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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方案编制背景 

一、编制背景  

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于 2018 年 7 月停采闭坑。采矿证

号：C5301242009 126120051189；矿区面积 0.2071km2，开采矿种为耐火

粘土矿，生产规模 12.5 万吨/年，开采标高 2230～2130m。有效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  

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权人为富民兴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兴泰

公司负责开采后闭坑及土地复垦。2019 年 9 月西南能矿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昆明腾泓科技咨询有限公司合编了《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停采至今陆续进行复垦，但总体进

度迟缓，未达到原方案目标。2023 年 7 月，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编制了《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闭坑土地复垦规划设计》。因缺

乏大量回填土料，且土料没有来源，富民兴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资金不足

等原因，项目土地复垦工作未实施完成。  

根据云南省和昆明市下发的磷石膏综合利用文件及相关要求，富民县

需解决磷石膏综合利用问题，借鉴省内已开展工作经验，拟采用磷石膏基

生态修复材料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2023 年 12 月 1 日，昆明市发布并实

施《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矿山生态修复环境风险评估规范》、《改性磷石膏

综合利用矿山生态修复过程环境监管规范》、《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矿山生

态修复跟踪评估规范》3 个地方标准，要求对采用磷石膏基生态修复材料

作为矿山生态修复回填材料的项目进行全过程监管。  

目前，由富民县政府牵头，县自然资源局主导，各个部门积极配合，



 

 

对富民县多个采坑进行了比选，初步选取老煤山矿坑开展磷石膏综合利用

及生态修复，为进一步论证选址合理性，县政府及相关部门再次通过工程

地质勘察、水文地质调查相关工作，并由昆明市生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

（昆明市生态环境保护技术应用中心）开展《昆明市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

土矿矿坑生态修复项目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的编制工作，并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在富民县自然资源局组织下组织专家评审，总体意见如下：“评估

报告编制符合 DB5301T/98-2023《改性磷石膏综合利用矿山生态修复风险

评估规范》要求，项目下游不涉及饮用水水源，环境风险总体可控。”  

2024 年 3 月，云南中环正浩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昆明市富民县

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方案》，并于 2024 年 4 月 12 日通过专家

组的会议评审（见附件 7，生态修复方案专家意见表）。并形成主要以下意

见：“开展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工程对提高昆明市及富

民县磷石膏综合利用率、改善生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该方案修复治理思路

总体可行、内容基本齐全，建设项目符合国家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生态修

复方案基本满足编制深度要求，同意通过评审。”  

由于方案中以改性合格后的磷石膏作为生态修复材料进行回填，方案

措施与前两次方案变化较大。根据相关政策要求，需按照《昆明市富民县

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方案》对《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

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修编。  

2024 年 12 月，由我云南南方地勘工程有限公司编制《云南省富民县

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报告》，报

告内对土地复垦责任范围进行复核，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工程措施按



 

 

照《昆明市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方案》进行布署，局部

按照实际现场施工情况进行调整，不再考虑新增布署相关工程。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DZ/T 0223-

2011）4.1 条，本方案不代替矿山工程相关的工程勘查及治理设计。  

二、编制目的  

编制本方案的目的是在核实了解、评价本矿山现状地质环境条件基础

上，结合生态修复方案，结合《昆明市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

修复方案》工程部署情况，通过与原《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进行对比，分析评价富民兴泰耐火材料

有限公司原采矿活动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与土地损毁是否全面复垦修复，

提出矿山企业在闭坑阶段的环境保护、恢复方案及综合治理措施，实现矿

山企业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义务，为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

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并且为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对矿山地质

环境的有益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并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使该矿山损毁的土地得

到妥善处理，使被扰动、损毁的地貌、植被得到有效的治理和恢复，尽快

恢复和重建生态环境，保障水土资源得到持续利用。  

更好的贯彻党提出的“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有关

精神，落实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务院提出的“加快推进

土地复垦”的要求，切实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项目单位切实肩负起对损毁土地的复

垦责任与义务，将复垦目标、任务、措施、资金等落到实处。  



 

 

