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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向家沟煤矿 (以下简称向家沟煤矿)为己建成生产矿山,

矿业权人为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采矿许可证编号为C53OOOO⒛ 10u11⒛ Os臼3o,

有效期⒛” 年 9月 ⒛ 日至 2⒓4年 9月 ⒛ 日。矿区范围由4个拐点圈定,面积为

0.4"8嘟,开采深度为+1们0~刊 140m。 开采矿种为煤,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

模 3万 t/a。 目前采矿权证在有效期内,正在办理扩大矿区范围的工作。变更矿区范围后 ,

矿区面积约为 1.OO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300~+850,生 产规模为 30万 t/a。

向家沟煤矿始建于 19%年 ,1998年投产。根据云南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

文件 (云煤整合[20OB⒓ 8号 ) 《云南省煤炭资源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威信县煤炭资源

整合方案的批复》,向家沟煤矿属于单独保留型矿井, 2012年煤矿采矿证到期后煤矿

办理相关延续手续,取得了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向家沟煤矿划定矿区范围延续预留期

的批复。2014年 由于煤炭行业停业整顿,煤矿停止了采矿生产。根据云煤整审 (2015)

13号文
“云南省煤矿整顿关闭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昭通市威信县向家沟煤矿等三个

煤矿及昭阳区黄家厂沟煤矿煤炭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方案的审查确认意见
”, 由于煤

炭产业政策发生了变化,该煤矿自⒛14年至今一直处于停产状态。

经调查、咨询矿山业主,本矿山自矿山建矿至今,于 ⒛21年编制了矿山地质环境

与土地复垦方案,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至⒛%年 ,方案圈定评估面积为 0.9平方公里 ,

复垦责任面积为 38.锶 85公顷。恢复治理估算费用为 387.⒄ 万元,适用年限内估算费用

为 122.81万 元,土地复垦总动态投资为 307.⒛ 万元,首期己预测资金为 61。佰 万元。原

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针主要针对原采矿权范围 0。⒆88恤2,生产规模 3万 √a,进行

设计。期间由于矿山未进行生产活动,正在进行扩大矿区和提升产能的变更工作。因此

未组织专家进行阶段性验收,未按原方案进行投资和复垦。

二、编制目的

1、 本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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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办理现采矿许可证变更手续。

2通过了解、核实、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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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提出矿山在建设、开采、闭坑阶段的环

境保护、环境恢复及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减轻矿业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



响,明确矿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和责任,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

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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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为政府行政主

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的有利监督管理提供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是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和监测及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本方案不代替相

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用地报批手续。

3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坚持
“
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在保护中

开发,在开发中保护
”、“耕地优先

”、“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经济可行、

合理利用
”
的原则。为矿山生产提供指导。

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应在矿山地质环境和矿区土地复垦调查和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矿山开采设计等基础上编制,并指导矿山在后期恢复、施工

符合相关规划。

5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的区域范围包括开采区及采矿活动的

影响区。本方案不涉及尾矿库。

6根据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 (国务院令第 394号 )、 《土地复垦条例》 (国 务

院令第 592号 )、 《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 (国土资源部令第 56号 )、 《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规定》 (国土资源部令第 佴 号)等相关规律法规,本次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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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办理扩大

矿区范围、变更开采标高、变更开采能力。

7本方案依据已有的地质勘查资料、开发利用方案以及矿山用地报批资料并结合

建设单位提供相关资料,确保与现有矿山情况真实一致,并未矿山后期生产建设提供

科学合理的指导意见。

8认真履行 《土地管理法》及 《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据
“
谁损毁、

谁复垦”
的原则,本方案将明确矿山在生产过程中损毁土地面积、范围、时段、方式等 ,

进行损毁土地复垦的可行性分析,确定土地复垦利用类型和方式,拟定复垦标准,提出

复垦措施,测算复垦工程量及投资,安排复垦计划和资金保障措施等,为土地复垦的组

织开展、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管护以及土地复垦费缴存等提供依据,最终起到

保护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矿山建设范围的生态环境,为矿山开采和运营创造条件 ,

尽快使被损毁的土地复垦利用并尽可能达到最佳综合效益的状态,努力实现矿区社会经

济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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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案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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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矿许可证 □新申请  □持有  ■变更

