二段的分界标志。顶板与矿层界线清楚，易于区分。

矿层底板为巴东组一段的第三亚段（T2b1-3），岩性为黄灰色、灰

白色厚层状白云岩、泥质灰岩。以此作为与巴东组一段的分界标志，底

板与矿层界线清楚，易于区分。

11.3.4 矿石质量

（1）矿石结构特征

矿石结构一般为微晶结构，少量为泥晶结构；矿石构造一般为薄、

中厚层状构造，少量厚层状构造。

（2）矿石化学成分

巴东组一段（T2b1）灰岩 CaO含量 51.64%～55.39%、平均值 54.24%

（21件），MgO含量 0.37%～2.02%、平均值 1.04%（7），S含量 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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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34%、平均值 0.031%（4），SiO2含量 0.38%～2.68%、平均值 1.12%

（4）。检测数据见下表 11-1；

表 11-1 岩石样品测试结果

样品编号
分析结果（%） 备注

CaO MgO SiO2 S P Na20 K20
A2 54.14 0.64 0.56 0.029 灰岩，矿层

A3 53.99 0.68 0.38 0.030 灰岩，矿层

B4 52.58 1.98 0.86 0.032 灰岩，矿层

C3 52.22 2.02 2.68 0.034 灰岩，矿层

备注：2021年 12月 4日送样检测结果(收集)
B4 54.60 / / / 灰岩，矿层

B5 54.77 / / / 灰岩，矿层

B6 37.77 / / / 顶板，泥质灰岩

B7 54.77 / / / 灰岩，矿层

B8 54.86 / / / 灰岩，矿层

B9 54.68 / / / 灰岩，矿层

C5 54.33 / / / 灰岩，矿层

C6 53.07 / / / 灰岩，矿层

C8 55.04 / / / 灰岩，矿层

C9 51.64 / / / 灰岩，矿层

D2 54.60 / / / 灰岩，矿层

D3 54.24 / / / 灰岩，矿层

D4 54.42 / / / 灰岩，矿层

E 53.25 / / / 灰岩，矿层

E2 48.15 / / / 夹石

S 55.39 / / / 灰岩，矿层

备注：2022年 3月 6日送样检测结果(收集)
Y240658001 54.50 0.49 0.050 0.12 灰岩，矿层

Y240658002 55.37 0.37 0.041 0.10 灰岩，矿层

Y240658003 54.20 1.09 0.064 0.084 灰岩，矿层

备注：2024年 1月 19日送样检测结果

平均值 54.24 1.04 1.12 0.031
通过化分结果初步了解了矿区范围内的石灰岩矿层的化学特征，为

了解矿石质量提供了依据。

（3）矿石理力学性质

巴东组一段（T2b1）石灰岩天然抗压强度 80.4～121MPa、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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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93Mpa，饱和抗压强度 73.8～112MPa、平均 91.27MPa。见表 11-2。

表 11-2 巴东组一段（T2b1）灰岩岩石物理力学试验成果表

检测编

号

原始

编号

岩石

名称

取样

位置

天然抗压强度 饱和抗压强度

备注单值
(MPa)

平均值
(MPa)

单值
(MPa)

平均值
(MPa)

001 1 灰岩 --
84.0

82.3
74.9

74.9

T2b1

80.4 76.0
82.5 73.8

002 2 灰岩 --
93.7

94.5
87.1

86.994.5 85.4
95.3 88.2

003 3 灰岩 --
121

120
112

112119 110
120 114

平均值 98.93 91.27

从上表可以看出，巴东组一段（T2b1）石灰岩矿层抗压强度变化幅

度大，主要因为采取的地表样，受风化、溶蚀裂隙影响。通过类比区域

内同类型矿山，生产销售的碎石、机制砂能满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

筑用石料类》（DZ/T 0341—2020）规范的一般工业指标要求，可以用

于建筑石料。

（4）四、小体重样测试

通过测试，巴东组一段（T2b1）石灰岩天然密度 2.69～2.71g/cm3，

平均值为 2.70g/cm3。

（5）矿石类型

探矿权范围内矿石自然类型为微晶灰岩、泥晶灰岩。

探矿权范围内的巴东组一段的第二亚段（T2b1-2）灰岩的化学成分能

满足《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石灰岩、水泥用粘土质和硅质原料》（DZT 0213