根据现状各类土地的损毁范围和损毁程度，及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

损毁程度，合理确定填挖范围，复垦时间和复垦利用类型等。  

为防治矿山建设所造成的土地损毁、保护和恢复项目区土地生态环境

提出切实可行的土地复垦措施，按各类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

复垦工艺，明确要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量，提出复

垦工程的投资概算及实施进度。  

本次土地复垦方案野外调查工作采用委托方提供的 1:2000 地形地质平

面图和平面布置图，以《生态修复方案》设计图纸为工作底图，最新实测

图纸作为照图进行现场调查收集资料。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的工作程序、方法进行，以工程地质调查和土地损毁调查为主，结合社

会调查，收集利用评估区的区域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环境地质和

气象、水文、植被分布、社会经济、土地损毁、土地利用规划等有关资料

进行综合研究、分析，进行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登记分区和土地损毁现状和

预测分析，并依据地质灾害危险性、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情

况，做出评价，并提出保护矿山地质环境的措施方案，提出土地复垦的措

施方案。  

本次方案编制工作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 2024 年 11 月 10 日～11 月 14 日，通过进行现场踏勘，充分

收集分析已有资料的基础上，编制方案编写工作大纲，明确任务，确定工

作范围与级别，设计矿山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损

毁情况（含损毁类型、面积和损坏程度）调查内容、调查重点、调查工作

量，以及质量监控措施和工作计划等。  



 

 

第二阶段为 2024 年 11 月 15 日～11 月 20 日，进行现场地质灾害、含

水层、地形地貌景观调查、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土地资源类型、土地

资源损毁情况调查、土地资源损毁程度调查；共完成综合工程地质调查

0.61km2，土地利用现状调查 0.62km2，调查控制点 45 个；地质灾害点调

查：4 处不稳定边坡（BW1、BW2、BW3、BW4）及 1 处崩塌；现状土地

资源损毁总面积 255048m2；调查收集照片 25 张。野外验收认为完成工作

量及调查深度满足技术要求，群众参与人数达 2 个村庄总人数的 60%，同

意验收，进行室内报告编制。  

第三阶段为 2024 年 11 月 20 日～2024 年 12 月 5 日，编制《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并于 2024 年 12 月提交报告书送审

稿。  

本次工作严格按照国土资源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

制规范》执行。完成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后进入室内整理和方案编制工

作，完成文字报告及相关图件制作，完成工作项目及工作量满足方案编制

要求，工作质量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第二部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富民兴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 

矿山企业名称 富民兴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 

矿山类型 □申请        ■持有       □变更 

法人代表 尹富旺 联系电话 / 

企业性质 民营企业 项目性质 停采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20.7082hm2， 开采标高：2230—2130m 



 

 

资源储量 645.87kt 生产能力 12.5 万 t/年 

采矿证号 
（划定矿区范围） 

C5301242009126120051189 评估区面积 0.61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

状图幅号 
G48G067010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0 年 
方案适

用年限 
7 年（2024 年 12

月～2031 年 12 月） 

方案编制单位 云南南方地勘工程有限公司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法人代表 王研 

资质证书名称 
地质灾害评估和治理 
工程勘查设计资质 

资质等级 甲级 

发证机关 云南省自然资源厅 编  号 530020231110159 

联系人 陈立浩 电话 13698731156 

主要编制人员 

李金伟 项目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签名 

李永乐 技术负责人 工程师 

 
陈立浩 编制人 工程师 

 刘永飞 编制人 工程师 
 

李金伟 项目负责人 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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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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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发育有 4处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BW2、BW3、BW4，危

害及危险性小～中等；现状发育有 1处崩塌 B1，危害及危险

性中等。 

预测 

工程建设加剧 BW1～BW4 不稳定斜坡的危害性及危险性

中等～大；加剧崩塌体 B1的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拦渣坝开

挖可能引发滑坡、崩塌及落石灾害，会危害基础施工安全，

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和危害性中等。排水系统的修建可能引



 

 