矿山企业名称 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刘谦 联系电话 0870-6432311

企业性质 私营有限责任 项目性质 市场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

局
矿区面积 0.99gTk1n2,开 采标高+1300~+850m

生产能力 30万 〃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0002010021120056730 评估区面积 216km2

项 目位置土地利用

现状标准分幅图幅

号

G48G005046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13年

(⒛以 年 3月 习O37年 3月 )

方案适用

年限

5年
(2024年 3月 9∞9年 3月 )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300004312039776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称 专业 签 名

包博 工程师
恢复治理/土地

复垦 乞徉
赵 良洪 高级工程师 水土保持 极 兹蔟
禹 哲 工程师 环境工程 鞠 铆
罗丽华 高级工程师 土地复垦 习聃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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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较复杂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

分析

与预

坝刂

矿山地质灾

害现状分析

与预测

现状评估:经实地调查以及结合以往报告,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

主要为 H1滑坡以及潜在不稳定边坡 BWb BW2,根据现场调查,H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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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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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地质灾害中等~大
,

其危险性、危害性小。

预测评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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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性中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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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工业场地建

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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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取土场取土工作诱发地质灾害的可



能性小,危险性、危害性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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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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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矿山生产活动对评估区水资源的影响
“
严重”。预测未来矿山开

采对含水层的破坏为
“
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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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煤矿开采现状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影响
“
较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地

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属
“
较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条件下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环境污染
“
较轻

”。未来矿山开采对

区内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
“
较严重

”。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与

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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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建筑、泉点造成影响,其影响程度较大;对位于移动盆地以及地下水

疏干影响范围外的地面建筑、泉点影响较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预测今后向家沟煤矿地下采矿活动诱发和遭受地质灾害可能性总

体为大,危险性、危害性大。预测未来矿山生产活动对评估区水资源的

影响
“
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影响

“
较严重

”,对水土环境环境污染

“
较严重

”。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

环节与时序

1、 土地损毁方式

根据现场调查了解,矿山损毁土地的类型主要有以下4类 :

(1)土地挖损,因采矿活动致使原地表形态、土壤结构、地表生物等直接被

摧毁,土地原有功能丧失的过程。

(2)土地塌陷,因地下采矿导致地表沉降、变形,造成土地原有功能部分或

全部丧失的过程。

(3)土地压占,因堆放采矿剥离物、废石、表土等,造成土地原有功能丧失

过程。

(4)土地污染,因污染物的排放,造成土壤原有理化性状恶化,致使土地生

产力降低、生态系统退化的过程。

为了能够准确分析向家沟煤矿开采产生损毁土地的环节,本方案以方案编制

日为时点,将损毁土地时段分为己损毁和拟损毁两个阶段,分析产生损毁土地的

环节及损毁形式。

2、 己损毁土地环节

威信县向家沟煤矿始建于 1996年 ,1998年投产,⒛ 14年停产至今,目前建

成了工业场地、风井场地、爆破器材库、污水处理站、高位水池及矿山道路等。

这些工业场地直接服务于矿山开采,其损毁土地时段持续于整个矿山开采服务期 ,

造成土地压占损毁。

3、 拟损毁土地环节

向家沟煤矿为地下开采,煤矿随着井下掘进、矿床回采工作的进行,煤层上

部的岩层平衡条件改变,在采矿生产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地面的沉陷、裂隙,从而

对地表土地及土壤造成破坏,矿山开采期满后,沉陷区进入稳沉期,在稳沉期可

能会出现新的土地沉陷损毁。

在早期矿山建设中未对损毁土地区域的表土进行剥离堆存,为了满足闭矿后

各复垦单元复垦时覆土的需要,要求对拟压占损毁土地进行表土剥离堆存或利用

的同时,设置必要的取土场等场地用于拟复垦区域表土回覆,造成土地挖损损毁。



己损毁各类
土地现状

矿山已损毁主要包括主井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风井场地、爆破器材库、

污水处理站、矿山道路及高位水池等损毁土地。经统计,矿山己损毁土地面积

4,1凹9hm2,按 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 ,其 中旱地 ⒈5631hm2、 乔木林地