—2020）制灰用石灰岩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6）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探矿权范围内的制灰用灰岩矿成份单一，结构致密，质纯性碎，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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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易碎，矿石含有少量的其它矿物质，对矿石的易碎性和易磨性影响较

小，矿石的加工性能较好。

11.3.5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1）水文地质条件

探矿权范围属构造剥蚀、溶蚀中-低山地貌，整体呈北高、南东低

的形式，山脉走向与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呈近东西向展布，区内地形

为山包、溶蚀槽谷。区内最高点位于探矿权范围的中部山包，标高约

+981.5m；最低点位于探矿权范围南东侧的岩溶洼地中，标高约+891.2m，

相对高差最大约90.3m。自然斜坡坡度多在45°～65°之间，地表径流

条件好，不会存在大量地表水积聚。探矿权范围及其周边无大型水体分

布，未见泉井点出露，仅在区内分布有季节性自然溪沟，其流量受季节

影响较大，区内地形有利于地表水排泄，地表水对矿山开采影响小。

1）含水层

探矿权范围属岩溶地貌，由碳酸盐岩和第四系土层组成。按地下水

赋存条件可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岩溶裂隙水两种类型。

矿区属岩溶地貌，矿区由石灰岩和第四系土层组成。按地下水赋存

条件可分为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和岩溶裂隙水两种类型。

①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水

主要赋存于第四系坡残积土层中，上覆地层粘土透水性差，受大气

降水的直接补给，渗入地下成为上层滞水，水量受大气降水控制明显，

含水性弱，水量小。

②岩溶裂隙水

三叠系中统巴东组一段（T2b1）灰岩富含岩溶裂隙水。裂隙主要以

层间溶蚀裂隙为主，地表岩溶作用较强，探矿权范围内溶沟及溶槽较发

育，未发现溶洞，灰岩风化程度弱。矿区内及周边未见井泉出露。

2）地下水补、迳、泄条件及水力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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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内该类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补给，通过溶蚀管道和溶蚀裂隙

进行储存、运移。地表溶隙、溶孔较发育，多为碎石土充填。地下水富

水性受季节性降水控制，大气降水大多顺斜坡自流排入低洼处，排泄通

畅，对矿山的开采影响小，极少部分沿裂隙风化与岩溶渗入地下排出矿

区。

探矿权范围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探矿权范围位于山坡

上，其地面高程均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高程，补给水源贫乏。

3）供水水源

探矿权范围内地表水缺乏，仅分布有几条季节性冲沟，无常年流水

冲沟，不易集中利用。建矿后可通过修筑蓄水池蓄积大气降水或拦截雨

季地表径流水，水源不足时，可取矿区周边的溪沟取水，以满足矿山工

业用水需求。

4）岩溶发育状况

区内地表灰岩浅部小溶沟较为发育，溶沟深度不大，一般数厘米至

数米。

综上所述，探矿权范围内地表、地下水力联系较好，地表、地下水

在雨季亦能快速排泄于矿区外，故探矿权范围内水文地质条件较简单。

（2）工程地质条件

根据矿区地层岩性、结构构造、组合关系，可分为两个工程地质岩

组。现分述如下：

①第四系松散推积层散体结构工程地质岩组

覆盖于矿区地层上方，岩性为碎石土、粉质粘土，厚度0～3m。粉

质粘土一般呈硬塑状，碎石土呈松散～稍密状。本岩组厚度薄，对工程

影响可忽略不计。

②三叠系中统巴东组石灰岩层状结构工程地质岩组

矿区出露的地层岩性主要为石灰岩，属中～厚层状，其岩质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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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物理力学强度较大，属硬质岩。

