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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总结了矿区规划环评的经

验，同时对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如何才能落实好规划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达到规划的环

境保护目标，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工作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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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

开展情况

潞安矿区位于山西省东南部， 沁水煤田的东

部中段，属于我国 13 个大型煤炭基地之一--晋东

煤炭基地。潞安矿区主要由潞安集团公司勘探、开

发。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能源〔2006〕
352 号文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大型煤炭基地建

设规划的批复》，矿区范围包括潞安矿区、屯留、长

治和南峰详查勘探区以及深部预测区， 北以西川

断层为界与武夏矿区相接， 南以长治与晋城市行

政边界为界与晋城矿区毗邻，东以 15 号煤层露头

为界，西以 15 号煤层 1 500 m 埋深线为界，南北

长 约 74.6 km， 东 西 宽 约 63.1 km， 面 积 约 3
044.65 km2。潞安矿区煤炭储量丰富，煤质优良，煤

层开采条件简单， 具有建设大型现代化能源基地

的条件。 矿区规划总面积约 2 073.06 km2，总规模

为 7 200 万 t/a，共规划了 18 个大型矿井和 3 个中

型矿井，大型矿井生产规模为 5 700 万 t/a，中小型

矿井的规模为 1 500 万 t/a。 矿区同时还规划了煤

炭洗选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
潞安矿区第一次进行规划和环境影响评价是

在上世纪 80~90 年代。 1990 年 2 月中国统配煤矿

总公司以（90）中煤总基经便字第 19 号文件安排

潞安矿区总体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北京煤炭设计

研究院承担， 同年 5 月原潞安矿务局对环评工作

进行了委托。 1990 年 12 月国家环境保护局组织

对项目环评的实施方案进行了评审， 在对方案进

行了修改后，1991 年 1 月国家环境保护局以（91）
环监建字第 011 号文件出具了 《关于潞安矿务局

矿区环境影响评价实施方案审查意 见 的 复 函》，
1993 年 11 月对矿区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进行了

评审，山西省环境保护局以晋环监字（95）308 号

文件出具了 《关于潞安矿务局矿区环境影响报告

的审查意见》，1995 年 10 月国家环境保护局以环

监[1995]561 号文件出具了《关于潞安矿务局矿区

环境影响书审批意见的复函》，成为了我国第一批

次进行规划环评的矿区之一。
本世纪初， 为规范矿业开发秩序和适应新的

经济发展需要，根据当前的经济技术条件，国家将

原潞安矿区进行了重新定义， 以西川断层为界将

北部新化为武夏矿区， 并编制了新版的潞安矿区

总体规划。 其总体思路仍是以原版 20 世纪 80 年

代规划为基础， 变化最大的是我国环境保护的政

策法规，经济技术水平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技术

标准体系日益完善， 认识问题的角度和对环境的

要求有了质的变化。以煤为基础的煤基多联产，已

经成为了矿区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尤其作为矿区

开发主体的潞安集团，突出战略管理，依靠战略致

胜，企业不断做强做大，快速由黑变绿。煤、电、油、
化、硅五大产业蓬勃发展，煤电化、煤焦化、煤油化

三条主产业链不断拉长加粗，建成了焦化、电化、
煤电、煤油四大循环经济园区，被确定为国家循环

经济试点企业。
为与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相配套， 为进一步完

善矿区总体规划， 建设资源节约性和环境友好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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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 从环境角度论证矿区总体规划的合理性和

可行性，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等法规的要求，作为潞安矿区开发的主体，潞安集

团主动承担起了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

工作任务， 委托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程

有限公司开展了评价工作，于 2008 年 5 月编制完

成了 《山西晋东煤炭基地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环境

影响报告书》， 并呈报国家环境保护 部 审 查，于

2008 年 12 月 18 日以环审〔2008〕556 号文出具了

审查意见。 意见在肯定规划工作和规划环评工作

的基础上，认为报告书采用的评价方法基本正确，
对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程度、 范围等分析和预测

