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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 

西一矿矿井及选煤厂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2 日

组织召开了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西一矿矿井及选

煤厂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依据现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要求成立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验收组由华

润电力蒙东公司、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验收调

查报告编制单位和验收监测单位锡林郭勒环保投资有限公司、设

计单位中煤科工集团武汉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环境影响报告书

编制单位中煤科工集团北京华宇工程有限公司、环保工程施工单

位西安创业水务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及 5 名特邀专家组成。 

验收组现场踏勘了西一矿矿井及选煤厂环保工程建设运行

情况和生态措施落实情况，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环保执行情况

的介绍以及调查单位对调查报告主要内容的汇报后，进行了认真

的讨论，形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的基本情况 

（一）工程概况 

2020 年 2 月生态环境部以环审[2020]20 号文对西一矿矿井

及选煤厂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2008 年 5 月该工程开工建设，2022 年 10 月竣工，2022 年

11 月内蒙古自治区能源局对该工程联合试运转进行了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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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一矿矿井及选煤厂项目位于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境

内，是五间房矿区规划矿井之一。该工程井田面积 87.2407 平方

公里，矿井生产规模 800 万吨/年，服务年限 65.9 年。 

矿井采用斜井开拓方式，一个水平开采，布置三条井筒，即

主斜井、副斜井和回风斜井。首采 3-3 煤层采用综采放顶煤开采

方法，其他煤层采用一次采全高综采采煤方法，全部垮落法管理

顶板。配套建设 800 万吨/年选煤厂，采用 200～80mm 块原煤

TDS 智能分选机分选工艺。配套建设了充填能力为 50 万吨/年的

矸石井下充填系统，采用采空区注浆充填工艺。 

该工程地面总布置包括工业场地和场外道路等工程。 

验收阶段该工程实际总投资 414524.30 万元，环保工程投资

4002 万元，环保工程投资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 0.97%。 

（二）工程变更情况 

验收调查阶段该项目工程主要变更内容包括： 

（1）投产移交工作面减少 

环评阶段矿井投产时同时移交两个工作面，分别为一盘区的

1302 工作面和一盘区的 1313 工作面。验收阶段初步设计及批复

提出本矿井采用一次设计、工作面分期移交的建设方式，投产时

在一盘区移交布置 1 个 1302 工作面，投产第二年在一盘区增加

1 个 1313 工作面。验收阶段该工程实际生产能力为 434 万 t/a，

实际工况负荷占比为 54.3%。由于验收阶段生产负荷较低，验收

报告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煤炭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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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J672-2013）的要求，按设计生产能力对相关环境要素的影响

进行了校核，表明已建的环保工程能够满足达产后的污染控制要

求。 

（2）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规模减小、处理工艺改善 

环评阶段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1000m3/d，采用“混凝

沉淀+A2O+机械过滤+生物活性炭吸附+消毒”处理工艺。验收阶

段生活污水实际产生量为 387m3/d，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600m3/d，采用“水解酸化+接触氧化+MBR+生物活性炭吸附+多

介质过滤+消毒”处理工艺。验收阶段处理能力能够满足生活污

水处理的需求，且处理后的水质能够满足回用水的相关标准要

求。验收报告提出矿方应密切关注生活污水量的变化情况，适时

进行污水处理站的扩建工作。 

针对上述变更内容，对比煤炭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环发[2015]52 号），该工程不存在重大变更工程。 

二、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该项目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2。 

表 2 环境保护措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要

素 
环评要求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生

态 

建

设

期 

（1）工业场地内裸露地面需采用洒水

降尘措施，并采取防尘网覆盖裸露地

面；临时堆土区、堆料区周围设置拦

挡措施，采取防尘网苫盖；施工结束

后及时进行绿化和生态恢复。 

（2）施工方退场后及时对迹地进行土

地平整，撒播草籽恢复为草地。 

（3）临时蓄水池弃用后，进行土地平

（1）项目施工期间采用了洒水降尘

措施，裸露地表和散装物料全采用密

目网覆盖，目前已完成了施工临时占

地的生态恢复，全部恢复原有植被。 

（2）矿方依据环评的要求，对临时

生态蓄水池进行填土恢复，目前恢复

工作已完成，植被类型恢复为草地。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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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要求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整，撒播草籽恢复为草地。 

