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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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陕西地建土地工程技术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陕西省土地工程建设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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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工矿用地土壤修复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废弃工矿用地土壤修复技术的基本原则、工作流程、基本情况调查与问题识别、土壤

修复方案实施、配套工程与监测管护。 

本标准适用于陕西省废弃工矿用地土壤修复过程中损毁修复、污染治理、以及配套工程等综合整治

技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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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50288 喷灌工程技术规范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8920 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HJ 25.4 污染场地土壤修复技术导则 

LY/T 2356 矿山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规范 

LYJ 128 林业苗圃工程设计规范 

TD/T 1070.1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TD/T 1031.3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3部分：井工煤矿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  coal based abandoned location of industry and mining 

因煤炭开采、加工等人为活动，造成地表土严重剥离或损害，被生土或非土壤物质（如煤矸石或砂

石等）取代或压占，造成土地损毁或污染严重，较短时间内难以生长植物和恢复生态系统的矿场及周边

土地的统称。 

[来源：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污损程度调查与评估技术规范] 

 

土壤修复  soil remediation 

对受损的土壤采取物理、化学或生物方法固定、转移、吸收、降解或转化土壤中的污染物，使其含

量降低至可接受的水平，或将有毒有害污染物转化为无害物质的过程。 

https://www.baidu.com/link?url=pZYhdLNtqj2mgcrI5VntbJwFCpnYwr0ps3h-PKXBlJaYDxygdcdclFHERY1Ip5u1AmpoAzxNsVKGrvOrbzs7w_&wd=&eqid=a96b4bf4000ba1e9000000066569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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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HJ 25.4-2014] 

 

土壤重构 soil reconstruction 

指对矿山损毁土地采用工程、物理、化学、生物等改良措施，重新构造土壤基质，形成适宜植被生

长的土壤剖面结构与肥力等条件。 

[来源：TD/T 1070.1-2022] 

 

植被恢复 vegetation restoration 

在经土地整理的工矿用地上，进行人工（种）植、培育以木本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的过程。 

[来源：LY/T 2356-2014] 

4 基本原则和工作流程 

基本原则 

4.1.1 科学性原则 

采用科学的方法，综合考虑煤炭型工矿废弃地的修复目标、土地利用类型、修复技术的效果及影响、

修复时间及成本、修复工程对环境及人体造成的影响等，制定修复目标。 

4.1.2 可行性原则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壤修复方案要切实可行，在调查及踏勘的工作基础上，针对工矿废弃地的性质、

类型、程度、范围及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的影响，因地制宜，选择切实可行的修复技术。 

4.1.3 安全性原则 

制定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壤修复及综合整治方案要保证修复技术和修复工程的实施安全，以免对施

工人员、周围人群健康及生态环境造成危害及其他二次污染事件。 

工作流程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壤修复方案的工作流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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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工作流程 

5 基本情况调查与问题识别 

调查范围 

调查范围包括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区域内及其周边与矿区生产经营相关联的区域。 

调查内容 

5.2.1 区域概况 

调查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所在区域的气候气象、地质地貌、水文地质、土壤环境等自然条件，水土流

失、荒漠化、自然灾害等环境特点，区域内主要矿产特点、产业状况、开发利用模式、强度等。 

5.2.2 信息详查 

对调查区内煤炭资源开发模式和程度，煤炭开采选址、工程布局、构筑物、建设、运营、土地利用

沿革等进行详查，调查环境监测、风险排查、应急防护等监管情况和清洁生产水平等，以明确污染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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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数量、位置、排放及回收利用情况。收集与调查区域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地形地貌、土地利用

类型等类似的，未受影响的对照区环境背景资料，或煤炭型工矿企业环境影响评价等资料，明确建厂前

水体、土体等生态环境状况数据。 

5.2.3 污损调查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污损调查内容及指标见附录A。根据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污染源类型、位置、数量、

周边情况，污染物处理设施、工艺、回用情况，以及最终排放去向等可能的迁移途径，采集水、土、固

体废物等样品，进行检测分析。 

详细调查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水资源分布、生物多样性，不同损毁方式的位置、范围、发生时间等，

