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复垦

土地

面积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复垦 拟复垦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 0.3796

合计 / 0.3796

土地复垦率（％）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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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目的、原则及依据

（一）编制目的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表，贯彻落实“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明确生产建设单位土地复垦的目

标、任务、措施和实施计划等，规范额济纳旗各企业临时用地审批程序，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

（二）编制原则

此次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编制，根据当地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及相

关政策规定，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和便于操作的要求，结合项目区实际情况进行编

制。

（三）编制依据

a）法律法规

1）《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令第 5号）2019年修正；

2）《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第 592号令），2011年 3月 5日；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20年 1月 1日；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弃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 9月 1日；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b）部委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国土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50号文）；

2）《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号）；

3）《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整理复垦开发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8〕176号）；

4）《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文）；

5）《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文）。

c）技术规范、规程；

1）《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2）《土壤环境监测技术标准》（HJ/T 166-2004）；

3）《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 1036-2013）；

4）《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 1031-2011）；

5）《绿色勘查技术规程》（DB15/T3393-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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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内蒙古自治区财政厅、内蒙古自治区国土资源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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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土地利用相关规划

《额济纳旗旗域空间管制规划图（2015-2030年）》。

（四）编制目标

通过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明确复垦目标，主要包括：采取预防和控制措施减少的破坏土地面

积、土地复垦面积、土地复垦率和其他社会经济生态效益指标。

二、临时用地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a）项目名称：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三道明水北铜多金属矿（2）区勘探项目临时用地；

b）建设单位：额济纳旗银润矿业有限责任公司；

c）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d）临时用地服务年限：2年；

e）建设内容：7个探槽（TC5902、TC5903、TC8301、TC9101、TC51、TC50和 TC16）；11个钻

孔（ZK4703、ZK4702、ZK5501、ZK6301、ZK7102、ZK6、ZK4、ZK3、ZK1、ZK2和 ZK5），钻孔

用地包括钻井平台、泥浆池、值班室、材料房、发电房、配电房等；5条便道（ZK4702便道、ZK7102

便道、ZK6 便道、ZK3 便道和 ZK1便道）。其中探槽用地面积为 0.0921hm2、钻孔用地面积为 0.0558hm2、

便道占地面积 0.2317hm2。

（二）项目区自然地理概况

a）地理位置：项目区位于额济纳旗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乌兰乌拉嘎查，中心点地理极值坐标为

（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97°48′48″，41°34′50″。

b）气候：项目所在地区为典型的中温带大陆性气候，日照强烈，气候干燥、多风、少雨，属于我

国极干旱地区。一年四季分明，年平均气温 6-9℃，极端最低气温-36.4℃，极端最高气温 41.6℃。全年

降水多集中在 7-9 月，降雨量平均 100-150mm，年蒸发量 3000mm 以上。由于干旱少雨，冬春季西北

风盛行，大风频繁，最大冻土深度 1.5m，无霜期天数 114-183天。

c）土壤：项目所在区域分布土壤主要为沙漠风沙土，土壤有机质含量低，结构性较差。

d）植被：项目区内地表植被不发育。

e）水文：项目区为戈壁干旱区，勘查期未见地表水，地下水位埋藏较深。

（三）项目区土地利用状况

a）土地利用状况

根据《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三道明水北铜多金属矿（2）区勘探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勘测定界技术

报告书》，结合额济纳旗第三次国土调查 2022年度变更调查数据库资料，确定项目区内土地利用类型

和数量，按照《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土地分类》分类标准进行统计。临时用地土地总面积 0.3796hm2，

现状地类均为裸岩石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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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土地权属状况