综上所述，矿区工程地质条件简单。

（3）环境地质条件

探矿权范围地震基本烈度为Ⅵ级，地形地貌单一，探矿权范围及附

近整体稳定。据《巫溪县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图》，探矿权范围位于

地质灾害低易发区，探矿权范围内无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探矿权范围主要为山包地形，露采条件较好，探矿权范围未来采用

露天爆破落矿方式进行采矿作业，开采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粉尘及噪

音，可采用喷水降尘，仅白天作业等手段降低对附近居民的影响。矿体

及围岩均为无害、无毒物，不会对拟划矿区和外部环境造成危险性污染。

矿区内无重要道路、管线等重要保护对象，周边无文物和自然保护区。

矿区范围内环境地质条件较简单。

综上所述，探矿权范围地质构造和水文地质条件简单，覆盖层、顶

板与矿层界线明显，矿层产状对开采边坡的稳定性无影响，剥采比小于

规范要求的0.5：1。矿山开采技术条件简单，适宜露天开采。

11.3.6 矿山开发利用现状

该矿为新设探矿权，还未进行出让等相关工作。据调查，该探矿权周

边也无制灰用灰岩勘查和开发矿山。

12．评估实施过程

依据国家现行的有关评估政策和法律规定，遵照《矿业权评估程序

规范》（CMVS 11000—2008），依据本次评估目的，本项目评估自 2024

年 4月 22日至 2024年 5月 11日，共分为以下六个阶段：

（1）接受委托阶段：2024年 4月 22日，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以公开方式选择我公司作为承担本项目的评估机构，并向我公司出具了

《出让收益评估委托书》，明确了此次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2）评估准备阶段：根据探矿权的特点，我公司组建了评估项目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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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拟定了相应的评估计划。

（3）资料收集和尽职调查阶段：2024年 4月 23日至 2024年 4月

24日，评估项目组人员收集了该探矿权资料，并对当地市场进行相应调

查和现场查勘工作，了解该探矿权设立、变更和延续情况，收集、核对

了与本次评估有关的地质勘查、技术和经济参数等相关资料、数据和图

件等。

（4）评定估算阶段：2024年 4月 25日至 2024年 5月 5日，对收

集的资料进行整理、分析，制定评估方案，确定评估方法，选取评估参

数，对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的探矿权价值进行了评定

估算，并完成评估报告初稿。

（5）报告评审阶段：2024年 5月 6日～2024年 5月 7日，对评估

报告初稿进行了公司内部审核，对审核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出具探

矿权评估报告送审稿并送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进行评审。

（6）提交报告阶段：2024年 5月 8日～2024年 5月 11日，该评估

报告于 2024年 5月 10日经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后，评估项目组根据评审专家意见对报告进行了修改和补充，2024年 5

月 11日出具正式的探矿权评估报告提交给评估委托方。

13．评估方法

13.1 评估方法的选取

根据《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

报告》（以下简称《出让技术报告》），该探矿权范围完成的主要实物

工作量为：收集区域地质、地质评价地质报告、测试报告等 7套，1∶

2000地形测绘 1.33km²，1∶1000地质剖面测量 0.586km/2条，1∶2000

地质测量 0.20km²（简测），地质调查点 27个，采样测试等。该矿区勘

查程度低，野外调查大致了解了矿区地层、构造、矿层特征、矿石质量、

开采技术条件等，并对矿区范围内的制灰用灰岩资源进行了预测（预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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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内制灰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经综合

分析，该制灰用灰岩矿勘查程度介于空白区和普查区之间。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探矿权

评估方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法、勘查成

本效用法、地质要素评序法等 5种方法；同一评估项目宜采用两种及以

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差值不超过 30%，并取高值形成评估结

论。因方法适用性等原因，只能采用一种方法评估时，评估报告应披露

理由。针对本项目适用的评估方法，本次评估分析如下：

（1）基准价因素调整法：重庆市最新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

价于 2022年制定，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于 2023年 2月 20日以《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23

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号）印发实施；《重庆市矿

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明确了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的基

