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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编制背景编制背景编制背景编制背景 

一一一一、、、、任务由来任务由来任务由来任务由来 

云南省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于 2023 年 9 月完成《云南省耿马县

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详查报告》，并取得评审备案证明及评审意见书，评审

意见书：云地工勘耿矿评储量字〔2023〕2 号。2023 年 11 月完成《云南省耿马县

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并取得专家审查意见书，审查

意见书，云地工勘开审〔2023〕004 号。 

云南省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为拟出让新立矿山，开采矿种：建筑

石料用石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为 240 万 t/年。为了办理新立矿

权、满足矿山转型升级要求及矿山挂牌出让等相关手续的需求，云南省核工业二〇

九地质大队对矿区及周边范围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     

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在矿山南部已建设部分灌区工程基建设施，根据

收集资料显示，其损毁范围属于临沧市耿马灌区工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第一期）

及临沧市耿马灌区工程建设项目临时用地（第二期）所属范围，具有由临沧市自然

资源和规划局的批复，且在本方案编制前已由昆明地信科技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分别

编制了两期建设项目临时用地范围的土地复垦方案，因此本方案不对建设项目临时

用地所属范围内的单元进行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工作。直至目前，矿山开

采区域及范围内未做过矿山区域内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工作，临沧市自然

资源局规定要求，申请采矿权，需补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工作，为

完善相关手续矿权人委托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编制完成《耿马县润景水利

投资有限公司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以下简称为“方案”)。 

为贯彻落实《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原国土资源部令第 44 号）、云南省

国土资源厅转发的原国土资源部等七部（委）《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

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 号）文件精神，认真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

土地管理法》及《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2024 年 3 月耿马县润景

水利投资有限公司委托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编制《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

限公司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接

受委托后，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成立项目组，派选专业人员进行矿山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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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收集相关资料，完成方案编制工作，并交送耿马县自然资源局相关部门审查。 

二二二二、、、、编制目的编制目的编制目的编制目的 

本方案编制目的：一是为了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矿业活动造成的矿山地质

环境的破坏，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以促进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

会、矿山地质环境的协调发展；二是为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责任，规范土地复垦活

动、落实土地复垦工作、加强土地复垦管理、提高土地利用效益，促进土地集约节

约利用；三是为了自然资源主管部门颁发采矿许可证监督、管理矿山企业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实施情况提供依据。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工程建设项目造成土地损毁“谁破坏、谁治理、谁损毁、谁

复垦”的原则，在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影响评估的基础上，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进行分区，提出矿山地质环境监测、保护和恢复治理的措施，做出总体部

署和安排，达到有效防治矿山地质灾害、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对该项目建设过程中，

因压占、挖损等活动造成损毁的土地，采取相应的整治措施使其恢复并达到可供利

用的状态，为矿山合理开发、利用矿产资源，以及实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提供科学依据，并为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督查提

供技术依据。同时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的复垦责任和义务，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

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 

方案编制目的在于尽快实现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资源，遏制、减少因矿产

开采活动造成的地质环境及土地破坏，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促进矿产资源的

合理开发利用和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土地复垦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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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简介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云南省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 

矿山企业名称 耿马县润景水利投资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持有�变更 

法人代表 王威钦 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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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157km

2

，开采标高 1845m～1675m 

资源储量 

设计利用资源储量 

1302.45 万 t 

生产能力 240 万 t/年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无 评估区面积 112.62hm

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7G007059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5.7 方案适用年限 7.7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云南省核工业二〇九地质大队 

法人代表 杨  敏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

位、地质灾害治理工程

勘查单位、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设计单位证书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国土资源厅 编号 

云国土资地灾评资字第

（201612252）、云国土

资地灾勘资字第

（201622253）、地质灾

害防治单位资质证书

（设计）

（5320173201） 

联系人 谭玉荣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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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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重要□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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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