0.1⒍ ghm2、 竹林地 0,1403hm2、 灌木林地 0.凹23lm2、 其他林地 0.“35hm2、 采

矿用地 l,甾”hm2、 农村宅基地 0.1725hm2、 农村道路 ⒍2621hm2、 河流水面

0.0191hm2。 按土地损毁方式统计,压 占损毁 3.67狃 hm2、 占用 0.绍 35hn2;按 土

地权属统计,其中涉及麟凤镇坪房村 0.8718hm2,庙 沟镇宗家坳村 3,”61hm2;

按损毁土地程度统计,其中重度损毁土地 3.9~s41hn2,中 度损毁土地 0.1536hm2。

拟损毁土地

预测与评估

经预测,矿山开采拟损毁土地以地下采空区塌陷损毁土地和后期复垦设置

取土场场挖损损毁土地,预测共计拟损毁土地面积 104.⒛61hm2;按 损毁土地方

式统计 ,挖损损毁土地 1,”⒍hm2,塌 陷损毁土地 102.6112hm2,占 用 0.3187hm2;

按损毁土地程度统计,轻度损毁土地 102.呢 99hm2,重度损毁土地 1.刃⒍ hm2;

按土地利用现状统计,其 中旱地 80,“64m2、 乔木林地 12.m72hm2、 竹林地

0.4494hm2、 灌木林地 9。佴21hm2、 其他林地 0,弱 %hm2、 农村宅基地 0.OS刀 hm2、

公路用地 0,0T36hm2、 农村道路 0.2451hmz;按 土地权属统计,其中涉及坪房村

⒎,弼纰m2,涉及宗家坳村 ”,35呢 hm2。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 )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己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82.全 095 1.5631 80.8464

林地

乔木林地 12.7900 0.1628 12.6272

竹林地 0.5897 0.1403 0.4494

灌木林地 9.5144 0.0723 9.4421

其他林地 0.5331 0.0635 0.茌696

工矿仓储

用地
采矿用地 1.6522 1.6522 0.0000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0.2252 0.1725 0.0527

交通运输

用地

公路用地 0.0736 0 0.0736

农村道路 0.5072 0.2621 0.2451

水域及水

利设施用

地

河流水面 0.0191 0.0191 0.0000

合 计 108.3140 全。1079 104.2061 0.0000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破坏类型

面 积 (hm2)

小计
已损毁/

占用
拟损毁/占用

损毁形式

挖 损 1.2762 1.2762

塌陷 102.6112 102.6112

压  占 3.6744 3.67茌茌

污染 0.0000

小计 107.5618 3,6744 103.8874

占用 0.7522 0。 4335 0.3187

合  计 108.3140 4.1079 104.2061

土地

复垦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 ( 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83.4419 83.4419

林地

乔木林地 13.7588 13.7588

竹林地 0.4494 0。 4494

灌木林地 9.4421 9.4茌 21

其他林地 0。 茌696 0。 砼696

合计 107.5618 0.0000 107.5618

占用 0.7522

复垦率 99.31%



治理

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点

和次

重点

防治

区

滑坡 (Hl)

落石防护网
(100m)

防护网施工 m 250

排水沟 (130m)

土方开挖 m 134

土方回填 m 17

c⒛ 混凝土 m 59

潜在不稳定边坡
(BWl)

落石防护网 (8tllll) 防护网施工 200

排水沟 (25骊 )

土方开挖 m 262.65

土方回填 m 33,15

c⒛ 混凝土 m 114,75

潜在不稳定边坡
(BW2)

挡墙 (长 50m)

土方开挖 m 196.5

碎石反滤层 m 15

碎石垫层 m
’
‘

c⒛ 混凝土 m 110

采空区地表变形区
地裂缝回填 土石方回填 m3 3246

地面塌陷回填 土石方回填 m3 11894

预测移动盆地区 地裂缝回填 土石方回填 m3 4257

井口工业场地

挡墙 (长 100m)

土方开挖 m 393

碎石反滤层 m 30

碎石垫层 m 234

c⒛ 混凝土 690

矸石场挡墙 (长

45m)

土方开挖 m 176.85

碎石反滤层 13.5

碎石垫层 m 105,3

c⒛ 混凝土 m 310,5

矸石场截水沟 (长

250m)

土方开挖 m 257.5

土方回填 32,5

c⒛ 混凝土 m 112,5

井口封堵 M75浆砌石 m 120

风井场地
挡墙 (长 50llll

土方开挖 m 196,5

碎石反滤层 m 15

碎石垫层 m 117

c⒛ 混凝土 m 345

井 口封堵 M75浆砌石 m 40

其它及道路场地 挡墙 (长 ⒛Ol△)