较为合理， 提出的预防或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

策措施基本可行，评价结论总体可信。在依据报告

书结论和审查小组意见进一步优化调整规划，认

真落实减缓环境影响对策的基础上， 规划的实施

不存在重大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
对在规划优化调整和实施过程中须做好的重点工

作提出了具有指导性的意见及建议。

2 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的经验

潞安矿区总体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展顺

利，工作质量到位，主要做了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在总体规划的编制过程中， 始终把环境

保护和生态文明的理念纳入其中， 作为矿区开发

的主体潞安集团战略管理到位， 循环经济的发展

决策明确，在矿区的主体开发过程中绿色开采、环

境保护和生态恢复治理工作到位， 为规划环评的

工作打下了非常好的工作基础；
二是作为总体规划和总体规划环评的实施主

体潞安集团，领导重视，组织得力。 作为国有煤炭

集团，潞安集团的领导层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
站在区域发展的高度， 站在企业利益和长远发展

的战略高度，全过程关注制定工作计划，分阶段召

开会议研究决策，为两项工作的开展定基调、把方

向、保经费，确保了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三是潞安集团的技术基础扎实， 工作组织到

位。 潞安矿区的大规模开发经历了 60 年的历程，
尤其是上世纪 80~90 年代的矿区规划和规划环评

打下了扎实的工作基础，积累了翔实的资料，为工

作的开展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同时潞安集团的专

业技术力量雄厚，组织机构健全，在两项工作的开

展过程中，成立专门机构，专人负责，协调组织得

力；
四是评价机构选择的好。 潞安矿区总体规划

是由山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晋 发 改 能 源 函

[2006]26 号文委托中煤国际工程集团北京华宇工

程有限公司编制的。 之所以选择该单位就是因为

其和潞安集团形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 具有

良好的工作基础。早在 1990 年，经原煤炭部委托，
该公司（原北京煤炭设计研究院）就承担并完成了

《山西潞安矿区总体发展规划环境影响评价》工

作。近几年，该公司又相继承担并完成了矿区范围

内的屯留、高河、李村、古城煤矿及高河电厂等建

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 对潞安矿区的情况

较为熟悉，积累了大量的基础资料。

3 规划实施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建议

潞安矿区总体规划以煤炭规划为主， 并适度

规划了电厂、 煤化工项目以及大量的综合利用循

环经济项目。根据环境影响评价的结果表明，矿区

规划项目布局避开了长治市城区和县城人口集中

区，项目的实施对矿区的大气、地表水、地下水环

境质量影响较小，煤炭资源、水资源、大气和地表

水环境容量和总量指标对矿区规划的实施没有形

成明显的制约。从环境保护的角度看，潞安矿区总

体规划提出的开发建设方案总体可行。 规划内容

符合国家、地方相关产业政策、法规与规划要求，
对优化矿区产业结构，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将资源

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其经济和社

会效益显著。
虽然规划和规划环评工作整体上是可行的，

但由于对地方煤矿开采区资料收集欠缺、 矿产资

源开发的环境保护历史欠账多、 矿山环境保护和

生态恢复任务艰巨、 山西省资源整合的政策走向

不太明朗、规划时间跨度长等因素制约，给规划环

评工作增加了不确定的因素， 还需在规划的实施

过程中及时予以调整。 规划在实施中面临的土地

塌陷治理、 村庄搬迁移民、 综合利用途径落实困

难、污染减排难环境总量制约等等问题，仍然是矿

区规划在实施中将面临的突出环境问题。
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 如何才能落实好规划

环评中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建议， 达到规划的

环境保护目标，重点需抓好如下工作：
3.1 健全管理机制、明确职责、划分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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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赋予环保部门统一监管的职能，建

