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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勐海县勐遮镇曼杭混 2 号砖瓦用页岩砖厂采矿权属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合法所

有，采矿许可证号 C5328222014057130135517，开采矿种为砖瓦用页岩矿，开采方式为露天

开采，生产规模为 6.30 万 m
3
，矿区面积 0.042km

2
,开采标高为 1280-1198m，有效期限伍年，

自 2014 年 5 月 8 日至 2019 年 5 月 8 日。

目前该采矿许可证已到期，需办理采矿许可证延续登记，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需要，矿权

人拟扩大矿区范围和扩大生产规模。为此特向勐海县自然资源局提出申请，要求进行采矿权

范围扩大和扩大生产规模。根据《关于涉及各类保护区矿业权管理有关问题的紧急通知》（云

国土资[2016]131 号）要求，经各部门矿山生态环境综合评估和联勘联审依法审批及相关规

划审查后，县自然资源局审核后已基本同意变更，变更后拟设矿区 5个拐点坐标所圈定，矿

区面积 0.1408Km
2
，开采深度为 1370—1205m，开采规模为 10 万吨/年。

为了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协调发展，坚持“矿产资源开

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方针，本着“谁破坏、谁治理”、“谁治

理、谁受益”、“边生产、边治理”的原则，坚持“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建设绿

色矿业”的原则。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自然资源部令第 44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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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

律法规，采矿权人需要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故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

限公司委托湖南省城乡建设勘测院编制《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勐海县勐遮镇曼杭混 2

号砖瓦用页岩砖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编制目的

2.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目的与任务

2.1.1 工作目的

根据自然资源部 2009年 3月 2日颁布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自然资源部第 44号

令），编制本方案的目的主要是：

（1）保护矿山地质环境，减少矿产资源开发活动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保护人民生命和

财产安全，科学合理地解决矿山的地质环境问题，促进矿产资源开发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

的协调发展。

（2）对矿山开发造成的矿区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含水层破坏、地

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破坏等进行预防和恢复治理设计。

（3）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并为颁发

采矿证和实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提供技术依据。

2.1.2 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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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方案编制的目的，结合矿区实际情况，确定本次方案编制的任务如下：

(1)调查目前矿山的生产情况，核实矿区地质环境特征，对矿区及周边地区的地形地貌、

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及现状存在的地质灾害及不良地质作

用进行调查和评估。

(2)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开发利用方案，评价矿山开发可能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包

括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含水层影响和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

等七个方面的问题，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

(3)在现状评估、预测评估的基础上，进行矿山恢复治理分区评述。

(4)按照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对矿山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提出相应的地质环境保

护及恢复治理措施。

(5)对恢复治理方案进行概预算及可行性分析，并提出相应的保障措施，进行经费估算。

2.2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目的与任务

2.2.1 工作目的

为贯彻和落实自然资源部[2006]225号文《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

知》、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关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合并备案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云自然资修复﹝2020﹞154号)精神，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

改善生态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和谐

发展。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方案将明确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勐海县勐遮

镇曼杭混 2号砖瓦用页岩砖厂损毁土地的区域位置、面积、时段、方式等，进行损毁土地复

垦的可行性分析，确定土地的复垦利用方式，拟定复垦标准，提出复垦措施，测算工程量及

投资，安排土地复垦计划和保障措施等，为土地复垦的组织实施、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

土地复垦费缴存等提供依据，最终目的是实现保护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工程建设范围

内的生态环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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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区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

2.2.2 工作任务

根据自然资源部制定的有关生产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相关要求，组织项目组人员进行现

场踏勘，收集矿区相关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资料，了解营林种草经验，调查各种当地适生种

苗的价格，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措施实用、合理和可操作性。依据矿山储量核实报告、开发利

用方案等资料和矿山所在区域的特点对矿山服务年限内的土地损坏的成因、产生环节、损毁

土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等问题进行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对矿山生产区域土地损毁的可能及