运

营

期 

本次评价结合规划环评的要求，落实

规划环评中提出的东北部低洼地带约

3.52km2（位于巴音郭勒河以北）的 3-3

煤层以外煤炭暂缓开发外，进一步提

出 7 盘区 3-3 以下煤层禁止开采（即 4、

5、6 和 7 煤），且 7 盘区巴音郭勒河

流以南约 1.68km2实施限采，限采厚度

24.4m，减少采煤沉陷形成的积水区面

积。 

验收阶段仅开采了一盘区 1302 工作

面，不涉及环评报告提出的限采和禁

采区域，本次验收提出后续要严格按

照环评报告提出的限采和禁采措施

进行开采。 

已落

实 

受损的林地、草地以自然恢复为主，

中、重度损毁地段在填充裂缝后进行

补植，补植植物种类选用当地适生物

种；对常年积水区的水质进行监测，

并根据监测结果，人工种植一些耐盐

碱植物种和适生水生植物种。 

验收阶段沉陷区以裂缝为主，矿方对

沉陷稳定区采用了裂缝填充措施，计

划 2024 年 5 月撒播草籽进行补植，

补植植物种类选用当地适生物种；验

收阶段无积水区产生。 

已落

实 

评价要求对受沉陷影响破坏牧民房屋

进行维修、就地重建或补偿。 
验收阶段沉陷范围内无牧民房屋。 

已落

实 

评价要求对巴音郭勒沟谷出现积水漫

滩区域及时进行人工疏排水措施，保

证巴音郭勒水体功能基本不变。 

验收阶段仅开采了一盘区 1302 工作

面，不涉及巴音郭勒沟谷。 

已落

实 

开展地表沉陷岩移观测和生态跟踪监

测工作。 

（1）在 1302 工作面上方布置了岩移

观测点位，1302 工作面切眼侧设地表

移动观测站 A 测线和地表移动观测

站 BB 测线； 

（2）2023 年 8 月开展了沉陷区样方

监测工作，共布设 8 个样方点，同时

在样方区内取土壤表层样进行环境

质量的监测。 

（3）矿方依据环评要求在井田内共

设置了 38 口浅层水井，建立起了动

态监测网络，定期进行水位变化的观

测 

已落

实 

地

下

水 

运

营

期 

根据导水裂缝带预测，3-3 煤一、二盘

区内存在着面积约 0.68km2 的区域，煤

厚 8m 左右，开采后导水裂缝带可能导

入新近系泥岩隔水层。评价要求该区

域采高控制在 5.3m 以下时。 

验收阶段仅开采了一盘区 1302 工作

面，不涉及环评报告提出的限高开采

区。本次验收提出后续要严格按照环

评报告提出的限高措施进行开采。 

已落

实 

对牧民水井进行长期观测，若出现供

水问题，由矿方负责更新水井或水车

拉水，保证牧民供水安全。 

矿方根据已开采工作面位置，对工作

面周边的两个牧民水井进行了长期

观测，目前未影响牧民正常饮水。 

已落

实 

对矿井水处理站和生活污水处理站进 矿井水处理站和生活污水处理站地 已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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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要求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行防渗处理；矸石周转场进行封闭。 面和水池全部进行了防渗；充填系统