以及由损毁引起的积水状况，塌陷区裂隙、边坡分布与特性等。损毁调查按照附录B开展并形成记录表

单。 

问题识别 

5.3.1 土地损毁程度分析 

分析工矿废弃地损毁面积、范围和土地损毁程度，土地损毁程度分级参照TD/T 1031.3中的规定执

行。 

5.3.2 土地污染程度分析 

分析工矿废弃地污染物种类、污染程度、范围，参照GB 15618和GB 36600中相关指标，按照公式

（1）计算污染程度，污染等级划分见表1。 

 𝑃𝑖𝑗 =
𝐶𝑖𝑗

𝑆𝑖𝑗
 ·························································· (1) 

式中： 

Pij为样品中第j个样点第i个指标的污染指数；Cij是第j个样点第i个指标的实测含量或浓度；Sij是i指

标的管制值。 

表1 污染程度等级划分表 

等级 污染指数 污染等级 i 指标是否为污染物 

1 Pij＜1 清洁 否 

2 1≤Pij＜2 轻度污染 是 

3 2≤Pij＜3 中度污染 是 

4 Pij≥3 重度污染 是 

6 土壤修复方案实施 

土壤损毁治理措施 

6.1.1 剖面构型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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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根据矿区自然条件，充分利用废弃渣、废石、煤矸石等采矿废弃材料，结合地形地貌特征进行

土壤剖面重构。 

b）对于矿区出现的无表土覆盖地区或者表土被剥离区域，进行客土覆盖。 

c）合理控制各层土壤容重，上层（0~20 cm）容重宜为1.1~1.3 g/cm3，下层（>20 cm）容重宜为1.3~1.5 

g/cm3，最终构建上虚下实、结构稳定的优良土体结构。 

6.1.2 有效土层厚度修复 

针对矿区可能存在的土层厚薄不均、土体结构稳定性差等问题，利用探地雷达、遥感影像、航拍航

片解译、实地踏勘等普探结果，对于土层厚薄不均的区域要进行厚度整治。针对项目区整治过程中可以

剥离表土层厚度25 cm，在田块内部另行堆放保存，然后根据设计土体厚度进行分层覆土处理，底层填

土完工后进行压实，再回填剥离的表土，以保持各土层土质不变。土体回填时，为保证土体的结构稳定

性及土层的保肥蓄水特性，修复作为耕地和园地时，在陕南地区有效土层厚度不小于20 cm、陕北地区

不小于30 cm、渭北台源区不小于30 cm、关中地区不小于40 cm。 

6.1.3 质地调优修复 

通过实地踏勘、剖面观察、以及速测分析等基础普探结果，针对项目区可能存在的结构漏水漏肥、

稳定性差、坚硬紧实等不同问题，通过客土、复配、增减等物理方法，调配土层机械组成。 

土壤污染治理措施 

6.2.1 污染治理技术选择 

根据前期污染程度调查和评估的结果，结合工矿废弃地水文地质特征、以及土壤类型等资料选择合

适的修复技术。从技术的成熟度、适合的修复目标和土壤类型、修复效果、修复时间和成本等方面比较

现有技术的优缺点，最终筛选出一种或者多种联合修复技术。 

6.2.2 修复技术可行性分析 

6.2.2.1 实验室小试 

可以采用实验室小试进行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实验室小试要采集地块的污染土壤进行试验，

应针对试验修复技术的关键环节和关键参数，制定实验室试验方案。 

6.2.2.2 现场原位测试 

如对土壤修复技术适用性不确定，应在地块开展现场中试，验证试验修复技术的实际效果，同时考

虑工程管理和二次污染防范等。中试试验应尽量兼顾到地块中不同区域、不同污染浓度和不同土壤类型，

获得土壤修复工程设计所需要的参数。 

6.2.2.3 应用案例分析 

土壤修复技术可行性评估也可以采用相同或类似地块修复技术的应用案例分析进行，必要时可现场

考察和评估应用案例实际工程。 

6.2.3 污染修复效果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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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修复后土壤进行采样分析，评价污染物的修复效果。参照GB 15618和GB 36600相关指标要求进

行评价。 

土壤质量提升措施 

6.3.1 土壤肥力提升 

a）对重构的土壤进行培肥处理，土壤培肥以有机肥为主，通过增施有机农家肥、秸秆还田、种植

绿肥；以有机肥与无机肥相结合培肥为辅，协同提升土壤的有机质；控制氮肥总量，分期按需追肥，磷

钾肥衡量补充，中微量元素因土补缺。 

b）通过3年的土壤配肥处理，使得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增加1 g/kg-2.5 g/kg，土壤中全氮含量增加0.1 

g/kg-0.15 g/kg，土壤中有效磷含量增加2 mg/kg-5 mg/kg，土壤中速效钾含量增加10 mg/kg-30 mg/kg。 

6.3.2 土壤化学性质修复 

a）针对项目区可能存在土壤pH值整体偏低、土壤酸化的风险问题，通过判断土壤酸化的成因，可

通过施用石灰、碱性肥料（草木灰等）进行调节。酸化土壤改良剂使用量计算方法见公式（2）。 

 G=K×H×B×CEC×(1-BS)×28*×104 ········································· (2) 