复垦利用的方式进行现场踏勘和公众意见调查征求。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1031.1-2011）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开展土地复垦方案编制，结合矿山开采及辅助设施建

筑物布置及施工总体布局方案，对项目建设过程中可能对土地造成的损毁进行了分析评价；

按照土地复垦单元提出土地复垦相关工程、生物等措施，安排具体复垦措施，并测算土地复

垦费用，实现土地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力求社会和生态、经济综合效益最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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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勐海县勐遮镇曼杭混 2号砖瓦用页岩砖厂

矿山企业名称 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李国俊 联系电话 13388815789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1408km2；开采标高：1370-1205m

保有资源储量 1274.19万 t 生产能力 10万 t/a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文号）
C5328222014057130135517 评估区面积 0.6669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

幅号
F47 G 05007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96.8年（2019年 12月～

2115年 9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0年 3月
至 2025年 3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称 湖南省城乡建设勘测院

法人代表 陈湘桂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

证书
资质等级 甲级、甲级、甲级

发证机关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

源部
编 号

勘查（432018120361）号

设计（432017110439）号

危险性评（432019130101）号

联系人 赵忠生 电话 15969531541

主要编制人员

姓名 职务 单位 签名

罗小明 工程师

湖南省城

乡建设勘

测院

龙云翔 工程师

袁顺超 技术员/工程师

董雁萍 技术员/造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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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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

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现状矿山地质灾害发生滑坡及崩塌的危险性大，

危害性大。

预测评估：矿业活动可能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

①预测矿业活动加剧采场边坡的可能性大，其危害、危险性大；

矿业活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预测最终采帮边坡

诱发滑坡、坍塌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主要对下方的

采矿人员、设备和实施构成威胁，其危害、危险性大；②预测地

面生产系统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其危害、

危险性中等-大；③矿山开采使不良地质作用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

性中等，其危害、危险性中等；矿山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

险性预测：①预测最终采帮边坡遭受滑坡、坍塌的可能性大，危

害、危险性大；②预测地面生产系统遭受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中等-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大；③预测拟建排土场

遭受不良地质作用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其危害、危险性中等-
大；④预测矿山开采遭受不良地质作用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其危

害、危险性中等；⑤预测矿山开采遭受遭受积水、涌水危害的可

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

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

矿区含水层破坏

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评估：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经过前期开采，在评估区内已形

成 1个采空区，露天采场的形成主要对含水层上部结构形成破坏，

破坏面积约 8.1605hm2，露天采空区已破坏矿区地下含水层结构，

扰乱了含水层的流通性，局部改变了原地下水的径流、排泄条件。

该区地形有利于自然排泄，矿坑涌水可能性不大，目前露天采坑

中无积水现象。故现状条件下，矿业活动对区内地下水水量的影

响和破坏程度较轻。矿体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

面，矿山开采未揭露到地下水水位。综上所述，现状下采矿活动

对评估区内含水层的影响较轻。

预测评估：评估区区内含水层主要为大气降水补给地表水及地下

水，矿山采用露天方式开采，设计开采标高 1370-1205m，最低开

采标高 1205m 位于评估区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矿山属露天开

采，开采活动基本位于地下水水位之上，与地下水联系较少，因

此矿体开采对含水层破坏较轻。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

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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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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评估：现状本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露

