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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一、项目的由来及目的任务

1、项目的由来

2022年 9 月，由于强降雨天气引起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东

西边帮界外出现多处裂缝，存在安全隐患，影响界内安全生产。2023

年 6月办理了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治理项目备案，6月 9日办理

了治理项目林草及用地手续，并进行了界外安全隐患的削坡治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为了恢复和重塑地形地貌景观、恢复

土地植被资源，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于 2024年 7月委托内蒙古

慧心咨询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在现状调查的基础上，承担《鄂托克旗千

里沟卧龙煤矿界外区域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的编制

工作。

2、工作目的

通过编制《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界外区域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工程实施方案》，为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界外削坡区域地质

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提供科学依据，通过施工改善治理区地质环境现

状，恢复和重塑治理区内的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土地植被资源，最大

程度减轻矿山开采活动对地质环境的影响，使诸多地质环境问题得到

一定程度的解决，最终实现该治理区域社会效益、环境效益以及经济

效益的和谐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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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方案编写依据

1、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主席令第 28号），2017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9 号），2014

年 4月 24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主席令第 74号），1996

年 8月 29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主席令第 39号），2010

年 12月 25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国务院令第 256

号），1998年 12月 27日；

（6）《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号），2003年 11

月 2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自 2004年 3月 1日起施行；

（7）《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第 592号），2011年 2月 22

日；

（8）《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国土资源部令第 56号），2013

年 3月 1日实施；

（9）《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国土资源部令第 44号），2009

年 2月 2日；

（10）内蒙古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

例》，2012年 3月 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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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依据

（ 1）《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DZ/T0223-2011）；

（2）《岩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2001）；

（3）《土地复垦技术标准》；

（4）《土地复垦工程工程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5）《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GB/T 40112-2021）；

（6）《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07）；

（7）《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

内财建[2013]600号。

3、相关基础技术资料

（1）治理区 1：2000实测地形图；

（2）治理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3）《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

案（露天部分）》，2020年 8月，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

（4）治理区正射影像图；

（5）其他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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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第一节 矿区地理位置

东经 107°01′07″~107°01′56″，

北纬 39°41′28″~39°44′20″；

中心点坐标：东经 107°01′23″，北纬 39°42′54″。

卧龙煤矿西北距包兰铁路碱柜站约 30km，西距乌海北站约

15km，均有砂石公路与之相通。此外，矿区西距 110国道（北京~西

宁）约 20km，南距 109国道（北京~拉萨）约 50km，均有柏油公路

与之相通。沿 G109 国道向东约 298km可到鄂尔多斯市东胜区，与

G210国道（包头~南宁）、S213省道（包头~府谷）、包神铁路（包

头~神木北）等交通干线相接。上述公路均为柏油路面，且各苏木、

乡镇间均有乡间简易砂石公路相通

1、位置与交通

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位于桌子山煤田千里山-库里火沙兔普

查区南部（图 1-1），行政区划隶属于鄂托克旗蒙西镇，具体位于蒙

西镇千里沟巴音温都尔嘎查境内。矿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地理坐

标为：

。

由此可见卧龙煤矿周边地区公路、铁路畅通（图 1-1），交通条

件便利，为煤炭及加工产品的外运和其它生产建设物资的运输提供了

方便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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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交通位置图

第二节 矿山简介

2008年 10月 8 日千里沟卧龙煤矿取得地下开采方式的采矿许

可证。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于 2023年 6月 19日为卧龙煤矿办理

采矿许可证延续，卧龙煤矿基本信息如下：

矿山名称：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

采矿权人：鄂 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

地址：鄂托克旗千里沟；

经济类型：私营企业；

开采矿种：煤；

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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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规模：120万吨/年；

矿区面积：1.0343km2；

有效期限：2年，自 2023年 6月 19日～2025年 6月 19日。

采矿许可证证号：C1500002011071120115580，

采矿许可证范围由 32个拐点圈定，开采深度 1665m至 1225m标

高，各拐点坐标见表 1-1。

表 1-1 采矿许可证拐点坐标一览表
拐点

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拐点

编号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X Y X Y

1 4401105.2885 36415894.6795 17 4397366.2153 36416334.7009

2 4401040.2883 36415914.6796 18 4397368.2153 36416312.7008

3 4400478.2763 36416022.6799 19 4397598.2262 36416312.7007

4 4400478.2764 36416204.6906 20 4397600.2261 36416234.7004

5 4398901.2510 36416433.7013 21 4398120.2279 36416238.7004

6 4398900.2508 36416314.7008 22 4398135.2279 36416134.7000

7 4398120.2381 36416378.7010 23 4398900.2506 36416134.6902

8 4397600.2263 36416378.7009 24 4398902.2506 36416064.6899

9 4397598.2263 36416434.701l 25 4399680.2634 36416064.6900

10 4397366.2155 36416475.7115 26 4400246.2754 36416002.6798

11 4396652.2131 36416664.7127 27 4400465.2762 36415964.6797

12 4396647.2030 36416634.7126 28 4400460.2762 36415921.6796

13 4395800.1902 36416996.7247 29 4400655.2769 36415884.6794

14 4395778.1899 36416794.7239 30 4400672.2769 36415898.6795

15 4396640.2028 36416482.7121 31 4400828.2775 36415898.6795

16 4396647.2029 36416472.7120 32 4401089.2885 36415844.6793

第三节 本方案治理区域

本次实施方案主要针对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界外削坡区域

进行治理，界外区域共有 2处，分别位于矿区采矿许可范围外的东南

部和西南部，占地面积分别为 149493m2和 156698m2，总占地面积

306191m2，2处治理区域拐点坐标及面积详见表 1-2，相对位置关系

图见图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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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本方案治理区域拐点坐标及面积一览表

治理区

名称

拐点

编号
X Y

拐点

编号
X Y

面积

（m
2
）

东南治

理区

（ZL1)

