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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概

况

项目名称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 B段工程项目

临时用地

单位名称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 沈阳市浑南新区新隆街 2号

法定代表人 翟万全 联系电话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新建

项目位置
项目用地位于若羌县县政府以南直线约 36 公里处。中

心地理坐标东经 88°10'08.4401"，北纬 38°41'51.8542"。

项目区面积 12.8509公顷

项目位置土

地利用现状

图幅号

4284.250-600.760、4285.800-601.750、4286.140-601.380、
4285.020-601.400

建设期

2年 7个月（2025

年 5 月至 2027 年

12 月）

土地复垦方案服

务年限

3年（2025 年 5 月至

2028 年 5 月）

方

案

编

制

单

位

编制单位名

称
重庆渝宏建设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李曦

资质证书名

称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

编制单位水平评价证书
资质等级 乙级

发证机关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编号
渝自资规乙字

22500011

联系人 袁嵩 联系电话 13999021972

主 要 编 制 人 员

姓名 职务/职称 专业 签名

杨林 高级工程师 规划

刘思义 工 程 师 建筑规划

夏丹 工 程 师 测量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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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²）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或占用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12.8509 12.8509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合计 12.8509 12.8509

复垦区责任

范围内土地

损毁及占用

面积

损毁类型

面积（hm²）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挖损

压占 12.8509 12.8509

合计 12.8509 12.8509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土地类型 面积（hm²）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已复垦 拟复垦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12.8509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小计 12.8509

合计 12.8509 土地复垦率（%） 100%

土地复垦静

态投资预算

（万元）

49.41 单位面积投资

预算（元/亩）
25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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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 B段工程项目临时用地

2、建设单位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

3、建设内容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 B段工程项目二进三出营地、临

时道路、中转料场一、中转料场二。

4、项目位置

项目用地位于若羌县县政府以南直线约 36 公里处。中心地理坐标东经

88°10'08.4401"，北纬 38°41'51.8542"。

5、建设工期

本项目计划临时使用土地 2年 7个月。从 2025 年 5 月—2027 年 12 月。

6、用地规模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 B段工程项目道路临时用地面积

为 10.3500 公顷、二进三出营地临时用地面积为 0.4952 公顷、中转料场一临时用

地面积为 0.2885 公顷、中转料场二临时用地面积为 1.7172 公顷，合计 12.8509 公

顷。

7、土地权属关系

本项目用地的土地权属为若羌县直属土地 12.8509 公顷。

8、土地用途

临建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B段工程项目二进三出营地、

临时道路、中转料场一、中转料场二。

9、复垦责任范围

复垦范围为本次临时用地面积，复垦要求为恢复至原土地类型。

10、自然地理概况

地理位置

若羌县位于北纬 36°05′～41°23′，东经 86°45′～93°45′，东与甘肃、

青海两省相连，南与西藏自治区接壤，西与且末县毗邻，北与尉犁县和吐鲁番、哈

密两地区交界，隶属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县境东西宽 570 千米，南北长 580 千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94%E6%9C%AB%E5%8E%BF?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0%89%E7%8A%81%E5%8E%BF?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0%90%E9%B2%81%E7%95%AA/3697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5%AF%86/66017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93%88%E5%AF%86/6601700?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B4%E9%9F%B3%E9%83%AD%E6%A5%9E%E8%92%99%E5%8F%A4%E8%87%AA%E6%B2%BB%E5%B7%9E?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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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行政区域面积 202298 平方千米，县人民政府驻若羌镇，距乌鲁木齐市 908 千

米，距库尔勒市 444 千米，是内地进入新疆的重要门户。本项目区位于若羌县以南

直线约 36 公里处山区。

地形地貌

若羌县地势南高北低，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海拔 768～6900 米。南部为山区，

属羌塘高原东北部，海拔 1500～4500 米，国家以此圈划了阿尔金山自然保护区，

是县内的主要牧业基地；中部冲积为冲积扇绿洲平原，海拔 880～1500 米，为农业

种植区和主要人口居住区；北部为平原沙漠区，海拔 763～1000 米，由四个部分组

成：西面为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东部，东南面为库木塔格沙漠，东北面为库鲁克塔格

