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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篇

本矿为续建矿山，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 2.4 年，考虑矿山环境影响滞

后期和治理维护期 1.6 年，确定该方案规划矿山总服务年限 4年，即 2024

年 6月～2028 年 5月。本方案适用年限 4年，即 2024 年 6 月～2028 年 5

月，方案编制基准期为 2024 年 5 月。

表 4-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报告表

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
2
）

一级 二级 小计 已毁损 拟毁损 占用

草地
天然牧草地 8.9090 3.3256 2.3240 3.2594

其他草地 3.9543 1.1669 1.5295 1.2578

交通运输

用地
农村道路 0.3020 0.0305 0.0294 0.2421

工矿仓储

用地
采矿用地 1.0214 0 0 1.0214

合计 14.1863 4.5230 3.8826 5.7807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
2
）

已复垦 拟复垦 占用

草地
天然牧草地 0 8.9090

其他草地 0 3.9543

交通运输

用地
农村道路 0 0.3020

工矿仓储

用地
采矿用地 0 1.0214

合计 0 14.1863

土地复垦率（%） 100

投资
静态投资 84.59 动态投资

单位面积静态投资 5.96 元/ m
2

单位面积动态投资

方案服务年限 2024.6—2028.5 方案编制基准期 2024.5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现状

根据现场调查，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镇乌兰呼都格

新工地建筑用石料矿为已建矿山，矿山现状建有露天采坑、工业广场（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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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拆除）、工业广场（留用）、办公生活区和矿区道路等单元。本方案按

照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确定的现状破坏单元，对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

貌景观及土地资源的影响，分别叙述如下:

一、地质灾害现状评估

1、露天采坑 CK1

露天采坑 CK1 位于矿区中部，呈不规则长条状，长约 600m，两头窄

中间宽，宽 23-115m，面积 45230m
2
，采深 5-10m，边坡角 45°-75°，见

照片 1。采坑边坡存在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开采过程中

露天采坑诱发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受威胁人数小于 10人，造

成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现状条件下，露天采坑 CK1

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照片 1 现状露天采坑

2、办公生活区

办公生活区位于矿区范围外北偏西方向约 340m 处，占地面积 2642m
2
，

包含职工宿舍、办公区、食堂、卫生间等，建筑面积约 764m
2
。建筑物主

要为砖混结构及彩钢结构，高度小于 3.5m。现状评估认为办公生活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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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轻”。

照片 2 现状办公生活区

3、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属矿山前期试生产中建设的生产车间，矿山下

一步将不再留用，位于矿区外围北侧、办公生活区南侧，现状建筑物占地

面积 1440m
2
，彩钢结构，该车间生产破碎的堆料区现存有 4 处，位于该车

间东侧，总占地面积 3486m
2
，本次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将该生产车间拆除，

将堆料区进行清理后开展治理工作后不再留用。现状评估认为工业广场

（计划拆除）不存在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

为“较轻”。

4、工业广场（留用）

工业广场（留用）位于矿区范围外围南侧，占地面积 26075m
2
，包含

配电室、设备区、堆料区等。现状评估认为工业广场（留用）不存在滑坡、

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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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3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照片 4 工业广场（留用）

5、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总占地面积为 11727m
2
，宽 8m左右，坡度较小。现状评估认

为矿区道路不存在滑坡、崩塌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

“较轻”。

二、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

1、含水层结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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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产资源篇，矿层为石炭系下统前黑山组第二段（C1q
2
）及泥盆

系上统中宁组第六段（D3z
6
）地层，为不含水层，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结构

没有破坏。

2、矿坑涌水对含水层的影响

采坑最低开采标高为 1367m，矿层为石炭系下统前黑山组第二段

（C1q
2
）及泥盆系上统中宁组第六段（D3z

6
）地层，为不含水层。据实地调

查，现状采坑采深 6-10m，没有揭露地下水露头，无矿坑涌水现象。故露

天采坑对含水层无影响。

3、对矿区及附近水源的影响

矿山开采的矿体位于地下水位之上，没有破坏含水层，对矿区及附近

水源没影响。

4、对地下水水质影响

现在矿山正在建设，矿山长住职工约 10 人，饮用水从附近牧户水井

拉运。生活污水产生量小，经简单处理后，用于矿区的洒水和绿化，对地

下水水质影响较小。

三、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现状评估

1、露天采坑 CK1

现状露天采坑占地面积为 45230m
2
，深度约 6-10m。露天采坑破坏了

原始地形地貌景观，使得原始地形地貌发生不连续，产生了大片生态斑块，

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大。现状评估露天采坑 CK1 对地形地貌

景观影响程度为“严重”。

2、办公生活区

办公生活区位于矿区范围外北偏西方向约 340m 处，占地面积 2642m
2
，

包含职工宿舍、办公区、食堂、卫生间等，建筑面积约 764m
2
。建筑物主

要为砖混结构及彩钢结构，高度小于 3.5m。现状评估办公室对地形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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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观影响程度“较轻”。

3、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属矿山前期试生产中建设的生产车间，矿山下

一步将不再留用，位于矿区外围北侧、办公生活区南侧，现状建筑物占地

面积 1440m
2
，彩钢结构，该车间生产破碎的堆料区现存有 4 处，位于该车

间东侧，总占地面积 3486m
2
，本次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将该生产车间拆除，

将堆料区进行清理后开展治理工作后不再留用。工业广场（计划拆除）使

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其形成的人工建筑地貌与周围景观不协调，改变了原

有地形地貌景观，现状评估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

度“较严重”。

4、工业广场（留用）

工业广场（留用）位于矿区范围外围南侧，占地面积 26075m
2
，包含

配电室、设备区、堆料区等。工业广场（留用）使自然景观遭到破坏，其

形成的人工建筑地貌与周围景观不协调，改变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现状

评估工业广场（留用）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

5、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总占地面积为 11727m
2
，宽 8m左右，坡度较小。现状评估矿

区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较轻”。

四、土地损毁现状评价

1、矿山开采已损毁土地资源状况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篇》并结合阿拉善左旗第三次土地调查数据，确

定其现已损毁占用的土地利用类型为采矿用地及其他草地。各现状单元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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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毁土地现状见表 4-2。

表 4-2 土地损毁现状评估表

预测单元
面积

（m
2
）

破坏土地利用类型及面积

地类编号 地类名称 损毁面积（m
2
）

露天采坑 CK1 45230

0401 天然牧草地 33256

0404 其他草地 11669

1006 农村道路 305

办公生活区 2642
0401 天然牧草地 1293

0602 采矿用地 1349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4926 0401 天然牧草地 4926

