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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矿山基本情况

第一节 矿山简介

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位于内蒙古乌海市境内，

距乌海市政府所在地海勃湾区南东150°方位约25km（直距）处，

行政区划隶属海南区巴音陶亥乡管辖，其地理极值坐标（2000国

家大地坐标系）为： 东经：106°55′14.490″—106°56′

17.056″；

北纬： 39°30′31.536″— 39°31′00.441″。

中心点直角坐标：X=4376000,Y=36407900。

核实区中心距海南区政府所在地4km，与鄂尔多斯市鄂托克

旗接壤，G109(北京-拉萨)国道东胜-银川段从核实区南侧约12km

附近通过；矿区距省道S217线6km，南距海勃湾-棋盘井X156省道

4km，北至乌海市海勃湾区约26km，与包兰铁路接轨，交通方便

。交通位置见图1-1。

通洲煤矿区面积0.7121平方公里，保有资源储量337.6万吨，

剩余服务年限6.5年，设计和核定生产能力为45万吨/年，矿区内

主采煤层的9、16号煤层，批准开采深度为1270m～1000m标高,开

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开采工艺为单斗-卡车开采工艺，开拓方式

为公路运输开拓。

通洲煤矿自2020年9月停产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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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交 通 位 置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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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2022年11月23日颁发的《采矿

许可证》，采矿许可证号：C1500002011071120120204；矿区面

积：0.7121km
2
；有效期限：自2022年9月30日至2023年12月31日；

发证机关：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采矿证开采深度：由

1270m至1000m标高；矿区范围：共有17个拐点圈定，拐点坐标见

表1-1。

批准的9号煤层（9-1、9-2）开采范围由10个拐点坐标组成

（见表1-1），16号煤层（16-1、16-3）范围由7个拐点组成（见

表1-1）。

表1-1 通洲煤矿采矿权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

煤层号 拐点编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直角坐标)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地理坐标)

X Y 纬度 经度

9号

煤层

1 4375899.8775 36408104.7199 39°30′43.467″ 106°55′53.198″

2 4375739.8768 36408154.7202 39°30′38.299″ 106°55′55.370″

3 4375899.8875 36408674.7322 39°30′43.686″ 106°56′17.056″

4 4376189.8888 36408524.7215 39°30′53.030″ 106°56′10.634″

5 4375909.8776 36407624.7180 39°30′43.606″ 106°55′33.103″

6 4376059.8783 36407624.7079 39°30′48.469″ 106°55′33.028″

7 4375886.8676 36407179.7062 39°30′42.688″ 106°55′14.490″

8 4375542.8661 36407179.7164 39°30′31.536″ 106°55′14.663″

9 4375542.8660 36407434.7174 39°30′31.634″ 106°55′25.335″

10 4375679.8666 36407434.7174 39°30′36.076″ 106°55′25.266″

16号

煤层

1 4375942.8678 36407182.7062 39°30′44.504″ 106°55′14.587″

2 4376319.8894 36408134.7198 39°30′57.095″ 106°55′54.245″

3 4376419.8899 36408404.7208 39°31′00.441″ 106°56′05.497″

4 4376069.8883 36408554.7216 39°30′49.152″ 106°56′11.949″

5 4375839.8773 36407874.7191 39°30′41.433″ 106°55′43.602″

6 4375559.8760 36407874.7192 39°30′32.356″ 106°55′43.741″

7 4375544.8661 36407182.7164 39°30′31.602″ 106°55′14.787″

面积：0.7121km
2
；开采标高：1270～1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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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矿山开发利用方案概述