山部分山体和南麓山前冲积扇戈壁沙滩地，中部为罗布泊干涸湖床和湖滨盐膜地。

本项目最高海拔 1900 米，最低处 1680 米，位于阿尔金山北侧山体与冲积扇的缓冲

区域。

气候特征

若羌县气候属暖温带荒漠干旱气候，四季分明，冬季寒冷，夏季酷热少雨，风

大尘多，日温差悬殊，属典型的大陆温带干旱、半干旱气候区。若羌县年平均温度

11.8℃，极端最高温度 43.6℃,1 月平均气温﹣9.4℃,7 月平均气温 27.4℃，极端

最低温度-27.2℃；年平均相对湿度 39℃，无霜期 189～193 天；平均年降水量 28.5

毫米，年极端最大降水量 118.0 毫米；年最小降水量 3.3 毫米，年平均蒸发量 2920.2

毫米，最大蒸发量 3368.1 毫米；最多风向为 NE、E（东北风、东风），年平均风速

2.7 米/秒，极端最大风速≥40 米/秒，年平均日照时数 3103.2 小时，最大为 3338.8

小时，最小为 2940.0 小时；最大冻土深度 96cm。

水文条件

境内有两大水系，地表水总径流量达 11.76 亿立方米。若羌县的主要河流有：

若羌河、瓦石峡河、塔什萨依河、米兰河、塔特勒克布拉克河、车尔臣河、塔里木

河、孔雀河；玉苏普阿勒克河、阿提阿特坎河、依协克帕提河、色斯克亚河、阿其

克库勒河、喀夏克勒克河，均属于内陆型河流。现已开发利用的有若羌河、瓦石峡

河、米兰河，其中若、瓦二河为若羌县所用，年径流量 1.33 亿立方米。本项目区

位于若羌河西侧直线约 3.5 公里处，用地周边无其他水源，不涉及以上其他相关河

流。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A5%E7%BE%8C%E9%95%87?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B%A5%E7%BE%8C%E6%B2%B3/143166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3%A6%E7%9F%B3%E5%B3%A1%E6%B2%B3/1431675?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4%BB%80%E8%90%A8%E4%BE%9D%E6%B2%B3/1431702?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B1%B3%E5%85%B0%E6%B2%B3/12608991?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D%A6%E5%B0%94%E8%87%A3%E6%B2%B3/10937019?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9%87%8C%E6%9C%A8%E6%B2%B3/333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1%94%E9%87%8C%E6%9C%A8%E6%B2%B3/3336?fromModule=lemma_inlink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D%94%E9%9B%80%E6%B2%B3/13048?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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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方案服务年限

根据项目损毁土地用地类型、生产工艺流程和建设特点等对本项目复垦工程进

行安排，复垦方案总服务年限为 3年，共划分为 2个复垦阶段，具体如下：

1）建设项目施工阶段：2年 7个月（2025 年 5 月—2027 年 12 月）；

2）复垦施工阶段：5个月（2028 年 1 月—2028 年 5 月）。

二、编制总则

1、编制目的

为贯彻落实《土地复垦条例》“谁损毁、谁复垦”的基本原则，坚持最严格的

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坚持项目在建设中少占地、不占或少占耕地，减少土地损毁面

积，并保证损毁土地得到及时复垦；同时，将建设单位的土地复垦目标、任务、措

施和计划等落到实处，为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用的征收

等提供依据，确保土地复垦工作落到实处，特编制本方案。

2、编制原则

根据项目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按照经济可行、技术合理、综合效益

最佳、便于操作的要求，结合项目自身的特征，体现以下复垦原则：

（1）源头控制、预防与复垦相结合。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应采取预防、控制措

施，尽量减少临时用地面积，工程合理布局，临时用地首先考虑未利用地。坚持预

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防患于未然，使土地损毁面积和损毁程度控制在最小范

围和限度内，使项目区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2）统一规划，统筹安排。依据当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项目复垦区

的土地复垦方向；做到土地复垦与工程建设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努力实现“边建

设、边复垦”，使项目建设与复垦统一规划，统筹安排。

（3）因地制宜，优先用于农用地。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切

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按照“因地制宜，综合利用”的原则，依据项目所在地

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合理确定复垦土地用途，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宜建则建。

（4）可操作性，综合效益最佳。复垦方案的工程措施要充分考虑项目区特性

和工程投资情况，体现经济可行、技术科学合理、综合效益最佳、可操作性强的原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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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编制依据

（1）法律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第三次修正，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 年 7 月 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743 号第三次修订，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2017 年 10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7 号修改；

《土地复垦条例》（2011 年 3 月 5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92 号令发布）；

《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2019 年 7 月 16 日自然资源部第 2次部务会议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三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2010 年 12 月 25 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修订，自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沙治沙法》（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 年 4 月 24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修订，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77 次常务会议通过

修改，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 年 8 月 31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9 月 21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三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修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土地复垦规定〉办法》，2010 年修正；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2018 年 9 月 21 日修正。