1 4397506.49 36416464.54 37 4396561.41 36416791.98

149493

2 4397508.24 36416474.47 38 4396537.25 36416802.58

3 4397493.06 36416483.96 39 4396503.23 36416818.81

4 4397475.39 36416492.43 40 4396487.00 36416822.36

5 4397452.46 36416502.36 41 4396476.11 36416824.81

6 4397422.82 36416512.87 42 4396458.10 36416832.15

7 4397389.53 36416524.99 43 4396431.20 36416840.15

8 4397349.96 36416536.23 44 4396395.41 36416851.71

9 4397289.22 36416560.18 45 4396343.17 36416866.16

10 4397220.74 36416587.78 46 4396299.37 36416880.61

11 4397197.08 36416594.93 47 4396286.92 36416888.17

12 4397178.83 36416594.79 48 4396260.93 36416905.67

13 4397166.28 36416598.14 49 4396216.74 36416937.03

14 4397088.16 36416627.93 50 4396174.40 36416969.68

15 4396980.98 36416660.35 51 4396157.72 36416986.07

16 4396963.32 36416660.35 52 4396109.68 36417002.46

17 4396950.32 36416662.39 53 4396051.37 36417021.28

18 4396927.54 36416670.28 54 4396044.10 36417020.85

19 4396872.93 36416690.13 55 4396023.28 36417020.57

20 4396855.70 36416690.13 56 4395999.76 36417019.14

21 4396818.25 36416703.35 57 4395973.10 36417017.29

22 4396794.74 36416712.11 58 4395961.84 36417012.02

23 4396789.19 36416716.78 59 4395947.30 36417004.75

24 4396784.96 36416727.15 60 4395930.34 36416996.05

25 4396776.64 36416734.45 61 4395913.66 36416990.06

26 4396755.61 36416743.79 62 4395904.96 36416984.64

27 4396725.24 36416754.89 63 4395897.48 36416974.35

28 4396709.91 36416760.59 64 4395892.08 36416965.62

29 4396676.33 36416773.29 65 4395889.12 36416958.71

30 4396662.89 36416775.48 66 4395889.12 36416958.71

31 4396648.73 36416774.46 67 4396647.20 36416634.71

32 4396638.36 36416774.02 68 4396652.21 36416664.71

33 4396623.03 36416775.48 69 4397366.22 36416475.71

34 4396616.61 36416773.58 70 4397500.76 36416451.93

35 4396610.47 36416772.41 71 4397500.76 36416451.93

36 4396586.38 36416782.49

西南治

理区

（ZL2)

1 4397410.23 36416306.48 17 4396113.68 36416573.06

156698

2 4397358.66 36416271.60 18 4396013.02 36416610.19

3 4397301.11 36416224.51 19 4395955.72 36416627.38

4 4397250.53 36416237.21 20 4395950.24 36416639.34

5 4397148.38 36416263.62 21 4395940.27 36416646.56

6 4397048.22 36416287.54 22 4395885.96 36416667.74

7 4396940.34 36416313.95 23 4395885.21 3641668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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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4396908.70 36416320.93 24 4395891.69 36416729.03

9 4396718.60 36416366.02 25 4395895.26 36416752.35

10 4396600.01 36416363.28 26 4395895.26 36416752.35

11 4396579.58 36416367.02 27 4396640.20 36416482.71

12 4396517.54 36416409.87 28 4396647.20 36416472.71

13 4396504.84 36416423.08 29 4397366.22 36416334.70

14 4396411.16 36416461.45 30 4397368.22 36416312.70

15 4396321.96 36416493.34 31 4397418.86 36416312.70

16 4396237.25 36416524.73 32 4397418.86 36416312.70

合计 306191

图 1-2 治理区与矿区范围相对位置关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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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治理区自然地理及地质环境背景

第一节 自然地理

一、气象水文

1、气象

治理区位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边缘，属干旱的温带高原大陆性

气候，阳光辐射强烈，气候干燥，降水量稀少，蒸发强烈。据邻近的

乌海气象站近 20 年资料统计，年平均气温 10.1℃,最高气温 40.2℃,

最低气温-28.9℃,年降水量 54.19~357.6mm，平均为 218.6mm，且主

要集中于 7、8、9 三个月内，年总蒸发量 3132.1~3913.3mm，平均

3025.1mm。常年多风，冬春季节多刮西北风，夏秋季节多刮东南风，

平均风速 2.7m/s，最大风速可达 24m/s。昼夜温差变化较大，冻结期

可达半年之久，最大冻土深度 1.08m。无霜期近 10年平均在 208天

左右。

2、水文

治理区内大小沟谷颇为发育，均有季节性径流经过，雨季洪水过

后，一般干枯无水，持续不长，最大沟谷为前天沟，从南向北纵贯矿

区，为地表径流汇合集中向区外排泄的主要通道。

二、地形地貌

卧龙煤矿位于桌子山东麓，西侧受桌子山西缘断裂逆冲推覆作用

多为峰峦起伏的山脉，山势陡峭，东侧为丘陵地区（照片 2-1）。矿

区处于两种不同地貌的过渡区域，地形复杂，地势总体呈现南高北低

的特征，最高点海拔标高为 1667.8m，最低点位于矿区北部边界处，

海拔标高为 1600m，最大地形标高差为 67.8m。一般地形海拔在

1625~1640m之间，相对高差为 15m左右。由于地下煤矿开采的原因，

造成区内地表多处塌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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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丘陵

采区

乌海

图例

逆断层

桌

子

千里山

照片 2-1 矿区所处地形地貌

三、土壤植被

矿区所在区域是由岩石风化形成的砂砾质土，仅分布在局部低

洼、缓坡处。矿区内岩石大部分裸露地表，表土覆盖面积占矿区总面

积的 10%左右。分布在沟谷地带，土壤供肥能力差。保水力极低，PH

值 8-9，呈弱碱至碱性。

区内植被稀疏、低矮，生态脆弱，干旱少雨，冬春风大，极易形

成扬沙或沙尘暴天气。根据现状调查结果，区域主要植被类型为荒草

地植被，植被覆盖度较低；主要生长有沙蒿、珍珠猪毛菜、沙生针茅、

骆驼蓬、无芒隐子草、红砂等植物，详见照片 2-2。

照片 2-2 矿区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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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治理区地质环境背景

