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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岗云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岩矿属原采矿证到期后

沾益区自然资源局公开挂牌出让的新立采矿权，采矿权出让年限 7.4年，矿区面

积 0.07平方千米，由 18 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由 2037 米至 2006米标高，规划

开采规模 20万吨/年，为取得新采矿证，同时为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实施、管理、

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的预存提供技术依据编制本方案。

根据云南省自然资源厅《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编制审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修复〔2023〕321 号文）的相

关要求，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合并编制

统一评审备案，并将编制后的方案名称统一规范。同时相关部门为加强矿山环境

保护和土地复垦监察力度，在办理采矿权时，需提交采矿权范围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云南云岗能源有限公司为办理采矿权登记手续时需提供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依据，委托云南垠拓勘察设计有限公司编制了《云南云

岗能源有限公司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岗云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岩矿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所编制的《方案》需经相关部门评审、备案。

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的目的是在调查、核实、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

结合矿山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预测矿业活动可能引发的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环境保护、恢复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为矿业

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以期同时实现矿产资源

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服务。

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矿山开发单位土地复垦的目标、

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为土地复垦工程实施、土地复垦管理、监督检查、验

收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的征收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落到实处；预测矿山在建设

及生产期间土地损毁的类型，以及各类土地的损毁范围和损毁程度，量算并统计

各类被损毁土地的面积；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面积，

确定各类被损毁土地的应复垦面积和应复垦土地的总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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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时序、损毁类型和损毁程度，合理确定填挖范围，复垦计划和复垦方向等，使

土地复垦有科学规划和技术保证；提出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为建设单位、施工

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垦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将土地复垦方案列入企业生产的总

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落实法律规定的矿山生产企

业所应承担的土地复垦范围和责任。切实把土地复垦工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

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力度，抓紧抓好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实现合

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为

项目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交纳履约保证金或复垦费提供依据。



4

第二部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

矿

山

山 企

业

概

况

矿山名称 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岗云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英砂岩矿

矿山企业名称 云南云岗能源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新立□持有□变更

法人代表 张必相 联系电话 15912012333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类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07km2，开采标高 2037m～2006m

资源储量 163.66 万 t 生产能力 20万 t/a

采矿证号 C5303282009067130023736 评估区面积 0.1583k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7.4 年（2024 年 11

月-2032 年 4 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4年 11月～

2029 年 11 月）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垠拓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地质环境

影响评估

级别

评估区重

要程度
□重要区■较重要区□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地质环境

条件
□复杂■中等□简单

生产

规模
□大型■中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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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矿山

地质灾害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本矿山设计生产规模为中型矿山，目前处于停产阶段。

经野外实地调查，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主要分布有 4 个潜在不稳定

斜坡(BW1、BW2、BW3、BW4)，边坡现状处于稳定状态，危险性及危害性

中等；未采取相应的拦挡、防护措施。

预测评估: 在未来开采或削坡过程中将形成多个人工边坡，若不
按设计开采、开采方法不当等，引发边坡失稳，形成滑坡、垮塌、崩
塌等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在露采场范围，

采矿人员、设备及车辆等遭受边坡失稳引发的滑坡、垮塌、掉块等地
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排土场加剧及诱发
废石土体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危害性小。办公

生活住宿区等辅助设施遭受滑坡、掉块、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
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堆料场遭受采场边坡失稳引发的滑坡、垮塌等
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危害性小；农村道路及民居在采场

爆破影响半径范围内，遭受粉尘、飞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
等，危害性中等。

矿区

含水层破

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

标高为 1886m。采空区底部平台标高为 2006m，最大采深 31m，开采

范围位于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据现场调查，矿区南侧有一个

水库，无河流分布，矿业活动对评估区地下水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

度较轻。采空区无地下水渗出，因此，现状下矿山开采不疏排地下水，

对评估区范围地下水环境基本无影响。

预测评估: 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标高为 2037～

2006m 之间，位于评估区最低溶蚀基准面之上；开采终了面积为

9.0331hm2，最终采深约 31m；据现场调查，矿区含水层位为泥盆系中

统海口组（D2h），类型为裂隙水，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水位下降幅

度小；地表水体未漏失，同时矿石不含有毒有害物质，矿山生产生活

产生的废水均统一收集综合利用，不外排。矿山后期未影响到矿区及

周围生产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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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地形地貌

景观（地

质遗迹、

人文景

观）破坏

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 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现状下矿区范围已形成