（2）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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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的指导意见》（国土资发〔2014〕119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贯彻实施〈土地复垦条例〉的通知》（国土资发〔2011〕50 号）；

《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

〔2011〕128 号）；

《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

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办法〉〈自治区

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审查暂行办法〉〈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验收办

法〉的通知》（新自然资规〔2018〕1 号）；

《关于加强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2021 年 3 月 23 日）；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0〕51 号）；

《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整治项目补充预算定额（试

行）的通知》（新财政〔2019〕1 号）；

《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 号）。

（3）标准规范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1部分：通则》（TD/T1031.1-2011）；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6部分：建设项目》（TD/T1031.6-2011）；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土地利用现状分类》

（GB/T21010-2017）；

《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规程》（TD/T1011-2000）；

《土地整治项目设计报告编制规程》（TD/T1038-2013）；

《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土地整治工程质量检验与

评定规程》（TD/T1041-2013）；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GB/T16453-2008）；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规划通则》（GB/T15772-200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技术规范》（GB50433-2008）；

《开发建设项目水土流失防治标准》（GB50434-2008）；

《生态环境状况评价技术规范》（HJ/T192-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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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

《生产项目土地复垦验收规程》（TD/T1044-201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整治工程建设标准》（DB65/T3722-2015）。

三、方案编制

1、土地利用现状

参照《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技术规程》（TD/T1055-2019）、《土地利用现状

分类》（GB/T21010-2017），根据《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

B段工程项目临时用地勘测定界报告》结合外业调查和内业面积量算，并采用ArcGIS

软件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获得项目区土地利用数据。

（1）项目用地性质

项目用地总面积为 12.8509hm2，全部为临时用地。

（2）项目土地利用现状

项目用地总面积 12.8509hm2，占用土地类型见下表：

表 1项目区土地利用现状表

2、环境影响评价

（1）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A.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a.水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本项目临时用地共计 4个地块，1宗地为临时道路，1宗地为项目临时营地，2

宗地为中转料场，用地区域范围内地表水系不发育，地表无常年流水，且现状下无

任何工程建设活动，项目区最近水源为东侧若羌河，直线距离约 3.5 公里。因此对

地类 用地类型/hm2

合计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临时用地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12.8509 12.8509

农用地

建设用地

合计 12.8509 1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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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表水环境污染现状影响较轻。

b.土壤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根据项目现状情况以及地形情况，项目区位于阿尔金山山脉北侧，总体地势为

南向为阿尔金山山区，北向为冲积扇平原，地表均被第四系上更新统至全新统砂砾

石所覆盖，周边工程人类工程活动较少，未发现地表土壤污染现象。因此现状评估

拟建项目对土地环境的影响程度较轻。

B.水土资源环境预测分析

a.水环境污染预测评估

该项目建设排放的水主要为降尘用水，无有毒有害物质，因此对水土资源造成

的污染较小。现场生活饮用水集中收集，定期拉运至若羌县排放点，不对场地水土

资源造成污染。预测评估对水土资源环境影响程度为“较轻”。

b.项目区土壤环境污染预测评估

建设项目为临时道路、营地、中转料场，临时用地损毁方式为压占，用地使用

过程中无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无土壤环境污染。土地使用过程中存在洒水降尘行

为，但水源均为无污染水源。因而预测工程建设活动对项目区土壤环境影响较轻。

总体上，预测建设活动对水土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较轻。

（2）大气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A.大气环境污染现状分析

本项目现状下未投入建设，现状评估对大气环境污染较轻。

B.大气环境污染预测分析

根据项目设计方案分析，建设项目对环境的影响主要是生产过程中施工便道产

生的粉尘等对环境影响。主要表现为：在运输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各类动力机械设

备运转过程中排出的有害气体，会污染项目区的大气。为了防止对环境的影响，在

运输作业过程中，设计采用喷雾、洒水措施，可有效降低产尘量，不会造成扬尘危

害，对大气的污染很小。防尘用水形成的污水无其他有毒有害成分，一般经大气蒸

发，不会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危害，因此本项目对大气污染程度较轻。

预测工程建设活动对大气污染程度较轻。

3、土地损毁程度分析

根据本项目施工工艺流程，项目使用土地的用途为临时道路、二进三出营地、



土地复垦报告表

中转料场，由于地质条件稳定，不对地面进行垫层铺设处理，损毁形式仅为压占。

压占面积 12.8509 公顷。根据土地损毁情况和复垦难易程度，针对本项目进行土地

损毁程度分析评价。

本方案依照《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和《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有关要