立规划环保管理的协调管理机制， 要明确政府是

规划实施的责任主体， 也是区域环境质量责任主

体，要加强统筹协调，形成环保、土地、水利等多部

门的协调工作机制，政府要通过机制创新、完善政

策和加强监管，建立多元化的规划实施保障体系，
来保证规划的实施和环保影响措施的落实。
3.2 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 淘汰落后

产能的步伐

山西省为推进煤炭工业的转型发展、 安全发

展、 和谐发展， 加快培育大型煤矿企业和企业集

团，提高煤炭产业集中度和产业水平，促进煤炭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煤炭工业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5〕18 号）、《国务

院关于同意山西省开展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政策

措施试点意见的批复》（国函〔2006〕52 号）及《煤

炭产业政策》（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告 2007 年第 80
号）精神，在全国率先掀起了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

合,淘汰落后产能的浪潮。 山西省将淘汰布局不合

理、不符合安全标准、不符合环保要求和浪费资源

的小煤矿， 全省的煤矿数量将控制在 1 000 座以

内， 兼并重组整合后煤矿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300 万 t/a, 矿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 90 万 t/a,
且全部实现以综采为主的机械化开采。 长治地区

煤矿数量将整合到 95 座以下， 兼并重组整合后，
潞安矿区地方煤矿开采区的格局将 发 生 质 的 转

变， 对于矿区规划环评意见的落实将有了扎实的

工作基础。
3.3 认真执行环境影响评价和“三同时”制度，建

立环境监理制度

资源整合后， 煤炭生产布局将发生重大的变

化，改建、扩建应严格执行“环评”及“三同时”制

度。一是要克服在选址上只考虑供水、供电以及原

材料来源、产品运输销售方便程度等条件，从区域

大环境看是否有不合理的现象； 二是应把建设项

目所在区域的环境容量作为重要评价因素考虑，
制定切实可行的污染物总量控制措施， 从总体上

解决区域性环境问题； 三是建设项目应采用新科

技、新技术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环保措施，确保

“三同时”制度执行；四是要建立环境监理制度，加

强对煤炭开采活动的环境监理， 预防和减少环境

污染和生态破坏。
3.4 发展矿区循环经济，建设煤炭生态工业园

在煤炭资源的开发中， 必须采用先进的设备

和工艺，提高煤炭的回采率，相对延长矿井的服务

年限，努力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彻底摒弃过去

“一挖二卖”的传统经营方式，依托矿区的大集团

优势，发展煤基多联产，发展循环经济，提高煤炭

资源综合利用水平，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积极发展煤―电、煤―化工项目建设，加大煤炭就

地转化力度，不断提高煤炭的综合利用率，促使工

业产业结构多元化，增强经济发展的后劲，发展环

境友好型的产业群。开采的原煤经洗选后，精煤外

运，辅产品煤泥和煤矸石用来发电（或用于建材行

业做内燃），发电产生的炉渣用来制造水泥，按照

生态学的原理组织生产，使“上游”企业的“废料”
成为“下游”企业的原材料，做到物尽其用，尽可能

减少污染物排放，力争做到零排放。其次要开展企

业清洁生产审核，鼓励和引导企业实行 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工作， 确保工业企业污染由末

端治理向生产全过程控制的转变， 力求达到既治

标又治本。
3.5 做到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

矿区生态环境脆弱，水土流失严重，煤田开发

建设中， 首先必须把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放

在第一位，坚决摒弃“先污染后治理、先破坏后恢

复”的错误思想。实践证明，环境污染，生态破坏了

再来治理，必将付出沉重代价，造成的损失无法弥

补。 目前我国污染防治的政策、法规、技术标准体

系健全，重要的是要落实到位。 但作为生态保护，
尤其是土地沉陷方面治理， 则需要政府及时推出

配套的、 具有可操作型的政策标准和技术规范体

系。 新建和已投产的各类煤炭企业要制定矿山生

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方案， 合理有序地推进污

染治理和生态恢复工作。 同时要建立矿区生态环

境质量动态监测和年度审核制度， 将生态监测和

生态质量评价纳入政府的日常监管工作中， 全面

及时掌握矿区煤炭开采生态环境质量及动态变化

情况。 在规划实施的过程中， 要及时进行跟踪评

价，对煤炭开发项目要定期进行后评价。
3.6 在煤炭工业可持续发展试点的基础上， 理顺

机制，扎实推进建立煤炭生态补偿机制

在国务院的同意下， 山西省开展了煤炭工业

的可持续发展的试点工作，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

就是建立煤炭开采生态恢复补偿机制， 征收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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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直接运行成本