项目区用地权属为额济纳旗哈日布日格德音乌拉镇乌兰乌拉嘎查农民集体，土地性质全部为集体。

现场照片 1 现场照片 2

三、土地复垦方向可行性分析

（一）土地损毁分析与预测

a）不同的施工工艺导致对土地损毁形式的不同，本项目对土地的损毁形式为挖损和压占。

挖损主要指钻孔、泥浆池开挖取土损毁了土壤结构，增加了水土流失及养分流失的机会，将会加快

水土流失的速度，加剧周边环境的恶化。

压占主要指钻井平台、施工便道被施工车辆及机械碾压地表，改变土壤表层结构，损毁了土地。

b）根据项目建设中土地损毁的影响因素分析及不同区域土地损毁的特点，土地损毁程度预测单元

分为 TC5902、TC5903、TC8301、TC9101、TC51、TC50、TC16、ZK4703、ZK4702、ZK5501、ZK6301、

ZK7102、ZK6、ZK4、ZK3、ZK1、ZK2、ZK5、ZK4702便道、ZK7102便道、ZK6便道、ZK3 便道和

ZK1便道。

c）根据《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的要求，结合本项工程的具体建设内容，土

地损毁程度预测内容包括挖损、压占土地的范围、面积和程度等。在复垦区土地损毁程度评价中按复垦

区损毁土地类型来选择主要参评因素。临时土地损毁程度预测等级数确定为 3级标准。分别定为：轻度

损毁、中度损毁、重度损毁。各评价因素的具体等级标准因根据对我区类似项目建设损毁因素的调查统

计情况，参考各相关学科的实际经验数据，得出各用地单元损毁土地程度。探槽和钻孔用地单元损毁程

度均为重度损毁，便道损毁程度为轻度损毁。

d）本项目复垦区面积即临时用地总面积，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复垦区范围，面积为 0.3796hm2。

（二）土地复垦评价单元及复垦方向

a）评价单元是进行土地适宜性评价的基本空间单位。由于本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的对象为拟

损毁的土地，根据土地损毁类型、程度等因素，土地适宜性评价单元划分为 23个，同上土地损毁程度

预测单元。

b）考虑复垦单元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所在地的社会因素等，基于优先复垦为原地类和当地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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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意愿以及复垦地块后续利用的可行性及与现状条件相符合的综合考虑，尽量复垦为原地类的原则，最

终确定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

四、主要复垦措施

（一)土地复垦工程设计

（1）探槽

探槽用地包括 7个探槽，总面积为 0.0921hm2，损毁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

地。探槽宽度为 2.0m，开挖深度约 2.0m，复垦措施为野外验收完成后进行回填平整，回填土源为开挖

原土，平整平均厚度为 0.2m。

（2）钻孔

钻孔用地包括 11个钻孔，总面积为 0.0558hm2，损毁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

砾地。项目用地主要用于建设钻井平台、泥浆池、堆放材料等，其中，泥浆池长 4.0m，宽 2.0m，挖深

2.0m，铺设防渗材料，工程结束后进行回填，回填土来源为泥浆池开挖堆放于池边的土方量；钻孔利

用 425#水泥等材料进行封孔，孔口作永久性标志（埋桩），并注明开孔、钻孔日期、孔号孔深等进行

描红（封孔及钻机设备拆除工作由勘探单位负责，本方案中不设计钻孔封闭工程及设备拆除工程），封

孔后对钻孔及附属设施进行场地平整，平整厚度 0.20m。经自然恢复做到与周边地貌一致。

（3）便道

便道用地包括 5条便道，总面积为 0.2317hm2，损毁土地类型为裸岩石砾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

地。便道在工程建设过程中遭到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员踩踏，土壤、原地貌不同程度的被扰动和损毁，在

工程结束后对便道进行平整，平整厚度为 0.2m。

（二）生态恢复措施

临时用地均复垦为裸岩石砾地，无植被覆盖。因此，不设生物管护措施。

五、土地复垦工程量

（1）探槽

探槽占地面积为 0.0921hm2，平均深度为 2.0m，7 个探槽挖损量为=0.0921hm2×2.0m=1842m3，即

回填量为 1842m3；平整平均厚度按 0.2m计算，平整量=0.0921hm2×0.2m=184m3。

（2）钻孔

本项目中钻孔用地 0.0558hm2，复垦工程包括泥浆池铺设防渗材料、工程结束后进行回填，场地平

整。其中，泥浆池面积 0.0088hm2，深度 2.0m，回填量为 176m3；对井场进行平整，平整面积 0.0558hm2，

厚度 0.2m，平整工作量为 112m3。

（3）便道

本项目中便道占地面积 0.2317hm2，工程结束后对其进行平整，平均平整厚度为 0.2m，平整工程

量=0.2317hm2×0.2m=463m³。

六、复垦计划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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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总工期包括：建设期 1年 11个月，复垦期 1个月。因此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表的服务年限

从即日起确定为 2年。具体包括：

建设期：1年 11个月（2024年 10月 1日～2026年 8月 31日）；

复垦期：1个月（2026年 9月 1日～2026年 9月 30日）。

七、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评审通过后由建设单位负责组织实施。为保证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的顺利实