矸石原料周转场进行了全封闭。 

实 

为了及时发现项目运行中出现的对地

下水环境不利影响，为地下水污染后

治理措施制定和治理方案实施提供基

础资料，建设单位在项目运行前，建

立起动态监测网络，并在项目运行中

定期监测、定期整理研究、定期预报，

及时识别风险并采取措施。 

矿方依据环评要求在井田内共设置

了 38 口浅层水井，建立起了动态监

测网络，定期进行水位变化的观测；

工业场地下游设置了 1 个水质观测

井，定期开展水质监测。 

已落

实 

地

表

水 

建

设

期 

（1）在降雨时对建筑材料及时遮盖以

减少雨水冲刷产生污水，对污染较重

的废污水应设临时储存及处理装置； 

（2）在施工现场设置固定的冲洗场，

设备及车辆定期冲洗，不允许将冲洗

水随时随地排放，在冲洗场设废水隔

油沉淀池，沉淀后的废水复用于施工

用水； 

（3）施工营地生活污水集中收集后排

至场地内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回用

于建设期施工用水。 

（1）2020 年该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站

和矿井水处理站建成使用，施工营地

生活污水收集排至生活污水处理站

处理，处理后用于道路洒水和绿化用

水。建设期井下井筒及巷道涌水排至

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用于井下洒水

降尘消防用水、地面冲洗用水，剩余

通过管道运往华润五间房电厂和京

能五间房电厂进行综合利用，不外

排。 

（2）在施工现场设置了固定的冲洗

场，设备及车辆定期冲洗，在冲洗场

设废水隔油沉淀池，沉淀后的废水复

用于施工用水和场地洒水。 

已落

实 

运

营

期 

矿 井 水 处 理 站 设 计 处 理 规 模 为

10800m3/d，采用加酸中和、隔油、混

凝、沉淀、重力无阀过滤及消毒处理

工艺；处理后的矿井水回用于煤矿自

身生产用水，剩余通过华润电力五间

房电厂修建的输水管线用于华润电力

五间房电厂和京能五间房电厂生产用

水，不外排。 

已建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10800m3/d，采用加酸中和、隔油、

混凝、沉淀、重力无阀过滤及消毒处

理工艺；处理后回用于煤矿自身生产

用水，剩余通过华润电力五间房电厂

修建的输水管线用于华润电力五间

房电厂和京能五间房电厂生产用水，

不外排。 

已落

实 

工业场地设污水处理站一座，处理规

模为 1000m3/d，采用 “混凝 +沉淀

+A2O+机械过滤+生物活性炭吸附+消

毒”处理工艺；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全部

回用于煤矿自身生产用水，不外排。 

已建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规模为

600m3/d，采用“水解酸化+接触氧化

+MBR+生物活性炭吸附+多介质过

滤+消毒”处理工艺，处理后的生活污

水全部回用于煤矿自身生产用水，不

外排。生活污水可全部处理。 

已落

实 

工业场地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在

工业场地低洼处（干选车间西北侧）

设置初期雨水沉淀池，雨水收集方式

采用场区排水沟收集，经雨水沉淀池

沉淀后外排，评价提出要定期对收集

工业场地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矿

方按照环评要求在工业场地低洼处

（干选车间西北侧）设置初期雨水沉

淀池，沉淀池为长 20.0×宽 10.0×高

5.0m 的地下式沉淀池，有效水深为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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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要求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池内的淤积物进行清理。 4.50m。雨水收集方式采用场区排水

