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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企业概况

第一节 矿区基本情况概述

一、矿区位置

矿区位于腾格里沙漠南东部边缘内蒙古自治区与宁夏回族自治

区接壤的毗邻区域，北距阿左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直线距离

130km,南距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直线距离 40km,南西距腾格里苏

木

所在地腾格里工业园区 35km，行政区划隶属于腾格里苏木管辖。矿

区中心地理坐标：

东经 104°59′30″～105°01′15″

北纬 37°48′20″～37°50′00″。

矿区与西北部的阿（左旗）-中（卫）公路最近距离 4km，有沙

石便道相通，阿-中公路与银川市-巴彦浩特镇及宁夏 S201 省道衔接，

交通较为便利（详见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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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自然地理及经济概况

（一）气象

矿区属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干旱荒漠气候。特征为降水稀少，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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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强烈，风大沙多，易发生干旱、霜冻等灾害。气温变化大，冬季漫

长而寒冷，夏季炎热而短暂，根据 1996 年-2006 年阿左旗气象资料，

矿区平均气温 8.3℃，年极端最高气温 39.6℃，极端最低气温

-32.9℃；日温差一般为 10～20℃，最大可达 30℃。年降水量 22.8～

78.1mm，平均 41.7mm，降水主要集中在每年 7、8 月间，常呈急促

暴雨特点，日最大降水量可达 4～17.1mm，冬季降雪量甚微，为 0～

1.0cm，最大降雪深度仅 9.0cm；而年蒸发量为 3859.9～4367.7mm，

气候极干燥，年湿润系数仅 0.01～0.02，相对湿度 20～35％，平均

30％左右，无霜期 143 天。受地理位置、季节变化与地形影响，全

年以偏西风为主导风向，年均风速 4.5m／s， 11 月至翌年 4 月为

风季，尤以春季大风频繁，风速 20～27m/s，最大 34m／s（西风）。

结冻期为每年 11 月至翌年 4 月，最大冻土深度 1.81m。

（二）水文

矿区内无常年地表流水，除暴雨后集水汇成流水外，常年干涸。

矿区附近无地表水体存在。

（三）土壤

本矿区土壤为棕钙土和灰漠土，质地较粗、结构性差，土壤养分

含量低，有机质含量为 0.69%。

（四）植被

该地区属干旱大陆性气候带，主要为荒漠地带，植被覆盖低，植

物种类贫乏，多以耐干旱植物为主，其特征为叶子小，根系发达，多

刺，开花早，果实成熟期短，主要的优势种群有红砂、泡泡刺、沙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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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树、沙冬青、麻黄、沙蒿等。覆盖度为 5～6%，本矿区内生长的植

物。

第二节 矿山基本情况概述

一、矿权设置情况

该矿山采矿权编号为 C1500002011072110115125；采矿权人为阿

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矿山名称为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

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开采矿种为铁矿；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 30 万吨/年；矿区面积 4.05km 2，开采标高由 1402m 至

1392m；采矿证有效期限自 2020 年 12 月 6 日至 2028 年 12 月 6

日。高程系统为 1985 年国家基准高程，坐标系统为 2000 国家大地

坐标系，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1-3。

矿区范围坐标表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备注
X Y

1 4186207.7059 35500027.7721

2 4188457.7368 35500027.7836

3 4188457.7269 35501827.8018

4 4186207.7060 35501827.7907

面积：4.05km2，标高：1402m—1392m，露天开拓工程至地表

三、矿山开采历史及现状

（一）矿山开采历史

2006 至 2018 年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

铁矿形成 5 个采坑，采坑区面积共 1049013m
2
，平均深度 3-4 米。

2019 年开采采坑共 1 处，平均深度为 2.00m,面积为 0.0558km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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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开采采坑共 2 处，其中，CK1 开采长度约 70m，开采宽度

