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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根据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矿权办理的需要，对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

公司矿山厂铅锌矿划定矿区范围内的资源储量进行核实并为矿业权人办理探转

采扩大矿区范围申请、采矿许可证变更、矿山改扩建、矿区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

方案编制、远景规划及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等提供地质依据。矿山厂铅锌矿拟申

请矿区范围包括 1 个采矿权和 2 个探矿权，矿业权名称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

限公司矿山厂（采矿许可证号 C5300002009043220014719）、云南省会泽县麒麟

厂至矿山厂小菜园地段铅锌矿勘探（探矿许可证号 T5303002008093010014650）、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矿山厂 1244 米标高以下铅锌矿普查（探矿许可证号

T5303002022023050056725）；矿业权人均为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为了

矿山厂采矿权变更需要，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云南冶金资源股份有限

公司编制《云南省会泽县矿山厂铅锌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2022 年），于 2022

年 12 月 15 日评审通过并取得专家评审意见书，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报送

划定矿区范围，经曲靖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核通过，矿山厂矿区范围 3.2192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2545 米至 721 米，2022 年 12 月 28 日获得储量核实报告备

案证明。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委托长沙有色冶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编制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矿山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23 年 1 月 29

日获得评审备案表。 

根据《关于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国

土资规［2016］21 号）以及《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96 号）要求，

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我单位承担了《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矿山

厂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工作，并按相关规范技术要求编制

完成本方案。 

二、编制目的任务 

1、目的 

（1）通过对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调查，资料收集、



 

 

 

综合分析研究，对地质环境影响和破坏程度进行现状评估，分析预测和评估矿山

开发和建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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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贯彻落实“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对矿业开发造成的矿区地面塌

陷、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等进行预防

和恢复治理设计，提出经济适宜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防治和矿山

地质环境监测工程方案及措施，为矿山延续、开发建设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

复治理等提供地质科学依据。 

（4）为自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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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预测矿山在建设及生产期间土地损毁的类型以及各类土地的破坏范围

和破坏程度，量算并统计各类被破坏土地的面积。 

（6）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各类被损毁土地面积，确定各类被损

毁土地的应复垦面积和应复垦土地的总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毁时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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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土地复垦

有科学规划和技术保证。 

（7）提出方案实施的保证措施，为建设单位、施工单位开展相应的土地复

垦工作提供技术依据，将损毁土地复垦方案列入建设项目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

按方案有计划、有组织的实施。 

（8）落实法律规定的建设单位所应承担的土地复垦范围和责任。切实把土

地复垦工作纳入工程范围，加强组织领导，指定专人负责，强化监管力度，抓紧

抓好本项目土地复垦工作，实现合理用地、保护耕地、防止水土流失、恢复生态

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的目标。 

（9）为项目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验收、交纳履约保证金或复

垦费提供依据。 

2、任务 

（1）调查目前矿山的生产情况，核实评估区地质环境特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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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问题进行调查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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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含水层影响和破坏、地形地貌景观影响

和破坏等七个方面及其他的不良地质环境问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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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明确矿区内已损毁土地的损毁类型、范围、面积及损毁程度。 

（7）预测矿山开采过程中土地损毁的类型，各类土地损毁程度及损毁范围，

量算并统计各类损毁土地的面积。 

（8）损毁占用土地分析。根据调查、评价及预测结果，分类统计被损毁土

地面积，确定各类被损毁土地的复垦面积，并根据各类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

质和损毁程度，合理确定矿山开采过程中的挖填范围、表土剥离铺覆区域及其复

垦时间和复垦后土地利用类型等。 

（9）复垦工程量计算及复垦计划安排。在复垦规划的基础上，按各类土地

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复垦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

计算复垦工程量，并结合项目建设进度安排，合理规划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10）复垦投资估算。根据复垦设计工程量，按照《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

定额标准》，结合云南省土地复垦征收的有关规定，预算项目土地复垦投资，说

明复垦投资来源和安排，评价土地复垦效益。 

（11）明确项目土地复垦的组织管理、工程技术、工程投资等各项保障措施

及公众参与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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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地质灾害较发育，矿山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影响程度

较轻； 

预测矿山未来加剧、诱发及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害程度中等-大，危险性中等-大 

矿区含水层

破坏现状分

析与预测 

现状矿业活动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预测矿业活动对区内水资源影响程度为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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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状矿业活动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程度严重。  

预测今后矿山生产运营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影

响大，预测破坏影响程度为严重 

 

矿区水土环

境污染现状

分析与预测 

矿区现状水土资源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未来矿山开采对矿区水土资源污染程度轻轻。 