沟收集，经雨水沉淀池沉淀后回用于

场地洒水或绿化用水，同时定期对收

集池内的淤积物进行清理。 

大

气 

建

设

期 

（1）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水泥和其他细

颗粒散装原料，应贮存于库房内或密

闭存放，避免露天堆放，若露天堆放

应加以覆盖。细颗粒物料运输应采用

密闭式槽车运输，装卸时要采取措施

减少扬尘量。 

（2）在施工工作面，应制定洒水降尘

制度，配套洒水设备，专人负责，定

期洒水，在大风日要加大洒水量和洒

水次数。车辆出工地前应尽可能清除

表面粘附的泥土等。 

（3）开挖的土石方应及时回填或运到

指定地点，减少扬尘影响；施工场地、

施工道路每天洒水 4～5 次，并及时清

扫道路、碾压或覆盖裸露地表。对施

工过程中开挖回填土石方采取密目网

临时苫盖措施。 

（4）施工结束后，临时性用地应及时

恢复原状，防止水土流失。 

（5）施工单位应采用集中供热，热源

来自电厂余热。 

（6）牧民点紧邻该工程联络公路，牧

民点仅夏季有人居住。后续开工建设

后对道路进行硬化，并加强车辆清洗、

苫盖和管理。 

（1）施工过程中使用的水泥和其他

细颗粒散装原料，贮存于库房内，露

天堆放的物料全部采用密目网覆盖，

细颗粒物料运输采用了密闭式槽车

运输。 

（2）施工场地、施工道路每天洒水

4～5 次，并及时清扫道路、碾压或覆

盖裸露地表。对施工过程中开挖回填

的土石方采取了密目网临时苫盖措

施。 

（3）施工结束后，临时性用地及时

恢复为原有地貌，防止水土流失。 

（4）建设期工业场地建设了一座锅

炉房，安装了 3 台

SZL14-1.0/115/70-AⅢ锅炉（20 吨热

水锅炉，两用一备），锅炉烟气经过

水浴脱硫除尘器处理；工业场地内有

1t 常压小锅炉，无烟气处理措施，主

要用于夏季人员洗澡用水。根据现场

调查，目前锅炉已全部拆除，场地供

热采用华润五间房电厂余热。 

（5）进场道路和联络道路全部硬化，

定期进行洒水降尘，并对路面状态进

行监控，及时维修；物料运输车辆全

部苫盖。 

已落

实 

运

营

期 

智能干选车间生产系统粉尘治理：每

台振动筛处各设 ZD式振动筛除尘器 1

台，TDS 智能分选机配有滤筒除尘设

施。 

场内储运系统粉尘治理：该工程输煤

栈桥、原煤仓、产品仓、矸石仓等均

为封闭式设计，煤尘逸出量很小。各

转载卸煤处选用 LJD-A 型全自动皮带

除尘消尘器。 

粉煤灰灌浆站及粉煤灰储运扬尘防

治：该工程粉煤灰灌浆站密闭，储灰

灌顶设置布袋除尘器。 

矸石周转场及破碎系统扬尘防治：矸

（1）智能干选车间内 1 台振动筛处

设置ZDS-1812式振动筛除尘器1台，

TDS智能分选机配有1套滤筒除尘设

施。 

（2）该工程输煤栈桥、原煤仓、产

品仓、矸石仓等均为封闭式设计，1#

原煤转载点配置了 1台全自动皮带除

尘消尘器（LJD-1600A）。 

（3）粉煤灰灌浆站采取密闭结构，

储灰灌顶设置 1 台布袋除尘器。 

（4）矸石周转场和矸石破碎系统所

在厂房全部封闭，主要落煤点设置了

布袋除尘器，堆场矸石堆矸不高于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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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要求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石周转场布置在工业场地内，封闭结

构，最大堆高不超过 5m，矸石破碎系

统位于制浆站内，采用封闭设计。 

5m。 

 

对新建场外道路定期洒水和清扫，加

强对道路的维护，保证其路面处于完

好状态。 

对新建的进场道路和联络道路定期

洒水和清扫，对道路的维护，保证其

路面处于完好状态。 

已落

实 

噪

声 

运

营

期 

选用高效低噪声设备，通风机设置减

震基础、风机口安装消音器。准备车

间、筛分破碎车间、主厂房、空压机

房、机修车间等设隔声门窗等，保证

工业场地厂界昼夜间噪声全部满足

《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2 类标准。 

该工程工业场地内高噪声设备采取

设置了减震基础、加装消音器、设置

隔声门窗等降噪措施，根据验收监测

结果，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的 2 类

标准。 

已落

实 

固

体

废

物 

建

设

期 

项目地面工程施工过程中排放的少量

建筑垃圾如废弃的砖块、石块等全部

用来该工程场外道路路基。少量施工

人员生活垃圾，由内蒙古那仁废品回

收公司收集，去往西乌旗垃圾填埋场

进行安全处置。 

建设期间矿方设置了垃圾桶，产生的

生活垃圾全部集中收集，由内蒙古那

仁废品回收公司收集，去往西乌旗垃

圾填埋场进行安全处置；施工过程中

排放的少量建筑垃圾如废弃的砖块、

石块等全部用来该工程场外道路路

基铺设。 

已落

实 

运

营

期 

矸石通过矸石注浆系统进行井下处

置，矸石在矸石周转场内暂存，及时

进行井下回填，不长期堆放。 

验收阶段矸石全部进行井下充填，矸

石原料周转场内矸石进行及时处置，

堆高低于 5m。 

已落

实 

生活垃圾由内蒙古那仁废品回收公司

收集，去往西乌旗垃圾填埋场集中处

置。 

生活垃圾由西乌珠穆沁旗玖强家政

服务有限公司处置。 

已落

实 

矿井水处理站污泥脱水后掺入产品煤

通过输煤栈桥去往华润电力五间房电

厂燃烧。 

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经过脱水后运往

华润电力五间房电厂焚烧。 

矿井水处理站污泥脱水后掺入产品

煤通过输煤栈桥去往华润电力五间

房电厂燃烧。 

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与生活垃圾一

起处置。 

已落

实 

对危废临时贮存按照《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建设危废暂存库，

最终处置需要交由有资质的西乌珠穆

沁旗洁源废旧资源回收有限公司进行

安全处置。 

该工程工业场地内设置了危废暂存

库，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

准》要求进行地面防渗以及导流渠和

集水池建设，设置了危废标识牌；废

矿物油交由西乌珠穆沁旗洁源废旧

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处置；废油桶和废

机油滤芯交由内蒙古星联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处置。 

已落

实 

整

改

要

（1）建设单位承诺：供暖锅炉在西一矿正

式开工前拆除，改由华润电力五间房电厂

供暖；拆除场地内小锅炉，夏季洗澡用水

（1）工业场地内原有的 3 台 20t/h 供

热锅炉和 1t 常压小锅炉全部拆除；采

暖季和非采暖季全部采用华润五间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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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要求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求 改成电锅炉； 