约 50m，面积约 3081；CK2m
3
开采长度约 400m，开采宽度平均约 40m，

面积约 21000m
3
。

2021 年开采采坑共 1 处，开采长度约 70m，开采宽度约 30m，平

19 均深度为 2.50m，面积约 1669m
2
。

2022 年开采采坑共 2 处，面积约 76239m 2

2023 年开采采坑共 1 处，面积约 10000m 2，采深约 2.2m。

（二）矿山开采现状

矿山现状开采方式为山坡式露天开采，公路开拓-汽车运输方案，

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开采工艺为：施工准备→剥离→采装→

运输→破碎、筛选→料场→销售等工序。 现状形成 6 处不规则形状

露天采坑，采坑深度 1m～8m，坡角在 30～40°。根据 2023 年《2023

年矿山动态储量年报告》，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喇嘛敖包铁

矿累计动用资源量 56.55 万吨，其中控制资源 量 37.57 万吨，推

断资源量 18.98 万吨；矿山保有资源量 687.38 万 吨，其中控制资

源量 187.4 万吨，推断资源量 499.98 万吨。

（三）矿山工业场地现状

矿山开采，生产建设现状系统有露天采坑 6 处、渣土堆场 18 处、

工业场地（公用和辅助设施和堆料场等）1 处、地面建筑设施（炸药

库、修理车间、加油站、办公生活区）及矿区道路等组成。

现分述如下：

1、露天采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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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状矿山形成露天采坑 6 处，编号分别为 CK1、CK2、CK3、CK4、

CK5、CK6 采坑，总占地面积约 774960m
2
。

（1）CK1 采坑

CK1 采坑位于矿区北部，地表形成长约 600m，宽约 255m～420m，

坑深约 2m～4m 的不规则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面积约为

193462m
2
，体积约 483655m

3
。

（2）CK2 采坑

CK2 采坑位于 CK1 采坑南部，地表形成长约 1245m，宽约 120m～

560m，坑深约 2～3m 的不规则长条状采坑，坡角在 30～40°，地表

面积约为 396730，体 m
2
积约 793458 m

3
。

（3）CK3 采坑

CK3 采坑位于 CK2 采坑东侧约 330m，地表形成长约 270m，宽约

125m，坑深约 3m 的不规则形状采坑，坡角在 30～40°，地表面积

约 为 25892，m
2
体积约 77676 m

3
。

（4）CK4 采坑

CK4 采坑位于 CK3 采坑东侧约 270m，地表形成长约 390m，宽约

80m～320m，坑深约 5m～8m 的不规则形状采坑，坡角在 30～40°，

地表面积约为 92273，m
2
体积约 461365m

2
，现状采坑内有水体出露，

水深约 0.3m。

（5）CK5 采坑

CK5 采坑位于 CK4 采坑南侧约 140m，地表形成长约 255m，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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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m，坑深约 2m～4m 的不规则形状采坑，坡角在 30～40°，地表

面 积约为 30042m
2
，体积约 90126m

3
水深约 1m，该采坑水用作将来

矿山生产用水。

（6）CK6 采坑

CK6 采坑位于 CK5 采坑南侧约 130m，地表形成长约 340m，宽约

130m，坑深约 1m～3m 的不规则长条形状采坑，坡角在 30～40°，

地 表面积约为 36562m
2
体积约 73124m

3
。

2、渣土堆

现状矿山形成渣土堆场 18 处，编号分别为渣土堆 1、渣土堆

—渣土堆 18，主要堆放露天开采所剥离的上部覆盖层和产生的

废石，总占地面积约 544234m
3
。

（1）渣土堆 1

渣土堆 1 位于 CK1 采坑北部约 60m，地表形成长约 480m，宽

约 50m～350m，堆高约 1m～6m 的不规则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 占地 面积 约为 84061m
2
，顶 部面 积约 为 51182m

2
，体 积 约

67621m
3
。

（2）渣土堆 2

渣土堆 2 位于渣土堆 1 东侧约 280m，地表形成长约 110m，宽

约 82m，堆高约 5m～9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

占地面积约为 8194m 2，顶部面积约为 3108m
2,
，体积约 27250m

3

（3）渣土堆 3

渣土堆 3 位于渣土堆 2 东侧约 240m，地表形成长约 110m，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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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0m～100m，堆高约 2m～10m 的不规则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占地面积约为 7692m
2
，顶部面积约为 3740m