（1）人工费:
本废水处理站，实施 3 班制生产，每班操作工

人 2 名，白天分析工 1 名。 日常管理及兼带分析 1
名， 日常维护保养由操作工负责。 按定员 8 人计

算， 人均工资福利按 60 元/d 计 算， 折 合 成 本：
0.033 元/t。

（2）电费

24 小时连续运行， 电费按 0.8 元/（kWh）计

算，总装机容量为 572.2 kW，运行功率 435.6 kW，
折合电费 0.498 元/t。

（3）药剂费

PAC 投加量约为 40 ppm，则 1m3 水的投加量

为：40 g/ m3，PAC 的费用 0.052 元/t；
PAM 投加量约为 10 ppm，费用为：0.11 元/t；
液氯投加量约为 20 ppm，费用约 0.02 元/t；
总的药剂费：0.137 元/t 水。
不计折旧费等其他费用， 直接运行成本为

0.668 元/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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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基金、建立矿山环境恢复保证金制度，按照

“统筹兼顾、突出重点、预防为主、防治结合、过程

控制、综合治理”的原则，加强矿区生态恢复治理，
建立健全煤炭开采生态补偿机制， 构筑煤炭开发

的“事前防范、过程控制、事后处置”三大生态环境

保护防线，做到“渐还旧账、不欠新帐”。 从开采每

吨煤炭中收取 10 元资金，建立矿山生态环境保证

金， 还规定了政府征收的可持续发展基金中规定

比例部分， 要用于矿区的跨区域环境智力和生态

恢复，矿区环境治理、生态恢复有了政策，落实了

资金，重要的是在落实过程中要理顺机制，创造环

境，将煤炭生态补偿机制真正落到实处。
总之， 潞安矿区规划及规划环评的开展是成

功的， 为潞安矿区的开发和区域经济的发展奠定

了扎实的基础，只要各项工作、各项污染防治和生

态恢复措施落实到位，必将能建设成为经济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矿区环境优美的绿色、文明、生态

化新矿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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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计量仪表不按检定周期检定也是个十分突出

的问题。

3 应采取的改进措施和技术手段

（1）加大宣传和培训力度，引导煤矿增强节能

减排意识，落实国家节能减排政策。开展定期和不

定期的节能减排培训， 提高节能减排管理人员的

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促使煤矿严格遵守《节约能

源法》和《计量法》以及有关法规政策的要求，对煤

矿特别是重点耗能煤矿的能源计量仪表的配备率

和完好率进行检查， 使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完全到

位，并保证能源计量器具的准确度要求。
（2）加快整章建制，促进规范管理。 完善的规

章制度是开展能源计量工作的重要基础和依据，

也是保证能源计量数据准确可靠的必要手段。 在

节能减排降耗、引导产业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3）对能源计量管理工作较差的单位进行处

罚， 从而提高煤矿干部职工对节能减排计量工作

重要性的认识。
加强能源计量管理， 为煤矿节能减排降耗提

供技术保障。明确能源计量管理的职责，指定部门

负责能源计量仪表选型、设计、采集、上报管理。将

能耗纳入煤矿年度经济责任制考核体系之内，实

行量化考核。 提高能源计量仪表的配备率和计量

率。明确能源计量检测对象，完善能源计量检测点

及其台帐动态管理， 定期编制和下发能源计量仪

表检定或校准计划，保证能源计量仪表完好率、周

检率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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