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左旗乌⼒吉苏⽊呼特勒苏海萤⽯矿
2024年度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计划》
第⼀章 矿⼭企业概况

第⼀节 矿区基本情况概述

阿左旗乌⼒吉苏⽊呼特勒苏海萤⽯矿位于内蒙古阿拉

善地区沙拉扎⼭北侧，⾏政区划属于阿拉善左旗乌⼒吉苏⽊

管辖。矿区距乌⼒吉苏⽊距离约 36km，距旗政府所在地巴

彦浩特镇约 260km，S312省道从矿区⻄侧通过，由 8km的

进矿道路连接，地理坐标为：东经 104°21′45″～104°22′02″，

北纬 41°02′34″～41°02′53″。

矿区地处沙扎拉⼭北侧，⼭势呈南北⾛向，最⼤海拔标

⾼ 1259m，最低海拔标⾼ 1245m，相对⾼差 18m。地形起伏

不⼤，周围沙漠连绵，⻛成砂呈新⽉型沙丘及沙链。本区⼤

地构造位置⾪属于华北准地台阿拉善台块中⼀新⽣代断陷。

地层区划属阿拉善地层区，巴丹吉林地层分区。出露地层为

⽩垩系和第四系。岩浆活动较激烈，出露有中⼀基性⽕⼭喷

出岩、脉岩，受岩浆热液作⽤影响，萤⽯矿即赋存于隐晶质

⽯英(⽯髓)脉岩中。矿区为⼀⾛向近北⻄，倾向北东，倾⻆

7~10°的单斜构造。断裂构造发育，岩⽯破碎。含萤⽯的⽯髓

脉产于灰⽩⾊构造⻆砾岩中，沿南北向断裂带产出，倾⻆ 85

°，紫红⾊安⼭岩在地表⻛化后呈红⼟状，构造难以观察。

第⼆节 矿⼭基本情况概述

内蒙古⾃治区阿拉善左旗乌⼒吉苏⽊呼特勒苏海萤⽯



矿，采矿权⼈：阿拉善盟景⾈矿业有限公司；采矿权⼈地址：

内蒙古⾃治区阿拉善盟阿左旗；公司类型：有限公司；开采

矿种：萤⽯（普通）；开采⽅式：露天开采；⽣产规模：1万

t/a；开采深度：由 1230m⾄ 1200m标⾼；采矿许可证号：

C1529002009096130037284；设计服务年限：3.1 年；矿区

范围由 4个拐点圈定，矿区为⼀矩形，南北⻓约 600m，东

⻄宽约 400m，矿区⾯积：0.24km²。

表 1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号
国家 2000坐标系

X Y

1 4546163.4318 35446425.7545

2 4546163.4306 35446825.7659
3 4545563.4182 35446825.7641
4 4545563.4194 35446425.7627

