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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矿山基本情况 

采矿权信息表        表 1-1   

矿山名称 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 

采矿权人 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 

采矿许可证 C1500002009041120012494 开采矿种 煤 

有效期限 2024.8.1—2025.10.2 生产规模 60万吨/年 

矿区面积 1.8553km2 开采方式 露天开采 

生产现状 新建  生产  改扩建   停产√ 开采标高 1450m-950m 

方案服务年限 2025年 1月 1日至  2025年 12 月 30日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见下表 1-2。 

矿区范围各拐点坐标表      表 1-2  

国家2000

大地坐标

系 

1 4506611.18 37457534.98 5 4506549.03 37460920.98 

2 4506611.09 37459542.97 6 4506860.06 37460317.98 

3 4507161.05 37460317.99 7 4505961.1 37459397.95 

4 4507069.03 37460920.98 8 4505961.18 37457534.95 

面积为1.8553 km2，开采标高1450-950m 

地理位置：大顺煤矿位于土默特右旗政府所在地萨拉齐镇直距 20km，方位

340°，中卜圪素井田北西部，行政区划隶属土默特右旗耳沁尧乡管辖。矿区地理

坐标（国家大地坐标系 CGCS2000）： 

东经：110°29′47″～110°32′12″ 

北纬：40°41′10″～ 40°41′50″ 

交通位置：110国道从矿区南部山前平原的萨拉齐镇通过，区内有二条河床砂

石路与山前平原的 110国道相接，距离 20-30km。京包铁路同 110国道平行从萨拉

齐镇通过，西南部 8km有中卜圪素矿区自备铁路与京包线接轨，自备铁路线长 8km。

矿区距萨拉齐火车站直距 20km，运距 25km.。矿区内有简易公路可通行汽车，交

通条件较为便利。交通位置见（图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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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交通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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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总结 

2.1、  工程实施完成情况 

因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1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土默特

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顺煤矿的采矿权,土默特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

司大顺煤矿采矿权于 2024年 8月 1日变更登记为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

煤矿，故 2023、2024年度未进行编制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书，故对

其 2022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书进行叙述如下： 

2022 年 4 月，土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交的《山土右旗大顺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大顺煤矿 2022 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书》于 2022 年 4