求，将土地损毁程度划分为三级标准，分别为轻度、中度和重度。

由于该类建设项目损毁土地程度评价因素的具体等级标准目前尚无精确的划

分值，本复垦方案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中的相关条文说明，结合以往类

似建设项目的土地损毁因素调查分析经验，采用多因素分析法进行评价及等级划

分。

表 2压占损毁程度评价因素及等级标准表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损毁 中度损毁 重度损毁

压占面积 <5hm2 5-30hm2 >30hm 2

压占排弃高度 <2m 2—5m >5m

边坡坡度 <25° 25-35° >35°

边坡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表 3挖损损毁程度评价因素及等级标准表

临时用地总面积12.8509公顷，土地损毁程度评价指标主要为：临时道路、二进三

出营地、中转料场一、中转料场二，仅对地面进行压占，不硬化，压占面积为12.8509

公顷，损毁土地的方式为压占，损毁土地的程度为中度，边坡较稳定。

4、复垦区与复垦责任范围确定

（1）复垦区

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上、下库连接道路 B段工程项目临时用地土地损毁

分析与预测结果，项目临时用地面积 12.8509hm2。项目复垦区与项目临时用地范围

评价因子
评价等级

轻度损毁 中度损毁 重度损毁

挖掘（弃土）深度 ≤2m 2—5m >5m

挖损面积 ≤1hm2 1-10hm2 >10hm2

边坡坡度 ≤25° 25-35° >35°

边坡稳定性 稳定 较稳定 不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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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

（2）复垦责任范围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可知，项目复垦责任范围指复垦区中损毁土地及不

再继续使用的永久性建设用地共同构成的区域。确定本方案复垦责任范围为全部临

时用地所损毁土地面积，合计为 12.8509hm2。

6、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

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适宜性评价，是在项目区土地总体质量调查与土地损毁预

测分析的基础上评价待复垦土地对于特定利用类型的适宜性，从而确定其合理复垦

方向，为土地复垦工程措施以及工程设计提供依据。

（1）评价原则

A与当地规划相符合

在确定待复垦土地的适宜性时，不仅要考虑被评价土地的自然条件和损毁状

况，还应考虑区域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功能区划等，统筹考虑项目区所在

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B可复垦性与最佳效益原则

在确定被损毁土地复垦利用方向时，除按照当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要求

外，应当首先考虑其可垦性和综合效益，即根据被损毁土地的质量是否适宜为某种

用途的土地，复垦资金投入与产出的经济效益相比是否为最佳，复垦产生的社会、

生态效益是否为最好。

C因地制宜原则

在评价被损毁土地复垦适宜性时，应当分别根据所评价土地的区域性和差异性

等具体条件确定其利用方向，在尊重权利人意愿的基础上，宜农则农、宜林则林、

宜牧则牧。

D综合分析与主导因素相结合，以主导因素为主的原则

影响待复垦土地利用方向的因素很多，包括自然条件、土壤性质、原利用类型、

损毁状况、灌排条件及社会需求等多方面，因此在评价时应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

各种因素对土地复垦利用的影响程度不同，应选择其中的主导因素作为评价的主要

依据。

E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相结合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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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复垦土地的评价，一方面要考虑其自然属性（土地质量），同时也要考虑社

会属性，如社会需要、资金来源等。在评价时宜以自然属性为主要因素确定其复垦

方向，同时顾及社会属性的许可。

F理论分析与实践检验相结合的原则

对损毁土地进行适宜性评价时，要根据已有的资料作综合的理论分析，确定最

佳复垦土地利用方向，但结论是否正确还需通过实践检验，着眼于发展的原则。

（2）评价依据

本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是在详细调查项目区土地损毁状况和损毁后土地

的自然条件基础上，参考土地损毁程度分析的结果，依据国家和地方的规划和行业

标准，采取切实可行的方法，改善被损毁土地的生态环境，确定损毁土地复垦方向。

土地复垦适应性评价主要依据包括：

A土地复垦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划

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

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

治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方案审查暂行办法》《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治区生产建

设项目土地复垦验收办法》以及项目涉及各区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

B土地复垦相关规程和标准

包括《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3）、《生产项目土地复垦验

收规程》（TD/T1044-2014）、《土地开发整理规划编制规程》（TD/T1011-2016）、

《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1 部分：通则》（TD/T1031.1-2011）和、《土地利用