（2）环评提出：电厂投运后，输水管道建

成前，拟用车拉水将矿井水运至电厂使用，

生态蓄水池恢复为草地。 

房电厂余热。 

（2）工业场地东南部的生态蓄水池

已进行填土恢复，恢复为草地；矿井

水在建设期临时采用水车拉水方式

运至电厂使用，验收阶段永久管路已

建成，多余矿井水通过管路运往电

厂。 

（三）环境保护部批复意见及落实情况 

该项目环评批复意见及落实情况见表 3。 

表 3 环评批复意见及落实情况一览表 

要

素 
环评批复意见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大

气 

原煤、产品煤采用全封闭筒仓储存，各转载卸

煤点配置除尘设施，原煤运输采用全封闭输煤

栈桥，智能干选机、分选机配置除尘器。粉煤

灰制浆站等采用全密闭设计，储灰罐设置布袋

除尘器。矸石周转场采用封闭结构并采取抑尘

措施。 

（1）智能干选车间内 1 台振动筛处

设置 ZDS-1812 式振动筛除尘器 1

台，TDS 智能分选机配有 1 套滤筒

除尘设施。 

（2）该工程输煤栈桥、原煤仓、产

品仓、矸石仓等均为封闭式设计，

1#原煤转载点配置了 1 台全自动皮

带除尘消尘器（LJD-1600A）。 

（3）粉煤灰灌浆站采取密闭结构，

储灰灌顶设置 1 台布袋除尘器。 

（4）矸石周转场和矸石破碎系统所

在厂房全部封闭，主要落煤点设置

了布袋除尘器。 

已落

实 

地

表

水 

工业场地新建一座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的矿

井水部分回用，不能回用的作为华润电力五间

房电厂和京能五间房电厂生产用水。工业场地

新建一座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生活污水

全部回用不外排。 

（1）已建矿井水处理站，处理规模

为 10800m3/d，采用加酸中和、隔

油、混凝、沉淀、重力无阀过滤及

消毒处理工艺；处理后回用于煤矿

自身生产用水，剩余通过华润电力

五间房电厂修建的输水管线用于华

润电力五间房电厂和京能五间房电

厂生产用水，不外排。 

（2）已建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规

模为 600m3/d，采用“水解酸化+接

触氧化+MBR+生物活性炭吸附+多

介质过滤+消毒”处理工艺，处理后

的生活污水全部回用于煤矿自身生

产用水，不外排。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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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批复意见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地

下

水 

严格遵循“预测预报、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

治后采”的原则，建立地下水保护和应急方案。

对断层、陷落柱等构造应留设足够的保护煤柱。

严格落实地下水水质、水位跟踪监测计划，重

点加强居民水井的跟踪监测，一旦发现居民饮

水受到采煤影响，立即启动预案，保障居民用

水供应。做好矿井水处理站、生活污水处理站

等防渗工作。 

（1）该工程严格遵循“预测预报、

有疑必探、先探后掘、先治后采”

的原则，建立了浅层地下水保护方

案和牧民水井的应急预案。 

（2）初步设计中对断层、陷落柱等

构造留设了足够的保护煤柱。 

（3）矿方依据环评要求在井田内共

设置了 38 口浅层水井，建立起了动

态监测网络，定期进行水位变化的

观测；工业场地下游设置了 1 个水

质观测井，定期开展水质监测。 

（4）矿方根据已开采工作面位置，

对工作面周边的两个牧民水井进行

了长期观测，一旦发现居民饮水受

到采煤影响，立即启动预案，保障

居民用水供应。 

（5）矿井水处理站和生活污水处理

站地面和水池全部进行了防渗。 

已落

实 

 

