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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2010 年 11月 13 日，峨山县国土局以招拍挂方式，以 97.1万元将峨山县小

海洽石灰岩矿沐家坟矿段采矿权出让给峨山宏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此后，采矿

权人（峨山宏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按国土管理部门的相关要求，办理了采矿证

登记，首次设立该采矿权。矿山名称为：峨山县小海洽石灰岩矿沐家坟矿段；采

矿许可证号为 C5304262014087130135161；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0

万吨/年；矿区面积 0.2735km2；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有效期限 2014 年 8

月 5日－2019年 8月 5日，开采标高 1850～1700m；发证机关为峨山县国土资源

局。2019 年 9 月采矿证到期后，峨山宏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该采矿权顺

延。。根据国土资源部第 44 号令《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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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文）相关规定及要求，采矿权人在申请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手续

时，应当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为促进矿业经济持续、健

康发展，建设绿色矿山，实现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高资源开发

利用效率，避免和减少由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活动造成的矿区地质环境破坏和

污染、土地资源的挖损和占压，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切实保护好

耕地，受业主委托，我公司承担了《云南省峨山县小海洽石灰岩矿沐家坟矿段生

产项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 

二、编制目的 

1、在调查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上，结合矿产资源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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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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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矿山在建设及生产过程中将造成土地损毁，方案主要针对矿山在建设及

生产过程中土地损毁的特点，提出各种预防措施和整治措施，减少矿山建设及生



 

      

 

3 

产造成的土地损毁，并及时将矿山建设及生产过程中损毁的土地恢复到可利用状

态；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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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的缴存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落到实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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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

证金及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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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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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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峨山县小海洽石灰岩矿沐家坟矿段 

矿山企业名称 峨山宏峰建材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李 锐 联系电话 13678727315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0.2735 km
2
，1700-1850 

资源储量 778.36万吨 生产能力 3.7万立方米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4262014087130135161 评估区面积 54.0h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G48 G 094009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52 方案适用年限 5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地质矿产勘查院 

法人代表 崔子良 

资 

质 

等 

级 

评估丙级 5320171302 
发 

证 

机 

关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设计丙级 5320173306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勘查丙级 5320172306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主要编制人员 

姓  名 职务 职称 签

名 李秋萍 技术负责 水工环高级工程师  

文  杰 项目负责 地质工程师  

评估区重要

程度 

□√重要区□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二级□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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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

质环境

影响评

估评 

地质环

境影响

评估级

别 

地质环境条

件 
□复杂□√较复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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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无滑坡、崩塌、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发育。但露天

开采边帮稳定性差，矿区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现状危害程度

小，危险性中等。预测加剧、诱发和遭受崩塌、滑坡和泥石流

灾害，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矿山现状主要造成第四系残坡积层挖损，岩溶含水层连续性

受到破坏，而未造成含水层大面积挖损，对地下水影响较轻。

未来开采仅在包气带内进行，对地下水影响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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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目前最大采深 110m，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预测矿

山开采采深 150m，对原生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破坏程度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矿山目前开采对水土环境污染较轻。未来仅对露天采场矿体

采挖，生产工艺简单，预测采矿活动对土地资源的影响程度较

轻。 

村庄及重要

设 施 影 响  

评估 

矿山附近无重要设施，开采区离村庄较远，对村庄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

评估 
矿山对地质环境影响总体严重 

矿矿区

土地损

毁预测

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损毁环节 损毁单元 损毁方式 

已损毁 基建期 办公区 挖损 

矿区道路 挖损 

运营期 露天采场 挖损 

推土场 挖损 

拟损毁 运营期  露天采场 挖损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目前矿山已损毁土地 12.7787公顷，其中旱地 0.1208 公顷，

有林地 10.6822公顷。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新一轮开采将新增损毁土地 4.6574 公顷，其中旱地 0.2906

公顷。预测矿山共损毁土地 17.4361 公顷，其中旱地 0.4114

公顷，有林地 14.053hm
2
。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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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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占用 

耕地 
水田     
旱地 0.4114 0.1208 0.2906  

林地 
有林地 14.053 10.6822 3.3708  

灌木林地     

交通运输 农村道路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

地 

沟渠     

草地 其它草地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2.9717 1.9757 0.996  

合计 17.4361 12.7787 4.6574  

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类型 
面积（公顷）17.4361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7.4361 12.7787 4.6574 

塌陷    

压占    

小计 17.4361 12.7787 4.6574 

占用    

合计 17.4361 12.7787 4.6574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5.2991 

林地 有林地  7.1133 

草地 其他草地  3.841 

合计  16.2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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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
区 

采场 
（排土场） 

预防 警示牌 块 10 

预防 截水沟 米 1500 

保护 

隔离栅 米 1500 

挡墙 米 20 

消能池 座 2 

监测管控 监测 点 10 

一般防治
区区 

监测管控 巡查   

投资估算 （万元） 35.96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6.2534 93.22 

复垦工作
计划及保
障措施和 
费用预存 

工作计划 

1、总体安排 

 

本方案土地复垦工作按照“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

林则林”的原则进行规划，建立新的土地利用系统，提高土地的生产

力。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应当根据征地计划和工程进度来安排。 

 