月评审通过，并于 2022年 5开始治理工程。  

（一）完成的治理复垦范围 

上年度完成治理区面积 36.09hm2，上年度完成治理区拐点坐标见表 2-1。 

上年度完成治理区拐点坐标        表 2-1 

治理单元

名称 

序

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

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面积（m

2
） 

X Y X Y 

1号露天

采坑南侧

越界部位 

1 4505961.00  37457477.00  6 4505892.00  37457873.00  

48359 

2 4505881.00  37457483.00  7 4505883.00  37457629.00  

3 4505745.00  37457723.00  8 4505951.00  37457538.00  

4 4505729.00  37457898.00  9 4506182.00  37457538.00  

5 4505665.00  37458073.00  10 4506197.00  37457524.00  

2号露天

采场东侧

越界部位 

1 4506577.00  37461017.00  6 4506899.00  37461192.00  

48792 

2 4506678.00  37461212.00  7 4506839.00  37461146.00  

3 4506785.00  37461289.00  8 4506838.00  37461091.00  

4 4506825.00  37461277.00  9 4506839.00  37461017.00  

5 4506852.00  37461207.00     

3号排土

场北侧 

1 4507202.00  37459136.00  15 4507493.00  37460621.00  

149218 

2 4507279.00  37459137.00  16 4507483.00  37460524.00  

3 4507326.00  37459188.00  17 4507543.00  37460426.00  

4 4507316.00  37459266.00  18 4507484.00  37460318.00  

5 4507225.00  37459337.00  19 4507430.00  37460199.00  

6 4507105.00  37459444.00  20 4507428.00  37460121.00  

7 4507110.00  37459629.00  21 4507532.00  37460065.00  

8 4507440.00  37460385.00  22 4507234.00  37459480.00  

9 4507359.00  37460625.00  23 4507282.00  37459450.00  

10 4507153.00  37460826.00  24 4507375.00  37459442.00  

11 4506979.00  37460621.00  25 4507437.00  37459234.00  

12 4506954.00  37460641.00  26 4507433.00  37459077.00  



 2 

13 4507113.00  37460914.00  27 4507236.00  37459051.00  

14 4507465.00  37460688.00  28 4507057.00  37459073.00  

2号排土

场西北侧 

1 4506555.00  37457537.00  19 4507225.00  37458545.00  

114572 

2 4506630.00  37457555.00  20 4507315.00  37458535.00  

3 4506663.00  37457611.00  21 4507288.00  37458326.00  

4 4506648.00  37457644.00  22 4507270.00  37458116.00  

5 4506708.00  37457764.00  23 4507184.00  37458127.00  

6 4506749.00  37457878.00  24 4507099.00  37458062.00  

7 4506717.00  37457902.00  25 4507040.00  37457967.00  

8 4506813.00  37458005.00  26 4506849.00  37457981.00  

9 4507001.00  37458124.00  27 4506793.00  37457863.00  

10 4507130.00  37458202.00  28 4506805.00  37457754.00  

11 4507262.00  37458432.00  29 4506710.00  37457689.00  

12 4507211.00  37458512.00  30 4506694.00  37457639.00  

13 4507180.00  37458679.00  31 4506721.00  37457582.00  

14 4507007.00  37458681.00  32 4506655.00  37457560.00  

15 4507010.00  37458700.00  33 4506643.00  37457539.00  

16 4507201.00  37458724.00  34 4506626.00  37457469.00  

17 4507318.00  37458696.00  35 4506541.00  37457435.00  

18 4507229.00  37458580.00  36 4506527.00  37457458.00  

（二）上年度完成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内容及工程量 

完成治理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表     表 2-2 

治理复垦单元 治理工程措施 单位 
设计 

工程量 

完成 

工程量 

完成工程

量百分比% 
备注 

2号露天采坑东侧

越界部位 

回填 m3 1545280 773550 50.06  

边坡整形 m
3
 47060 23630 50.21  

平整 m
3
 38846 19600 50.46  

覆土 m
3
 38846 23630 50.21  

恢复植被 m
2
 129488 48792 37.68  

3号排土场 

北侧 

边坡整形 m
3
 124560 86647 69.56  

平整 m
3
 62765 37659 60.00  

覆土 m
3
 62765 37659 60.00   

恢复植被 m
2
 209218 149218 71.32  

2号排土场 

西、北侧 

边坡整形 m
3
 85600 85600 100   

平整 m
3
 34372 34372 100  

覆土 m
3
 34372 34372 100  

恢复植被 m
2
 114572 114572 100  

1号露天采坑南侧

越界部分 

边坡整形 m
3
 10000 4650 46.50  

平整 m
3
 44298 14508 32.75  

覆土 m
3
 44298 14508 32.75  

恢复植被 m
2
 147660 48359 32.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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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治理验收情况 

2022 年 12 月 20 日，土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组织专家对土右旗大顺矿

业有限责任公司大顺煤矿地质环境年度治理工程进行实地验收。经验收组核查验

收资料、实地踏勘矿山治理工程现场，土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顺煤矿矿

山年度地质环境部分治理工程基本达到验收要求，专家组同意该矿山地质环境部

分治理工程验收通过。 

（四）治理复垦效果 

该矿属年度计划书治理工程，对 2 号露天采坑东侧越界部位部分进行回填、

边坡整形、平整；对 3号排土场北侧部分进行边坡整形、平整、覆土、恢复植被；

对 2 号排土场西、北侧进行边坡整形、平整、覆土、恢复植被；对 1 号露天采坑

南侧越界部分进行边坡整形、平整、覆土、恢复植被，已完成的部分治理工程基

本达到了保护和治理恢复矿山地质环境的效果。 

2.2、上年度基金计提使用情况 

土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顺煤矿矿区范围全部属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

境内，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开采矿种为煤，土地损毁总面积为 3.0119km2。

损毁土地类型为灌木林地、天然牧草地、内陆滩涂、采矿用地。2024 年度矿山处

于停产状态未动用资源量。 

因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1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山西多

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的采矿权,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采

矿权于 2024年 8月 1日变更登记为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正在开

设基金账户，故上年度基金计提金额为 0 万元，上年度矿山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

费用提取金额 0元。 

2.3、存在问题 

2.3.1、矿山主要的地质环境问题 

（一）矿山地质环境现状问题 

根据现场调查，该矿山为生产矿山。大顺煤矿现状条件下矿山开采已破坏的

工程单元主要为矿山露天开采形成的露天采场、排土场、工业场地和办公生活区，

分别对破坏单元从地质灾害、含水层破坏、地形地貌景观、损毁土地四大类矿山

地质环境问题进行分析论述。现分别叙述如下： 

1、露天采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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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号露天采场 