施，建立强有力的组织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组织机构负责土地复垦的委托、报批和方案实施工作，机构

的工作职责如下：

a）认真贯彻、执行“谁损毁、谁复垦”的复垦方针，确保复垦工程安全，充分发挥复垦工程效益。

b）建立防治目标责任制，把复垦列为工程进度、质量考核的内容之一，制定土地复垦详细实施计

划。

c）生产期间协调好土地复垦与主体工程的关系，确保土地复垦工作的正常施工，并按时竣工最大

限度恢复土地使用功能。

d）深入现场进行检查和观察，掌握土地复垦工程的运行状况及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e）按照土地复垦条例有关规定，严格实施土地复垦工作。待土地复垦完成后，由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交付原权属单位。

（二）安全文明措施

a）工程施工安全生产管理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依靠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推动建

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促进施工企业安全管理的基础建设，实现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文明施工。

b）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制度。进入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管理人员和操作人员，未

经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的，不得上岗作业。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要立即组织抢救，并报告安全生产管理部

门。

c）工程施工现场用地周边应设置符合规定的实体围挡。基础设施工程因特殊情况不能进行围挡的

应当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在工程险要处采取隔离措施。

d）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在施工过程中，应当遵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规定，施工中应设置警戒线，

派警戒哨。不得违章指挥或者违章作业。

（三）环境保护措施

a）对环境空气的防治措施

1）禁止在施工现场进行熔焚烧油毡、油漆及其它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体。

2）建筑工地必须采用商品混凝土，禁止在现场进行混凝土搅拌、现场消化石灰、搅拌石灰等产生

粉尘污染较大的作业。

3）尽量减少各类建材在现场的堆放量、粉状建材需存放的，应在室内密闭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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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装卸渣土禁止凌空抛洒。

5）合理安排工期，尽量缩短工期，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时间。

b）对噪声影响的防治措施

1）施工单位必须按照国家关于建筑施工场界噪声的要求进行施工，并尽量分散噪声源，减少对周

围环境的影响。

2）选取低噪声、低振动的施工机械和运输车辆，加强机械、车辆的维修、保养工作，使其始终保

持正常运行。

3）施工期因周围没有噪音敏感区域，因此，采取一般的劳动保护降噪措施即可，如高噪音机械的

降噪。因此，建议采取的噪音防护措施包括工人在高噪音设备附近需要佩戴劳动保护的耳塞、高噪音装

备需要加装降噪隔垫。

c）对污水防治措施

1）施工期生活、清洗污水水量较小，应在施工现场设置临时厕所及临时处理措施减少对周围水环

境的污染。

2）施工现场道路保持通畅，排水系统处于良好的使用状态，使施工现场不积水。

3）施工机械含油污水经隔油池处理后方可排放。合理规划施工场地的临时供、排水设施，采取有

效措施消除跑、冒、滴、漏现象。

d）对固体废弃物的防治措施

1）施工现场应设置垃圾桶和临时厕所，及时清理施工现场废弃物，垃圾外运注意控制漏洒和外运

时间。

2）严格要求车辆驾驶人员，按照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运输，到规定地点处置建筑垃圾，不定期检查

执行情况。

3）加强对施工人员教育，不随意乱丢弃废弃物。

4）防治垃圾污染，就要制定相应的制度和进行严格管理。

（四）资金保障措施

资金保障是贯穿于土地复垦始终的计、提、管、用一体化制度，按照《土地复垦条例》严格将复垦

资金存入专用账户，土地复垦账户应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督，专户专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

由自然资源局进行监管建设单位按照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完成土地复垦任务后，向监管部门提出验收申

请，验收合格后可向监管部门申请支取预存的土地复垦费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费。

（五）监管保障措施

本项目应由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组织监管，建立专职机构，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责制，制定详细

的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土地复垦义务人应自觉地接受自然资源、林草、环保等相

关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査，义务人应当定期向额济纳旗自然资源局报告土地损毁情况、土地复垦资金使

用情况以及土地复垦工程实施情况。资金提取和投入要严格按照方案制定的进度进行，保障复垦资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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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及时到位，保证复垦工程顺利实施，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报请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

（六）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专业性、技术性较强，需要定期培训技术人员、咨询相关专家开展科学试验、引进先