2
，体 m

2
积约 33600m

3
。

（4）渣土堆 4

渣土堆 4 位于渣土堆 2 东南侧约 150m，地表形成长约 280m，

宽约 33m～73m，堆高约 2m～6m 的不规则长条形状，坡角在 30～

40°，地表占地面积约为 13410m
2
，顶部面积约为 6690m

2
，体积约

29571m
3
。

（5）渣土堆 5

渣土堆 5 位于渣土堆 4 旁边，地表形成长约 73m，宽约 60m，

堆高约 5m～10m 的不规则逗号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占地

面积约为 4095m ，顶部面积约为 1604m
2
，体积约 16523m

3
。

（6）渣土堆 6

渣土堆 6 位于渣土堆 5 东南侧约 130m，地表形成长轴约 260m，

宽约 200m，堆高约 8m～10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 占地 面积 约为 49698m
2
，顶部面 积约 为 36947m

2
，体 积 约

173290m
3
。

（7）渣土堆 7

渣土堆 7 位于 CK2 采坑北侧约 80m，地表形成长轴约 150m，

短轴约 140m，堆高约 6m～10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占地面积约为 14398m
2
，顶部面积约为 8541m

2
，体积约 68817 m

3

（8）渣土堆 8

渣土堆 8 位于 CK2 采坑北侧约 120m，地表形成长轴约 15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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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轴约 140m，堆高约 5m～8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 占地 面积 约为 16185m
2
，顶部面积约 为 10954，m

2
体 积 约

81417m
3
。

（9）渣土堆 9

渣土堆 9 位于 CK2 采坑北部东侧，地表形成长约 110m，宽约

27m，堆高约 1m～3m 的不规则梨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占

地面积约为 7690m
2
，顶部面积约为 4844m

2
，体积约 12534m

3

（10）渣土堆 10

渣土堆 10 位于渣土堆 8 南侧约 150m，地表形成长约 150m，

宽约 140m，堆高约 5m～10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 占地 面积 约为 21092m
2
，顶部面积约为 12893m

2
，体 积 约

84962m
3
。

（11）渣土堆 11

25 渣土堆 11 位于渣土堆 10 东侧约 50m，地表形成长约 170m，

宽约 80m，堆高约 2m～7m 的不规则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

占地面积约为 13819m
2
，顶部面积约为 9886m

2
，体积约 35557m

3
。

（12）渣土堆 12

渣土堆 12 位于渣土堆 11 东侧约 20m，地表形成长约 100m，

宽约 90m，堆高约 1m～3m 的不规则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

占地面积约为 7607m
2
，顶部面积约为 5490m

2
，体积约 13097m

3
。

（13）渣土堆 13

渣土堆 13 位于渣土堆 10 南侧约 15m，地表形成长约 90m，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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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 50m，堆高约 1m～3m 的不规则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占

地面积约为 3651m
2
，顶部面积约为 2658m

2
，体积约 4731m

3

（14）渣土堆 14

渣土堆 14 位于 CK2 采坑中部西侧，地表形成长轴约 140m，短

轴约 35m，堆高约 2m～5m 的不规则椭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占地面积约为 5469m
2
，体积约 8203m

3
。

（15）渣土堆 15

渣土堆 15 紧邻 CK2 采坑南部，地表形成长约 600m，宽约 160m

的不规则长条形状，渣土堆分两个台阶，分别是标高 1416m、1422m，

底层废石台阶高为 8m～12m，第二层废石台阶高为 6m，坡角在 30～

40°，地表占地面积约为 95389m
2
，顶部面积约为 21383m

2，
体积

约 350316m
3

（16）渣土堆

渣土堆 16 紧邻 CK6 采坑南部，地表形成长约 140m，宽约 110m，

堆高约 1m～3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地表面积约为

13817m
2
，体积约 20725m

3
。

（17）渣土堆 17

渣土堆 17 紧邻 CK5 采坑东部约 450m，地表形成长约 140m，

宽约 110m，堆高约 1m～9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 占地 面积 约为 78705m
2
顶 部面 积约 为 47320m 2，体 积 约

289857m
3
。

（18）渣土堆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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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土堆 18 位于渣土堆 17 南测约 70m，地表形成长约 390m，

