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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监测评价技术规范

本文件规定了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监测评价 0 的与总体要求、工 作 流 程 、监测内容、监测方法、 

评 价 方 法 、监测评价报告编制及监测数据管理的要求。

本文件主要适用于生产矿山土地复垦和生态修复活动的监测与评价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屮的內容通过文屮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木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 屮 ，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 ，仅 该 「I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 注 「I期的引用 文 件 ，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中 .）适用于 

本文件。

GB 3 8 3 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 5 0 8 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T 1 4 8 4 8 地下水质 M标准

15618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农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试行) 

GB/T 1 8 3 3 7 .3生态公益林建设技术规程  

GB./T 21010 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森林植被状况监测技术规范 

自然生态系统土壤长期定位监测指南 

耕地质量等级

土 壤 质 量 自 然 、近自然及耕作土壤调杳程序指南

GB/T 30363 
GB/T 32740 
GB/T 33469 
GB/T 36393

36600 土 壤 环 境 质 量 建 没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标 准 （试行)

GB/T 37574 
GB/T 40112 
GB/T 42340 
GB/T 42362 
GB/T 42489 
GB/T 51240 
DZ/T 0287 
DZ/T 0388

采煤塌陷区水资源环境调査与评价方法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佔规范 

生 态 系 统 评 估 生 态 系 统 格 W与质量评价方法 

矿区地下水含水层破坏危害程度评价规范 

土 壤 质 量 决 策 单 元 -多 点 增 量 采 样 法  

生产建设项 S 水土保持监测与评价标准

矿山地质环境监测技术规程 

矿区地下水监测规范 

HJ 9 1 . 2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技术规范 

H J/T  166 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 1 6 7 全国生态状况调查评估技术规范 

HJ 1 1 6 8 全国生态状况调査评估技术规范 

HJ 1 1 6 9 全国生态状况调査评估技术规范 

HJ 1 1 7 0 全国生态状况调査评估技术规范

森林牛.态系统野外观测 

草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湿地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荒漠生态系统野外观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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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 1 1 7 3 全 国 生 态 状 况 调 査 评 估 技 术 规 范 一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评 估  

LY/T 2 8 9 9 湿地生态系统服务评佔技术规程 

森林生态系统碳储景计景指南 

耕地质量监测技水规程 

人丁.草地建设技术规程 

草地资源调查技术规程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规程

TD/T 1031(所有部分）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TD/T 1036 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 

TD/T 1 0 4 9 矿山土地复垦基础信息调査规程 

TD/T 1 0 5 5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

LY/T 2988 
NY/T 1119 
NY/T 1342 
NY/T 2998 
TD/T 1010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mine land reclamation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对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地质环境破坏、土地损毁和生态系统破坏（退 化 ）等问题，依靠人工支持引导 

和自然恢复力，采取预防和修复措施，使矿山地质环境达到安全稳定、损毁土地得到复垦利用、牛态系统 

功能得到恢复或改善的活动。

注:简称“复垦修复”。

3.2
监测点 monitoring site
为开展监测下作而设置的观测、试验、取样的固定点位或临时点位。

3.3
监测范围 monitoring area
由矿产资源开采区、采矿影响区以及参照生态系统样方共同构成的区域

3.4
参照生态系统 reference ecosystem
一个能够作为生态恢复目标或基准的生态系统。

注：本文件特指矿山开采前的生态系统、未受扰动的矿山周边本地生态系统或基于H标值吋预测实现的牛.态系统。 

[来 源 :TD/T 1068—2022 ,3.7,有修改]

3.5
参照值 reference value
对参照生态系统进行调查监测获取的数值或现有标准明确规定的数俏。

3.6
基值 base value
在矿山开采前 .开展调查时获取的监测对象的基期数值。 

注：也称初始值或现值。

3.7
监测值 monitoring value
在矿产资源开采、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全过程中 .根据监测需要获取的不同时点的实测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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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目标值 target value
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方案、规划设计所确定的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约束性及引导性数值。

3.9
适应性管理 adaptive management
通过监测评估过去采取的复垦修复工程、管理措施和实践措施来荻得经验，并根据生态系统变化情 

况 ，修 正 、改进复垦修复工程、管理措施和实践措施的方法和过程。

[来 源 ：TD/T 1068—2022 ,3.9 ,有修改]

