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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编制背景 

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县马路磷矿（以下简称“会泽县马路磷矿”），

采矿权首次设立时间为 2005 年，采矿许可证号：C5300002010026110055865，矿区范围

由 13 个拐点圈定，面积：2.0515km²，开采标高 2400～2050m，有效期 2021 年 3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1 日；开采矿种为磷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地下开采，生产规模 50.0

万 t/a 扩建至 95.0 万 t/a。 

2023 年 12 月 29 日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编制并备案了《云南省会泽县马路

磷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3 年 8 月 31 日）（云地工资矿评储字〔2023〕8 号），

2024 年 1 月 23 日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编制并备案了《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

限公司会泽县马路磷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云地矿开审〔2024〕003 号）。根据

资料收集情况和业主说明，以往矿山未编制过《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因矿山采矿许可证已过期，现根据采矿权延续相关要求，该矿山需编制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才能进行下一步延续手续。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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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要求，采矿权人（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委托

重庆长江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与云南有色资源环境有限公司共同承担《云南银港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会泽县马路磷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的编制工作。 

二、编制目的 

2.1 工作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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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然资源主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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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等法律法规。明确项目业

主在资源开发利用的同时，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将生产建设造成的土地损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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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资源的开发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按照“谁损毁、谁复垦”

的原则，将本项目的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土地复垦的实施

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保证金缴存等提供依据；为下阶段土地复垦设计提供依据。

本《方案》初步确定的损毁土地复垦范围、初步拟定的防治措施和土地复垦投资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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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列

入建设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按方案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为自然资源行政主

管部门矿权审批、监督管理和土地复垦工程验收等提供依据；为生产单位进行用地申请、

采矿权年检提供必备的要件，同时还为维护当地人特别是受影响村民的权益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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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完成任务 

（1）收集评估区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及水

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等资料，调查阐明矿体储存特征，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现状分布、

危害及土地、植被资源破坏情况，地下水含水层结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基本查明区

内的地质环境条件、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 

（2）在开展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含水层、土地资源及地形地貌景观的现状评价

基础上，依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结合场地的地质环境条件，预测评估地质环境问题发

展与危害。 

（3）综合现状评估、预测评估成果，进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4）对露天采场、办公生活区、排土场、矿山道路、地质灾害点、沟谷、附属设

施等，提出保护与治理措施。 

（5）对矿区附近村庄受矿业活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防护措施。 

（6）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监测方案，并进行经费估算。 

（7）调查并量算各类已损毁土地的面积，预测损毁土地的范围以及损毁程度。 

（8）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和确定被损毁土地应复垦的面积，并根据土

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规划其复垦时间和复垦后的利用类型。 

（9）在复垦规划的基础上，按各类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复垦工艺，

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量，提出复垦工程的投资概算。 

（10）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本方案所涉及的所有复垦工程费用由云南银港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全部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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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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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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评估：根据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主要分布有 5 条采

场边坡和 2 个排土场边坡。现状条件下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至中等，其危

害、危险性中等。现状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较严重。 

预测评估：矿业活动可能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经野外实地调

查，该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 5 条采场边坡和 2 个排土场边坡。①预测矿业

活动加剧采场边坡（BW1～BW4）的危害、危险的可能性中等，BW5 其危害、

危险性中等至大。矿业活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预测后续露天

采场（采帮）高陡边坡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

至大；②预测北矿段地表移动变形诱发地裂缝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其危害、

危险性中等至大；③预测地表移动变形诱发地面塌陷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其危害、危险性大；④预测地表移动变形诱发滑坡、危岩滚落、崩塌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大，其危害、危险性大；⑤预测地下生产系统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中等，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⑥预测地面生产系统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⑦预测矿山建设与生产诱发岩溶塌陷的

可能性小，其危害、危险性中等。⑧预测该区内的 C1 冲沟诱发泥石流的可能

性中等，其危害、危险性中等。矿山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

预测矿山本身遭受采场边坡（BW1～BW5）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其危害、危险

性中等至大。②预测露天采场遭受采场边坡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

危险性中等至大；露天采场遭受矿坑充水的可能性小，其危害、危险性小。③

矿山地面生产系统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

至大。④预测矿井遭受坑道局部片邦、冒顶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危害、危险

性大。⑤预测移动范围内地面遭受采空区地面塌陷及地裂缝等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⑥预测采矿设施遭受斜坡危害的可能性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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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

影响程度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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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评估：矿体的开采主要破坏岩溶裂隙含水层，矿山现状开采对地下含

水层结构破坏较严重；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以大气降雨及岩溶裂隙充水为主

的矿床，含水层富水性弱—中等。本矿山矿体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

基准面，矿山开采未揭露到地下水水位。但矿山进行开采活动以来，采取露天

开采的形式，由于矿坑的开挖，导致局部地下水排泄基准面的下降，再加上矿

山地形坡度较大，主要含水层灰岩中的岩溶裂隙水加快了自然排泄的速度，引

起矿区地下水量的减少、地下水位的下降，现矿山开采对地下水水量减少或疏

干有一定影响。综上所述，评估区处于区域地表水、地下水径流排泄地段，开

采矿体均位于地下水位之上，现状开采面积较大，矿业活动对矿区及周围生产

生活供水影响较小，对周围水环境影响较严重，现状矿山生产活动对评估区水

资源的影响较严重。 

预测评估：地下开采对含水层结构预测评估：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未来

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地下开采方式，未来山坡露天开采，由于地形坡自然坡

度大，露天采区不会形成积水，雨季降水因地形自然坡度大快速的以散流的形

式流入下游的箐沟均可自然排水。矿区矿体均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地下水对采

坑无影响。只要完善原有露天采场的排水系统，使露天采坑的水源不进入地下

采坑，降雨入渗对地下采坑的充水影响小，不会对采坑造成大的影响。故本次

核实不再进行涌水量预测，仅为定性分析。总之，矿业活动对矿区周围地下含

水层结构破坏严重。露天开采对含水层结构预测评估：矿区范围内主要分布有

孔隙含水层、弱裂隙含水层和岩溶裂隙含水层三种地下水类型。随着矿山的开

采，预测未来露天采空区最大面积将达 24.8513hm2，采矿将形成高陡露天采场

边坡，开采深度最高达 90m，边坡会局部阻断地下水的径流，造成地下水位的

下降。采矿后大面积的基岩直接出露地表，改变了含水层的渗透条件和补给途

径，增大了雨季矿坑集水对含水层的补给，较容易导致矿区周围含水层影响和

破坏。根据《开发利用方案》未进行涌水量预测，由于矿山一直采用山坡露天

开采，开采矿体位于山体斜坡上，汇水面积不大。且根据开采设计，在采场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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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还需修筑截洪沟截取地表水，因此预测矿坑涌水对矿山开采影响不大。矿山