宽约 215m，堆高约 2m～14m 的不规则圆形状，坡角在 30～40°，

地表占地面积约为 99262m
2
，顶部面积约为 70699m

2
，体积约

424902m
3
。

第二章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主要治理内容及

部署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与土地复垦范围及面积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及矿山土土复垦责任区确定的原则方法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确定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范围应包

括 矿区、矿业活动影响范围和可能影响矿业活动的不良地质因素存

在的范围。

二、治理的区域及土地复垦责任区

根据 2023 年 4月由内蒙古兆源地质矿产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

司编制的《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与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与土地复垦范围

为采矿权范围，面积为 4.05km
2
,拐点坐标见表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备注
X Y

1 4186207.7059 35500027.7721

2 4188457.7368 35500027.7836

3 4188457.7269 35501827.8018

4 4186207.7060 35501827.7907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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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 2023 年 4 月由内蒙古兆源地质矿产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

制的《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 地复垦工程量如

下：

一、露天采坑：

（一）治理对象及措施

对设计开采范围外露天采坑(CK1 部分范围、CK3)利用就近堆放

渣土堆进行回填、平整、植被工程、自然恢复植被；对本期计划开采

露天采坑采取清除危岩体，并在本期计划开采露天采坑外围设置网围

栏、警示牌，对本期计划开采露天采坑加强监测预警工作。

（二）治理技术方法

1、回填

本期将对开采设计外围采坑进行回填，露天采坑平均深度小于

1m,回填废石土来源于就近采用废石场内。根据设计，本期需将 ZD1、

ZD3、ZD4、ZD5、ZD6、ZD7 中的废渣土全部回填至 CK1 部分范围，

ZD2、 ZD8、ZD9、ZD10、ZD11 中的废渣土全部回填至 CK3，并在 CK3

所在位

置设立临时废石堆放场。

2、平整

对开采设计外围采坑进行回填后，根据矿区地形条件，利用机械

或人工对矿回填采坑进行平整，平整深度为 0.3m。

3、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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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区自然条件以及开采前矿区土地利用类型，，对上述露天

采坑进行回填平整后，需根据选择种植耐旱乡土本草植物冰草、碱草

播种，撒播种草的技术措施如下：

①草种选择：首选一级原种，种子净度不低于 90%，发芽率不低

于 90%。

②播种前准备：播种前进行去芒处理，并浸种催芽处理（浸种

12 小时）。

③播种方法：在恢复植被的区域的第一个种植季节人工撒播。播

32 深 2—3cm，播后碾压，确保种植成活率。根据实际经验，冰草草

籽 单位用量为 37.5~45kg/hm
2
，碱草草籽单位用量为 15~30kg/ hm

2
，

本方案两种草籽混播，为确保出芽率单位用量为 40kg/hm
2
。

④管理：

根据矿区自然条件及实际条件，建议播撒草籽后，不采

取管理措施，自然恢复植被。

4、清除危岩体

本期治理需对计划开采露天采坑不稳定边坡进行危岩体清除，使

边坡坡角放缓，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清除危岩体工程主要集中于存在

于崩塌隐患点。

5、设置网围栏、警示牌

在计划开采露天采坑外围设置网围栏，设定范围为地表境界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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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m 处（部分地段可根据采场边界实际情况确定）。 及时在计划开采