4 监测评价目的与总体要求

4 . 1 监测评价目的

在矿产资源开采过程屮，对地质环境破坏与恢复治理、土 地 损 毁 与 复 垦 利 用 、生 态 系 统 破 坏 （退化) 

与恢复等开展监测评价，为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的过程监管、适应性管理和验收提供科学依据。

4 . 2 总体要求

4 . 2 . 1 问题导向，突出重点。重点围绕监测范围内地质环境破坏与恢复治理、土地损毁与复垦利用、生 

态系统破坏（退 化 ）与恢复等，结合开采矿种、建设规模、开采方式、开采工艺、时序安排等，科学设置重点 

监测内容、监测指标、监测点位、监测周期等，实现一矿一方案。

4 . 2 . 2 科 学 规 范 ，全 程 全 面 。指 标 获 取 应 符 合 国 家 有 关 技 术 标 准 、规 范 和 相 关 部 门 的 规 定 。监测点位 

布设统筹考虑开采前、开采中和开采后监测需求。开采前对地质环境背景、土地资源现状和生态系统本 

底进行调査 .开采屮对保护预防 控 制 、损 毁 现状与拟损毁、复垦修复成效进行监测，开采后对管理维护进 

行 监 测 。

4 . 2 . 3 精 准 髙 效 ，实用可行。在 满 足 监 测 精度要求的前提下，选 用 经 济 、实 用 的 监 测 方 法 和 手 段 ，在经 

济 、技术允许的条件下应采用先进可靠的技术方法，提高监测精度与效率。监测指标应具宥较好的灵敏 

度和吋测度 .对于易变指标应开展短周期监测，对于稳定指标应开展长周期监测。

4 . 2 . 4 定性定量，权威可比 D 监 测 评 价 应 采 用 定 性 和 定 量 相 结 合 的 方 法 ，评 价 方 法 科 学 合 理 。监测数 

据连续可靠，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林 草 、水 利 、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等部门以及科研机构、大专院校的长 

期监测数据及研究成果。

5 监测评价工作流程和工作准备

5 . 1 工作流程

矿山土地复垦与半 .态修复监测评价主要包括准备工作、开 采 前 监 测 、开 采 中 监 测 、开采后监测及监 

测评价报告编写等，各 阶 段 具 体 流 程 如 图 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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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

制史脐測评价方案

肪测对象和范围 监測内界和指标

监测也点及频率 监测和评价7/法

开采前 现状调査与

监测

_______________/

监測

土地资源现状

生态系统木底

參照生态系统

丌采中
监测

保护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

地质坏境破坏

I:地资源损毁

生态系统破坏

地质坏境治殚

.1•.地复昆利用

牛态系统恢复

基础设施维护

I:地质珐与植被管护

也态系统功能维持

叫
■

1

地质环境竹炕

琅点对象胳测

1 监测评价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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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工作准备

5 . 2 . 1 收集监测范圈内地形、地 貌 、气 象 、水 文 、生物等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资料，地 层 岩 性 、地 质 构 造 、 

水 义 地 质 、工程地质、矿体地质特征等地质环境背景资料，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土 壤 调 査 、国土空间规划等土 

地资源及规划资料，植 被 状 况 、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类型等生态相关资料。

5 . 2 . 2 收集矿山生产建设情况、矿山范围拐点坐标、开发利用方案、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方案、环 

境影响评价报告、矿山地质坏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征地文件以及遥感影像等资料。 

5 . 2 . 3 结合收集 资 料 ，分析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土地复垦利用、生态系统恢复的规划与设定的复垦 