一、矿区地层岩性

矿区位于桌子山背斜东翼，千里山逆断层以东，周边区域上发育

赋存的地层由老至新有太古界千里山群、震旦系、寒武系、奥陶系、

三叠系、侏罗系、白垩系和第四系地层。矿区为高原侵蚀性丘陵地貌，

地表大面积被第四系覆盖，基岩沿沟谷两侧出露。根据地表出露及钻

孔揭露，矿区地层由老至新有中生界三叠系上统延长组（T3y）、侏

罗系中下统延安组（J1-2y）、侏罗系中统直罗组(J2z)、白垩系下统

志丹群（K1zd），第四系全新统(Q4)。现由老至新分述如下：

(1)三叠系上统延长组(T3y)

该组为煤系地层的沉积基底，矿区内未出露，钻孔也仅揭露其上

部岩层，据区域地层资料，该组厚度大于 200m。岩性为一套灰绿色

中、细粒砂岩，局部含砾，其顶部在个别地段发育有一层薄层杂色砂

质泥岩。砂岩成份以石英、长石为主，含有暗色矿物。普遍发育大型

板状、槽状交错层理，是典型的曲流河沉积体系的产物。矿区内有 5

个钻孔揭露，厚度为 65．88（701孔）～133，21m（101孔），平均

98．34m，未到底。

(2)侏罗系中下统延安组(J1-2y)

全矿区赋存，岩性为一套灰、深灰色砂质泥岩、泥岩、中夹煤层

和灰白色、灰色含砾砂岩、砂岩。本段岩性岩相变化大，有时砂岩相

变为泥岩或砂质泥岩，含植物碎片化石。该组为矿区内的主要含煤地

层，含 1～11煤组，1～25层煤，其中主要可采煤层为 10号煤层。

钻孔揭露地层厚度 20.71m（303孔）～273．31m（1002孔），平均

93.87m。与下伏地层呈平行不整合接触，矿区内无出露。

(3)侏罗系中统直罗组(J2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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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为矿区内含煤地层的直接上覆地层，地表无出露。下部岩性

为灰绿、青灰色中、粗砂岩，局部夹粉砂岩、砂质泥岩；上部岩性主

要为灰绿色砂质泥岩、泥岩与灰绿、黄绿色粉砂岩互层。矿区内仅 2

个钻孔赋存，地层残存厚度 11.95（1002孔）～42.51m（1003孔），

平均 27.23m。与下伏延安组呈平行不整合接触。

(4)白垩系下统志丹群（K1zd）

主要由中粗粒砂岩组成，夹泥岩、粘土岩互层，胶结疏松，矿区

中部及周边有出露，出露厚度约 10m，钻孔中未见到。与下伏地层呈

不整合接触。

(5)第四系（Q4）

风积、残坡积、冲洪积层，由砂土、亚砂土、砾石、风积沙等组

成，分布在矿区的沟谷、河槽中，地层厚度 1.50（504孔）～50.00m

（601孔），平均 13.72m。不整合于一切老地层之上。

二、岩浆岩

矿区内未见岩浆岩侵入煤系地层的现象。

三、地质构造

千里沟卧龙煤矿由于受燕山早期运动的影响，使侏罗系至早白垩

地层遭受破坏，表现为地层倒转，断层发育。从区域上看，卧龙煤矿

处于桌子山背斜东翼，千里山逆断层下盘断块。区域性大断裂一千里

山逆断层在矿区南部走向由近 SN向变为 NW～SE向，造成构造应力

的多向性，致使矿区构造复杂化，主要构造形迹如下：

（1）褶皱构造

苏亥图一长胜扭性变向变薄带：该带发育于原苏亥图煤矿南段及

原长胜煤矿北段之间，从本矿区 7～8勘查线之间通过，走向长度近

120m。地层在 7～8勘查线之间有一个倒转点，此点以北地层层序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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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煤系地层及煤层近于直立，倾角 75～85°，向西倾；变化点以南，

地层层序正常，岩煤层向东倾，地层倾角 75～85°。由于此构造的影

响，矿区地层由正常变为倒转，煤层厚度变薄，结构也发生明显变化，

裂隙发育，失去固有的完整性和硬度，变为松散的块状。但地层连续

性没有遭到根本性破坏，具有韧性剪切带的性质。

（2）断裂构造

由于千里山逆断层的逆推作用，在矿区发育 2条近东西向的平移

断层和 1条走向 NE～SW向的正断层，现简述如下：

Fl断层：位于矿区 7勘查线以北，为一近东西向的平移断层，平

移距离约 100m，区内延伸长度 143m，无钻孔控制，属初步查明断层。

F2断层：位于矿区 8勘查线以南，为一近东西向的平移断层，

平移距离约 90m。区内延伸长度 70m，无钻孔控制，属初步查明断层。

F3断层：位于矿区南部 1002和 1003号钻孔之间，为一走向NE～

SW向的正断层，倾向WS,倾角 73°，矿区内延伸长度约 200m。根据

1002、1003号钻孔揭露 10号煤层位置推断该断层落差 65m左右。该

断层在 1002和 1003号孔一线将煤层断开，对煤层起到了破坏作用，

断层东盘上升，西盘下降，属基本查明断层。

四、区域地壳稳定性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划分，该区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g，对照烈度

为Ⅷ度。应做好地震预防工作，防止地震地质灾害的发生。矿山工

程建设活动应为Ⅷ度设防。

五、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内阳光辐射强烈，气候干燥，降水量稀少，蒸发强烈。依据

勘查区的岩性特征及地下水的赋存条件，地下水主要分为第四系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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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类孔隙潜水和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承压水。