本开发利用方案编制依据的地质资料为2021年12月内蒙古凯

彬测绘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的《内蒙古自治区桌子山煤田通洲

煤矿煤炭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称“核实报告”），《核

实报告》由内蒙古自治区地质勘查研究院评审通过，以“内自然

资储评字〔2022〕4号”文出具矿产资源储量评审意见书，内蒙

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以“内自然资储备字〔2022〕3号”文予以

备案。

一、资源储量

根据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权范围内 5 个煤层全部适合露

天开采的资源储量依据煤层底板等高线及储量计算图，分级别、

分块段进行计算，截止2021年10月31日，本次核实通洲煤矿参加

资源量估算的可采煤层包括9-1、9-2、16-1、16-3、17号煤层。

全区1270-1000m标高共查明煤炭资源量711.7万吨，其中探明资

源量81.6万吨，控制资源量365.0万吨，推断资源量265.1万吨；

消耗资源量374.1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81.6万吨，控制资源量

194.6万吨，推断资源量97.9万吨；保有资源量337.6万吨，其中

控制资源量170.4万吨，推断资源量167.2万吨。

其中：

1270-1100m标高共查明煤炭资源量419.8万吨，其中探明资

源量81.6万吨，控制资源量216.2万吨，推断资源量122.0万吨；

消耗资源量374.1万吨，其中探明资源量81.6万吨，控制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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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万吨，推断资源量97.9万吨；保有资源量45.7万吨，其中

控制资源量21.6万吨，推断资源量24.1万吨。

1100-1000m标高共查明煤炭资源量291.9万吨，其中控制资

源量148.8万吨，推断资源量143.1万吨；消耗资源量0万吨；保

有资源量291.9万吨，其中控制资源量148.8万吨，推断资源量

143.1万吨。

各煤层资源量详见通洲煤矿资源量估算结果表1-3。

二、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煤炭

资源开发利用方案》， 设计生产能力0.45Mt/a，矿山总服务年

限为 6.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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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截止2021年10月31日通洲煤矿资源量估算结果表

煤

类

煤层

编号

赋煤

标高

(m)

资源量

类型

资源量(万吨)

查明资源量(分标高) 消耗资源量(分时间) 保有资源量(分标高)

1270-

1100m

1100-

1000m
合计

2015.6.30

以前

2015.7.1-

2021.10.31
合计

1270-

1100m

1100-

1000m
合计

J
M
2
5 9-1

1270-

1060

KZ 77.4 / 77.4 60.1 17.3 77.4 / / /

TD 20.4 21.5 41.9 16.9 2.7 19.6 0.8 21.5 22.3

1
/
3

J
M
3
5 9-2

1270-

1100
TD 44.4 / 44.4 37.3 7.1 44.4 / / /

F
M
2
6 16-1

1230-

1000

TM 81.6 / 81.6 81.6 / 81.6 / / /

KZ 72.9 80.5 153.4 45.8 27.1 72.9 / 80.5 80.5

TD 12.7 68.7 81.4 6.8 5.9 12.7 / 68.7 68.7

J
M
2
5 16-3

1230-

1000

KZ 44.3 36.9 81.2 31.2 13.1 44.3 / 36.9 36.9

TD 21.2 29.9 51.1 17.9 3.3 21.2 / 29.9 29.9

F
M
3
6 17

1220-

1000

KZ 21.6 31.4 53.0 / / / 21.6 31.4 53.0

TD 23.3 23.0 46.3 / / / 23.3 23.0 46.3

炼

焦

用

煤

全区
1270-

1000

TM 81.6 / 81.6 81.6 / 81.6 / / /

KZ 216.2 148.8 365 137.1 57.5 194.6 21.6 148.8 170.4

TD 122.0 143.1 265.1 78.9 19.0 97.9 24.1 143.1 167.2

注：(TM)探明资源量（“2015年核实报告”消耗量）；(KZ)控制资源量；(TD)推断资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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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开采方案