生

态 

你公司应严格控制开采范围、不得超范围开采，

制定详细的生态保护及沉陷区治理方案，后续

建设和运营期最大限度减轻对地表的人为扰

动。你公司应在后续设计、施工、运行中严格

落实各项禁采和限采要求，禁止开发井田东北

部低洼地带约 3.52平方公里（巴音郭勒河以北）

的 3-3 煤层以外煤层，禁止开发 7 盘区 3-3 以

下约 23.61 平方公里的 4、5、6、7 煤层，限高

24.4 米开采 7 盘区巴音郭勒河以南约 1.68 平方

公里的 2-3 和 3-3 煤层，限高 5.3 米开采一盘区、

二盘区0.68平方公里的3-3煤层。按照“边开采、

边修复”的原则制定详细的生态修复方案，严格

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充分重视以沙地榆为

主的公益林保护工作，加强沙地榆生长、地表

沉陷、浅层地下水水位变化等观测工作，积极

开展沙地榆生态修复技术研究，逐步完善相关

生态修复措施，确保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功能不

降低。建立地表沉陷岩移观测站，加强牧民点

房屋等岩移变形观测，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1）矿方委托编制了《华润电力（锡

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西一矿矿山

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针对首采区委托编制了《华润电力

（锡林郭勒）煤业有限公司西一矿

一盘区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与治理

方案》，依据方案开展了生态恢复

工作。 

（2）验收阶段仅开采了一盘区

1302 工作面，不涉及环评报告提出

的限采和禁采区域，本次验收提出

后续要严格按照环评报告提出的限

采和禁采措施进行开采。 

（3）矿方依据环评要求在井田内共

设置了 38 口浅层水井，建立起了动

态监测网络，定期进行水位变化的

观测；开展了沉陷区样方监测工作

（包括沙地榆），共布设 8 个样方

点，同时在样方区内取土壤表层样

进行环境质量的监测。已委托天地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沙地榆生态

修复技术研究工作。 

（4）在 1302 工作面上方布置了岩

移观测点位，1302 工作面切眼侧设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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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素 
环评批复意见 实际采取措施 

落实

情况 

地表移动观测站 A 测线和地表移

动观测站 BB 测线；目前沉陷范围

内无牧民房屋分布。 

其

他 

选用低噪声设备，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

施，确保各场地厂界及相关敏感点达标。矸石

井下充填系统应与矿井同步建设、投入运行，

加强矸石充填系统运行管理，确保矸石全部及

时充填井下，尽量减少地面堆存。 

该工程工业场地选用低噪声设备，

采取消声、隔声、减振等措施。根

据验收监测结果，工业场地厂界的

昼夜间噪声排放均满足《工业企业

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 2 类功能区

标准限值，场外道路周边的 3 个牧

民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

标准》（GB3096-2008）中 1 类功

能区标准。 

已落

实 

整

改

措

施 

2020 年 5 月底前，拆除燃煤锅炉，新建 1 台电

锅炉；依托华润电力五间房电厂供暖，供暖管

线应于投产前建成。矿井水综合利用管线建成

前，矿井水由汽车运至相关电厂使用，临时蓄

水池清空后尽快完成场地平整及生态修复。 

（1）工业场地内原有的 3 台 20t/h

供热锅炉和 1t 常压小锅炉全部拆

除；验收阶段采暖季和非采暖季全

部采用华润五间房电厂余热供热，

不再建设电锅炉，节省用电量。 

（2）工业场地东南部的生态蓄水池

已进行填土恢复，恢复为草地；矿

井水在建设期临时采用水车拉水方

式运至电厂使用，验收阶段永久管

路已建成，多余矿井水通过管路运

往电厂。 

已落

实 

三、环保设施调试效果 

该项目全部环境保护设施于 2023 年 9 月竣工，2023 年 9 月

至 2024 年 8 月进行调试。 

验收期间各项环保设施符合设计指标，运行稳定，符合验收

与监测条件。 

四、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调查 

（一）生态环境影响调查 

（1）生态现状 

该工程井田位于五间房盆地西南部的山前冲积平原之上，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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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总体南高，北低，坡度缓。调查区土地利用主要以林地为主，

占调查区面积的 66.35%，其次是草地，占调查区面积的 30.30%；

调查区主要土壤类型包括风沙土、栗钙土、沼泽土等 3 类，其中

风沙土为主要土壤类型。调查区地带性植被为草原植被，植被类

型包括：大针茅+羊草草原，榆树疏林，红柳+小叶锦鸡儿灌丛、

芨芨草盐化草甸，芦苇沼泽，榆树疏林为主要植被类型。 

井田内分布的公益林面积 62.09km2，占井田面积的 71.17%，

其中国家二级公益林面积 42.35 km2，占比 48.54%，主要植被为

沙地榆；地方公益林 19.74km2，占比 22.63%，植被以红柳和小

叶锦鸡儿等灌木林为主。 

（2）生态影响及措施 

2022 年 11 月该工程投入联合试运转，截止 2023 年 10 月，

共开采了 1 个工作面（1302 工作面），工作面长度 200m，推进

距离 912m，采空区面积 18.24hm2，沉陷面积为 31.0hm2。 

采煤形成地表最大下沉值为 11.0m，采空区中部区域已形成

明显的下沉盆地。采煤沉陷造成地表裂缝产生，其中大裂缝 13

条，裂缝发育方向大部分垂直于工作面推进方向，裂缝最大宽度

为 0.3m，最大深度为 1.5m，最大长度为 88.7m。沉陷区内土地

类型主要为林地，其中国家二级公益林影响面积为 25.6hm2，地

方公益林影响面积为 5.4hm2。矿方根据环评要求开展了沉陷区

生态跟踪监测工作，包括地表岩移观测、植被样方监测、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及潜水位变化监测，根据监测结果并结合现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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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阶段采煤沉陷对林地影响较轻。 

