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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生环复〔2025〕2号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关于对《安宁市

草铺权甫磷矿 1＃矿区生态修复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云南三明鑫疆磷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单位委托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安宁市草铺

权甫磷矿 1＃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

告表》）收悉，备案号【项目代码】：2405—530181—04—05

—62875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二条、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经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

宁分局行政审批领导小组研究，批复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安宁市草铺街道权甫村委会的云南三

明鑫疆磷业股份有限公司安宁市权甫磷矿 1#矿区，建设性质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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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建。项目修复区域面积共计 26.0172hm2，服务期限为 7.5年（其

中修复施工期 4.5年，管护期 3年），生态修复材料由安宁鑫耀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宁 40万吨/年浮选磷尾矿及其他工业固废

协同利用项目”提供，用于回填的磷尾矿生态修复材料质量特性

满足 GB 18599中第 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要求，且有机物含

量不得超过 5%；同时参照执行云南省地方标准《改性磷石膏用

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 1269—2024）

中浸出液控制要求。项目采取场地清理修整、防渗及排渗工程、

磷尾矿生态修复材料堆填（填方量约 112.947万 m3）、排水工程、

土壤重构、植被重建等各项工程措施进行修复。主要建设内容包

括：主体工程、临时工程、运输工程、依托工程、公用工程及环

保工程等。项目总投资 5913.72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677.1万元，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的 11.45%。

根据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出具的《关于对〈安宁市

草铺权甫磷矿 1＃矿区生态修复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技术评

估意见》（昆环评估意见 安宁〔2024〕94号），在按“三同时”

要求严格落实《报告表》和评估意见提出的各项污染控制措施后，

项目建设和运营的不良环境影响可以得到缓解和控制，同意项目

按照《报告表》所述修复范围、工程内容和环保对策措施建设。

二、项目施工修复期及管护期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施工期污染防治措施及环保管理要求

1. 大气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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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施工过程中，对场区堆存物料采取篷布遮盖，对施工场地

采取洒水喷雾降尘，对物料采用厢式货车进行运输，出场车辆进

行冲洗。施工场界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

—1996）表 2无组织排放限值要求，区域环境空气执行《环境空

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级标准。

2. 地表水环境

施工期回填区渗滤液经渗滤液收集池收集后晴天回用于回

填区洒水降尘，不外排；施工废水及车辆冲洗废水经沉淀池收集

沉淀后晴天回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初期雨水经初期

雨水收集池收集沉淀后晴天用于施工场地洒水降尘，不外排。回

用水执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GB/T18920—

2020)中绿化、道路清扫、消防、建筑施工用水标准。附近地表

水体九龙河执行《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

类标准。

3. 地下水环境

加强源头管控，落实回填区矿坑底部防渗、回填区边坡防渗、

回填区顶部防渗、渗滤液收集池防渗、渗滤液导排和地下水导排措

施，矿坑修复回填区参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

制标准》（GB 18599—2020）5.3章节Ⅱ类场技术的要求采取防

渗措施；对每批次（以 10000T为一个批次）回填磷尾矿生态修复

材料采样分析，检测达标后方可回填；开展施工期环境监理，重点

对防渗工程质量、地下水导排、渗滤液导排、收集池建设等进行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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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建立回填区地下水环境监控体系，合理设置地下水跟踪监测

井，并开展地下水跟踪监测。项目所在区域地下水执行《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III类标准，其中总磷参照《地

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水质标准。

4. 声环境

施工期选用噪声低、振动小、能耗小的先进设备；加强对施

工机械的维护保养；加快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加强对

施工人员的环境宣传和教育，做到文明施工；合理安排运输施工

物车辆运输进出施工场地时间，施工场地车辆出入现场时应低

速、禁鸣。施工场界噪声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项目区声环境质量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2类标准。