1 个采剥区，其采剥区总面积约 58764m
2
，采剥区位于矿区中部，近

东—西向呈扇形展布，部分采剥区位于矿区范围外，面积约 14032m
2
，

均为原采矿权（沾益县盘江乡岗云山采砂场）开采所致，原采矿许可

证划定的最高开采标高 2062m，最低开采标高 2020m，最大采深 42m。

辅助设施及工业设施现状下压占面积 0.4569hm
2
，现状总共损毁面积

为 9.0331hm
2
。采矿活动中山体大规模的岩土体剥离，损毁了耕地、

破坏了植被，改变了地形，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了当地环境。

工业设施及辅助设施建设挖损及占压土地，损毁了耕地，破坏了植被，

改变了地形，破坏了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了当地环境。对照《规范》

附录 E，矿山开采及矿山工程建设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程度

为严重。

预测评估: 矿山原有设施将被拆除；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矿
山拟挖损毁土地面积为 2.6632hm

2
。开采结束最终形成露天采空区面

积约为 4.3169hm2，矿区设施及辅助设施占地面积为 0.4569hm2。采空

区底部平台标高 2006m，外缘最高标高 2037m，最大采深约 31m。矿
山后期对矿石剥离时对植被进行破坏，改变了地形地貌，矿业活动对
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

矿区

水土环境

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现状分析：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区内未有地下水出露，

矿山开采对地下水的影响主要为开采过程疏干含水层对水量的影响

及采场淋滤液下渗对地下水水质的影响。本项目最低开采标高为

2006m，最低侵蚀基准面标高 1988m，地下水位埋深较大，因此，本

项目开采不会疏干含水层，对区域地下水水量影响较小。

预测评估：未来矿区主要来源于食堂、淋雨及洗涤。每天生活污

水排放量小于 10 m
3
/天，排放量小，多用于办公区及矿山公路的洒水

降尘和植物绿化，未影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用水。对当地的水环

境影响较轻。

矿山生产不产生废水，根据施工人员日常生活依托原项目生活设

施，使用水冲厕所，水冲厕所产生废水进入化粪池，化粪池由当地村

民清掏作为旱地农肥。生活污水排入沉淀池沉淀后用于道路区洒水降

尘，不外排，不会对区域地表水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村庄

及重要设

施影响

评估

评估区范围无重要设施，但评估区南东侧分布农村道路。

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综合评估
矿山建设总体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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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

与时序

首先为基建期办公生活住宿区、矿山公路等矿山辅助设施建设造

成的压占损毁。其次在生产过程中废石、土排放造成的压占损毁；采

空区范围矿石开采剥离采矿造成的挖损损毁。

b）损毁土地的顺序：

云南云岗能源有限公司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岗云山普通建筑材料用

石英砂岩矿对土地的损毁时序同项目建设和生产进度一致。

压占损毁时序：基建期办公生活住宿区、矿山公路等矿山辅助设

施建设过程中场地平整→构筑物修建形成的压占损毁。在排土场区

域，矿石开采中废土、废石堆放对土地形成的压占损毁。

挖损损毁时序：生产期露采场范围采矿过程中表土剥离→
矿石开挖引起的挖损损毁。

已损毁各类

土地现状

矿山已损毁土地资源主要包括矿山辅助设施及露天采场。矿山已损毁土地类型为乔木

林地、灌木林地、采矿用地、农村道路、河流水面，其中采矿挖损地类及面积为：乔木林

地 0.0566hm
2
、灌木林地 0.0153hm

2
、采矿用地 5.8153hm

2
、农村道路 0.0235hm

2
、河流水面

0.0023hm
2
；其中矿山公路压占地类及面积为乔木林地 0.0266hm

2
、灌木林地 0.0033hm

2
、采

矿用地 0.0674hm
2
、农村道路 0.0122hm

2
；办公生活住宿区压占地类及面积为乔木林地

0.0567hm
2
、灌木林地 0.0111hm

2
、采矿用地 0.2561hm

2
、农村道路 0.0235hm

2
。已损毁总面

积 6.3699hm
2
。

拟损毁土地

预测与评估

拟开采露天采区挖损损毁土地面积 2.6632hm2, 损毁地类为乔木林地、灌

木林地、其他草地、采矿用地、农村道路；露天采区及工业设施及辅助设施

均未损毁基本农田；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公倾）

已损毁

（公倾）

拟损毁

（公倾）
占用

03 林地 0301 乔木林地 0.9792 0.1399 0.8393

03 林地 0305 灌木林地 0.2560 0.0297 0.2263 -

04 草地 0404 其他草地 0.4122 0.4122 -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7.2794 6.1388 1.1406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 农村道路 0.1040 0.0592 0.0448 -