工业广场（留用） 26075

0401 天然牧草地 21725

0602 采矿用地 4044

1006 农村道路 306

矿山道路 11727

0401 天然牧草地 4650

0404 其他草地 141

1006 农村道路 2115

0602 采矿用地 4821

合计 90600 -- -- 90600

2、矿山开采不同工程单元土地损毁预测评价

①评价内容

根据《土地复垦技术标准（试行）》的要求，结合本矿山的具体生产

工艺，拟损毁土地损毁评价内容包括挖损、压占土地的范围、面积和程度

等。

②评价方法

对于项目开发建设扰动原地貌，损毁土地评价采用实地调查与设计资

料统计相结合的多因素综合分析方法。

③拟损毁程度评价因素的选择

矿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应是矿区开发活动引起的矿区土地质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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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的评价。所以在选择矿山损毁程度评价因素时就要选择矿区开发引起

的与原始背景比较有显著变化的因素，且能显示土地质量的变化。从矿区

土地拟损毁类型可以看出:不同破坏类型的土地质量变化指标相差很大。

本方案参评因素的选择限制在一定的矿区拟损毁土地类型的影响因素之

内，矿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是为土地利用规划、土地生态复垦及复垦工程

提供基础依据，决定矿区土地复垦的方向等。

本方案在矿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中按矿山损毁土地类型来选择参评

因素，并结合前人经验和各学科的具体指标，选择了各损毁类型土地的主

要参评因素。把矿区土地损毁程度等级数确定为 3级标准，分别为:一级(轻

度损毁)、二级(中度损毁)、三级(重度损毁)。各评价因素的具体等级标准

目前国内外尚无精确的划分值，根据相似矿区损毁因素的调查统计情况，

参考各相关学科的实际经验数据，各影响因素的等级标准划分如下：

挖损、压占损毁土地程度评价等级具体标准（见表 4-3）。

表 4-3 土地损毁程度评价因素及等级标准表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破坏 中度破坏 重度破坏

挖损

挖损深度 ≤0.5m 0.5～2.0m >2.0m

挖损面积 ≤0.5hm
2

0.5～1.0hm
2

>1.0hm
2

边坡角度 ≤5° 5°～30° >30°

压占

压占面积 ≤0.5hm
2

0.5～1.0hm
2

>1.0hm
2

边坡坡度 ≤5° 5°～15° >15°

排土（渣）高度 <2m 2～5m >5m

压占土地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复垦难度 易 中等 难

道路

压占

路基宽度（m） ≤4.0 4.0～6.0 >6.0

路面高度（cm） ≤10 10～20 >20

道路类别 自然路 砂石路 硬化道路

车流量 小 较大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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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破坏 中度破坏 重度破坏

质量分值 1 2 3

权重分值 0-100 101-200 201-300

（3）拟损毁土地程度分级汇总

根据矿区现状情况并结合上述表格 4-3 可知，矿区已损毁土地情况详

见下表 4-4：
表 4-4 已损毁土地情况汇总表

损毁单元 损毁面积（m2） 损毁类型 损毁程度 原土地利用类型

露天采坑 CK1 45230 挖损 重度
天然牧草地、其他草

地、农村道路

办公生活区 2642 压占 轻度 天然牧草地、采矿用地

工业广场

（拆除）
4926 压占 中度 天然牧草地

工业广场

（留用）
26075 压占 中度

天然牧草地、采矿用

地、农村道路

矿山道路 11727 压占 轻度

天然牧草地、其他草

地、农村道路、采矿用

地

合计 90600 —— —— ——

五、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现状评估综合分区

根据矿山开采地质灾害影响程度、含水层影响结果、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土地损毁程度综合将矿山开采各单元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综合划

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较轻区，具体论述如下：

1、严重区

分布于露天采坑CK1，露天采坑CK1对矿山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严重，

对含水层破坏为较轻，对地形地貌影响程度为严重，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

为严重。

2、较严重区

分布于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工业广场（留用），矿山地质灾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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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程度较轻，对含水层影响较轻，对地形地貌影响较严重，对土地资源影

响程度为中度。

3、较轻区

分布于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矿山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轻，对含水

层影响较轻，对地形地貌影响较轻，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为轻度。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影响程度分区详见表 4-5。

表 4-5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评估影响程度分区表

影响程

度分区
功能区名称

面积

（hm
2
）

破坏

类型

现状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

地质

灾害

含水层

破坏

地形地

貌景观

土地

资源

严重区
露天采坑

CK1
4.5230 挖损 较严重 较轻 严重 重度

较严重

区

工业广场

（拆除）
0.4926 压占 较轻 较轻 较严重 中度

工业广场

（留用）
2.6075 压占 较轻 较轻 较严重 中度

较轻区
办公生活区 0.2642 压占 较轻 较轻 较轻 较轻

矿山道路 1.1727 压占 较轻 较轻 较轻 较轻

总 计 9.0600 - - - - -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价

一、矿山后续开采影响区域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篇及矿山的工程布局，矿山后续开采影响区域有：

露天采坑、办公生活区、工业广场（留用）、废石场和矿区道路。其中露

天采坑需扩大面积及废石场新设以外，其他区域与现状评估一致，不再赘

述。

二、地质灾害预测评估

1、露天采坑

随着矿山的生产，露天采坑面积将不断扩大，最终露天采坑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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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056m
2
，最大开采深度将达 55m，采坑边坡存在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

生的可能性，开采过程中露天采坑诱发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受

威胁人数小于 10人，造成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预测

评估露天采坑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2、废石场

废石场位于矿区范围内西北角，占地面积 12437m
2
，主要用于矿山剥

离及开采过程中废石料的临时堆放，以自然安息角堆积，堆放高度不超过

10m。废石场边坡存在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堆放过程中

诱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较小，受威胁人数小于 10人，造成

或可能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小于 100 万元。预测评估废石场对地质灾害影响

程度为“较轻”。

三、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

1、含水层结构破坏

根据矿产资源篇，矿层为石炭系下统前黑山组第二段（C1q
2
）及泥盆

系上统中宁组第六段（D3z
6
）地层，为不含水层，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结构

没有破坏。

2、矿坑涌水对含水层的影响

采坑最低开采标高为 1367m，矿层为石炭系下统前黑山组第二段

（C1q
2
）及泥盆系上统中宁组第六段（D3z

6
）地层，为不含水层。开采最低

标高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以上，露天采坑最深达 40m，不会揭露地下水露

头，无矿坑涌水现象。故预测评估露天采坑对含水层无影响。

3、对矿区及附近水源的影响

矿山开采的矿体位于地下水位之上，没有破坏含水层，预测评估对矿

区及附近水源没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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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地下水水质影响

现在矿山后续建设开采，矿山长住职工约 10 人，饮用水从附近牧户

水井拉运。生活污水产生量小，经简单处理后，用于矿区的洒水和绿化，

预测评估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较小。

四、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预测评估

1、露天采坑 CK1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篇，最终露天采坑占地面积为 84056m
2
，边坡最高