土方开挖 m 786

碎石反滤层 m 60

碎石垫层 m 468

c⒛ 混凝土 m 1380

监测管控 监测警示
设立警示牌 个 46

布置监测点 个 73



一般

防治

区

监测管控 监测警示

设立警示牌 个 15

布置监测点 个 34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 (万元 ) 898.87

恢复

治理

工作

计划

及基

金计

提计

戈刂

《J疚
复治理方案》治理措施本着按

“
轻重缓急,分步实施

”
的原则,按确定的年

度实施计划,逐年安排资金,以保证实施工程措施和监测措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

具体进度如下 :

本次确定矿山生产期中 5年为近期治理期 (⒛⒛ 年 3月 31日 ~⒛⒛ 年 3月

31日 ),8年为中期治理期 (⒛29年 3月 31日 ~2037年 3月 31日 );生产期结

束后治理期与监测管护期 4年为远期治理期 (2037年 3月 31日 ~⒛41年 3月 31

日)。

恢复治理阶段
布置监测点 (个 ) 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近期

对现状地质灾害 H卜 滑坡

及 BW卜 BW2、 边坡进行

工程治理。

⒛24年 3月 ~
2025年 3月

1、 对主工业场地及风井工

业场地进行地质灾害治

理 ,2、 对现状采空塌陷进

行治理 ,3、 根据监测情况

对新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

治理

对上一年度布置的

监测点进行持续监

坝刂

⒛25年 3月 ~

2026每三3月

⒛26年 3月 ~
2027垄F3丿目

对上一年度布置的

监测点进行持续监

坝刂

2、 完成其他工业设施及道

路区地质灾害防治工程 ,

2、 对现状采空塌陷进行治

理 ,3、 根据监测情况对新

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⒛27年 3月 ~
2028每三3丿目

对上一年度布置的

监测点进行持续监

坝刂

1、 对现状采空塌陷区进行

治理 ,2、 根据监测情况对

新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

理

⒛28年 3月 ~
2029年 3月

1、 对现状采空塌陷区进行

治理 ,2、 根据监测情况对

新产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

理

对上一年度布置的

监测点进行持续监

坝刂



⒛” 年 3月 ~
2037仝F3丿弓

l、 对上一年度布置

的监测点进行持续

监测,预测移动盆

地范围内补充 57

个监测点。2、 对需

要进行加密监测的

位置进行加密。

1、 对预测采空塌陷区及移

动盆地进行治理,2、 根据

监测情况对新产生的地质

灾害进行治理 ,3、 进行井

筒封堵

⒛37年 3月 ~
⒛41年 3月

对上一年度布置的

监测点进行持续监

坝刂

1、 对建设的地质灾害防治

工程进行管护

复垦工

作计划

及保障

措施和

费用预

存

工

作

计

划

土地复垦工作应结合向家沟煤矿项目服务年限、采矿计划确定土地复垦工作计

划。方案实施分为 4个阶段实施:土地复垦实施面积、工程内容、资金投入计划情

况如下。

l)第一阶段

为矿山复垦方案服务期 (⒛24年 3月 31日 9陇9年 3月 31日 ),为方案适用

年限内,该阶段土地复垦工程内容包括:结合开采计划对可能形成的塌陷区进行复

垦。具体安排如下 :

(l)⒛24年 3月 31日 -20笏 年 3月 31日 ,为矿山投产生产的第一年,土地复

垦措施以监测为主,主要对地表工业场地、风井场地、采空区等区域进行调查、监

测,对原采空区进行巡查复垦,计划复垦土地 7.8932hm2,其 中复垦旱地 6.14” ,

复垦乔木林地 0。%7hm2,复垦竹林地 0.O3锸hm2,复垦灌木林地 0.”⒍hm2,复垦其

他林地 0.O361hm2,费 用支出主要为监测费,复垦工程费。年度静态资金投入 24.⒛

万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叨.⒛ 万元。

(2)⒛乃 年 3月 31日 -⒛%年 3月 31日 ,为矿山采矿运营阶段,土地复垦措

施以由于工业场地持续使用,工业场地主要以巡查监测为主,主要对采空区进行巡

查复垦,对采空区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土地 7.s932hm2,其 中复垦旱地 6,14叨 ,复