标⾼：从 1230m⾄ 1200m

本矿⼭累计查明资源量(333)4.12万 t。2011年前动⽤资

源量(333)0.22万 t，截⽌ 2018年末矿⼭保有资源量(333)3.9

万 t,2018年⾄今，本矿⼭还未正式进⾏开采年⾄今未进⾏⽣

产，⽬前矿⼭处于基建阶段。本矿⼭设计⽣产能⼒ 1万 t/a，

产品⽅案主要为含萤⽯的⽯髓，服务年限为 3.1a。设计开采

⽅式为⼭坡露天转凹陷露天开采，⾃上⽽下分台阶式开采。

阿左旗乌⼒吉苏⽊呼特勒苏海萤⽯矿原⾪属于阿拉善

盟祥和矿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阿拉善盟祥和矿产开发有限

责任公司成⽴于 2006年 3⽉ 23⽇；阿左旗乌⼒吉苏⽊呼特



勒苏海萤⽯矿 2006年提交了《蒙古⾃治区阿拉善左旗乌⼒

吉苏⽊呼特勒苏海萤⽯矿资源普查报告》，阿国⼟资储备字

【2006】4号，由阿拉善盟国⼟资源局评审备案。

2021年4⽉7⽇阿左旗乌⼒吉苏⽊呼特勒苏海萤⽯矿拍

卖，由乌鲁⽊⻬丽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获得所有。本矿⼭

2023年 5⽉份乌鲁⽊⻬丽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已

将采矿权变更⾄全资⼦公司阿拉善盟景⾈矿业有限公司（⼦

公司）。2024年 2⽉份我公司已申请报备深部勘察现处于公

示阶段，今年将进⾏⼤量的坑探和钻探⼯程，将储量提升到

中⼤型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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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于 2022年 6⽉委委托内蒙古绿川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编制了《乌鲁⽊⻬丽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阿左旗乌

⼒吉苏⽊呼特勒苏海萤⽯矿矿⼭地质环境保护与⼟地复垦

⽅案》，本⽅案适⽤期为 5年（2022年 7⽉~2027年 6⽉），

基准期根据国⼟资规[2016]21号⽂规定，⽅案基准期以该⽅

案批准之⽇算起，暂定本⽅案基准期为 2022年 7⽉。

依据矿⼭地质环境类型、分布特征及其危害，矿⼭地质

环境影响现状和预测评估结果，矿⼭地质环境影响⾯积为

24hm²，对照《规范》附录 F，确定本矿⼭矿⼭地质环境保



护与恢复治理划分为重点防治区、次重点防治区和⼀般防治

区。重点防治区为露天采场，次重点防治区包括排⼟场、表

⼟堆放地、⼯业场地；⼀般防治区为矿区道路和评估区其它

区域。

本矿⼭露天开采建设项⽬复垦区包括露天采场、⼯业场

地、排⼟场、表⼟堆放场及矿区道路范围，复垦区总⾯积共

4.7974hm²，评估区其他区域则为⽣产建设不损毁区域。

表 2 复垦区拐点坐标表（2000国家⼤地坐标系）
项⽬名

称

拐点

编号
X Y

拐点

编号
X Y

露天

采场

1 4545987.409 35446534.87 11 4545606.858 35446509.34
2 4545950.901 35446529.15 12 4545648.006 35446502.99
3 4545926.263 35446525.98 13 4545709.728 35446506.67
4 4545895.813 35446527.97 14 4545730.81 35446511.63
5 4545864.16 35446544.01 15 4545793.167 35446516.33
6 4545801.803 35446563.82 16 4545843.332 35446501.47

7 4545726.111 35446559.76 17 4545886.258 35446480.51
8 4545700.33 35446553.92 18 4545929.184 35446478.35
9 4545648.641 35446550.49 19 4545955.092 35446480.89
10 4545611.557 35446552.52 — — —

⼯业场

地

1 4545992.431 35446550.23 6 4546076.082 35446567.43
2 4546005.067 35446569.53 7 4546076.24 35446656.2
3 4545980.239 35446585.79 8 4546005.343 35446656.33
4 4545957.887 35446589.41 9 4546005.184 35446567.55
5 4545953.759 35446568.26 — — —

排⼟场
1 4545624.662 35446635.17 4 4545695.519 35446616.78
2 4545624.451 35446566.75 5 4545655.409 35446635.09
3 4545695.519 35446566.94 — — —

表⼟堆

放场

1 4545624.451 35446566.75 3 4545614.663 35446635.2
2 4545624.662 35446635.17 4 4545614.451 35446566.73

矿区

道路

1 4545578.969 35446425.763 26 4546163.431 35446579.571
2 4545586.141 35446461.723 27 4546130.362 35446604.177
3 4545582.144 35446520.568 28 4546101.787 35446629.048
4 4545581.782 35446564.193 29 4546073.212 35446652.860
5 4545585.584 35446600.737 30 4546057.602 35446661.856