1号露天采场形状呈不规则形，地表边界东西长约 2480m，南北宽约 600m，平

均深约 100m，占地面积 1.38km
2，坡度约 30°-70°。剖面为阶梯状，结构较完整，

可分辨台阶层次。采场底部标高为 1223m，现状形成 5个台阶，台阶宽度为约 10m。

1号露天采场在东南部存在剥离越界现象，西部、东部越界部分为道路越界。（照

片 2-1） 

 
照片 2-1    1号露天采场 

（2）2 号露天采场 

2 号露天采场形状呈不规则形，地表边界东西长约 1277m，东西宽约 470m，

平均深约 70m，占地面积 0.36km2，坡度约 30°-70°。剖面为阶梯状，结构较完

整，可分辨台阶层次。采场底部标高为 1325m，现状形成 4 个台阶，台阶宽度为 

约 10m。2 号露天采场在南部和东部地段存在越界现象。（照片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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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2-2      2 号露天采场 

2、排土场 

大顺煤矿现状条件下共有 3个排土场，分别编号为 1号排土场、2号排土场和

3号排土场。 

（1）1 号排土场：位于矿区西南部，呈长条不规则形状，东西长约 1813m，

南北宽约 480m，高约 70m，占地面积 0.72km
2。现状形成 3个台阶，台阶高度为 20m，

台阶平台宽度约 12m，排土场坡角约 45°。为根据现场调查了解，1 号排土场目前

正在使用，废弃物为剥离物，岩性为深灰色砾岩、粉砂岩、泥岩。（见照片 2-3）。 

 

照片 2-3     1 号排土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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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号排土场：位于矿区西北部，呈长条不规则状，东西长约 1100m，南

北宽约 180m，最高约 60m，占地面积 0.48km
2。现状形成 3个台阶，台阶高度为 20m，

台阶平台宽度约 12m，排土场坡角约 45°。根据现场调查了解，2号排土场已排满，

停止使用。废弃物为剥离物，岩性为深灰色砾岩、粉砂岩、泥岩。（见照片 2-4）。 

照片 2-4     2 号排土场 

（3）3 号排土场：位于矿区东部，呈长条状，东西长约 1848m，南北宽约 500m，

高约 40m，占地面积 0.94km2。现状形成 2 个台阶，台阶高度为 20m，台阶平台宽

度约 12m，排土场坡角约 45°。为根据现场调查了解，3 号排土场正地使用。废

弃物为剥离物，岩性为深灰色砾岩、粉砂岩、泥岩。（见照片 2-5）。 

 

照片 2-5     3 号排土场 

经调查、访问，现状条件下1 号排土场、2 号排土场和3 号排土场均没有发

现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现象。各排土场直接排放于地表，废石中不含有毒有害

物质，因此，排土场未对含水层产生破坏。各排土场形成规模较大的人工堆积地

貌，改变原有地形地貌景观。现状条件下1号排土场占地面积为0.72km2，其中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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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牧草地0.4651km2、占用内陆滩涂0.0096km2、占用采矿用地0.2404km2，对土地

资源影响程度严重；2 号排土场占地面积为0.48km2，其中占用天然牧草地

0.0116km2、占用采矿用地0.1268km2，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较严重；3 号排土场占

地面积为0.94km
2，其中占用灌木林地0.5631km2、占用采矿用地0.0925km2，破坏了

土地资源。 

3、工业场地 

工业场地紧邻3号排土场西侧，内设有办公区、宿舍、修理车间及储煤场。地

势相对平坦，场地排水坡度为0.4%～1.2%左右，场内排水主要沿场内道路两侧排

水，并将场地内地表水排出场外，占地面积为0.01km²。（见照片2-6）。 

 

照片 2-6     工业场地 

现状工业场地地质灾害不发育。工业场地用水量小，目前对矿区及附近的水

源影响程度较轻，现状存在的固液废弃物仅为工业场地的生活污水，其排放量相

对较小，且都有相应的处置措施。该场地人工建筑改变了地形地貌景观。工业场

地占地面积为0.01km²，破坏的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 

4、办公生活区 

1号办公生活区紧邻 2号排土场，东西长约 110m，南北宽约 85m，占地面积为

0.01km2；2号办公生活区紧邻 1号露天采坑西北侧，南北长 200m，东西宽约 90m，

占地面积为 0.02km2。1 号、2 号办公生活区场地周围地势平缓，岩体稳定，现状

未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场地的建设未揭露含水层，对含水层结构无影响，

日常生活用水对地下水水质无影响。各办公生活区场地的建设对周围原地貌进行

削高填低，破坏了原有地形地貌景观，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较轻。办公生活区占

地面积为 0.03km2，破坏的土地类型为采矿用地，对土地资源影响程度较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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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土地利用现状 