第四系松散岩类孔隙潜水：主要赋存于第四系冲洪积层，层内以

灰黄色残坡积物亚砂土、砂石、冲洪积砂、砾石为主。其主要接受大

气降雨入渗补给，排泄方式主要以蒸发为主，在地形较高处该层位一

般透水而不含水，在地形较低洼的沟谷沿岸，冲洪积层构成了松散层

潜水的主要含水层，在滑坡堆积体前缘以渗水形式出露地表或以地面

小径流的形式出现，水量受季节影响较大。根据本区以往水井调查资

料，水井坐标：X=4398468，Y=36416374，井口标高 1630m。井深

20m，地下水位埋深 17m，水深 3m，井径 0.80m，大口井河槽边。据

以往邻区资料：地下水埋深 1.30~2.68m，涌水量 0.06L/s，pH=7.4，

水质一般较好。

碎屑岩类孔隙裂隙承压水：区内岩性为黄绿色、灰色、深灰色砂

岩、砂质泥岩和煤层互层，其隔水性能良好，为形成良好的隔水层提

供地质条件。其补给源主要为区外地下水的侧向径流补给，次为上部

潜水的深部补给，在研究区北部基岩出露出直接受大气降水补给。其

径流沿地层倾向即由西向东径流，其排泄以侧向径流为主，遇断层可

形成涌泉排泄补充给冲洪积潜水。承压水仍以侧向径流排泄为主，次

为人工开采排泄。据生产详查报告可知，该区含水层的富水性弱，导

水性能较差，水质也较差，地下水的补给条件与径流条件也较差。

（二）地下水的补给、径流与排泄条件

地下水的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矿区主要为中低山区地形，地表

零星被松散物覆盖，风化裂隙较发育，有利于大气降水的渗入，地下

水补给条件较好。其径流方向多是从地形高处向低处径流，由于矿区

所处地形位置较高，有利于地下水的径流与排泄，排泄方式主要以侧

向径流的方式补给其它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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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矿区在丰水期降水后岩层陡峭不利于裂隙水的长时间

赋存，裂隙水沿裂隙发育带向低处运移，沿着浅部裂隙发育倾斜方向

迳流补给区外沟谷中松散层的孔隙潜水。虽然矿区基岩浅部裂隙较发

育，下部矿层到底板岩层较完整透水性差，又地下水的补给条件差，

矿区基岩裂隙水为极弱富水性。

（三）水文地质勘探类型

主要矿体位于当地侵蚀基准面与地下水位以上，地形有利于自然

排水，附近又无地表水体，只有季节性雨水是本矿区内水患灾害的主

要来源，大气降水为该矿床的主要充水水源，矿区第四系覆盖薄，开

采矿体最低标高以下的地下水补给条件差，为弱含水层。按照《矿区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查规范》（GB/T12719-2021）将本矿区划分为第

二类第一型，即以裂隙充水为主的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型矿床。

（四）矿床充水因素分析

1、地表水

矿区内没有地表水，仅矿区周围有季节性短时小洪流，且矿区地

势较高，相对坡度较大，有利于地表水的排泄。所以地表水对矿床充

水影响很小。

2、地下水

矿山矿体开采底板高程为 1225m，根据矿区水文地质条件，岩层

浅部为透水不含水地层，矿体底板高于基岩裂隙水地下水水位之上，

可视为不含水地层，因此，地下水对矿床开采充水不构成影响。

3、大气降水

矿区的开采矿体分布在 1225~1665m高程之间，对于露天开采，

大气降水可以直接进入矿坑，同时大气降水也可通过地表径流汇入露

天开采矿坑。因此，大气降水是矿床充水的主要水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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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工程地质条件

（1）岩土体类型及工程地质特征

根据《工程岩体分级标准》（GB/T50218-2014）分级标准、矿区

地层岩性、岩石物理力学性质、岩土体结构及工程地质特征，将矿区

岩土体类型划分为坚硬岩、较软岩和碎石土三种类型。

①坚硬岩

主要分布为中生界三叠系上统延长组（T3y）中的灰绿色细粒砂

岩及粉细砂岩。根据规范中坚硬岩及较坚硬岩要求，将饱和单轴抗压

强度＞30MPa的岩体定义为坚硬岩，如表 2-1所示，室内试验所得的

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可知：粉细砂岩在干燥、饱和状态下的单轴抗压强

度分别在 48.1~54.8MPa和 2.52~46.9MPa之间，软化系数在 0.59~0.65

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聚力分别在 1.65~4.19MPa 和

1.51~3.22MPa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摩擦角分别在 43.3°~44°

和 41.2°~43.1°之间。细砂岩在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单轴抗压强度分别

在 7.99~9.17MPa和 2.52~46.9MPa之间，软化系数在 0.13~0.66之间，

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聚力分别在 0.58~0.982MPa和 0.293~0.341MPa

之间，天然状态下和饱和状态下的内摩擦角分别在 40.7°~43.2°和

42.9°~43.1°之间。上述岩石质量状态较好，其工程地质条件较好。

②软质岩

主要分布为侏罗系中下统延安组（J1-2y）中的粉砂岩。根据规

范中软岩及较软岩要求，将饱和单轴抗压强度 5~30MPa的岩体定义

为软质岩，如表 2-2所示，室内试验所得的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可知：

粉砂岩在干燥、饱和状态下的单轴抗压强度分别在 9.67~19.8MPa和

0.23~7.6MPa 之间，软化系数在 0.01~0.58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

的内聚力分别在 0.802~0.874MPa和 0.047~0.404MPa之间，天然、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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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状态下的内摩擦角分别在 41.2°~44.2°和 40.8°~42.2°之间。上述岩

石质量状态一般，其工程地质条件一般。

③极软岩

主要分布为侏罗系中下统延安组（J1-2y）中的（灰、深灰色）

砂质泥岩、泥岩、（灰白色、灰色）含砾砂岩、砂岩、煤；侏罗系中

统直罗组（J2z）中的灰绿、青灰色粗砂岩；白垩系下统志丹群（K1zh）

中的中粗粒砂岩夹泥岩、粘土岩。根据规范中软岩及较软岩要求，将

饱和单轴抗压强度＜5MPa的岩体定义为极软岩。在实验过程中，由

于一部分岩性太差，岩石试件浸水饱和后直接破坏，故将其也归为“极

软岩”一类，比如 ZK05-1、ZK06-1、ZK06-2的粗砂岩。如表 2-3所

示，室内试验所得的岩石物理力学参数可知：砂质泥岩在干燥、饱和

状态下的单轴抗压强度分别在 12.1~20.1MPa和 0.23~7.6MPa 之间，

软化系数在 0.01~0.13 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聚力分别在

0.607~2.65MPa和 0.047~0.265MPa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摩擦