露天采坑外围醒目位置设置警示牌，以确保采矿工作人员、周围过往

人员及通行车辆的安全；要求警示效果明显。

（三）治理工程量

1、露天采坑回填量：根据测算,本期需治理 CK1 面积约为

171000m
2,
，平均深度约为 0.8m,考虑土体松散系数，本期完全回填部

分 CK1 方量 约为 150000m 3。按就近及土体方量平衡原则，故本期

需将 ZD1、ZD3、 ZD4、ZD5、ZD6、ZD7 中的废渣土全部回填至 CK1 部

分范围，根据测算 ZD1、ZD3、ZD4、ZD5、ZD6、ZD7 中的废渣土堆放

量约为 170000 m
3
并将 ZD2、ZD8、ZD9、ZD10、ZD11 中的废渣土全

部回填至 CK3，并在 CK3 位置设立废石堆放场，根据初步估算，ZD2、

ZD8、ZD9、ZD10、 ZD11 合计堆放量约 250000m 3。故本次露天采坑

回填总量 170000+250000=420000m
3
。

2、露天采坑平整量：

本期需治理露天采坑范围为：CK1 部分范

围、CK3，为保护和美化矿区地质环境，避免乱堆乱放，本期需在 CK3

位置设立废石堆放场，故本期只需对 CK1 部分范围进行平整，由测

量 可得，CK1 在设计开采范围外面积约为 171000m 2。故平整量=面

积× 平整率×平整高差=171000m 2×0.3×0.3=15390m 3。

3、露天采坑植被工程：本期需治理露天采坑范围为：CK1 部分

范围、CK3，为保护和美化矿区地质环境，避免乱堆乱放，本期需在

CK3 位置设立废石堆放场，故本期只需 CK1 部分范围进行植被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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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测量可得，CK1 在设计开采范围外面积约为 171000m 2，故本次植

被 工程面积约为 17.10hm
2
。

4、露天采坑清除危岩体量：本期治理需对露天采坑不稳定边坡

进行危岩体清除，使边坡坡角放缓，消除地质灾害隐患，清除危岩体

工程主要集中于存在于崩塌隐患点。清除危岩体工程量计算：Qx =n

×L×v，根据开采计划，本期计划开采露天采坑（CK2）边坡长度约

为 1600m,清除危岩体量 =1600×0.2×3=960m 3。

5、露天采坑设置网围栏、警示牌：根据开采计划，本期开采露

天采坑边坡长度约为 1600m,本期须在计划开采露天采坑外围 3m 拉

设网围栏，估算得本次需拉设网围栏约为 1700m,并在醒目位置各设

置警示牌 4 块。

二、废渣堆治理工程

（一）治理对象及措施

根据设计，本期需将 11 处渣堆进行清运回填，并进行集中堆放。

并将上述渣堆进行清运回填后，需对废渣堆清运场地进行平整、播撒

草籽、自然恢复。

（二）治理技术方法

1、平整

利用矿区 11 处废渣堆对开采设计外围采坑进行回填及集中堆

放后，根据矿区地形条件，利用机械或人工对清运废渣堆场地进行平

整，平整深度为 0.3m。

2、恢复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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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区自然条件以及开采前矿区土地利用类型，对清运废渣堆

场地平整后，需根据选择种植耐旱乡土本草植物冰草、碱草播种，撒

播种草的技术措施如下：

①草种选择：首选一级原种，种子净度不低于 90%，发芽率不低

于 90%。

②播种前准备：播种前进行去芒处理，并浸种催芽处理（浸种

12 小时）。

③播种方法：在恢复植被的区域的第一个种植季节人工撒播。播

深 2—3cm，播后碾压，确保种植成活率。根据实际经验，冰草草籽

单位用量为 37.5—45kg/hm
2
，碱草草籽单位用量为 15—30kg/ hm

2
，

本方案两种草籽混播，为确保出芽率单位用量为 40kg/hm
2
。

④管理：根据矿区自然条件及实际条件，建议播撒草籽后，不采

取管理措施，自然恢复植被。

第三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总的要求是建立健全矿山地质环境法律体系

和管理体系，有效遏制和治理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使矿区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环境得到明显改善，实现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协调

发展。矿区及其附近没有地质遗迹、风景区、交通、电力、水利设施

等 重点保护目标。故而该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目标为：

1、地质灾害防治目标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对本期计划开采露天采坑采取清除危岩体，

并在本期计划开采露天采坑外围设置网围栏、警示牌，严格控制矿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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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对各个单元地质灾害的影响。

2、地形地貌景观防治目标

按照《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要求，本期治理对开采范围外露天采坑

利用就近堆放渣土堆进行回填、平整、植被工程；并对废渣堆进行清

运整合堆放，对清运的废渣堆场地进行平整、播撒草籽；对新产生的

废渣集中清运堆放在废渣堆放点，合理控制堆放堆高及边坡。开采过

程中减少对原始地形地貌的破坏，对于采矿活动破坏的地形地貌景观

采取有效工程措施，修复已破坏的原始地形地貌景观，使其尽可能规

整、平坦。

3、土地资源防治目标

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应保护未占用或未破坏的土地，缩小矿业活

动对环境影响的范围。控制临时性占地。对矿业活动已破环的土地资

源，控制影响范围。

4、近几年地质环境保护及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根据内蒙古兆源地质矿产勘查技术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