进技术以及对土地损毁情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价，做到地质勘查绿色环保。

a）加强向项目区所在地具有复垦经验的单位学习研究，及时吸取经验，完善复垦措施。

b）根据实际生产情况和土地损毁情况，进一步完善土地复垦方案，做到所有复垦工程遵循复垦方

案报告表。

c）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招标进度选择和确定施工队伍，要求施工队伍具有相关等级的资质。

d）建设、施工等各项工作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一、土地损毁类型、面积及测算依据

1、土地损毁类型及面积

该项目对土地的损毁为挖损和压占，挖损损毁土地面积为 0.1009hm2；压占损毁土地面积为

0.2787hm2。

2、损毁土地面积的测算

采用多因素综合评价与设计资料统计相结合的方法，确定损毁土地的评价因素，评价出土地

损毁程度为重度、轻度，损毁土地面积为 0.3796hm2。

二、复垦土地用途及面积

根据待复垦土地适宜性评价结果，本方案预期复垦土地面积为 0.3796hm2，复垦方向为裸岩

石砾地，土地复垦率达 100.00%。

三、投资估算及测算依据

本项目共复垦土地面积 0.3796hm2，静态投资为 1.93万元，每公顷投资 5.08万元（亩均投资

3389.53元），其中工程施工费 0.78万元，占总投资的 40.42%；其他费用共计 1.00万元，占总投

资的 51.81%；监测费 0.10万元，占总投资的 5.18%；不可预见费 0.05万元，占总投资的 2.59%。

价差预备费 0.08万元，动态投资为 2.01万元，每公顷投资 5.30万元（亩均投资 3530.03元）。

投资估算依据：

1、《内蒙古自治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程预算定额标准》；

2、《关于调整内蒙古自治区建设工程计价依据增值税率的通知》（内建标〔2019〕113号）；

3、项目工程设计图及工程量表；

4、阿拉善盟材料价格信息（2024年 7-8月）及材料价格市场价。

投资总表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0.78

2 其他费用 1.00

3 监测与管护费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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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1） 监测费 0.10

（2） 管护费 0

4 不可预见费 0.05

5 静态总投资 1.93

6 价差预备费 0.08

7 动态总投资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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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1） （2） （3） （4） （5） （6） （7）

1 [10235] 回填 100m3 20.18 280.29 5656.25

2 [10235] 平整 100m3 7.59 280.29 2127.40

总计 - - - - - 7783.65

其他费用计算表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金额（元）

（1） （2） （3） （4）

1 前期工作费 市场价格 3000

2 工程监理费 市场价格 2000

3 竣工验收费 市场价格 2000

4 项目管理费 市场价格 3000

合计 10000

不可预见费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费用名称 工程施工费 设备购置费 其他费用 小计 费率（%） 合计

（1） （2） （3） （4） （5） （6） （7） （8）

1 不可预见费 7783.65 — 10000.00 17783.65 3.00 533.51

监测管护费估算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费用名称 计算公式 预算金额

（1） （2） （3） （4）

一 监测管护费 1000

1 监测费 市场价格 1000

2 管护费 植物工程措施*0 0

价差预备费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开始第 n年 静态投资（万元） 价差预备费计算公式 价差预备费（万元）

1 0.58 0.58×（1.061-1-1） 0.00

2 1.35 1.35×（1.062-1-1） 0.08

合计 1.93 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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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资

估

算

费

用

构

成

单价分析表

机械台班估算单价计算表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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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力燃

料费小

计

柴油

金额 工日 数量 金额

1014
推土机

74kw
659.15 207.49 451.66 102.08 2 247.5 55 4.5

主要材料估算价格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名称及规格 单位
价格（元）

预算价格 限价价格 材料价差

1 柴油 kg 8.56 4.5 4.06

工程施工费单价分析表

定额编号：[10235]推土机推土平整（四类土，距离 0~10m） 金额单位：元/100m3

序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小计（元）

一 直接费 137.49

(一) 直接工程费 132.46

1 人工费 7.51

乙类工 工日 0.1 75.06 7.51

2 材料费

3 机械使用费 118.65

推土机 74kw 台班 0.18 659.15 118.65

4 其他费用 % 5 126.153 6.31

(二) 措施费 % 3.8 132.46 5.03

二 间接费 % 5 137.49 78.43

三 利润 % 3 215.92 6.48

四 材料价差 40.19

柴油 kg 9.9 4.06 40.19

五 未计价材料费

六 税金 % 9 268.54 24.17

合计 280.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