垦乔木林地 0,%Thm2,复 垦竹林地 0.O346hm2,复 垦灌木林地 0.”Ωhn2,复垦其他

林地 0.O361hm2,费 用支出主要为监测费,复垦工程费。年度静态资金投入 24,⒛ 万

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25.叨 万元。

(3)⒛26年 3月 31日 9⒆7年 3月 31日 ,为矿山采矿运营阶段,土地复垦措

施以由于工业场地持续使用,工业场地主要以巡查监测为主,主要对采空区进行巡

查复垦,对采空区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土地 7.⒆32hm9,其 中复垦旱地 6.1493,复



垦乔木林地 0,%7hm2,复垦竹林地 0.O346hm2,复垦灌木林地 0,”62hn2,复垦其他

林地 0.O361hm2,费用支出主要为监测费,复垦工程费。年度静态资金投入 24.⒛ 万

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27,⒎ 万元。

(4)⒛27年 3月 31日 9⒆8年 3月 31日 ,为矿山采矿运营阶段,土地复垦措

施以由于工业场地持续使用,工业场地主要以巡查监测为主,主要对采空区进行巡

查复垦,对采空区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土地 7.⒆32hn9,其中复垦旱地 6.1493,复

垦乔木林地 0.舛%m2,复垦竹林地 0.O34mm2,复垦灌木林地 0,”mhm2,复垦其他

林地 0.O361hm2,费用支出主要为监测费,复垦工程费。年度静态资金投入 24.⒛ 万

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29,68万元。

(5)⒛⒛ 年 3月 31日讠咙9年 3月 31日 ,为矿山采矿运营阶段,土地复垦措

施以由于工业场地持续使用,工业场地主要以巡查监测为主,主要对采空区进行巡

查复垦,对采空区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土地 7。⒆32hm2,其中复垦旱地 6.1493,复

垦乔木林地 0.%孙m2,复垦竹林地 0.O346hm2,复垦灌木林地 0.”⒍hm2,复垦其他

林地 0.O361h2,费用支出主要为监测费,复垦工程费。年度静态资金投入 24.⒛ 万

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31。%万元。

2)第二阶段

⒛⒛ 年 3月 31日 -2034年 3月 31日 ,为矿山采矿运营阶段,土地复垦措施以

由于工业场地持续使用,工业场地主要以巡查监测为主,主要对采空区进行巡查复

垦,对采空区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土地 39.弱6hm2,其 中复垦旱地 30.⒎甾hm2,复

垦乔木林地 4。”Shm2,复垦竹林地 0,173hm2,复 垦灌木林地 3.“ ⒒m2,复垦其他林

地 0.180珀m2,费用支出主要为监测费,复垦工程费。年度静态资金投入 121,15万

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158.8万 元。

3)第三阶段

⒛34年 3月 31日 2039年 3月 31日 ,为矿山结束运营,全面进行复垦,对工

业场地、办公生活区、储煤场、临时排矸场、炸药库、污水处理站、风井场地、场

地建筑进行拆除,对塌陷区全面进行复垦。计划复垦土地⒛。38zhm2,其 中复垦旱

地 21。婀57hm2,复垦乔木林地 4.%2hm2,复垦竹林地 0,1034hm2,复 垦灌木林地

2.1sOlhm9,复 垦其他林地 0.10“hm2,复垦公路用地 0。凹36hm2,复垦农村道路

0,626shm2,复垦河流水面 0,0191hm2,复垦水工建筑用地 0.O3” hm9。 年度静态资金

投入 255.58万元,年度动态投资投入 335.01万元。

4)第四阶段

2039年 3月 31日 9∝ 1年 3月 31日 ,为矿山管护阶段。土地复垦措施以监测

为主,主要对地表工业场地、风井场地、采空区等区域进行调查、监测,对采空区

进行巡查,对己复垦的区域进行管护。阶段计划安排静态投资29.6万元,动态投资



38.8万 元。

保

障

措

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矿区领导在公众参与、组织领导、技术力量、资金来

源和监督保证等方面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实施保证措施。

1、 公众参与:此次复垦方案规划设计充分吸收公众参与意见。首先积极宣传开

发建设项目复垦政策,其次吸收当地村组群众参与到方案论证过程中。

2、 组织领导:为保证方案的顺利实施,威信县向家沟煤业有限公司建立健全组

织机构和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责任到人,结合复垦工程实际,成立专门的管理机

构,并与当地土地部门密切协作,相互配合,加强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的宣传工作,增强保护土地的意识。