天采场区的开采，露天开采破坏了部分地表植被资源，采矿扰动

及人类工程地质活动使得边坡失稳，坡面局部曾发生过中型滑

坡、掉块等现象，破坏了山体完整性，对原生的地形地貌影响和

破坏程度较严重；

预测评估：随着矿山的开采，矿山后期将新增面积约

11.0393hm2的后续露天采场，露天采场的形成将可能造成山体破

损、岩石裸露和破坏大面积的地表植被等，使原生地貌发生改变，

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

染现状分析与预

测

现状评估：评估区地表水不发育，现状矿山雨季场地淋滤水使地

表水体变浑浊，悬浮物增多，泥沙增多，对地表水体造成一定的

污染，泥沙淤积对土壤造成一定的沙化，总体对地表水、地下水

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评估：随着矿山开采的进行，对植被的破坏将进一步加

剧，裸露岩层的面积增大，增大了场地淋滤水污染地表水的可能。

矿石中不含有毒有害元素，预测未来开采不会污染地下水。预测

对地表水、地下水和土壤的污染程度较轻。

村庄及重要设施

影响评估

据走访调查了解，评估区及周边无自然保护区、旅游景区

（点）、村庄分布，矿区周边分布有勐海机砖厂和勐海县兴旺真

空机砖厂两家矿山，周围建筑均为矿山生产及办公区，故影响较

小。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预测地质环境影响程度

为严重。综合考虑，地质灾害防治与治理主要靠采取防治工程措

施、适当的预防措施处理，防治难度和治理投入中等。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的生产对土地造成的损毁主要包括挖损、压占。矿山土

地损毁时序与矿山建设、矿体开采顺序密切相关。该项目为扩大

矿山，建设生产类项目，结合矿山生产工艺流程及开采顺序预测

损毁土地时序分为生产期；

生产运行期（2020年 3月-2115年 9月）：本阶段损毁土地

主要为未来矿山公路、排土场建设等的压占损毁及露天采场开采

矿体造成对土地的挖损等。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已 损 毁 土 地 8.1605hm2 （ 其 中 旱 地 7.7191hm2 、 茶 园

0.0354hm2、有林地 0.0379hm2、其他草地 0.3380hm2、采矿用地

0.0301hm2），对土地资源破坏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拟损毁土地 11.0293hm2（其中旱地 8.1084hm2、有林地

2.9183hm2、采矿用地 0.0026hm2），对土地资源破坏较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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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垦区

土地利

用现状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旱地 15.8275 7.7191 8.1084

园地 茶园 0.0354 0.0354

林地 有林地 2.9562 0.0379 2.9183

草地 其他草地 0.3380 0.338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采矿用地 0.0327 0.0301

合计 19.1898 8.1605 11.0293

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损毁

挖损 14.6612 4.7989 9.726

塌陷

压占 4.5286 3.3616 0.5788

小计 18.4653 8.1605 10.3048

占用 0.7245 0.7245

合计 19.1898 8.1605 10.3048 0.7245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公顷）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16.2257

园地 其他园地 0

林地
有林地 0

灌木林地

草地 其他草地 2.2396

合计 18.4653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18.4653 96.2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

分区
治理对象 工程措施 工程项目 单位 工作量

重 点

防 治

区

露天采场区的预防治理
①削坡、坡面清理

对未来形成的高陡边

坡进行削坡处理
m3 1200

②截排水措施 土方开挖 m3 42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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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方回填 m3 581.16

M7.5浆砌块石 m3 1929.59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6758.12

③警示措施 设置警示牌 块 10

排土场

①拦挡措施

土方开挖 m3 419.87

土方回填 m3 79.42

M7.5浆砌块石 m3 494.67

M10 水泥砂浆抹面 m2 557.04

②警示措施 设置警示牌 块 2

监测管控 设置监测点 个 11

一般

防治

区

监测管控
对评估区内地形较陡斜坡实行人工巡查监测

工作,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做到预警预防。

投资

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236.21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作

计划

1、第一阶段（2020 年 3 月～2025 年 2 月）

a） 第一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0 年 3 月-2021 年 2 月；

2）复垦位置：矿区外采空区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 0.8005hm²，其中复垦旱地 0.5476hm²，复垦其他草地

0.2529hm²；

4）投资情况：动态 20.83 万元；

5）工作内容：本阶段为矿山的监测期及生产期，矿山成立专门的土地复垦管理机

构，落实资金、人员及设备；复垦监测点布置监测设备及人员；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