《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总体工作部署，

结合矿山地质环境、土地复垦的工程量、难易程度等实际情况，确定

的近期年度实施计划。具体年度工作安排如下：

2023 年 1 月～2023 年 12 月：将评估区范围内的渣土堆（渣

土堆 1～渣土堆 18）就近清运至回填露采境界外采坑至地表，回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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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1、CK2、CK3、CK6 采坑，回填工作量约 195793m 3，对清运后的

渣土堆、回填后的露天采坑场地平整，平整渣土堆工作量为 163270m

2，平整回填后的采坑工作量 195793m 3，散播草籽，恢复植被。CK5

采坑拉设网围栏 740m，设置警示牌 5 块，并对矿山进行地质环境监

测。

2024 年 1 月～2024 年 12 月：CK4 采坑闭坑后，清运渣土堆

回填工作量 461365m
3
。

平整回填后的采坑工作量 27682m 3，散播草籽，恢复植被，做好土

地复垦效果监测工作，

对近期开采地段设置网围栏 2080m，并设置警示牌 14 块，并进行地

质环境监测。

2025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对清运渣土堆、回填采坑后不

再继续使用的矿区道路场地平整，平整工作量 2585m
3
，并撒播草籽；

对生产开采新增（回填后）区域露天采坑进行场地平整，平整工作量

22895m
3
，散播草籽，恢复植被，做好土地复垦效果监测工作，并进

行地质环境监测。

2026 年 1 月～2026 年 12 月：对生产开采新增（回填后）区

域露天采坑进行场地平整，平整工作量 2585m
3
，散播草籽，恢复植

被，做好土地复垦效果监测工作，并进行地质环境监测。

年度治理计

第四节 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一、经费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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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经费估算编制依据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的工程布置、工作量、相

关图件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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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223-2011；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2011）；

4、《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内

财建〔2013〕600 号）；

5、阿拉善盟材料价格信息（2017 年 4 季度）材料价格市场询价。

（二）工程总经费估算

根据 2023 年 3 月由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阿

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矿山年度地质环境

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本期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

嘛敖包铁矿矿山地质环境分期治理项目估算总额为 228.87 万元，其

中静态投资 227.8 万元，差价预备费 1.07 万元。 其中：静态投资

包括工程施工费 208.65 万元，其他费用 11.06 万元，不可预见费

6.59 万元，监测费 1.50 万元。

第三章 上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总结

第一节 上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完成工程量

1、对 2023 年度形成的采坑进行了回填、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

复植被。完成 回填、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10000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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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开采过程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检测，发现险情及时进行清理

危岩体。

第二节 上年度基金提取情况及基金使用情况

根据矿山 2023 年度矿资源储变化表，矿山 2023 年度开采矿石

量 1.14 万吨。2024 年度未进行开采活动。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中地质环境治理基金计提

计算方法： 年度基金提取额=矿类计提基数×露天开采影响系数（或

地下开 采影响系数）×土地复垦难度影响系数×地区影响系数×上

一年度生产矿石量。

经计算：由于 2024 年度未进行开采，因此按 2023 年度基金提取

额=5.5（固体能源矿类计提基数）× 2.0（自上而下水平分层）×0.8

（土地类型其他）×0.9（阿拉善盟地区影响系数）×1.14（上一年

度生产矿石量）=9.03 万元。2024 年度企业基金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基金没有进行缴存，提取 0万元， 实际投入 12万元用于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投入费用由生产成本列支）。

第三节 存在的问题

无。

第四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计划

第一节 本年度生产计划

本年度计划继续在矿区东部的 2023 年采坑开采，计划开采面

积约 50012m2 ，计划开采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

2025 年度计划开采范围拐点坐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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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备注
X Y

1 4187239 35501005

2 4187230 35501680

3 4187178 35501690

4 4187188 35500983

面积：50012m
2
。标高：1402m—1392m，露天开拓工程至地表

第二节 本年度应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区域

按照《阿拉善盟海天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左旗喇嘛敖包铁矿矿山地

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方案》近期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要

