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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常里营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专家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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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02 月 01 日，受安宁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在

昆明组织专家对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编制的“安

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常里营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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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常里营石英砂矿为已建矿山，采矿许可证号

C5301812009047130061606，采矿权人：安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开采矿种：建筑用砂，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生产规模：11.80 万 t/a，矿区面积：0.0416km
2，开采标高：2009m

至 1955m，有效期限：2019 年 4 月 3 日至 2021 年 4 月 3 日。现采矿证已经过期。 

矿区位于安宁市 203°方向，直距 36.4km 处，至安宁市公路里程 42km。矿区地理

坐标极值（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东经：102°20′26.6644″～102°20′38.1864″、

北纬：24°37′15.8773″～24°37′23.5097″。行政区划属安宁市八街街道办事处

七街村委会常里营村民小组管辖。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该矿山设计为露天方式开采。评估区重要性为重要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

复杂，规模为中型，确定矿山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定级符合《规范》规定。 

(二) 该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为 5.6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服务

年限由矿山设计服务年限 5.6 年和矿山闭采治理期 1.0 年、管护期 3.0 年组成，共计

9.6 年（2024 年 02 月～2033 年 08 月）；本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2024 年 02 月～2029

年 01 月）。矿业权人变更开采范围、开采规模及方式时应重新编制方案。 

(三)通过收集、利用矿山储量核实成果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补充野外调查

和结合研究，工作方法、手段基本合理。 

(四)经调查，评估区分布 3处潜在不稳定边坡（BW1～BW3），存在冲沟、弃渣等环

境问题。方案在实地调查、收集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状矿山开采对地质环

境影响较严重，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严重，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较严重，现状矿山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区内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严重。综

合评估为矿山地质环境预测影响程度较严重区。综上所述，将现状评估区划分为矿山

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B）和较轻区（C）两个级别两个区段；预测评估认为矿山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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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严重，

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严重，预测矿山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区内及周围水土

环境污染较轻。综合评估为矿山地质环境预测影响程度严重区。综上所述，将评估区

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较严重区（ii）和较轻区（iii）三个级别三

个区段。评价与所提交图件基本相符。 

(五)方案将评估区分为 1个重点防治区（A）、1个次重点防治区（B）和 1个一般

防治区（C），初步制定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及监测工程方案。治理措

施主要为：①BW2、BW3 潜在不稳定边坡采取修建挡墙、排水沟等治理措施；②露天采

场：预留危岩土体清理方量、修建排水沟、设置警示牌、设置铁丝网；③设计排土场

及 C1 冲沟：下游修建拦渣坝。 

(六)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估算总投资 64.69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 37.17 万元，

临时措施费 0.74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 12.40 万元 ，独立费用 11.41 万元，基

本预备费 2.96 万元。 

方案内容基本符合编制规范的要求，评估级别正确，专家组原则同意方案通过技

术评审，请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并审、校后，按程序报批。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方案编制格式符合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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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同意方案中关于安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常里营石英砂矿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 

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挖损、压占，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总面积 13.1143

公顷，损毁土地面积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10.9021 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 2.2122 公顷，

均属七街村委会常里营村民小组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3.1143 公顷，其中挖损损

毁 6.2891 公顷，压占损毁 6.8252 公顷，设施占用面积 0.5867 公顷。复垦区地类为：

果园面积 0.0141 公顷，乔木林地面积 2.1829 公顷，其他林地面积 0.0486 公顷，采矿

用地面积 10.8364 公顷，农村道路面积 0.0323 公顷；该矿山复垦区不涉及“三区三线”

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及公益林。 

（三）原则同意本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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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5年（2024 年 02 月～2029 年 01 月）。规划

复垦总面积 12.5276 公顷，复垦为旱地面积 5.0243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地面积 4.0294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面积 2.1771 公顷，复垦为其他草地面积 1.0116 公顷，复垦为

坑塘水面面积 0.2852 公顷，保留道路、拦挡及截排水设施面积 0.5867 公顷，复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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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95.53%。 

（四）原则同意方案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但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

关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和取得土地使用

权的区域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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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理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因地下开采造成对土地的损毁；（3）在废

石场、排土场等场地宜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4）

在拟损毁场地应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等规定，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放保存；

（5）对损毁严重区布设监测措施；（6）在场地内应增加绿地面积，改善和保护项目区

域内的生态环境。 

     工程技术措施：（1）露天采场复垦工程措施：通过表土剥离、覆表土、植树种草、

修建水窖、施有机肥、撒播光叶紫花苕子等，将露天采场历史开采范围底部开采平台、

设计开采范围 1955m 开采平台设计复垦为旱地，将露天采场历史开采范围底部坑塘设

计复垦为坑塘水面，将露天采场历史开采范围其余开采边坡设计复垦为灌木林地，将

露天采场历史开采范围东南部开采边坡、设计开采范围开采边坡设计复垦为其他草地，

将露天采场其余区域设计复垦为乔木林地；（2）老排土场、设计排土场复垦工程措施：

通过覆表土、施有机肥、植树种草等，将老排土场、设计排土场平台设计复垦为乔木

林地，设计排土场边坡设计复垦为灌木林地；（3）破碎站、办公生活区复垦工程措施：

通过场地清理、土地翻耕、土地平整、覆表土、植树种草、施有机肥、撒播光叶紫花

苕子、修建水窖等，将破碎站平台、办公生活区设计复垦为旱地，破碎站边坡设计复

垦为灌木林地；（4）1#、2#堆料场复垦工程措施：通过场地清理、土地平整、覆表土、

植树种草、施有机肥、撒播光叶紫花苕子、修建水窖等，将 1#、2#堆料场平台设计复

垦为旱地，1#、2#堆料场边坡设计复垦为灌木林地；（5）矿山道路复垦工程措施：通

过土地平整、土地翻耕、覆表土、植树种草、施有机肥等，将不保留的矿山道路设计

复垦为乔木林地。（7）对整个复垦过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进行动态监测。 

     生物化学措施：（1）新增林地，优选当地优势树种，进行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

（2）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应淘汰劣质树种； 

    （五）原则同意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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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项目拟复垦土地面积 12.5276 公顷，

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142.03 万元（7558.45 元/亩），186.84 万元（9942.59 元/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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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资金预存分为 5期，第一期预存费用为 13.48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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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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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开采工艺和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的矿山采矿设计

组织建设和生产，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二）对矿权及周边潜在地质灾害分布区应加强动态巡视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对矿山、耕地的损毁和破坏。 

（三）矿山开采过程中应树立保护耕地的观念，不得挖损、压占基本农田，同时，

也不能随意损毁一般农田和公益林。 

（四）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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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五）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矿山地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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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让采矿权时“方案”时效性已过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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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综上，该方案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

结论可靠，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原则可行，投资估算合理，工作计划基本

合理。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请编制单位参照专家组意见修改后，按规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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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靖超经贸有限公司常里营石英砂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XXX    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2 XXX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 XXX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 XXX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5 XXX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