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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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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编制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编制的总则、工作程序、矿山生态保护恢复范围和方案服务年

限、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综合调查、矿山生态问题识别和诊断、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目标确定、生态保护恢

复工程部署、经费估算与基金管理、保障措施、方案可行性分析、实地核查及方案成果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省级发证的新建、改扩建、生产矿山的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的编制，关闭矿山及市

级发证矿山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37767-2019 煤矿绿色矿山评价指标

GB 51016 非煤露天矿边坡工程技术规范

DZ/T 0133 地下水动态监测规程

DZ/T 0219 滑坡防治工程设计与施工技术规范

DZ/T 0220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查规范

DZ/T 0221 崩塌、滑坡、泥石流监测规范

DZ/T 0223-2011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编制规范

HJ 652－2013 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规划）编制规范（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GB/T 37767-2019、DZ/T 0223-2011、HJ 652－2013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基本原则

4.1 符合 HJ 652 中第 4 章的内容。

4.2 本文件作为在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基础上编制，并与相关规划衔接。是指导矿山实施生态保

护恢复、监测管护及工程验收的技术依据之一。

注：该方案不能代替相关工程设计。

5 工作程序

5.1 收集资料与现状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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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资料收集

应包括矿区自然地理资料、地质资料，矿山变迁历史资料，矿山所在地的经济现状和发展规划、人

口密度和分布、敏感目标分布等社会经济资料。

5.1.2 现状调查

应对矿山开采工艺过程、矿山及周边生态环境状况、自然环境及人文景观、社会经济状况进行现场

踏勘和人员访谈：包括调查现状矿业活动已经造成影响及未来可能引起新的生态问题的分布范围，综合

自然地理单元和水文地质单元等因素确定矿山生态保护恢复范围，明确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的剩余服

务年限，必要时，应对矿山及受影响区域大气、水体、声环境、土壤环境质量状况进行监测，具体信息

见附录 A。

5.2 识别分析与诊断预测

5.2.1 生态问题

应对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占损、水资源水生态破坏、矿山地质灾害影响、生物多样性破坏

进行识别和诊断，包括矿产资源开采阶段、关闭后的全生命周期内已产生和可能产生的生态问题。

5.2.2 地形地貌

应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类型、数量、位置、规模、破坏方式及特征等进行识别、诊断和定量分析，包

括产品资源开采阶段、关闭后的全生命周期内已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地形地貌景观的区位特征变化问题。

5.2.3 土地占损

应对矿部、工业广场、矿山公路、选厂等矿山地面基础设施，露采场、废石（渣）堆、排土场、尾

矿库等矿业活动区的地质灾害、土壤质量下降、占损、预计占损的土地利用类型、权属等进行面积识别、

诊断和定量分析。

5.2.4 水资源破坏

应对水资源水生态的影响面积、矿坑排水量、水位与井泉流量变幅、年综合利用量、水质检测报告

等进行识别、诊断和定量分析，包括矿产资源开采阶段、关闭后的全生命周期内已产生和可能产生的地

下水资源、地表水资源破坏现象。

5.2.5 地质灾害影响

应对已经引发的地质灾害类型、时间、地点、规模、影响范围、经济损失、危害对象及成因等进行

识别、诊断、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对关闭后，可能遭受、引发或加剧的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

地点、影响范围、威胁对象、危险性及成因等进行识别、诊断、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

5.2.6 生物多样性破坏

应对已造成的动、植物的种类、种群减少数量，植被破坏面积、覆盖率，动物栖息地环境变化、生

存环境变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定性降低等进行识别、诊断、定性、半定量和定量分析。

5.3 目标确定

5.3.1 生态保护保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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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工程措施与时序安排，对水源涵养区、生态公益林、野生动物栖息地及觅食通道等采取保护保

育措施：

a) 对需要保护的植被采取建立保护保育围栏、保护说明牌等工程措施。

b) 对需要保护的动物采取设立野生动物栖息地与生态廊道、保护说明牌等工程措施。

c) 对具有重要科普意义的矿业遗迹、地质遗迹等其他需要保护的对象采取设立警示牌、安全防护

网等工程措施。

5.3.2 生态恢复

对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土地复垦与生物多样性恢复、水资源水生态恢复与改善、矿山地质灾害防治。