角分别在 40.4°~43.8°和 39.8°~40.8°之间。泥岩在天然、饱和状态下

的单轴抗压强度分别在 3.28~6.12MPa 和 0.609~1.08MPa 之间，软化

系数在 0.05~0.06 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聚力分别在

0.111~0.458MPa 和 0.069~0.145MPa 之间，天然状态下内摩擦角

40.2°~42.7°之间。中砂岩在干燥、饱和状态下的单轴抗压强度分别在

10.4~30MPa和 2.12~2.21MPa之间，软化系数接近 0.104，天然、饱

和状态下的内聚力分别在 0.341~1.23MPa 和 0.26~0.32MPa之间，天

然状态下内摩擦角在 43.5°~44°之间。煤在干燥、饱和状态下的单轴

抗压强度分别在1.05~1.07MPa和2.01~2.22之间，软化系数在0.66~0.7

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聚力分别在 0.571~0.581MPa 和

0.206~0.27MPa之间，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内摩擦角分别在 38.8°~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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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38.5°~38.8°之间。粗砂岩在天然、饱和状态下的单轴抗压强度在

1.09~2.67MPa 之 间 和 0.42MPa ， 天 然 状 态 下 的 内 聚 力 在

0.111~0.458MPa 之间，内摩擦角在 43.8°~44.2°。上述岩石质量状态

较差，其工程地质条件较差。

④碎石土

第四系全新统（Q4）中的风积、残坡积、冲洪积层。野外可观

察到，矿区内分布的第四系地层，主要有冲洪积物组成，主要以肉红

色和灰黑色砾石为主，粒度为 0.5cm～10cm，磨圆较好、分选较差。

区内大面积分布，承载力低，不易作为各类工程建筑持力层。

在后续治理过程中应加强边坡管理，降低坡角，随时监测边坡失

稳情况，防止发生严重工程地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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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岩石物理力学性质一览表

钻孔编号 野外定名 取样深度/m 比重

容重(g/cm3)
软化系数

单轴抗压强度（MPa）

天然 干燥
干燥 天然 饱和

单值 均值 单值 均值 单值 均值

ZK14-5 细砂岩 43.00~46.00 2.78 2.63 2.60 0.66
54.8

70.7
43.0

46.972.8 48.8
84.4 49.0

ZK06-4 粉细砂岩 133.5~136.5 2.78 2.60 2.57 0.65
36.8

48.1
24.9

31.353.7 33.8
53.9 35.3

ZK17-2 粉细砂岩 60.10~63.10 2.75 2.52 2.48 0.59
27.8

54.8
31.5

32.667.0 31.6
69.6 34.6

表 2-2 软质岩岩石物理力学参数表

钻孔编号 野外定名 取样深度/m 比重

容重(g/cm3)

软化系数

单轴抗压强度（MPa）

天然 干燥

干燥 天然 饱和

单值 均值 单值 均值 单值
均值

ZK16-7 粉砂岩 32.10~33.10 2.73 2.41 2.33 0.58
3.70

9.67
3.16

5.658.11 4.71
17.2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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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3 极软岩岩石物理力学参数表

钻孔编号 野外定名 取样深度/m 比重

容重(g/cm3)

软化系数

单轴抗压强度（MPa）

天然 干燥

干燥 天然 饱和

单值 均值 单值 均值 单值
均值

ZK05-1 粗砂岩 25.00~28.00 2.66 2.32 2.19
5.04

8.25
1.22

1.767.52 1.65
12.2 2.42

ZK06-1 粗砂岩 25.50~28.50 2.65 2.20 2.04
4.65

6.09
0.838

1.375.91 1.63
7.70 1.64

ZK06-2 泥岩 32.10~35.10 2.71 2.32 2.14
9.23

10.7
4.96

6.1210.5 5.12
12.4 8.28

ZK06-3 中砂岩 61.30~64.30 2.65 2.21 2.03
7.14

10.4
1.54

2.718.82 2.35
15.1 4.24

ZK07-3 粗砂岩 83.10~86.10 2.67 2.36 2.24 0.03
10.3

13.4
0.301

0.42014.8 0.410
15.1 0.548

ZK08-1 粗砂岩 12.50~15.50 2.65 2.23 2.07
4.49

5.83
0.634

1.095.76 1.12
7.24 1.52

ZK08-2 中砂岩 63.30~66.30 2.65 2.19 2.05 0.11
16.9

19.6
1.85

2.2319.7 2.20
22.1 2.63

ZK14-6 泥岩 70.50~73.50 2.73 2.32 2.21
6.21

8.72
1.92

3.288.15 2.80
11.8 5.11

ZK15 煤 72.00~75.60 1.49 1.35 1.07 0.70 1.01 3.16 0.988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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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 1.69
4.27 3.99

ZK15-2 泥岩 25.30~28.30 2.71 2.30 2.15 0.05
9.12

11.6
0.467

0.60912.8 0.521
12.9 0.840

ZK15-1 砂质泥

岩
6.3~9.3 2.72 2.36 2.22 0.10

16.7
20.1

1.60
1.92
2.66 2.0618.9

24.8

ZK15-5 砂质泥
岩

35.60~39.30 2.73 2.40 2.30 0.01
15.1

19.8
0.135
0.241
0.315 0.23018.0

26.4

ZK15-8 砂质泥

岩
55.10~59.20 2.72 2.33 2.21

11.7
17.5

1.91
2.23
2.67 2.2719.8

20.9

ZK19-9 泥岩 69.20~72.00 2.72 2.31 2.17 0.06
6.75

18.1
0.903

1.0820.3 0.930
27.2 1.41

ZK15-11 砂质泥
岩

82.00~86.40 2.70 2.38 2.33
8.75

12.1
6.53

7.6012.1 6.78
15.4 9.50

ZK16 煤 42.80~45.40 1.49 1.30 1.05 0.66
1.73

3.03
1.07

2.013.09 1.74
4.28 3.22

ZK16-2 砂质泥

岩
8.00~11.00 2.72 2.36 2.29

9.89
10.810.6

12.0

ZK16-4 泥岩 18.10~21.10 2.72 2.34 2.23
18.6

23.822.8
29.9

ZK16-10 泥岩 73.50~76.50 2.73 2.39 2.31
3.07

5.08
0.827

1.904.05 1.46
8.12 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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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K16-11 细砂岩 80.30~83.30 2.74 2.43 2.37
9.69