处达 55m。露天采坑破坏了原始地形地貌景观，使得原始地形地貌发生不

连续，产生了大片生态斑块，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大。预测

评估露天采坑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为“严重”。

2、废石场

废石场位于矿区范围内西北角，占地面积 12437m
2
，主要用于矿山剥

离及开采过程中废石料的临时堆放，以自然安息角堆积，堆放高度不超过

10m。废石场破坏了原始地形地貌景观，使得原始地形地貌发生不连续，

产生了大片生态斑块，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程度较大。预测评估

废石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五、土地损毁预测评估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篇和土地利用现状图，预测露天采坑最终占地面积

84056m
2
，开采边坡最高约 55m，占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其他草地、农村

道路；预测废石场最终占地面积 12437m
2
，堆放高度最高约 10m，占地类

型为其他草地。根据表 4-3，预测露天采坑对土地资源损毁程度为重度损

毁，预测废石场对土地资源损毁程度为中度损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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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6 拟损毁土地情况汇总表

损毁单元
已损毁面积

（m
2
）

拟损毁面积

（m
2
）

损毁

类型

损毁程

度
原土地利用类型

露天采坑 45230 38826 挖损 重度
天然牧草地、其他

草地、农村道路

废石场 0 12437 压占 中度 其他草地

合计 45230 51263 —— —— ——

六、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预测综合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影响程度分区详见表 4-7。

表 4-7 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影响程度分区表

影响程

度分区
功能区名称

面积

（m
2
）

破坏

类型

预测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

地质

灾害

含水层

破坏

地形地

貌景观

土地

资源

严重区 露天采坑 84056 挖损 较严重 较轻 严重 重度

较严重

区
废石场 12437 压占 较轻 较轻 较严重 中度

第三节 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

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DZ/0286—2015），根据矿区现状

评估和预测评估结果和分布范围，对矿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进行综合评估。

一、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评估原则及量化指标

（一）评估原则

1、“以人为本”的原则，以人员和机械设备等为主要承灾对象。

2、充分考虑矿区地质环境条件的差异和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及影响

程度。

3、采用“区内相似，区际相异”的原则和定性，半定量的分析方法

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划分和综合分区。

4、同一种灾害现状评估与预测评估危险性大小不一致时，以预测评

估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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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化指标的确定

矿区地质灾害危险性等级是以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标确定的，确定方法

是根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影响程度和地质灾害发生后可能造成的损

失程度三个要素进行计算确定，计算公式如下：

W=0.2B+0.3C+0.5S

式中：W—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B—发生地质灾害的可能性指数，可能性大时取 1.00，可能性

中等时取 0.67，可能性小时取 0.33；

C—采矿影响程度指数，强烈取 1.00，较强烈取 0.67，不强烈

取 0.33；

S—地质灾害发生后的可能损失指数，损失大取 1.00(大于

1000 万元)，损失中等取 0.67(100～1000 万元)，损失小取 0.33(小于 100

万元)；

当 W＞0.75 时，地质灾害危险性大；当 W=0.6～0.75 时，地质灾害危

险性中等；当 W＜0.60 时，地质灾害危险性小。

二、地质灾害危险性综合分区评估

根据上述综合评估原则和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计算结果，综合分析后

按地质灾害类型和危险性等级，将评估区划分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及不

发育区。

1、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露天采坑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中等（B=0.67）；

采矿影响程度较强烈(C=0.63)；承灾对象主要为矿山工作人员和机械设备



57

等，地质灾害发生后损失小(S=0.33)。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W=0.4，综合

评估为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

2、地质灾害不发育区

除露天采坑之外的其他区域。根据地质灾害可能的发育程度，预测评

估认为该区地质灾害可能性小 B=0.33，采矿影响程度指数 C=0.33，损失

指数 S=0.33，根据量化公式地质灾害危险性指数 W=0.33，没有承灾对象，

综合评估分区为地质灾害危险性不发育区。

表 4-8 地质灾害综合评估表

功能区名

称

分

区

代

码

发生地

质灾害

的可能

性指数 B

采矿影

响程度

指数

C

损失

指数

S

地质灾

害危险

性指数

W

危险

性等级

面积

(m
2
)

面百

分比

（%）

露天采坑 Ⅰ 0.67 0.67 0.33 0.50 小 84056 59

工业广场

（计划拆除）
Ⅰ 0.33 0.33 0.33 0.33 不发育 4926 3

工业广场

（留用）
Ⅰ 0.33 0.33 0.33 0.33 不发育 26075 18

办公生活区 Ⅰ 0.33 0.33 0.33 0.33 不发育 2642 2

废石场 Ⅰ 0.33 0.33 0.33 0.33 不发育 12437 9

矿山道路 Ⅰ 0.33 0.33 0.33 0.33 不发育 11727 8

总计 141863 100

三、建设场地适宜性

根据综合评估结果，综合评估地质灾害危险性“小”区及不发育区总

面积 141863m
2
，矿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简单，矿山开采遭受地质灾害危害

的可能性小，引发、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小，危险性小，易于处理。作

为矿山建设场地适宜。



58

表 4-9 建设场地适宜性评估表

功能区名称 危害型分区 面积(m
2
)

占评估区总面积

（%）

地质灾害危

险性指数
适宜性分区

露天采坑 危害程度小 84056 61.73 0.40 适宜

废石场 危害程度小 12437 8.23 0.40 适宜

工业广场

（计划拆除）
不发育区 4926 3.26 0.33 适宜

工业广场

（留用）
不发育区 26075 17.26 0.33 适宜

办公生活区 不发育区 2642 1.75 0.33 适宜

矿山道路 不发育区 11727 7.76 0.33 适宜

第四节 矿山地质环境拟采取的保护与治理措施

根据矿山开采可能引发和加剧的地质灾害影响对象、危害程度以及预

测矿业活动影响的土地资源类型、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和防治难度等评估要

素，对照《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范》附录 E、表 E.1 分级

标准，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

防治区。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评述

(一)重点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分布在露天采坑。矿山在未来的生产过程中最终将形成一

个露天采坑，占地面积 84056m
2
。

1、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露天采坑预测可能发生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其地质灾害威胁对象

为采矿工作人员及机械设备；破坏了原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

2、防治措施

严格按照《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边坡角自上而下分台阶进行开采；

对露天采坑边坡进行监测；在露天采坑周围设置网围栏和警示牌，闭坑后

对露天采坑进行回填、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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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重点防治区

次重点防治区分布在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工业广场（留用）、废

石场。

1、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工业广场（留用）、废石场的形成破坏了原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

2、防治措施

（1）工业广场（计划拆除）：近期拆除清运其建（构）筑物、设备；

将该处 4 个堆料场成品销售或者拉运至工业广场（留用）场地；然后进行

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工业广场（留用）：矿山在闭坑后，拆除清运其建（构）筑物、

设备；将其石料全部进行销售后，对工业广场（留用）进行平整，播撒草

籽自然恢复植被。

（3）废石场：矿山在生产期间，集中堆放开采过程中对产生的废石，

堆放场边坡角小于 40°。矿山闭坑后对废石场进行清运，回填至露天采

坑，对清运后废石场进行平整后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三)一般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分布于办公生活区及矿山道路。