开采对村庄、矿山生产和生活用水影响的预测评估：据现场调查及矿山介绍，

评估区内分布有马路乡、梭落卡村、红土丫口村、箐头村和新弯子村等 1 个乡

镇和 5 个自然村，各村庄生产和生活用水均来自积流水窖供给，缺少部分来马

路乡自来水厂，矿山生产、生活用水来自距马路乡驻地约 4km 元宝山大水沟。

矿山为露天开采，废土石随意堆放，加剧采场周围水土流失。根据矿石的化学

成分分析，虽该矿石中不含有毒有害成分，对人体不构成危害，但采坑水、排

土场淋滤水不经过处理直接排放，对周围水资源有一定影响。预测矿山开采对

村庄、矿山生产和生活用水影响的可能性较严重。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

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严重。 

 

 

 

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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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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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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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文

现状评估：现状地质灾害区：经现场调查，评估区内分布有 5 条因矿山开

采形成的采场边坡。现状地质灾害的形成对坡体、植被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已有露天采场区：本矿山采用

露天开采，经过多年的开采，在矿区范围内已形成 6 个露天采场，采空区面积

共计约 20.05hm2，采坑边坡高：0～35m，边坡角：40～80º，局部形成垂直陡

坎。露天开采破坏了部分地表植被资源，采矿扰动及人类工程地质活动使得边

坡失稳，坡面局部曾发生过小型滑坡、掉块等现象，破坏了山体完整性，对原

生的地形地貌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已有排废设施区：根据现场调查，矿区范

围内现分布有 2 座排土场（即 1#排土场、2#排土场）。各排土场内均堆放着前

期矿山露天采场剥离的废石土，各场地内堆积的废石土高度为 10～20m，坡度

约 35～40°左右，堆存容量共计约为 45 万 m3。经统计，已有排废设施区共计

占地面积约 3.125hm2。废石土的堆放改变了原有的地形地貌条件及景观，恶化

了地质环境，有水土流失危害，排土场和废石场的形成对原生的地形地貌影响

和破坏程度严重。已有辅助设施区：原矿山基建工作已经基本废弃，现状下已

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和影响。主要表现为 2300 平硐、2320

回风井、临时办公生活区、炸药库和已建拦挡工程等地面工程设施的建设，经

统计，已有辅助设施区占地面积共计约 0.6930hm2。地面工程设施的建设开挖

形成高约 1～5m 的斜坡，使得评估区内的地表岩石裸露、植被和自然景观的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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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性遭到破坏，改变了原来的土地利用格局，同时大量建筑物的修建对原生的

地形地貌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 综上所述，矿山现状开采与建设对区内的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重。 

预测评估：后续露天采场区：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未来矿山开采

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将在现露天 6#采场下方继续剥采，剥采范围为现 36#勘探

线以南 50 米至矿界北侧，采高范围为 2375-2200m，形成面积约为 10.6653.74 

hm2 的露天采场，后期开采深度最深达 170m，最终台阶坡面角≤45°。露天采场

的形成将可能造成山体破损、岩石裸露和破坏大面积的地表植被等，使原生地

貌发生改变，区域内原生植被的拦沙蓄渗功能丧失，预测后续露天采场的形成

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拟建辅助设施区：根据《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矿山拟建辅助设施区主要包括：南矿区 2325 回风井工业场地、2320 出

矿斜井坑口工业用地、采石运输 1#联络线路；北矿区 2375 回风井工业场地、

（2350、2325、2200、2175、2150、2125、2100、2075、2050）坑口工业用地、

（1#、2#、3#）采石运输线路、3#排土场、办公及生活场地、机修场、选矿场、

（1#、2#）高位水池，在现有的 1#排土场面积为 0.4469 公顷为表土堆存占用，

在此基础上增加钢筋石笼防治措施作为表土场使用，2#排土场面积为 1.1393

公顷为表土堆存占用，在此基础上增加钢筋石笼防治措施作为表土场使用、拟

建拦挡工程和拟建截排水工程等。由于目前拟建辅助设施区未进行基础设施建

设，但该设施均为半挖半填场地是客观事实，预测拟建辅助设施区的建设将产

生一定的工程边坡，一定程度上将破坏景观、占用土地资源，改变原有地形地

貌，拟建辅助设施区的建设对区内地形地貌破坏和影响总体上较严重。路面以

土路为主，主要用于废渣、废土、矿石等运输。拟建矿山道路将依山势修建而

成，虽目前拟建矿山道路未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但该设施均为半挖半填场地是

客观事实，预测拟建矿山道路的建设将产生一定的工程边坡，一定程度上将破

坏景观、占用土地资源，改变原有地形地貌，拟建矿山道路的建设对区内地形

地貌破坏和影响总体上较严重。排土场设计部署于矿区北侧的沟谷中。随着矿

山的开采，废石土的增多，预测拟建排土场可能诱发废石土滑坡及泥石流，造

成水土流失等地质灾害，将改变原有地形地貌，预测废石土大面积的堆放对区



 

8 

 

内地形地貌破坏和影响严重。预测塌陷区：预测矿山开采将形成一个面积约

168.1847hm2，北矿段开采塌陷盆地的面积为 140.5382 hm2，南矿段开采塌陷盆

地的面积为 27.6465 hm2。随着采空区的扩大，地表移动盆地下沉存在造成崩塌、

滑坡、地面塌陷、地裂缝等地质灾害。对井巷、硐口、坑口工业场地和矿山道

路等建（构）筑物构成影响和破坏，危害程度也中等～大。预测移动盆地范围

的形成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将造成一定的影响。综上所述，矿山开采对原生的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大。因此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严重。 

矿

区

水

土

环

境

污

染

现

状

分

析

与 

预

测 

现状评估：评估区地表水不发育，现状矿山雨季场地淋滤水使地表水体变

浑浊，悬浮物增多，泥沙增多，对季节性地表水体造成一定的污染，泥沙淤积

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沙化，综上所述，现状矿山废水、大气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

