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河州生态环境局关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拟进行

审查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要求，我局拟对以下建设项

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进行审查。现将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

公示。

联系电话：0873-3856544、0873-3197054（州政务服务中心 1楼 C区投资项

目审批服务区 C11号生态环境综合窗口）

公示期：5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

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通讯地址：蒙自市观澜路中段红河州生态环境局环境影响评价科

传 真：0873-3856544

邮 编：661199

项目名称

云南省弥勒市嘉麟实

业有限公司飞龙马煤

矿 60 万吨/年升级改

造项目

建设地点

红河州弥勒市弥

阳镇雨舍村委会

境内

建设

单位

云南省弥勒

市嘉麟实业

有限公司

环评文件类

型
报告书

环境影响

评价机构
四川省煤炭设计研究院

项目概况

飞龙马煤矿位于弥勒城 33°方向直距约 9km处，地处弥勒市弥阳镇雨舍村委会境内，位

于圭山煤田脚落沼矿段西南部。矿区范围呈北东向长条形展布，南西至北东长约 3.20km，南

东至北西宽约 1.70km。井田范围：3.3022km2；开采深度标高为+1659m～+850m。开采煤层

C2、C3 上、C3 下、C4 上、C4 下、C4+1、C5，共 7 个煤层。采用斜井开拓方式，采用走向长壁采煤法、

综合机械化采煤工艺。工程总投资 55052.41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119.59 万元，占总投资的

2.08%。服务年限 31.1a（一期工程 4.4a、二期工程 26.7a）。2020 年 1 月 9 日，飞龙马煤矿取

得云南省自然资源厅颁发的采矿许可证，证号：C5300002011011120104470，矿区范围与（云

国土资矿﹝2015﹞96 号）文下发的转型升级矿区坐标范围一致。

项目主要环境影响

本项目关注的主要环境问题及影响如下：

①废水达标回用及排放的可行性以及矿山开采对地下水的影响。本项目主要废水为矿井

涌水及生活污水，若不进行妥善处理，将会对区域地表水造成污染。针对项目实际情况，项



目矿井水经过矿井水处理站处理后部分回用，剩余达标外排至花口河，生活污水经处理后全

部回用于绿化、道路防尘洒水、灌浆用水，不外排。采取措施后本项目废水可达标排放，对

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②无组织粉尘，本项目粉尘主要来自洗煤车间、原煤仓、掘进矸石仓、西翼风井排风、

北翼风井排风、运输扬尘、粉煤灰库等。原煤仓、掘进矸石仓、洗煤车间为全封闭的结构，

运输口为西面，避开居民点，并采取喷淋洒水措施，封闭仓起尘量较少。北翼矸石转运场占

地 400m2，采用三面围挡，顶部架设棚盖的结构，并增设喷雾洒水设施，采取措施后，项目

无组织粉尘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③噪声影响，本项目工业场地主要噪声设备有压风机房、坑木加工房、机修间、水泵房、

风井场地通风机等。在采取建筑隔声、基础减震、安装消声器等措施，对高噪声设备的合理

布置，加强场区的植被绿化，科学制定运输时间等措施后，项目产生噪声可以得到一定程度

衰减，噪声对周围居民的影响较小，可以接受。

④固体废物，本项目固废主要为煤矸石、生活垃圾、矿井水处理站煤泥、生活污水处理

站污泥、废机油、废电瓶，如处置不当对区域生态景观、地表水、地下水等均会造成一定影

响。本次评价重点分析煤矸石的处置情况及可行性。本项目矸石全部运往矸石砖厂进行综合

利用，矸石处置合理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⑤生态环境影响，矿井开采可能导致局部区域出现地表沉陷、变形等地质变化带来的生

态环境影响等。对项目区受损的植被进行修复或补偿，恢复项目区植被覆盖率，加强项目区

地表沉陷、地表变形等地质灾害的监测，及时采取治理措施。采取以上措施后项目运行对生

态环境影响较小。

项目预防及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施工期：

（1）施工废气

施工期间主要大气污染物为施工扬尘和施工机械、物料运输产生的废气。施工开挖土石

方易产生扬尘，废土及建筑材料堆放也会有部分扬尘产生。粉尘的产生量与作业强度、气象

条件有关，一般在旱季有风天气扬尘产生较严重。此外燃油机械设备作业时产生的尾气，污

染物主要为 CO2、NOX、碳氧化合物等，呈无组织排放。由于燃油机械本身要求达到尾气排

放标准，因此正常情况下可达标排放。

上述施工过程中产生的粉尘及扬尘将会造成周围大气环境污染，其中又以粉尘的危害较

为严重。但这种污染也是局部的、短期的，工程完成之后这种影响就会消失。

（2）施工废水

建设期的污废水主要来自于工业场地的施工废水、井巷掘进的少量矿井涌水和施工人员

的生活污水。

目前矿区范围内南北翼采区未贯通，北翼采区矿井正常涌水量 127.8m3/d，雨季最大涌水

量 193.2 m3/d，南翼采区矿井正常正常涌水量 267.0m3/d，雨季最大涌水量 542.0 m3/d。南北两

翼采区矿井水建设期间均流向北翼辅助场地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施工期矿井水处理后满足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III类标准。经处理后作为井下防尘洒水等回用，