a) 地形地貌景观恢复工程包括但不限于：

1) 矿部办公区、管理区及主要道路两侧宜采取植被绿化、景观再造措施；

2) 因矿山开采所造成地形地貌景观破坏的丘陵山区可采用边坡治理、采坑回填、植树种草等

措施；平原区可采用清理废石（渣）、采坑回填、整平、覆土、复绿、造景等措施。

b) 土地复垦与生物多样性恢复工程包括但不限于：

1) 征求土地权益人意见，根据土地利用规划、矿山区位条件、自然地理条件、原土地利用类

型、土地损毁情况、公众参与意见等，确定拟待复垦土地的最佳利用方向；

2) 恢复的优先顺序为耕地（水田、旱地）、园地、商服用地、工矿仓储用地、林地、草地、

水域等。

c) 水资源水生态恢复与改善工程包括但不限于：

1) 可恢复的地表水漏失区域，可用防渗工程措施，消除地表水漏失现象；

2) 难以恢复的地表水漏失、地下水水位下降、井泉干涸区域，可用修建引水、供水工程等措

施，满足受影响范围内生产生活用水需求。生活饮用水的水质应满足 GB5749 的规定；灌

溉用水的水质应满足 GB 5084 的规定；

3) 露采场、废石（渣）堆、排土场等区域，可用截排水沟等工程措施，防止水土流失；

4) 根据外排废水中含有的有毒有害成分特征选取物理、化学、生物等措施。

d)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程包括但不限于：

1) 崩塌、滑坡灾害的防治应符合 DZ／T 0219 的规定；

2) 泥（废）石流灾害的防治应符合 DZ／T 0220 的规定；

3) 地面沉陷、地面塌陷、岩溶塌陷、地裂缝根据其规模和危害程度采取不同的措施。

5.3.3 监测与后期管护

对引发或可能引发的地质灾害及受威胁的地面建（构）筑物，可能影响到的地形地貌景观、地表水、

地下水、土壤、生物等进行监测。

a) 矿山地质灾害及受威胁的地面建（构）筑物包括但不限于：

1) 崩塌、滑坡、泥（废）石流的监测应符合 DZ／T 0221 的规定；

2) 地面变形监测分简易监测与专业监测。监测方式根据变形特征、危害对象等因素确定；

3) 地面变形监测网应覆盖整个地面变形区，监测点数量根据变形特征、危害对象等因素确定，

地面变形地段、地面建（构）筑物变形破坏地段均应设立监测点；

4) 简易监测每月应不少于 1 次，急剧变形期提高监测频率；

5) 露天采场边坡、排土场的监测应符合 GB 51016 的规定。

b) 地形地貌景观用人工现场量测、遥感解译等方法监测景观协调性、破坏或恢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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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地表水漏失可用简易测量工具监测地表水水位、流量变化，水质可用采样测试、自动监测等方

法进行监测，按需设立监测点；

d) 地下水水资源枯竭的监测应符合 DZ／T 0133 的规定；

e) 土壤质量变化可用采样测试等方式进行监测；

f) 动物的种类、数量可用调查进行监测；

g) 植被的密度、存活率、郁闭度和胸径等可用调查与遥感解译的方式进行监测。

5.3.4 后期管护工程

应明确管护对象、年限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a) 植被管护应明确管护面积、单价及除虫害、浇水、补栽等内容；

b) 耕地管护应明确地力培肥、耕种情况、灌排系统等内容；

c) 专业监测应明确设备运行及维护等内容。

5.4 方案效益分析

应对经济性、技术性、生态环境可行性进行分析，包括但不限于：

a) 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应进行经济、技术、生态环境可行性分析，具体内容见附录 B。

b) 对比矿山开采总收入、生产经营与生态保护恢复成本、经营利润等情况，分析开采经济可行性。

c) 对拟采取的生态保护恢复工程措施，分析可操作性和技术的可行性。

d) 根据拟定的生态恢复工程措施及复垦方向，分析生态恢复后矿区环境与周边环境的协调性、相

适应性及公众的可接受度。

e) 核实矿山生态问题的分布及特征、生态保护恢复工程部署的合理性及可行性。

6 编制方案报告书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由文字报告、附表、附图和附件共 4 部分组成。文字报告编制应符合附录 C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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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现状调查

A.1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摘要表

见表 A.1。

表 A.1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摘要表

矿山名称

开采矿种 开采规模

开采方式 采矿许可证期限

现状及效果

识别和诊断

保护恢复目标

工程安排

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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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表

见表 A.2。

表 A.2 矿山生态环境调查表

统一编号：

矿山名称

采矿许可证号

有效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矿山地址 湖南省 市（州） 县（市、区） 乡（镇） 村