发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小，危险性及危害性小。基质土（种

植土）临时堆放区建设引发小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

危害施工人员及机械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小～

中等。植被恢复、灌溉等管护措施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

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工程建设可能遭受岩溶塌陷的危害，

造成工程失稳，其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项目建设及运营对

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

和二叠系下统栖霞组岩溶裂隙含水层与二叠系下统倒石头组

裂隙含水层。 
矿区主要地层富水性较好，但未发现地下水泉点露

头，说明区内地下水位埋深较深。矿区所在位置地势较高，

地下水补给面积较小，因此地下水对矿床充水影响不大。 
据本次调查，区内无常年流水、泉点分布，矿区以往

主要采用露天方式开采，主要对含水层上部结构形成破坏，

破坏区域集中在采空区，采深 1-21m，露天采空区已局部破

坏矿区地下含水层上部结构，扰乱了局部含水层的流通性，

局部改变了原地下水的径流、排泄条件。场地现状最低标高

为 2090m，高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大气降水是矿床主

要充水因素，无侧向补给量，天然状态下与区域含水层和地

表水体联系不密切，排水强度与大气降水强度紧密相关。项

目区大部分区域位于缓坡区，场地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地

形有利于自然排泄，目前采坑最低处（西侧采坑）有少量积

水。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水位无变化，下降幅度较小，矿

区及周围地表水体无漏失现象。 
综上，历史采矿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属较轻。 

预测 

评估区地下水类型主要有第四系松散土体孔隙含水层和

二叠系下统栖霞组岩溶裂隙含水层与二叠系下统倒石头组裂

隙含水层。本矿山已开采终了，现状处于生态修复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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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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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评估区内无风景名胜区或重要景观（点）分布，区内现

状人类工程活动主要以矿山工业活动矿山为已建矿山，矿山

开采扰动破坏了原来地形地貌，影响地质环境的自然完整

性，其破坏形式主要是改变了原有的地形，破坏了地貌及生

态景观，现已形成一个不规则圆弧状采空区，破坏面积约为

25.2579hm2，故采矿活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

估为严重。评估范围内无上百人居住村庄，无大型公路、水

利水电设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

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故不

存在对上述的破坏。 
现状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预测 

评估区范围内不属于地质遗迹及其它国家级、省级、县

级自然保护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本矿山已开采终了，现

状处于生态修复阶段。根据开发方案的设计，矿体开采为露

天开采，排土场位于采空区内（内排）。预测露天采场对地

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较轻。 



 

 

预测未来评估区露天采场、采场内部排土场对区内地形

地貌景观影响为较轻。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现状 

矿山开采已闭坑多年，矿山作业人员较少，生产生活污

水排放量少，矿石化学成分稳定，有害有毒物质较少，矿山

开采出来的矿石经加工制成碎石、砂等后由车辆运输到区外

销售，所以矿山现阶段活动总体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较轻。 

预测 
本矿山已开采终了，现状处于生态修复阶段。预测矿山

开采对区内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为较轻。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  
评估 

评估范围内分布两个居民点 20 户 80 人，无大型公路、水利水

电设施分布，不属于地质遗迹及无其它国家、省级、县级自然保护

区分布及风景名胜古迹，周边无交通要道，矿区采场距居民点最近

约 90m。矿山已闭坑多年，未来矿山诱发滑坡、崩塌、泥石流可能

性小，对村庄造成威胁可能性小；后续生态修复过程中由于机械振

动、强降雨等情况的影响下，容易遭受岩体滑坡，但规模较小；矿

山产生的表土、废石主要于开拓公路、道路修筑、土壤重塑等；矿

床地下水类型主要为碳酸盐岩类型裂隙水，主要大气降水补给，受

季节影响较大，地下水汇集于溶蚀裂隙、岩溶管道中径流，地形坡

度有利于地表水的排泄；此外矿山采场距村庄相对较远，综上所

示，矿山采矿活动对村庄具有一定影响，但总体上影响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综合评估 
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严重区（Ⅱ）及地

