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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富盛采石厂位于沾益城区 351°方向，平距约 35 千米，

行政区划属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管辖，矿界范围位于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黎山村

委会境内, 矿区距最近的沾益火车站平距约 35 千米。该矿区由 9个拐点圈定，

矿区面积 0.1316 平方千米，开采标高 2146 米～2040 米，生产规模为 76.0 万吨

/年,属中型生产规模，采矿方式为露天开采。该采矿权由曲靖市沾益区大箐山采

石有限公司取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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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以及《国土资源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土资规

[2016]21号）的要求，曲靖市沾益区大箐山采石有限公司委托云南垠拓勘察设计

有限公司编制《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富盛采石厂石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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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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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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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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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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矿

山

山 企

业

概

况

矿山名称 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富盛采石厂

矿山企业名称 曲靖市沾益区大箐山采石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新立

法人代表 尹 波 联系电话 13908746765

企业性质 有限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 0.1316 平方千米；

开采深度 2146 米～2040 米。

资源储量
394.03 万立方米

（1044.18 万吨）
生产能力 76.0 万吨/年

采矿证号 评估区面积 0.3526 平方千米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2 年 方案适用年限 5年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垠拓勘察设计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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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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

分析

与预

测

矿山地质

灾害现状

分析与预

测

经野外实地调查，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现状下有 2

处高陡边坡（BW1、BW2），由于高度较高，坡度较陡，局部产生

边坡垮落、掉块、崩塌的可能性中等～较大，危险性中等，危

害程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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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崩塌及掉块等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较大，危险性中等，危害

程度中等；设计排土场引发滑坡、泥石流的可能性可能性小，

危险性小，危害程度小；工业场地、矿山公路等辅助设施遭受

岩溶塌陷的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

但矿山公路及办公生活区在采场爆破影响半径范围内，遭受爆

破飞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较大。发生地质灾害威胁对象主要

为采场人员、设施、设备，危险性中等～较大，危害程度中等。

矿区含水

层破坏现

状分析与

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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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37.89 米。据现场调查，本矿现状下已开采至 2037 米，未

揭露地下水，地下水位埋深较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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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开采方式不变，开采矿种不变，开采标高为 2146 米～

2040 米之间，位于评估区最低溶蚀基准面 2037.89 米之上，据

现场调查，矿区含水层位为二叠系下统茅口组（P1m），富水性

中等～较强，透水性较强，类型为溶蚀溶隙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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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矿

业活动对评估区地下水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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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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地貌属构造剥蚀、溶蚀低中山地貌，矿区位于山体

斜坡及隆起部位；矿区内及周围无名胜古迹、不属自然保护区

及不涉及各类保护区；矿区范围内无村庄分布，评估区分布农

村道路

本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现状下矿区范围有 1处采空

区。其采剥区面积约 6.2133 公顷位于矿区南部及中部，位于矿

界内，为注销采矿权（沾益县富盛采石场）开采所致，根据实

测地形图，原设计开采最高开采标高 2086.9 米，最低开采标高

2060 米，最大采深 26.9 米，辅助设施及工业设施现状下压占

面积 1.7405 公顷，现状总共损毁面积为 7.9538 公顷。采矿活

动中山体大规模的岩土体剥离，损毁了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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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毁了林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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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原有设施继续利用；根据《 开发利用方案》（2021），

矿山拟挖损毁土地面积为 6.1165 公顷。开采结束最终形成露天

采空区面积约为 12.4796 公顷，矿区设施及辅助设施占地面积

为 1.5907 公顷。露采场底部平台标高 2040 米，外缘最高标高

2146 米，最大采深约 106 米。矿山后期对矿石剥离时对植被进

行破坏，改变了地形地貌，共计破坏林地面积 14.0703 公顷，

矿业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严重。

矿区水土

环境污染

现状分析

与预测

本矿山开采矿层为灰岩，无有毒有害成分，对当地环境影

响轻微。矿山采矿作业中，以炮采为主，挖掘机、装载机、运

输车辆为主要作业动力，产生的污染物较少，项目生活污水进

行收集，直接用于办公区及矿山公路的洒水降尘和植物绿化，

不外排；原项目生活区设置有一座水冲厕所，水冲厕所产生废

水进入化粪池然后定期清掏用于周边农田施肥，不外排。未影

响到矿区及周围生产生活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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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40 米，最低侵蚀基准面

标高 2037 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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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废土石已用于场地及道路的平整和填筑，废石在雨水的冲

刷下，分解物质沿地表水渗入土壤。由于矿山废石不含有毒有

害物质，同时现状下无废机油产生及堆存，综合评估现状采矿

活动对土壤无污染现象。

未来生产方式不变，矿山工作人员增加，采矿矿种不变，不含
村庄及重

要设施影

响评估

评估区范围无重要设施，无村庄及居民点分布，仅评估区

范围内分布零散农村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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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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