11.0
8.22

9.1711.1 8.90
12.3 10.4

ZK16-12 细砂岩 86.60~89.60 2.71 2.41 2.35
15.0

16.6
7.04

7.9915.8 7.30
19.1 9.63

ZK16-13 粗砂岩 118.5~121.5 2.64 2.06 1.93
3.11

4.48
2.02

2.674.74 2.66
5.59 3.34

ZK17-1 细砂岩 15.50~17.50 2.73 2.24 2.09 0.13
15.6

19.8
1.88

2.5218.1 2.20
25.7 3.48

ZK19-7 中砂岩 30.50~36.50 2.65 2.20 2.06 0.12
13.4

17.7
1.94

2.2119.5 2.18
20.1 2.52

ZK19-9 中砂岩 99.60~102.6 2.66 2.23 2.13 0.07
23.8

30.0
1.50

2.1227.2 2.24
39.1 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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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治理区地质环境

第一节 治理区地质环境现状

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界外削坡区域共有 2处，分别位于矿区

采矿许可范围外的东南部、西南部（详见图 3-1三维模型、3-2正射

影像图），占地面积分别为 149493m2 和 156698m2，总占地面积

306191m2。

图 3-1 治理区三维模型

东南部

治理区西南部

治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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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治理区正射影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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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质环境现状分析

经现状调查，2处界外削坡区域现状分述如下：

1、东南部治理区 ZL1

东南部治理区 ZL1为 1处露天采坑边坡，呈长条形，长约 1670m，

宽约 90m，面积约 149493m2，5~6 级台阶组成，顶部标高由南向北

从 1626m升至 1646m，边坡底部最低处+1588m，深度 22~40m，台

阶坡面角 26°~30°，现状条件下，东南部治理区 ZL1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不发育（详见照片 3-1）。

照片3-1 东南部治理区

2、西南部治理区 ZL2

西南部治理区 ZL2为 1处露天采坑边坡，呈长条形，长约 1520m，

宽约 103m，面积约 156698m2，5~6级台阶组成，顶部标高由南向北

从 1640m升至 1647m，边坡底部最低处+1585m，深度 50~80m，台

阶坡面角 26°~43°，现状条件下，西南部治理区 ZL2崩塌、滑坡地

质灾害不发育（详见照片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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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3-2 西南部治理区

二、对含水层影响分析

东南部治理区东侧为起伏的丘陵，西南部治理区西侧为陡峻的山

脉，治理区主要补给来源为大气降水补给，其次为侧向迳流补给，且

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上，含水层的富水性弱。现状条件下，治

理区破坏了地下含水层，但是该含水层位于当地最低侵蚀基准面之

上、且富水性若，因此对含水层结构的影响程度较轻。

三、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分析

矿区东侧原始地形地貌为起伏的丘陵，西侧为陡峻的山脉，2处

削坡区域对原始地貌造成挖损损毁，与周边原始地形地貌景观形成了

强烈的反差，影响了地形地貌景观及地貌单元的完整性。现状条件下，

2处治理区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

四、对土地植被资源影响分析

2处治理区占地面积 30.62hm2，占用采矿用地、天然牧草地和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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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其中，占用采矿用地 10.51hm2，大于 10hm2，较严重；占用天

然牧草地 16.23hm2，大于 4hm2，严重。综上所述，治理区对土地资

源影响程度严重。

第二节 治理区地质环境问题

现状条件下，鄂托克旗千里沟卧龙煤矿界外治理区域存在的主要

问题如下：

1、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存在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影响程度较轻。

2、影响地形地貌景观

2处界外削坡治理区域破坏了原始丘陵、山地地貌，对地形地貌

景观影响严重。

3、损毁土地植被资源

2处界外削坡治理区域共损毁面积为 30.62hm2，损毁了土地植被

资源，损毁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天然牧草地、裸土地和公路用地。

4、对含水层影响较轻。

第三节 治理区土地权属

一、土地利用现状

矿界外治理区域面积 30.62hm2，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结合

土地利用现状图，确定各治理区土地利用类型一级地类为草地、工矿

仓储用地、其他土地和交通运输用地，二级地类为天然牧草地、采矿

用地、裸土地和公路用地，治理区土地类型情况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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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矿界外治理区域土地类型情况表

已损毁单元 面积（hm2）
损毁

类型
原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hm2） 土地权属

东南部治理区

（ZL2）
14.95 挖损

天然牧草地（0401） 7.76

鄂托克旗蒙西镇

巴音温都尔嘎查

采矿用地（0602） 3.89

公路用地

（1003） 1.69

裸土地（1206） 1.71

西部治理区

（ZL5）
15.67 挖损

天然牧草地（0401） 8.47

采矿用地（0602） 6.62

公路用地

（1003） 0.10

裸土地（1206） 0.48

总计 30.62 — 30.62

二、土地权属状况

矿界外治理区域土地所有权属于鄂托克旗蒙西镇巴音温都尔嘎

查所有，权属明确，界线明显，不存在权属争议。治理区范围土地利

用现状权属具体见表（详见表 3-2）。

表 3-2 矿界外治理区域土地利用现状统计表

地类名称

面积(hm2) 比例(%)一级类 二级类

地类号 地类名 地类号 地类名

04 草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16.23 53.00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10.51 34.32
10 交通运输用地 1003 公路用地 1.69 5.52
12 其他土地 1206 裸土地 2.19 7.15

合计 30.62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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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工程方案

第一节 治理工程目标

综合考虑治理区内地质环境问题的分布状况与影响程度，以恢复

和重塑地形地貌景观及土地、植被资源为重点目标，开展本次治理方

案的编制。

通过回填、覆土、撒播草籽等工程，达到减少对土地植被资源的

损毁、恢复和重塑地形地貌景观的目标。

第二节 治理工程方案

本次 2处界外削坡区域治理总面积为 30.62hm2，主要存在的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为：存在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隐患，影响地形地貌景

观，损毁土地、植被资源，对含水层影响较小。针对上述地质环境问

题，拟采用回填工程、覆土工程、人工撒播草籽自然恢复植被等工程

进行治理。

由于千里沟卧龙煤矿还未开采结束，对于矿界范围内的治理措施

按照适用期内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设计内容对

进行治理。

因此，本方案仅针对界外治理区域进行设计，具体如下：

1、回填工程

将煤矿开采过程中剥挖的废石土回填至东南部治理区 ZL1 和西

南部治理区 ZL2，回填标高与现状采坑边坡顶部持平，恢复治理区的

地形地貌，现状原始地貌相协调。其中东南部治理区 ZL1 的截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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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为 2700m2，长度 1670m，回填工程量为 4509000m3；西南部治