现状分析与预

测 

一、开采活动加剧现状灾害及灾害隐患情况：①加剧边坡

上小规模危岩体坍塌可能性大，坍塌方量一般在 0.5～

10m

3

，危岩体崩落直接危及对象为下部机械、人员安全，采

矿活动引发采场边坡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其

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二、矿山开采诱发地质灾害情况：①露采形成北、西、

南、东四面边坡，边坡最高达 170m,整体稳定性北边坡稳定

性较好，西边坡和南边坡稳定性一般，易诱发顺层滑塌可

能性大，危险性大，威胁对象为边坡下机械、人员，台阶

边坡诱发崩塌、危岩体滚落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大，

危险性大； 

三、区内重要工程及人类活动区遭受地质灾害情况：区内

重要工程及人类活动区仅为采矿作业区，采矿作业遭受地

质灾害主要为采场边坡失稳崩塌、滑塌，灾害诱发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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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露天开采，垂向最大采深 170m，采坑附近原含水层被

揭穿或剥离，受其影响临近含水层水位也有一定的下降，

总体影响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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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矿山最终形成南北长 550m，东西宽 290m,深 0-170m的采

坑，开采区地形变化，植被破坏，总体上评估区内采矿活

动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和破坏程度大，影响严重。 

土地资源的影 

响和破坏预测 

该区共占用面积 12.3878hm

2

，其中旱地 0.8387hm

2

，乔木林

地 11.4170hm

2

，灌木林地 0.1321hm

2

，不涉及基本农田。预

测矿山开采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影响程度为严重区。 

村庄及重要设

施影响评估 

区内无村庄分布，也无重要设施，工程场区分布。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

估 

1、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该区主要为露天采场的开

采区、排土场等所在的范围，面积为 23.9610hm

2

，占评估

区面积的 21.28%，其中露天采场损毁土地面积为

11.2274hm

2

，原有露天采场压占面积 0.0419hm

2

，原有排土

场压占面积 0.5799hm

2

，排土场压占面积 0.1509hm

2

，工业

场地压占面积 0.1924hm

2

，矿山道路水池压占面积

0.0495hm

2

，高位水池损毁面积 0.0027hm

2

，截排水沟损毁面

积 0.1431hm

2

，结合现状和预测评估分析，区内矿山活动对

地质环境影响严重。 

2、地质环境影响中等区（Ⅱ）：该区主要为临时建设用地

内的公路、办公生活区、堆料区、堆土场、堆料场、炸药

库等所在的范围，面积 12.8193hm

2

，占评估区总面积的

11.38%。结合现状和预测评估分析，区内矿山活动对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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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影响较严重。 

3、地质环境影响一般区（Ⅲ）：除矿山采场和矿山工程措

施区域以外的评估区范围，无重要工程和人类活动分布在

内，总面积为 75.8393h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67.34%，结合

现状和预测评估分析，区内矿山活动对地质环境影响较

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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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为露天采场造成的挖损损毁土地，工业场

地、堆料场、排土场、高位水池及矿山道路造成的压占损

毁土地。 

损毁时序：建筑物、生产设备压占土地→采场开采挖损土地

→剥离表土压占土地→生产过程中矿石、运输工具压占土地

→矿产品堆放压占土地。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项目区已损毁土地 0.8570hm

2

，其中，旱地 0.2055hm

2

，乔

木林地 0.6248hm

2

，灌木林地 0.0267hm

2

。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预测矿山活动共破坏土地面积 12.242hm

2

，主要为旱地、乔

木林地和灌木林地，对土地资源的破坏程度总体上为严

重。 

复垦

区土

地利

用现

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损毁 拟损毁 小计 占用 

耕地（01） 旱地 0.2055 0.6332 0.8387 0 

林地（03） 

乔木林地 0.6248 10.7922 11.4170 0 

灌木林地 0.0267 0.1054 0.1321 0 

合计 0.8570 11.385 12.3878 0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hm

2

）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1.8052 5.2033 6.6019 

压占 0.5826 0.285 0.2976 

-    

小计 12.3878 0.8570 11.5308 

占用 0 0 0 

合计 12.3878 0.8570 11.5308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

2

）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0 2.4288 

林地（03） 乔木林地 0 5.53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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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林地 0 4.2280 

合计 0 12.1925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2.3878 98.42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