质环境条件预测影响程度较轻区（Ⅲ），2 个级别，2 个区。 

矿区土

地损毁

预测与

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

时序 

该项目施工生产生活区场地已建设完毕，目前场地已停止使用和开

采，为已损毁土地。损毁土地的主要环节是建设期对土地的挖损或

压占损毁，使用期对土地的压占和挖损。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

状 

矿山为已建终了矿山，目前已形成一个采空区，其占地面积

255048m2，破坏土地类型旱地、林地、采矿用地、公路用地和农村

道路，对土地资源的影响程度为严重。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

评估 
拟损毁新增土地面积 0h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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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旱地 2517.07 2517.07 - - 
林地（03） 乔木林地 1935.73 1935.73 - - 

工矿用地

（06） 
采矿用地 244226.77 244226.77 - - 

交通运输用地

（10） 
公路用地 3609.36 3609.36 - - 
农村道路 2759.33 2759.33 - - 

合计 255048 255048 - - 

复垦责

任范围

内土地

损毁及

占用面

积 

类型 
面积（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255048 255048 - 
塌陷 - - - 
压占 - - - 
小计 255048 255048 - 



 

 

占用 - - - 
合计 255048 255048 - 

土 

地 

复 

垦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m2） 

已复垦 拟复垦 

耕地 旱地 - 13079 

林地 
乔木林地 

50431（后期堆填

区域移栽、其他区

域补植） 
125614 

灌木林地 - 111291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 2242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设施用地 / 2572 

水利设施 / 250 

合计 50431 255048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249984 98.01%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

作

计

划 

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总费用汇总 
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方案》，该项目总投资 16348.84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的总费用为 513.47 万元，土地复垦的总费用为 15835.78 万元。 
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年度进度安排 

项目实施进度安排主要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方案实施》，结合生态修复区区位及施工

条件、生态修复工程实施的必要性及紧迫性进行，本方案生态修复工程主要是：削平整

工程、凹陷区充填工程、植被绿化工程。 
项目施工工序如下：场地边坡、地表清理→周边截排水沟修建→拦挡设施修建→修

复区底部垫层→地下水倒排盲沟→底部防渗→淋滤水导排→修复区回填重塑→顶部防渗→
表面覆土→表面截排水沟→植被绿化。 

具体工程进度如下图所示 

修复区工程进度计划表 

年份 修复分区 措施内容 

进度安排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2024~ 

2025 

前期准备 

前期手续准备工

作 
            

场地清理及整平             

地貌重塑工程 削坡整形工程             



 

 

地下导排工程             

淋滤水导排工程             

周边截排水工程             

淋滤水收集池             

底部、侧面防渗

工程 
            

拦挡设施工程             

回填工程 

            

2026             

2027             

2028~ 

2029 

            

顶部防渗工程             

土壤重构工程             

植被重建工程             

配套工程 

表面截排水工程             

位移监测             

标识标牌工程             

验收、养护 验收             

 植被养护             

2030 养护 植被养护             

2031 养护 植被养护             
 

 

 

 

 

 

一、组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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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

障

措

施 

1.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组织保障 

（1）按照矿山制定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计划方案，逐步逐项地进行治

理，每个治理项目开前工，先向县自然资源局汇报，由矿山组织有资格的单位进行勘

察、设计、施工，并聘请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监理，项目结束后，由县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组织验收。 