矿区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中等。 

预测评估：未来矿山建设防治工程对地表水体污染的可能性增大，使季节

性地表水体悬浮物增多，泥沙增多，是土壤沙化的可能性增大。总体上，预测

矿山未来开采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较严重。 

 

 

 

 

 

 

1、矿山开采对各村庄的影响评估 

村

寨

名

称 

村寨与矿

区相对位

置 

危害形式及危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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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庄

及

重

要

设

施

影

响

评

估 

箐

头

村、

红

土

丫

口 

村 

箐头村位

于采场 3

号露天采

场西侧，红

土丫口村，

位于采场4

号露天采

场北侧矿

区范围内。 

各村均属于山区，房屋结构大部分为砖混结构建筑，

有少部分为土木结构建筑。此次调查未发现其周边有崩

塌、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问题，根据圈定的预

测地表移动变形范围可知，各村庄部分房屋分布在该移

动范围内，从《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可看出，未来矿山

开采主要集中在该村庄下方，且村庄所处地形相对较陡。

随着矿山的开采，受矿山开采影响，可能导致上覆岩层

失稳、下沉，易使各村庄的房屋开裂、倾斜甚至是倒塌，

对村庄的人员生命和财产将造成一定的危害。因此预测

矿山开采对红土丫口村、箐头村村造成危害的可能性大，

其危害、危险性大。后期矿山应加强监测，做到预警预

防。 

梭

落

卡 

村 

位于 2#排

土场下游

区域，矿区

范围外。 

该村庄大部分为砖混结构建筑，有少部分为土木结

构建筑。此次调查未发现其周边有滑坡、崩塌、地面沉

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问题，现处于稳定状态。根据圈

定的预测地表移动变形范围可知，该村庄房屋均位于该

移动范围外，距离预测地表移动变形范围相对较远（约

350～600m），且该村庄所处地形相对平缓。随着矿山

的开采，地下采空区面积、采空高度的加深，受地表移

动变形的影响，可能导致上覆岩层失稳、下沉，易使该

村庄的房屋开裂、倾斜甚至是倒塌，若发生地质灾害，

主要对梭落卡村的人员生命和财产将造成一定的危害，

预测矿山开采对梭落卡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其

危害、危险性中等至大。后期矿山应加强监测，做到预

警预防。 

 

 

 

 

 

 

  村庄均隶属于山区，房屋结构大部分为 1～2 层砖

混结构建筑。此次调查未发现其周边有滑坡、崩塌、地

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质灾害问题。根据方案设计，拟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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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弯

子

村 

 

位于评估

区东南侧，

矿区范围

外，C1 冲

沟下游两

岸。 

露天采场位于新湾子村建设山体的高位，虽然 2200 以下

设计为坑内开采；露天采场滚石灾害和露天采场及坑内

开采的地表移动范围都是将影响到新湾子村的安全。预

测本矿山地下开采对厂新弯子村影响的可能性中等至严

重。且新弯子村旁分布有一条冲沟（即 C1 冲沟），C1

冲沟两岸地形较陡，前节预测 C1 冲沟诱发泥石流的可

能性中等，若 C1 冲沟发生泥石流，主要对村庄构成威

胁。预测 C1 冲沟诱发泥石流对新弯子村造成危害的可

能性大，其危害、危险性大。后期矿山应加强监测，做

到预警预防。 

金

家

村 

位于南矿

段西北部，

矿区范围

外。 

  该村庄房屋结构大部分为 1～2 层砖混结构建筑。

此次调查未发现其周边有滑坡、崩塌、地面沉降和地裂

缝等地质灾害问题。根据圈定的预测地表移动范围可知，

该村庄未分布在任何移动范围内，且距离南矿段预测开

采地表移动盆地范围直线距离约（约 300～500m）。预

测本矿山地下开采对金家村村影响的可能性中等至大，

其危害、危险性中等。 

2、矿山开采对水库的影响 

巴图水库：此次调查未发现其周边有滑坡、崩塌、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等地

质灾害问题。根据附图可知，该水库位于南矿段与北矿段之间，矿区范围外，

距离北矿段预测开采地表移动盆地范围直线距离约 900m；南矿段预测开采地

表移动盆地范围直线距离约 1000m。该水库距离井采矿活动区距离相对较远，

且位于活动区下方，因此预测矿山开采对巴图水库影响的可能性小，其危害、

危险性小。 

矿 山 地 质

环 境 影 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三个级别

五个区段，相应归属于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区（Ⅰ1、Ⅰ2）、较严重区

（Ⅱ1、Ⅱ2）和较轻区（Ⅲ）。 

  本项目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地下开采。土地损毁集中历史生产期（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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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 地 损 毁

的 环 节 与

时序 

年 2 月-2017 年 4 月）、延续生产期（2024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二个阶段： 

①历史生产期（2010 年 2 月-2017 年 4 月） 

马路磷矿历史生产期损毁区域主要为 2300.0m 坑口工业场地、原 2320 风

井工业场地、临时办公生活区、炸药库、1#排土场、2#排土场、采 1 露天采场、

采 2 露天采场、采 3 露天采场、采 4 露天采场、采 5 天采场、采 6 露天采场等。

这些对土地造成了挖损、压占。 

②延续生产期（2024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 

结合《开发利用方案》逐年出矿计划，在生产期内损毁时序如下： 

——矿山基建及总体部署 

基建工程量 24.21 万 m3，副产矿石量 4.58 万 t，其中北矿段（露天开采）

基建工程量 19.15 万 m3，南矿段（地下开采）基建工程量 5.06 万 m3。露天矿

山基建工程结束后生产第一年为设计计算年，1-4 年采用露天、地下同时开采，

南矿段地下开采承担 15 万 t/a 的生产任务，北矿段露天开采，承担 80 万 t/a 的

生产任务，第 4 年南矿段地下及北矿段露天开采结束后，由北矿段地下开采部

分，独立承担 95 万/a 的生产任务，1-16 年 100%达产，第 17 年减产至闭坑。 

——露天采场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后期继续对拟建露天采场进行开采，损毁方式为

挖损，损毁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28 年 7 月。 

——坑口工业场地 

南矿段：2325m 回风平巷工业场地（2300m、2275m、2250m、2225m、2200m、

2175m、2150m、2120m）8 个回采中段及一条 2320-2120m 串车提升斜井口工

业用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损毁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28 年 7 月。 

北矿段： 2375 回风井工业场地、（2350、2325、2200、2175、2150、2125、

2100、2075、2050）坑口工业用地，损毁方式为挖损、压占，损毁时序为 2028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 