式中： 

G为石灰添加量，kg/hm2；K为经验系数，施用石灰粉（碳酸钙）时取1.3，生石灰（氧化钙）时取

0.5；H为需调节pH的土层厚度，cm；B为需调节pH的土层土壤容重，g/cm3；CEC为阳离子交换量，

cmol(+)/kg；BS为盐基饱和度；28*为1/2CaO的相对分子质量，g/mol。 

b）针对项目区可能存在土壤pH值偏高、次生盐渍化风险高的问题。修复方案采用以工程防控为主，

化学调控措施兼顾的盐渍化防治技术。在保证土体结构稳定性及保肥蓄水的基础上，下层增设10 cm的

秸秆隔盐层，阻断下层土壤盐分随毛管水的上升，针对性的施入石膏等生理酸性肥料和盐碱土壤修复微

生物菌剂进行化学调控改良。 

C）针对整治后项目区可能存在的较低土壤CEC导致土壤保肥能力差的问题，采用施加高腐殖质化

有机肥或粘土矿物，提高土壤阳离子吸附能力。 

d）干旱地区或石质山地等保水不良的工矿废弃地，可使用保水剂进行保水。 

修复成果评估 

6.4.1 生态效益评估 

生态效益评估主要考虑矿山地质稳定性、水体、土壤、植被群落和动物种群五个方面。 

6.4.2 社会效益评估 

社会效益评估主要考虑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涉及到的人居环境改善、防灾减灾能力提升、群众满意度

上升，以及依托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带来的就业渠道拓宽、环保意识提高等方面。 

6.4.3 经济效益评估 

经济效益评估主要考虑工程投入产出比、以及由矿山生态修复带来的其他方面的潜在效益，如土地

增值、居民收入增长、旅游收入增长等。 

7 配套工程与监测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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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套工程 

7.1.1 绿化工程 

7.1.1.1 人工恢复 

a）植苗法 

在轻污染工矿废弃地直接栽植林木（草）的苗木。 

b）播种法 

在土壤水分充足的地区，将林木种子用块状播种、穴播、插缝、条播和撒播等方式直接播种。 

c）工程恢复 

适用于重度污染或者地表土壤遭到严重破坏矿区，或者边坡残渣堆积地，利用工程措施人工促进植

被恢复。可以通过喷播法、植生袋法、堆土袋法、挂网客土喷播法、藤蔓植物攀爬法等进行恢复。 

7.1.1.2 自然恢复 

在处于警戒线或者污染较轻的矿区，通过封山育林对较大空旷地进行人工辅助植树或者播种恢复植

被。 

7.1.2 灌排工程 

a）灌溉排水工程应根据国家现行标准 GB 50288以及当地行业工程建设的相关标准要求执行。 

b）灌溉工程的水源优先采用经过处理符合灌溉要求的矿区水。 

c）整治为农田时，灌溉排水工程应按照GB 5084执行，整治为林草地时，灌溉工程应按照GB/T 18920 

执行。 

d）灌溉排水设置应综合考虑土地利用方式、当地气候、土壤类型、水文地质、地貌等因素，优先

选择喷灌、微喷灌、滴管等灌溉系统。 

7.1.3 道路工程 

a）治理区道路应依托主体工程进行 

b）应采用砂石路面或碎石路面，沉降稳定后应对路面进行硬化。 

7.1.4 苗圃工程 

苗圃工程应按照现行的林业标准 LYJ 128进行。 

跟踪监测 

对矿区复垦效果进行为期三年的定位监测，一年两次，包括污染物监测，植被恢复情况监测等。 

后期管护 

7.3.1 工程设施维护主要对支护加固工程、截排水工程、地貌重塑工程、土壤重构工程和相关配套附

属设施等，按照工程设计和运行要求进行定期检查和维护，发现工程设施运行不正常或损毁，应及时修

复或替换。 

7.3.2 植被养护主要采取定期或不定期喷水、追肥、清除杂草、防治病虫害、补植、补种等措施，对

复绿植被进行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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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后期管护时间根据矿山自然生态条件和修复成效确定，一般陕南地区为 3-4 年，关中地区 4-5