矿方在沉陷区四周设置了围栏，于 2023 年 9 月开始对已沉

陷稳定区域的裂缝进行回填，采用回填、夯实的治理方式。计划

回填后进行补植，选用旱生型植物，如羊草、披碱草、冰草等。

验收阶段沉陷稳定区域裂缝填充工作已完成，由于季节原因，植

被恢复工作计划 2024 年 5 月份启动。 

验收阶段采煤沉陷区范围内没有其他可能受沉陷影响的保

护目标分布，验收报告提出针对其他保护目标仍按照环评报告书

及批复要求进行保护。 

（二）地表水环境影响调查 

（1）该工程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387m3/d，工业场地内设生

活污水处理站一座，处理规模为 600m3/d，采用“水解酸化+接

触氧化+MBR+生物活性炭吸附+多介质过滤+消毒”处理工艺，

生活污水经处理后满足《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20）中绿化和道路洒水标准，全部用于场地绿

化和道路洒水、粉煤灰灌浆用水和矸石充填制浆用水，不外排。 

（2）该工程矿井水量为 1312m3/d，工业场地内设矿井水处

理站一座，处理规模为 10800m3/d，处理工艺为“加酸中和+隔

油+混凝沉淀+重力无阀过滤+消毒”。矿井水经处理后满足《煤

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GB 50383-2016）和《城市污水再

生利用 工业用水水质》（GB/T19923-2005）中洗涤用水标准，

回用于井下消防洒水、粉煤灰灌浆用水、充填系统制浆用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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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系统冲洗用水。处理后矿井水水质满足华润五间房电厂和京能

五 间 房 电 厂 要 求 的 《 煤 炭 工 业 污 染 物 排 放 标 准 》

（GB20426-2006），剩余矿井水非采暖季（采暖季）为 630（820）

m3/d 全部通过管道输往电厂作为生产用水，不外排。 

（3）工业场地采用雨污分流排水系统，在工业场地西北侧

设置初期雨水沉淀池，尺寸为长 20.0×宽 10.0×高 5.0m，初期

雨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场地洒水或绿化用水。 

（三）地下水影响及措施 

（1）地下水现状 

井田内划分为 2 个含水岩组和 2 个隔水层，含水岩组自下而

上分为白垩系下统巴彦花组碎屑岩类裂隙孔隙承压水含水岩组

和第四系全新统松散岩类孔隙潜水含水层；隔水层从下而上分为

白垩系下统巴彦花组泥岩隔水层和新近系上新统泥岩、砂质泥岩

隔水层。 

（2）地下水影响及措施 

在井田范围内共设 5 个水井水质监测点（3 个白垩系水井和

2 个第四系水井），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指标均满足《地下水

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与环评阶段相比，

各水质监测井未出现水质恶化现象，表明该工程开发对地下水水

质影响较小。 

根据导水裂缝带高度的实测结果，发育高度至煤层顶板以上

115m 处，发育地层为白垩系下统巴彦花组，未导入新近系上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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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泥岩、砂质泥岩隔水层。矿方设置了 38 口浅层水位观测井和

2 口牧民水井观测井。结合观测成果和现场调查情况，验收阶段

该工程开采对第四系含水层和牧民取水井影响较小。 

白垩系承压水含水层作为该工程煤层直接充水含水层，水资

源以矿井水的形式排出。 

该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站、矿井水处理站、危废暂存库均采取

了防渗措施。根据环评报告的要求，矿方在工业场地下游设置了

1 口水质观测井（33#），监测结果表明，所有监测指标均满足《地

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Ⅲ类标准，表明该工程

开发对地下水水质影响较小。 

（四）大气环境影响调查 

（1）环境空气质量现状 

验收阶段依据环评阶段点位共布置 4 个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点，监测结果表明，各监测点 TSP、PM10、PM2.5、SO2、NO2、

CO 日均浓度和 SO2、NO2、CO 小时浓度均满足《环境空气质

量标准》（GB3095-2012）中二级标准要求。且相较于环评阶段

环境空气质量未出现恶化现象，说明该项目运行对环境空气影响

较小。 

（2）大气环境影响及措施 

干选车间主要落煤产尘点处共配置了 4 台全自动皮带除尘

消尘器，筛分机配置 1 台振动筛除尘器，TDS 智能分选机配有 1

台滤筒除尘设施。充填系统主要产尘点共配置 3 台袋式除尘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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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填系统配套的矸石原料堆场采用封闭式结构。粉煤灰灌浆站采