作

计

划 

（1）2024～2025 年度（相关部门批准之日起）：主要完成矿山土地复垦前期准

备工作，完成采矿活动及矿山建设引起地表损毁的动态监测工作，对露天采场

1845m～1775m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2.6468hm

2

，复垦方向为乔木

林地、灌木林地；其中乔木林地 1.5531hm

2

，灌木林地 1.0937hm

2

。并对原有露天

采场进行复垦，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复垦面积 0.0419 hm

2

。 

（2）2025～2026 年度：对露天采场 11775m～1745m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

复垦面积 1.7545hm

2

，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中乔木林地

0.9632hm

2

，灌木林地 0.7922hm

2

。并对原有排土场进行复垦，复垦方向为乔木林

地，复垦面积 0.5799 hm

2

。并对以往复垦区域种植苗木进行抚育管理。 

（3）2026～2027 年度：对露天采场 1745m～1725m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复

垦面积 1.5485hm

2

，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中乔木林地 0.9169hm

2

，

灌木林地 0.6316hm

2

。并对以往复垦区域种植苗木进行抚育管理。 

（4）2027～2028 年度：对露天采场 1725m～1685m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复

垦面积 2.7707hm

2

，复垦方向为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中乔木林地 1.4817hm

2

，

灌木林地 1.2891hm

2

。并对以往复垦区域种植苗木进行抚育管理。 

（5）2028～2031 年度：对露天采场 1685m～1675m 边坡区域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0.4213hm

2

，复垦方向为灌木林地；对开采底盘区域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2.0855hm

2

，复垦方向为旱地；对排土场区域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0.1509hm

2

，复

垦方向为旱地；对工业场地区域进行复垦，复垦面积 0.1924hm

2

，复垦方向为旱

地。并对以往复垦区域种植苗木进行抚育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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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保 

障 

措 

施 

（1）组织保障 

按照“谁开采，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及“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是采矿权人，具体组织实施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由.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履行政府职能，对方案的实施进行

指导、检查、监督和管理。采矿权人和主管部门应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加强交流与沟

通，提高工作效率，圆满完成方案中提出的各项任务。 

为保证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的顺利实施，项目建设单位应健全

工程项目的组织领导体系，成立项目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

和实施工作，并配合地方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对方案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当地国土

部门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等情况进行实地监督、检查。建

设单位需做好如下管理工作： 

1）明确分工，责任落实到人，做好有关各方的联系和协调工作；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的进度安排，组织实施各阶段的工

作； 

3）按时按量缴存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保证金，分阶段申请提取费用； 

4）方案经专家评审和国土部门审核通过后，土地复垦义务人需尽快与项目所在地县级.

自然资源局、银行签订土地复垦监管协议（三方协议）； 

5）矿山企业应及时委托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工程勘查与设计，并负责组织施工； 

6）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土地复垦设计工程竣工验收。（2）技术保

障 

1）建立依靠科技进步、科技创新的原则，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提高矿山治理项目的科

技含量，选择最佳治理方案，最终实现矿山治理后的生态效益与经济、社会效益共赢。 

2）项目的勘查、设计、施工和监理必须由具有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 

3）项目施工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工程建设程序，实施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

制、工程质量负责制、施工验收审计制等制度，规范工程管理行为； 

4）矿山企业应主动与.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联系并接受监督、检查，而监督部门也须及时

对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资金落实情况、实施进度、质量及效果等进行监

督； 

5）治理项目完成后，提请主管部门组织竣工验收，逐项核实工程量、鉴定工程质量和完

成效果，对不合格工程及时要求返工，并会同各参建单位进行经验总结，改进工作和技

术方法； 

6）做好项目后续维护管理及监测工作，对负责长期监测地面变形的人员进行技术培训，

确保操作仪器熟练，监测数据准确、可靠。 

（3）资金保障 

矿方承担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和土地复垦的所有费用。按此次方案编制

土地复垦阶段性实施计划，计算工程量和投资，并从提取的复垦费用中支出该部分资

金，采取“边治理复垦、边支出、边提取”的方式进行。提取的费用存入专门账户，专

款专用，由企业、土地管理部门、或委托第三方（银行）共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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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表： 

 

 

  

 

费

用

预

存

计

划 

土地复垦费用提取计划表 

年份 投资额度(万元) 年度复垦费 预存额(万元) 年度复垦费用提取额(万

2024 年 71.50 76.97 71.50 

2025 年 68.41 62.94 68.41 

2026 年 50.49 50.49 50.49 

2027 年 79.81 79.81 79.81 

2028 年 114.65 114.65 114.65 

小计 

384.86

384.86384.86

384.86 

  

