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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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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是DB32/T4077《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规程》的第1部分。DB32/T4077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1部分:通则(DB32/T4077.1—2021);
———第2部分:调查勘查与设计(DB32/T4077.2—2021);
———第3部分:施工与监理(DB32/T4077.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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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江苏省自然资源厅提出并归。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江苏省国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大

学、河海大学、南京林业大学。
本文件起草人:薛建、阎长虹、张发明、胡海波、朱晓勇、胡国长、杨晓华、卜永洪、高骏、程勇、高玉良、

王伟、王竑、朱斌、林晨、晋爱民、郑晓彦、郑杰、陈立敏、沈文斌、宋烨、高雪、刘自德、董茂秋、孙京、
杨玉怀、黄健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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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贯彻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总体要求,指导和规范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施,提高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实

施的整体性、系统性、科学性,提高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管理与技术水平,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保

护与修复,根据2019年4月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2019年度第一批

江苏省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苏市监标〔2019〕89号)的要求,由江苏省自然资源厅组织,江苏省山

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主编单位,会同江苏省国土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河海大学、
南京林业大学组成编制组,经过广泛调查研究,认真总结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实践经验和省内外现行技

术标准,借鉴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先进理念与技术,充分总结和吸收了自然资源、水利、铁路、公路、城
建、规划、林业、市政等相关行业类似工程实践经验和最新成果。在广泛征求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监理单位、监测单位、高等院校、自然资源等行业主管部门、各级政府意见的基础上,经审查定

稿,制定本文件。
为满足勘查、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在文件使用过程中的不同需求,增强文件的适用性和针对性,

本文件共分为3个部分。各部分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构成了完整的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体系。
———第1部分:通则。目的在于确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总体要求、原则、目标任务以及工作程序、

内容。明确了工程质量验收划分、内容、依据、条件、组织程序和工程资料编制、装订、提交及归

档要求等。
———第2部分:调查勘查与设计。目的在于确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资料收集、调查与勘查工作方案

编制、地形及工程地质调查与测绘、矿山生态环境调查与地质灾害勘查、矿山生态环境影响评

价、矿山生态环境调查成果编制和边坡防护、边坡植被恢复、采空塌陷区治理、矿山废弃地生态

修复工程设计以及工程监测、工程设计编制工作内容和技术要求。
———第3部分:施工与监理。目的在于确立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施工准备、边坡防护、边坡植被恢复、

采空塌陷治理、矿山废弃地整治与土地复垦工程施工技术以及工程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工程

维护与植被养护工作内容和要求。明确了工程监理组织与职责、工作程序方法和制度以及施

工准备与实施阶段监理、工程维护与养护监理、监理相关服务等要求。
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应在不断总结先进技术、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采用先进的现代管理技

术与新设备、新工艺和新材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除应符合本文件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工程法律

法规、政策、强制性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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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工程技术规程
第1部分:通则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总体要求以及调查与勘查、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程

验收等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省行政区域内矿山生态修复工程调查与勘查、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工

程监测等。地质灾害防治、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土地复

垦、水土保持、植被恢复等工程中涉及与本文件相关工程技术的,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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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58 区域地质图图例

GB5020 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007 建筑地基基础设计规范

GB50021—2001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

GB/T50218—2014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DZ0238 地质灾害分类分级(试行)

DZ/T0220 泥石流灾害防治工程勘査规范

DZ/T0222 地质灾害防治工程监理规范

DZ/T0286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规范

TD/T1031.1—20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矿山生态修复 mineecologicalrestoration
对因矿产资源开采造成的各类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采取人工促进措施,依靠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

能力与组织能力,逐步恢复与重建退化、受损的生态系统,恢复其生态功能。

3.2 
矿山地质环境 minegeologicalenvironment
因矿业活动引起的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岩体、土体、矿藏、地下水等地质要素和地质作用的

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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