与时序

损毁环节主要是：首先为基建期办公生活区、矿山公路及

设计排土场（重复损毁）、开拓公路（重复损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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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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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期工业场地（石料加工区、堆料场）、

矿山公路及设计排土场（重复损毁）、开拓公路（重复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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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已损毁土地类型为乔木林地、采矿用地及农村道路，

其中采矿挖损地类及面积分别为：乔木林地面积 0.3195 公顷、

采矿用地面积 5.8809 公顷、农村道路面积 0.0129 公顷；其中

辅助设施及采矿设施压占地类及面积分别为乔木林地面积

0.0358 公顷、采矿用地面积为 1.5877 公顷、农村道路面积为

0.1170 公顷。已损毁总面积 7.9538 公顷。项目区未损毁基本

农田。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为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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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65 公顷,损毁地类

分别为乔木林地、其他林地、采矿用地、其他草地及农村道路。

其中，乔木林地面积为 5.7759 公顷、其他林地面积为 0.0002

公顷、采矿用地面积为 0.3279 公顷、其他草地面积为 0.0076

公顷、农村道路面积为 0.0049 公顷。拟损毁总面积为 6.1165

公顷,预测矿业活动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为严重。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已占用 拟占用

03 林地 0301乔木林地 6.1312 0.3195 5.7759 0.0358 -

03 林地 0307其他林地 0.0002 - 0.0002 - -

04 草地 0404其他草地 0.0076 - 0.0076 -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采矿用地 7.7965 5.8809 1.5877 0.3279 -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6农村道路 0.1348 0.0129 0.0049 0.1170 -

合计 14.0703 6.2133 7.3763 0.48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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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责

任

范

围

内

土

地

损

毁

及

占

用

面

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2.3298 6.2133 6.1165

塌陷 - - -

压占 1.7405 1.7405 -

污染 - - -

小计 14.0703 7.9538 6.1165

占用 - - -

合计 14.0703 7.9538 6.1165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0.00 10.5676

林地 灌木林地 0.00 3.5027

合计 0.00 14.0703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4.070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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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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6 月～

2027 年 5 月），第二阶段为开采期间（2027 年 6 月～2034 年 5 月），第三阶段为

开采结束后 3年（2034 年 6 月～2037 年 5 月）。

（1）第一阶段为近期 5 年（2022 年 6 月～2027 年 5 月），准备动态总投资

23.2027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23.1775 万元，价差预备费 0.0252 万元）。

本矿属新立的矿山，排土场、矿山公路等矿山辅助设施及场地均在利用中。

近 5 年内对矿区对采空区不继续利用 范围进行植树中草复垦工程，同时进行复

垦前期准备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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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7 年 6 月～2034 年 5 月），准备动态总投资

120.9484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92.3270 万元，价差预备费 28.62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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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场底部平台植被复垦工程；

3) 露天采场台阶及露天采场平台植被恢复区域进行监测和管护工程；

（3）第三阶段为开采结束后 3年（2034 年 6 月～2037 年 5 月），动态总投

资 32.0243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24.4460 万元，价差预备费 7.5783 万元）。需实

施并完成：

1）对工业场地（含石料加工区、堆料场及矿山办公生活区）等建筑物拆除

工程、清理工程，土壤重构工程，植被恢复工程；

2）工业场地林地复垦工程及其监测和管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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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6.1753 万元（其中静态投资 139.9505 万元，价差

预备费 36.2248 万元），全部投资由曲靖市沾益区大箐山采石有限公司承担。土

地复垦资金从曲靖市沾益区大箐山采石有限公司生产项目中逐年提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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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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预

存

计

划

经估算，《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 15年）工程总投资 41.6508 万

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25.8103 万元，临时措施费 0.2581 万元，监测费 11.4 万

元，独立费用 1.8248 万元，预备费 2.3576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方

案适用年限 5年）总投为 31.8696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24.3043 万元，临时

措施费 0.2430 万元，监测费3.8万元，独立费用 1.7183 万元，预备费 1.8040 万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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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存日期 预存额（万元）

第 1
阶段

第 1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13.4369

第 2 年度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16.8278

第 3 年度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4 年度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5 年度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2
阶段

第 6年度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7 年度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8 年度 2029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9 年度 2030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3

第 10 年度 2031 年 12 月 31 日前 1.4230

合计 - - 41.6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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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

存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 14.0703 公顷（211.05 亩），通过预算可知，土地复

垦静态总投资为 139.9505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116.5331 万元，其它费用

15.0149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4.4560 万元，基本预备费 3.9465 万元，亩均静

态投资 6631.15 元/亩。动态投资为 176.1753 万元，其中价差预备费 36.2248 万

元，亩均动态投资 8347.56 元/亩。全部投资由曲靖市沾益区大箐山采石有限公

司筹集。矿山采用“边开采、边提取、边复垦”的方式从运营收入中提取保障复

垦资金。

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服务年限为 12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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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务年限内提前一年预存完成，即分 10 期（2031 年）将复垦费用预存，首期缴存