2、复垦工作计划 

 

按照“边建设，边复垦”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根据土地复垦

特征和生产建设方式结合复垦服务年限，本方案设计将其土地复垦工

作分为 2 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近期）为时间为 2020 年至 2025年，共 5 年，主要复

垦工作为对拟开采区进行表土剥离，主体工程修建堆石坝、截水沟等

工程。 

边开采边复垦，主要对矿山开采造成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包括

露天采场（排土场、堆料场）、厂房、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等区域

按照复垦设计进行施工；同时进行监测及管护期，主要是对复垦工程

新建的设施，及复垦的土地进行监测及管护。 

第二阶段（长期）时间为 2025年至 2072 年，共 47年： 

该期如果矿权延续，则以新修编方案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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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建立强有力的组织领导和管理体系，确定专职人员，并组织相应

人员培训，强化环境保护意识，明确建设过程中的责任和义务，建立

项目负责制和严格的管理办法，由业主负责组织、协调本方案与主体

工程设施的关系，并与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密切配合，保证各项措施与

主体工程同步实施，如期完成，并由相关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及验

收。 

2、技术保障 

（1）施工技术保证：工程施工中应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术力量

强、信誉好的投标施工单位。施工单位应具备各类专业的技术人员，

尤其是地质灾害专业、环保专业和水土保持专业的技术人员。 

（2）技术档案管理：建立建全技术档案，包括本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治理恢复和土地复垦方案设计的所有资料和图纸，施工情况总

结、表格及文件，各项治理措施所需的经费等技术资料，以及验收和

全部文件、报告和表格的资料。 

3、资金保障 

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所需的资金由矿山自筹，从采矿收益中列

支，计入采矿成本。为了避免因矿方原因而造成矿山不能及时进行恢

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主管拟建矿山的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和财

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本行政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保证金

缴存的标准和本方案所需的费用，由矿方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土

地复垦保证金，由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款专用，作为矿山地质环

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的资金保障措施。 

费用预存 
计划 

阶

段 
年度 

动态投资费

用（万元） 

复垦费用预存

额（万元） 

阶段预存费

用（万元） 

预存时

间 

适

用

期 

2020 30.0655  24 
124.3723 

 

2020.12 

2021 0.9801  34 2021.12 

2022 4.1498  34.0000  2022.12 

2023 89.1769  32.3723  2023.12 

合计 124.3723   124.3723   124.3723    

 

 

 

 

 

复垦费用
概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77.7688 

二 设备费 0 

三 其他费用 12.61 

四 监测与管护费 4.2854 

（一） 复垦监测费 0.78 

（二） 管护费 3.5054 

五 预备费   

（一） 基本预备费 5.68 

（二） 价差预备费 21.0179  

（三） 风险金 3.01 

六 静态总投资 103.3542（0.3952 万元/亩） 

七 动态总投资 124.3723 （0.4755 万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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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矿山属小型露采矿山，矿山地质环境条件为中等复杂，属重要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分级确定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评估等级为三级。 

（2）矿区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现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中等。现状条件

下采矿活动对地下水含水层破坏程度较轻、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

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影

响严重（I）和影响较轻（Ⅲ）两个级两个区。 

（3）矿业活动加剧现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

中等。在采矿活动中，可能引发和遭受崩塌、滑坡、泥石流危害，可能性中等，

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预测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

严重，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对地下水含水层影响和坡坏程度较

轻。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影响严重（I）和影响较轻（Ⅲ）两个

级两个区。 

（4）矿山采矿影响范围内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预测可能诱发的地质灾

害规模中等，易于控制，地质灾害易发性中等，矿区地质灾害影响分级程度为

较严重级。这些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可以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治理防治，矿山开采

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5）依据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将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

分为影响严重（I）、影响较轻（Ⅲ）两个级两个区。相应将治理划分为重点

防治区（A 区）和一般防治区（C 区）两个区。 

（6）通过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确定，土地复垦责任范围为现状损坏和拟损

毁土地范围，复垦责任区面积为 17.4361hm2。 

（7）土地复垦目标为：拟复垦土地总面积为 16.2534hm2，复垦方向为灌木

林地及旱地地，土地复垦率为 93.22%。 

（8）本方案的地质环境治理概算总费用 35.96 万元。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为 103.3542 万元,动态总投资为 124.3723 万元。资金均为矿山自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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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议 

（1）矿山应始终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精心组织生产，按

设计要求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严禁滥挖乱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加强边坡

管理，以防止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 

（2）健全各项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并严格执行。 

（3）矿山在生产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发现环

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特别在雨季要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

监测工作和临时防护措施。 

（4）结合工程布局，按现行勘察规范的要求，分阶段进行岩土工程勘察，

进一步查明矿区各岩（土）层的工程力学性质和几何特征以及水文地质条件，

为施工图设计和工程施工以及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提供科学依据。 

（5）针对采场生产过程中，在对矿石的爆破和运输等环节，粉尘产出率较

高，建议采用湿式作业，增加喷雾洒水点，降低粉尘浓度，满足工业卫生要

求。 

（6）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分台开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