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设计和招标工作；

针对矿区外采空区区域首先复垦，首先对其进行清理 1601m
3
，覆土 2991m

3
，平整

1643m
3
、土壤翻耕0.5476hm

2
、土壤培肥0.5476hm

2
、撒播草籽0.2529hm

2
、表土剥离11023m

3
、

新建水窖 2 座。

b） 第二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1 年 3 月-2022 年 2 月；

露天采场处于开拓阶段，未形成完整的最终边坡，工作安排主要在 1350 平台和 1340

平台进行表土剥离，剥离 4250 m
3
。

2）投资情况：动态 5.73 万元；

c） 第三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2 年 3 月-2023 年 2 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1350m 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 0.1797hm²，其中复垦旱地 0.0410hm²，复垦其他草地

0.1797hm²；

4）投资情况：动态 5.25 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 1350m 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首先对其进行

清理 359m
3
，表土剥离 3026m

3
，覆土 385m

3
，平整 123m

3
、撒播草籽 0.1797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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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第四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3年 3月-2024年 2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134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 0.1740hm²，其中复垦旱地 0.0555hm²，复垦其他草地

0.1185hm²；
4）投资情况：动态 6.50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 1340m 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首先对其进行

清理 441m3，表土剥离 3026m3，覆土 385m3，平整 123m3、撒播草籽 0.1797m2。

e） 第五年复垦工作计划

1）时间安排：2024年 3月-2025年 2月；

2）复垦位置：露天采场 1330m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

3）复垦目标：复垦土地面积 0.2570hm²，其中复垦旱地 0.0892hm²，复垦其他草地

0.1678hm²；
4）投资情况：动态 4.79万元；

5）工作内容：针对露天采场 1330m 标高平台及边坡区域进行复垦，首先对其进行

清理 514m3，表土剥离 2013m3，覆土 614m3，平整 268m3、撒播草籽 0.2570m2。

2、中后期安排

中后期安排时间为 2025年 3月至 2118年 9月，土地复垦具体工作详见表 7 -35：

保障

措施

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

充分的保障。方案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方案计划执行，并确保资金、

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

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

费用

预存

计划

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与损毁土地所在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银行签订土地复垦费用

使用监管协议。根据本方案中复垦资金动态预算表，于每一工作阶段之前将土地复垦费

用从企业生产成本中预存，存入公司与当地土地复垦监管部门的共管帐户中。

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土地复垦工程复垦静态总投资 583.71万元，静态亩均

投资 21074.12元/亩；动态总投资 756.14 万元，动态亩均投资 27299.49元/亩。计划在

96年内（即至 2115年）全部提取完毕。本方案投资估算，参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

算定额》、《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编制规定》、《土地开发整理项目施工机械台班费定额》

等。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计划表

复垦时间年
度

时间
年度复垦费用
预存额（万元）

复垦时间年
度

时间
年度复垦费用
预存额（万元

第 1年度 2020 年 3 月 1 日前 116.75 第 50 年度 2069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 年度 2021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1 年度 2070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 年度 2022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2 年度 2071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 年度 2023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3 年度 2072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5 年度 2024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4 年度 2073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6 年度 2025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5 年度 2074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7 年度 2026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6 年度 2075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8 年度 2027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7 年度 2076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9 年度 2028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8 年度 2077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0 年度 2029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59 年度 2078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1 年度 2030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0 年度 2079 年 3 月 1日前 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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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2 年度 2031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1 年度 2080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3 年度 2032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2 年度 2081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4 年度 2033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3 年度 2082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5 年度 2034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4 年度 2083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6 年度 2035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5 年度 2084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7 年度 2036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6 年度 2085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8 年度 2037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7 年度 2086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19 年度 2038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8 年度 2087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0 年度 2039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69 年度 2088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1 年度 2040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0 年度 2089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2 年度 2041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1 年度 2090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3 年度 2042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2 年度 2091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4 年度 2043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3 年度 2092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5 年度 2044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4 年度 2093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6 年度 2045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5 年度 2094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7 年度 2046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6 年度 2095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8 年度 2047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7 年度 2096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29 年度 2048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8 年度 2097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0 年度 2049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79 年度 2098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1 年度 2050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0 年度 2099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2 年度 2051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1 年度 2100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3 年度 2052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2 年度 2101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4 年度 2053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3 年度 2102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5 年度 2054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4 年度 2103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6 年度 2055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5 年度 2104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7 年度 2056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6 年度 2105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8 年度 2057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7 年度 2106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39 年度 2058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8 年度 2107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0 年度 2059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89 年度 2108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1 年度 2060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0 年度 2109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2 年度 2061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1 年度 2110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3 年度 2062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2 年度 2111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4 年度 2063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3 年度 2112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5 年度 2064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4 年度 2113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6 年度 2065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5 年度 2114 年 3 月 1日前 6.74