现状分类》（GBT21010-2017）等。

C其他依据

包括项目区及复垦责任范围内自然社会经济状况、土地损毁程度分析结果、土

地损毁前后的土地利用状况、公众参与意见以及周边同类项目的类比分析等。

（3）评价范围

本方案复垦适宜性评价范围为复垦责任范围，为项目临时用地构成的区域，面

积合计约 12.8509hm2。土地损毁形式为压占。损毁土地利用类型为裸岩石砾地。

（4）评价单元的划分

评价单元是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的基本单元，是评价的具体对象。土地对农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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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业利用类型的适宜性和适宜程度及其地域分布状况，都是通过评价单元及其组合

状况来反映的。评价单元的划分与确定应在遵循评价原则的前提下，根据评价区域

的具体情况来决定。由于被损毁土地的类型不同而造成土地的自然属性、经济性状

以及生产能力等土地质量特性的差异，所以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具有特定利用的适宜

性。目前，待复垦土地适宜性评价单元的划分大致有四种方式：一是以土地类型单

元作为评价单元，即以土壤、地貌、植被和土地利用现状的相对一致性作为划分依

据；二是以土壤分类单元作为评价单元，划分依据是土壤分类体系；三是以生产地

段和地块作为评价单元；四是以行政区划单位作为评价单元。

本方案按照实际临时用地的损毁类型和损毁程度，划分为 4个一级评价单元，

根据一级评价单元损毁的土地利用类型情况，划分 1个二级单元，评价单元划分情

况见下表。

表 4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单元划分情况

（5）复垦方向的初步确定

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以特定复垦方向为前提，对被损毁土地的适宜程度所作出

的判断分析，离开了复垦方向，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就失去了意义。结合复垦区自

然条件、地区社会经济状况、相关规划、公众意愿及当地复垦经验进行复垦土地适

宜性评价的定性分析，确定土地复垦的初步方向。

根据区域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区域地方规划和土地权利人意愿分析，

初步确定待复垦土地的以恢复原状为主，复垦土地适宜于农业生产，符合当地土地

利用总体规划和当地城市总体规划用途方向。

（6）评价方法

根据《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6 部分：建设项目》（TD/T1031.6-2011）中

对建设项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的相关说明，同时，考虑到建设项目适宜性评价的

一级评价单元 二级评价单元 原地类
损毁方

式

损毁程

度
损毁面 积 （公顷）

临时道路 裸岩石砾地 裸岩石砾地 压占 轻度 10.3500
二进三出营地 裸岩石砾地 裸岩石砾地 压占 轻度 0.4952
中转料场一 裸岩石砾地 裸岩石砾地 压占 轻度 0.2885
中转料场二 裸岩石砾地 裸岩石砾地 压占 轻度 1.7172

合计 —— —— —— —— 12.8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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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性，本项目在进行复垦适宜性评价时，拟采用多因子综合叠加分析方法进行，

即通过评价单元的土地损毁因子、原土地地类特征因子、主要限制因子等 3个因子

进行综合对比分析，判定评价单元的复垦适宜性。

表 5待复垦土地评价单元复垦适宜性评价因子选择情况

序号 评价因子名称 因子描述 因子类型

1 土地损毁因子 土地损毁方式和程度 弹性

2 原地类特征因子 土地类型、土壤质量情况等 弹性

3 主要限制因子
地形、土体结构、残渣等因素是

否可能克服
弹性

（7）适宜性分析评价

本方案根据上述复垦适宜性评价单元划分结果，结合土地损毁单元与复垦适宜

性评价因子之间的综合叠加分析，最终确定评价单元的复垦适宜性方向。综合区域

自然环境条件、社会经济条件、区域地方规划和土地权利人意愿分析，初步确定复

垦区的损毁土地复垦时宜按原土地利用类型恢复。同时结合适宜性评价单元与 3项

适宜性评价因子的综合叠加分析结果，确定评价单元的最终复垦方向为原土地利用

类型。

（8）分析结果概述

综合上述，结合项目实际情况，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临时用地对土地的损毁行

为是临时性损毁，只是暂时改变原有的土地利用功能，待项目实施完毕后及时恢复

占用临时用地，地表基本可以恢复原貌。因此，复垦前后地类保持一致，复垦方向

为原地类。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 6 项目土地复垦方向分析表

序

号
复垦单元

拟损毁土地类

型

主要复垦措

施
复垦方向 面积（hm2）

1

临时道路 裸岩石砾地 土地平整 裸岩石砾地 10.3500
二进三出营地 裸岩石砾地 土地平整 裸岩石砾地 0.4952
中转料场一 裸岩石砾地 土地平整 裸岩石砾地 0.2885
中转料场二 裸岩石砾地 土地平整 裸岩石砾地 1.7172