1、开采方式及工艺

根据该矿煤层赋存条件来看，本矿共含 5 层可采煤层，经过分析

比较，本矿在划定矿区范围内煤层适合露天开采。其煤层平均可采厚度

累计为 7.05m，为了安全生产以及最大限度提高煤炭资源回收率，东部

煤层埋藏深度较浅，故将开采方式定为露天开采。单斗―卡车间断式开

采工艺及开拓运输系统仍可完全利用

2、采区划分

本矿为小型露天矿，年生产能力为 45 万吨/年，根据露天矿选用

的单斗——汽车开采工艺，以及矿田范围较小的缘故，为了保证合理的

工作线长度和年推进强度，本矿不再划分采区，以一个采区进行开采。

3、开采顺序

根据露天矿边界要素、煤层埋藏条件及剥采比的大小，结合采用的

开采工艺特点， 本矿的开采顺序工作线南北向布置，由东向西推进，

至西侧煤矿边界结束。

4、拉沟方案

结合本矿具体开采条件及选用的开采工艺，本矿适合拉沟的位置很

明显，即在矿田东部边界露头近南北方向布置工作线，向西推进。该位

置基建工程量小，剥采比小， 外排运距近。

5、剥离方式及剥离量计算

露天矿均采用液压铲---汽车开采工艺进行剥离.剥离方式为水平划

分台阶，台阶高 10m,采掘带宽度 15m，岩石台阶需要爆破作业。流程

为:单斗端工作面采装剥离物至汽车，经移动坑线到外排土场排弃。端

工作面到达端帮位置回返，依此类推，直至煤层出露。因地形关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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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非标准台阶，有高有低，但一般以台阶高度超过 10m 时另行分段，

不足 10m 时仍为一剥离台阶，不能强求剥离台阶高度整体划一。

另外，局部地段由于地形关系无法布置正常的最小平盘宽度，可以

按照捣堆作业方式剥离以减少平盘宽度。根据煤层特点及开采方法，可

采储量及剥离量计算采用断面法，分条带计算（详见表 1-4）。经计算

本矿剥离量为 4800.08 万 m3，露天矿全矿平均剥采比为 12.11m3/t。

表1-3 剥离量计算表

剥离量

（104m3
）

累计剥离量

（104m3
）

煤量

（104t）
累计煤量

（104t）
条带剥采

比（m3/t）
剥采比

（m3/t）

基建量 121

一刀 347.91 347.91 62.35 62.35 5.58 5.58

二刀 913.55 1261.46 75.75 138.1 12.06 9.13

三刀 1174.96 2436.42 86.97 225.07 13.51 10.83

四刀 1324.36 3760.78 90.40 315.47 14.65 11.92

五刀 918.30 4679.08 81.05 396.52 11.33 11.80

合计 4800.08 396.52 12.11

6、采场降深方式

在初始拉沟位置分水平一次全断面降深到位，形成采剥工作面，继

尔向前推进， 到达相应位置，另一水平开始降深，依此类推，周而复

始。

7、开采参数

（1）台阶划分与高度确定

据剥离物物理力学性质与其埋藏条件，依照采掘设备规格，剥离方

式为水平分层划分台阶。设计确定岩石剥离台阶高度 10m，采煤台阶倾

斜划分台阶，采煤台阶高度小于 4m，自然划分。

（2）台阶坡面角

台阶坡面角:表土为 65°；煤岩为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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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掘带宽度

根据工艺特点，采掘带宽度越宽，在年推进度相同情况下，年工作

面坑线移设次数就越少，系统效率越高。但采掘带宽度增加会导致工作

帮坡角变缓，从而使剥离工程量增加。综合考虑作业设备的规格、采装

作业条件等因素，确定剥离、采煤采掘带宽度均为 15m。

（4）平盘宽度

剥离台阶最小平盘宽度为 40m，采煤台阶最小平盘宽度为 40m。详

见表 1-5。

表1-4 采剥工作平盘要素表

8、排土场选择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煤矿设计研究院编制《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

公司煤矿煤炭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外排土场位于矿田内西部，紧

邻采掘场西侧布置，东西长为约 500m，南北宽为约 450m，占地面积

符号 符号意义 单位
要素值

采煤 剥离

H 台阶高度 m ＜4m，自然划分 10

A 采掘带宽度 m 15 15

a 台阶坡面角 ° 70 土：65岩：70

Tj 坡肩安全距离 m 2 3

C 爆堆外伸宽度 m 6 6

T 运输通道宽度 m 12 12

C 安全距离 m 2 1.5

Q 其他设施通道 m 2 1.5

B 通路平盘宽度 m 25 25

Bmin 最小工作平盘宽度 m 40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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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661km2，设计最大排弃高度 20m，台阶高度 10m，排土场最终稳定

