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向家沟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

⒛⒛ 年 3月 l1日 ,受省自然资源厅委托,云南省地质环境监测院在昆明组

织专家对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编制的
“
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向家沟煤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
进行了评审,与会专家在审阅报告、听取介绍

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

一、项目基本情况

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向家沟煤矿位于威信县麟凤镇境内,交通较为便

利。地处东经 104° 49′ 42″ ~104° 50′ 50″ ;北纬 27° 49′ 31″ ~27° 49′

53″ 。矿山开采标高为H300米 ~+850米 ,生产规模 30万√a,矿区面积 0.9987km2,

现有采矿权证有限期为 ⒛” 年 9月 ⒛ 日至 ⒛24年 9月 20日 。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 )该矿山为生产矿山,属小型矿山。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

杂类型,重要程度为重要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严重;按一级开展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符合现行规定。

(二 )本方案圈定的评估面积 2.16h2,完成 l:5000环境工程地质调查面

积 2.2km2,野 外地质调查工作较翔实,能基本满足方案编制工作所需。方案编制

工作程序合规,方案要件齐全。

(三 )本方案对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矿山生产现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

理恢复现状和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进行了介绍,介绍较全面,可作为方案编制的

基础。

(四 )现状评估指出,根据现场调查,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 Hl滑

坡以及潜在不稳定边坡 BWb BW2。 H1滑坡目前处于变形失稳阶段,因此其现

状稳定性差,其发生浅层土体坍塌或落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潜在不稳定边坡 BWb BW2预测其现状条件下基本稳定,但其发展趋势不稳定 ,

预测其发生的滑坡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由于目前矿山处于停

产阶段,不存在矿山开采对采空区的扰动,预测现状条件下采空区稳定性为基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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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目前地下水疏干影响范围内未发现有受地下水水位下降而导致出现地面不

均匀沉降、建筑物变形等情况,目 前矿山地下水疏干暂未诱发明显的地质灾害。

矿山以往废弃物堆放发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大 ,其危险性、危害性小。现

状矿山生产活动对评估区水资源的影响
“
严重

”。煤矿开采现状地形地貌景观破

坏影响
“
较严重

”
。现状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环境污染

“
较轻

”
。现状评估客观 ,

反映了现状特征。

(五 )预测评估认为,矿山采矿活动加剧现状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危险性、

危害性大。未来矿山开采过程中加剧现状浅部采空区发生地裂缝及塌陷区其可能

性大,危险性、危害性大,未来矿山开采中形成的新采空区发生地裂缝及塌陷区

其可能性大,危险性、危害性大。矿山开采诱发移动盆地可能性大,预测今后移

动盆地内发生地裂缝地质灾害可能性总体为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

诱发滑坡可能性小~中等,总体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诱发崩塌的可能性中

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诱发泥石流的可能性较小,危险性、危害性

小~中等;移动盆地对地质环境影响严重。预测地下水疏干对其影响范围内的零

星建筑物存在较大影响,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未来矿山

开采会对位于移动盆地以及地下水疏干影响范围内的地面村庄建筑、泉点造成影

响,其影响程度较大,预测其可能性大,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预测位于移

动盆地以及地下水疏干影响范围外的地面村庄建筑、泉点影响较小,遭受矿山崩

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其影响程度中等~大。预测其可能大,危险性、危害性中等 ,

局部为大。矿山工业场地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地面设施活动遭受现状

地质灾害危害可能性大,危险性、危害性大;未来各工业场地在运营期间遭受矿

山开采而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井筒建设及

运营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未来矿山开采遭受矿山动压影响大,对矿山安全

生产会造成直接危害,预测其发生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受煤系地层自身工程性质较差以及矿山动压影响,矿山井下生产系统建设及运营

加剧及遭受冒顶、掉块和片邦可能性大,危险性、危害性为中等~大 ;未来矿山

延续生产,开采深部煤层时存在遭受已有采空区突水危害风险,预测遭受的可能

性中等,危险性、危害性为中等~大。未来矿山开采遭受地表水体影响较小。矿

井可能遭受下伏岩溶承压水危害可能性小,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矿山受相

邻矿山开采影响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诱

发矿井突水、涌水的危害,可能性中等,危害、危险性中等~大。未来矿山废弃

物堆放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小,预测危害性中等~大。测评估结论基本可信。

(六 )威信县向家沟煤矿总体矿山建设适宜性差。

(七 )现状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划分为 2个影响严重区和 1个影响较严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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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影响较轻区,三级四区。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范围划分为 l个影响严重区

和 1个影响较严重区、l个影响较轻区,三级三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 l个地

质灾害危险性大区和 l个危险性中等区、l个地质灾害小区,共三级三区。将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划分为 l个重点防治区、1个次重点防治区 (B

区)及 1个一般防治区,三级三区。方案适用年限设定为 5年,综合评估结论客

观。方案适用年限设定为 5年 ,综合评估结论客观。

(八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投资估算编制有据,计价计费基本

合规,经估算,本矿山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 (17年 )估算费用为

898.盯 万元,适用年限 (5年 )估算费用为 ”2.25万元,元,近期年度资金安排

基本合理。

三、土地复垦部分

(~)本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编制格式符合要求,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

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复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