合计 12.8509

7、土地复垦质量要求

本方案复垦标准根据土地复垦的可行性分析结果，按照复垦土地用途、参考《土

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2012），结合复垦单元的划分，根据复垦后的

土地用途确定复垦标准，复垦质量要求不低于现状指标，与周边地貌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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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复垦质量标准

A稳定性：保证损毁土地复垦后场地稳定，平整，压实度高，并且与周边地形

地貌相适应，地形坡度≤25°。

B污染程度：项目结束后，场地内的设备设施、施工材料残留物清运完毕，人

为活动产生的废弃物清运完毕，场地污染物水平降低至人体可接受的污染风险范围

内；

C水土保持能力：复垦后场地土壤压实度与原土壤压实度相符，不会造成新的

水土流失，提高场地防涝能力。

D植被覆盖度：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本项目无需要进行植被重建工程。

8、主要复垦措施及复垦工程设计

该临时用地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地，复垦措施主要采用清运工程、土地平整等

措施恢复原有地形地貌即可，具体复垦措施如下：

（1）工程技术措施

A清运工程

施工结束后，根据施工材料可回收利用的特点，由施工单位自行清运施工现场

所残留的建设材料及人为生产活动所产生的生活废弃物。因此，此项工程不计入本

次复垦任务中，该部分工程量及费用也不列入此次复垦投资计划中。

B土地平整措施

清运后的土地尚未能满足与周边环境协调一致的要求，且尚未满足对土地复垦

要求，因此需采取 74kW 推土机推土平整并将板结的土地进行处理，使其达到原有

土壤密度，平整厚度 30cm，使作业面保持平整，能够达到复垦方向的要求。

（2）生物化学工程

生物化学工程

根据复垦适宜性评价确定复垦单元的损毁土地维持原土地利用方向-裸岩石砾

地，复垦利用方向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用途方向，并与周边景观保持一致，

因此本方案不需进行生物化学工程。

（3）植被重建工程

因本项目用地不涉及林、草地，因此不需要做植被重建工程。

（4）监测与管护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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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监测工程

a监测内容

本项目需对压占土地损毁的情况进行监测。根据本项目实际情况，损毁土地监

测方法为人工巡视测量，对损毁土地类型、面积、损毁程度进行定期监测，掌握损

毁土地状况，以便安排后续工作。采用测量仪器对地表土地损毁情况进行监测。方

案设计在每宗用地范围布置 1个基准点，按照四等测量标准，准确测定基准点高程

及坐标，总计在损毁单元中布设 4个基准点，监测频率为每 6个月 1次，监测时间

为 2年 7个月（临时用地使用年限），因此土地损毁监测数量为 5次，数据记录在

案，并对基准点进行保护。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专业人员定时监测。地面损毁观测根

据开采进度实时调整，观测记录要准确可靠，并及时整理观测资料，并与预测结果

进行对比分析。

b复垦监测成果管理

土地复垦监测需要对监测工作形成监测工作成果报告，土地复垦监测工作完成

后需要将监测工作报告装订成册，存于档案室专门管理，便于今后查阅。植被恢复

外业监测工作完成后，需要对外业监测数据进行整理与汇总，撰写监测成果报告，

之后报企业相关管理机构便于日后查阅。

9、土地复垦工程量测算

（1）土地平整

土地平整工作量：临时用地面积 12.8509公顷，平整厚度为 30cm；

12.8509公顷*10000*0.3米=38552.7立方米

表 9工程量汇总情况

序号 损毁单元
工程内容 单位 工程量

临时用地土地复垦

1

临时道路、二

进三出营地、

中转料场一、

中转料场二

土地平整 立方米 385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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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表10复垦工作计划表

复垦单元 复垦内容 面积（公顷）复垦计划时间 复垦措施

临时道路、二

进三出营地、

中转料场一、

中转料场二
土地平整

12.8509 2028年 1月—

2028年 5月

清运施工材料（施工单位

自行清运，不计入复垦成

本）、土地平整、监测工

程

12、土地复垦费用安排

土地复垦投资依据复垦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进行估算，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

49.41万元，亩均投资为2563元。其中：工程施工费为43.32万元设备费0万元；其

他费用为2.32万元；土地复垦监测与管护费为1.6万元；预备费为2.17万元。

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等有关法律规定。将该项目土地复垦费用全额列入项目

建设总投资，并按照《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要求，在取得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批