金额不低于静态投资费的 20%，本次安排首次预存基金数额为 52.8528 万元。如

表：

土地复垦费用分期提存表

阶段 分期 预存时间 预存额(万元)

1

第 1 期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 52.8528

第 2 期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3 期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4 期 2025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5 期 2026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2

第 6 期 2027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7 期 2028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8 期 2029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9 期 2030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第 10 期 2031 年 12 月 31 日前 13.7025

合计 176.1753

复
垦
费
用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元）

一 工程施工费 116.5331

二 设备费 0

三 其他费用 15.0149

四 监测与管护费 4.4560

五 不可预见费 3.9465

六 差价预备费 36.2248

七 静态总投资 139.9505

八 动态总投资 176.1753



12

第三部分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一）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富盛采石厂石灰岩矿设计生产规模为 76.0 万吨/

年，属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为较重要区，地质环境条件为中等复杂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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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蚀低中山地貌，地形起伏变化较大，地

形地貌条件中等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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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复杂类型。

（三）经野外实地调查，无滑坡、崩塌、泥石流等现状地质灾害分布。评估

区现状下分布 2处高陡边坡（BW1、BW2），边坡总体属基本稳定结构，局部产生边

坡垮落、掉块、崩塌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辅助设施区遭

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及危险性中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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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对土地资源的破坏较严重，现状下对生态环

境影响较小和水土流失较轻。评估区现状下矿业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为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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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垮塌、崩塌及掉块等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

危险性中等，危害程度性中等。在露采场范围，采矿人员、设备及车辆等遭受边

坡失稳引发的垮塌、掉块及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较大，危险性中等，

危害程度中等。设计排土场加剧及诱发废石土体发生泥石流的可能性小，危险性

小，危害程度小。矿区区等辅助设施遭受垮塌、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

害程度及危险性中等。堆料场遭受采场边坡失稳引发的垮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小，危险性小，危害程度小；矿山公路受路基变形沉降的可能性小，危险性中等、

危害程度中等；矿山公路及工业场地在采场爆破影响半径范围内，遭受爆破飞石

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较大，危险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

在未来开采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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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度严重，对土地资源的破坏严重，对生态环境影响较轻、水土流失较轻。评估区

预测矿业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程度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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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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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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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网及警示牌；在排土场下部采用编织袋

装土围堰进行拦挡，四周修建截排水沟；矿山开采结束时，对工业场地、露采场

底部平台复垦单元，复垦为乔木林地；露采场边坡台阶复垦单元进行覆土，复垦

为灌木林地。林地选用苗木草种为杉木、火棘、爬山虎、狗芽根。

（七）本恢复治理方案服务年限为 15 年。方案适用期 5年，经估算，《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 15年）工程总投资 41.6508 万元（其中，工程措

施费 25.8103 万元，临时措施费 0.2581 万元，监测费11.4 万元，独立费用 1.8248

万元，预备费2.3576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方案适用年限 5年）总

投为 31.8696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24.3043 万元，临时措施费 0.2430 万元，

监测费 3.8 万元，独立费用 1.7183 万元，预备费 1.8040 万元）。费用由矿山自

筹，列入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

（八）现状下已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7.9538 公顷，拟损毁面积 6.1165 公顷，

总共损毁面积为 14.0703 公顷，损毁程度为重度损毁，项目区总计损毁乔木林地

6.1312 公顷、其他林地 0.0002 公顷、其他草地 0.0076 公顷、采矿用地 7.7965

公顷，农村道路 0.1348 公顷，项目区未损毁基本农田。

（九）曲靖市沾益区菱角乡富盛采石厂石灰岩矿项目复垦区面积 14.0703 公

顷，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4.0703 公顷。项目区无永久性建筑，无保留区域，得到

本次复垦土地面积为 14.0703 公顷，土地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及灌木林地，复垦

率为 100%，其中对 10.5676 公顷规划复垦为乔木林地，对 3.5027 公顷规划复垦

为灌木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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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项目土地复垦总面积 14.0703 公顷（211.05 亩），通过预算可知，

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139.9505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116.5331 万元，其它费

用 15.0149 万元，监测与管护费用 4.4560 万元，基本预备费 3.9465 万元，亩均

静态投资 6631.15 元/亩。其中价差预备费 36.2248 万元，亩均动态投资 8347.56

元/亩。

3.2 建议

（一）本方案适用期为 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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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爆破飞石对周边影响的主要措施为设立警戒区，以爆破点为中心

设立 300m 的安全警戒区，爆破时由专人值班，严禁任何人员和牲畜进入爆破警

戒区。

（六）矿山为露天开采，在矿山爆破、矿石加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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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对露天采场、矿山道路可能引发和遭受的掉块、崩塌等地质灾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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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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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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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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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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