（2）成立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领导小组，由矿权人任组长，成员由矿山

财务、地测、技术、环保等单位负责人兼任。 

（3）矿长是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第一责任者，负责资金、人与物力的落

实以及地质灾害救灾工作。 

（4）矿山环保部门负责编制中长期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计划，按计划要

求，申请资金，并负责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监督工作。 

1.2 土地复垦组织保障 

本矿区土地复垦方案采取项目实施单位治理的方式，由复垦义务人自行复垦，应严

格按照有关规定及项目设计和相关标准开展各项工作，不得随意延续和调整。为保证全

面完成各项治理措施为保证方案的实施，必须重视并完成以下工作： 

（1）矿山企业应健全工程项目的土地复垦组织领导体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领导小

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领导、管理和实施工作，自觉地接受并配合地方土地行

政主管部门对土地复垦实施情况进行监督和管理，使复垦方案落到实处，保证该方案的

顺利实施并发挥积极作用。 

（2）矿山企业应抽调一人兼职负责协调土地复垦工作并组织相关人员学习《土地复

垦条例》，《土地管理法》等国家政策文件和本土地复垦方案，让矿方管理人员和工作人

员都清醒的意识到，对矿山在生产过程中造成损毁的土地进行复垦是矿方应尽的义务，

并在生产建设中按照方案的要求完成复垦工程。 

（3）矿山企业应请求当地村委会协助对村民进行宣传，作为复垦后土地的使用者，

使其了解复垦的意义，明白生产项目开展复垦工作是履行国家规定的复垦义务，同时也

是为了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土地资源，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 

（4）矿山企业必须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的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要求，保

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措施；积极主动与自然资源监督部门配合，定期对土地复垦方案

的实施进度、质量资金落实进行监督、检查。在监督方法上采用建设单位定期汇报与实



 

 

 地检查相结合，必要时采取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促使土地复垦方案的完全落实。 

二、技术保障 

2.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技术保障 

（1）矿山安监部门主要负责矿区内各治理工程的监测、观测等工作，并建立健全相

关的安全台账；预报开采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点，并及时通知矿及地方相关单位，以

便及时采取措施；负责地质灾害预测及应急防灾预案的编制。 

（2）矿山技术部门负责严格积极研究、推广可以减少地质环境问题的有关采矿等技

术。另外，在进行地质环境治理时，必须及时编制相关的安全施工措施，并对工程施工

监理和质量验收工作负责。 

（3）质量管理措施 

①每个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必须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勘察、设计、施工，施工单位要

提交施工措施，经矿方审查后方可施工，施工措施中要包括与施工质量有关的施工方

法。 

②每个施工项目必须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工程监理，监理单位对工程质量负责，监理

单位要建立健全监理日志，项目中的所有阶段工程必须及时通知矿方进行验收。 

 

④项目验收合格后，由矿方负责将监理及施工措施、日志等资源交于县自然资源部

③每个施工项目完成后，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人员进行验收，质量不合格时

，必须全部拆除重新施工。

门保存，工程质量实行终身负责制，施工单位负责人为第一责任者，并联责监理单位。 

 

 

项目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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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选拔具有较

高理论和专业技术水平，具有土地复垦工程设计、施工能力，具有较强责任感和职业道

2.2 土地复垦组技术保障

方案编制的过程中广泛吸取了各地先进复垦经验，结合矿区的实际情况，在植物物

种的选择、种植管护技术等多方面提出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方案措施，为本项目复垦方

案的实施奠定了技术基础。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

土地的标准。

德感的监督人员进行监督工作。 



 

 

在工程实施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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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

场购买，所有的材料都要符合本方案的复垦标准。在复垦方案实施阶段，对各种复垦措

施进行专项设计，实行设代制度，设计人员进入现场进行指导；选择施工经验丰富，技

术力量强的施工单位，建设中尽量采用先进的施工手段和合法的施工工序；加强复垦技

术培训工作，提高复垦的管理能力，在复垦方案实施后，加强后期的管理工作，发挥复

垦效益。 

三、资金保障 

3.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资金保障 

经估算，本方案编制或适用年限（7 年）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总费用

为 513.47 万元；资金全部由矿山自筹。为此，矿山财务部门要设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恢复治理专项资金，并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实行专款专用，在出现地质环境问题，

必须立即启用该项资金，以避免问题扩大或地质灾害的发生。 

3.2 土地复垦资金保障 

1、资金来源 

本复垦项目总投资为 15835.78 万元，全部投资由云南富民世翔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

承担。 

2、资金缴存计划 

项目复垦总投资为 15835.78 万元，亩均投资 417976 元/亩，全部投资由云南富民世

翔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筹集。矿山采用“边开采、边提取、边复垦”的方式从运营收入