1、可能引发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以上单元内会产生影响地形地貌景观，压占土地资源等地质环境问

题。

2、防治措施

（1）办公生活区：矿山闭坑后，将其拆除，清基、清运建筑垃圾回

填至采坑内，对其平整场地、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矿区道路：矿山闭坑后，将矿区道路进行平整后播撒草籽自然

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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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说明见表 4-10。

表 4-10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区说明表

分区

名称
亚区名称

面积

(m
2
)

主要矿山地质环境问题 防治措施

重点

防治区
露天采坑 84056

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

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严重；对土地资源

影响程度为重度。

拉设网围栏、设警示

牌、监测、回填、平

整、播撒草籽自然恢

复植被

次重点

防治区

废石场 12437
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

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较严重；对土地资

源影响程度为中度。

清运、平整、播撒草

籽恢复植被

工业广场

（拆除）
4926

拆除、清运、平整、

播撒草籽恢复植被

工业广场

（留用）
26075

拆除、清运、平整、

播撒草籽恢复植被

一般

防治区

办公生活

区
2642

对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

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较轻；对土地资源影

响较轻。

拆除、清基、清运、

平整、播撒草籽恢复

植被

矿区道路 11727
平整、播撒草籽恢复

植被

合计 141863

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

1、矿山地质灾害防治

对露天采坑边坡稳定性进行监测。采坑外围拉网围栏，设立警示牌。

2、含水层破坏防治

露天采坑未破坏含水层及水质，无需工程治理。

3、地形地貌景观和土地资源破坏防治

（1）对露天采坑闭坑后进行回填、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废石场：矿山在闭坑后，清运废石料至露天采坑回填，平整场

地、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3）工业广场（计划拆除）：近期拆除清运其建（构）筑物、设备；

将该处 4 个堆料场成品销售或者拉运至工业广场（留用）场地；然后进行

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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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业广场（留用）：矿山在闭坑后，拆除清运其建（构）筑物、

设备；将其石料全部进行销售后，对工业广场（留用）进行平整，播撒草

籽自然恢复植被。

（5）办公生活区：矿山闭坑后，将其拆除，清基、清运建筑垃圾回

填至采坑内，对其平整场地、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6）矿区道路：矿山闭坑后，将矿区道路进行平整后播撒草籽自然

恢复植被。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要工程量

（一）露天采坑

露天采坑占地面积 84056m
2
，开采前期需对露天采坑周边拉设网围栏

1700m；采坑外围周边需设置警示牌 4 块；监测边坡稳定情况需监测 48

次；需回填建筑垃圾约 382m
3
，回填废石料 20000m

3
；回填后对场地进行平

整，平整厚度为 0.3m，平整量为 25217m
3
；需播撒草籽 8.4056hm

2
。

（二）废石场

废石场占地面积 12437m
2
，矿山闭坑后需对废石场内废石料进行清运，

预估清运量约 20000 m
3
；清运后对场地进行平整，平整厚度为 0.3m，平

整量约 3731m
3
；平整后对废石场播撒草籽 1.2437hm

2
。

（三）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总占地面积 4926m
2
，近期拆除清运其建（构）

筑物、设备；将该处 4个堆料场成品销售或者拉运至工业广场（留用）场

地，上述工作列入生产成本中；然后进行场地平整，平整厚度为 0.3m，

平整工程量 1478m
3
；平整后对工业广场（计划拆除）播撒草籽 0.4926hm

2
。

（四）工业广场（留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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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广场（留用）总占地面积 26075m
2
，矿山闭坑后拆除清运其建（构）

筑物、设备；将场地内堆料场成品全部销售，上述工作列入生产成本中；

然后进行场地平整，平整厚度为 0.3m，平整工程量 7822m
3
；平整后对工

业广场（留用）播撒草籽 2.6075hm
2
。

（五）办公生活区

办公生活区占地面积为 2642m
2
，建筑物占地面积 764m

2
，砖混架构及

彩钢结构，拆除量约 229 m
3
；拆除后进行清基，清基深度按 0.20m 计，清

基量约 153m
3
；将其拆除清基后，将拆除物及清基量全部清运至最终露天

采坑内回填（运距：＜300m），回填量为 382m
3
；拆除、清基、清运后对

办公室进行平整，平整厚度为 0.3m，平整工程量 793m
3
；平整后对办公生

活区场播撒草籽 0.2642hm
2
。

（六）矿区道路

矿区道路总占地面积 11727m
2
，其中：2355 m

2
为通往工业广场（计划

拆除）道路，近期近期进行治理，矿山闭坑后对剩余 9372 m
2
矿区道路进

行治理。总平整量为 3518m
3
；总播撒草籽量为 1.1727 hm

2
。

四、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主要工程量汇总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主要为：网围栏、警示牌、拆除、清基、清运

（回填）、平整和播撒草籽，同时辅以监测措施。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方案经费估算的主要工程量见表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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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1 工程量汇总表

防治区 面积（m
2
) 网围栏(m)

警示牌

（块）

拆除

(m
3
)

清基（m
3
） 清运（回填）（m

3
） 平整(m

3
)

播撒草籽

（hm
2
）

边坡监测

（次）

露天采坑 84056 1700 4 — — 20382 25217 8.4056 48

废石场 12437 — — — - 20000 3731 1.2437 —

工业广场

（拆除）
4926 — — — — — 1478 0.4926 —

工业广场

（留用）
26075 — — — — — 7822 2.6075 —

办公生活区 2642 — — 229 153 382 793 0.2642 —

矿山道路 11727 — — - - - 3518 1.1727 —

合 计 141863 1700 4 229 153 20382 42559 14.1863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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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总体规划

一、地质环境总体治理规划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镇乌兰呼都格新工地建筑用

石料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规划年限为 4 年（2024 年 6 月～2028 年 5

月）。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类型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

结果按照“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利用采矿和施工作业

时间差，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分配在每年实施。制定的治理规划为一

期。

二、阶段实施计划

按照“谁开发、谁治理”、“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该矿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工作由榆林市兴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腾格里分公

司负责并组织实施。矿山成立专职机构，加强对本方案实施的资质管理和

行政管理，该专职机构应对治理方案的实施进行监督、指导和检查，保证

治理方案落到实处并发挥积极作用。该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作，既

要统筹兼顾全面部署，又要结合实际、突出重点，集中有限资金，采取科

学、经济、合理的方法，分轻、重、缓、急地逐步完成。

1、2024 年 6月～2025 年 5月（第 1 年）：

依据开发利用篇设计最终露天采坑进行拉设网围栏 1700m，设置警示

牌 4 块，并对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次；对工业广场（计划拆除）进行拆

除、清运、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2025 年 6月～2026 年 5月（第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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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次。对第一年度已治理的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进行监测、管护。

3、2026 年 6月～2027 年 5月（第 3 年）：

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次。对第一年度已治理的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进行植被监测、管护。开展矿区闭坑全面治理，对办公生活区、工业广场