同时业主单位应制定方案实施的目标责任制,制定实施、检查、验收的具体方

法和要求,杜绝边复垦边破坏的现象发生。

3、 后续设计:本方案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复后,建设单位委托设计单位按设计程

序进行土地复垦初步设计和施工图纸设计工作,以便土地复垦方案能按详细的设计

要求顺利实施。

4、 工程管理:政府自然资源管理部门依法对复垦方案的实施进行监督管理。在

方案实施过程中,建设单位加强与政府主管部门合作,自觉接受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的监督管理。建设单位对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情况做好记录,对监督检查中发现的

问题及时处理。复垦工程进行过程中,对复垦质量适时检查。土地复垦工作具有长

期性、复杂性和综合性。土地复垦方案经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建设单位

进行进度安排,自觉接受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确保土地复垦方案的

实施。

5、 技术保证措施:加强有关专业人员的业务培训工作,对每一项土地复垦工程

的实施都要有专业人员亲临现场,严把质量关,同时要接受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真正做到严格要求,达到高质量、高标准。另外,还要加强复垦完成后的监护

工作。

6、 资金来源及管理使用办法:土地复垦资金将全部纳入矿山生产成本,每年的

复垦费用应从专项复垦费用中列支,按复垦方案资金的需求合理安排,确保矿山土

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实施。



费

用

使

用

和

预

存

计

划

根据 《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的规定,矿山企业

第一年预存资金不低于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的20%,在生产建设活动结束前一年存

储完毕,余额按复垦方案确定的缴存计划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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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体缴存计划如下 :

第一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105.56万 元,存储时间:⒛⒛ 年 4月 30日 以前 ;

第二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1.49万元,存储时间:⒛笏 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三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51.⒆ 万元,存储时间:⒛%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四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1.49万元,存储时间:⒛” 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五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51,⒆ 万元,存储时间:2Ⅱ 8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六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1.49万元,存储时间:⒛⒛ 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七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51。⒆ 万元,存储时间:⒛30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八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51.⒆ 万元,存储时间:⒛31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九期存储金额:人民币 51.⒆ 万元,存储时间:2032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十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1.49万元,存储时间:⒛33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十一期存储金额:人 民币 51。⒆ 万元,存储时间:⒛34年 3月 31日 以前 ;

第十二期存储金额:人民币51.49万元,存储时间:2035年 3月 31日 以前 ;

由于上一期向家沟煤矿己缴存 61.猸 万元,未有支取,因此本期只需缴存 44.l

万元即满足所需最低的 105.56万 元。

复垦费

用估算

费

用

构

成

序 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 (万元 )

1 工程施工费 389.71

2 设备费 0,00

3 其它费用 55.64

4 监测与管护费 55.00

复垦监测费 22.44
0
∠ 管护费 32.56

5 预备费 171.60

基本预备费 13.36
0
乙 价差预备费 14全 ,48

(3) 风险金 13.76

6
静态总投资 527.48

静态亩均投资 3269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671.95

动态亩均投资 41∞ 元/亩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评估范围和评估级别

因根据矿区内地质环境条件以及煤矿的开采方式、开采煤层埋藏深度及厚度 ,采矿

活动影响范围应大于矿区范围;因此综合确定本次地质环境及地质灾害评估范围,北侧

至矿区外推约 ⒛0,南侧至毛家湾,东西侧至预测移动盆地影响范围外推 100m左右 ,

最终确定评估区面积 2.16平方公里 ,该范围包括了矿山采矿权范围以及未来预测矿山移

动盆地分布范围。

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区,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向家沟煤矿生产能力为 30万 √a,属

小型规模,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综合确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分

级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为二级。

2、 矿山地质环境条件

评估区地貌类型属复杂类型,地质构造复杂程度属于中等复杂类型。区内地表水

体主要有矿区北部的向家沟小溪,其它季节流量很小甚至干涸。矿区水文地质勘查类型

属以裂隙含水层充水为主的简单类型。矿区工程地质勘查类型属层状岩类为主的中等类

型。

3、 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土地己损毁情况

(1)现状地质环境现状评

经实地调查以及结合以往报告,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主要为 H1滑坡以及潜在不

稳定边坡 BWb BW2,根据现场调查,H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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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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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已损毁土地情况