边坡角度 18°，排土容量 409×104m3。设计内排土场边坡角取 18°。

9、矿山运输

露天矿运输主要包括剥离物和煤的运输，其它运输（通勤、材料、

爆破器材，检修、加油、运水、消防、救护、矿山道路维护）等内容。

（1）剥离物运输

采场内的土、岩采用自卸汽车由各水平工作线经移动坑线，矿山道

路运往外排土场，内排条件形成后，各水平土、岩经各自运输平台及端

帮运输平台运至内排土场相应水平排弃。

（2）煤的运输

矿山所生产的原煤由汽车直接进入坑下工作面装车后，经坑内移动

坑线运至地表，经外部公路外运。

（3）其他运输

露天矿杂作业、材料及人员等运输均由矿山道路及采场移动坑线运

至各个工作面。

四、矿山总平面布置

（一）总平面布置原则

1、露天煤矿生产规模为0.45Mt/a，辅助及生活福利设施均利用已

有有设施，避免重复建设，尽量紧凑布置，减少占地，节约建设投资。

2、工业场地布置避开不良工程地质地段，便于与露天矿坑口联系，

有利于生产系统布置和其它功能区的设置。

3、充分考虑生产工艺的总体布局，以生产为主，优先选择排土场

位置，尽量缩短运输距离，减少联络公路、线路和输煤距离。根据各设

施的功能作用，本着统一布局、科学管理、有利生产、方便生活、提高

经济效益的方针统筹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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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结合矿区特点，尽量考虑地形、风向、建筑朝向、工业场地防

排水，减少煤尘和烟尘对环境的污染与影响；工业场地距露天采掘场及

排土场留有足够安全距离。

（二）露天煤矿总布置

由于本矿为生产露天矿，现与隆昌骆驼山公用的地面设施仍可继续

利用（如办公、浴室、食堂等行政办公设施、变电所等）。

1、生产区主要包括露天矿采掘场、排土场、地面生产系统。

（1）采掘场

露天矿剩余开采区域的采场位于矿田西部，剩余开采范围占地面积

约32.9hm2。

2、排土场

外排土场布置在矿田的北侧，已排弃到界，内排土场位于采场东侧，

已形成的内排土场占地面积约51.9hm2。

3、地面生产系统

已有地面全封闭储煤棚位于采场西侧，占地面积2.4hm2。

（二）辅助生产区

设有机修仓库区、行政福利区、材料库等。

1、机修仓库区

机修区外委，仓库区利用原有。

2、行政福利区

行政福利区位于本矿田的南侧，利用乌海市隆昌工贸骆驼山煤矿已

有场地内的现有建筑，主要包括行政办公区、单身宿舍、食堂、浴室等。

3、变电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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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洲煤矿电源引自骆驼山35kV变电站10kV侧不同母线段的双回线路，

电压等级10kV，供电距离约3.5km，导线LGJ-70mm2；另配备有200kw柴

油发电机组作为采场备用电源。

4、爆破器材库

煤矿的爆破工程全部外委，煤矿不设置爆破器材库。

二、地面运输

露天矿运输主要承担剥离物的运输任务，剥离物主要由采掘场运往

内排土场排弃。露天矿所生产的原煤由汽车直接进入坑下工作面装车后，

经坑内移动坑线运至地表，经地面公路运至全封闭储煤棚后，统一运往

集团公司下设的洗煤厂销售。

本矿采掘场、排土场、工业场地等各区域间的运输、联络道路均为

已有，路面宽度10m，路面结构：基层为级配碎石20cm，底基层为天然

级配碎石40cm。本次方案仍利用已有道路进行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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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矿山开采历史及现状