11 水域及水利设

施用地

1101 河流水面 0.0023 0.0023 -

合计 9.0331 6.3699 2.66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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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责

任

范

围

内

土

地

类型
面积（公倾）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8.5762 5.9130 2.6632
压占 0.4569 0.4569
小计 9.0331 6.3699 2.6632

占用

合计 9.0331 6.3699 2.6632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倾）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0 5.2796
灌木林地 0 3.7535

合计 0 9.0331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9.033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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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

与恢复治

理工程进

度安排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

本次编制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10.4 年（2024 年 11 月～2035年 4月），方案

适用年限为 5年（2024 年 11月～2029 年 11 月）；根据矿山出矿计划进度进行安排，避免重复治理，节

约投资。现建立监测点，对危害矿山生产活动的各地质灾害点进行治理，然后对先开采、先稳定的区域，

进行恢复治理。结合本方案治理进度安排可分为如下二个阶段：

（1）近期目标（2024 年 11 月～2029 年 11 月）

近期拟安排地质环境保护治理费用金额为 14.6404 万元。近期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1采空区外缘防护工程，矿区外主要路口、拟采区边坡外缘、采空区边坡外缘的警示工程；

需实施：

——采空区边坡外缘设置防护网及设置监测巡查工程；

——地质环境监测工程：地质环境监测工程：评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开采境界范围、采空区范

围、其次为办公生活住宿区、矿山公路、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措施、植物措施、评估区土壤

和水环境监测工程；

——对出现的地质灾害及地质灾害隐患进行治理和防治。

②开采境界外缘修建排水沟、截洪沟。

③采空区底部排土场监测。

（2）中期及闭坑治理期（2029 年 11 月～2032 年 4 月）目标

中期及闭坑治理期拟安排地质环境保护治理费用金额为 4.9729 万元，主要完成以下任务：

1）采空区边坡外缘设置监测巡查工程；

地质环境监测工程：评估区地质灾害隐患点、开采境界范围、工业广场、办公生活住宿区、评估

区土壤和水环境监测工程。

2) 根据这一时期发生的地质灾害情况，采取针对性的治理措施及时予以治理；

3) 根据出现的地质灾害隐患，采取必要的治理及防范措施和监测措施；

4) 根据矿山生产过程中对地质环境的破坏情况，采取植被恢复和土地复垦措施予以恢复。

本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10.4a（2024 年 11 月至 2035 年 4 月）。方案适用期 5a（2024 年 11 月

至 2029 年 11 月），至矿山闭坑，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方案编制年限）总投资 19.6133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7.6655 万元，临时措施费 0.1916 万元，监测费 8.59万元，独立费用 2.0560

万元，预备费 1.1102 万元），近期（适用期 5年）总投资为 14.640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7.6655 万

元，临时措施费 0.1916 万元，监测费 4.42 万元，独立费用 1.5346 万元，预备费 0.828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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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

和恢复治

理费用估

算及缴存

安排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工程及年度计提基金计划表

阶段 年度 时间 预存额（万元）

第一

阶段

第 1 年度 公示期结束后 30 天内 9.6133

第 2 年度 2025 年 12 月 10 日前 2

第 3 年度 2026 年 12 月 10 日前 2

第 4 年度 2027 年 12 月 10 日前 2

第 5 年度 2028 年 12 月 10 日前 2

第二

阶段
第 6 年度 2029 年 12 月 10 日前

2

合计 19.6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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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

地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工

作

计

划

本方案对项目区分三个阶段进行复垦，第一阶段为近期 5年（2024 年 11

月～2029 年 11 月），第二阶段为开采期间（2029 年 11 月～2032 年 4 月），第

三阶段为开采结束后 3年（2032 年 4 月～2035 年 4 月）。

（1）第一阶段为近期 5年（2024 年 11 月～2029 年 11 月），准备土地复

垦资金使用费 30 万元，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126.3714 万元。需实施并完成：

本矿属新立的矿山，办公生活住宿区、矿山公路等矿山辅助设施及场地

均在利用中。因此近 5 年内复垦区域为原采空区底部平台，并交存工程监理

费、业主管理费及基本预备费。

（2） 第二阶段为开采期间（2029 年 11 月～2032 年 4 月），准备土地复

垦资金使用费 80 万元，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10 万元。需实施并完成：

1）同时矿山采用自上而下水平分层开采，矿山开采下一级台阶时可对上

一级台阶进行恢复治理。

2）露采场边坡台阶灌木林地复垦工程；露采场底部平台乔木林地复垦工

程。

3) 露天采场台阶植被恢复区域、露天采场平台乔木林地复垦区域进行监

测和管护工程；

（3）第三阶段为开采结束后 3年（2032 年 4 月～2035 年 4 月），准备土

地复垦资金使用费 26.3714 万元，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0万元。需实施并完成：

