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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计划 

一 矿山概况 

（一）地理位置 

矿区位于阿拉善左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南东 170°方向约

68km(直线)处,行政区划隶属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巴润别立镇管

辖。地理极值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东经 105°47′15″～105°48′45″； 

北纬 38°13′49″～38°15′31″。 

矿区南东至宁夏回族自治区永宁县闽宁镇约15km,有砂石公路相

通。G110 国道从永宁县闽宁镇通过,沿 G110 国道向北转 S218 省

道越贺兰山可通往阿拉善左旗政府所在地-巴彦浩特镇,约 130km；沿 

G110国道北东可通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约 50km；沿 G110 国道

向南 15km 转 G109 国道可通往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约 67km；

距宁夏灵武特种水泥有限公司水泥厂约 16km。交通较为便利,详见交

通位置图，见插图 1-1。 

（二）矿山简介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营盘山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为新建矿

山，采矿权人：阿拉善左旗鑫金源矿产资源有限责任公司；经济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开采矿种；水泥用石灰岩矿；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00 万吨/年；批复的矿区范围由南北二个矿段共计 10 个

拐点圈定，北矿段由 4 个拐点圈定，面积 0.310平方公里。开采标

高 1868米至 1730 米；南矿段由 6 个拐点圈定，面积 0.082平方



公里，开采标高 1497 米至 1395 米；矿区总面积约 0.3921平方公

里，矿区南矿段与北矿段的直线距离为 2.6km。矿区划定范围拐点坐

标见表 1-1。 

开采范围拐点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与 1980 西安坐标

系对照表见表 1-1。 

 

 

 



 

（三）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营盘山矿区水泥用石灰岩矿矿山

地质环境影响程度，做出以下规划，将该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

区域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一般防治区，分别论述如下： 

1.重点防治区 



重点防治区将分布于露天采场、废石堆场。 

（1）露天采场 

矿山在未来的开采过程将形成两个露天采场。 

a.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露天采场边坡可能发生崩塌地质灾害，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程度严重；破坏土地资源类型其他草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严

重。 

b.防治措施 

因矿山为山前半坡开采，矿山在开采的过程中，在露天采场周围

设置网围栏和警示牌，并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监测，发现地质灾害隐

患，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除隐患，矿山在闭坑后，对露天采场台阶面

进行清扫，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清理危岩体，利用废石对北矿段露天

采场进行垫坡回填，利用石粉对南矿段露天采场进行回填，对露天采

场底部进行平整，覆盖表土，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废石堆场 

矿山在未来生产的过程中形成的两个废石堆场。总占地面积为：

29782m²（其中 1 号废石堆场占地面积 18365 m² ,2 号废石堆场占

地面积为 11417 m²）。 

a.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废石堆场中废石堆可能发生崩塌地质灾害，废石堆场对地形地貌

景观影响程度严重；破坏土地资源类型其他草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

度严重。 



b.防治措施 

矿山开采过程中，将产生的废石清运至废石堆放集中堆放，废石

堆堆高度 20m，边坡角 30°，对废石堆场边坡进行监测，发现地质

灾害隐患，及时组织人员清除隐患，矿山闭坑后，对废石堆场中的废

石全部清运至内矿段露天采场，进行垫坡回填，对废石场场地进行平

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次重点防治区 

次重点防治区分布于表土堆场、石粉堆场、工业场地。 

（1）表土堆场 

a.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表土堆场对地貌景观影响较为较严重，而且破坏土地资源类型其

他草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较轻。 

b.防治措施 

将矿山剥离表土集中堆放在表土堆场，表土堆场堆高约 8m，矿

山在生产期间，对表土堆场中剥离表土堆边坡进行监测，发现地质灾

害隐患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除隐患，对表土堆场内的表土堆要播撒草

籽，定时洒水，以免土壤的流失，矿山闭坑后，清运表土堆场中的剥

离表土，对露天采场、废石堆场、工业场地进行覆盖表土，对表土堆

场场地进行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2）石粉堆场 

a.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石粉堆场对地貌景观影响较为较严重，破坏土地资源类型其他草



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较轻。 

b.防治措施 

矿石在破碎的过程中产生石粉量为 169252m³，石粉堆场堆高约

18m，矿山在生产期间，对石粉堆边坡进行监测，发现地质灾害隐患

及时组织人员进行清除隐患，矿山生产结束后，将石粉堆中的石粉清

运至露天采场，对南矿段露天采场进行垫坡回填，对石粉堆场场地进

行平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3）工业场地 

矿山设置一个工业场地，工业场地内主要是职工临时休息宿舍。

工业场地占地面积 1258㎡ 。 

a.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工业场地破坏了地形地貌，改变了原始地形地貌景观格局，造成

与原有自然景观不协调，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破坏土地资

源类型其他草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较轻。 

b.防治措施 

矿山闭坑后，拆除工业场地内的构筑物，清运拆除垃圾，平整场

地，覆盖表土，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3.一般防治区 

一般防治区为矿山道路。 

（1）矿区道路 

a.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矿山道路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轻，占用土地资源类型为其他



草地，对土地资源的影响较轻。 

b.防治措施 

矿区道路为自然土路，自然恢复植被即可。其他未利用区域尽量

减少破坏。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分区说明见表 4-1。 

 