修 复 标 准 ，整理矿山地质环境背景、土地资源现状和生态系统木底已有数据，结合监测评价目的，明确矿 

山地质环境、土地资源和生态系统监测评价需要补充调査的数据。

5.2.4 了解监测范围内交通、通 信 、供 电 和 大 地 测 暈 基 准 点 等 基 础 条 件 .掌 握 自 然 资 源 、林 草 、水 利 、农 

业 农 村 、牛 .态坏境等行政部门、科 研 机 构 、大专院校开展的监测工作，包 括 监 测 内 容 、监测网点布设及监 

测方法等。

5 . 2 . 5 结合资料分析、矿山生态问题识别与初步诊断，制 定 监 测 评 价 方 案 ，明 确 监 测 对 象 与 范 围 、监测 

内容和指标、监测布点及频率、监测和评价方法、数 据 记 录 和 存 储 、时 间 安 排 、经 货 预 算 、组 织 实 施 、质量 

校制及主要成果等。

6 监测对象与内容

6 . 1 开采前监测

6 . 1 . 1 主要获取矿山地质环境背景、土地资源现状和生态系统本底的基值和参照值。

6 . 1 . 2 监测矿产资源开采前矿山及周边区域地下水环境和土壤环境背景。

6 . 1 . 3 査清监测范围内土地利用现状、基本农田基本情况、各土地利用类型质量及生产水平。

6 . 1 . 4 查清监测范围内地表水环境面积和陆地植被生态状况。

6 . 1 . 5 依据主体功能区定位，结 合 矿 区 f l然 环 境 特 点 ，基 于 土 地 利 用 图 斑 ，按 照 典 型 性 和 代 表 性 ，设置 

林 地 、草 地 、湿地生态系统样地样方，建设参照生态系统 .获取参照值。

6 . 1 . 6 矿山开采前复垦修 S 监测内容与监测指标见附录 A 中表八 .1。

6 . 2 开采中监测

6 . 2 . 1 主要开展保护预防控制、损毁现状与拟损毁、复垦修复成效监测。

6 . 2 . 2 监测矿山开采保护预防控制措施落实情况，包括保护等惜施及效果、预防控制揹施及效果。

6 . 2 . 3 监测矿山开采引发的采空区塌陷、不稳定边坡、地下水环境破坏和土壤环境破坏状况。

6 . 2 . 4 监测矿山开采挖损、塌 陷 、压 占 、污染等损毁土地类型、面积及程度，损毁基本农田情况。

6 . 2 . 5 监测矿山开采生态用地损毁、地表水环境、采煤塌陷区水资源环境。

6 . 2 . 6 监测已破坏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已损毁土地复垦利用、已破坏（退化）生态系统恢复状况。

6 . 2 . 7 监测拟破坏地质环境、拟损毁土地资源、拟破坏生态系统变化情况。

6 . 2 . 8 矿山开采中矿山复垦修复监测内容与监测指标见表 A.2。

6 . 3 开采后监测

6 . 3 . 1 主要监测已复垦修复区的管理维护情况。

6 . 3 . 2 监测已复垦修复的基础设施维护、土地质量与植被管护情况、生态系统功能维持情况。

6 . 3 . 3 对已复 R 修复的露天采场、排 土 场 、矸 石 山 、尾 矿 库 、堆 浸 场 、塌 陷 区 等 涉 及 的 地 质 环 境 稳 定 性 、 

潜在污染控制效果、生态系统恢复效果及潜在风险进行重点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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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3 . 4 对受开采影响的水域、水 源 地 、永久基本农田、自然保护地、基本草原进行重点监测。 

6 . 3 . 5 开采后复垦修复监测周期建议为 5 年 〜 10年 。

6 . 3 . 6 矿山开采后矿山复垦修复监测内容与监测指标见表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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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监测点布设与监测方法

