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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海县鹏飞有色金属采选有限公司兴海县什多龙铅锌矿开采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意见

2020年 6月 5日，经青海省自然资源厅同意，青海省地质环境监

测总站邀请有关专家（名单附后）,对兴海县鹏飞有色金属采选有限公

司提交的《兴海县鹏飞有色金属采选有限公司兴海县什多龙铅锌矿开

采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下称《方案》）在西宁组

织召开了审查会。与会专家在听取方案编制单位对方案汇报答疑的基

础上，形成意见如下：

一、什多龙铅锌矿区位于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境内，行政区划

隶属兴海县管辖，矿区总面积 1.11km2 ，地理坐标介于东经

之间，开

采方式为地下开采，开采标高 4880m～4500m，属已建矿山，矿山设计

建设规模 55万 t/a。根据生产探矿地质报告提供的储量及矿山生产规

模，确定矿山剩余服务年限约为 9年，监测管护期 3年，方案适用年

限 12年，每 5年应进行修编。

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部分

矿山评估范围为矿山用地范围、矿业活动可能的影响范围，影响

范围包括露天采场、废石场、矿区道路、办公生活区等采矿用建筑物

及炸药库，评估面积 314.32hm2。矿山所处评估区重要程度属较重要区，

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复杂，设计生产建设规模属中型。确定本项

Administrator
打字机文本



2

目矿山地质环境评估为一级。评估区范围确定合理，评估级别定级准

确。

现状评估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区和较轻

区，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区为露天采场、废石场、矿区道路、

办公生活区等采矿用建筑物及炸药库，面积 12.86hm2。不稳定斜坡 Q1

地质灾害危险性小，不稳定斜坡 Q2、Q3、Q4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泥

石流 N1地质灾害危险性中等；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对矿区水

土环境污染较轻，含水层影响较轻。较轻区为上述以外的区域，面积

301.46hm2。未受矿山开采影响，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

随着矿山开采，预测引发地面塌陷（面积 23.7hm2）的危害程度中

等，危险性大；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加剧不稳定斜坡 Q1、Q2、Q4失稳致

灾的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加剧不稳定斜坡 Q3失

稳致灾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预测评估矿山开采加

剧 N1泥石流的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中等。预测评估矿山开采活动遭

受不稳定斜坡 Q1失稳致灾的危害程度小，危险性小；预测评估矿山开

采活动遭受不稳定斜坡 Q2、Q3、Q4失稳致灾的危害程度中等，危险性

中等；预测评估矿山开采活动遭受N1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危害程度中等，

危险性中等。预测评估将预测地面塌陷区、露天采场、废石场、矿区

道路、办公生活区等采矿用建筑物及炸药库，面积 36.56hm2，划分为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严重区，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较严重，对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较轻，含水层影响较轻。较轻区为上述以外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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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积 277.76hm2，未受矿山开采影响，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较轻。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内容全面，依据充分，地质环境治理分区

合理，符合分区原则及相关要求。

三、矿山土地损毁评估部分

矿山已修建或开采形成了露天采场、废石场、矿区道路、办公生

活区等采矿用建筑物及炸药库，现状条件下已损毁 12.86hm2，损毁地

类为天然牧草地。其中矿区道路主要破坏土地方式为压占，面积为

8.4hm2，划分为矿区土地重度损毁区。露天采场及废石场总面积

3.94hm2，划分为矿区土地中度损毁区。办公生活区等采矿用建筑物及

炸药库压占土地，面积为 0.52hm2，划分为矿区土地轻度损毁区。

预测评估将地面塌陷区及矿区道路，面积为 32.1hm2，划分为矿区

土地重度损毁区。露天采场、废石场总面积 3.94hm2，划分为矿区土地

中度损毁区。办公生活区等采矿用建筑物、炸药库以及评估区的其它

范围，总面积为 277.76hm2，划分为矿区土地轻度损毁区。

矿山复垦区和复垦责任范围一致，复垦方向为天然牧草地。

方案中土地利用现状调查依据充分，预测损毁依据充分，结论正

确，土地适宜性评价合理，复垦区、复垦责任区划分合理准确。

四、方案拟定的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工程治理措施，

清理危岩体工程、井口封堵工程、回填工程、清理工程、网围栏、警

示牌工程、拆除工程、平整工程、覆土工程、监测管护工程，技术上

较为可行，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工程部署较为合理，监测管护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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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

五、《方案》根据矿山实际确定的各项地质环境治理保护措施及

土地复垦工程量，结合市场实际，确定的相关经费概算科目及定额选

取依据较充分，经费概算基本合理。

《方案》内容全面，章节安排合理，符合《编制指南》的要求，

方案已根据修改意见修改完善，按程序上报矿业主管部门审批后，可

作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的依据。

专家组长签名：

方案评审组

2020年 6月 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