作的依据。

(二 )原则同意报告书中关于向家沟煤矿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通过

对矿山己损毁土地和拟损毁土地分析预测,预测至矿山开采服务期结束,在矿山

施工建设、投产运营期间共损毁土地 108.314hm2,其 中己损毁土地 4,10”hm2,

主要为向家沟煤矿主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风井场地、爆破器材库、高位水池

和矿山道路等损毁土地;拟损毁土地 104,⒛⒍hm2,主要为塌陷损毁土地和设置

取土场损毁土地。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 占损毁土地 3.臼佴m2,挖损损毁土地

1.27⒍hm2,塌陷损毁土地 102.6112hm2,占用土地 0.%”hm2;按损毁土地程度

统计,轻度损毁土地 102.9299hm2,中度损毁土地 0,1538hm2,重 度损毁土地

5.2303hm2。 总计损毁旱地 彬,们%hm2,乔木林地 12.79hm2,竹林地 0.5897hm2,

灌木林地 9,51狃hm2,其他林地 0.5331hm2,采 矿用地 1.65” hm2,农村宅基地

0””hm2,公路用地 0,凹36hu2,农村道路 0.50” hm2,河流水面 0.0191hm2。

(三 )原则同意本项目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

结果基本可信。本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年限确定为 5年 ,即 ⒛24年 3月 至 2⒆9

年 3月 。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08.314hm2,设 计对己有农村道路进行保留 ,

针对已有高位水池和消防水池进行保留,共计保留面积 0.75”hm2,复垦率为

∞。31%。 其中复垦为旱地 83.佴 19hm2,乔 木林地 13。Ts88hn2,竹林地 0.44%hm2,

灌木林地 9.4421hm2,其 他林地 0.惘狁“ ,保留修复公路用地 0。凹36hm2,农村

道路 0Ω猊hm2,河流水面 0,0191hm2,水 工建筑用地 0.O3” hm2。

(四 )原则同意本报告书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但需进一步加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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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相关措施,并应采取行之有效的预防措施防止硫化物、氟化物污染,以及因

矿山开采导致的滑坡和水土流失及新的土地损毁。

预防控制措施:(l)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内,做好土壤

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2)合理地布置工作

面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因开采对地表土地的损毁;(3)严格按照 《土地复

垦条例》等要求,对拟损毁挖损、压占土地区进行表土剥离,并在表土堆场等场

地率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4)对采空区及

损毁严重区需布设监测措施。

工程技术措施:各场地在完成使用后需严格按照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要求

进行土地平整、配套相应设施,复垦为耕地区域按照 0.5m进行覆土,进行土地

平整,翻耕,培肥,完善道路、灌排设施;复垦园地、林地区域按照 0.3m进行

覆土,栽种苗木,撒播草籽,恢复植被。

生物化学措施:(l)植被恢复工程:工程技术措施完成后,选择当地生长迅

速、抗风性强、耐性强的乡土树种。(2)土壤培肥:进行植树种草绿化,固定矿

区土壤,控制风和水蚀,并采取施用绿肥的方式进行土壤改良,改善土壤物理、

化学和微生物性质,保持并增加土壤肥力。

(五 )原则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

体实施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 ,

增加方案的可操作性。

(六 )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527.48万 元,静

态亩均投资 32sg元/亩 ;动态总投资为 臼 1。%万元,动态亩均投资 4165元/亩。

根据土地复垦费用缴存相关规定,其中首期缴存不少 105.56万 元,共计缴存 12

期,业主单位要进一步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加大土地复

垦前期提取额度,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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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 )本矿山采矿活动诱发滑坡、崩塌、地裂缝、地面不均匀沉降等地质灾

害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危害对象主要为工业场地地面

设施、道路及村庄安全,矿山生产中应加强监测措施,根据监测结果及时对产生

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二 )向家沟煤矿周边分布有村庄,矿山企业应当严格遵循行业标准,并采

取有效预防措施,确保周边村庄不受采矿活动影响,在矿山生产中必须加强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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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需要根据方案在村庄周边以及村庄内部布设监测措施,对产生过程中的地

质灾害问题应及时进行治理,必须确保村庄不受矿山开采诱发的地质灾害影响 ,

否则应当及时停止开采,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或采取搬迁避让措施。

(三 )根据地质灾害预测,矿山工业场地周边山体较陡,未来在降雨、地震

以及采矿扰动等不良工况条件下有发生失稳的可能,建议业主方在生产过程中严

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保安煤柱进行预留,减少矿山开采对工业场地所在山

体的扰动:同时积极开展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对发生的山体失稳或远程高位崩塌

地质灾害及时进行治理或工程避让,确保安全生产。

(四 )本方案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包括工程措施和监测

预警措施,措施设计有一定针对性和可实施性。监测点数量多、分布范围广,建

议业主在本方案的基础上再编制专项监测实施方案,便于今后监测措施的顺利实

施。

(五 )项 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金

监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

计划,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

复垦实施情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六 )如生产规模、地点、矿区范围或生产工艺、开采方式、开采矿种等发

生重大变化以及申请延续、变更、转让采矿权时
“
方案

”
时效性己过期的,需按

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或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应及

时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

(七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保护好耕地,对于压占、占用的耕地需进行表土剥

离工作。

(八 )塌陷区内涉及的己搬迁的村庄,进一步明确复垦责任主体,合理安排

复垦计划,细化复垦工程设计。

综上所述,该方案的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的要求,相关

分析基本合理,结论基本准确,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基本可行,投资

估算结果基本准确,拟定的工作计划实施基本合理。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 ,

编制单位已按专家组的修改意见补充完善,并按规定程序上报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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