7.1 一般规定

7 . 1 . 1 监测范围及监测点布设应覆盖开采区、影响区和参照生态系统涉及的区域。宜 采 用 点 、线 、面相 

结合的方式布设监测点 .充分利用现冇各部门及科研机构的监测站网，形成矿山复垦修复监测点网。 

7.1.2 LI动监测和人工监测相结合，可 采 用 遥 感 监 测 、间 定 样 地 样 方 样 带 、I司定水 土 环 境 13动 监 测 、试 

验 分 析 、公众访谈等多种监测手段，对矿山复垦修复及效果进行全过程、针对性的动态跟踪监测。

7 . 1 . 3 综合考虑自然地理条件、开 采 矿 种 、开 采 方 式 、损 毁 情 况 、复 垦 修 复 措 施 、复 垦 修 复 目 标 、监测对 

象和管理需求等，确定监测指标的监测周期及频次。

7 . 1 . 4 对露天采场、排 土 场 、矸 石 山 、尾 矿 库 、堆 浸 场 、塌 陷 地 、原地浸矿场、洗选矿废水排放口等场地重 

点 布 点 进 行 监 测 ；对 可 能 受 开 采 影 响 的 水 域 、水 源 地 、永 久 基 本 农 田 、I'l然 保 护 地 、基本草原应布设监  

测 点 。

7 . 1 . 5 依据监测结果，优化调整监测布点、监测周期及频次，确保监测数据采集准确及时全覆盖。对于 

自然条件较差、复垦修复难度大、潜在污染风险较高等情况 .应适当延 K监测周期 .增加监测频次。

7 . 1 . 6 以实地调查、遥感调査和公众访谈等手段，开展矿山开采保护措施及效果监测保护措施和预防  

控 制 。水土保持监测按照 GB/T 51240执 行 。

7 . 2 矿山地质环境

7 . 2 . 1 以矿山为单元布设地下水环境监测点，包括地下水位、地 下 水 水 质 、地下水水量等监测点。在采 

矿活动预计影响的地下水补给、径 流 、排泄区域，沿地下水流向或垂直地下水流向布设地下水位、地下水 

水 质 、地下水水温监测点。监测点优先选择矿 K 范闱内自然出露的泉眼，以施工专门性监测井为主，选 

用生产井或居民生活饮用井为辅。

7 . 2 . 2 以矿山为单元布没土壤环境监测点，监 测 范 围内每个微地貌单元和土地利用类型至少有 1 个监 

测点。在采矿活动预计影响到的区域及周边区域，沿着地形由商到低布设土壤环境背景监测点。重点 

对堆浸场、尾矿库等潜在污染风险场地及周边土壤环境进行监测。

7 . 2 . 3 结合采掘工程平面图、并上下对照图及损毁 预 测 等 资 料 确 定 采 空 K 范 闱 井 布 设 监 测 基 准 点 、工 

作基点和监测点，构建采空塌陷区及地裂缝监测网点。井下采用房柱式开采法，宜采用十字形布设监测 

线 ；井下采用机械化长臂综采法，宜采用丰字形、井字形或田字形布设监测线。监测线长度应大丁采动  

影 响 范 围 ，至少一端进人稳定的岩土体屮。塌陷处于稳定状态时可终止监测。

7 . 2 . 4 对于露天矿采场、固废堆放场、排土场等重塑地貌及最终境界线之外地表的一定范围可能发生  

变形和受其影响的崩塌、危岩体及不稳定边坡布设监测网点。在不稳定边坡的坡面鼓胀带、坡顶拉张带 

等部位加密布设地表形变、地下形变监测点，在坡底阻滑带加密布设地下水位监测点。利用相关部门监 

测共享数据 .开展地质稳定性以及降雨等诱发因素监测。

7 . 2 . 5 在采空塌陷区、地 下 水 疏 干 漏 斗 区 以 及 废 水 废 液 排 放 口 的 地 下 水 汇 水 区 域 ，结合水文地质资  

料 ，布设地下水环境破 坏 监 测 网 。通 过布设水文地质钻孔、浅 井 和 采 取 岩 心 样 等 监 测 点 ，监测地下水含 

水层厚度变化情况。通过布设地下水位、水 量 、水温监测井，监测保障生态环境的地下潜水、开 采 S 的层 

及疏干层的水位、水 量 、水温变化特征。通过采取地下水样品或现场测试，监测地下水水质变化情况。

7.2.6 土壤环境破坏监测点主要布设在矿区固体废弃物、尾 矿 库 、露天采场等堆占、破坏和污染的地区 

以及被洗选矿污水污染的地区。根据污染物质扩散特征，采样点沿 平 面 和 垂 向 布 设 。平面采样点选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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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采土壤类型特征明显的地方。剖 面 采 样 点 以 剖 面 发 育 完 整 、足 次 较 清 楚 、无 侵 入 体 为 准 。采集混合 