本原理、评估模型、适用范围、适用条件、操作步骤、注意事项等，制

定并细化了各因素调整系数的取值原则和参考范围、确定方法等。因此，

本项目具备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的条件。

（2）折现现金流量法和收入权益法：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和探矿权

的具体特点，委托评估的探矿权勘查程度低，目前缺少采用收益途径评

估方法的前提条件及相应技术经济参数，不适用于折现现金流量法和收

入权益法。

（3）勘查成本效用法：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2023）》、《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勘

查成本效用法限于投入少量地表或浅部地质工作或者经一定勘查工作

后找矿前景仍不明朗的普查探矿权评估。本次评估对象已探获具有相当

规模的资源（805.40万吨），因此不适宜采用勘查成本效用法。

（4）地质要素评序法：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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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地

质要素评序法限于估算了资源量的普查探矿权评估。本次评估对象勘查

程度介于空白区和普查区之间，因此，地质要素评序法不适合该探矿权

的价值评估。 

综上，根据《矿业权评估技术基本准则（CMVS 00001—2008）》、

《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CMVS 12100—2008）》以及《重庆市矿业

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等的规定，结合本次评估目的和

探矿权的具体特点，确定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进行评估，其评估结果

即为该探矿权评估价值。 

13.2 评估模型 

固体矿产探矿权基准价因素调整法评估模型 

P＝Pj×e×g×q×s×p×λ×z 

式中： 

P——单位探矿权评估价值； 

Pj——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e——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系数； 

g——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 

q——矿体蕴藏规模显示调整系数； 

s——矿石质量调整系数； 

p——产品价格调整系数； 

λ——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 

z——区位条件调整系数。 

14．评估参数 

14.1 引用资料评述 

本项目评估依据的《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

出让前期技术报告》（简称《出让技术报告》）是由重庆地质矿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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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2024年4月编制，报告预获评估范围内制灰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推

断）805.40万吨；该报告于2024年4月2日经巫溪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委

托专家以《〈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

术报告〉评审意见书》评审通过。

因此，该《出让技术报告》作为本次评估的基础依据可信。

14.2 评估参数

14.2.1 参与评估的资源量

据《出让技术报告》及《评审意见书》，预获评估范围内制灰用灰

岩资源总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

因评估对象为新设探矿权，未进行勘查和开采，故本次评估基准日

与《出让技术报告》估算的资源总量完全一致。

因此，截至评估基准日，矿区范围内参与评估的制灰用灰岩资源总

量（控制+推断）805.40万吨。

14.2.2 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

市场基准价（2023年版）〉的通知》（渝规资规范〔2023〕3号），重

庆市渝东北石灰岩（制灰用）探矿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为 2.60元/吨。

14.2.3 探矿权基准价因素调整系数的确定

根据《重庆市矿业权评估技术要求》（YGZB 04—2023），固体矿

产探矿权评估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地质勘查工作程度、区域成矿地质

条件、矿体蕴藏规模、矿石质量、产品销售价格、矿体赋存开发条件、

区位条件等。

（1）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系数（e）

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系数（e）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80～1.2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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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 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系数（e）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无可利用的地质工作成果 0.80～0.99

2 开展过找矿等地质工作，有可利用的地质成果 1.00～1.10

3 开展过普查等地质勘查工作，有可利用地质成

果报告
1.11～1.20

2024年 4月，重庆地质矿产研究院在勘查区做过现场调查、地形

地质测量、控制测量、采样测试和综合分析研究等相关地质等工作，获

得了部分地质资料，完成了《出让技术报告》，有可利用地质成果。

综上，本次评估地质勘查工作程度调整系数取 2档，赋值 1.03。

（2）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g）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g）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50～1.2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2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g）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差，勘查区外围无关联矿种