5. 固体废物

矿坑回填区边坡修整产生的土石方部分用于回填，剩余部分

运至云南三明鑫疆磷业股份有限公司 3#排土场内堆放；建筑垃

圾分类回收利用，不能回用的部分委托有资质的单位清运处置；

初期雨水收集池、临时沉淀池及渗滤液收集池沉渣用于回填区回

填，不外排；生活垃圾经集中收集后清运至收集点堆存，交由环

卫部门处置。

6. 土壤环境

渗滤液收集沉淀池等工程按照设计规范进行防渗，避免渗滤

液泄漏下渗或漫流对土壤环境产生影响；用于回填的磷尾矿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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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参照《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

（DB53/T 1269—2024）和《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矿山生态修复

过程环境监管规范》（DB5301/T 99—2023）采样要求进行采样

分析，确保其质量特性满足入场要求后方可用于矿坑回填；加强

渗滤液导排系统、地下水导排系统、渗滤液收集池运行管理，确

保渗滤液、导排的地下水全部回用；对每批次绿化覆土成分进行

检测，回填区土壤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

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第二类用地标准，修复

区范围外的耕地执行《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15618—2018）标准。

7. 生态环境

合理布局施工总图，分区施工；严格控制施工占地，严禁越

界施工；文明施工，严禁非法猎捕鸟类、兽类等野生动物；严格

控制施工作业面，采取水土保持措施；回填结束后，覆土、栽种

植被。

8. 环境风险

禁止使用不符合回填要求的磷尾矿生态修复材料回填矿坑；

合理设置初期雨水收集池、渗滤液收集池、及事故收集池等废水

防治措施；严格落实防渗措施，防渗工程须委托有资质的监理单

位开展施工监理，确保防渗工程符合相关要求，防渗工程应在监

理部门的监理下进行，对防渗工程进行施工现场监理、录像、记

录并存档；按规范进行设计、施工，防止发生溃坝、滑坡等地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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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风险；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安宁市生态环境保

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备案。参照《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

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 1269—2024）和《改性磷石膏

综合利用矿山生态修复环境风险评估规范》（DB5301/T

98—2023）的要求开展环境风险评估工作。

（二）管护期污染防治措施及环保管理要求

（1）生态环境：管护期加强对修复区植被养护。

（2）地表水环境：管护期产生的渗滤液用罐车运输至安宁

鑫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安宁 40万吨/年浮选磷尾矿及其他工业

固废协同利用项目”作为生产补水，不外排。每月 1次对渗滤液

进行监测，直至到相关指标连续 3年稳定达到控制要求。

（3）地下水环境：对回填体、覆土层进行维护管理，防止

产生不均匀沉降、开裂；加强对渗滤液收集池、初期雨水收集池、

排洪构筑物等风险源检查维护；每年在丰、枯水期对地下水跟踪

监测井各开展 1次地下水跟踪监测，直至到相关指标连续 3年稳

定达到控制要求。

（4）参照云南省地方标准《改性磷石膏用于矿山废弃地生

态修复回填技术规范》（DB53/T 1269—2024）和昆明市地方标

准《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 矿山生态修复风险评估规范》

（DB5301/T 98—2023 ）、《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 矿山生态修

复过程环境监管规范》（DB5301/T 99—2023 ）、《改性磷石膏

综合利用 矿山生态修复跟踪评估规范》（DB5301/T 100—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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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开展全过程监管和跟踪评估工作。

三、设计阶段应开展环境保护设计，落实生态保护和环境污

染防治的各项措施及资金来源，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应与主体

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的环保“三同时”制度。按照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开展竣工环保验收

工作。

四、项目的工程内容、修复范围、矿坑回填材料或者防治污

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自本批复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五、你公司应按规定接受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监督检

查。请安宁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大队负责项目环境执法

现场监督和日常监督管理。

六、请依法到其他部门办理相关手续。

2025年 1月 9日
（此件对外公开）



抄送：昆明市生态环境局、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安宁产业园区管委会、安宁市发展和改革局、安宁市工科信局、

安宁市自然资源局、安宁市应急管理局、安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安宁市水务局。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各个科室（队、站）、

丽江智德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昆明市生态环境局安宁分局办公室 2025年 1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