样 ，而积较小的监测区采用对角线布点法和梅花形布点法，面积中等的监测区采用祺盘式布点法，曲积 

较大的监测区采用蛇形布点法。

7 . 2 . 7 开展复垦修复工程后，在 地 下 水 水 位 降 落 漏 斗 区 、地 下 水 污 染 区 布 设 地 下 水 环 境 恢 复 监 测 点 。 

监测点应在地下水环境破坏监测点屮优选，选择监测要素动态特征明显，且 井 口 保 护 装 置 良 好 、井孔未 

出现淤塞、取水设备运行正常的监测并。

7 . 2 . 8 开展复垦修复工程后，布设土壤环境恢复监测点。监测按照复垦利用方向、复 垦 时 间 、边坡平台 

微地貌单元构建决策单元布设监测点，每 个 单 元 至 少 有 1 个混合采样监测点。在土壤污染较严重的区 

域加密监测。

7 . 2 . 9 根据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要素的动态特征，本 着 科 予 、高效的原则，有针对性地选取监测方法和监 

测仪器及数据源，保证监测精度和监测时效性。矿山地质环境背景及破坏监测点布设、监 测 级 别 、监测 

点密度及监测频率、采样方法、监 测 方 法 按 照 DZ/T 0287和 DZ/T 0388执 行 。

7.3 土地资源

7.3.1 土地利用现状监测以监测期最新的全国国土变页调査成米为基础，提取监测范围内土地利用类 

型 、面 积 、权属等信息，查清监测范围内基木农田的分布范围及面积。

7 . 3 . 2 已损毁土地调査以损毁类型划分损毁单元，丌 展 损 毁 土 地 类 型 、程 度 、而 积 、范 围 监 测 。露天采 

场 、取土场等以单个挖损场地为监测单元，塌 陷 土 地 根 据 采 空 区 塌 陷 范 围 、结 合 行 政 界 线 、土地利用类 

型 、积水情况等划分监测单元，排土场压占土地以单个压占场地或单条压占线路为监测单元，污染土地 

以污染范围划分监测单元。

7 . 3 . 3 开展道路设施损毁、水利设施损毁、林网损毁以及其他基础没施损毁监测。

7 . 3 . 4 结合矿开采时序、损 毁 方 式 、损 毁 预 测 、土 地 利 用 类 型 、土 壤 类 型 、村级行政界线等划分调杳-中- 

元 ，开展拟损毁土地的监测。

7 . 3 . 5 采用遥感解译、地 面 调 査 、公众访谈等方法，开展已复垦修复土地的利用类型、范 闱 、面积以及利 

用 方 式 、覆盖特征、利用水平的监测。

7 . 3 . 6 结合复垦修复后的土地利用类型、复垦修复时间、复垦修复微地貌（平 台 或 边 坡 ）、复垦修复措施 

等划分决策监测单元。按照决策单元布设监测点，对复垦修复土壤质量进行动态监测。

7.3.7 土地资源监测宜采用 1 年 监 测 1 次 .复垦修复耕地土壤质量宜采用 1 年 监 测 1 次 ，复垦修复其他 

土 地 土 壤 质 呈 宜 采 用 3 年 监 测 1 次 。复 垦 林 地 、复 垦 草 地 、修 复 湿 地 监 测 应 选 在 草 地 牛 物 S 高峰吋 

期 ，北 方 宜 在 7 刃 〜 8 月 ，南 方 宜 在 6 月 〜 10刃 。

7.3.8 土地利用类型按照 GB/T 21010和《国土空间调査、规 划 、用途管制用地 用 海 分 类 指 闹 》执行 .土 

地利用现状调查按照 TD/T 1055执 行 ，土地利用动态遥感监测按照 TD/T 1010执 行 ，耕地质 fl监测按 

照 NY/T 1119执 行 ，已损毁土地和拟损毁土地调査监测按照 TD/T 1049执 行 。

7.3.9 土壤采样点布设应覆盖监测区所冇土地利用类型，要 求 采 集 混 合 样 ，采用对角线布点法和梅花  

形布点法，每种类型中样本数量应满足 GB/T 36393的规定。复垦修复土壤采样点设置兼顾复垦修复  

单 元 、复垦修复时间、复 S 修复方向划分决策单元。土 壤 污 染 监 测 采 样 按 照 GB/T 42489执 行 ，复昆修 

复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按照 H J/T 166执 行 ，复垦修复林草地土壤质量监测按照 GB/T 32740执 行 。