1、矿区土地的现状 

根据“第三次土地利用现状图，图幅号（K49G080040、K49G080041）确定矿

山已损毁土地利用类型和数量。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总面积为

1.8553km
2，矿山现状破坏面积为 3.0199km2。矿区土地利用类型主要有为天然牧草

地、采矿用地、灌木林地、内陆滩涂。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土地

利用现状详见表 2-3。 

表 2-3      矿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km

2
） 比例（%）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03 林地 032 灌木林地 0.7745 25.72  

04 草地 041 天然牧草地 1.1676 38.77  

11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116 内陆滩涂 0.014 0.46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204 采矿用地 1.0558 35.05  

合计 - - 3.0199 100 

2、已损毁土地的现状 

现状条件下已损毁土地的破坏单元有露天采场、工业场地、排土场、工业场

地和办公生活区。土地损毁总面积为3.0199km2。其损毁的土地类型为天然牧草地、

灌木林地、其他林地、采矿用地，土地损毁形式分别为挖损和压占，详见矿山已

损毁土地的现状表2-4。 

已损毁土地现状统计表       表 2-4 

单元名称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km
2
） 编号 名称 编号 名称 

1号露天采场 

03 林地 
0301 灌木林地 0.1779 

0307 其他林地 0.0044 

04 草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0.4514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5064 

2号露天采场 

03 林地 0301 灌木林地 0.0335 

04 草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0.2395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0497 

1号排土场 
04 草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0.4651 

0307 其他林地 0.0096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2404 

2号排土场 
04 草地 0401 天然牧草地 0.0116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1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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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号排土场 
03 林地 0301 灌木林地 0.5631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0925 

工业场地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01 

1号办公生活区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01 

2号办公生活区 20 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0602 采矿用地 0.02 

合计 - - - - 3.0119 

3、土地利用权属 

矿区范围土地所有权属于土默特右旗九峰山生态管理委员会所有，权属明确，

界线明显，不存在权属争议。 

（三）地质灾害预测 

矿山目前处于生产期，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根据开发利用方案及实地调查，

未来开采可能影响的区域为露天采场、排土场、工业场地及办公生活区。 

1、露天采场 

在未来矿山生产过程中，崩塌将可能主要发生于露天采场的坑壁。这类崩塌

主要是露天开采卸载后，在机械和振动作用下，加剧了坑壁岩层的裂隙发育，破

坏了原有岩体的稳定性，形成不稳定边坡，通过矿山开采方式和露天采场地层、

构造以及采坑坡面角分析： 

（1）矿山在对采场开采过程中，采坑工作帮将形成较大临空面，采坑北部边

坡的岩层倾向与坡向相同，在采动情况下（包括机械振动和放炮爆破）将进一步

破坏岩体的完整性，从而降低了采坑边坡的稳定性，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形成

高陡的边坡，在机械振动和自重卸荷下，采坑边坡上部岩体可能松动，在采坑边

帮处有可能引发滑坡地质灾害。 

（2）南部边坡构成临空面的岩层倾向与坡向相反，在采动作用下（包括机械

震动和放炮爆破）将进一步破坏岩体的完整性，从而降低了采坑边坡的稳定性，

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形成高陡边坡，在机械振动和自重卸荷下，采坑边坡上部

的岩体可能松动，在采坑边帮处有可能引发崩塌地质灾害，并可能伴随滑坡；东

部及西部边坡构成临空面的岩层倾向与坡向相交，在采动作用下（包括机械震动

和放炮爆破）将进一步破坏岩体的完整性，从而降低了采坑边坡的稳定性，随着

开采深度的增加，形成高陡边坡，在机械振动和自重卸荷下，采坑边坡上部的岩

体可能松动，在采坑边帮处有可能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预测未来崩塌（滑

坡）规模较小，将对矿坑内开采人员和设备造成一定威胁，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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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较严重，危险性中等。认为未来矿山开采过程中有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的可能性。预测露天采场引发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危害程度为较严重。 

2、排土场 

1号排土场位于矿区西南部，主要存放本期剥离产生的废弃物，预测边坡角约

45°，堆高约 85m。2 号排土场位于矿区西北部，呈长条不规则状，已经弃用。3

号排土场位于矿区西部，预测本期面积将增加至 0.70km
2，面积增加 0.04km2。主

要存放本期剥离产生的废弃物，预测边坡角约 45°，堆高约 50m。 

1 号排土场在未来矿山生产过程中，随着排土场堆砌高度的逐渐增高，堆体

上部坡体负荷逐渐增大，坡体边坡稳定性逐渐减弱；加之降水冲刷，以及机械振

动，使边坡产生滑塌，排弃物顺坡向下滑动，从而产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预测 1 号排土场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2 号排土场坡体边坡稳定性较好，但随着雨季降水冲刷，使边坡稳定性降低，