理区 ZL2 的截面积平均为 2980m2，长度 1520m，回填工程量为

4529600m3，因此，清运总工程量为 4509000+4529600=9038600m3，

运距 0.5~1km。该工程属于煤矿开采范畴，治理费用计入生产成本，

本方案不再重复计算。

2、覆土工程

对回填后的 ZL1和 ZL2进行覆土，其中 ZL1占地面积 14.95hm2，

ZL2占地面积 15.67hm2，表土存放场存土运距 1.0~1.5km，覆土厚度

为 0.3m。故覆土工程量为（14.95+15.67）*10000*0.3=91860m3。

3、人工撒播草籽

对覆土后的 ZL1和 ZL2区域人工撒播草籽，自然恢复植被。种

草面积为 30.62hm2，草种以适合当地生长的植物为宜，本方案撒播种

草为沙冬青、四合木、猪毛菜、针矛、白刺等，每公顷撒播草籽 60kg。

其比例为：1∶1∶1∶1∶1，播种方式为撒播，播深 2~3cm，然后用

缺口耙播深 2~3cm，播后镇压。

第三节 实物工作量

本次千里沟卧龙煤矿 2 处界外剥挖区域治理工程实物工程量见

表 4-1。

表 4-1 治理区域实物工程量汇总一览表

治理期 序号 工程名称 单位 工程量合计 备注

近期

1 回填工程 m³ 9038600 计入生产成本

2 覆土工程 m³ 91860 运距 0.5~1km

3 撒播草籽 hm2 30.62 自然恢复植被

远期 1

待最终开采结束后，严格按照届时在适用期内的《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设计内容对矿区责任范围内的区域

进行治理，该项费用纳入《总方案》治理费用投入，本方案不

再重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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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经费估算

第一节 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投资估算编制依据

1、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设计的实物工作量、相关图件及说明；

2、《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

3、《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属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

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属公布[2019]39号；

4、《鄂尔多斯市材料价格信息(2024年 6月)材料价格信息及市

场询价》。

第二节 投资经费估算编制说明

1、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前期工作费、施工监理费、竣工验收费及

管理费预算标准按《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

准（试行）》执行。

定额按一日两班作业施工，每班八小时工作制拟定。

定额均以工程设计的几何轮廓尺寸进行计算的工程量为单位，即

由完成每一有效单位实物工作量所消耗的人工、材料、机械组成。

定额以外工作量，结合鄂尔多斯市市材料价格信息费用进行编

制。

2、地质环境治理项目投资包括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不可预

见费三部分。各部分预算内容构成如下：

治理工程经费估算=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不可预见费

（1）工程施工费

工程施工费=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税金，按设计工程量乘以工程

单价进行计算，工程量按实地测量和设计图纸几何轮廓线计取。

1）直接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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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费=直接工程费+措施费

1 直接工程费=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械使用费

人工费中人工单价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

算定额标准（试行）》（2013年）的规定，同时结合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工程分布实际情况，治理区位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蒙西镇，综

合确定治理区属于一类工资区。人工单价分别按甲类工 102.08元/日，

乙类工 75.06元/日计算，人工单价计算详见表 5-1。

表 5-1 人工预算单价计价表（单位：元）

地区类别 一类地区

序号 项目 甲类工 乙类工

1 基本工资 78.60 60.00

2 辅助工资 8.278 3.882

（1） 地区津贴 0.00 0.00

（2） 施工津贴 5.057 2.89

（3） 夜餐津贴 0.80 0.20

（4） 节日加班津贴 2.421 0.792

3 工资附加费 15.204 11.179

（1） 职工福利基金 12.163 8.943

（2） 工会经费 1.738 1.176

（3） 工伤保险费 1.303 0.882

4 人工工日预算单价 102.08 75.06

材料费=材料预算价格×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价格主要结合鄂

尔多斯市工程造价信息。本方案主要材料柴油和汽油价格计取见表

5-2。材料用量按照《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

标准（试行）》（2013年）编制。
表 5-2 主材规定价格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单价（元） 限价

1 柴油 0# kg 7.83 4.50
2 草籽 kg 50.00 30.00
施工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

/台班）。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试行）》（2013）及有关规定计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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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措施费是为完成工程项目施工，发生于该工程施工前和施工过

程中非工程实体项目的费用。主要包括临时设施费、冬雨季施工增加

费、夜间施工增加费（本项目不涉及）、施工辅助费和安全施工措施

费。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

行）》，临时设施费取费标准以直接工程费为基数，选取见表 5-3。

冬雨季施工增加费取费标准以直接工程费为基数，费率为 1.1%。

施工辅助费取直接工程费的 0.7%。

安全施工措施费取直接工程费 0.2%。

措施费费率见表 5-3。

表 5-3 措施费费率表

工程类别 计费基础
临时设施

费（%）

冬雨季施工

增加费（%）

施工辅助

费（%）

安全施工措

施费（%）
费率（%）

土方工程 直接工程费 2.00 1.1 0.70 0.20 4.00

石方工程 直接工程费 2.00 1.1 0.70 0.20 4.00

砌体工程 直接工程费 2.00 1.1 0.70 0.20 4.00

混凝土工程 直接工程费 3.00 1.1 0.70 0.20 5.00

植被工程 直接工程费 2.00 1.1 0.70 0.20 4.00

辅助工程 直接工程费 2.00 1.1 0.70 0.20 4.00

2）间接费

间接费包括企业管理费和规费，依据《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

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试行）》规定，间接费按工程类别进行计

取。其取费标准见表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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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间接费费率表