剩余矿井水达标外排入花口河。

工业场地的施工废水有除尘的洒水和施工机械的废水，污染物以 SS、COD为主，污废

水量不大，经临时沉淀池沉淀后全部回用于场地防尘洒水及混凝土养护。

建设期施工人员每天约 200人，生活污废水产生量为 16.0m3/d，北翼辅助场地的生活污

水处理站，设计处理规模为 240m3/d，主井工业场地生活污水通过管道引至该生活污水处理站。

生活污水经生活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全部回用于绿化，不外排。



工业场地的施工废水主要污染物为 COD、BOD、氨氮和动植物油类。通过一座 5m3的临

时沉淀池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而且产生量较小，建设期可全部回用，不会外排。

施工期污废水经处理后达标外排，对地表水环境影响较小。

（3）噪声

施工期噪声源主要有推土机、挖掘机、混凝土搅拌机、振捣机、电锯、运输车辆等。环

评预测，施工期噪声最大超标范围为夜间 337m，昼间 66m，环评要求合理布局施工场地，合

理安排施工时间，禁止夜间施工，尽量选用低噪声设备，运输车辆进入施工现场严禁鸣笛，

强化施工期噪声环境管理。环评认为，施工期噪声随施工结束而停止，采取以上措施后施工

期噪声队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

飞龙马煤矿升级改造工程施工期的固体废物主要来自于井下巷道掘进产生的土石方、煤矸石、

原煤、表土剥离，建筑物施工产生的建筑垃圾；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

土石方、表土剥离用于矿区道路铺设、场地平整及覆土。煤矸石送去砖厂制砖综合利用。

原煤外售。

生活垃圾主要成分为有机物和塑料袋等包装物，在项目区内设一个或多个固定的地点进

行统一堆放，定期清运至附近村镇垃圾中转站，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建筑垃圾定期清运至附近村镇垃圾中转站，由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固体废弃物得到有效处置，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较大的影响。

（5）生态环境

本项目建设期会对当地动植物的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施工中严格控制施工用地，加强施

工管理，施工结束后及时进行植被恢复；场区无大型野生动物，动物已习惯本项目的及人类

活动的干扰，能较快适应；工程建设均利用原有占地，新增占地较少，建设期严格控制用地

范围减少对周边生态的影响；故本项目建设对周边动植物及生态环境影响较小，可以接受。。

运营期：

（1）废气

本项目运营期无组织废气主要为原煤仓、掘进矸石仓、北翼矸石转运场、风井、装卸、

洗煤车间等环节产生的无组织粉尘和瓦斯等。原煤仓、掘进矸石仓、洗煤车间为全封闭的结

构，运输口为西面，避开居民点，并采取喷淋洒水措施，封闭仓起尘量较少。北翼矸石转运

场占地 400m2，采用加盖顶棚、三面全封闭、装车一面开一进一出两道大门的结构，并增设

喷雾洒水设施。

（2）废水

矿井水中主要污染物为 COD、SS、Fe、Mn、氟化物等，本次主要处理因子为 COD、SS、
Fe、Mn；考虑 SS、COD的去除，最终矿井水处理站工艺为“曝气+混凝沉淀+锰砂过滤+消毒”，
达标矿井水回用于矿井生产，剩余外排。设计修建煤泥浓缩池，预沉调节池、絮凝沉淀产生

的煤泥水进入污泥浓缩池，经重力浓缩后，进入污泥压滤机房，经厢式压滤机压滤成泥饼后，

与原煤一起处置。生活污水设计采用两套WSZ-AO-8型钢板模块式污水处理设备对煤矿生活

污废水进行处理，处理工艺均为“AO生物处理+消毒”工艺，处理能力 192m3/d。各产污环

节来水在调节池调节水质水量后进入WSZ-AO-8型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该设备由“调节池

+A级生物池+O级生物池+二沉池+消毒池”构成，A池是利用异养型兼性微生物进行反硝化

过程，去除污水中的 NH3-N和降解有机物，池中设置立体弹性填料作为细菌载体，O池是利

用自养型好氧微生物进行生化处理的构筑物，对污水中含碳有机物进行降解和对污水中的氨

氮进行硝化，O池中设置立体弹性填料和曝气管路系统，经过充氧的水与长满生物膜的填料

接触，在生物膜的多种微生物作用下，含碳有机物被最终分解成二氧化碳、水等，从而废水

得到净化，在 O级生物池经接触氧化法处理后的污废水进入二沉池进行固液分离，上清液处



理后达标排放。处理后的生活污水可达到相关回用标准。

主井工业场地西北侧地势低处（池底标高约+1490m）、北翼辅助场地东侧地势低处（池

底标高约+1520m）各设置 1个 350m3的初期雨水收集池进行收集，有利于对生产区雨水的收

集，满足收集要求。规范设置场地截排水系统。加强废水收集、处理设施以及回水设施的管

理、维护，防止管道堵塞和废水外溢。能够满足要求，初期雨水收集池设置可行。

本项目涌水、井下消防洒水析出废水、主井工业场地、北翼辅助场地初期雨水经矿井水

处理站（采用“曝气+混凝沉淀+锰砂过滤+消毒”工艺）处理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Ⅲ类标准，悬浮物等参照执行《煤矿井下消防、洒水设计规范》