7.4 生态系统

7 . 4 . 1 河流水系监测断面，湖 泊 、池 塘 和 水 库 监 测 垂 线 。河流水系进入采矿活动影响区前设置河流入  

境 断 面 、在河流水系流出采矿活动影响区出境设置河流出境断面；在潜在污染风险区（点 ）、排 污 区 （口） 

下 游 ，污水与地表水基本混匀处设置监测点。监测范围内湖泊和水库的不同水域，如进水区、出水区、深 

水 区 、浅 水 区 、湖心区、序边区等 .按水休炎:別设H 监 测 垂 线 ；湖泊和水库若尤明显功能区別 .叶用网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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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设置监测垂线；受污染物影响较大的重要湖泊和水库，应在污染物主要迁移途径上设置控制断面。 

地表水环境质量监测布点与采样按照 HJ 91.2执 行 。

7 . 4 . 2 植 被 管 护 监 测 包 括 复 垦 修 复 林 地 封 禁 、补 植 、抚 育 、更 新 、修 枝 、防 火 及 病 虫 鼠 害 防 治 等 ，按照 

GB/T 18337.3执 行 ；复垦修复草地采取禁牧封育、免耕补播、松土施肥、鼠虫害防治等措施，促进植被恢 

复 。复 垦 修 复 草 地 按 照 NY/T 1342执 行 。

7 . 4 . 3 生态系统功能维护监测中林地生态状况监测按照 GB/T 30363和 HJ 1167执 行 ，草地生态状况 

监 测 按 照 NY/T 2998和 HJ 1168执 行 ，湿 地 生 态 状 况 监 测 按 照 1169执 行 ，沙 地 、裸 土 地 、裸岩石砾 

地等荒漠生态系生态状况监测按照 HJ 1170执 行 。监测样方样地样带布设应综合考虑复垦修复方向、 

复垦修复时间、地形地貌以及植被类型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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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复垦修复评价

8.1 —般规定

8 . 1 . 1 基于基值、参照值、监 测 值 、0 标 值 ，采 用 单 因 子 比 较 、趋 势 评 价 、专 家 评 价 、公 众 参 与 等 方 法 ，或 

可参照 W际五星评级系统和生态恢复轮可视化等方法，对监测时点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与恢复治理、土 

地损毁与复垦利用、生态系统破坏（退化）与恢复开展评价。

8 . 1 . 2 对地表水环境质 M 、渔 业 水 质 、农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建 设 用 地 土 壤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农田灌 

溉水质、土地复垦率、水土流失量等约朿性指标，采用单因子指数、样本超标率以及治理率来评价。当样 

本中污染物单因子污染指数均值显著大于 1，或 样 本 超 标 率 大 于 10% ,则评定为不合格。

8 . 1 . 3 对郁闭度（覆盖率）、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土壤肥力等预期性指标，可采用趋势评价、五星 

系统和生态恢复轮等进行定量定性评价，判断其变化趋势。

8 . 2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评价

8 . 2 . 1 基丁监测俏，开展矿山地质稳定性评价，获 得 矿 区 地 质 环 境 破 坏 隐 患 个 数 、规 模 和 面 积 ；分析地 

表塌陷、地表挖损影响土地面积和程度；分析地表水环境和地下水环境破坏情况。地质灾害发育程度及 

危 险 性 评 价 按 照 GB/T 40112执行 .地下水质按照 GB/T 14848执 行 。

8 . 2 . 2 开展地下水含水层破坏类型及危害程度评价，破坏危害程度评价按照 GB/T 42362执 行 。

8 . 2 . 3 结合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监测值，获得治理面积和地质隐患排除个数 .计算恢复治理率 .计算监测 

点位地下水和地表水环境达标率。按 照 DZ/T 0287开展治理效果评价，矿山地质环境破坏与恢复治理 

评 价 统 计 表 见 附 录 B 中 表 B.1。

8.3 土地资源复垦利用评价

8 . 3 . 1 对矿山开采保护措施及效果监测保护措施和预防控制开展定性评价。

8 . 3 . 2 水土保持评价按照 GB/T 51240执 行 。

8 . 3 . 3 挖 损 、压 占 、占用、污 染 、塌陷等损毀土地评价按照 TD/T 1031(所有部分）执 行 ，监测期矿山新增 

土地资源损毁面积统计表见表 B.2。
8 . 3 . 4 耕地质量等级划分按照 GB/T 33469执 行 。复垦修复耕地、园 地 、林 地 、草地和建设用地等评价  