用封闭式结构，储灰罐顶部设有 1 台式除尘器。该工程输煤栈桥、

原煤仓、产品仓、矸石仓等均为封闭式结构，1#原煤转载点配置

了 1 台全自动皮带除尘消尘器。 

根据工业场地无组织排放监测结果，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

《煤炭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新改扩标准要求。

根据各除尘器有组织监测结果，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煤炭工业

污染物排放标准》（GB20426-2006）新改扩标准要求。 

（五）声环境影响调查 

该工程采取设备隔振、减震、消声等措施，根据监测结果，

工业场地四周厂界昼夜间噪声值全部满足《工业企业厂界噪声排

放标准》（GB12348－2008）中相应功能区的标准要求；声环境

敏感点（3#、4#、5#牧民点）声环境质量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中 1 类区标准。 

（六）固体废物影响调查 

（1）验收阶段对煤矸石取样并进行浸出实验，结果表明煤

矸石为第Ⅰ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验收阶段无掘进矸石产生；干

选矸石产生量 4.5 万 t/a，全部用于井下充填。 

（2）该工程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29t/a，交由西乌珠穆沁旗

玖强家政服务有限公司处置。矿井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为

530t/a，全部掺入产品煤运往华润五间房电厂作为燃料；生活污

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为 15t/a，脱水后与生活垃圾一起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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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营过程中产生少量危险废物，包括废矿物油 4.1t/a，

废油桶 5.2t/a 和废机油滤芯 0.16t/a。在工业场地内按《危险废物

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设置了危险废物暂存

库。废矿物油交由西乌珠穆沁旗洁源废旧资源回收有限公司处

置，废油桶和废机油滤芯交由内蒙古星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

置。 

（七）土壤环境 

根据导水裂隙带高度实测结果，本工程开采后导水裂隙带未

导入第四系含水层，没有造成第四系含水层结构破坏。根据现场

调查，开采沉陷没有导致积水区的产生。开采过程中沉陷区已出

现地表裂缝，矿方及时开展了沉陷区裂缝修复和治理。通过对沉

陷区内土壤环境质量的监测，土壤环境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

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15618-2018）筛选值

标准，未出现盐化、酸碱化等现象，同时根据沉陷区内外土壤环

境质量监测结果对比，采煤对土壤环境影响较小。 

该工程生活污水处理站、矿井水处理站、危废暂存库等均采

取了防渗措施。根据工业场地内及周边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结果可

知，监测结果均满足《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

标准（试行）》（GB/15618-2018）和《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

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的风险筛

选值标准。同时将各监测指标浓度分别于场地上游监测值（背景

值）对比，未出现明显增大现象，说明该工程生产期间对土壤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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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影响较小。 

（八）社会环境影响调查 

验收阶段该工程沉陷区范围内没有牧民房屋分布，不涉及搬

迁工作。 

（九）公众参与 

验收阶段针对锡林郭勒盟生态环境局西乌珠穆沁旗分局发

放了团体调查问卷，被调查团体对该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

意，项目运行期间无环境污染扰民事件。 

针对工业场地周边的村民（4#、5#、9#牧民点）和采空区周

边的村民（6#、13#牧民点）共发放个人调查问卷 5 份。所有受

访牧民对该工程环境保护工作表示满意，认为该工程建设没有对

牧民生活造成影响。 

（十）环境管理与监测 

企业设置了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环境管理的相关制度；对

排污口进行了标准化设置；委托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并在当地生态环境局进行了备案；按照环评报告中的环境监测计

划要求，委托相关单位开展了环境监测工作；在华润电力官方网

站公示了项目环保设施的竣工和调试日期。该项目各项环境管理

和监测工作满足环评提出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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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结论和后续要求 

（一）验收结论 

验收组根据原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评[2017]4 号文与环境影

响报告书、生态环境部环审[2020]20 号文要求，形成以下意见： 

1.该项目环境保护工程 2023 年 9 月竣工并开始调试。调查

期间各项环保设施满足设计指标，运行稳定，符合验收与监测条

件。 

2.验收调查报告编制较规范，结论总体可信。 

3.该项目落实了环评及批复要求的生态保护措施及污染防

治措施，企业制定了环境管理计划，调查公众无不满意意见。该

项目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验收组同意该项目通

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二）后续要求 

1.项目运行期间应持续开展地表岩移观测、生态跟踪监测及

地下水跟踪监测工作，做好沙地榆生态研究与修复工作，确保沙

地榆区域防风固沙生态功能不降低。 

2.加强环保设施维护管理，在项目达到设计生产能力时应根

据实际监测结果完善环境保护措施，保障污染物达标排放。 

3.严格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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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