（GB50383-2016）中规定的井下消防、洒水水质标准限后才可排放。

本次采用管道排水，项目沿着干龙河建设约 5.3km的排污管道，经地势重力自流排放到

花口河。由于排污管道沿着干龙河建设，可避免占用土地，经核实，管道沿线均不涉及环境

敏感区域。

在花口河设置 1个排污口（坐标：E103°26′5″，N24°27′47″），其排污管道和排污口坐标

已由矿区规划环评提出。矿井水处理站出口处设置在线监测仪器，对矿井水处理站出水水质

进行监测。排污口设置按《关于开展排放口规范化整治工作的通知》（环法〔1999〕24号）

要求进行设置。本项目建设管道和在花口河设置排污口，符合环保要求及相关规定。

（3）噪声

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空压机、风机、泵类、机修等设备产生的噪声。在采取建筑隔声、

基础减震、安装消声器等措施，对高噪声设备的合理布置，加强场区的植被绿化，科学制定

运输时间等措施后，项目产生噪声可以得到一定程度衰减，环评预测，各工业场地东、南、

西、北厂界噪声各预测点声环境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2类标准。经预测，关心点的声环境质量达《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 2008）2类标准。

噪声对周围居民的影响较小，可以接受。

（4）固体废物

本项目主要固体废物有煤矸石、生活垃圾、矿井水处理站煤泥、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及

废机油。

本项目产生煤矸石经过矸石转运场临时堆存后全部运往弥勒市立盛墙材有限公司制砖。

该煤矿运营期每年产生 10.53万 t煤矸石，根据煤矿矸石监测结果，本项目矸石属于一般工业

固体废物中的第Ⅰ类一般固体废物，根据监测，本矿的煤矸石放射性满足《建筑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GB6566-2001）的相关要求，可以用于制砖。将矸石运往弥勒市立盛墙材有限

公司是合理可行的。

煤矿还应积极寻求其它的综合利用途径等，减少对环境的影响，具有较好的社会效益和

生态效益。

本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16.3t/a，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为 12.45t/a，生活污水处

理站污泥与生活垃圾一同收集，定期组织车辆清运至附近村镇垃圾转运站，本项目产生的生

活垃圾和生活污水处理站污泥可以按照当地环卫部门要求处置，处理方式可行。

矿井水处理站在处理过程中会产生少量固体废物，主要是经过“曝气+混凝沉淀+锰砂过

滤+消毒”工艺处理后的沉淀物，其主要成分为煤泥，产生量为 312.165t/a，不含其它有毒有

害成分。经过压滤机压滤处理后可以与精煤一起外售，煤泥处置方式可行。

本项目废电瓶产生量为 200kg/a，废机油产生量为 1000kg/a，产生量较小，建设单位将在

机修车间内及北翼机修车间内分别设置危险废物暂存间，占地面积分别为 5m2。将废机油收

集于专用废机油收集桶后，妥善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理。废机油的暂存及管

理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相关要求执行。

（5）生态



运营期开采所造成的地表变形，对井田范围内的地形地貌、农业、林业、动植物等有一

定影响。根据预测结果，矿区范围内所有煤层开采后，各煤层的叠加下沉值为 12287.34mm，

叠加水平移动为 4517.54mm。

飞龙马煤矿所在区域为低中山切割地形地貌，开采沉陷引起的地表起伏一般来说对山地

的地形、地貌影响有限，开采不会改变区域总体地形地貌类。飞龙马煤矿将严格按照设计采

区边界进行开采，对干龙河、花口河影响较小。受影响的耕地通过农田保护措施后，煤矿开

采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较小；受损林地通过自然修复、人工修复及复垦措施后可得到有效恢

复，项目开采对区域林地影响较小。

综上所述，从生态影响角度来看项目可行。

公众参与情况

建设单位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唯一责任主体，建设单位与建设方组织了公参调

查小组于 2022年 10月 9日在弥勒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了第一次项目信息公示，公示期为 10
个工作日；我单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完成提交给建设方，建设方于 2023年 7月 12日~2023
年 7月 25日在雨舍村委会公示栏进行第二次信息公示，并同时在弥勒市人民政府网站和民族

日报进行了网络和报纸公示，并将征求意见稿全本及意见调查表上传至弥勒市人民政府网站，

两次公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反馈意见。调查结果表明，区域群众和团体均未表示反对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