的成矿预测区（带）和已知的矿点
0.50～0.99

2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一般，勘查区外围有关联矿

种的成矿预测区（带）和已知的矿点或矿床，

但矿床的工业类型一般

1.00

3
区域成矿地质条件好，勘查区外围有关联矿种

的成矿预测区（带）和已知的矿点、矿床，且

矿床工业类型好

1.01～1.20

根据《出让技术报告》，探矿权位于朝阳-官阳背斜南西翼，倾向

185°～200°，倾角38°～44°，区内未见断裂。含矿层为三叠系中统

巴东组一段（T2b1）第二亚段（T2b1-2）制灰用灰岩，主要岩性特征为：

灰白色、灰色、深灰色厚层状、块状细晶灰岩，矿层呈层状，总体上厚

度较稳定，在倾向和走向上变化不大。矿层地貌呈山丘，易于开发，区

域成矿地质条件好。

综上，本次评估区域成矿地质条件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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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矿体蕴藏规模显示调整系数（q）

矿体蕴藏规模显示调整系数（q）分为 4个档，取值范围 0.80～1.2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3 矿体蕴藏规模显示调整系数（q）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通过前期地质工作，预测级以上的资源量达到

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以下
0.80～0.99

2 通过前期地质工作，预测级以上的资源量达到

小型矿床规模标准上限的 1/2以上
1.00

3 通过前期地质工作，预测级以上的资源量达到

中型矿床规模标准
1.01～1.10

4 通过前期地质工作，预测级以上的资源量达到

或超过大型矿床规模标准
1.11～1.20

据《出让技术报告》，预获评估范围内制灰用灰岩资源总量（控制

+推断）805.40万吨，根据《矿产资源储量规模划分标准》（DZ/T 0400

—2022），预测级以上的资源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标准（资源储量 200～

1000万吨的制灰用灰岩属中型矿床）。

综上，评估对象的资源储量达到中型矿床规模标准，本次评估资源

储量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7。

（4）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

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分为 3 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4 矿石质量调整系数（s）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石质量差，选矿或加工性能差 0.90～0.99

2 矿石质量中等，选矿或加工性能中等 1.00

3 矿石质量好，经可选性试验，选矿或加工性能好 1.01～1.10

据《出让技术报告》，巴东组一段（T2b1）灰岩 CaO含量 51.64%～

55.39%、平均值 54.24%（21件），MgO含量 0.37%～2.02%、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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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4%（7），S含量 0.029%～0.034%、平均值 0.031%（4），SiO2含量

0.38%～2.68%、平均值 1.12%（4），石灰岩天然密度 2.69～2.71g/cm3，

平均值为 2.70g/cm3。矿石的加工性能较好，满足制灰用石灰岩一般工

业指标要求。

综上，评估对象的矿石质量好，加工性能较好，本次评估矿石质量

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5。

（5）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

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p）按下列公式计算：

p＝ps÷px

式中：p——产品销售价格调整系数；

ps——评估基准日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px——基准价当年产品平均销售价格。

重庆市最新的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于 2022年制定，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于 2023年 2月 20日以《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

〈重庆市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2023年版）〉的通知》（渝规资

规范〔2023〕3号）印发实施。

评估对象为探矿权，无矿石销售价格资料。据调查了解，当地也

无制灰用灰岩生产矿山，无法收集评估用销售价格。经查询重庆市矿产

品交易信息网（www.cqkcpjy.com）《重庆市矿产品监测统计报告》资

料，也无制灰用灰岩销售价格监测资料。但《重庆市矿产品监测统计报

告》中与制灰用灰岩矿石用途相似、矿石质量要求基本相近的熔剂用灰

岩有较完整的销售价格资料，经分析，本次评估参考采用。据《重庆市

矿产品监测统计报告》，熔剂用灰岩的销售价格为：2022年平均 20.33

元/吨，2023年 4月～2024年 3月平均 18.41元/吨，产品销售价格调整

系数为 0.91（18.41÷20.33），销售价格详见表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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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5 重庆市熔剂用灰岩销售价格统计表（元/吨）