复文件后一个月内一次性预存完毕复垦费用。

具体如下：

首先，本项目建设单位从该项目中进行资金提取，并计入项目建设总投资，将

土地复垦费用存入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立的复垦资金共管专用

账户。土地复垦费用存入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建立的复垦资金专用

账户。

其次，为保证能够足额、提前计提复垦资金，并考虑存款利息、物价上涨、通

货膨胀、国家宏观调控以及地方经济发展等因素，企业应将复垦资金在取得项目土

地复垦方案批复文件后一个月内一次性预存完毕复垦费用。提取复垦动态投资总额

存入本项目复垦资金共管专用账户。

四、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措施

（1）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设立土地复垦实施管理机构，全面负责本

方案土地复垦工作，设置专职工作人员1至2人。

（2）制定复垦方案实施的领导责任制，制定企业内部自我检查、监督制度，杜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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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复垦、边损毁的现象发生。

（3）根据《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2011〕592号）第3条和第十五条规定，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全部承担在该项目的土地复垦费用并将其计入建设

总投资。

（4）建立土地复垦专用账户，专用账户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存储、

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

（5）建立土地复垦方案编制与实施的公众全程参与机制，以现场问卷调查、座谈

会、公示公告等方式，积极征求当地群众、专家领导及自然资源、环保等相关部门的

意见建议。

1.2管理保障

（1）加强对复垦后土地的管理，严格执行该项目《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中的相

关复垦责任义务；

（2）按照方案确定的年度复垦方案落实，对土地复垦实行统一管理；

（3）保护土地复垦单位的利益，调动土地复垦的积极性；

（4）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要治理一片见效一片，不搞半截子工程。在工程

建设中严格实行招标制，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择优选择工程队伍以确保工

程质量，降低工程成本，加快工程进度；

（5）同时对施工单位组织学习、宣传工作，提高工程建设者的土地复垦自觉行动

意识。同时应配备土地复垦专业人员，以解决措施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问题，接受当地

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

2、费用保障措施

（1）资金来源

复垦资金的保证是土地复垦工作顺利开展和取得成功的重要保障。没有资金支持，

即使拥有再好的复垦技术和复垦条件，要想取得良好的治理效果也是非常困难的。根

据我国《土地复垦条例》（国务院令〔2011〕592号）第3条和第十五条的规定：生产

建设活动损毁的土地，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由生产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土地

复垦义务人）负责复垦；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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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投资。这都表明了土地复垦费用应由生产或建设单位全部承担并将其计入生产

成本或建设总投资。因此，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全部承担工程项目的土

地复垦费用并将其计入项目建设总投资。

该项目土地复垦工程静态总投资49.41万元，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列入该项目建

设总投资，由项目单位全部承担。

（2）费用存放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在当地银行建立“新疆若羌抽水蓄能项目电站

上、下库连接道路B段工程项目临时用地土地复垦资金专用账户”，将土地复垦费用存

入复垦费用专用账户中，结合复垦工作计划安排，并与自然资源局主管部门签订“土地

复垦费用监管协议”，协议中需明确各方的责任，复垦费用的具体监管手段。土地复垦

费用专用账户按照“企业所有，政府监管，专户存储、专款专用”的原则管理。

（3）费用使用与管理

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根据土地复垦工程的进度安排合理使用土地复

垦资金，服从接受当地自然资源部门对该项目复垦资金的提取、使用的监管与监督。

保证土地复垦费用专用于土地复垦工作，对截留、挤占、滥用、挪用土地复垦费用的，

追究当事人、相关责任人的责任，依法给予相应的行政、经济处分，对当事人和相关

责任人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费用审计

土地复垦资金审计，由中国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土地复垦管理机构申请，

由当地自然资源部门组织和监督，委托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复垦费用

审计。审计内容包括费用规模、用途、时间进度等。

A审计复垦年度资金预算是否合理；

B审计复垦资金使用情况月度报表是否真实；

C审计复垦年度资金预算执行情况，以及年度复垦资金收支情况；

D审计阶段复垦资金收支及使用情况；

E确定资金的会计记录正确无误，金额正确，计量无误，明细账和总账一致，是否

有被贪污或挪用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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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保障措施

土地复垦工作人员须掌握土地复垦基础知识，受过相关专业的专门训练；在施工

过程中技术人员要亲临现场进行施工监理，确保工程施工的质量及标准，及时解决复

垦过程中的问题。本项目区的土地复垦工程与项目所在

地区的相关规划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工作密切结合，在实际的复垦过程中，中国

水利水电第六工程局有限公司将联合相关科研机构及当地的有关政府部门，进行多方

联手攻关，保证复垦生态系统向良性方向发展。

4、竣工验收和监督管理

本项目复垦工作采用自行复垦方式，建议建立专职机构，由专职人员具体管理负

责制，制定详细的勘察、设计施工方案，建立质量监测及验收等工作程序。自觉地接

受财政、监察、自然资源等部门的监督与检查，配备专职人员和有管理经验的技术人

员组成土地复垦办公室，专门负责土地复垦工程的实施。

参与项目勘察、设计、施工及管理的单位，必须具备国家规定的资质条件，取得

相应的资质证书、项目质量管理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范、规程执行，做到责任明确，