第一节 矿山开采历史
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为原桌子山煤田滴沥帮乌素矿区

巴音陶亥新坝煤矿，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于 2005 年 6 月购

买原新坝煤矿。更名为通洲煤矿。

原新坝煤矿：始建于 1986 年，1988 年投产。主采 9 号、16 煤

层。初期设计生产能力为 9 万吨/年，采用坚井，斜井综合开拓。2005

年 6 月，更名为通洲煤矿。2008 年通洲煤矿及扩大区进行了技术改造，

转变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生产能力 45 万吨/年，主采 9 号、16

煤层，最大限度的回收资源。2017 年 7正式投产。

第二节 矿山开采现状
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设计生产能力为 45 万 t/a，露天矿保有

可采原煤量为337.6万吨，本矿的剩余服务年限 6.5 年。

根据现场调查和已有资料，矿区内存在老煤矿遗留下来的采空区，

形成的采空区分布于矿区中部及东部。

现状条件下，采空区已被露天开采全部剥离。矿山露天开采形成外

排土场一处， 现状采坑一处、内排土场一处、工业场地一处、储煤棚

一处。

外排土场位于矿区范围外，面积为 0.58km
2
，目前外排土场已到界，

台阶高度 20m，排弃标高 1250m-1340m，排弃高度 90m，顶部平台

1340m。边坡坡度约 35°，外排土场已全部治理，并验收通过。

现状采坑位于矿区西侧，为一不规则形状，开采 9 号、16 号煤层，

现状采坑面积为 0.1946km2，地表边界南北平均宽约 506m，东西长平

均约 380m，最大深约 170m，台阶高度 10m-20m，形成 8 个台阶。本



14

矿表土台阶工作坡面角为 55°，岩及煤层台阶均为 70°。坡度约 30

°-50°。

内排土场位于采坑矿区东部，面积 0.4942km2，排弃后形成 12 个

台阶，每个台阶高 15-20m，台阶坡度 45°—50°，地表之上最高排弃

高度约 65m，排弃最高标高为1335m，最低标高为 1120m。最终边坡角

为 30°

图 2-1 各场地现状及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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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本年度开采计划
2024年度本矿不计划进行生产，等待矿区资源整合。

第四节 征占地情况
通洲煤矿矿区占地面积为 71.21hm2，根据乌海市全国第二次土地

利用现状调查资料，本矿区图幅号：J48G012079，矿区土地一级分类为

林地、草地、城镇村及工矿用地，二级分类为灌木林地、其它草地、建

制镇、采矿用地。土地权属为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海南区的集体土地。

通洲煤矿矿区范围内无基本农田。

历年开采过程对矿权范围内占用的牧民草地进行了占用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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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矿山土地损毁现状

第一节 土地利用现状及类型
一、土地利用现状

通洲煤矿为已建矿山，矿区面积71.21hm2，包括露天采坑、内排土

场和一部分外排土场。矿区外占地面积59.4242hm2，只包括外排土场。

总计土地利用现状面积为130.6342hm2。根据乌海市自然资源局海南分

局提供的“第三次土地调查土地利用现状图”（J48G012079（海南区）

、J48G012079（海勃湾区））2020年国土调查变更成果，按照国土资

源部颁布的《土地利用现状分类标准（GB/T21010-2017）》进行统计，

矿山的工程单元现状占用的土地利用类型为采矿用地、工业用地，2个

二级地类。具体土地利用现状统计结果见表2-6。现状工程单元有露天

采坑、内排土场、外排土场。

表 3-1 矿区土地利用类型统计表

单元名称
损毁土地利用类型 面积

(hm
2
)

备注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露天采坑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19.4040

矿区范围内

内排土场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49.4200

外排土场（部分）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1468

矿区内其他区域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3100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1 工业用地 1.9292

外排土场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58.2212

矿区范围外
06 工矿仓储用地 0601 工业用地 1.2030

总 计 130.6342 ——

二、土地权属调查

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土地所有权属于乌海市海南区

巴音陶亥镇，权属明确，不存在权属争议。

三、基本农田情况

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矿区土地不涉及基本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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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边坡稳定性分析