时间（年·月） 销售价格 时间（年·月） 销售价格

2022年 1月 14.56 2023年 4月 21.84
2022年 2月 29.13 2023年 5月 22.10
2022年 3月 19.34 2023年 6月 19.71
2022年 4月 22.51 2023年 7月 14.71
2022年 5月 22.54 2023年 8月 17.72
2022年 6月 19.61 2023年 9月 14.83
2022年 7月 20.45 2023年 10月 18.87
2022年 8月 21.99 2023年 11月 16.42
2022年 9月 21.60 2023年 12月 17.39
2022年 10月 19.75 2024年 1月 21.37
2022年 11月 16.18 2024年 2月 20.10
2022年 12月 16.35 2024年 3月 15.87

平均 20.33 平均 18.41
综上，本项目评估价格因素调整系数取 0.91。

（6）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90～1.10

之间，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6 矿体赋存开发条件调整系数（λ）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矿体埋藏深，水工环地质条件复杂 0.90～0.99

2 矿体埋藏中深，水工环地质条件中等 1.00

3 矿体埋藏浅，水工环地质条件简单 1.01～1.10

探矿权范围属构造剥蚀、溶蚀中-低山地貌，整体呈北高、南东低

的形式，山脉走向与构造线方向基本一致，呈近东西向展布，区内地形

为山包、溶蚀槽谷。区内最高点位于拟设探矿权范围的中部山包，标高

约+981.5m；最低点位于拟设探矿权范围南东侧的岩溶洼地中，标高约

+891.2m，相对高差最大约90.3m。自然斜坡坡度多在45°～65°之间。

矿区地形地貌条件简单。矿山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综上，评估对象的矿体埋藏浅，水工环地质条件简单。本次评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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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方式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3。

（7）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

区位条件调整系数（z）分为 3个档，取值范围 0.80～1.20之间，

具体取值要求参考下表确定。

表 14-7 区位调整因素（z）取值表

档次 评判标志 取值范围

1 区位条件差（交通条件差、自然环境差，基础设施条件差，

地理位置偏远，开发前景差）
0.80～0.99

2 区位条件中等（交通条件一般、自然环境一般，基础设施

条件一般，地理位置一般，开发前景一般）
1.00

3 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施条件好，

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前景好）
1.01～1.20

矿山位于巫溪县城区 185°方位，直线距离约 8km，行政区划属巫

溪县峰灵镇峰灵村。矿区内及周边有乡村水泥公路与东侧 0.3km的两巫

路（巫山-巫溪）相接，经县道到上磺互通口运距约 10km，与安来高速

（G6911）相通。矿区至大宁河临时码头运距约 12km，三峡大坝蓄水期

间，大宁河可通航。交通较方便。

探矿权范围周边电力、交通、水源及、通讯等条件较佳；生产生活

水源有保障；工业广场选址条件优越；劳动力用工方便，能满足建设矿

山需求。

综上，评估对象的区位条件好（交通条件好、自然环境好，基础设

施条件好，地理位置优越，开发前景好），调整系数取 3档，赋值 1.05。

各基准价因素调整详见附表 2。

14.2.4 探矿权评估结果

（1）单位资源量探矿权评估结果

根据评估确定的模型，将确定的基准价各调整因素参数代入评估模

型，计算出单位资源量探矿权评估结果为：

P＝Pj×e×g×q×s×p×λ×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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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巫溪县峰灵镇峰灵村制灰用灰岩矿详查探矿权出让前期技术报告》

载明的数据为基础。

17.2 评估结论有效的其他条件

本项目评估结论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

规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探矿权价值，评

估中没有考虑将探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探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

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

化，本评估结论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力。

17.3 责任划分

（1）本评估结论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做出的，本评估

机构及参加本次评估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探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

系。

（2）本次评估工作中评估委托人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产

权证明、出让技术报告及其相关资料等）是编制本评估报告的基础，相

关文件材料提供方应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

性承担责任。

（3）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资

料提供方未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

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承担相关责任。

（4）本评估报告含有若干附表和附件，附表是构成本评估报告的

必要组成部分，与本评估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是编制本评

估报告的重要依据。

（5）本评估报告经本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

并加盖评估机构评估报告专用章及矿业权评估师专用章后生效。

18．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本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即从评估基准日起一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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