1）对办公生活住宿区、矿山公路清理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恢复工

程；复垦为乔木林地。

2) 复垦区域的监测和管护工程；露天采场边坡监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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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措施

1、组织保障

矿区土地复垦方案采取项目实施单位治理的方式，由复垦义务人自行复垦，应严格

按照有关规定及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变更和调整。矿山企业应

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

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自觉地接受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

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复垦方案落到实处，保证该方案的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

作用。

2、技术保障

方案编制的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矿区的实际情况，在植物物

种的选择、种植管护技术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垦方

案的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

土地的标准。

3、资金保障

本复垦项目动态总投资 136.3714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119.9125 万元，价差预备费

16.4589 万元），全部投资由云南云岗能源有限公司承担。土地复垦资金从曲云南云岗能

源有限公司项目中逐年提取，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提取的复垦费主要用于矿山土

地复垦。要依照“复垦义务人所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

原则管理、监督。

4、监管保障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各有关单位要加强资金使用管理，硬化估算约束。对资金要单

独设账，封闭运行，严格执行专款专用、专项管理、单独核算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超支出范围和标准开支，更不得截留和挪用项目资金，要保证将土地复垦资金真正用

到土地复垦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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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费
用

估
算

费用
构成

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119.9125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93.6719 万元，

其它费用 16.0877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6.6603 万元，基本预备费 3.4926

万元，亩均静态投资 8882 元；动态投资为 136.3714 万元，其中价差预备费

16.4589 万元，亩均动态投资 10102 元。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加强土

地复垦费用监管的通知》（云国土资耕〔2014〕3 号）规定，基金须于剩余服

务年限内提前二年预存完成，即分 6期（第 2029 年）将复垦费用预存，首期

缴存基额不低于静态投资费的 20%，本次安排首次预存基金数额为 83.3714

万元。

土地复垦费用分期提存表

阶段 存储期 预存日期 预存金额（万元）

第一阶段

第 1期 公示期结束后 30 天内 83.3714

第 2期 2025 年 12 月 10 日前 13

第 3期 2026 年 12 月 10 日前 10

第 4期 2027 年 12 月 10 日前 10

第 5期 2028 年 12 月 10 日前 10

第二阶段 第 6期 2029 年 12 月 10 日前 10

合计 136.3714

土地复垦方案总费用汇总表

工程类型 编号 工程及费用名称 合计（万元）

土地复垦方案

一 工程施工费 93.6719

二 设备费 0

三 其他费用 16.0877

四 监测与管护费 6.6603

五 不可预见费 3.4926

六 差价预备费 16.4589

七 静态总投资 119.9125

八 动态总投资 136.3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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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云南云岗能源有限公司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岗云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

英砂岩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20.0 万 t/a，属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

区，地质环境条件中等复杂；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确定为二级，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分级为二级。

（二）评估区地貌上属构造剥蚀低中山地貌，地形起伏变化不大，地形地貌

条件中等。评估区地质构造简单；地壳稳定性属次稳定区，水文地质条件中等，

工程地质条件中等。人类工程活动较强烈，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为中等复杂。

（三）评估区现状下有 4处潜在不稳定边坡（BW1、BW2、W3、BW4），局部产生

垮落、掉块、崩塌等的可能性中等～较大，危险性中等，危害较严重；现状下未

设置排土场；矿山建设及生产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矿山开采对含水层

的破坏影响程度较轻，对地貌景观破坏程度较严重，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严重。评

估区现状下矿业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为严重。

现状下已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6.3699hm
2
，拟损毁面积 2.6632hm

2
，总共损毁面

积为 9.0331hm
2
，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项目损毁乔木林地 0.9792hm

2
、灌木林地

0.2560hm
2
、其他草地 0.4122hm

2
、采矿用地 7.2794hm

2
、农村道路 0.1040hm

2
、河

流水面 0.0023hm
2
。

（四）在未来开采或削坡过程中将形成多个人工边坡，若不按设计开采、开

采方法不当等，引发边坡失稳，形成滑坡、垮塌、崩塌等地质灾害可能性较大，

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在露采场范围，采矿人员、设备及车辆等遭受边坡失

稳引发的滑坡、垮塌、掉块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

排土场加剧及诱发废石土体发生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危害性小。

办公生活住宿区等辅助设施遭受滑坡、掉块、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害

性及危险性中等。堆料场遭受采场边坡失稳引发的滑坡、垮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小，危险性小，危害性小；农村道路及民居在采场爆破影响半径范围内，遭受

