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凉山州盐源县盐源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石沟铁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基本情况 

 

盐源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石沟铁矿位于盐源县南东

95°方位，直线距离约30km处，行政区划属盐源县树河镇麦地

村，为生产矿山。矿山采矿权面积0.0815km
2
，开采矿种为铁矿，

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生产规模为10万t/a，矿山设计服务年

限为9.0年，剩余服务年限为9.0年。 

《方案》编制目的为延续采矿权，《方案》适用年限13年，

基准期为通过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之日。采矿权及采矿活动

范围不涉及基本农田、生态红线、各类自然保护地。 

《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损毁情况进行了现状与预

测评估。 

地质环境方面：评估级别为一级，主要地质环境问题为滑

坡1处，发育程度为弱发育；泥石流1处，发育程度为弱发育；

不稳定斜坡5处，发育程度为中等发育。地质环境保护与预防

措施主要有截排水沟、挡土墙等。 

土地损毁方面：矿山损毁土地权属为树河镇麦地沟村,为

集体土地。土地损毁面积8.3032hm
2
，已损毁面积8.3032hm

2
，

预测损毁面积8.3032hm
2
，损毁单元包括老职工宿舍、老炸药库、

老库房、炸药库、职工宿舍、2520m1#回风平硐及堆场、2520m2#

回风平硐及堆场、2500m中段运输平硐及堆场、1号弃渣场、2



号弃渣场、老采坑1、老采坑2及矿山公路,其中损毁耕地面积

0.0000hm
2
，园地面积0.1256hm

2
，林地面积1.7457hm

2
，草地面

积4.7754hm
2
，其他1.6565hm

2
。 

《方案》最终确定复垦区面积8.3032hm
2
，纳入复垦责任面

积8.3032hm
2
，其中复垦为林地面积4.2561hm

2
，草地面积

4.471hm
2
。矿山开采结束后，除各类拦挡和截（排）水等保护

和治理设施可以继续发挥作用予以保留外，其余矿山用地复垦

后全部返还原土地权属人。矿山开采期间，同步开展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监测管护工作。《方案》总体部署为“边

生产、边治理、边复垦”，结合矿山开采进度，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定为每3年为一个阶段，共分为5个阶段。 

《方案》静态总投资268.15万元，动态总投资300.81万元。 

 

 

矿山企业（公章）：盐源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编制单位（公章）：成都理工大学 



《凉山州盐源县盐源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大石沟铁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2022 年 8 月 17 日，受自然资源厅委托，四川省国土空间生

态修复与地质灾害防治院组织有关专家对《凉山州盐源县盐源金

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石沟铁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

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进行了评审。专家组在审阅《方案》

报告、相关附件和汇报材料后，提出了详细修改意见，供申请人

修改。此后，专家组按照修改意见对申请人再次提交的《方案》

及相关附件修改稿和修改说明进行了审阅、复核，经讨论，形成

评审意见如下: 

该《方案》符合《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

南》《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工作的通知》(川自然资发(2021)44 号)

等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编制格式比较符合要求，内容比较齐全，

反映了矿区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有关情况。矿山基本情况介绍清

晰、土地利用现状明确；确定的调查范围比较合理，土地复垦责

任范围完整；矿山地质环境影响与土地损毁评估基本合理；可行

性分析较准确，确定的治理、复垦方向正确；工程部署及治理措

施基本可行；进度安排较合理；保障措施较完备。 

专家组同意原则通过评审。 



 

                           专家组组长： 

                      2022 年 8月 28 日 















凉山州盐源县盐源金丰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石沟铁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修改对照表 

专家姓

名 

专家意见 修改情况 

专家确

认签字 

蒲波 

(组长) 

矿区范围及拐点坐标中，说明矿区是否在

各类自然保护区。 

矿区范围及拐点坐标章节增加说明了矿

区是否在各类自然保护区，详见报告

P14。 

 