——矿山道路 

为连接坑口工业场地、露天采场与农村道路，矿山后期拟建 3 条矿山道路，

分别为 1#矿山道路、2#矿山道路、3#矿山道路，道路的建设将对土地造成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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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损毁，损毁方式前期为挖损，后期为压占，其中 1#矿山道路、2#矿山道路损

毁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3#矿山道路损毁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28

年 7 月。 

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土 地 损 毁

的 环 节 与

时序 

——排土场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后期将拟建 3#排土场，损毁方式为挖损及压占，

损毁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41 年 11 月。 

——其他辅助设施 

其他辅助设施主要为生活及办公场地、机修场地、选矿厂、高位水池及拟

建的拦挡工程及截排水工程。矿山分别在北矿段、南矿段各设一座高位水池，

北矿段为 1#生产高位水池，损毁时间为 2024 年 7 月-2041 年 11 月，南矿段为

2#生产高位水池，损毁时间为 2024 年 7 月-2028 年 7 月。办公及生活场地、机

修场地、选矿场地毁损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41 年 11 月，拟建的拦挡工程及

截排水工程损毁时间为 2024 年 7 月-永久。 

——地表移动范围 

矿体将来地下开采过程及开采后，矿层被掏空，将形成地下采空区，尽管

它是滞后于采矿服务期，是长时间的累进过程，地下采空区，使上部地层应力

改变，失去支撑，致使地表岩层结构作重新调整。有可能引起地表下沉变形，

从而形成以开采边界为中心的移动盆地，并对地表土地可能造成地表沉降、变

形和塌陷等造成土地损毁，损毁时序为 2024 年 7 月-2041 年 11 月。 

矿区

土地

损毁

预测

与评

估 

已 损 毁 与

拟 损 毁 土

地 预 测 与

评估 

本项目总损毁面积为 215.9844 公顷，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28.7387 公顷，

拟损毁土地面积 187.2457 公顷。拟损毁面积中旱地为 37.2443 公顷，果园地为

5.1076 公顷、乔木林地 72.1746 公顷，灌木林地 7.4555 公顷，其他林地 5.7021

公顷，其他草地 50.3972 公顷，矿业用地 6.1490 公顷，农村宅基地 0.9944 公顷，

公路用地 0.8072 公顷，农村道路 1.1354 公顷，河流水面 0.0784 公顷。按损毁

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12.7542 公顷，挖损损毁 35.0457 公顷，预测塌陷范

围 168.1847 公顷。总损毁面积中，按土地损毁程度统计重度损毁土地 213.7731    

公顷，中度损毁土地 0.3909 公顷，轻度损毁土地 1.8204 公顷；按损毁土地权

属统计，属马路乡巴图村民委员会的为 171.9821 公顷，属旁地官村民委员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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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1.1764 公顷、属硝厂村民委员会的为 42.6882 公顷、属江子树村委员会的为

0.1376 公顷。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²）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42.7289 5.4846 37.2443 0 

园地 果园 5.1076  5.1076 0 

林地 

乔木林地 73.0212 0.8466 72.1746 0 

灌木林地 7.5200 0.0645 7.4555 0 

其他林地 5.8342 0.1321 5.7021 0 

草地 其他草地 54.5806 4.1834 50.3972 0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23.2035 17.0545 6.1490 0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1.1746 0.1802 0.9944 0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0.8072  0.8072 0 

农村道路 1.9282 0.7928 1.1354 0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0.0784  0.0784 0 

合  计 215.9844 28.7387 187.2457 0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  型 

面积（hm²）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  毁 

挖  损 35.0456 22.1487 12.8969 

塌  陷 168.1847  168.1847 

压  占 12.7541 6.5900 6.1641  

小  计 215.9844 28.7387 187.2457   

占  用 -- -- -- 

合  计 215.9844 28.7387 187.2457  

 

土地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²） 

 已复垦 拟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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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面积 

耕地 旱地 -- 43.2889 

园地 果园 -- 5.1076 

林地 

乔木林地 -- 74.1179 

灌木林地 -- 17.0058 

其他林地 --  

草地 其他草地 -- 68.1475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河流水面 --  

合  计 -- 207.6677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复垦率（%） 

207.6677 96.1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

类别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

位 

工作量 

重点

防治

区 

C1 冲沟诱发泥石流的预

防治理 

①拦挡措施 

土方开挖 m3 167.82 

M7.5 浆砌块石 m3 280.9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16.5 

毛石 m3 12.22 

②清理措施 

对C1冲沟内的弃渣

及废石土进行清理

（运距 800m） 

m3 230 

已有露天采场的预防治理 

②清理措施 

对高陡边坡上的危

岩体和坡脚已有的

弃渣进行清理（运

距 500m） 

m3 870 

②警示措施 设置警示牌 块 6 

后续露天采场的预防治理 

①截水、排水措施 上下游截水沟 m3 1086.8 

②警示措施 设置警示牌 块 4 

③拦挡措施 钢丝网 m2 5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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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土场的预防处理措施 

①警示措施 设置警示牌 块 3 

②拦挡设施 挡土墙 m3 281.25 

③拦挡设施 C20 钢筋混泥土 m3 105 

④截排工程 M7.5 浆砌石截面积 m3 11.4 

各平硐口的预防治理 ①封堵措施 

M7.5 浆砌块石 m3 398.3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199.15 

拟建表土堆场的预防治理 ①拦挡措施 钢筋石笼 m3 250 

预测地表移动范围的预防

治理 

①地裂缝填充 土方回填 m3 2920.04 

②塌陷坑回填 土方回填 m3 17842 

③警示措施 设置警示牌 块 12 

整个评估区 监测点 个 25 

投资 

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19 年 5 月） 431.26 万元 

地 质

环 境

治 理

费 用

预存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本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适用年限（5 年）估算费用为 217.97 万元；本

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19 年 5 月）估算费用为 431.26 万元，全

部为本方案新增投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基金年度预存计划表。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缴存计划      单位：万元 

阶

段 
分期 计提时间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恢复基金计提

额（万元） 

占总投资比例

（%） 

阶段预存额

（万元） 

近

期 

第 1 期 2024 年 7 月 1 日前 145.97 33.85  

217.97 

第 2 期 2025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3 期 2026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4 期 2027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5 期 2028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中

