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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利用共

（伴）生矿产

（成分）名称

设计指标（%） 生产实际指标

入选品位

（%）
选矿回收率（%） 入选矿石量（万 t/年）

入选矿石品

位（%）
选矿回收率（%）

三、土地复垦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损毁前土地类型 工程类型使用土地（hm²） 其中

名称 名称 矿区

地面生产

生活设施

用地

小计
已损毁

（hm²）

拟损毁

（hm²）
占用 小计

一级类 二级类 / / / / / / /

耕地 水田 0.8619 / 0.8619 / / / /

林地 乔木林地 9.9181 / 9.9181 / 8.9927 / 8.9927

合计 10.78 / 10.78 / 8.9927 / 8.9927

用

地

损

毁

类

型

面积（hm²） 其中

工程类型 损毁 塌陷 压占 小计
已损毁

（hm²）

拟损毁

（hm²）
占用 小计

开采区 8.7679 / / 8.7679 / 8.7679 / 8.7679

地面生产生活设施用地 / / 0.2248 0.2248 / 0.2248 / 0.2248

合计 8.7679 / 0.2248 8.9927 / 8.9927 / 8.9927

复

垦

后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拟复垦土地类型 项目类型占地面积（hm²）

名称 名称 露天采场 地面生产生活设施用地 合计

一级类 二级类 / / /

耕地 旱地 2.6942 0.2248 2.919

林地 乔木林地 6.0737 / 6.0737

合计 8.7679 0.2248 8.9927

复垦工程施工费用

估算（万元）
193.96

土

地

复

垦

实

施

情

况

复垦区面积（hm²） 8.9927

复垦区内地面设施

用地合计（hm²）
-- 永久性用地（hm²） --

已塌陷损毁土地

面积（hm²）
—

复垦区露天采场损

毁土地面积（hm²）
8.9927 占用地面积（%） 100

复垦区土地复垦面

积（hm²）
8.9927 占用地面积（%）

土地复垦实施计划

第一复垦期

共 5年，2024 年 11 月～2029 年 10 月。

制定详细的地质灾害监测方案，复垦单元一（露天开采一采区+855、+857 及+859m

平整平台）采空后立即复垦，复垦单元二（露天开采一采区+835m～+855m 之间斜坡

及平台）最终边坡边开采边复垦，形成一个最终边坡复垦一个最终边坡，地质灾害

监测。复垦林地管护。复垦单元四（露天开采二采区山顶+865m、+863.5m 及+863m

平台、宽度大于 8m的+845m 及+855m 平台区）采空后立即复垦。

第二复垦期

共 5年，2029 年 11 月～2034 年 10 月。

（1）复垦单元五（露天开采二采区扣除山顶+863.5m 平整平台、宽度大于 8m 的+845m

及+855m 平台以外的区域）最终边坡边开采边复垦，形成一个最终边坡复垦一个最

终边坡；（2）露天开采最终边坡地质灾害监测；（3）复垦单元三（露天开采一采

区+835m 平台（含工业场地））复垦工程；（4）复垦林地管护。

土地复垦静态投资 162.28 平均投资估算 1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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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算（万元） （元/m²）

土地复垦动态投资

估算（万元）
193.96

平均投资估算

（元/m²）
21.57

拟采取复垦方式 □√矿山企业自行复垦□委托中介机构复垦

四、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

现

状

调

查

情

况

类型 调查内容

矿山地质灾害 现状地质灾害不发育

含水层破坏 含水层现状评估破坏程度分级为较轻。

土地资源与植

被损毁
土地植被资源破坏程度分级为较轻。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分级为较轻。

地质环境影响预测

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工业场地建设形成0-10m高40°开挖边坡，边坡岩性为

第四系粘土岩。边坡岩石松散，场地建设引发挖方边坡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大，

危险性较大。一采区开采后于采区西、北、东三面形成0-20m高30-35°开采边坡。

二采区开采后于采区四周形成多级台阶式边坡，0-20m高18-35°开采边坡。边坡岩

性为寒武系娄山关组白云岩。边坡岩石结构完整，但边坡高度大，局部可能引发崩

塌、滑坡地质灾害，可能性大。地质灾害影响程度分级严重。

含水层破坏预测评估：采场矿体大部分位于地下水位以上，采场汇水面积较大，与

区域含水层及地表水联系不密切，矿山采矿和疏干排水不容易导致矿区周围地表水

体漏失。矿山开采对含水层影响较轻。

地形地貌景观影响预测评估：建设及露天开采共形成8.9927hm
2
的开采及建设裸露区

域，造成了8.9927hm
2
地貌景观改变，工业场地建设后建筑占地面积达到320m

2
，水

泥砂浆硬化面积达到2248m2。露天开采最终台阶边坡最大高度30m。未来矿山建设及

露天开采破坏了原有的生态景观，使岩石裸露，山体破损，裸露面积大，预测对原

生的地形地貌破坏程度严重。

土地植被资源影响预测评估：破坏土地面积8.9927hm2，全部为乔木林地，对土地植

被资源影响程度严重。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工程部署

工业场地汇水区截排水沟、布置监测措施。预测滑坡区削坡及预测崩塌区危岩体清

理。

分区 编号 位置 面积（km²） 防治措施

重点防

治区
A

工业场地、矿区内永

久基本农田区、露天

开采一采区、二采区

及其周边外扩20m的

范围

0.1302

工业场地汇水区布置截排水沟、布置监测点，监

测工业场地挖方边坡稳定性。工业场地进行防渗

硬化。露天开采边坡进行台阶式削坡，边开采边

治理，潜在滑坡体清理；对露天开采最终边坡及

时进行土地植被恢复。布置监测点、监测露天开

采边坡稳定性

一般防

治区
C

重点防治区外的区

域
0.1975 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治理恢复经费估算

（万元）
71.91

治理恢复基金账户

余额（万元）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

工作部署及年度安排

1、工作部署

（1）近期阶段（2024 年 11 月～2029 年 10 月）：矿山建设期及早期开采期。

完善工业场地污水处理措施及截排水措施；制定监测措施，定期进行地质灾害监测，

及时发现和治理地质灾害。

（2）远期阶段（2029 年 11 月～2034 年 10 月）：矿山剩余开采期及开采结束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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