中提取保障复垦资金。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成本，复垦资金筹备渠道为矿山自筹。 

3、资金保障措施 

项目修复治理总投资概算合理，为保障项目保质按期完成任务，修复资金应提前落

实或基本落实。在资金管理上严格按照国家的规定执行，实行专人管理、专户贮存、专

帐核算。严格财经纪律，加强对工程资金的监管力度，按工程计划和施工进度投放资

金，坚持执行资金跟着工程走的原则，确保资金的专款专用。为确保项目建设质量，在

拨付施工单位资金时，进行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竣工验收和运行后，经复检确无工程

质量问题时，再拨付质量保证金，以避免工程返工和资金流失；工程完工后，由施工单

位提交决算报告，经有关部门审查、核实后，再由相关部门组织竣工验收。资金使用以

工程分期安排实际需求资金为准。 



 

 

4 资金使用保障 

土地复垦资金严格按照专款专用、单独核算的办法进行管理；按照规定的开支范围

支出；实行专管，严格财务制度，规范财务手续，注明每一笔款项的使用情况，具体措

施： 

①按照统一管理、分级核算的原则，设置和健全财务管理机构，为土地复垦配备相

应的财务人员。 

②财务人员应当制订有效的预算制度，合理使用资金，加强成本费用的管理，规范

财务会计报告和对外财务信息披露。 

③财务人员应根据土地复垦资金需要，及时按土地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向主管部门、

银行报送现 

用、挪用资金的，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给予相当的行政、经济、刑事

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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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为 16348.84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总费用为 513.47 万

元，土地复垦的总费用为 15835.78 万元。全部投资由云南富民世翔饲料添加剂有限公司

筹集。土地复垦费用纳入生产成本，复垦资金筹备渠道为矿山自筹。 

复垦

费用

估算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5005.78 
2 设备费 0.00  
3 其他费 866.88 
4 预备费 476.18  
5 总投资 16348.84 

第三部分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本方案涉及的采用改性磷石膏对矿坑进行的生态修复的内容严格

参照评审通过的《昆明市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方案》执



 

 

行。《昆明市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方案》能够满足生态

修复相关规范要求，本次修编方案地质环境保护措施以及土地复垦措施按

《昆明市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坑生态修复方案》中措施布置，结合

现场调查以及正射影像对已施工乡村道路、周边排水沟进行复核，复垦乡

村道路面积由原来 2672 ㎡调整为 2242 ㎡，多余部分恢复为乔木林地；周

边截排水沟长度原来 1120m 调整为 975m，场内截排水沟长度由原来 5345

调整为 6465m，其余不在新增工程措施。  

3、本次《修编方案》对《生态修复方案》的部分土地复垦措施、复

垦范围进行了调整，后期作为该部分工程验收依据。文中针对磷石膏回填

部分主要依据通过环保评审后的《矿山生态修复方案》为准，本文未新增

其他措施，磷石膏堆填矿山生态修复验收依据应以《矿山生态修复方案》

为准。  

4、本矿山土地复垦工作完成通过验收后，根据相关要求，富民县自

然资源局可以退还前期富民兴泰耐火材料有限公司预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基金和土地复垦基金。  

5、评估范围和评估级别：  

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区面积 0.2071km2，开采标高 2230m 至

2130m，设计生产规模为 12.5 万 t/a，为已建矿山。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

矿为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属于重要区，评估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

复杂。根据矿山采矿活动所能影响的区域，同时结合可能引发滑坡、崩塌

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范围、程度，开采活动对含水层破坏范围、程度，

结合地形地貌特征，确定本方案评估范围的面积约为 60.99457hm2。根据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确定本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评估级别定为一级。  