6 4545592.992 35446624.815 31 4546039.345 35446664.237
7 4545599.810 35446637.869 32 4546019.766 35446663.444
8 4545613.645 35446648.512 33 4545940.920 35446650.744
9 4545628.568 35446654.481 34 4545873.980 35446640.160
10 4545641.791 35446654.522 35 4545808.893 35446634.869
11 4545660.918 35446649.418 36 4545762.333 35446628.503
12 4545681.810 35446638.224 37 4545731.548 35446627.784
13 4545694.480 35446629.814 38 4545703.853 35446633.281
14 4545724.467 35446621.061 39 4545676.336 35446647.833
15 4545753.200 35446619.508 40 4545658.080 35446658.152
16 4545797.525 35446625.692 41 4545639.824 35446662.121
17 4545860.206 35446630.143 42 4545623.773 35446660.560
18 4545901.762 35446636.192 43 4545605.428 35446651.802
19 4545937.745 35446641.748 44 4545594.051 35446638.573
20 4546010.506 35446654.712 45 4545583.452 35446619.393
21 4546036.964 35446657.358 46 4545576.580 35446589.737
22 4546053.898 35446654.977 47 4545573.678 35446545.175
23 4546075.858 35446643.865 48 4545575.001 35446489.877
24 4546112.106 35446614.231 49 4545575.727 35446452.271
25 4546147.296 35446584.333



表 3 本矿⼭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表

分区名称 亚区名称 ⾯积(hm2) 预测的矿⼭地质环境问题 防治措施

重点防治区 露天采坑 2.2099
地质灾害规模中等，发⽣的可能性较⼤，影响程度较严重；对含

⽔层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程度严重；对⽔⼟环

境污染程度较轻、对⼟地造成重度损毁。

监测措施、警示措施、截排⽔措施、清理危岩体、

⼟地复垦措施等

次重点防治区

⼯业场地 0.7458
地质灾害不发育；对含⽔层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程度较严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严重；对⼟地造成中度

损毁。

监测措施、警示措施、截排⽔措施、复垦措施等

排⼟场 0.4477
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严重；对含⽔层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

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轻；对⼟地造

成中度损毁。

监测预警措施，包括含⽔层、地形地貌景观和⼟地

植被资源等⽅⾯。

表⼟堆放场 0.0684
地质灾害影响程度较严重；对含⽔层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

貌景观影响程度较严重；对⽔⼟环境污染程度较轻；对⼟地造

成中度损毁。

播撒草籽，防治⽔⼟流失

⼀般防治区

矿区道路 1.3256 地质灾害不发育；对含⽔层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程度较轻；对⽔⼟环境污染程度较轻；对⼟地造成中度损毁。