矿山己损毁主要包括主井工业场地、办公生活区、风井场地、爆破器材库、污水

处理站、矿山道路及高位水池等损毁土地。经统计,矿山己损毁土地面积 4.10”hn2,

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 ,其中旱地 1.5631hm2、 乔木林地 0.1628hn2、 竹林地 0.14O3hm2、

灌木林地 0。

"23hn2、
其他林地 0.“35hm2、 采矿用地 1。 “”hm2、 农村宅基地 0.1725hm2、

农村道路 0。“21hm2、 河流水面 0.0191血2。 按土地损毁方式统计,压 占损毁 3。臼佴hm2、

占用 0.们 35hm2;按 土地权属统计,其中涉及麟凤镇坪房村 0.8718腼2,庙沟镇宗家坳村

⒊2361hn9;按 损毁土地程度统计 ,其 中重度损毁土地 ⒊9541腼2,中 度损毁土地

0.1536hⅡ12。

4、 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和土地拟损毁情况

(l)地质环境预测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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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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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体来说,向家沟煤矿现状条件下遭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险性、

危害性中等~大 ;预测今后向家沟煤矿地下采矿活动诱发和遭受地质灾害可能性总体为

大,危险性、危害性大。预测未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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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拟损毁土地情况

经预测,矿山开采拟损毁土地以地下采空区塌陷损毁土地和后期复垦设置取土场

场挖损损毁土地,预测共计拟损毁土地面积 104.⒛61hm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挖损

损毁土地 1.2%2hm2,塌 陷损毁土地 102.611⒛m2,占用 0.3187hn2;按损毁土地程度统

计,轻度损毁土地 102。 ”∞腼 2,重度损毁土地 1.2%21m2;按 土地利用现状统计,其

中旱地 BO。Ⅲ“m2、 乔木林地 12。m” 血么 竹林地 0.4494hm2、 灌木林地 9.佴21hn2、 其

他林地 0.4⒆ 6hm2、 农村宅基地 0。Os”hn2、 公路用地 0.OT36hn2、 农村道路 0。⒛51腼2;

按土地权属统计,其中涉及坪房村 ⒎.胼⒆hm2,涉及宗家坳村 29.35呢 hm2。

5、 矿山建设适宜性:威信县向家沟煤矿总体矿山建设适宜性差。

6、 矿山地质环境评估、地质灾害评估及治理分区情况

根据现状采矿活动及人类工程活动对周围地质环境的破坏影响程度的地区差异,综

合考虑地质灾害的分布位置、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等,将评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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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个影响较轻区,三级四区。结合开发利

用方案设计今后矿山地表场地、设施及地下采矿活动的分布范围和推进区域,综合考虑

预测今后地质灾害的分布位置、发育特征及危害程度等,将评估区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范围划分为 1个影响严重区和 1个影响较严重区、1个影响较轻区,三级三区。根据

《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 (试行 )》 ,结合评估区地质灾害发育情况及拟建

工程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程度 ,对本区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分级、分区评估,将评估区

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为危险性大、中、小 3个等级,分别用罗马字母 I、 Ⅱ、Ⅲ表示;相

应地划分为 1个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和 1个危险性中等区、1个地质灾害小区,共三级

三区。依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及预测评估,矿山工程建设及矿山开采时段,工



程布局及采动影响范围,结合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设计 ,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分区划分为 1个重点防治区 (A区 )、 1个次重点防治区 (B区 )及 1个一般防治区 ,

三级三区。

7、 矿山复垦面积、责任复垦面积、复垦率及复垦面积

本项 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08.31+hn2,设 计对已有农村道路进行保留,针对己有高

位水池和消防水池进行保留,共计保留面积 0.T犯⒛m2,复垦率为 ∞.31%。

其中复垦为旱地 B3.441⒐m2,乔木林地 13。%88hn2,竹林地 0.佴舛hn2,灌木林地

9.442山
`,其

他林地 0。佰%hn2,保留修复公路用地 0。OT36hn2,农 村道路 O。Ω胡hn2,

河流水面 0.0191腼2,水工建筑用地 0.O3”hn2。

8、 复垦措施包括表土剥离、建筑物砌体拆除、废渣清理、场地平整、壤土回覆、

撒播光叶紫花苕、栽植云南松、栽植杜鹃、撒播狗牙根 ,配套集水水窖、完善耕地道路

及灌排设施。

9、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需要的总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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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98.87