求，2025 年计划对 2024 年以前形成的采坑进行地质环境治理，计

划治理总面积为 10000m
2
。

2025 年度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治理进度安排

2025 年度治理施工计划

序号
2025 年

(月份）

机械设备
平整工作量

（ m
3
）

播撒草籽

（Km
2
）

装载机（台） 自卸车（辆）

1 5 1 2 4246 0.6

2 6 1 2 4246 0.6

3 7 1 2 4246 0.6

4 8 1 2 4246 0.6

拐点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备注
X Y

1 4186323.19 501001.53

2 4186286.82 500852.44

3 4186331.08 500838.17

4 4186364.42 50099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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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2025 年

(月份）

机械设备
平整工作量

（ m
3
）

播撒草籽

（Km
2
）

装载机（台） 自卸车（辆）

5 9 1 2 4246

6 10 1 2 4246

8 合 计 25476 2.4

第三节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工程量

2025 年 1 月～2025 年 12 月：对清运渣土堆、回填采坑后不

再继续使用的矿区道路场地平整，治理区北部主要运输道路平整工作

量 2585m
3
，并撒播草籽；对 2017 年以前形成的露天采坑进行场地平

整，平整工作量 22882m
3,
，合计 25467m

3,
，散播草籽，恢复植被，做

好土地复垦效果监测工作，并进行地质环境监测。

2025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对 2017 年以前

年形成的采坑进行部分回填，回填面积约 10000m
2
，回填深度约 2.3m，

回填量来自就近边上的渣堆，然后对采坑范围进行平整，平整厚度为

0.2m，然后再进行散播草籽，进行植被恢复。对清运渣土堆、回填采

坑后不再继续使用的矿区道路场地平整，平整工作量 2585m
3
，并撒

播草籽；对生产开采新增（回填后）区域露天采坑进行场地平整，平

整工作量 22882m
3,
，散播草籽，恢复植被，做好土地复垦效果监测工

作，并进行地质环境监测。

第四节 本年度基金拟提取情况及基金拟使用计划



25

根据矿山 2023 年度矿资源储变化表，矿山 2023 年度开采矿石

量 1.14 万吨。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

办法（试行）中地质环 境治理基金计提计算方法：

年度基金提取额=矿类计提基数×露天开采影响系数（或地下开

采影响系数）×土地复垦难度影响系数×地区影响系数×上一年度生

产矿石量。

经计算：2023 年度基金提取额=5.5（固体能源矿类计提基数）×2.0

（自上而下水平分层）×0.8（土地类型其他）×0.9（阿拉善盟地区

影响系数）×1.14 （上一年度生产矿石量）=9.03 万元。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

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

办法(试行)》的通

知，第十条规定采矿权人年度提取的基金以及往年节余基金累计不足

于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费用的，应当以本年实际所需

费用进行补足，完成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任务后的年度结余

资金可以在下年度使用。2024 年矿山计划足额缴存地质环境治理恢

复基金 9.03 万元。

第五节 经费预算

本期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面积为 10000m
2
，治理总投资为 54.63 万

元，各项费用见表。

动态投资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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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工程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万元）
估算金额（万元）

各项费用

所占比例

%

1 工程施工费 31.17 24.53 93

2 其他费用 1.49 1.45 0.045

3 不可预见费 0.61 1.2 0.01

4 监测费用 0.12 0.5 0.036

总计 33.27 27.16 100

工程施工费预算表

序

号

定额

编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

价

（元）

合计（元）

（1） （2） （3） （4）m
3

（5） （6）

1 采坑 8343

2 3004 回填 100m3

8343

（回填工程量纳入

剥离工程费）

1600.52 133531.48

3 20272 平整 100m3 25467 670.29 170729.8

4 50031 种草 1Km2 2.4 3102.91 7446.99

总

计
311708.17

其他费用预算

序

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

预算金额

（万元）

各项费用占其他

费用的比例%

1 管理费 1.2 81

2 监测费 0.29 19

总

计
1.49 100

附：阿拉善盟喇嘛敖包矿区土地复垦计划平面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