预测 2 号排土场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危害。 

3 号排土场在未来矿山生产过程中，随着排土场堆砌高度的逐渐增高，堆体

上部坡体负荷逐渐增大，坡体边坡稳定性逐渐减弱；加之降水冲刷，以及机械振

动，使边坡产生滑塌，排弃物顺坡向下滑动，从而产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预测 3 号排土场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地质灾害。 

3、工业场地 

预测工业场地引发的地质灾害不发育。 

4、办公生活区 

1 号、2 号办公生活区场地周围地势平缓，岩体稳定，地质灾害不发育。 

3.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 

3.1 本年度生产计划 

2025年不计划进行开采。 

3.2 主要治理与复垦内容 

1、本年度拟治理矿山地质环境与土地复垦内容 

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1日通过司法拍卖取得土默特右

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顺煤矿的采矿权,土默特右旗大顺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大顺煤矿采矿权于 2024年 8月 1日变更登记为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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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现正处于双方交接过程当中，故根据现场调查大顺煤矿本年度只对 3 号排土

场东侧部分边坡进行整形、平整、覆土、恢复植被，大顺煤矿具体矿山地质环境

治理与土地复垦工程为： 

(一) 3号排土场东侧部位治理工程部署 

（1）边坡整形：3号排土场东侧部位进行边坡整形。 

（2）平整：3号排土场东侧边坡整形区域进行平整。 

（3）覆土：3号排土场东侧平整区域进行覆土。 

（4）恢复植被：3号排土场东侧覆土区域进行恢复植被。 

2、本年度拟治理复垦范围与面积 

本年度拟治理区面积 5.5hm
2，拟恢复土地类型面积 5.5hm2，本年度拟治理区

范围拐点坐标见表 3-1。 

表 3-1      本年度拟治理区范围拐点坐标 

治理单

元名称 

序

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序

号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面积

（hm
2
） X Y X Y 

3号排

土场东

侧 

1 4507479.26 37460585.46 9 4506978.88 37460662.33 

5.5 

2 4507493.52 37460644.86 10 4507008.63 37460675.92 

3 4507455.42 37460702.82 11 4507033.47 37460720.01 

4 4507143.42 37460886.84 12 4507068.97 37460757.42 

5 4507099.66 37460894.66 13 4507136.78 37460800.87 

6 4507004.15 37460788.08 14 4507193.45 37460780.29 

7 4507978.85 37460735.81 15 4507364.74 37460632.23 

8 4506965.32 37460663.04 16 4507386.77 37460589.62 

3、土地复垦恢复面积及地类 

根据土地利用现状图（图幅号： K49G080040、K49G080041），确定矿区内土

地利用类型和数量。本年度确定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单元为 3号排土场东侧，

故本年度拟土地复垦恢复面积 5.5hm2，其中拟恢复土地类型草地为 5.5hm2。 

3.3 工程措施及部署 

(一)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工作部署 

2023 年度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对象主要包

括：3 号排土场北侧、1 号露天采坑南侧越界部分、2 号露天采坑东侧越界、1 号

排土场南侧边坡，具体环境治理工程部署如下： 

1、3号排土场东侧治理工程部署 

（1）边坡整形：对 3号排土场东侧进行边坡整形，整形区域与西侧整形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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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相连接，边坡整形后台阶高度约 10m，边坡角度 35°左右，台阶宽约 6m，共

计形成 3个台阶，1390m台阶顺势修整到坡底，预计整形工程量约 14.36万 m
3。治

理效果见图 3-1。 

 

 
（2）平整：采用机械作业的方法，局部地区结合人工平整，对边坡整形后的

3号排土场东侧进行平整，平整各个平台时需将平台东北部略高于平台西南部 3°

左右，防止雨季冲刷斜坡，平整面积 55008m2，平整厚度 0.30m，平整工程量为

16502m3。 

（3）覆土：采取人工和机械相结合的方法，对 3号排土场东侧平整后的区域

进行覆土，覆土面积为 55008m2，覆土厚度 0.3m，覆土量为 16502m3。 

（4）撒播草籽自然恢复植被：对 3号排土场东侧覆土后的区域为保持水土进

行撒播草籽自然恢复植被，选用适应生长植物物种多为矮小、耐旱草种，本次治

理草种选择羊草和披碱草草种混合播种。采用撒播的方式进行播种，播种深度 2～

3cm，播种量为 50kg/hm2。地表播种后，应在随后的 1-2年做好相应的管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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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播草籽自然恢复植被的面积为 55008m2。 