（留用）进行拆除、清运、平整、播撒草籽；对露天采坑进行回填、平整、

播撒草籽；对矿区道路进行平整、播撒草籽。

4、2027 年 6月～2028 年 5月（第 4 年）：

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次。开展矿区地质环境治理监测、管护。

表4-1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实施年度计划表

治理阶

段
治理年份 治理内容及措施

一期

（4年）

2024 年 6 月

-

2025 年 5 月

依据开发利用篇设计最终露天采坑进行拉设网围栏

1700m，设置警示牌 4 块；对工业广场（计划拆除）

进行拆除、清运、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025 年 6 月

-

2026 年 5 月

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 次。对第一年度已治理的工业

广场（计划拆除）进行监测、管护。

2026 年 6 月

-

2027 年 5 月

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 次。对第一年度已治理的工业

广场（计划拆除）进行植被监测、管护。开展矿区闭

坑全面治理，对办公生活区、工业广场（留用）进行

拆除、清运、平整、播撒草籽；对露天采坑进行回填、

平整、播撒草籽；对矿区道路进行平整、播撒草籽。

2027 年 6 月

-

2028 年 5 月

露天采坑边坡监测 12 次。开展矿区地质环境治理监

测、管护。

第六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经费估算

一、经费估算编制依据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的工程布置、工作量、相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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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说明；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地质矿产行业标准《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

案编制规范》（DZ/0223-2011）；

3、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编《内蒙古自治

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内财建〔2013〕600

号）；

4、阿拉善盟材料价格信息（2024 年第 1季度）及阿拉善孪井滩生态

移民示范区材料价格市场询价。

二、工程经费估算编制说明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方案中的工程项目施工原则上由采矿

权人自主完成。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经费估算，是矿山开采和闭

坑后预计产生的治理成本。该成本是根据目前矿山开采能力进行估算的。

该治理方案估算由直接工程费、间接费用、其他费用、利润及税金组成，

在计算中以元为单位，工程单价取小数点后两位计到分，工程费用计算到

元。

1、工程施工费

工程施工费包括工程治理费用、植物管护费用和环境监测费用。由直

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组成。

（1）直接费

直接费指工程施工过程中直接消耗在工程项目上的活劳动和物化劳

动。由直接工程费、措施费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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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直接工程费

直接工程费由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组成。

人工费=定额劳动量（工日）×人工概算单价（元/工日），人工单价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的规定以一类

工资区计取计取，甲类工 102.08 元/工日，乙类工 75.06 元/工日（各自

治区、盟市规定的各种补贴按现行规定不计入人工单价）。

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单价，主要材料单价按照《内蒙古自治

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编制，超出限价部分单独计算材

料价差，主要材料以外的材料价格以阿拉善盟 2024 年 1 季度市场价格计

取并以材料到工地实际价格计算。

施工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

台班）。台班费定额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

标准》编制，具体见定额单价取费表。

②措施费

措施费是指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程中

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夜间施工

增加费、施工辅助费和安全施工措施费。措施费按项目直接工程费×措施

费费率进行计算。其费率依据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

定额标准计取，取费标准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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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3 人工费单价计算表（工日）

甲类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序号 项目

一类甲类

工
二类甲类工 三类甲类工

四类甲类

工

单价（元） 单价（元） 单价（元） 单价（元）

1 基本工资 78.600 72.050 65.500 58.950

2 辅助工资 8.278 8.076 7.874 7.673

（1） 地区津贴 0.000 0.000 0.000 0.000

（2） 施工津贴 5.057 5.057 5.057 5.057

（3） 夜餐津贴 0.800 0.800 0.800 0.800

（4） 节日加班津贴 2.421 2.219 2.017 1.816

3 工资附加费 15.204 14.023 12.840 11.658

（1） 职工福利基金 12.163 11.218 10.272 9.327

（2） 工会经费 1.738 1.603 1.467 1.332

（3） 工伤保险费 1.303 1.202 1.101 0.999

4
人工工日预算

单价
102.08 94.15 86.21 78.28

乙类人工预算单价计算表

序号 项目

一类乙类

工
二类乙类工 三类乙类工

四类乙类

工

单价（元） 单价（元） 单价（元） 单价（元）

1 基本工资 60.000 55.000 50.000 45.000

2 辅助工资 3.882 3.816 3.750 3.684

（1） 地区津贴 0.000 0.000 0.000 0.000

（2） 施工津贴 2.890 2.890 2.890 2.890

（3） 夜餐津贴 0.200 0.200 0.200 0.200

（4） 节日加班津贴 0.792 0.726 0.660 0.594

3 工资附加费 11.179 10.292 9.406 8.520

（1） 职工福利基金 8.943 8.234 7.525 6.816

（2） 工会经费 1.278 1.176 1.075 0.974

（3） 工伤保险费 0.958 0.882 0.806 0.730

4
人工工日预算

单价
75.06 69.11 63.16 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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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14 措施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临时设施

费率（%）

冬雨季施工

增加费率（%）

夜间施工

增加费率

（%）

施工辅助

费率（%）

安全施工

措施费率

（%）

费率合

计（%）

1 土方工程 2 0.7 0.2 0.7 0.2 3.8

2 石方工程 2 0.7 0.2 0.7 0.2 3.8

3 砌体工程 2 0.7 0.2 0.7 0.2 3.8

4
混凝土工

程
3 0.7 0.2 0.7 0.2 4.8

5 植被工程 2 0.7 0.2 0.7 0.2 3.8

5 辅助工程 2 0.7 0.2 0.7 0.2 3.8

（2）间接费

间接费包括企业管理费和规费，间接费率按工程类别进行计取，间接

费按项目直接费×间接费费率进行计算，取费标准如下表所示：

表4-15 间接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费率（%）

l 土方工程 直接费 5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6

3 砌体工程 直接费 5

4 混凝土工程 直接费 6

5 植被工程 直接费 5

6 辅助工程 直接费 5

（3）利润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规定，利

润按直接费与间接费之和的 3%计取。

计算公式为：利润=（直接费+间接费）×3%

（4）税金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税金按

直接费、间接费、利润之和的 3.28%计取。

计算公式为：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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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包括前期工作费、竣工验收费、项目管理费。前期工作费包

括项目可研论证费、项目勘测与设计费，具体费用如下表：

表4-16 前期工作费费率表

序号 费用名称 包括费用 计费基数×费率

1

前期工作费

1 2

2 项目可研论证费 工程施工费×1.11%

3 项目勘测与设计费 工程施工费×4.17%

竣工验收费包括工程验收费、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具体费用如下

表：

表4-17 竣工验收费费率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数×费率

1 工程验收费 工程施工费×1.70%

2 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 工程施工费×1.00%

表 4-18 项目管理费费率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数×费率

1 项目管理费
（工程施工费＋前期工作费＋工

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1.5%

3、不可预见费

不可预见费以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之和作为计费基数，费率取 3%，

计算公式为：不可预见费=（工程施工费＋其它费用）×3%。

4、监测管护费

监测管护费=监测费+管护费

监测费以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一次监测费用费率按工程施工费

的 0.1%计算。计算公式为：监测费=工程施工费×0.03%×监测次数。管

护费以植物工程的工程施工费作为计费基数，一次管护费按植物工程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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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费的 8%计算。