6、矿山地质环境条件：  

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位于富民盆地东部边缘地区，属溶蚀

中山陡坡区，项目区整体位于斜坡区域，地势北高南低、东高西低，区内

地形起伏较大，一般坡度 10°～25°，局部因前期开采形成陡坎，相对高

差 110m，评估区出露地层主要有第四系残坡积（Qel+dl）粘土，二叠系下

统阳新组（P1y），二叠系下统倒石头组（P1d）；评估区没有较大的断层或

岩脉穿插，地质构造属中等类型；矿区及附近地层可分为第四系残坡积层

（Qel+dl）粘土含孔隙水、二叠系下统阳新组（P1y）岩溶水和二叠系下统

倒石头组（Pld）裂隙水。季节性大气降雨是未来矿坑充水的唯一来源，矿

区水文地质条件为简单类型；矿区工程地质岩组划分为人工堆积层杂填土

单层土体Ⅰ1、粘土单层土体Ⅰ2、中风化较坚硬灰岩岩组Ⅱ1、软弱层状

铝土岩Ⅱ2、坚硬层状砂岩岩组Ⅱ3，未来开采边坡可能产生小规模垮塌，

但一般不会产生较大规模的边坡失稳，不良地质作用有岩体风化、岩溶，

特殊性岩土填土及红黏土，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为复杂类型。  

7、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和土地已损毁情况：  

（1）现状发育有 4 处潜在不稳定边坡 BW1、BW2、BW3、BW4，危

害及危险性小～中等；现状发育有 1 处崩塌 B1，危害及危险性中等。  

根据技术附录 E 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将评估区划为现状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严重区（Ⅱ）和影响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2）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土地已损毁情况  



 

 

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已损毁土地 255048m2，按土地利用类型统

计其中旱地 2517.07m²、乔木林地 1935.73m²、采矿用地 244226.77m²、公

路用地 3609.36m2、农村道路 2759.33m²；按土地损毁方式统计均为挖损

损毁土地；按土地损毁程度统计均为重度损毁土地；涉及土地权属为富民

县大营街道办茨塘村民委员会。  

8、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和拟损毁情况：  

（1）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地质环境预测评估  

工程建设加剧 BW1～BW4 不稳定斜坡的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大；

加剧崩塌体 B1 的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拦渣坝开挖可能引发滑坡、崩塌

及落石灾害，会危害基础施工安全，可能性中等，危险性和危害性中等。

排水系统的修建可能引发滑坡等地质灾害的可能小，危险性及危害性小。

基质土（种植土）临时堆放区建设引发小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中等，危

害施工人员及机械的可能性小～中等，危害及危险性小～中等。植被恢

复、灌溉等管护措施引发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及危险性中等。工

程建设可能遭受岩溶塌陷的危害，造成工程失稳，其危害性及危险性中

等。项目建设及运营对地下水污染的可能性小，危害性及危险性中等。  

根据技术附录 E 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表，将评估区划为预测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Ⅱ）和影响较轻区（Ⅲ）二级二区。  

（2）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拟损毁土地情况  

项目损毁土地总面积 25.5048hm2，已损毁土地面积 25.5048hm2，拟

损毁新增土地面积 0hm2；涉及土地权属为富民县大营街道办茨塘村民委

员会。  



 

 

9、矿山建设适宜性：  

根据《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中表 5-1 的要求，

将评估区地质灾害危险性划分为危险性中等和危险性小 2 等级，分别用罗

马字母Ⅱ和Ⅲ表示。最终确定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山建设适宜性为

基本适宜。  

10、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情况：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性，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现状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参照《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

制规范》（DZ/T0223-2011）附录 F 将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区域

划分为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  

本方案结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分区的实际情况，采取相应措施进行保

护与治理。其中主要工程恢复治理措施如下：  

（1）结合场地地质灾害及地质环境条件，工程措施主要针对露天采

场等，工程措施以清基整平工程、拦挡设施建设和排水沟修建为主。  

（2）拦挡坝按设计进行，并设置拦挡坝及斜坡变形监测点，加强对

露天开采引发地质灾害的监测。  

（3）根据规划要求对评估区的地质灾害点、地质环境点、工程点等

布置的监测点按照监测时间进行监测。  

（4）对外围排水沟定期进行监测。  

11、矿山复垦面积、责任复垦面积、复垦率及对复垦面积：  

本次《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修编）》土地复垦责任面积为实际损毁面积 25.5048 hm2。本项目复



 

 