注意监测，防⽌矿⼭⽣产垃圾、⽣产污⽔的跑冒滴

漏现象。

评估区其他区

域
19.2026

矿区地质灾害不发育，对含⽔层影响程度较轻，对地形地貌景

观影响程度较轻，⽔⼟环境污染程度较轻，未对⼟地造成损毁。

监测预警措施，包括含⽔层、地形地貌景观和⼟地

植被资源等⽅⾯，尽量保持该区原始地形、地貌及

植被景观。
合计 24.00



第⼆节 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程量

矿⼭地质环境保护与⼟地复垦预防⼯程主要有设⽴⽹

围栏、警示牌，对露天采场共设置⽹围栏 1075m，⽹围栏⾼

1.8m,共每隔 100m设置⼀块警示牌，设置 10块，排⼟场设置

2个警示牌，表⼟堆场设置 1块，共设置 13块警示牌。

表 4 矿⼭⼟地复垦⼯程量
复垦区域 ⼯程项⽬ 单位 ⼯程量

表⼟剥离区域 表⼟剥离 m3 10294.20

露天采场

回填 m3 58400.00

削坡 m3 296800

表⼟覆盖 m3 5768
⼟地平整 m3 5768
撒播草籽 hm2 1.92

排⼟场

清理 m3 49500

表⼟覆盖 m3 1343

⼟地平整 m3 1343

撒播草籽 hm2 0.45

⼯业场地

砌体拆除 m3 288

清理 m3 8988

覆⼟ m3 2237

平整 m3 2237

撒播草籽 hm2 0.75

表⼟堆放场
⼟地平整 m3 205
撒播草籽 hm2 8.4

矿区道路
⼟地平整 m3 3977

撒播草籽 hm2 1.33



表 5 矿⼭地质灾害治理⼯程量表
⼯程项⽬ 单位 ⼯程量
挡⽔围坡 m3 826
截排⽔沟 m 1323

排⼟场边坡整形⼯程 m3 3773
排⼟场护坡⼯程 m2 4641

表 6矿⼭地质环境监测⼯程量表
监测阶
段

监测 内容
位置

监测点数
量

监测频率（年
/次）

监测年份 总⼯程量
（次）监测类型 检测项⽬

近期(3a)

地质灾害监测 崩塌（滑坡） 边帮 12 14 3 504

含⽔层监测
⽔位 全区 1 4 3 12

⽔质全分析 全区 1 1 3 3
⽔质简分析 全区 1 4 3 12

第三节 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作部署

近期治理规划时限为5年（2022年 7⽉〜2027年6⽉），

具体⼯作部署如下：

1、 在露天采场及其影响范围外围设⽹围栏，并使之随

⽣产进度适时移动；在采空区上部设⽴警示牌，对排⼟场周

边设置安全挡墙，以免发⽣地质灾害时造成⼈身财产损失。

2、 对排⼟场设置挡⽔围梗，对露天采场和排⼟场设置

截排⽔设施。

3、 矿⼭开采结束后对露天采场、排⼟场、⼯业场地、

表⼟堆放场实施⼟地复垦⼯程。

4、 定期进⾏地下⽔⽔位监测、⽔质检测，并进⾏分析、

汇总。

5、 对矿区⽣产⽣活产⽣的固体废弃物尽量综合利⽤，

不能利⽤的合理集中堆放、集中处置。

第四节 经费估算与进度安排

近期 5年（2021年 2⽉-2026年 2⽉）本矿⼭治理措施

为:在推进⼯作⾯及其影响范围外围设⽹围栏，并使之随⽣产



进度适时移动；对排⼟场进⾏植被恢复,在露天采场及排⼟场

设⽴警示牌；闭坑后对采场及时进⾏回填、平整，并恢复植

被；对排⼟场实施护坡措施并进⾏监测；定期进⾏地下⽔⽔

位监测、⽔质检测；结合主体对近期地质环境保护与⼟地复

垦⼯作进⾏安排，具体⻅表 7。

表 7 近期各年主体⼯程以及地质环境、⼟地复垦⼯程进度安排

年度
⼯程内容

地质环境保护 ⼟地复垦 监测与管护

2022.7-2023.6

进⾏地质灾害预防巡视⼯作，建⽴、实施

矿⼭地质环境监测；在露天采场、排⼟场、

表⼟场设⽴警示牌；在在采场外围设⽹

围栏。排⼟场和采场设置截排⽔设施；形

成规模的排⼟场边坡进⾏护坡整形、护

坡⼯程；平台设置挡⽔围梗；

全站场进⾏表⼟剥

离⼯程； 每年对地质环境保

护区域进⾏崩塌、滑

坡观测及测量、地下

⽔监测、含⽔层⽔质

变化；每年对⼟地复

垦区域进⾏⼟地损

毁监测、⼟地质量监

测、复垦植被监测、

⼈⼯管护。

2023.7-2024.6
形成规模的排⼟场边坡进⾏护坡整形、

护坡⼯程；平台设置挡⽔围梗；

对新增⼯业场地占

地进⾏表⼟剥离；

2024.7-2025.6
形成规模的排⼟场边坡进⾏护坡整形、

护坡⼯程；平台设置挡⽔围梗；

主要为草地植被恢

复措施。

2025.7-2026.6 矿⼭开采结束
各站场全⾯实施复

垦⼯程。

2026.7-2027.6 — —

第三章 上年度矿⼭地质环境保护与⼟地复垦总结

第⼀节 上年度已完成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

区域

2023年对全矿区多年遗留未治理的⾤坑探坑进⾏了全

⾯治理.