期 

第 6 期 2029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136.05 第 7 期 2030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8 期 2031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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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期 2032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0 期 2033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1 期 2034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2 期 2035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3 期 2036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4 期 2037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5 期 2038 年 7 月 1 日前 18 4.17  

第 16 期 2039 年 7 月 1 日前 15 3.48  

 

远

期 

第 17 期

-20 期 
2041 年 7 月 1 日前 18.29 4.24  18.29  

合 计 431.26 100 431.26  
 

 

复 垦

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和

费 用

预存 

 

工

作

计

划 

结合《土地复垦方案》的总体部署，年度实施计划分为近期工程、中期工程和远

期工程三部分进行，即 2024 年 7 月～2029 年 7 月为近期治理期；2029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为中期治理期。2040 年 11 月～2043 年 11 月为远期治理期。具体详细工作计

划安排如下：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 207.6677 公顷，其中复垦旱地 43.2889 公顷，复垦果园地

5.1076 公顷，复垦乔木林地 74.1179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 17.0058 顷，其他草地

68.1475 公顷；  

静态投资总额：981.11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1075.80 万元 

（一）近期治理期为矿山生产期第 1～5 年（第一阶段） 

时间划分： 2024 年 7 月～2029 年 7 月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 21.9467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5.0189 公顷，乔木林地 0.4138

公顷 ，灌木林地 0.0618、其他草地 16.4522 公顷； 

静态投资总额：628.82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647.58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具体如下： 

各年度具体安排如下：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2024 年 7 月-2025 年 7 月） 

复垦位置：复垦位置为不在使用的原 2300 平硐、2320 回风井、现临时办公及生

活用地、炸药库、（1#、2#、3#、4#、5#）露天采场及采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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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1.4166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4.7854 公顷，乔木林地 0.4078

公顷 ，灌木林地 0.0618、其他草地 6.1617 公顷；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481.66 万元、动态投资 481.66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建设期，复垦位置为不在使用的原 2300 平硐、2320 回

风井、现临时办公及生活用地、炸药库、（1#、2#、3#、4#、5#）露天采场及采空区，

并对复垦区域及修建的水窖进行管护，同时对新建的 1#高位水池、3#矿山道路、生

活及办公用地、机修场地、选矿厂、坑口工业用地等进行表土剥离，剥离表土优先进

行复垦区域表土复垦，剩余部分进行 1#表土堆场堆存。新建露天采场、3#排土场、

2#高位水池、1#矿山道路、2#矿山道路、等剥离的表土运往 2#表土堆场。结合主体

工程设计做好其余预控措施。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104837.4541m³，表土回覆 25890.5453 m³，场地

平整 18289.5m³，土壤培肥 3.6579 公顷，施商品有机肥 3.6579 公顷，土地翻耕 3.6579

公顷。 

2、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8597 株，栽植灌木 4299 株，栽植爬山虎 9965 株，

撒播野古草 4.4354 公顷。 

3、配套工程：修建水窖（25 立方）25 座。 

4、监测与管护工程量：在（1#、2#、3#、4#、5#）露天采场采空区布置复垦效

果监测点 19 个，管护面积为 4.4354 公顷，同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2025 年 7 月-2026 年 7 月） 

复垦位置：6#露天采场采空区； 

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0.5300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0.2335 公顷，乔木林地 0.0060

公顷，其他草地 10.2905 公顷；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72.22 万元、动态投资 75.83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生产期，复垦位置为不在使用的 6#露天采场采空区，

并对已复垦区域、修建的水窖、表土堆场内的表土进行管护，同时对拟建的排土场进

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运往 2#表土堆场，结合主体工程设计做好其余预控措施。 

主要完成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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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12006.25m³，表土回覆 9574.95 m³，场地平整

9181.0m³，土壤培肥 5.5141 公顷，施商品有机肥 1.8562 公顷，土地翻耕 5.5141 公顷。 

2、林草恢复工程：栽植爬山虎 10887 株，撒播野古草 1.0887 公顷。 

3、配套工程：修建水窖（25 立方）1 座。 

4、监测与管护工程量：6#露天采场采空区布置复垦效果监测点 3 个，管护面积

为 5.5241 公顷，同时对表土堆场堆放的表土进行管护。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2026 年 7 月-2027 年 7 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5.80 万元、动态投资 6.71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生产期，无复垦区域，主要工作是对已复垦区域、修建

的水窖、表土堆场内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土壤培肥 5.5141 公顷，土地翻耕 5.5141 公顷。 

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2027 年 7 月-2028 年 7 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5.80 万元、动态投资 6.71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生产期，无复垦区域，主要工作是对已复垦区域、修建

的水窖、表土堆场内的表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土壤培肥 1.8562 公顷，土地翻耕 1.8562 公顷。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2028 年 7 月-2029 年 7 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 63.34 万元、动态投资 76.99 万元； 

工作内容：本年度属矿山南矿区闭坑期，复垦区域，主要工作是对南矿区 2325

工业场地，2320 提升斜井以及塌陷盆地进行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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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期治理期为矿山生产期第 5～16 年 5 个月 

时间划分： 2029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 40.1342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1.3045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

地 24.7644 公顷；灌木林地 3.6251、其他草地 10.4402 公顷； 

静态投资总额：38.50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46.80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南矿段及拟建露天采场在生产 4 年时期，矿

石剥离工程已完成，即从 2029 年 7 月开始对 1#、2#排土场， 3#矿山道路、南矿段、

北矿段的露天采空区边坡及采空区部位进行复垦治理，并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 

各阶段具体安排如下： 

a） 第二阶段复垦工作计划（2029 年 7 月-2034 年 7 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17.50 万元，动态投资额：21.25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生产期，无复垦区域，主要工作是在生产期第 5 年对

拟建的 2325 工业场地、2300 工业场地、2075 工业场地、2195 工业场地、3#矿山道

路、5#矿山道路、2#高位水池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分别堆放于 1#表土堆场及

2#表土堆场，从第 9 年开始对预测塌陷区耕地、林地、农村宅基地、农村道路、河流

水面进行动态监测，第 10 年开始准备下一阶段的复垦工作。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 3696.65m³。 

2、监测、管护工程：布置土地损毁监测点 5 个点，其中北矿预测塌陷区内的旱

地布置 1 个点，农村宅基地布置 1 个点，农村道路布置 1 个点，南矿预测塌陷区内的

旱地布置 1 个点，农村道路布置 1 个点，河流水面 1 个点。 

3、配套工程：修建水窖（25 立方）13 座。 

b） 第三阶段复垦工作计划（2034 年 7 月-2038 年 7 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静态投资总额：17.50 万元，动态投资额：21.25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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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回覆 17792.63m³，场地平整 9420.50m³，土壤培肥 1.8841