计算公式为：管护费=植物工程的工程施工费×8%×管护次数。

三、工程总经费估算

经估算，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镇乌兰呼都格新工地

建筑用石料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经费估算总额为 84.59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估算为 72.05 万元，其他费用估算为 5.06 万元，

不可预见费估算为 2.31 万元，监测费用估算为 5.17 万元。工程经费估算

见表 4-19～4-23，费用单价见表 4-24～4-30。

表4-19 治理工程经费预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72.05 85.18

二 其他费用 5.06 5.98

三 不可预见费 2.31 2.73

四 监测管护费 5.17 6.11

总计 84.59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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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20 工程施工费预算表

序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计（元）

（2） （3） （4） （5） （6）

一 土石方工程 566663.01

1 平整 m
3

42559 3.09 131507.31

2
固体废弃物清运

（回填）
m
3

20382 21.35 435155.70

二 砌体工程 58181.11

1 砌体拆除 m
3

229 46.30 10602.70

2 清基 m
3

153 310.97 47578.41

三 辅助工程 24202.96

1 网围栏 m 1700 13.58 23086.00

2 警示牌 块 4 279.24 1116.96

四 植被工程 71430.01

1 播撒草籽 hm
2

14.1863 5035.14 71430.01

总计 — — — 720477.09

表 4-21 其他费用预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

预算金额

（元）

（1） （2） （3）

1 前期工作费 （1）+（2） 38041.20

（1） 可研论证费 工程施工费×费率（1.11%） 7997.30

（2） 项目勘测与设计编制费 工程施工费×费率（4.17%） 30043.90

2 竣工验收费 （1） 12584.71

（1） 工程验收费 工程施工费×费率（1.70%） 12584.71

总计 50625.91

表 4-22 不可预见费预算表

序

号

费用名称 工程施工费 其他费用 小计 费率（%） 合计（元）

（1） （2） （4） （5） （6） （7）

1 不可预见费 720477.09 50625.91 771103.00 3.00 23133.09

总计 — — — 23133.09

表 4-23 监测管护费预算表

序

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
预 算 金 额

（元）

（1） （2） （3）

一 监测管护费

1 监测费 工程施工费×费率（0.1%）×监测次数 34582.90

2 管护费 植被施工费×费率（8%）×管护次数 17143.20

总计 517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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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4 网围栏单价计算表

定额编号：60014（土石山区） 金额单位：元/100m

工作内容:定线、材料场内运输、建立防护围栏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1152.78

（一） 直接工程费 1108.44

1 人工费 工日 262.71

甲类工 工日

乙类工 工日 3.50 75.06 262.71

2 材料费 824.00

三角钢锚拉桩 根 20.00 25.00 500.00

铁丝 Kg 18.00 18.00 324.00

3 其他费用 % 2.00 21.73

（二） 措施费 % 4.00 44.34

二 间接费 % 5.00 57.64

三 利润 % 3.00 36.31

四 材料差价 0.00

五 税金 % 9.00 112.21

合计 1358.94

表 4-25 警示牌工程施工费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60009 金额单位：元/块

工作内容:放样、裁剪、组装、焊接、安装、固定、下料、涂漆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236.88

（一） 直接工程费 227.77

1 人工费 工日 17.64

甲类工 工日 0.0625 102.08 6.38

乙类工 工日 0.15 75.06 11.26

2 材料费 206.76

木板 m
2

1.07 129.59 138.66

钢钉 kg 0.21 4.28 0.90

胶粘剂 Kg 0.21 320.00 67.20

3 其他费用 % 1.50 3.37

（二） 措施费 % 4.00 9.11

二 间接费 % 5.00 11.84

三 利润 % 3.00 7.46

四 材料差价 0.00

五 税金 % 9.0 23.06

合计 2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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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6 拆除单价计算表

定额编号：30041 金额单位：元/100m
3

工作内容:拆除、清理、堆放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3260.22

（一） 直接工程费 3134.83

1 人工费 工日 795.64

甲类工 工日 0.00 102.08 0.00

乙类工 工日 10.60 75.06 795.64

2 机械费 2247.88

挖掘机1m
3

2.60 864.57 2247.88

3 其他费用 % 3.00 91.31

（二） 措施费 % 4.00 125.39

二 间接费 % 5.00 163.01

三 利润 % 3.00 102.70

四 材料差价 722.59

柴油 Kg 187.20 3.86 722.59

五 税金 % 9.0 382.36

合计 4630.88

表 4-27 清基单价计算表

定额编号：40083 金额单位：元/100m
3

工作内容：凿除、清碴(无钢筋)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25374.51

(一) 直接工程费 24120.26

1 人工费 14536.87

(1) 乙类工 工日 181.00 75.06 13585.86

(2) 其他人工费 % 7.00 13585.86 951.01

2 机械费 9583.39

(1) 电动空气压缩机 3m
3
/min 台班 36.00 185.59 6681.24

(2) 风镐 台班 72.00 31.60 2275.2

(3) 其他机械费 % 7.00 8956.44 626.95

(二) 措施费 % 5.20 24120.26 1254.25

二 间接费 % 6.00 25374.51 1522.47

三 利润 % 3.00 26896.98 806.91

四 税金 % 9.00 27703.89 2493.35

合 计 30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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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平整单价计算表

定额编号：10220（推土距离 20-30m） 金额单位：元/100m
3

工作内容:推送、运送、卸除、拖平、空回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209.95

（一） 直接工程费 201.88

1 人工费 工日 15.01

甲类工 工日 0 102.08 0.00

乙类工 工日 0.2 75.06 15.01

2 机械费 177.97

推土机 74Kw 台班 0.27 659.15 177.97

3 其他费用 % 5 192.98 8.90

（二） 措施费 % 4 201.88 8.08

二 间接费 % 5 209.95 10.50

三 利润 % 3 220.45 6.61

四 材料差价 57.32

柴油 Kg 14.85 3.86 57.32

五 税金 % 9 284.39 25.59

合计 309.98

表 4-29 清运（回填）工程施工费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20342 金额单位：元/100m
3

工作内容:装、运、卸、空回等。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1894.03

（一） 直接工程费 1824.69

1 人工费 92.78

甲类工 工日 0.1 102.08 10.21

乙类工 工日 1.1 75.06 82.57

2 材料费

3 机械费 1731.91

装载机 2m
3

台班 0.48 1032.54 495.62

推土机 74kw 台班 0.22 714.15 157.11

自卸汽车 18t 台班 1.02 1021.47 1041.90

其它费用 % 2.2 1694.63 37.28

（二） 措施费 % 3.80 1824.69 69.34

二 间接费 % 6.00 1894.03 113.64

三 利润 % 3.00 2007.67 60.23

四 税金 % 3.28 2067.90 67.83

合计 213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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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0 播撒草籽单价计算表