发证级别 部级 省级 市级 县级 矿区面积 Km2

中心坐标 经度： 纬度： 高程 m

所属矿区

企业登记

注册类型
国有 集体 口股份合作 有限责任公司口股份有限公司 私营

其他 港、澳、台商投资外商投资

建矿时间 年 是否闭坑 口是 口否 关闭时间 年

生产状态 生产 停产 关闭 筹建 剩余服务年限 年

主要矿产类别 矿种

设计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开采层位

开采方式
口露天开采 口露天-地下联合开采

口地下开采 口其他方式开采
选矿方法

口拣选 口重选口浮选 口磁选 口电选

口化学选矿 口特殊选矿 口其他选矿

设计采矿能力 万 t／年 实际采矿能力 万 t／年 年自产矿石总量 万 t

设计选矿能力 万 t／年 实际选矿能力 万 t／年 年矿产品总量 万 t

已开采标高 m 采空区面积 k㎡

法人代表 联系电话 从业人员数 人

矿 区 范 围 拐 点 坐 标 (CGCS2000)

序号 X Y 序号 X Y

准采标高：由 至 米标高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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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现状及效果一览表

见表 A.3。

表 A.3 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土地资源占损及生物多样性破坏调查表

地

形

地

貌

景

观

破

坏

微地貌类型
平原 山脚 斜坡 河谷 阶地 冲沟 洪积扇 残丘 洼地

其他：

破坏类型
露天采场 工业广场 废石（渣）堆场 尾矿库 煤矸石堆排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陷 地裂缝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矿山公路 其他

影

响

对

象

地质遗迹 典型地层剖面 重要的古生物化石点 矿业遗迹

各种自然保护区 在核心区 在保护区 在缓冲区 不在范围内

城镇周边 景观破坏明显，距离城镇周边 km 口不明显

主要交通干线
铁路 高速公路 国道

省道

景观破坏明显，距离交通干线km

景观破坏不明显

主要流域主干流
流域

其他：

景观破坏明显，距离流域主干流 km

景观破坏不明显

文字描述

土

地

占

损

类

型

及

面

积

破坏类型

面积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居住

用地

工矿

用地
其他 合计

水田 其他耕地

露天采场

工业广场

（地面建筑）

废石（渣）堆场

尾矿库

煤矸石堆

排土场

地面塌陷

地面沉陷

地裂缝

崩塌

滑坡

泥石流

矿山公路

其他

合计

文字描述

生

物 动物
珍稀濒危物种减少 法定保护生物物种减少 地方特有生物物种减少 其他

物种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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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样

性

破

坏

植物

珍稀濒危物种减少 法定保护生物物种减少 地方特有生物物种减少 其他

物种减少

植被破坏面积

文字描述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A.4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公众意见征求表

见表 A.4。

表 A.4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公众意见征求表

矿山名称

调查对象 性别 年龄 职业 住址 联系电话

调查内容

1．矿山存在和可能产生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地质灾害 土地资源占损 水生态破坏

景观破坏 水环境影响 动植物种及数量减少

2．您认为矿山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生态环境问题能否修

复？
能 不能 不知道

3．您认为目前急需恢复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
地质灾害 土地资源占损 水生态破坏

景观破坏 水环境影响 动植物种及数量减少

4．您希望采取的生态保护恢复工程措施？
挡墙 截排水沟 水处理池 引水工程

填充 废渣综合治理 监测 管护 搬迁

5．您认为当地生产生活可利用的矿山建设工程？ 矿山公路 矿部建筑 工业广场

6．露采场占损土地资源的复垦方向？
露采场边坡：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露采场地盘：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7．工业广场（地面建筑）占损土地资源的复垦方向？ 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8．废石（渣）堆场占损土地资源的复垦方向？ 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9．尾矿库占损土地资源的复垦方向？ 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10．煤矸石堆占损土地资源的复垦方向？ 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11．排土场占损土地资源的复垦方向？ 耕地 园地 草地 林地 其他

12．您对生态保护恢复工程部署的建议？

13．您对不能复垦土地的要求？

14．您对土地复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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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人签名： 当地村委会（盖章）：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注：1．调查对象应为当地居民（不包括矿山职工与村干部）。

2．矿山所涉每个行政村至少调查2人，且1人1张表。

3．每个矿山的调查对象不少于5人。

A.5 废水废液、固体废弃物调查表

见表 A.5。

表 A.5 废水废液、固体废弃物调查表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废水废液

类型

排放及综合治理（万㎡ 3）排水
质量
等级

排放去

向

主要有害物质及危害

利用方式 治理情况年产
出量

年排
放量

年治
理量

年循环
利用量

有害
物质

水质恶化范

围
恶化
程度 影响对象

km ha

矿坑水

农业灌溉
人畜饮水
泉水
其他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农牧业
其他

选矿废

水

农业灌溉
人畜饮水
泉水
其他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农牧业

其他

堆浸废

水

农业灌溉
人畜饮水
泉水
其他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农牧业
其他

洗煤水

农业灌溉
人畜饮水
泉水
其他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农牧业
其他

生活废

水

农业灌溉
人畜饮水
泉水
其他

生活用水
工业用水
农牧业
其他

合计

文字

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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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A.6 水资源水生态破坏调查表