公顷，施商品有机肥 1.8841 公顷，土地翻耕 1.8841 公顷，场地清理 372.4 m³。 

2、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7757 株，栽植灌木 3879 株，栽植爬山虎 116906 株，

撒播野古草 14.7933 公顷。 

3、配套工程：修建水窖（25 立方）5 座，农村道路修缮 1116m，新建农沟 1116m。 

4、监测与管护工程量：布置土地损毁监测点 5 个点，其中北矿预测塌陷区内的

旱地布置 1 个点，农村宅基地布置 1 个点，农村道路布置 1 个点，南矿预测塌陷区内

的旱地布置 1 个点，农村道路布置 1 个点，河流水面 1 个点。 

c） 第四阶段复垦工作计划（2039 年 7 月-2040 年 11 月） 

复垦位置：北矿段预测地表移动范围、南矿段预测地表移动范围； 

复垦目标：复垦土地 40.3898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8.7401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

地 28.0415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 3.6082 公顷； 

静态投资总额：3.50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4.25 万元；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回覆 1548.29m³，场地平整 16387.03m³，土壤

培肥 8.7401 公顷（连续陪肥 3 年），土地翻耕 8.7401 公顷（连续翻耕 3 年）。 

2、林草恢复工程：补植乔木 7485 株，补植灌木 5998 株，撒播野古草 3.1650 公

顷。 

4、监测与管护工程量：布置复垦效果监测点 4 个，北矿段、南矿段各 2 个，管

护面积 40.3898 公顷。 

（三）闭坑期治理期：矿山闭坑后第 1-3 年，全面复垦期及管护期 

时间划分：2040 年 11 月～2043 年 11 月 

复垦位置：坑口工业场地（2355 回风井工业场地、2330 回风井工业场地、2325

回风井工业场地、原 2320m 风井工业场地、2310 坑口工业场地、2305 进风井工业场

地、2195 坑口工业场地）、排土场（1#排土场、2#排土场）、矿山道路（1#矿山道

路、2#矿山道路、3#矿山道路）、其他辅助设施（选矿厂、办公及生活区、1#高位水

池、2#高位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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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目标：复垦面积 142.1331 公顷，其中复垦为旱地 36.9655 公顷，复垦为乔木

林地 48.6104 公顷，果园 10.1983 公顷、5.1076 其他草地 41.2514 公顷； 

静态投资总额：313.79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381.41 万元 

工作内容：本阶段属于矿山全面复垦期，主要是对矿山闭坑后不再使用的场地、

排土场、表土堆场、矿山道路进行复垦，并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1、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回覆 37720.88 m3，建筑物拆除 1-2 层的为 1230.48m2，

建筑物基础拆除 464.96 m3，硬化地表拆除 238.84 m3，场地清理 3561.65 m3，建筑物

垃圾清运 1597.30 m3，场地平整 37954.50 m3，土壤培肥 7.5909 公顷，土地翻耕 7.5909

公顷。 

2、林草恢复工程：栽植乔木 3079 株，种植灌木 1540 株，栽植爬山虎 6140 株，

撒播野古草 1.7903 公顷。 

3、配套工程：修建水窖（25 立方）29 座。 

4、监测、管护工程：布置土地损毁监测点 5 个点，其中北矿预测塌陷区内的旱

地布置 1 个点，农村宅基地布置 1 个点，农村道路布置 1 个点，南矿预测塌陷区内的

旱地布置 1 个点，农村道路布置 1 个点。布置复垦效果监测点 17 个，管护面积 142.1331

公顷。 

 

本项目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981.11 万元，动态投资总额为 1075.80 万元，全部投

资由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承担。土地复垦资金从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

司马路磷矿生产项目中逐年提取，并确保复垦资金落到实处，提取的复垦费用于矿山

土地复垦，土地复垦费用统一纳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进行管理。云南银港泰

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

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本项目生产建设周期在三年以上，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少

于土地复垦估算费用（静态）总金额的 20%，第一期复垦工程静态投资为 481.66 元，

所以首期预存资金为 481.66 万元，余额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预存

计划缴存，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具体预存方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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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预

存

计

划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年度 
静态投资（万

元） 
差价预备费（万元） 

动态投资（万

元） 
存缴 

一阶段 

2024.7-2025.7 481.66  0.00  481.66  

647.58  

2025.7-2026.7 72.22  3.61  75.83  

2026.7-2027.7 5.80  0.59  6.39  

2027.7-2028.7 5.80  0.91  6.71  

2028.7-2029.7 63.34  13.65  76.99  

二阶段 

2029.7-2030.7 3.90  0.84  4.74  

21.27  

2030.7-2031.7 3.90  0.84  4.74  

2031.7-2032.7 3.90  0.84  4.74  

2032.7-2033.7 3.90  0.84  4.74  

2033.7-2034.7 1.90  0.41  2.31  

三阶段 

2034.7-2035.7 3.90  0.84  4.74  

21.27  

2035.7-2036.7 3.90  0.84  4.74  

2036.7-2037.7 3.90  0.84  4.74  

2037.7-2038.7 3.90  0.84  4.74  

2038.7-2039.7 1.90  0.41  2.31  

四阶段 2039.7-2040.11 3.50  0.75  4.25  4.25  

五阶段 

2040.11-2041.11 279.11  60.15  339.27  

381.42  2041.11-2042.11 28.98  6.24  35.22  

2042.11-2043.11 5.70  1.23  6.93  

总计 981.11  94.69  1075.80  1075.80  

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应当在土地复垦方案通过审查，公示期满后，与会

泽县自然资源局在双方约定的银行建立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按照本土地复垦方案

确定的土地复垦费用，在 30 天内在土地复垦费用专门账户中足额预存土地复垦费用，

土地复垦费用统一纳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进行管理。 

复 垦

费 用

估算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697.03 

二 设备费  

三 其它费用 123.31 

四 监测与管护费 87.98 

（一） 复垦监测费 5.70 

（二） 管护费 82.28 

五 预备费 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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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预备费 42.63 

（二） 价差预备费 94.69  

（三） 风险金 34.05 

六 静态总投资 981.11 （3149.62 元/亩） 

七 动态总投资 1075.80 （3453.58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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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评估范围和评估级别： 