依据《2022年度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边坡稳定性分

析与评价报告》结论：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边坡稳定性

分析与评价报告边坡稳定性分析与评价综合运用了现场调查、资料收

集、极限平衡法计算分析等手段，结合评价区内现有的地质资料对采

掘场与排土场边坡工程地质条件进行了综合分析，对现有的边坡进行

了稳定性验算及评价，提出了边坡治理的措施和建议，取得了以下主

要成果。

（1）通过现场踏勘、工程类比、调查分析，确定本年度边坡可能

发生滑坡模式不受弱层影响时，易发生圆弧滑动；受到弱层影响时，

易发生以出露弱层为底界面的圆弧—直线滑动。

（2）通过资料收集、分析，现场调查，了解该矿各帮坡不良地质

现象；通过资料综合分析和利用岩土体物理力学参数，运用极限平衡

法进行边坡稳定性计算。

（3）选取6个典型断面，建立工程地质模型。通过极限平衡计算，

分析了在岩土体强度减弱的情况下，边坡位移、应力等发展情况，判

断边坡的变形机理及破坏模式。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现阶段乌海市通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采

场边坡整体处于处于基本稳定状态，排土场边坡处于稳定状态。

采场西帮及南帮边坡整体高度较高，边坡角相对较大，采场边坡

坡脚处易产生较大变形，对后缘有一定的拉应力，整体边坡稳定性一

般，存在整体滑落可能性，应防止局部坍塌，加强边坡监测监控。考

虑该矿处于停产状态，受该区域地震烈度较高影响，参考《乌海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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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煤炭有限责任公司煤矿南端帮和西端帮地质灾害专项调查评估报告》

结论，综合判定通洲煤矿南边帮存在滑坡地质灾害隐患。 建议尽快在

滑坡体周围设置网围栏、警示牌，严禁车辆、人员进入；做好监测工

作，如发现有位于情况，及时上报相关部门；组织专业队伍开展滑坡

地质灾害的勘察、设计等工作；依据勘察、设计，进行滑坡治理。

第三节 新增拟损毁土地分布、面积、地类等分析。
因本年度不计划生产，故本年度无新增拟损毁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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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成效

第一节 以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验收情况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土地复垦现状

通洲煤矿外排土场位于矿区外北侧，已全部治理，并已验收通过。

（1）前期治理情况及效果

①首期治理工程：根据现场调查，通洲煤矿已对部分损毁区域进

行有表土剥离，已用于排土场覆土；采场周边设置网围栏 500m 及警

示牌 5 块；对采场边坡和排土场 边坡进行了监测；外排土场部分进

行了治理，边坡覆土、固化。共计投入资金 700 万元。首期地质环境

治理工程通过验收的面积为 0.224km2，治理效果良好，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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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二期治理工程：露天采场淸除危岩体、设買网围栏、内排回填、

平整、覆土、 恢知植被；外排土场平整、网格固化、覆土、边坡整形、

恢复植被等。二期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通过验收的面积为0.3375km
2
，共

计投入资金2089 万元，治理效果良好。

治理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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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报告

二、以往地质环境治理、土地复垦验收、还地情况

通洲煤矿主要对外排土场和前期生产形成的内排土场进行了治理，

对露天采坑边坡清理危岩，通洲煤矿对前期地质环境治理情况进行了

两期验收，2009 年 4 月 4 日，乌海市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专家对通

洲煤矿首期（2009 年—2013 年）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进行了实

地验收；2019 年 4 月 11 日，对二期（2014年1月—2018年12）的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进行了实地验收，经验收组核查验收资料、踏勘

矿山现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通过验收。

第二节 基金拟提取及基金使用计划
通洲煤矿自2020年9月停产，由于近年来未生产，基金账户余额满

足治理需要未提取，目前余额为19,782.348.96元，满足治理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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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方案》治理工作部署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总体工作部署