2、露天采坑监测 

（1）地质灾害监测：采用相对位移法，用皮尺、钢尺等量具对边坡上部的裂

缝进行测量，用罗盘对边坡角的变化量进行测量，发现险情，及时撤离采矿人员

及设施。在露天采场高陡边坡设置6个监测点， 2次/月，监测次数为24次/年。 

（2）地下水监测：在矿山附近的抽水井内设置1个监测点对水质进行监测，

地下水监测频率为每年2次，共计监测次数2次。 

2、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工程量 

2025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工程量如下： 

由上所述，本年度治理工程量汇总表如下： 

表 3-3         本年度治理工程量汇总表             

治理复垦单元 治理工程措施 单位 
完成 

工程量 
备注 

3号排土场东侧 

边坡整形 m
3
 8080  

平整 m
3
 16502  

覆土 m
3
 16502  

恢复植被 m
2
 55008  

露天采坑 
地质灾害检测 次 24  

地下水检测 次 2  

4.治理工程经费估算 

一、工程经费估算编制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项目预算定额标准》（内财建〔2013〕

600号）。 

2、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重新调整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率的通

知》（建办标函[2019]193号） 

3、年度计划书实物工程量及相关图件和说明。 

4、内蒙古包头(地区)材料价格信息（2024年第一季度）及包头市(地区)材料

价格市场询价。全部以材料到工地实际价格计算。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估

算单价。 

对块石、水泥、汽油、柴油等主材料进行限价。当使用材料预算价格等于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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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主材规定价格表”中所列的规定价格时，直接计入工程施工费单价；当材

料预算价格大于“主材规定价格表”中所列的规定价格时，超出限价部分单独计

算材料价差（只计取材料费和税金），其他费用不取。主材价格表见 4-1。 

表 4-1       主材规定价格表                  

序号 材料名称 单位 单价（元） 限价 

1 施工用水 m
3
 5.95   

2 施工用电 kwh 1.00    

5 柴油 kg 8.30  4.50  

6 汽油 kg 8.62 5.00  

二、工程经费估算 

经估算山西多多矿产储销有限公司大顺煤矿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投资总费

用 197.80万元。包含工程施工费 193.16万元，监测费 4.64万元。各种费用计算

见下列估算表。 

表4-2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投资经费估算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估算金额 各费用占总费用的比例（%） 

(1) (2) (3) 

一 工程施工费 193.16 99.76 

二 监测管护费 4.64 0.24 

总     计 197.80 100 

表4-3     工程施工费估算表 

序

号 

定额编

号 
单项名称 

单

位 
工程量 综合单价（元） 合计（万元） 

二 3号排土场 

1 10240 边坡整形 m3
 143600 11.48 164.85 

2 10222 平整 m3
 16502 3.8 6.27 

3 10135 覆土 m3 16502 12.32 20.33 

4 50031 
播撒草籽自然恢复植

被 
m2 55008 0.31 1.71 

合计 193.16 

表4-4     监测与管护费计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费基础(万元) 费率 次数 费用(万元) 

1 监测费 193.16 0.1% 24 4.64 

总          计 — — 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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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5      机械台班费估算单价计算表 

定额编号: 1013 推土机 59kw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一类费用    75.46 

2 二类费用    386.30 

（1） 人工 工日 2.00 94.15 188.30 

（2） 柴油 kg 44 4.5 198 

合计    461.76 

定额编号: 1014 推土机 74kw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一类费用    207.49 

2 二类费用    435.80 

（1） 人工 工日 2.00 94.15 188.30 

（2） 柴油 kg 55.00 4.5 247.50 

合计    643.29 

定额编号: 1010 装载机 2m
3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一类费用    267.38 

2 二类费用    647.30 

（1） 人工 工日 2.00 94.15 188.30 

（2） 柴油 kg 102 4.5 459 

合计    914.68 

定额编号: 40.13 自卸汽车 10t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一类费用    234.46 

2 二类费用    426.80 

（1） 人工 工日 2.00 94.15 188.30 

（2） 柴油 kg 53 4.5 238.50 

    661.26 

定额编号: 1004 挖掘机（油动 1m
3
）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一类费用    336.41 