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县马路磷矿属生产类矿山，矿区面积为

2.0515km²，为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

复杂。根据矿山露天+地下开采采矿活动所能影响的区域，同时结合可能引发滑坡、崩

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范围、程度，露天+地下开采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范围、程度，

结合地形地貌特征，确定本方案评估范围的面积约为 9.73km²。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本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定为一级。 

2、矿山地质环境条件： 

评估区地形侵蚀切割强烈，属构造侵蚀高山地貌。断裂构造主要有北东－南西向断

裂构造 F1（即马路断层）、F2 及北西－南东向断裂构造 F3、F4、F5 为主，其中 F3、F4、

F5 断裂构造将矿体（层）切割成北东段（F3－F4）及南西段（F4－F5）2 个自然段，而

磷矿体赋存在 F2 断裂上盘 20-100m 的范围内，成矿条件较复杂。矿区位于地下水的补

给、径流区，区内地下水以大气降水补给为主，自西向东径流。矿体设计开采标高为

2400～2050m，高于区内最低侵蚀基准面 1492m，但矿区内有 F2 断层经过，F2 断层为正

断层，磷矿体赋存在 F2 断裂上盘 20-100m 的范围内，断层富水性弱，导水性好。矿体

赋存于较坚硬厚层状白云岩、含磷白云岩、砂屑状磷块岩组中，节理裂隙较发育，半坚

硬-坚硬岩组，力学强度较高，该岩组属硬质岩，整体稳定性较好。矿山露天开采时该

岩组为采坑边坡基岩，开采过程中，岩石会遭受破坏，使岩石完整性较差，工程力学性

质降低，易发生局部崩塌、滑坡现象；地下开采时该岩组为矿体围岩，矿坑穿过节理裂

隙较发育岩层易产生崩塌、掉块等工程地质问题，需加强支护。 

3、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土地已损毁情况： 

（1）现状露天采场内的采邦边坡均为多台阶组合岩质高陡边邦，其中规模较大的

发育有 5 个(BW1-BW5)，其中现状均处于一般稳定性状态，现状危害性中等；历史矿山

废石土堆积形成 2 个规模较大的堆积边坡(排土场 1#、排土场 1#)，现状均处于一般稳定

性状态，现状危害性中等，C1 冲沟诱发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其危害、危险性中等。 

根据技术附录 E 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将评估区划为现状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严重区较严重（ⅱ）和影响较轻区（iii）二级二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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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损毁土地情况 

本项目已损毁土地总面积为 28.7387hm²，损毁地类为旱地 5.4846hm²、乔木林地

0.8466 hm²、灌木林地 0.0645 hm²、其他林地 0.1321 hm²、其他草地 4.1834 hm²、采矿用

地 17.0545hm²、农村宅基地 0.1802hm²、农村道路 0.7928hm²；主要为现状 6 个露天采场

（采 1、采 2、采 3、采 4、采 5、采 6）、1#排土场、2#排土场、办公生活区、现状矿

山道路已损毁土地。损毁土地的方式为挖损、压占；按土地损毁方式统计为挖损损毁

22.1487 hm²，压占损毁 6.5901 hm²；按土地损毁程度统计重度损毁土地 28.2450 hm²，轻

度损毁土地 0.4937  hm²。 

4、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和土地拟损毁情况： 

（1）矿业活动加剧现状边坡 BW1-BW4 失稳下滑的可能性中等，危及露天采场、

人员、车辆、设备、道路和矿业活动正常进行，危险性中等；矿业活动加剧现状边坡

BW5 失稳下滑的可能性大，危及露天采场、人员、车辆、设备、道路、新湾子村和矿

业活动正常进行，危险性大；矿业活动加剧现状 C1 冲沟泥石流可能性中等，危险及危

害性大。 

未来露天开采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对人员、车辆、设备和道路的危害及

危险性大；地下开采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对露天采场、人员、车辆、设备、

道路、新湾子村的危害及危险性大；未来矿山地下开采与露天采场之间影响大；矿山办

公生活区、炸药库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对人员、设备设施等危险性危害性小；

提升斜井及场地和拟建（2350、2325、2200、2175、2150、2125、2100、2075、2050）

坑口场地建设及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对施工人员、硐口和辅助设施的危害

及危险性中等-至大；1#-2#排土场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高位水池建设

及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对人员、设备设施的危险性危害性小；拟建排土场建

设及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至大，对车辆、人员、设备设施的危险及危害性

中等；矿山道路建设及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对车辆、人员、设备设施的危

险及危害性中等；冲沟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大。 

采空区、人员、车辆、设备、道路和矿业活动遭受现状边坡 BW1-BW4 下滑产生危

害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危害性危险性中等；露天采场、人员、车辆、设备、道路和

矿业活动遭受现状边坡 BW5 下滑产生危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新建露天采场、地

面生产设施、施工机械和人员遭受采场涌水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及危害性中等；采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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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设备设施等可能遭受采邦下滑、崩塌或掉块的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及危害性大；根

据《开发利用方案》未来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地下开采方式，未来山坡露天开采，由

于地形坡自然坡度大，露天采区不会形成积水，雨季降水因地形自然坡度大快速的以散

流的形式流入下游的冲沟均可自然排水。矿区矿体均位于地下水位以上，地下水对采坑

无影响。只要完善原有露天采场的排水系统，使露天采坑的水源不进入地下采坑，降雨

入渗对地下采坑的充水影响小，不会对采坑造成大的影响。故本次核实不再进行涌水量

预测，仅为定性分析；硐/井口场地遭受采动斜坡可能的滑坡、崩塌、地面塌陷、地裂缝

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 

根据技术附录 E 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将评估区划为预测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严重区（Ⅰ1、Ⅰ2）、较严重区（Ⅱ1、Ⅱ2）和较轻区（Ⅲ）。三级五区。 

（2）拟损毁土地情况 

本项目拟损总计毁损 187.2457  hm2，其中旱地为 37.2443 hm2，果园地为 5.1076 

hm2、乔木林地72.1746 hm2，灌木林地7.4555 hm2，其他林地5.7021 hm2，其他草地 50.3972 

hm2，矿业用地 6.1490 hm2，农村宅基地 0.9944 hm2，公路用地 0.8072 hm2，农村道路

1.1354 hm2，河流水面 0.0784 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 6.1641hm2，挖损损