村庄及重要

设施影响  

评估 

评估区远离国家自然保护区及旅游景区，评估区内主要居民点

有矿山村委会小街社区、矿山村委会大菜园小组、矿山村委会

新山沟小组。其中小街社区有 300多人，新山沟小组有 400多

人，大菜园小组有 360多人，无高速公路、一级公路、铁路、

电力工程及其他重要建筑设施分布，无重要水源地，矿山开采

破坏土地类型主要耕地、为林地。综上所述，评估区重要程度

为重要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

评估 

评估区内预测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严重，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

坏程度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为严重，对水土

资源污染程度为较轻。总体，评估区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评

估为严重 



 

 

 

矿

区

土

地

损

毁

预

测

与

评

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矿山初建期：1951年铅锌矿矿山正式建设，新开挖的巷道、

等产生了大量的土石方，土石方大部分用于回填场地，因此到

目前，矿山初建时期对土地的损毁主要是初建的工业场地、办

公生活区、选厂等，目前依然在原址上改建后继续使用，因此

该部分区域依然属于此次复垦责任范围。 

矿山生产期：1988年至今，矿山开采后，采空区前期采用

水沙充填，后期采用膏体充填，至目前位置地表尚未发现因矿

山地下开采引发的地裂缝、塌陷损毁土地区域。矿山生产期间

充填站、办公生活区和工业场地还将继续使用，直到闭矿。地

面设施损毁主要就是充填站、办公生活区和工业场地以及历史

遗留损毁区域。 

未来生产期：依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及评审备案登记表，

本次矿山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服务为 15 年（2023 年 2 月～2038

年 2月），主要开采 1号、1-1号、1-2号、Z1号等多个矿体。

未来生产期产生的尾矿将全部用于制作充填膏体，采空区全部

充填完毕，因此将不产生尾矿及废石压占、污染土地的情况。

不过本项目是地下开采，沿着时间推移，引起地表变形是难免

的，因此此次复垦方案中对未来开采结束后的地表塌陷区域进

行了预测。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通过对矿山开采历史、采矿工艺流程分析，并结合矿山实地踏

勘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到目前为止，本项目已造成 38.7259hm
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工业用地 34.1523hm
2
，

采矿用地 4.5736hm
2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土地

34.1523hm
2
，挖损损毁土地 4.5736hm

2
；按损毁土地程度分析，

重度损毁土地 32.8842hm
2
，中度损毁土地 5.8417hm

2
。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通过对矿山开采历史、采矿工艺流程分析，并结合矿山实地

踏勘的情况进行统计分析，预计在后期矿山开采拟造成

89.5828hm
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旱地

24.8708hm
2
，乔木林地 48.4120hm

2
，灌木林地 13.7620hm

2
，

其他草地 0.2253hm
2
，城镇住宅用地 0.1666hm

2
，农村宅基

地 1.2784hm
2
，公路用地 0.8183hm

2
，农村道路 0.0494hm

2
；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塌陷损毁土地 89.5828hm
2
；按损毁

土地程度分析，中度损毁土地 89.5828h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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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08 - 24.8708  

林地 
乔木林地 48.412 - 48.412  

灌木林地 13.762 - 13.762  

草地 其他草地 0.2253 - 0.2253  

工矿仓储用地 
工业用地 34.1523 34.1523 -  

采矿用地 6.0274 6.0274 -  

住宅用地 
城镇住宅用地 0.1666  0.1666  

农村宅基地 1.2784  1.2784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0.8183  0.8183  

农村道路 0.0494  0.0494  

合计 129.7625 40.1794 89.5828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公顷）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 4.5736 - 

塌陷 88.1378 - 88.1378 

压占 - - - 

小计 92.7114 4.5736 88.1378 

占用 - - - 

合计 92.7114 4.5736 88.13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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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8708 

林地 
乔木林地  52.9856 

灌木林地  13.7620 

草地 其它草地  0.2253 

交通运输用地 
公路用地  0.8183 

农村道路  0.0494 

合计  92.7114 

土地复垦率 
复垦面积 比例（%） 

92.7114 100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

费用

预存 

工作

计划 

 

方案适用年限 5年，本次工作中对土地复垦近期工作计划进行安排： 

第一阶段（2023.2-2028.2） 

2023.2-2024.2：对早期采矿用地 1#进行复垦，运输表土 10423m
3
、表土覆盖

10423m
3
、种植云南松 4951株、种植车桑子 13289株、撒播羊茅 2.6057hm

2
，外购

表土 18295m
3
。静态投资 756753.10元，动态投资 756753.10元。 

2024.2-2025.2：对早期采矿用地 2#、3#进行复垦，运输表土 4388m
3
、表土

覆盖 4388m
3
、种植云南松 2084 株、种植车桑子 5595 株、撒播羊茅 1.0970hm

2
。

静态投资 416591.67元，动态投资 445753.09 元。 

2025.2-2026.2：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整个矿山进行监测，监测面积

1.3336hm
2
。静态投资 79232.78元，动态投资 90713.61元。 

2026.2-2027.2：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整个矿山进行监测，监测面积

1.3336hm
2
。静态投资 79232.78元，动态投资 97063.56元。 

2027.2-2028.2：对已复垦区域进行管护，对整个矿山进行监测，监测面积

1.3336hm
2
。静态投资 79232.78元，动态投资 103858.01元。 

 