按 照 TD./T 1036执 行 ，土地资源复垦利用评价统计表见表 B.3。

8 . 4 生态系统恢复效果评价

8 . 4 . 1 统 计 或 计 算 监 测 时 复 垦 修 复 林 地 的 造 林 密 度 、造 林 成 活 率 、造 林 保 存 率 、树 种 类 型 ，结 合 H 标 

值 ，判定是否达到复垦修复设定的工程设计标准。

8 . 4 . 2 地表水环境质 fi评 价 按 照 GB 3838执 行 ，滴业水质标谁按照 GB 11607执 行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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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 管 控 按 照 GB 15618执 行 ，建 设 用 地 污 染 风 险 管 控 按 照 GB 36600执 行 ，农 田 灌 溉 水 质 标 准 按 照  

GB 5084执 行 ，采煤塌陷区水资源环境评价方法按照 GB/T 37574执 行 。

8.4.3 复 垦 修 复 生 态 系 统 格 局 和 质 量 评 价 按 照 GB/T 42340执 行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功 能 评 价 按 照  

HJ 1173执 行 。生态系统同碳通过植物固碳和土壤闶碳计算 .其中林地碳储量计量按照 LY/T 2988执 

行 ，湿 地 固 碳 计 算 按 照 LY/T 2899执 行 。综合参照生态系统和各类生态系统质量评价结果，分析评价 

区内生态系统质蜻状况以及不同吋期动态变化特征。生态系统恢复效果评价统计表见表 B.4。

9 监测评价报告编制

9 . 1 监测评价报告应包括矿山基本情况、监测点布设情况，监测范阑及监测对象和监测指标 .采矿以来 

及监测期地质环境破坏、土地资源损毁和生态系统破坏（退化 )情况，矿山复昆修复主要措施和工程实施 

情况 .复垦修复监测对象的现状及变化趋势，复 垦 修 复 效 果 评 价 。结合监测和评价结果开展适应性管  

理 ，提出修正、改进复垦修复工程、技术管理措施的对策和建议。

9 . 2 复垦修复监测评价报告见附录 C。

1 0 监测评价数据管理

1 0 . 1 按 照 A然资源调查监测和矿山复垦修复相关法规、标准规范的要求，对数据资料进行分级分类建 

库 和 管 理 ，各单位对数据质量负责，数据的传输、共享和应用应符合相关规定。

1 0 . 2 对各阶段工作产生的各类数据及时分类整理、编 目 、存 档 。除 保 存 原 始 纸 介 质 资 料 外 ，应建立监 

测 数 据 集 ，进行数据资料管理。信息系统建设应符合国家相关网络安全设计要求。

1 0 . 3 建立调杳监测成果发布机制。在 调 杳 监 测 工 作 完 成 后 ，涉及社会公众关注的成果数据或数据目  

录 ，履行相关的布核程序后，统一对外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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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矿山复垦修复监测内容与监测指标

矿山开采前矿山复垦修复监测内容与监测指标见表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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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 . 1 矿山开采前矿山复垦修复监测内容与监测指标

监测对象 监测内容 监测指标 监测方法
煤矿 金属矿

石汕天然气 其他
井工 露天 井工 露天

地质环境

地下水环境

含水层类型

DZ/T 0287

+ + + + + +

地下水位 + + + + +

地下水温 + + + + +

地下水水i 十 十 十 十 + 十

地下水质量a 十 + 十 十

井泉个数与排泄最 十 十 十 十 + 十

土壤环境
土壤污染项

H J/T  166
+ + + + + + + + + +

土壤微量项目" + + + + +

土地资源

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利用类堕及而积
TD /T 1055
TD./T 1010

+ + + + + +

土地利用而积 + + + + + +

基本农田及面积 + + + + + + + + + + + +

耕地及基本农田

土壤质蜇

NY/T 1119

+ + + + + + + + + + + +

配套设施 + + + + + +

生产力水平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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