毁 12.8969hm2，塌陷损毁 168.1847 hm2；按土地损毁程度统计，重度损毁土地 185.5281 

hm²，中度损毁土地 0.3909 hm²，轻度损毁土地 1.3266  hm²。 

5、矿山建设适宜性： 

矿山建设适宜性评估原则是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条件以及地质灾害现状评估、预测评

估和综合评估结果，云南银港泰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会泽县马路磷矿主要工程均位于地质

灾害危险性大区和影响严重区内，矿山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性，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和

预测评估结果，将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

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 

本方案结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分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护与治理。其

中主要工程恢复治理措施如下： 

（1）冲沟（C1）中游修建 1#谷坊坝； 

（2）已有露天采场边坡：截水+清理措施+警示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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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拟建露天采场面（含边坡 BW1、2）：截水、排水措施+防护网拦挡措施+警

示措施； 

（4）对预测地面变形范围内可能产生的地裂缝进行填塞，塌陷坑进行回填； 

（5）对拟建 3#排土场周围修建截水沟+挡土墙； 

（6）对提升斜井和各个回风平硐井（硐）口进行封堵； 

（7）设置“长观网”配合人工定期巡查对现状不稳定边坡（BW1- BW4）、C1 冲

沟泥石流、预测地表移动变形范围、露天采场、排土场、办公生活区、炸药库、井口及

场地、C1 冲沟等进行监测。 

7、矿山复垦面积、责任复垦面积、复垦率及对复垦面积：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复垦责任范围 215.9844hm²，面积约 8.3194 hm²以原地类形式

（其中前期矿山生产已形成以及后期矿山生产预计扰动区域内投影面积农村宅基地矿

山 1.1746 公顷、道路 2.7354 公顷（其中农村道路 1.9282 公顷、公路用地 0.8072 公顷）、

河流水面 0.0784 公顷，新建水利设施 0.3731 公顷（已有水利及防护设施 0.0565、拟建

水利及防护设施 0.2382 公顷）、拟建露天采场边坡无法覆土复垦区域 4.0363 公顷（后

期复垦计划中进行复垦；北矿区 4.0363 公顷的采矿用地是高陡边坡，在后期的复垦过程

中只在上下较缓地块地边进行爬山虎及葛根种植，不做全面的复垦计划）予以保留，扣

除以上设施占用土地面积 8.3194 公顷后，实际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 207.6677  

hm2。其中复垦为旱地 43.2889 公顷，复垦为园地 5.1076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地 74.1179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 17.0058 公顷，复垦为其他草地 68.1475 公顷，土地复垦率为

96.15%。 

8、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 

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 207.6677 hm²，其中：复垦为旱地 43.2889 公顷，复垦为园地

5.1076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地 74.1179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 17.0058 公顷，复垦为其

他草地 68.1475 公顷；采取表土剥离、表土回覆、场地平整、土地翻耕、建筑物拆除、

建筑物基础拆除、浆砌砖建筑物拆除、浆砌石结构墙体拆除、池底和盖拆除、废渣清理、

回填压实、土壤培肥（撒播光叶紫花苕子）、施有机肥、栽植麻栎、栽植戟叶酸模、扦

插油麻藤/常春藤、撒播狗牙根+黑麦草、修建蓄水池、设置储水罐、铺设滴灌管、土地

损毁监测和复垦效果监测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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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需要的总投资： 

本方案编制年限 19 年 5 个月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总费用为 431.26 万

元，适用年限（5 年）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费用为 217.97 万元。 

本矿山土地复垦面积 215.9844 hm²，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981.11 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3149.62 元/亩；动态总投资为 1075.80 万元，动态亩均投资 3453.58 元/亩。 

10、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 

根据 2024 年 1 月获批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书确定矿山采用露天+地下开采，矿山

生产规模为 95 万 t/a，该方案设计矿山总服务年限为 16 年 5 个月。 

本方案考虑矿山闭坑后的治理、复垦工程期 8 个月，监测和管护期 3 年，以相关部

门批准该方案之日算，确定本方案编制服务年限为 19 年 5 个月（2024 年 7 月至 2043

年 11 月），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2024 年 7 月至 2029 年 7 月）。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和土地复垦工作，本方案提出建议： 

1、未来矿山采用露天+地下开采，开采终了后将形成了陡坎、高大边坡，震旦系上

统灯影组（Zbdn）白云岩、硅质白云岩组，较坚硬厚层状，节理裂隙较发育，半坚硬-

坚硬岩组，力学强度较高，该岩组属硬质岩，整体稳定性较好。近地表部分风化强烈，

节理裂隙较发育，岩体呈层状结构，力学强度降低，整体稳定性较差；矿业权人后期开

采过程中需高度重视采场边坡排危、防治及监测工作，自上而下台阶规范开采，减少地

灾隐患发生。 

2、未来 2024 年-2029 年为矿山露天开采期，露天采场底部平台标高为 2200m。2029

年至 2039 年矿山由露天转为地下开采，开发利用方案设计为保证露天与地下开采安全，

在露天开采区域于地下开采区域中间留设 12m 厚的保安矿柱。但未来矿山地下开采冒落

带高度为 13.16m，导水裂隙带出现的最大高度为 46.63m，均大于开发利用方案留设的

矿柱高度，存在诱发采场底部境界和边坡面产生地面塌陷的可能性。建议矿业权人后期

开采过程中不断完善开采设计。 

3、矿山外排土场排土总高度 100m，设计容积为 1200 万 m³。建议矿业权人聘请资

质单位对拟建排土场进行专项设计和专项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或安全稳定性评估。 

4、建立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发的全过程，坚

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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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在开采过程中应执行“有疑必探，先探后掘”的探防水原则，超前探水，以防

突然涌水，做好防治水工作，确保安全生产。 

6、本方案涉及的工程问题不能作为施工依据，具体实施工程治理时，应委托有设

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中采用参数以设计为准。 

7、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

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8、本方案主要是依据开发利用方案和实地调查资料编制而成，编制底图以矿山提

供的相关图纸为参考进行设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地形地貌进行适当调整处

理，延续设计。 

9、开采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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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应确实加强植物措施建设的管护。 

12、在实施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与当地自然资源行

政主管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技术指导，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13、业主方必须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来处理污水排放及相关措施，水资源管

理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执行。 

14、矿山开采过程中要高度重视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问题，对具备条件的区域

要及时进行恢复和治理，治理前要聘请资质单位进行详细的勘察、设计和施工，确保工

程质量和防治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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