(四)土地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2011），复垦区指项

目区内生产建设项目损毁土地和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的区域。复垦责

任范围指复垦区中损毁土地及不再留续使用的永久性建设用地构成

的区域。本项目没有永久性建设用地，则本项目复垦责任范围为复垦

区内毁损的土地面积。 

根据实际调查，本项目没有永久性建设用地，则本项目复垦区是

指项目损毁土地。依据已损毁土地现状与拟损毁土地预测结果，确定



本次分垦区的范围包括露天采场、废石堆场、表土堆场、工业场地等。

复垦区域拐点坐标见表 4-2。 

 

 

 

 

二 2023 年治理情况 

2023 年因属矿山基建期，10 月初完成“三同时”建设任务，随

后停止建设等待左旗安监局验收，故未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三 2024 年年度治理计划 

（一）2024年度计划治理区范围 

根据我公司 2024 年生产经营计划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方案》

制定本年度治理计划，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区域包括重点防治区



一处：露天采场，7000㎡；次重点防治区一处：工业场地，1200㎡；

一般防治区二处：矿山道路 2000㎡，其它区域 1000㎡（如矿山道路

两侧边坡治理，生活区周围防洪设施等）；总面积：11200㎡。 

1.重点防治区：露天采场（矿界内蓝色区域） 

 

 

 

 

 

 

 

 

 

2. 次重点防治区：工业场地（1号生产线周边） 

 

 

 

 

 

 

 

 



3. 一般防治区：矿山道路（两侧边坡、土挡） 

 

 

 

 

 

 

 

 

 

 

 

 

 

 

 

 

 

 

 

 

 



（二）治理目标及任务 

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总体目标是：建立起相对完

善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综合治理防治体系和监督管理体系，在基本

掌握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的分布状况与危害程度的基础上，对矿山地质

环境问题进行综合治理，最大限度消除矿山地质环境问题；避免和减

少评估区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实现矿业开发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

协调发展。 

2.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恢复的主要任务是对矿山开发建设

的生态环境保护、矿山地质灾害监测与防治。防治对象主要包括露天

采场、废石堆场、表土堆场、工业场地及矿区道路。本年度具体任务

为： 

（1）露天采场：矿山开采过程中严格按开发利用设计开采，注

意边坡角，对露天采场边坡实施监测措施，发现危岩体及时组织人员

进行清理，生产期间采取边采边治的原则。 

（2）工业场地：矿山开采过程中，有序堆放滞销成品，清运生

产生活垃圾，平整场地，覆盖表土，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3）矿区道路：建设开采工程中，根据《初步设计》和《安全设

施设计》等国家规范性文件，合理布局路面宽度、坡度、排水沟和土

挡等，成型后洒水、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4）其它区域，如矿山道路两侧边坡治理，建设厂房、生活区

周围防洪设施等：建设健全的排水系统和防洪设施。 

（三）治理内容 



1.重点防治区：露天采场 

复工后进行恢复治理工作，边生产边治理，预计年末采剥总面积

为 7000㎡，计划按实际形成的采剥面积进行恢复治理。 

（1）地质环境问题 

露天采场边坡可能发生崩塌地质灾害，露天采场对地形地貌景观

影响程度严重；破坏土地资源类型其他草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严

重。 

（2）防治措施 

a.矿山在开采的过程中，在露天采场周围设置网围栏和警示牌。 

b.并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监测，发现地质灾害隐患，及时组织人

员进行清除隐患。 

c.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削坡整形。 

2. 次重点防治区：工业场地 

（1）地质环境问题 

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滞销成品无序堆放，影响了原有的地貌景

观、压占了土地资源。 

（2）防治措施及步骤 

a.平整滞销成品堆场，洒水降尘，美化外观。 

b.清运无序堆放的成品，恢复原来的地形地貌。 

c.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3.一般防治区：矿山道路 

（1）地质环境问题 



影响地貌景观、压占土地资源 

（2）防治措施 

a.平整路面，洒水降尘。 

b.路边设置梯形土挡（高 0.8米，顶宽 0.6米）。 

c.设置安装安全警示标识。 

d.道路两侧及土挡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被。 

4.一般防治区：其它区域 

因矿山道路、厂房位于矿区，边坡治理和夏季防洪是环境治理重

点工作。 

（1）地质环境问题 

影响地貌景观、压占土地资源 

（2）防治措施 

a.清理矿山道路两侧边坡及浮石，重大危险区域进行削坡、降段

和分台阶处理，必要时进行爆破，增加边坡坡度。 

b.在厂房和生活设施周围建设防洪设施，消除隐患点。 

四 基金提取使用计划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的有关规定，采矿权人必须与辖

区盟市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签定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责任书，并依法缴存

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基金金额不得低

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所需费用；采矿权人用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所需费用，可列入生产成本。 

2019年我公司缴纳恢复治理保证金 63万元，根据本年度治理计



划预估测算，2024 年度计划提取基金 14.19 万元。估算表如下： 

治理区域 区域级别 时间 面积㎡ 单价（元） 总额（元） 

露天采场 重点 
二季度 3500 15 52500 

三季度 3500 15 52500 

工业场地 次重点 
二季度 629 10 6290 

三季度 629 10 6290 

矿山道路 

一般 

二季度 1000 8 8000 

三季度 1000 8 8000 

其它区域 
二季度 500 8 4000 

三季度 500 8 4000 

   说明：我矿山每年生产时间较短，治理工作计划在第二、三季度完成。 

                    

阿拉善左旗鑫金源矿产有限责任公司 

                           2024年 3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