按照“谁开发、谁治理”的原则，该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由乌

海市通洲煤炭有限 责任公司负责并组织实施。矿山成立专职机构，加

强对本方案实施的资质管理和行政管理，该专职机构应对治理方案的

实施进行监督、指导和检查，保证治理方案落到实处并发挥积极作用。

该矿山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工作，既要统筹兼顾全面部署，又要

结合实际、突出重点，集中有限资金，采取科学、经济、合理的方法，

分轻、重、缓、急地逐步完成。在时间布署上，矿山开采和环境保护

与综合治理应尽可能同步进行；在空间布局上，把崩塌、滑坡、采场

不稳定边坡和排土场作为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重点。矿山剩余服务

年限为1年。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与土地复垦时间滞后期1年和植被

管护期3年，据此确定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5

年，即2020年8月～2025年7月。方案适用年限为5年，即 2020年8月～

2025年7月。

第二节 阶段实施计划

1、近期（2020年8月～2025年7月）

依据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原则，通洲煤矿治理期为一期，

重点是对现状 以及近期预测出现的地质环境问题进行治理，并建立矿

山地质灾害监测体系，按照轻 重缓急、分阶段实施的原则进行。具体

工作如下：

（1）建立、建全矿山环境治理监测体系，完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监督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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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沿露天采场范围设立警示牌；

（3）对内排土场、露天采坑的边坡进行清理危岩，保证其稳定性；

（4）对内排土场边坡进行整形、边坡设置排水沟、平台设置挡水

围堰，

（5）对最终采坑进行削坡、回填。

（6）对地质灾害、地表水、地形地貌景观、水土环境污染进行监

测工作。

二、土地复垦工程阶段实施计划

第一阶段（2020年8月～2025年7月）：为期5年，主要任务：对内

排土场平台以及边坡进行平整、覆土、恢复植被；对最终采坑进行平

整、覆土、恢复植被；对工业场地进行清基、拆除、清运、平整、覆

土及恢复植被；对储煤棚进行清基、拆除、清运、平整、覆土及恢复

植被；对复垦区进行土壤质量监测、复垦植被监测和管护工程。

第三节 近期年度工作安排

一、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总体工作部署，结合矿山地质环境的

工程量、难易程度等实际情况，确定近期（2020年8月～2025年7月）

年度实施计划。

1、对采坑边帮及排土场边坡存在的隐患体进行清理危岩体；

2、露天采坑外围设置警示牌和网围栏；

3、对内排土场边坡进行整形、边坡设置排水沟、平台设置挡水围

堰，

4、对最终采坑进行削坡、回填。

5、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对含水层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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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对地形地貌景观进行破坏监测；对水土环境污染进行破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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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安排

第一节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由于通洲煤矿长期处于停产状态，待矿区整合完成后，继续开采。

2024年度预计不进行开采。目前，通洲煤矿具备治理条件区域均已完

成治理。

202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规划的主要治理内容：

1、露天采坑外围设置警示牌和网围栏；

2、对复垦植被恢复工程监测、巡查、补植、除草、浇水等管护工

作。

第二节 矿山地质环境及土地复垦动态监测工作计划

1、对地质灾害进行监测；每年监测2次。

2、对地含水层监测进行破坏监测。

近期矿山地质环境监测工程

第三节 经费预算

项目名称 内容 单位 工程量

复垦区 巡查、浇水、补种、除草

、防治病虫害
次 3

采坑外围 警示牌和网围栏 米 600

工程内容 单位 工程量

地质灾害监测 次 2

含水层监测 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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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对各项治理工程进行了估算，估算结果总费用为88.34万元。

第四节 组织机构及保障措施

建立由矿长为组长、技术科长为副组长、矿山专职地质环境保护

和土地复垦管理人员等技术骨干力量为成员组成的管理机构，以负责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具体施工、协调和管理工作。

附图：

2024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图

治理项目 面积(m
2
) 治理工程内容 单位 单价 工程量

治理费

(万元)

采坑 12600

警示牌 块 120元/块 8块 0.096

网围栏 米 100/次 600 6.0

排土场、工业场

地
241000 植被养护 m

2
3.0元/m

2
241000m

2
72.3

监测 次 2.5万/次 4 10.0

合计 8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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