2 二类费用    512.30 

（1） 人工 工日 2.00 94.15 188.30 

（2） 柴油 kg 72 4.5 324.00 

合计    84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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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6    人工估算单价计算表             

甲类工 

地区类别 二类地区 定额人工等级   

序号 项目 计算式 单价(元) 

1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标准（1441元/月）×12÷（250-10） 72.050  

2 辅助工资   8.076  

2.1 地区津贴 津贴标准×12÷（250-10） 0.000  

2.2 施工津贴 津贴标准（3.5元/天）×365×95%÷（250-10） 5.057  

2.3 夜餐津贴 
[中班津贴标准（3.5元/中班）+夜班津贴标准（4.5

元/夜班）]÷2×0.2 
0.800  

2.4 节日加班津贴 基本工资×（3-1）×11÷250×0.35 2.219  

3 工资附加费   14.023  

3.1 职工福利基金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费率标准（14%） 11.218  

3.2 工会经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费率标准（2%） 1.603  

3.3 工伤保险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费率标准（1.5%） 1.202  

4 
人工工日预算

单价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工资附加费 94.15  

乙类工 

地区类别 二类地区 定额人工等级   

序号 项目 计算式 单价(元) 

1 基本工资 基本工资标准（1100元/月）×12÷（250-10） 55.000  

2 辅助工资   3.816  

(1) 地区津贴 津贴标准×12÷（250-10） 0.000  

(2) 施工津贴 津贴标准（2元/天）×365×95%÷（250-10） 2.890  

(3) 夜餐津贴 
[中班津贴标准（3.5元/中班）+夜班津贴标准（4.5

元/夜班）]÷2×0.05 
0.200  

(4) 节日加班津贴 基本工资×（3-1）×11÷250×0.15 0.726  

3 工资附加费   10.292  

(1) 职工福利基金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费率标准（14%） 8.234  

(2) 工会经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费率标准（2%） 1.176  

-3 工伤保险费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费率标准（1.5%） 0.882  

4 
人工工日预算

单价 
基本工资＋辅助工资＋工资附加费 6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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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覆土工程单价计算表 

工作内容：挖装、运输、卸除、推平、空回（运距0-0.5km）    定额编号：10135 

单价： 12.32 元/m
3
   100m

3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直接费    802.39 

1.1 直接工程费    802.39 

1.1.1 人工费    71.61 

（1） 甲类工 工日 0.1 94.15 9.42 

（2） 乙类工 工日 0.9 69.11 62.20 

1.1.2 材料费     

1.1.3 机械使用费    692.57 

（1） 挖掘机1m
3
 台班 0.22 848.71 186.72 

（2） 推土机59kw 台班 0.16 461.76 73.88 

（3） 自卸汽车5t 台班 1.08 399.97 431.97 

1.1.4 其他费用 元 5.00% 764.18 38.21 

1.2 措施费 元 3.80% 802.39 30.49 

2 间接费 元 5.00% 832.88 41.64 

3 利润 元 3.00% 874.52 26.24 

4 材料差价    260.00 

4.1 柴油 kg 65 4 260.00 

5 税金 元 9% 1130.27 101.72 

 总计  1231.99 

表 4-8   平整工程单价分析表             

工作内容：平整（推土、翻松、整平）                         定额编号：10222 

单   价： 3.80元/m
3
 100m

3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直接费    260.97 

1.1 直接工程费    251.42 

1.1.1 人工费    20.73 

（1） 乙类工 工日 0.30 69.11 20.73 

1.1.2 机械费    218.72 

（1） 推土机 74kw 台班 0.34 643.29  218.72 

1.1.3 其他费用 % 5.00 239.45 11.97 

1.2 措施费 % 3.80 251.42 9.55 

2 间接费 % 5.00 260.97 13.05 

3 利润 % 3.00 274.02 8.22 

4 材料价差    74.80 

（1） 柴油 kg 18.7 4 74.80 

5 税金 % 9.00 357.04 23.13 

合计  38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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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边坡整形工程单价计算表 