奖罚分明，施工所需材料须经质检部门验收合格方可使用；工程竣工后，应及时报请

财政及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组织专家验收。

验收时，建设单位应提交验收申请及总结报告，对实施的土地复垦项目的数量、

质量进行评价，总结土地复垦工程实施过程中的成功经验和不足部分，对没有足额完

成的部分或有缺陷的工程，责令建设单位重新设计，补充完善，直到土地复垦措施能

够按照土地复垦标准达到验收的指标。

5、土地权属调整方案

土地权属调整是对复垦土地的产权进行调整，其目的是使复垦后的土地产权关系

明确，促进项目所在地区的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又能切实保护当事人的合法土地权利，

避免发生土地权属争议。

目前，本项目区对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不存在土地权属调整，因此，对于复垦后

土地不存在土地权属调整。

五、土地复垦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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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复垦将改变生态环境，影响生产与生活，土地复垦效益包括经济效益、社会

效益、生态效益，三者在复垦的不同阶段的表现各不同。整体表现为前期以通过预防

控制措施减少土地损毁为主，以通过土地复垦工程解决一定的就业的社会效益为主。

后期，以生态与社会效益综合发展。从效益服务对象上，其效益既包括项目业主因减

少土地损毁而少缴的相关费用，又包括土地使用权人对复垦土地再利用产生的效益。

从宏观上，还包括因土地复垦避免社会不稳定因素等带来的社会效益。

1、经济效益

土地复垦工程的经济效益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经济效益；二是间接经济效

益。直接经济效益是指通过实施土地复垦工程对复垦土地地再利用带来的物资流动产

值。间接经济效益是通过实施土地复垦工程而减少地对项目区土地损毁等需要的生态

补偿费。

2、社会效益

土地复垦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不仅对生态恢复有着重大意义，而且对社会的

安定团结和稳定发展也起着重要作用。本土地复垦方案实施后，将发挥以下社会效益：

一是该项目建设工程土地复垦方案实施后，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此次工程对土地的

损毁，保证损毁土地及时复垦，减少水土流失。

二是开展土地复垦工作需要较多的工作人员，能够为当地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

机会，对于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3、生态效益

土地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的综合体，同时也是一个巨大的生态系统。土地复

垦是与生态重建密切结合的大型工程。在作为祖国绿色屏障的地区进行土地复垦，其

生态意义极其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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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估算

测

算

依

据

1.规范政策依据

（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

（2）自然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2011年）；

（3）《财政部、自然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

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

（4）《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

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土地

整治项目补充预算定额（试行）的通知》新财政〔2019〕1号。

2.材料价格依据

（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程造价信息网发布的巴州2024年10

月建设工程材料价格以及实地调查价格。

本项目土地复垦投资依据复垦工程内容及工程量进行估算，土

地复垦静态总投资49.41万元，亩均投资为2563元。其中：工程施工

费为43.32万元，占总投资比例87.67%；设备费0万元；其他费用为

2.32万元，占总投资比率4.70%；土地复垦监测与管护费为1.6万元

，占总投资比率3.24%；预备费为2.17万元，占总投资比率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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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43.32

2 设备费购置费 0

3 其他费用 2.32

4 监测与管护费 1.60

(1) 复垦监测费 1.6

(2) 管护费

5 预备费 2.17

(1) 基本预备费

(2) 价差预备费

(3) 风险金

6 静态总投资 49.41

7 动态总投资

填表人：夏丹 填表日期：2025 年 3 月 27 日

填表说明：

a）本表适用于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和直接编制“土地复垦方案报告表”

的两类土地复垦方案。

b）编制报告表的应随表附送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图、土地复垦规划图（比例

尺不得小于1:10000，线性工程除外）、土地复垦所涉及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人对本

方案的意见及其他必要附件。

c）有关指标解释、编制原则、编制依据、主要计量单位等同报告书要求。

d）表内关系：

——复垦区面积为损毁土地面积和占用土地面积之和，占用土地面积指永久性建筑

物、构筑物占用土地的面积。

——复垦责任范围面积为损毁土地面积和须复垦的占用土地面积之和，且小于等

于复垦区面积。

——复垦土地面积小于或等于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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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地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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