 384.86

384.86384.86

384.86 

  

 384.86

384.86384.86

384.86 

  

 

 

复垦

费用

预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271.43  

2 
设备购置费 0 

3 
其他费用 58.36 

4 
监测与管护费 

5.16 

（1） 
复垦监测费 

恢复治理已估算 

（2） 
管护费 5.16  

5 
预备费 49.91  

（1） 
基本预备费 9.89  

（2） 
价差预备费 31.88  

（3） 
风险金 8.14  

6 
静态总投资 352.98  

7 
动态总投资 384.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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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结论与建议 

一一一一、、、、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1、云南省耿马县勐撒贺海建筑石料用灰岩矿矿山所在评估区重要程度属重要

区，矿山建设规模为大型，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

精度等级为一级。 

评估区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矿山建设工程由露天采场、排土场、工业场

地、矿山道路等建（构）筑物组成，矿区面积 0.1157km
2

。依据《云南省矿山地质

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总则第 3.3条“将矿业活动可能产生地质灾害

的影响范围作为评估区范围”，并充分考虑开采影响区域和开采形成采坑后地质灾

害可能影响的范围。评估区面积为 112.62hm
2

（详见附图 01）。 

2、评估区属构造侵蚀高中山地貌，矿区范围内地形坡度 10°～42°，局部地

形较陡，地形地貌复杂程度为复杂，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矿区地下

水类型为孔隙水及裂隙水二类，其中，松散岩类孔隙水富水性弱，裂隙水富水性弱，

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评估区工程地质条件属中等类型；评估区内人类

活动为矿山采矿活动，矿山活动对评估区影响严重；本区位于 8 度地震烈度设防区，

设计基本加速度为 0.30g，评估区区域地壳稳定性属次稳定区。 

综上所述，将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定为复杂。 

3、现状地质灾害弱发育。存在的主要地质灾害隐患为开采形成的陡立边坡可

能局部失稳，其失稳可能性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主要威胁对象为采

区机械及人员(2-3 人)安全。矿山次要灾害隐患为矿山排土场，雨季局部有小规模

滑塌可能性，其可能性小，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威胁对象为过往车辆、人员。

现状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严重、对土地资

源压占及破坏严重。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分区分为严重区（Ⅰ）、较严重区（Ⅱ）和一般区

（III）三级 3 区。其中，严重区（Ⅰ）面积为 23.9610h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21.28%；较严重区（Ⅱ）面积为 12.8193hm
2

，占评估区面积 11.38%；一般区（III）

面积为 75.8393h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67.34%。 

4、矿山地质灾害预测分析结果为：（1）开采活动加剧现状灾害及灾害隐患情

况：①加剧边坡上小规模危岩体坍塌可能性大，坍塌方量一般在 0.5～10m
3

，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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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崩落直接危及对象为下部机械、人员安全，采矿活动引发采场边坡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可能性中等，其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2) ①露采形成北、西、南、