垦责任范围面积 25.5048hm2，规划复垦土地面积 248530m2，保留水利设

施及农村道路用地，计划计划复垦旱地 13079m2，复垦乔木林地

12.5614m2，灌木林地 11.1291m2，农村道路 2242m2，设施用地 2572m2，

水利设施 250m2，土地复垦率为 98.01%。  

1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需要的总投资：  

项目总投资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方案》16348.84 万元。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防治措施结合矿山实际情况，在恢复治理方案

编制或适用年限（7 年）内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总费用为

513.47 万元。  

本矿山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内，本项目复垦总投资为 15835.78 万

元，亩均投资 417976 元/亩。  

1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适用年限：  

云南省富民县老煤山耐火粘土矿有效期 2015 年 7 月 20 日至 2018 年 7

月 20 日，矿山采矿证到期后停采至今。截止方案编制时间（2024 年 12

月），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 0 年。依据《矿山生态修复方案》，本次编写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修编）方案编制年限为 7 年（矿山闭坑后

的治理、复垦工程期和监测、管护期共 7 年），方案的适用年限为 7 年

（2024 年 12 月～2031 年 12 月）。  

在本方案的适用年限内，若采矿证人申请延续矿区范围、开采矿种、

开采规模、开采方式、地表设施等重要设施位置和生产规划、生产工艺流

程发生变化，应重新编制或修编本方案，并送交有关部门审查；若矿业权

发生延续，应保证复垦义务、责任和资金的相应延续与接续。若矿业权发



 

 

生整合，最终的矿业权应包括所有被整合的矿业权复垦义务、责任和资

金。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本方案提出建

议：  

1、对于重要的防治工程，拦挡和截排水措施等工程应先进行勘察，

再进行治理设计和施工。  

2、尽快选择有地质灾害勘察、设计、施工资质的单位做好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各项实施工作。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预防、恢复、

治理工程，应进行专项的勘察、设计、施工，并进行技术论证和专家审

查。  

3、建立矿山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的全过程，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4、本方案涉及的工程问题不能作为施工依据，具体实施工程治理

时，应委托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中采用参数以设计

为准。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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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治

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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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6、本方案主要是依据生态修复方案和实地调查资料编制而成，编制

底图以矿山提供的相关图纸为参考进行设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

际地形地貌进行适当调整处理，延续设计。  



 

 

7、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

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10、项目涉及磷石膏基生态修复材料回填过程，该过程中须严格按照

9、加强矿区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最大限度地保护当地生态环境，以期

8、在实施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与当

地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技术指导，确保方案顺利实

施。

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双赢。

专项堆填设计方案进行施工。  

11、现状场地内临时人工边坡较多，局部坡度较大、高度较高。在保

质保量的前提下，应按照设计尽快完成场地整平工程，做好临时边坡的监

测及维护工作，定期检查边坡的稳定状况，及时清理松动浮石；重视填方

质量、严防填方滑移，并布设地面沉降监测措施。  

12、统筹考虑整个场地的截排水系统，雨季对截排水沟进行定期维

护、清理及监测：加强对基质土收集，后期可作为复垦覆土使用；项目区

周围矿山分布较多，在后续工程建设中应注意做好对其的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信息化施工。  

13、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的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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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和临时设施，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14、修复工程开挖、回填及截排水、道路、植树造林等各分项工程施

工过程中，应按地灾、安全、环保、林业、水保等相关规范的规定进行必



 

 

要的支护、拦挡和防护，确保工程施工安全及回填区、边坡区的安全稳

定，防止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而诱发新的地质安全隐患、新的地质灾害，

应全力避免人员伤亡事故。  

15、由于修复区地质环境历史损毁严重、现状十分脆弱，治理工程施

工应尽量减少对坡面植被、地形地貌等二次破坏，以保护生态环境持续向

好。  

16、建议统筹规划治理项目施工，加强治理工程开挖产生的废渣及废

弃物管理与控制。工程治理严禁人为制灾，严格控制生活垃圾及建筑垃圾

等有序堆放，生活垃圾处置应严格管理。  

17、建议指派专人负责定期巡查、巡视修复区各分项工程，修复效果

监测年限为工程竣工后不少于 3 个自然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