见表 A.6。

表 A.6 水资源水生态破坏调查表

矿床水文地质

类型

口孔隙充水矿床

口裂隙充水矿床

口岩溶充水矿床

采矿活动影响的含

水层类型
口孔隙含水层 口裂隙含水层 口岩溶含水层

受影响的主要含水岩

组水文地质特征
采矿活动对含水岩组的影响

名称 岩性
厚度
(m)

埋深
(m) 富水性

渗透系

数
矿化度

水化学

类型
影响方式 结构 水位 水质

抽排 污染
串漏其他

揭穿

压实
其他

下降 m
疏干水
其他

改变
不改变

抽排 污染
串漏其他

揭穿
压实
其他

下降 m
疏干水
其他

改变
不改变

抽排 污染
串漏其他

揭穿

压实
其他

下降 m
疏干水
其他

改变
不改变

抽排 污染
串漏其他

揭穿
压实
其他

下降 m
疏干水
其他

改变
不改变

抽排 污染
串漏其他

揭穿

压实
其他

下降 m
疏干水
其他

改变
不改变

固体废弃物

类型
数量
（处）

体积
(m3)

重量
（万 t）

年产
出量

（万 t）

年排
放量

（万 t）

年利
用量

（万 t）
利用方式

有害
物质

影响
对象

污染范围
(ha)

污染
程度

治理情

况

尾矿
筑路填料

制砖其他

废石

（渣）

筑路填料

制砖其他

煤矸石
筑路填料

制砖其他

粉煤灰
筑路填料
制砖其他

弃土
筑路填料

制砖其他

其他
筑路填料

制砖其他

合计

文字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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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坑最低排水

点高程（m）

地下水位最大降深

（m）

矿区地下水位下降区

面积（ha）

矿坑水来源
地下水 大气降水 地表水
老窑或废弃矿井积水 矿坑充水途径

断裂构造 岩溶塌陷 底板突破
顶板破坏
采空裂缝 其他

周边井泉水位变化
井水位下降幅度 m 泉流量减少幅度： m

3
/s 变化不明显

井泉干枯 处

对人、畜、土地影响 人饮水困难 口牲畜饮水困难 亩农田灌溉困难

地表水漏失影响

水库漏失

水塘漏失

河流漏失
水渠漏失

地表水漏失面积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A.7 矿山地质灾害及隐患调查表

见表 A.7。

表 A.7 矿山地质灾害及隐患调查表

矿山地
质灾害
类型

位置
发生
时间

规

模

矿山地质灾害已造成危害 潜在危害

备注
坐标 地址

死亡
人数
（人）

损坏
房屋

（间）

破坏
农田
（亩）

其他

直接经
济损失

（万元）

影响
范围

人数
（人）

财产
（万
元）

房屋
（间）

农田
（亩）

E:
N:
E:
N:
E:
N:
E:
N:
E:
N:
E:
N:
E:
N:
E:
N:
E:
N:
E:
N: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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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现状及效果一览表

A.8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现状及效果一览表

见表 A.8。

表 A.8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现状及效果一览表

矿山生态保护修
复方案编制情况

编制
时间

编制
单位

适用
年限

生
态
保
护
及
其
他

起止
时间

起 止 资金
投入

（万元）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 其他 合计

保护保
育围栏
(m)

生物

廊道

（处）

栖息地
（处）

安全防
护网
(m)

警示牌
（处）

井口封
堵（个）

农赔
（万） 综合利用

(m3)

废石
（渣）

弃土 尾矿

土
地
修
复
及
生
物
多
样
性
恢
复

起止
时间

起 止 资金投
入（万
元）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 其他 合计

人工辅助恢复 自然恢复

数量
（处）

耕地
(㎡) 林地（㎡） 草地

(㎡)

建设
用地
(㎡)

水面
(㎡)

其他
(㎡) 林地（㎡） 草地（㎡）

废石 （渣）堆复垦
排
土

场复垦 尾矿库复垦

数量
（个） 面积（㎡）

数量
（个）

面积
(㎡)

数量
（个）

面积
(㎡)