年，陕北地区 5-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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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污损调查内容及指标 

A.1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污损调查内容及指标 

表A.1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污损调查内容及指标 

污损类别 对象/形式 表征指标 

压占 

排土场 

土体指标：压占物类型、压占面积、压占物高度、边坡高度、边坡角度、

pH、土壤容重、土壤肥力、土壤环境指标等 

水体指标：地表径流、淋溶液、水质等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固废指标：固体废物类别、危险废物类别 

矸石场 

土体指标：矸石类型、矸石堆面积、矸石堆高度、边坡高度、边坡角度、

pH、土壤容重、土壤环境指标等 

水体指标：地表径流、淋溶液、水质等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固废指标：固体废物类别、危险废物类别 

建筑用地 建筑类型：钢筋混凝土/木质结构/临时性建筑、地面硬化程度 

废弃堆煤场 

土体指标：废弃时间、废弃堆场面积、废弃物高度、边坡高度、边坡角

度、pH、土壤容重、土壤肥力、土壤环境指标等 

水体指标：地表径流、淋溶液、水质等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固废指标：固体废物类别、危险废物类别 

生活垃圾等废弃物 

土体指标：垃圾类型、防渗措施、堆存时间、堆存面积、堆存高度、土

壤环境指标等 

水体指标：渗滤液、pH、水质等 

塌陷 

下沉盆地（或整体塌陷） 

土体指标：下沉面积、下沉深度、地表坡度等、pH、土壤肥力等 

水体指标：潜水位埋深、积水面积、积水深度、水质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地裂缝（包括台阶状断裂） 

土体指标：裂缝类型、裂缝分布、裂缝宽度、裂缝间距、裂缝深度、地

表坡度、水平变形、附加倾斜、pH、土壤肥力等 

水体指标：潜水位埋深、积水面积、积水深度、水质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塌陷坑、塌陷槽 

土体指标：塌陷坑数、塌陷坑直径、塌陷坑深度、规模、pH、土壤肥力

等 

水体指标：潜水位埋深、积水面积、积水深度、水质等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挖损 露天采场、取土场 

土体指标：损毁时间、挖损面积、挖损深度、挖损后有效土层厚度、挖

损后角度、pH、土壤肥力等 

水质指标：积水面积、积水深度、水质等 

生态指标：植被类型、生长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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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损毁程度系列调查表 

B.1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项目基本情况调查表 

表B.1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项目基本情况调查表 

项目名称  编号  

行政区域 市        县（市、区）       乡（镇）        村          组 

中心坐标  矿区面积/hm2  

矿山现状 在建  生产  闭坑  关闭  废弃 开采标高/m  

建矿时间 年          月 服务年限/年  

闭坑时间 年          月 采矿方式 井工   露天   复合   其它 

生产能力/（万吨/年）  矿山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采空区面积/hm2  最大采深/m  

累计采出矿石量/万吨  经济类型 个体国有合资集体外商独

资 
废弃原因 

采矿权灭失     政策性关闭    采矿权注销 

非法开采关闭    其它 
废弃矿井数量/个  

自然 

条件 

气候气象 年平均气温/℃  年降水量/mm  降雨季节/月  

地质地貌 

地层产状  地层时代  

地层岩性  地层厚度/m  

河谷平原     岗地      丘陵     山地     其它 

水文地质 

主要地下水 

类型 

孔隙水 裂隙水 岩溶水 

潜水 承压水 上层滞水 
开采程度 

超采区 基本平衡区 开采潜力

较小区 开采潜力中等区 开采潜

力较大区 

地表水类型 河流 冰川 湖泊 沼泽 开发利用程度 高       中等      低 

自然 

灾害 

类型 地震灾害     地质灾害     气象灾害    其他  

地震灾害 

地裂缝  地面沉降  地面塌陷  喷水冒砂  滑坡  崩塌  其他 

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经济损失/万元 其他 

数量/个     威胁人数/人  

地质灾害 

地裂缝  地面沉降  地面塌陷  滑坡  泥石流  崩塌  其他 

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经济损失/万元 其他 

数量/个     威胁人数/人  

气象灾害 

内涝  地面沉降  地面塌陷  滑坡  泥石流  崩塌  其他 

规模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经济损失/万元  

数量/个     威胁人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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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少量枯死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土地 