粉尘、飞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危害性中等。

（五）在对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等现状、

预测评估的基础上，将矿山分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区（ⅰ）及较轻区（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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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建设总体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六）根据《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实施细则》，分

析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以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采取就上

原则将评估区分为重点防治区（A）、一般防治区(C)。

针对未来矿山开采建设和运营工程中，矿山本身可能诱发和遭受各种地质灾

害，设计对采空区采取巡查、监测措施，对露天采场边坡后缘设置防护网并设立

警示牌，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削坡、清除危石及加固措施和监测措施；在矿区开

采境界外缘及进入矿区主要路口设置警示牌；矿山开采结束时，对办公生活住宿

区、矿山公路、原露采场底部平台、露采场底部平台复垦为乔木林地；露采场边

坡台阶复垦为灌木林地。林地选用苗木草种为柳杉、火棘、狗牙根、爬山虎。

（七）云南云岗能源有限公司曲靖市沾益区盘江镇岗云山普通建筑材料用石

英砂岩矿项目复垦区面积 9.0331hm
2
，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9.0331hm

2
。项目区无永

久性建筑，开采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与公众参与调查的情况，经过征询各个部

门意见，矿山无保留面积。得到本次复垦土地面积为 9.0331hm
2
，土地复垦方向

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复垦率为 100%，其中 3.7535hm
2
规划复垦为灌木林地，

5.2796hm
2
规划复垦为乔木林地。

（八）本恢复治理方案编制年限为 10.4a（2024 年 11 月至 2035 年 4 月）。

方案适用期 5a（2024 年 11 月至 2029 年 11 月），至矿山闭坑，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工程（方案编制年限）总投资19.6133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7.6655

万元，临时措施费 0.1916 万元，监测费8.59 万元，独立费用 2.0560 万元，预备

费 1.1102 万元），近期（适用期 5年）总投资为 14.6404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7.6655 万元，临时措施费 0.1916 万元，监测费 4.42 万元，独立费用 1.5346 万

元，预备费 0.8287 万元）。费用由矿山自筹，列入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九）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 9.0331hm
2
（135 亩），通过预算可知，土地复

垦静态总投资为 119.9125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93.6719 万元，其它费用

16.0877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6.6603 万元，基本预备费 3.4926 万元，亩均静

态投资 8882 元；动态投资为 136.3714 万元，其中价差预备费 16.4589 万元，亩

均动态投资 10102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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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一）本方案适用期为 5 年（2024 年 11 月至 2029 年 11 月），此后根据矿

区环境影响因素的产生、发展情况以及以后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进行相应调整、

修订。根据采矿证复核审验年限分阶段进行修编，尤其是在开采方案发生变化时，

重新编制。

（二）矿山开采必须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及开采设计等相关规范开采，在开

采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开采角度，保证开采活动安全。

（三）矿山生产运行时必须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及本方案完善截排水工程、

挡拦工程措施、植物绿化措施及配套工程措施并加强监测。

（四）矿山后期开采必须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从上至下的台阶式开采。

（五）矿山为露天开采，在矿山制砖以及矿山运输中产生的粉尘应采取洒水

除尘，铲装采用喷雾洒水抑尘，尽量减少粉尘等对环境的影响。

（六）对露天采场、矿山道路可能引发和遭受的滑坡、塌方等地质灾害，需

安排专人进行密切监测、分析和预报，发现隐患，采取一定的防治治理措施，避

免或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护矿山地质环境。

（七）矿山需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的实施开展，保证治

理工作的建设质量，提高矿山综合整治水平，将矿区建成生态环境优良的矿区。

（八）矿山开采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本方案设计的植被恢复措施，采取边开

采边恢复，对破坏的土地资源进行恢复。

（九）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时，除满足本方案要求外，还须满

足《开采方案设计》、《环评报告(表)》、《水土保持报告(表)》等资料及有关法律

法规、规程、规范、标准等的要求。

（十）矿山周围永久基本农田较多，贴近采矿权范围，矿山开采过程中需做

好矿界标识，防止采矿超出矿权范围，从而损毁基本农田。

（十一）矿山需做好开采设计，有计划进行开采，对剥离的表土进行有效管

护。

（十二）矿山为露天开采，开采边坡有潜在不稳定斜坡。要按设计台阶进行

开采，要加强对边坡监测及村庄巡查，防止边坡崩塌等灾害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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