第 47 年度 2066 年 3 月 1 日前 6.74 第 96 年度 2115 年 3 月 1日前 5.83

第 48 年度 2067 年 3 月 1 日前 6.74 合 计 756.14

第 49 年度 2068 年 3 月 1 日前 6.74

注：本矿山剩余服务年限大于 3年，根据云国土资[2014]94号文规定，生产建设周
期在三年以上的项目，可分期预存土地复垦费用，第一次预存费用不得少于静态投资总
金额的 20%，余额在生产活动结束前一年存储完毕。

复垦

费用

估算

复 垦

费 用

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47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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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结论及建议

一、结论

（1）矿山为露天开采，矿山设计生产建设规模为 10万 t/a，属中型矿山，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重要程度分级为重要区，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

制规范》确定评估精度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为一级，本次圈定评估区面积约

66.69hm2。

（2）评估区内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属的简单类型；矿区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层状

结构软弱岩组为主的中等类型；矿区构造复杂程度属简单类型；经野外实地调查，评估区现

状地质灾害主要表现为前期开采形成的三条采场边坡，现状基本稳定，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

危险性大；评估区属低中山浅切割地貌，地形复杂程度为复杂类型；综上所述，评估区地质

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

（3）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灾害表现为开采形成的三条采场边坡该边坡现状条件下对矿山开

采的可能性大，其危害、危险性大；现状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现状下

采矿活动对评估区内含水层的影响较轻；矿山现状开采与建设对区内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严

重；现状下采矿活动已损毁土地 8.1605hm2，损毁土地类型主要为旱地、茶园、有林地、其他

草地、采矿用地，现状矿山开采与建设对土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综合矿山地质环

境现状影响程度严重区。

综上所述，将整个评估区内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细化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

和较轻区（ⅲ）两个级别两个区段（见附图 1）。

（4）本次方案从如下三方面进行了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

2 设备费

3 其它费用 46.89

4 监测与管护费

（1） 复垦监测费 14.23

（2） 管护费 1.20

5 预备费

（1） 基本预备费 31.28

（2） 风险金 15.64

（3） 价差预备费 172.43

6 静态总投资 583.71

7 动态总投资 75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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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活动可能加剧现状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预测矿业活动加剧采场边坡的可能性

中大，其危害、危险性大；

矿业活动可能诱发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预测最终采帮边坡诱发滑坡、坍塌等地质

灾害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主要对下方的采矿人员、设备、生产设施构成威胁，其危害、危

险性大；②预测拟建排土场、堆料场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其危害、

危险性中等-大；③矿山开采使不良地质作用诱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其危害、危险性中

等；

矿山本身可能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预测：①预测最终采帮边坡可能性大，危害、危险

性大；②预测拟建排土场、堆料场遭受滑坡、崩塌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其

危害、危险性中等-大；③预测矿山开采遭受不良地质作用危害的可能性中等，其危害、危险

性中等；④预测矿山开采遭受遭受积水、涌水危害的可能性小，危害及危险性小。 综上所述，

预测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

综上所述，预测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条件的影响程度严重；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含水层