开发 

废弃土地开发 

利用模式 

矿山遗迹模式文化景观模式

自然修复模式 
开发强度 高      一般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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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地压占情况调查表 

表B.2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地压占情况调查表 

项目名称  

编号  中心坐标  

土地压占破坏方式 排土场压占 压占面积/hm2   压占物体积/m3   

土地类型及面积/hm2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压占时间/年  压占物砾石含量/%   压占物边坡角度/ °       压占物高度/m   

固体废物类别 
I 类一般固体废物  

 II 类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类别 

腐蚀性 急性毒性 浸出毒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物质含量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土地压占破坏方式 矸石场压占 压占面积/hm2  压占物体积/m3   

土地类型及数量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压占时间/年    压占物砾石含量/%    压占物边坡角度/ °    压占物高度/m   

固体废物类别 
 I 类一般固体废物  

 II 类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类别 

腐蚀性 急性毒性 浸出毒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物质含量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土地压占破坏方式 建筑用地压占 压占面积/hm2  压占物体积/m3   

土地类型及面积/hm2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建筑物类型 钢筋混凝土  木质结构  临时性建筑  砖石结构  混杂结构  钢结构  其他 

土地压占破坏方式 废弃堆煤场压占 压占面积/hm2   压占物体积/m3   

土地类型及面积/hm2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压占时间/年    年 压占物砾石含量/%    压占物边坡角度/°   压占物高度   m 

固体废物类别 
I 类一般固体废物  

 II 类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类别 

腐蚀性 急性毒性 浸出毒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物质含量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土地压占破坏方式 生活垃圾等压占 压占面积/hm2   压占物体积/m3   

土地类型及面积/hm2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堆存物时间     

年 

堆存物砾石含量/%    堆存物边坡角度/°   堆存物高度/m   

固体废物类别 
I 类一般固体废物  

 II 类一般固体废物 
危险废物类别 

腐蚀性 急性毒性 浸出毒性 

易燃性 反应性 毒性物质含量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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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地塌陷情况调查表 

表B.3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地塌陷情况调查表 

项目名称  

编号  中心坐标  

下沉盆地 

（整体塌陷） 

下沉盆地个数/个           下沉面积/hm2            排列形式 群集式   长列式 

始发时间  盛发开始时间  盛发截止时间  

停止时间  下沉深度/m  发展变化 停止 趋增强 趋减弱 

地下水位/m           积水面积/m2  积水深度/m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地裂缝 

地下水位/m           积水面积/m2         积水深度/m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单缝特征 

序号 形态 延伸 倾向 倾角/° 长度(m) 宽度(m) 深度(m) 性质 

1 
直线折线

弧线 
      

拉张平移 

下错 

2         

......         

群缝特征 

分布、发育及发生发展情况 

缝数 分布面/hm2 间距/m 排列形式 展布方向 阶步 

   平行斜列环围杂乱无章   

塌陷坑、 

塌陷槽 

地下水位/m  积水面积

/m2 

 积水深度/m  

塌陷坑个数/个  塌陷面积

/m2 

 塌陷深度/m  

塌陷规模 巨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生长状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土地破坏方式 土地类型及面积/hm2 倾斜变形坡度/° 水平变形值/（mm/m） 

下沉盆地破坏 
耕地    ；林地    ；草地    ； 

园地    ；建筑    ；其它    ； 
  

地裂缝破坏 
耕地    ；林地    ；草地    ； 

园地    ；建筑    ；其它    ； 
  

塌陷坑、塌陷槽破坏 
耕地    ；林地    ；草地    ； 

园地    ；建筑    ；其它    ； 
  

其它 
耕地    ；林地    ；草地    ； 

园地    ；建筑    ；其它    ； 
  

合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 

园地    ；建筑    ；其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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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地挖损情况调查表 

表B.4 煤炭型工矿废弃地土地挖损情况调查表 

项目名称  

编号  中心坐标  

损毁时间       年         月 挖损时长/年  

挖掘面积/hm2                 挖掘深度/m  

挖损后有效土层厚度/cm  挖损后坡度/°  

积水面积/m2  积水深度/m  

植被类型 自然植被  人工植被 植被生长情况 

良好      少量枯死  

部分枯死  大部分枯死 

挖损破坏方式 土地类型及面积/hm2 面积/hm2 体积/m3 

露天采矿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地面塌陷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崩塌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滑坡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泥石流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其它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合计 
耕地      ；林地      ；草地 

园地      ；建筑      ；其它 

 

 

已有治理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