定额编号：50031 金额单位：元/hm
2

工作内容：种子处理、人工撒播草籽。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2606.93

(一) 直接工程费 2506.66

1 人工费 661.66

(1) 甲类工 工日 0.00 102.08 0.00

(2) 乙类工 工日 8.60 75.06 645.52

(3) 其他人工费 % 2.50 645.52 16.14

2 材料费 1845.00

(1) 混合草籽 Kg 60.00 30.00 1800.00

(2) 其他材料费 % 2.50 1800.00 45.00

(二) 措施费 % 4.00 2506.66 100.27

二 间接费 % 5.00 2606.93 130.35

三 利润 % 3.00 2737.28 82.11

四 材料差价 1800.00

（一） 混合草籽 kg 60.00 30.00 1800.00

五 税金 % 9.00 4619.39 415.75

合 计 50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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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劳动安全及工业卫生

第一节 矿床开采主要存在的安全隐患

1、采矿引起岩层移动造成地面错动、滑坡；

2、暴雨时突然洪水；

3、粉尘、噪音污染。

第二节 预防措施

1、采场安全措施

矿层出露地表，露天矿山对人畜安全构成了威胁，因此，严禁在错动

带内放牧或其它作业，同时应加强安全警戒，圈定立桩并标明危险区，定

期进行检查监测。

为防止采场大块岩石滚落伤人事故，要进行岩石力学研究，为露天采

坑工程施工提供理论依据。采场施工时，要注意检查、处理矿帮的浮石，

及时处理不稳定边坡。

2、爆破器材安全管理

必须由具有资质的专业爆破公司负责，严格按《爆破安全规程》的规

定加工、运输、存放、使用。

3、工业广场安全措施

工业广场采用先进机械化设备，要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定期巡查排查

电力等各项设施，加强对职工安全意识教育。在爆破作业过程中，应安排

专门人员将工业广场内的人员疏散至 300m 爆破安全距离以外，确认安全

后方可进行爆破作业。

4、预防矿山水灾

矿区海拔较高，地势也较周围高，不存在来自地表洪水的威胁。但露

天采坑充水可能会通过地质构造弱面渗透到采坑内，因此，要建立可靠的

露天排水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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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矿山运输安全

严格执行《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采场工作台要按要求设置人

行道、安全间隙及有关保护装置；采、装、运工作严格按规定进行，防止

采、装、运输过程中物料坠落伤人，车辆严禁载人，以确保安全。

6、电气及防雷

对人员进行严格的电气安全教育，各电气危险区域设置明显的标志和

警示牌，所有电气设施应绝缘良好，用电设备外壳应可靠接地或接零。变

电站应设置防雷击的避雷针。

7、总体布置与安全

各建筑物之间，总体布置时应设有足够的防火间距和通道，各建筑物

均应设置防雷击安全接地设施。

8、防粉尘污染

粉尘污染主要为矿区道路起尘，采用定期洒水解决。按（［2022 年］

136 号）文件，生产期安全技术措施经费按 3元/吨矿石提取，总费用 24

万元/年，费用列表如下：

表 5-1 安全投入费用列表

项目 预计费用（万元） 备注

职工安全教育、培训 8

安全防护设备更新、维护 8

消防及劳动防护用品更新、维护 8

合计 24



79

第六章 投资估算及技术经济评价

第一节 劳动定员及劳动生产率

矿山建设规模为 8万 m3/a，工作制度为年工作 250天，每日 1班，每

班 8小时。

根据矿山生产能力、开采方式、机械化程度、工作制度等按岗位配备

劳动定员。企业全员估定为 20人，其中生产人员 16人，管理人员 4人。

计算的劳动生产率见表 6-1。

表 6-1 劳动生产率计算表

劳动定员（人） 劳动生产率（m
3
/人·年） 劳动生产率（m

3
/人·天）

全员 20 全员 4000 16

其中：生产工人 16 生产人员 5000 20

管理人员 4

第二节 投资估算及资金筹措

该矿山为续建矿山，基本建设项目已完成，矿山开采及工业广场破碎

筛分设备比较齐全。经估算，矿山后续开采中还需进行部分投资，投资范

围包括采矿工程及相应的配套设施和外部运输、环保、服务性设施及生活

福利设施等。总投资估算为240万元。其中建设投资120万元（矿建费30

万元、建筑工程费60万元、工程建设其它费用30万元）；流动资金为50

万元；租用设备费用70万元。

投资估算详见6-2。矿山生产建设资金全部由自有资金解决。

表 6-2 项目投资估算表 单位：万元

矿建

工程费

建筑

工程费
其他费用

建设投资

合计

铺底流动

资金

租用设

备费用
总投资

30 60 30 120 50 70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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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评价

一、生产规模及年销售收入

本矿山达产后，年生产规模 8 万 m³/a，生产的建筑用石料按当地目

前的销售价格为 50元/m³。矿山所产建筑用石料碎石按全部销售，在正常

生产年份企业年销售收入为 400 万元（含税）。

二、成本费用估算

①变动成本：

年开采费用：开采加工成本 15元／m³，年开采加工费用：120 万元。

②不变成本：管理费用 50万元；

三、税金及附加的估算

1、资源税＝年生产原矿量×税费＝8×1.0＝8 万元；

2、增值税=销售收入×13%=400 万元×13%=52 万元；

3、城市维护建设税=增值税×3%=52×3%=1.56 万元；

4、教育费附加税=增值税×1%=52×1%=0.52 万元；

5、水利建设基金=增值税×5.1%=52×5.1%=2.65 万元；

矿山正常生产年份的销售税金及附加为 64.73 万元。

四、利润计算

1、利润

利润=收入-成本-税金及附加=400-120-50-64.73=165.27 万元。

2、所得税

企业所得税=税后利润×25%=165.27×25%=41.32 万元。

五、财务盈利能力分析

1、年净利润

年净利润=利润-所得税=165.27-41.32=123.95 万元；

2、简单投资收益率（按财务平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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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投资收益率 Rf=F/I

Rf---静态投资收益率（ROI）；F---年净利润；I---总投资额 ；

=123.95/240×100%=51.60%；

3、投资利税率=（利税总额／总投资）×100％=165.27/240×

100%=68.90%；

4、投资回收期为=总投资额/年净利润=240/123.95≈1.9 年。

六、盈亏平衡点分析

计算所得税前盈亏平衡点生产能力利用率为：

BEP=[固定成本/(销售收入-可变成本费用-税金及附加)]×

100%=[50/(400-170-64.73)]×100%=30.30%；

说明在拟定生产规模的基础上，生产负荷率达到 30.30%，即年开采

建筑用石料矿石 2.42 万 m³，企业可维持保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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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简要结论