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预测矿山开采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预测该区损毁

土地面积总计 19.1898hm2，损毁地类为旱地、有林地、采矿用地。预测矿山开采与建设对土

地资源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综合评估该区为矿山地质环境预测影响程度严重区。

综上所述，将评估区预测地质灾害危害性等级划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和较轻

区（ⅲ）两个级别两个区段（见附图 2）。

（5）根据评估区现状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及矿山在开采过程中加剧、诱发和遭受地质灾

害危险性预测预测及地质灾害危害程度，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区（Ⅰ）和地质

灾害危险性小区（Ⅲ）共两级两区（见附图 3）。综合考虑矿山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灾害治理

的成本，灾害危害的后果，矿山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6）本矿山《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为 99.5年（2020年 3月至 2118年 9月），

适用年限为 5年（2020年 3月至 2025年 2月）。

（7）根据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结果和预测评估结果，将矿山保护与恢复治理

划为三个级别三个区段，即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治区（C）（见附图 4）。

8、矿山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此次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 19.1898hm2。

最终可复垦土地 18.4653hm2，其中复垦旱地 16.2257hm2，复垦其他草地 2.2396hm2，土地复

垦率达到 96.22%。

工程措施：砌体拆除、清理工程，废渣回填、土壤剥覆工程，耕地配套工程、土壤培肥、

土壤翻耕、平整工程等。

植物措施：对露天采场平台及边坡等进行植物措施恢复。

监测措施：共设监测点 4个，主要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监测。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方案》编制年限估算总投资为 236.21元。其中，近期治理期计

划安排恢复治理专项资金 125.54万元，中期治理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106.92万元，远期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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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 3.75万元，资金由“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支付，该企业应制定全

面的组织、技术、资金保障措施，确保本方案的实施。

（10）本矿山土地复垦方案复垦投资估算静态总投资 583.71万元，静态亩均投资 2.11万

元/亩；动态总投资 756.14万元，复垦面积 18.4653hm2，动态亩均投资 2.73万元/亩。复垦投

资资金由 “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支付。

二、建议

1、矿山在建设及开采过程中，应按照《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勐海县勐遮镇曼杭

混 2号砖瓦用页岩砖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要求进行，真正做到“预防为主、

防治结合”， “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最大限度的减少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

土地资源的破坏和影响，促进矿业活动的健康发展。方案实施过程中，结合当地实际，与地

方政府有关部门紧密协作，建立精干高效的专门机构，负责矿区的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工作。

2、露天采场边坡的开挖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进行，矿山实施信息化开采，根据露采

边坡的边坡结构、高度等影响稳定性的因素变化及时优化开采方式，确保开采的安全进行。

大部分不稳定斜坡为岩质边坡，坡度较陡，坡高较大，及时进行危岩清理，加强监测，确保

其危害性和危险性降低。

3、严格执行《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纳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保证金。

4、认真履行《勐海富泰自保温砖有限公司勐海县勐遮镇曼杭混 2号砖瓦用页岩砖厂土

地复垦工作监管协议》按时足额存储土地复垦费用，做到“专款专用”。

5、本方案是实施保护、监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的技术依据之一。但方

案不能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矿山在各阶段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

前应委托有相应资质专业队伍进行勘察和设计，编制施工方案及施工图，并进行详细的地质

环境和经济效益论证。

6、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边开采边复垦的办法对开采后的矿山

地质环境进行恢复治理、对损毁破坏土地进行复垦，保护生态环境。

7、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相关的法律

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

临时措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8、本方案不代替矿山环境综合治理工程设计，建议矿山企业在进行工程治理时，委托

相关单位对矿山环境影响区进行专项工程勘察、设计。

9、在矿山开发中如出现本方案未涉及到的，新的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问题，应及时进

行评估，并制定防治措施；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完成后加强维护管理，确

保发挥长期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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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在方案编制年限内，根据开采情况对本方案设计的工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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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