东四面边坡，边坡最高达 170m,整体稳定性北边坡稳定性较好，西边坡和南边坡稳

定性一般，易诱发顺层滑塌可能性大，危险性大，威胁对象为边坡下机械、人员，

台阶边坡诱发崩塌、危岩体滚落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3) 区

内重要工程及人类活动区遭受地质灾害情况：区内重要工程及人类活动区仅为采矿

作业区，采矿作业遭受地质灾害主要为采场边坡失稳崩塌、滑塌，灾害诱发可能性

中等，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 

5、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Ⅱ）区和危险

性小区（Ⅲ）二级二区。其中危险性中等（Ⅱ）区面积为 26.5193hm
2

，占评估区面

积的 23.55%，危险性小区（Ⅲ）面积为 86.1004hm
2

，占评估区面积的 76.45%。矿

山场地建设适宜性为基本适宜。 

6、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服务年限 5.7年,适用年限 7.7年。 

7、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

（C）。方案设计的主要防治措施包括： 

工程措施：对露天采场高陡边坡进行修坡清理，消除边坡碎石隐患；露天采场

修筑截排水沟修筑、在开采底盘设置浆砌石挡土墙。 

植物措施：矿山露天采场开采后形成的采空区，方案将对其进行植被恢复工程，

同时做到绿化，防止水土流失和防治地质灾害的作用。矿山其他用地单元的植被恢

复工程由土地复垦方案设计。 

监测措施：监测范围为评估区全境，重点监测露天采场、排土场、工业场地、

原有露天采场、原有排土场、矿山道路等范围。 

8、矿山服务年限 5.7 年。项目区内共计损毁土地面积 12.3878hm
2

，现状损毁

土地面积 0.8570hm
2

，拟损毁土地面积 11.3877hm
2

，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

面积 12.3878hm²，规划复垦土地面积 12.1925hm²，复垦率为 98.42%，复垦方向为

旱地、乔木林地和灌木林地。 

9、按 2024 年 4 月价格水平编制的方案中，其估算矿山恢复治理总费用为

71.04 万元；矿山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352.98 万元，动态总投资 384.86 万元；复

垦土地面积 12.1925hm²(182.89 亩)，静态亩均投资 19300 元/亩，动态亩均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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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43 元/亩。 

矿山完成矿山的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共计投资为 455.90 万元。 

二二二二、、、、建议建议建议建议 

（1）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1、矿山须请有资质的单位对排土场做严格的勘察、设计，规范堆积，及时完

善矿区外围的截排水措施，加强监测工作。 

2、建议企业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进行开采，开采方式按照自上而下分台阶式

开采，严禁矿山越界开采和超规模开采，防止发生地质灾害，建立地质环境保护、

监测和防治制度，设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部门，配备工作人员，保

证资金供给，按时按量完成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各项任务； 

3、建议矿山及时对高陡边坡进行修坡清理，消除边坡碎石隐患。 

4、监测工作中，重点对采场、排土场边坡进行严格的监测，定时汇总监测结

果，并根据监测结果对监测工作进行修正，发现问题及时请有评估和设计资质的单

位进行评估和设计。 

5、建议矿山各项建设项目按建筑物抗震设防烈度Ⅷ度建设； 

6、采矿弃渣应集中堆放在设置的排土场内，严禁在其他区域随意堆放。 

7、在生产过程中及终了后，人员及设备不要长时间在露采工作面或终采边坡

下停留或放置； 

8、建议在开采过程中加大对矿山地质特征、水、工、环地质条件的勘查力度，

更加准确掌握矿山各种基础资料，对开采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地质环境问题及时研究、

及时解决； 

9、在方案服务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工程、植物和监测措施进

行修编，本次仅为初步方案，各工程实施前要进行单项工程研究和设计。 

10.建议矿山按植物种类规范种子苗木标准，建立临时苗圃，避免长距离调苗。 

11.项目实施过程中若涉及使用林地、草地应依法依规办理相关手续后才能开

工。 

12.新老排土场外围截排水沟，应安排人员定期巡查，定期清理，以防淤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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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复垦部分 

1、本方案适用年限 7.7 年，7.7 年内，若重要场区及矿区面积发生变化，需

进行修编或重新编。 

2、建议矿山开采同时准备好必要的恢复治理和复垦费用准备，开采与地质环

境保护、土地复垦同步进行，缩短复垦年限。 

3、土地复垦建议在雨季进行植苗造林，增加苗木的成活率； 

4、矿山拟损毁区域的表土剥离必须提前进行，严禁表土剥离与矿山开采同时

进行，剥离的表土应堆放在设置的排土场内，以保证其表土质量。矿山剥离的表土

达不到复垦质量要求，需业主自行购土，购土金额由业主承担。 

5、若矿山在一个采矿证年限到期后不继续开采，为保证其损毁面积得到有效

复垦，今后经自然资源局检查验收，达不到复垦质量要求，由业主自行补交复垦费

用。除按本方案计算并缴存土地复垦保证金外，应据其实际破坏和损毁土地情况进

行复核，重新计算复垦费用，对比后缴纳，并于采矿证到期前一年缴清费用。复核

工作相关费用由土地损毁人（即矿业权人）承担。 

6、土地复垦在矿山闭坑后，其抚育工作 2 年仍由土地损毁人（即矿业权人）

承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