工作内容：坡面放缓、推平（运距 50-60m）                      定额编号：10240 

单 价： 11.48  元/m
3
     100m

3
 

编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合价（元） 

1 直接费 元   866.07  

1.1 直接工程费 元   835.97  

1.1.1 人工费 元   29.40  

（1） 乙类工 工日 0.40 69.11 29.40  

1.1.2 机械使用费 元   766.76  

（1） 推土机 55kw 台班  1.75  438.15  766.76  

1.1.3 其他费用 % 5.00  796.16  39.81  

1.2 措施费 % 3.80  835.97  30.09  

2 间接费 % 5.00  866.07  43.30  

3 利润 % 3.00  909.37  27.28  

4 材料价差    173.60  

4.1 柴油 kg 70.00  4 173.60  

5 税金 % 9.00 1110.25  37.86  

 合计    1148.11  

表 4-10      播撒草籽单价计算表       

工作内容：种子处理、人工撒播草籽                            （定额编号：50031） 

单价： 3147.25  元/hm2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 小计 

一 直接费    1745.15  

（一） 直接工程费    1678.03  

1 人工费    145.13  

 乙类工 工日 2.1 69.11 145.13  

2 材料费    1500.00  

 草籽 kg 50 30 1500.00  

3 其他费用 % 2 1645.13  32.90  

（二） 措施费 % 4 1678.03  67.12  

二 间接费 % 5 1745.15  87.26  

三 利润 % 3 1832.41  54.97  

四 材料价差    1200.00  

 草籽 kg 50 20 1000.00  

五 税金 % 9 2887.39  259.86  

 合计    314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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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年度基金计提使用计划 

依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内自然资规【2019】3号）精神要求、《包头市自然资源局关于进一步加

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及治理恢复基金计提管理工作的通知》（包自然资发〔2021〕

172号）要求，矿山应该设立基金账户，按规定提取基金。 

基金计提基数方法如下：年度基金提取额=矿类计提基数×露天开采影响系数

（或地下开采影响系数）×土地复垦难度影响系数×地区影响系数×煤矿价格影

响系数（开采矿种为煤的时候增加该系数）×上一年度生产矿石量。 

一、基金计提的影响系数见下表  

表 5-1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计提基数（元/吨）       

矿类 固体能源 
非固体能源及矿

泉水（含地热） 
金属 建材非金属 其它非金属 

计提标准 5.5 1.0 3.0 2.0 2.5 

表 5-2        露天开采影响系数 

开拓方式 

固体能源矿产 金属、非金属矿产 

自上而下水

平分层 
其他采矿法 

露天开采深度（或

高度）≤30m 
露天开采深度（或

高度）>30m 

影响系数 2.0 2.5 2.0 2.5 

表 5-3        土地复垦难度影响系数 

土地类型 耕地 林地 草地 其他 

影响系数 1.4 1.2 1.0 0.8 

表 5-4          地区影响系数 

地区 

阿拉善盟、乌海、二连浩特市、

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苏尼

特右旗、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

旗、乌拉特中旗、鄂尔多斯市

鄂托克旗 

赤峰市、通辽市、

兴安盟、满洲里市、

呼伦贝尔市、锡林

郭勒盟其他地区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

布市、包头市、鄂尔

多斯市其它地区、巴

彦淖尔其它地区 

影响系数 0.9 1.0 1.1 

表 5-5    煤矿价格影响系数 

价格 
销售价格<300

元/吨  

300元/吨≤销售价格

<500元/吨  

500元/吨≤销售价格

<800元/吨  

销售价格≥800

元/吨  

影响系数 1.0 1.1 1.2 1.3 

二、基金计提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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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顺煤矿位于包头市土默特右旗境内，矿山采用露天开采方式开采，开采深

度大于 30m，上年度矿山动用矿产资源储量 0万吨，计算公式如下： 

基金提取额= R1×R2×R3×R4×R5×Q 

=5.5×2.0×0.98×1.1×1×0 

=0万元 

式中：R1-矿类计提基数,取 5.5； 

R2-露天开采影响系数,取 2.0； 

R3-土地复垦难度影响系数,按土地类型分别进行计算[(0.78/3.02)×

1.2+(1.17/3.02)×1.0+(1.07/3.02)×0.80]=0.98； 

R4-地区影响系数,取 1.1； 

R5-煤矿价格影响系数,取 1.0； 

Q-上一年度生产矿石量（0万吨）。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生态环

境厅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管理办法（试行）》的

通知，规定采矿权人年度提取的基金以及往年节余基金累计不足于本年度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费用的，应当以本年实际所需费用进行补足，完成矿山地

质环境保护和土地复垦任务后的年度结余资金可以在下年度使用。土默特右旗四

道沟煤矿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治理工程总费用为 197.80 万

元。根据年度基金提取公式计算的治理基金提取额为 0 万元，不能够满足本年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与土地复垦计划的实施，故矿山应按照本年度矿山地质环境治理

与土地复垦计划经费预算提取地质环境治理基金，即 197.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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