第⼆节 上年度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具体内

容及采取的有效措施

1.对矿区内 4个探坑进⾏了回填并覆⼟，⾯积：6000m²。



2.对矿区内地质钻孔平台及回⽔池进⾏了清理、回填、覆

⼟，⾯积：4000m²。

3.对矿区内⼯业⼴场进⾏了清理。⾯积：1000m²

4.增加可视界桩 8个。

5.对⾸⾤区安全设计 1200验收平台设置⽹围栏

300m,1.0m×O.8m×0.6m的挡⽔墙 320m，2.2m×0.8m的排

⽔沟 200m。

6.在矿区道路进出⼊⼝、交叉路⼝、⼯业⼴场、维修⻋间

等设置警示牌 28块。

第三节 上年度基⾦提取情况及基⾦使⽤情况

2022年度我公司存⼊基⾦ 32万元，2023年度治理⼯程

共花费 10万元，申请提取 10万地质环境治理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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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年度我矿⼭未有⽣产计划，主要进⾏基础建设活动。

第⼆节 本年度应开展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

区本年度主要治理区域为采探区，治理区域坐标⻅表 8。

表 8 2023年度矿⼭地质环境治理坐标范围
单元名称 拐点编号 X Y

⾤探区⼀

1 4546163.431 446501.519

2 4545835.028 446501.519

3 4545835.027 446425.759

4 4546163.432 446425.755

采探区⼆

1 4546163.431 446641.510

2 4546034.125 446641.510

3 4546034.278 446726.190

4 4546163.062 446726.080



第三节 本年度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作部
署

第⼀季度：由于天⽓寒冷，矿区处于停⼯停产状态，第

⼀季度以地质灾害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地下⽔、地下⽔⽔

质监测为主。

第⼆季度：对采探区遗留坑体进⾏回填、平整、覆⼟、

植被恢复等⼯程，对矿⼭地质灾害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地

下⽔、地下⽔⽔质进⾏监测。

第三季度：对采探区进⾏回填、平整、覆⼟、植被恢复

等⼯程，对矿⼭地质灾害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地下⽔、地

下⽔⽔质进⾏监测。

第四季度：根据我矿基建⼯作的实际情况，计划于 11⽉

底以前停⽌基建作业，矿区停⼯停产，员⼯轮流放假，第四

季度计划对采探区（泥浆坑）进⾏回填、平整、覆⼟等⼯程

以及地质灾害和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地下⽔、地下⽔⽔质监

测。

第四节 本年度矿⼭地质环境治理与⼟地复垦计划完

成⼯程量

表 9 2023矿⼭环境治理计划表

时间段 复垦单元 复垦措施 单位 ⼯程量 检测 经费

2024年4⽉～2024年6⽉ 采探区

平整 m³ 80

40次 6万元覆⼟ m³ 80

植被⼯程 km² 0.3

2024年7⽉～2024年9⽉ 采探区
平整 m³ 80

40次 7万元
覆⼟ m³ 80



第五节 本年度基⾦拟提取情况及基⾦拟使⽤计划

2023年度我公司地址环境治理基⾦账户剩余 7万元，

2024年度我公司计划存⼊地址环境治理基⾦ 10万元，账户

共计 17万元，根据地质环境治理计划统计的⼯程量，经估算

本年度矿⼭地质环境治理费⽤为 16万元，预计治理费⽤全部

由矿⼭地质环境治理基⾦列⽀。

阿拉善盟景⾈矿业有限公司

2024年 3⽉ 19⽇

植被⼯程 km² 0.3

2024年10⽉～2024年12⽉
钻探区

（泥浆坑）

平整 m³ 38

40次 3万元覆⼟ m³ 38

植被⼯程 km² 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