第一节 开发与保护方案的简要结论

一、矿产资源

1、本次工作情况

2024年4月16日～4月20日到矿区开展建筑用石料矿地质测量工作，

完成的主要实物工作量：1:1000 地形现状测量、矿山开采现状调查。本

次工作主要是依据原地质报告资源储量成果对矿山现状总体开发布局进

行设计，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重新进行规划。

2、矿层特征及矿石质量

K1矿层赋存于石炭系下统前黑山组第二段（C1q
2
）底部，岩性为钙质

石英砂岩，矿层分布于矿区北侧山体之上，呈正地形出露于地表，矿区范

围内矿层出露长约 675m，矿层厚度 4.60m～6.01m 之间，平均 5.30m；矿

层总体呈近东西走向，倾向北偏东，倾角 45°。K2 矿层赋存于泥盆系上

统中宁组第六段（D3z
6
）中上部，岩性为石英砂岩，矿层分布于矿区南侧

山体之上，呈正地形出露于地表。矿区范围内矿层出露长约 650m，矿层

厚度 2.68m～5.75m 之间，平均 4.21m；矿层呈近东西走向，倾向北偏东，

倾角 50°。根据《矿产地质勘查规范 建筑用石料类》建筑用石料矿床地

质勘查一般工业指标；结合以往矿石利用情况，矿石化学成分、物理性能

等指标基本符合建筑用石料矿床一般工业指标要求。

3、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矿区位于腾格里沙漠南缘，海拔高程位于 1365～1422m 之间，相对最

大高差 57m，属低山丘陵区。矿区东西两边高，中间为沟谷凹地。本次资

源储量估算最低标高为 1367m，高于当地最低侵蚀面。开采区有利于自然

排水。矿区没有大的断裂构造，矿层和围岩裂隙不发育，岩块呈层状构造，

不含地下水，沿层理面没有发生岩块滑动现象，矿层岩性为石英砂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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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抗压强度平均 73.45Mpa；属坚硬岩石；顶底板围岩均为粉砂岩、页

岩，分布于矿层南北两面山坡之上，属较较软弱岩石。矿床采用山坡型露

天开采，最终采坑深度小于 55m。根据地层产状和采坑较浅、岩块稳定等

特征，推荐最终采坑边坡角≤50°为宜。矿床开采和矿石加工不排放废水，

矿床开采不会污染水源。根据化学分析，开采的矿石不含有毒元素，矿床

开采不会危害人身健康。总之矿床开采技术条件为简单类型。

4、查明的资源储量

截止 2024 年 5 月 31 日，矿区范围内（1422-1367m 标高）累计查明

建筑用石料矿资源量（KZ+TD）为 25.70×10
4
m

3
，其中：保有资源量（TD）

为 21.07×10
4
m

3
；动用资源量（KZ）为 4.63×10

4
m

3
。

二、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利用的资源量：20.02×10
4
m³；

确定的可采储量：19.02×10
4
m³；

推荐建设规模：8×10
4
m

3
/a；

矿山服务年限：2.4a。

产品方案：建筑用石料碎石。

采用公路开拓，汽车运输的方案。

三、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

1、该矿山为续建矿山，矿山现状建有露天采坑 CK1、办公生活区、

工业广场（计划拆除）、工业广场（留用）和矿区道路等单元。因此，现

状条件下对地质灾害、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资源均有影响。

2、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矿山的工程布局，矿山未来开采可能影响的

区域有：露天采坑（最终面积 84056m
2
）及废石（最终面积 12437m

2
）。

3、根据矿山开采地质灾害影响程度、含水层影响结果、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土地损毁程度综合将矿山开采各单元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综

合划分严重区（露天采坑）、较严重区（废石场、工业广场[拆除]、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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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留用]）、较轻区（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

4、根据矿山开采可能引发和加剧的地质灾害影响对象、危害程度以

及预测矿业活动影响的土地资源类型、对含水层影响程度和防治难度等评

估要素，对照《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编制规范》附录 E、表 E.1

分级标准，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露天采坑）、次

重点防治区（废石场、工业广场[拆除]、工业广场[留用]）和一般防治区

（办公生活区、矿区道路）。

5、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主要为：网围栏、警示牌、拆除、清基、

清运（回填）、平整和播撒草籽，同时辅以监测、管护措施。

6、经估算，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嘉尔嘎勒赛汉镇乌兰呼都格新

工地建筑用石料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经费估算总额为

84.59 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估算为 72.05 万元，其他费用估算为 5.06

万元，不可预见费估算为 2.31 万元，监测费用估算为 5.17 万元。

第二节 矿山开发主要技术经济指标

矿山主要技术经济指标详见表 7-1。

表 7-1 主要经济技术指标表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1 设计利用的资源量 万 m
3

20.02

2 确定的可采储量 万 m
3

19.02

3 回采率 % 95

4 建设规模 万 m
3
/a 8

5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6 开拓运输方式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7 采坑最终边坡角 ° ≤50°

8 矿山服务年限 a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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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9 固定投资 万元 240

10 达产后销售收入 万元 400

11 上缴税金 万元 64.73

12 总利润 万元 165.27

13 所得税 万元 41.32

14 净利润 万元 123.95

15 投资收益率 % 51.60

16 投资利税率 % 68.90

17 投资回收期 a 1.9

第三节 存在问题及建议

1、矿区地质工作程度较低，没有深部工程控制，深部矿石质量是根

据地表矿石特征推断的。建议矿山在开发过程中，定期检测开采矿石各项

技术指标，以降低矿山开发风险。

2、本次工作地质勘查内容及资源量估算引用 2016 年《普查报告》成

果，矿石开采剥采比较大，2016 年《矿山开发利用与环境治理篇》通过

论证矿石开采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建议矿山后续开采过程中加强围岩

废石料的综合利用，一方面可减轻废石料堆放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危害，另

一方面可降低剥采比、增大经济效益。

3、矿山现状工业广场（保留）现已建成并已投入使用，距露天采坑

上口境界线 52m，在矿山开采爆破期间要安排专人严格控制 300m 爆破安

全警戒线内人员活动，防止发生安全事故。

4、开采过程中一方面要保持边坡的维护和安全。另一方面不要将废

渣乱堆乱放，剥离的废弃物集中堆放，条件成熟时实行土地复垦和边坡治

理，保持生态和环境安全。

5、开采过程中要维护好当地的生态平衡，合理排放废渣，减少对周

边地区植被的破坏。建议矿山做好环保工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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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粉尘污染，固体废弃物和污水的排放，减少对周边生态环境的破坏。

6、矿山开采时要注意露天采坑边坡稳固性的监测，消除崩塌等地质

灾害隐患，切实搞好安全生产工作。

7、矿床剥采比较大，矿山近两年经济效益一般，矿山开采服务年限

2.4 年，矿山投资回收期 1.9 年，建议矿山企业向相关管理部门申请调整

矿区范围，从而增大资源储量延长开采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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