保障

措施 

1、组织保障：成立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领导小组，由矿长任组长，成员由

财务、技术、生产、环保等单位负责人兼任。在企业内设置“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工程部”，负责环境恢复与复垦项目的组织和实施，工程质量监督检查和竣

工验收资料的准备。同时，根据工程进度，公司将及时组织施工队伍完成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2、技术保障：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技术单位制定复垦实施

方案，项目负责小组需有具有土地复垦专业知识的技术人员，指导和把握工程施

工的质量及标准。土地复垦技术小组需聘请国土资源、林业、农业、水利、环保、

安监等部门有关专业技术人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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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规划设计目标的实现。咨询相关专家以

及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等。3、资金保障：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为 5年，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适用年限内费用

约为 138.61 万元，资金全部由矿山自筹。为此，矿山要设立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专项资金，并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管理，实行专款专用。4、监管保障：

进行土地复垦过程中，应进行时时监督，对土地复垦进行正确及时地指导，使复

垦措施有效的进行；土地复垦完成后，应对各个阶段复垦的土地进行及时检查，

例如耕地的产量如何以及各类植被的生长状况，若复垦效果较差，应及时修改复

垦措施，进行重新复垦，使土地复垦达到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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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质灾害 挡土墙 
土方开挖 m

3
 124.8 

浆砌块石 m
3
 376.8 

塌陷区 
填埋预测地裂隙、

地面陷坑 
填埋土方 m

3
 8969 

硐口封闭 浆砌石 m
3
 69 

井筒充填 浆砌石 m
3
 2760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26 

一般防治区

区 

监测管控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138.61 



 

 

 

费用

预存

计划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为 15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阶段费用逐年缴

存，土地复垦费用计划按 14期进行缴存。矿山应在每个费用预算存计划开始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将相应的复垦费用存入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初步拟定存储金额

和时间计划如下：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年度费用缴存计划表 

年份 
地质环境保护与

治理阶段（万元） 

土地复垦阶段

（万元） 

2023.2-2024.2 24.40 75.67 

2024.2-2025.2 11.98 44.58 

2025.2-2026.2 5.05 9.07 

2026.2-2027.2 5.05 9.71 

2027.2-2028.2 5.05 10.38 

2028.2-2029.2 5.05 10.38 

2029.2-2030.2 5.05 10.38 

2030.2-2031.2 5.05 10.38 

2031.2-2032.2 5.05 10.38 

2032.2-2033.2 5.05 10.38 

2033.2-2034.2 5.05 10.38 

2034.2-2035.2 5.05 10.38 

2035.2-2036.2 5.05 10.38 

2036.2-2037.2 5.05 95.37 

2037.2-2038.2 26.48  

2038.2-2039.2 5.05  

2039.2-2040.2 5.05  

2040.2-2041.2 5.05  

 138.61 32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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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2.79 

2 设备费 0 

3 其它费用 58.44 

4 监测与管护费 24.04 

（1） 复垦监测费 7.20 

（2） 管护费 16.84 

5 预备费 71.56 

（1） 基本预备费 13.87 

（2） 风险金 8.07 

（3） 价差预备费 50.61 

6 静态总投资 277.21 1993.33 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327.82 2357.27 元/亩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云南驰宏锌锗股份有限公司矿山厂设计年开采量 50.0 万 t，设计服务

年限 15 年，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 15 年，属中型矿山。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区，

地质环境条件复杂。该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级别为一级。 

（2）考虑到矿山开采闭坑后，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治理及保养时间，确定该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即 2023 年 2 月～2028 年 2

月。 

（3）评估区总体地形地貌特征复杂，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复杂，地质构造

条件复杂，水文地质条件复杂，人类工程活动强烈。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为复杂。 

（4）评估区矿山现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影响程度较轻；土地资源的占用

或破坏现状对地质环境影响严重；采矿活动对原生的地形地貌景观和破坏程度严

重；含水层遭受矿山开采影响为严重。矿山现状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分级属于严重。 