“矿区土地利用类别”中，补充说明依据哪

一年的土地利用现状成果；矿区内及矿区

范围外临时用地面积及土地利用类型；矿

山开采对永久基本农田的影响情况；“农村

扎基地”修改为“农村宅基地”。 

“矿区土地利用类别”中补充说明了沿用

的是 2018 年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资料，

详见报告 P54；补充了矿区土地利用类

型，详见报告 P55；并对报告中错误词语

进行了校核修改。 

已损毁土地现状中，补充每一个已损毁单

元的照片；对弃渣场等有边坡的单元要详

细分析说明弃渣数量、弃渣高度、边坡面

积、坡度等，以及挡土墙的设计情况，可

列表反映其特征分析；补充已损毁土地情

况统计表；部分区域（如老采坑 1 的西侧

区域）应纳入复垦。 

已损毁土地现状中，了每一个已损毁单

元的照片，详见报告 P100-108；对弃渣

场边坡积挡土墙进行了论述，详见报告

P69-73。并对老采坑 1 西侧边坡纳入了

复垦范围，详见复垦规划图。 

表 3.4-3 补充损毁二级地类及面积。 
表 3.4-3 补充了损毁二级地类及面积，详

见报告 P115。 

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中，占用的其他园

地、公路用地、农村道路石方恢复应因地

制宜分析，充分征求权属人意见；弃渣场

边坡种植攀爬植物，其复垦方向应是其他

草地，项目区海拔较高，分析爬山虎是否

适宜；补充复垦单元划分，边坡复垦采用

带状种植灌木。 

目前矿区全部老乡已经搬迁至树河镇，

矿区及影响区范围内无居民，根据实际

情况，本次把所有损毁区域均纳入了复

垦范围。弃渣场边坡种植攀爬植物，修改

复垦方向为其他草地，并复垦边坡增加

了带状灌木林，详见报告 P149-165。 

土资源分析，进一步细化供土分析，说明

外购客土的来源、运距、临时堆放及保存

等。附件补充购土协议。 

土资源平衡章节，补充了外购客土的来

源、运距、临时堆放及保存等，详见报告

P133。附件补充了购土协议，详见附件

28。 

水源平衡分析中，只分析本项目有关的林

草地水源平衡。 

水源平衡分析中，只保留了本项目有关

的林草地水源平衡，详见报告 P134。 

复垦工程弃渣场边坡设计，要介绍挡土

墙、排水沟等水保、地灾治理工程设计情

况。 

复垦工程弃渣场边坡设计，要介绍了 1号

弃渣场及 2 号弃渣场前挡土墙设计施工

情况，详见报告 P142。 



按照边开采、边复垦及 3 年一个复垦阶段

的要求，补充完善土地复垦阶段划分及实

施计划。 

按照边开采、边复垦及 3 年一个复垦阶

段的要求，补充完善了土地复垦阶段划

分及实施计划，详见报告 P190-194。 

土地损毁现状图要以土地利用现状图为

底图编制，损毁单元与文字说明连接不清

晰，名称要与报告一致；部分损毁单元如

弃渣场等要单独编制损毁现状图，反映出

边坡、平台、挡土墙等情况。 

土地损毁现状图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图为

底图编制，详见附图 14；对图文不一致

的地方进行了修改；对弃渣场等损毁单

元单独编制损毁现状图，详见附图 15。 

复垦规划图复垦单元名称要与报告一致，

复垦单元地形应反映闭坑时的情况；删除

不需要的线条；补充排水沟等布局。复核

弃渣场剖面图。 

复垦规划图进行了图文校对，删除了不

需要的线条，并复核了弃渣场剖面图。详

见附图 16 及附图 9。 

附表补充永久基本农田论证意见。 
附件中补充了基本农田论证意见，详见

附件 08（P15-17）。 

胡光 

(组员) 

补充矿区水文地质图及代表性的水文地

质剖面图，完善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补、

径、排关系分析。 

补充了矿区水文地质图及代表性的水文

地质剖面图，详见附图 7、附图 8；完善

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的补、径、排关系分

析，详见报告 P45-48。 

 

 

 

 

 

 

 

表 0.5-2 野外调查工作量统计表有误，请

核实后修改。 
校核了表 0.5-2 野外调查工作量统计表。 

遥感影像图建议补充矿权范围及拐点、各

场地地界限、矿区道路范围线。 

遥感影像图增加补充了矿权范围及拐

点、各场地地界限、矿区道路范围线，详

见附图 2。 

进一步完善根据不同时期的“露天开采”