序号 工程类别 计算基础 费率(%)

l 土方工程 直接费 5

2 石方工程 直接费 6

3 砌体工程 直接费 5

4 混凝土工程 直接费 6

5 植被工程 直接费 5

6 辅助工程 直接费 5

3）利润

利润=（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率，利润率按 3%计取。

4）税金

税金=（直接费+间接费+利润）×综合税率。

注：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

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 39号)文件，

本次预算对所有单价分析表中综合税率进行了调整，调至 9%。

（2）其他费用

其他费用=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收费+项目管理费，分

别计算每个治理矿山的其他费用的前期工作费、工程监理费、竣工验

收费、项目管理费，汇总后形成。

1）前期工作费=项目勘测与设计费+项目招标代理费

①项目勘测与设计费：本项目勘测与设计合计 20万元。

②项目招标代理费：本次治理工程施工由矿方自主施工，无招标

代理费。

2）工程监理费：本次工程由矿方组织督导，不招监理单位，无

工程监理费。

3）竣工验收费=工程验收费+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合计 5万

元。

4）项目管理费：自主施工，此项费用计入公司生产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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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可预见费

不可预见费=（工程施工费+其他费用）×费率，费率按 3%计取。

第三节 治理工程投资经费估算

本项目治理工程总预算为 177.83万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147.65

万元，占总投资的 83.03%；其他费用 25万元，占总投资的 14.06%；

不可预见费 5.18万元，占总投资的 2.91%；本项目不设置监测管护措

施，不计取监测管护费。各种费用计算见预算表格。

表 5-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总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预算金额 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147.65 83.03

二 其它费用 25 14.06

三 不可预见费 5.18 2.91

总 计 177.83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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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工程施工费预算汇总表

治

理

期

序

号

定额

编号
单项名称 单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 合计

（1） （2） （3） （4） （5） （6）

近

期

一 界外区域 1476488.44
1 / 回填 m³ 9038600 / 计入生产成本

2 10148 覆土 m³ 91860 15.60 1433016.00

3 50031 撒播草籽 hm² 30.62 1419.74 43472.44

远

期

二 矿区范围内

1 /

待最终开采结束后，严格按照届时在适用期内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

土地复垦方案》的设计内容对矿区责任范围内的区域进行治理，该项费

用纳入《总方案》治理费用投入，本方案不再重复计算。

总

计
— 1476488.44

表 5-7 其他费用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费用名称 计算式
预算金

额

各项费用占其他费

用的比例(%)

（1） （2） （3） （4）

1 前期工作费 / / /

(1) 项目可研论证费 / / /

(2) 项目勘测与设计费 / 20 80

(3) 项目招标代理费 / / /

2 工程监理费 / / /

3 竣工验收费 5 20

(1) 工程验收费

(2) 项目决算编制与审计费

4 项目管理费 / / /

总计 25 100.00

表 5-8 不可预见费预算表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费用名称 工程施工费 其他费用 小计 费率（%） 合计

（1） （2） （3） （4） （5） （6）

1 不可预见费 147.65 25.00 172.65 3.00 5.18

总计 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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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9 机械台班费预算表

定额

编号

机械名称

及规格

台

班

费

一类

费用

小计

二类费用

二类

费用

合计

人工费

(元/日)

动力

燃料

费

小计

汽油

(元/kg)

柴油

(元/kg)

电

(元/kw.h)

水

(元/m3)

风

(元/m3)

工日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数量 金额

1005 单斗挖掘机 油动 斗

容 1.2m3
979.01 387.85 591.16 2.00 204.16 387.00 86.00 387.00

1013 推土机 功率 59kw 477.62 75.46 402.16 2.00 204.16 198.00 44.00 198.00

4014 自卸汽车 柴油型

载重量 12t
744.37 292.71 451.66 2.00 204.16 247.50 55.00 247.50



38

覆土单价分析表

单项名称：1.2m3 挖掘机挖装自卸汽车运土 运距 0.5～1km

工作内容：1.挖装、运输、卸除、空回。

定额编号：10148

单 价：1560.38 元/100m³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

注

1 直接费 1097.95

1.1 直接工程费 1055.73

1.1.1 人工费 77.76

甲类工 工日 0.100 102.08 10.21

乙类工 工日 0.900 75.06 67.55

1.1.2 材料费 0.00

1.1.3 机械费 937.37

单斗挖掘机 油动 斗容 1.2m3 台班 0.200 979.01 195.80

推土机 功率 59kw 台班 0.150 477.62 71.64

自卸汽车 柴油型 载重量 12t 台班 0.900 744.37 669.93

1.1.4 其他费用 % 4.00 1015.13 40.61

1.2 措施费 % 4.00 1055.73 42.22

2 间接费 % 5.00 1097.95 54.90

3 利润 % 3.00 1152.85 34.59

4 材料价差 244.10

柴油 kg 73.3000 3.33 244.10

5 税金 % 9.00 1187.44 128.84

单价合计 100m³ -- -- 156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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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草籽单价分析表

单项名称：覆土撒播

工作内容：1.种子处理、人工撒播草籽、不覆土或用耙、耱、石磙碾等方法覆土。

定额编号：50031

单 价：1419.74 元/hm²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备

注

1 直接费 1204.35

1.1 直接工程费 1158.02

1.1.1 人工费 645.52

乙类工 工日 8.600 75.06 645.52

1.1.2 材料费 512.50

种籽 kg 10.000 50.00 500.00

其他材料费 % 2.500 500.00 12.50

1.1.3 机械费 0.00

1.1.4 其他费用 % 0.00

1.2 措施费 % 4.00 1158.02 46.33

2 间接费 % 5.00 1204.35 60.22

3 利润 % 3.00 1264.57 37.94

4 材料价差 0.00

5 税金 % 9.00 1302.51 117.23

单价合计 hm² -- -- 14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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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工作进度安排

一、第一阶段

治理工程实施方案编制、审查阶段，时间为 2024年 7月 15日～

2024年 7月 31日。

二、第二阶段

近期治理工程实施阶段，共分三期。

第一期位于 ZL1 南部区域，计划治理时间为 2024 年 8 月 1 日

~2024年 10月 31日。

第二期位于 ZL2 南部区域，计划治理时间为 2024 年 11月 1 日

~2025年 10月 31日。

第三期位于 ZL1北部区域和 ZL2北部区域，计划治理时间为 2025

年 11月 1日~2026年 7月 15日。

三、第三阶段

近期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验收阶段，时间为 2026年 7月 16日~2026

年 7月 31日。

四、第四阶段

远期治理工程实施阶段，待最终开采结束后，严格按照届时在适

用期内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设计内容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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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责令限期治理告知书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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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采矿许可证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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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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