水
资
源
水
生
态
修
复

起止
时间

起 止 资金
投入

（万元）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 其他 合计

引水（排水）工程
防渗
工

程

水井
（个）

水池
（个）

抽水设备
（套）

管渠
（条）

管渠长
(m)

灌溉面积
(ha)

饮水人数
（人）

农田
(㎡)

水塘
(㎡)

河流
(㎡)

排水沟 （涵管） 沉淀池 处理池 处理站 清淤

数量
（条） 长度（m）

数量
（个）

容量
(m3)

数量
（个）

容量

(m3)
数量

（个）
方量
(m3)

矿
山
地
质
灾
害
防
治

起止
时间

起 止 资金
投入

（万元）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 其他 合计

挡土 墙 拦挡坝 截水沟 溢洪道长度
(m)数量（处） 长度（m） 数量（处） 长度（m） 数量（条） 长度（m）

塌陷回填 采空充填 搬迁避让

房屋加
固（栋）

消
除 隐患

治理面积
(ha)数量

（处）
面积
(㎡) 方量（m3） 栋 人 隐患

类型
数量
（处）

保护人员
（人）

减少
损失

（万元）

监

起止 起 止 资金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 其他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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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工
程

时间 投入

（万元）

水资源
水生态
监测

地下水
水位监测点（个） 水质监测点（个） 水量监测点（个） 监测层位 监测频率

地表水
水质监测点（个） 水量监测点（个） 水温监测点（个） 监测点位置

口排污口 口河流 口其他

地质灾害隐患监测 灾害类型 监测点数量（个） 监测点位

植被、动物监测
监测面积

（㎡）
植被监测点（个） 动物监测点（个）

土壤质量监测 有害元素 监测点（个） 监测对象

其他监测措施

总投入
（万元）

中央财政 省财政 地方财政 企业 其他 合计 总治理面积（ha）

调查单位： 调查填表人： 审核人：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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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可行性分析

表 B．1 给出了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可行性分析。

表 B.1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可行性分析

可行性

分析

相关因素

结论
经济 技术 生态环境

可行 投资收益好，经济

上可行

生态保护恢复技术具有可

操作性，技术上可行

采取生态保护恢复措施后，能改善矿

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周边居

民满意，生态环境上可行
可开采

基本可行
投资收益较好，经

济上基本可行

生态保护恢复技术具有一

定的可操作性，技术上基本

可行

采取生态保护恢复措施后，不影响矿

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周边居

民较满意，生态环境上基本可行 采取措施后可继续开采

不可行

投资收益差，经济

上不可行

生态保护恢复技术具有可

操作性，技术上可行

采取生态保护恢复措施后，能改善

矿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周

边居民满意，生态环境上可行

不可开采

生态保护恢复技术具有一

定的可操作性，技术上基本

可行

采取生态保护恢复措施后，不影响

矿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周

边居民较满意，生态环境上基本可
行

生态保护恢复技术不具有

可操作性，技术上不可行

采取生态保护恢复措施后，仍严重影

响矿区局部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周

边居民不满意，生态环境上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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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规范性）

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编写提纲

第一章 基本情况

一、方案编制工作概况

二、矿山基本情况

三、矿山开采与生态保护恢复现状

第二章 矿山生态环境背景

一、自然地理

二、地质环境

三、生物环境

四、人居环境

第三章 矿山生态问题识别和诊断

一、地形地貌景观破坏

二、土地资源占损

三、水资源水生态破坏

四、矿山地质灾害影响

五、生物多样性破坏

第四章 生态保护恢复工程部署

一、生态保护恢复工程部署思路

二、生态保护恢复目标

三、生态保护恢复工程及进度安排

第五章 保障措施

一、经费估算与基金管理

二、组织、技术、监管、公众参与保障

三、适应性管理

第六章 方案可行性分析

一、经济可行性分析

二、技术可行性分析

三、生态环境可行性分析

第八章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二、建议

主要附表：

1．矿山生态问题调查表

2．矿山生态保护恢复现状及效果一览表

3．矿山生态保护恢复方案公众意见征求表

主要附件：

1．野外调查照片

2．水质检测报告

3．土壤质量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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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矿许可证副本复印件（新设矿权不附）

5．矿山矿产储量报告评审意见及备案书

6．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

7．矿山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评审意见及备案书

8．编制单位承诺书

9．矿山企业承诺书

10．矿山所在地村委会意见书

11．县（市、区）自然资源局实地核查意见书

主要附图：

1．矿山遥感图像

2．矿山生态问题分布图

3．矿山生态保护恢复工程部署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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