万元,适用年限 (5年 )估算费用为 ”2.乃 万元,全部为本方案新增投资。

根据预测工程量,通过概 (估 )算可知,本矿山土地复垦面积 107.5618血2,在矿

山总服务年限内复垦静态总投资为 犯7.48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32⒆ 元/亩 ;动态总投资

为 臼1.%万元,动态亩均投资 416元/亩。

10、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

本方案编制年限为 17年 ,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

二、建议

为做好本区域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本方案提出一下建议 :

1、 依据矿山开采设计组织生产 ,约束 自身行为 ,认真贯彻预防为主,防治结合 ,

尽力减小扰动破坏,保护地质环境,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2、 矿山服务年限过长,在未来开采过程中影响矿山生产及地质环境的因素很多 ,

建议按 5年为一个周期 ,组织有资质单位对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进行修

编。此外,矿山扩大生产规模、变更矿区范围或者开采方式,则需要根据新的矿山开发

利用方案重新编制治理恢复方案。

3、 矿山作业是高危行业,一方面积极实施矿山地质环境防治工作;另方面认真做

好 日常安全生产同样重要,务必高度重视。



4、 据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编制规范》总则 4.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治理恢复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的技术依据之一,因此本方

案提出的防治工程设计不能作为相关工程勘查、治理工程设计的依据。建议业主方在后

期进行专项地质灾害治理时必须做好相关的工程的勘查、施工设计工作,确保防治工程

科学、有效。

5、 本次评估未能全面收集到以往相邻生产矿井的较全面开采资料,无法精确的预

测出以往相邻矿山对拟建矿山的影响和危害,矿 山开拓或开采矿权边界煤层时应加大监

测力度 ,并适当放慢开采速度,坚持先探后采的原则,避免引发矿山安全事故。并协商

综合治理地质环境,避免别的矿山地质灾害危及本矿等交叉破坏地质环境的情形发生。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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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针对矿山矿业活动形成的地质灾害如 :地面沉降、地裂缝等危害严重的特点 ,

应建立定期巡查、定期监测、定期汇报的预测、预警系统,做到心中有数,有备无患 ,

尽量使可能发生的灾害损失降至最低。

8、 矿山需按照己评审通过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确定的环境保护工程措施进行施工 ,

较少矿山开采对水土环境的污染。

9、 房屋受煤层开采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其结构形式,房屋所处地质开采条件及房

屋与回采工作面的相对位置关系等 ,大部分房屋是在矿井投产数十年到上百年后才可能

受地面沉陷影响,村落也在不断的发展扩大中,影响房屋破坏程度的诸多因素的变化是

难以作出准确预测的,因此在矿井生产过程中应根据当时情况,再对房屋的破坏程度作

出预测,以便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10、 鉴于矿区内己出现过采空区引起的地面变形地质灾害,对村庄建筑物造成危害 ,

建议业主在 以后开始开展中对位于采空区上部以及周边的居民点制定专项监测计划 以

及搬迁措施 ,保证村庄建筑物安全,同时对村庄周边高陡边坡进行加强监测。在暴雨、

暴雪、地震等特殊工况下,要求进行 2茌 小时不间断巡查、监测。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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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由于 H1滑坡 目前危害主要表现在块石顺地形向下发生滚落、滑动后对下部公路

及采矿设施的危害,因此先期结合矿山以往防治经验,在该滑坡坡脚 (公路内侧)施工

被动环形落石防护网,在使用过程中对防护网及时进行维护;并对滑坡进行稳定性、危

害性监测,在其影响范围内设立警示牌,提醒车辆以及人员注意。

由于该滑坡下部存在公路以及采矿设施,且该滑坡后期在降雨、地震等不良工况

条件下其影响范围、程度有进一步加大的变化趋势,因此建议矿山必须加强对滑坡变形、

稳定性、危害性的监测 ,根据监测结果进行专项勘察设计,考虑采用修建挡土墙对 Hl

滑坡崩滑物进行拦挡或者对滑坡影响范围内的公路、采矿设施进行重新选址避让的方式

减少滑坡崩滑物危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