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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评审表

项目名称
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王洼煤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实施单位 宁夏王洼煤业有限公司

报告编制单位 宁夏回族自治区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

评审轮次 第一轮评审

2025年 5月 29日，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组织召开了《宁夏王

洼煤业有限公司王洼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以下简称

《方案》）审查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土地复垦、预算等专业领域的专

家，以及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处、耕地保护监督处、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处、

国土资源调查监测院、报告申请单位和编制单位相关人员参加了会议。专

家组在提前审阅《方案》报告及相关附件、现场听取汇报后，提出了详细

修改意见。耕地保护监督处对《方案》中耕地保护内容进行了审查，矿产

资源保护监督处对《方案》中资源开发利用以及绿色矿山建设相关内容进

行了审查，提出了修改意见。报告编制单位按照各方提出的修改意见认真

修改。2025年 6月 18日，评审专家组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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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并经过质询、讨论，

形成以下审查意见：

一、基本情况

王洼煤矿位于固原市彭阳县王洼镇。地理坐标为：东经 106°36′34.76″～

106°40′01.48″，北纬 36°08′29.59″～36°15′30.90″。采矿权面积 35.8837km2，

开采标高为+1550 米至 550 米，开采方式为井工开采，设计可采储量为

326.268Mt ，设计生产能力为 600万吨/年，属于大型矿山，设计服务年限

为 50年。

二、审查意见

（一）该《方案》较全面的收集了矿山范围内气象、水文、地形地貌、

地质构造、水工环地质、岩土工程、地震、基础地质、地质灾害、土地利

用现状，以及矿山勘查、设计、开发利用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地质环境



条件、地质灾害及土地损毁情况调查等工作，完成野外调查点 120个，拍

摄照片 80张，调查路线 3条，收集资料 15份，编制专业图件 6张，文字

报告 1份。完成的实物工作量满足方案编写要求，取得的基础资料翔实可

靠。

（二）地质环境评估及适用年限：该地区的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

度为复杂，评估区重要程度为重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确定为一级评

估，评估区面积57.0281km2。《方案》服务年限共50年，其中包括生产期

40.3年，稳沉期2.7年，复垦期1年，管护期6年，《方案》的评估定级正确，

适用年限适宜。

（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

1.通过地质环境调查工作，基本查明矿山地质环境条件和矿山地质环

境问题，并就采矿活动对地质灾害、地下含水层、地形地貌景观和水土环

境污染等四个方面的影响进行了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现状条件下，评

估区发育的地质灾害为采空塌陷，现状危害程度小，危险性中等；地下含

水层破坏影响程度为严重；塌陷区对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重，工业场

地、洗煤厂、炸药库对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较严重；采矿活动对水土环

境污染影响为较轻。预测评估，采空塌陷地质灾害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影响

程度为灾害发育程度强，危害程度大，危险性大；采矿活动对地下含水层

破坏影响程度为严重；塌陷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严重，工业场

地、洗煤厂、炸药库、上湾风井场地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程度为较严重，

其他区域对地形地貌的影响程度为较轻；采矿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影响为

较轻。《方案》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采用的方法和评估程序正确，评

估结论可信。

2.根据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类型的差异及其影响评估结果，结合矿山地

质环境条件，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区域划分为重点防治区（面

积3676.0155hm2）、次重点防治区（面积75.1142hm2）和一般防治区（面

积1951.6753hm2）。分区原则明确，分区合理，重点突出。

3.矿山地质环境保护预防工程量：设置警示牌44个，搬迁农村宅基地

180户。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工程量：地裂缝填充424.7195万m3，地裂缝夯实

424.7195万m3，混凝土石门修筑186.94m3，浆砌块石石门修筑76.22m3，矸



石回填井口109515.62m3，建筑物拆除清运180.2039万m3，迹地清理20.2769

万m3。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量：地质灾害监测点48个，含水层监测点打

井3个，地形地貌监测点70个，水土环境监测点3个，地质灾害监测巡查48000

次，含水层监测点监测220次，地形地貌监测点巡查11000次，土壤污染监

测巡查220次。工程量基本合理。

（四）土地复垦

1.现状条件下，煤矿开采造成土地已损毁总面积为875.2559hm2，压占

区面积69.6096hm2，塌陷区面积805.6463hm2，已损毁地类包括水浇地、旱

地、果园、其他园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他林地、天然牧草地、人

工牧草地、其他草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农村宅基地、科

教文卫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公路用地、农村道路、水库水面、水工建筑

用地、设施农用地、裸土地；预测煤矿开采造成土地拟损毁总面积为

3751.1297hm2，其中塌陷区面积3676.0155hm2，压占区面积75.1142hm2；拟

损毁地类包括水浇地、旱地、果园、其他园地、乔木林地、灌木林地、其

他林地、天然牧草地、人工牧草地、其他草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工

业用地、采矿用地、城镇住宅用地、农村宅基地、科教文卫用地、公用设

施用地、公园与绿地、特殊用地、铁路用地、公路用地、城镇村道路用地、

农村道路、水库水面、水工建筑用地、设施农用地、裸土地。《方案》中

土地损毁评估方法和评估程序正确，评估结论可靠。

2.《方案》从技术、经济两个方面对矿山土地复垦进行了可行性分析，

依据矿山所在地区土地利用现状和所占土地类型、土地损毁情况，确定本

次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 3751.1297hm2 （其中塌陷损毁面积

3676.0155hm2，压占损毁75.1142hm2）。按照因地制宜的原则确定对矿区

内各评价单元最终复垦方向保持原地类或高于原地类复垦，并对矿区水土

资源平衡进行了分析，提出的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比较合理。

3.土地复垦工程量：土地复垦总面积为3751.1297hm2，最终复垦方向

为水浇地0.4059hm2，旱地1017.3500hm2，果园4.0945hm2，其他园地

3.9009hm2，乔木林地296.2457hm2，灌木林地330.1103hm2，其他林地

668.0069hm2，人工牧草地1271.5601hm2，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0.4747hm2，

工业用地57.3881hm2，采矿用地1.4891hm2，城镇住宅用地3.8454hm2，农



村宅基地21.1789hm²,公用设施用地0.8134hm²,公 园与绿地1.3656hm²,

科教文卫用地1.7189hm², 特殊用地0.1563hm², 铁路用地0.0297hm², 公路

用地0.6930hm²,城镇村道路用地2.1965hm²,农村道路58.4626hm²,水库

水面2.8707hm²,水工建筑用地1.0004hm²,设施农用地5.7720hm²。 土地复

垦原则正确，目标任务定位准确，工作部署合理 。

(五) 《方案》 估算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费用

64082.16万元， 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静态费用41759.44万元； 土地复垦静

态投资22322.72万元，静态亩均投资3967.29元。 近期静态总费用28855.24

万元， 其中矿山地质环境治理静态费用23277.58万元， 土地复垦静态费用

5577.66万元 。

(六) 《方案》 制定了阶段性地质环境保护与复垦计划，要求采矿权

人在矿山开采过程中，结合“绿色矿山”的开采理念，按照“边开采， 边洽理、

边恢复”的原则，在各阶段对已出现的地质环境破坏及土地损毁问题严格按

照计划及时进行恢复治理工作 。

三、 审查结论

该《方案》 达到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指南》 及

相关技术标准的要求，编制格式规范，提出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

垦工程量合理，工程措施及技术方法可行， 经费估算可满足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和土地复垦的要求，为王洼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提供了

依据。 专家组一致同意通过评审，并提交采矿权人使用 。

专家组长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