与“地下开采”作业面环境现状与土地损毁

所拟定的保护措施，合理划分评价单元及

复垦治理单元。 

补充完善了“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作

业面环境现状与土地损毁所拟定的保护

措施详见报告 P72-74；重新划分了评价

单元及复垦治理单元，由以前的 16 个复

垦单元重新划分为 20 个复垦单元。 

进一步复核采空区影响范围，应充分考虑

矿井服务期限所形成的采空区移动范围。 

补充了采空区影响的岩石移动范围，详

见报告 P76-77。 

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矿山地质灾害问题，细

化说明 H1 滑坡等的地质条件、灾害特征

与危险性。 

对目前矿山村的地质灾害问题进行了细

化，并对泥石流、滑坡、不稳定斜坡进行

了地质条件和灾害特征论述，详见报告

P66-74。 

补充土壤和地表水、地下水污染监测点布

点位置、布点数量、布点深度的依据，细

化布点位置图。 

补充完善了土壤和地表水、地下水污染

监测点布点位置，并增加了设置依据，详

见报告 P171-177。 

补充客土取土场的水保、环保、复垦措施

说明、避免因采取客土产生新的次生地质

与环境灾害，说明客土区相关责任单位于

证明文件。 

补充了客土购买协议，详见附件 28。 

土地复垦阶段实施计划中，按照边开采、

边复垦的要求对不适用的硐口区域或其

按照边开采、边复垦的要求对不适用的

硐口区域或其他已经进行复垦的区域及



他已经进行复垦的区域及时安排复垦。 时安排复垦，详见报告 P190-194。 

王朝军 

(组员) 

“矿山简介”内容欠缺。建议补充矿山企

业(如企业性质、隶属关系、建矿时间、开

采矿种、生产能力等)有关内容。 

矿山简介章节增加了矿山企业基本信息

部分，详见报告 P12。 

 

 

 

“土壤”类型论述不清。建议补充相关论

述。 

补充了土壤章节的论述，详见报告 P41-

42。 

人工边坡作为一种灾种表述欠妥。建议参

照地质评估规范中不稳定斜坡的相应描

述进行修改。 

以前文中的人工边坡，均按照地质评估

规范的不稳定斜坡进行了相应修改，详

见报告 P66-74。 

对引发和加剧地质灾害的表述有误。建议

调整预测评估的相应表述。 

对地质灾害预测评估章节进行了修改完

善，详见报告 P75-76。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测”表述不全

面。建议结合具体基建工程和采矿活动进

行补充论述。 

对矿区地形地貌景观破坏预测章节根据

损毁预测情况进行了补充完善，详见报

告 P88。 

“水土环境污染预测分析”思路不明。评

估分析不能基于完善合理预防措施进行，

建议进行修改完善。 

对水土环境污染章节进行了补充，并增

加了监测采样点，详见报告 P178-179。 

附图:1)遥感影像图补充数据来源、拍摄日

期等信息；2)地质环境现状图核实滑坡范

围和规模性描述，标识泥石流位置；3)弃

渣场剖面图、大样图表明为资料收集。 

1)遥感影像图补充了数据来源、拍摄日期

等信息，详见附图 2；2)地质环境现状图

核实了滑坡范围和规模性描述，标识泥

石流位置，详见附图 10；3)弃渣场剖面

图、大样图表明为资料收集，详见附图 9。 

艾应伟 

(组员) 

矿区土壤环境污染现状监测中，建议增加

“阳离子交换量、孔隙度、渗透率”3 项

监测指标。 

矿区土壤环境污染现状监测中，增加了

“阳离子交换量、孔隙度、渗透率”3 项

监测指标，详见报告 P89-90。 

 

矿区地表水监测中，建议增加“氰化物、

悬浮物”2 项监测指标。 

矿区地表水监测中，增加了“氰化物、悬

浮物”2 项监测指标，详见报告 P89-90。 

图件中“13.典型土壤剖面图”中，文本 P30

中有关“A 层：0-20cm:...团粒状结构...，

其中的团粒状结构这样描述不是很恰当，

应有土壤颗粒结构试验分析为支撑，或采

用“主要为团粒状结构”这样的描述。 

对土壤部分描述不恰当的地方进行了校

对修改，详见报告 P41-42。 

何瑜 

(组员) 

补充经费估算编制依据。 补充了经费估算编制依据，详见估算书。 

 

 

复核 C20 混凝土、M7.5 浆砌块石等综合

单价。 

复核了 C20 混凝土、M7.5 浆砌块石等综

合单价，详见估算书材料单价表。 

复核主要材料调整的运杂费是否与方案

中施工组织设计中运输状况一致。 

复核了主要材料调整的运杂费是否与方

案中施工组织设计中运输状况一致，对

不一致的地方进行了修改，详见报告与

估算书。 



按技术专家意见修改方案、核实工程量后

调整经费估算。 

按照技术专家修改了工程量，并相应修

改了经费估算。 

 



承诺书 

 

四川省自然资源厅： 

我单位承诺对已提交的《凉山州盐源县盐源金丰矿业有

限责任公司大石沟铁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已按照专家组提出的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承诺对公示

文本已按国家相关保密规定对涉密内容进行了相应处理，同

意进行公示。如公示造成泄密，由本公司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和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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