（5）矿山未来开采可能诱发和遭受矿坑冒顶、垮塌、片帮、采空区地面塌

陷、岩溶塌陷、矿坑涌水、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大，

局部小；危险性中等～大，局部小；危害程度中等～大，局部小。对区内含水层

和区内水环境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预测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

对土地资源影响和破坏程度严重。综合矿山开采对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严重。 

（6）矿山已造成 38.7259hm
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类型统计，工业用

地 34.1523hm
2，采矿用地 4.5736hm

2；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压占损毁土地

34.1523hm
2，挖损损毁土地 4.5736hm

2；按损毁土地程度分析，重度损毁土地

32.8842hm
2，中度损毁土地 5.8417hm

2。 

（7）预计在后期矿山开采拟造成 128.3087hm
2 土地损毁。按土地利用现状

类型统计，旱地 24.8708hm
2，乔木林地 48.4120hm

2，灌木林地 13.7620hm
2，其

他草地 0.2253hm
2，工业用地 34.1523hm

2，采矿用地 4.5736hm
2，城镇住宅用地

0.1666hm
2，农村宅基地 1.2784hm

2，公路用地 0.8183hm
2，农村道路 0.0494hm

2；



 

 

 

按损毁土地方式统计，塌陷损毁土地 89.5828hm
2；按损毁土地程度分析，重度

损毁土地 32.8842hm
2，中度损毁土地 95.4245hm

2。 

（8）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较轻～严重，矿山建设适宜性Ⅰ区适宜性差、Ⅲ区

适宜。矿山开采主体工程布置于Ⅰ区内，总体矿山建设适宜性差。 

（9）依据对区内含水层和区内水环境、地形地貌景观、土地资源影响和破

坏程度；矿山本身可能诱发、加剧和遭受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大小和危害对象；将

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重点防治区（A）和一般防

治区（C）。 

（10）针对未来矿山开采建设和运营过程中，加剧已有的地质灾害和矿山本

身可能诱发和遭受各种地质灾害，所采用治理工程技术手段均比较成熟，主要工

作量如下：潜在不稳定边坡下部修建挡土墙；地表移动变形盆地范围内设立监测

系统、并在周边设立警示牌，及时回填因采空区塌陷产生的地裂缝。监测措施：

对坑口边坡、截排水沟及坑口进行稳定性监测；对移动变形进行监测；对水质进

行监测。所采用的技术手段均比较成熟，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11）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92.7114hm
2，根据损毁土地预测分析及

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其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4.5736hm
2，拟损毁土地面积

88.1378hm
2），作为规划设施占用、最终确定复垦土地面积 92.7114 公顷，土地

复垦率 100%。 

（1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费用（2023.3～2028.3）为 138.61 万元，年均投入

7.70 万元。 

（13）土地复垦方案（2023.3～2028.3）静态投资总额为 277.21 万元，静态

亩均投资为 1993.33 元/亩；土地复垦动态投资总额为 327.82 万元，动态亩均投

资为 2357.27 元/亩。 

二、建议 

1、严格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及开采设计进行开采。 

2、严格执行《云南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及时交

纳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基金。 

3、本方案不代替相关工程勘查、治理设计。矿山企业在各阶段进行矿山地



 

 

 

质环境恢复治理前应进行勘察和设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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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合理开发利用矿山资源，按照边开采边治理的办法对开采后矿山地质环

境进行恢复治理工作，保护生态环境。 

5、本方案是在现有开发利用方案基础上进行编制，若开发利用方案发生变

动，应修编或重新编制恢复方案。 

6、矿山表层岩性为碎石、碎块、砂、粘土，岩性成份复杂，结构松散，稳

固性差、力学强度低，不宜作为坝基持力层，挡墙修建前应对地表土进行清理。 

7、建立矿山地质环境监测系统，并始终贯穿于矿山开发的全过程，坚持边

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 

8、需加强对水质的监测，建议修建集水池对生产生活用水进行处理，达标

后才能排放。 

9、为保障生物措施植树种草的成活率，必须从具有种、苗经营资质的企业

进行购买。 

10、治理费用由业主列入专项资金，做到专款专用。矿山企业在实施各阶段

恢复治理工作时，可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恢复治理进度安排和资金使用。 

11、应加强井巷内的突水、涌水监测工作，尤其雨季，还应配备相应的排水

设备。 

12、矿山已开采多年，建议矿方应先对已采空的矿体展开治理和复垦工作。 

13、建议闭坑后应加强对采空区上部移动盆地内的监测，直到地表移动趋于

稳定为止。 

14、矿山所处地质环境条件极其复杂，现状地质灾害发育，采动条件下加剧、

诱发、遭受滑坡、崩塌、滚石危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地质灾害防治任务艰

巨，业主应确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建立监测网，开展群策群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