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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

垦

区

土

地

利

用

现

状

土地类型 面积 hm
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永久占用

农用地
其他林地 0.2326 0 0.2326

农村道路 0.0020 0 0.0020

建设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0.0071 0 0.0071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14.1186 0 14.1186

沙地 9.2285 0 9.2285

内陆滩涂 0.4827 0 0.4827

河流水面 0.7334 0 0.7334 0

合计 24.8049

复垦

责任

范围

内土

地损

毁及

占用

面积

类型
面积 hm

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塌陷

压占 24.8049 24.8049

污染

小计 24.8049 24.8049

占用

合计 24.8049

复

垦

土

地

面

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 hm2

已复垦 拟复垦

农用地
其他林地 0.2326

农村道路 0.0020

建设用地 水工建筑用地 0.0071

未利用地

裸岩石砾地 14.1186

沙地 9.2285

内陆滩涂 0.4827

河流水面 0.7334

合计 24.8049 土地复垦率 100%

土地复垦投资估

（概）算（万元）
185.00

单位面积投资估

算（万元/亩）
0.4972

复垦

方式
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自行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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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计

划

及

保

障

措

施

且末-若羌 750千伏线路工程 G2174-G2225段临时道路临时用地主要用于搭建且末-若

羌 750千伏线路中 G2174-G2225塔基，用地主要包括运输道路、电力材料堆放，以及搭建

电塔时机械设备活动所临时占用的土地。因此针对本项目的用地特点，编写以下土地复垦

方案内容。

依据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拟复垦区共计 7 个复垦单元，拟复垦面积 24.8049公

顷，土地复垦方向为原土地类型，包括其他林地 0.2326 公顷，农村道路 0.0020 公顷，水

工建筑用地 0.0071 公顷，裸岩石砾地 14.1186 公顷，沙地 9.2285 公顷，内陆滩涂 0.4827

公顷，河流水面 0.7334公顷。

根据复垦单元的土地复垦质量要求，其他林地复垦的目的是通过采取土壤重构工程、

生物化学工程、植被重建工程等复垦措施使已损毁的土地恢复原植被种植条件，以维持原

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裸岩石砾地、沙地复垦的主要目的是通过采取不同的复垦措施使损毁

的土地恢复原有土地利用功能，使地形地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由于复垦方向为裸岩石砾

地、沙地，无有效表土层，无地表植被发育，故该复垦单元土地复垦无需采取植被重建工

程，主要采取地形重塑工程，复垦措施主要包括削高填低、建构筑物拆除清运、土地平整

工程。内陆滩涂、河流水面复垦的主要目的是维持原水系生态平衡与水源保护。农村道路

与水工建筑用地复垦的目的使其保持原有正常功能。

一、 复垦措施

复垦措施是指工程复垦中，按照所在地区自然环境条件和复垦土地利用方向要求，对

受影响的土地采取各种工程手段，恢复受损土地的生态系统。本方案根据项目所在区域的

自然生态环境特征和复垦目标，结合土地损毁方式，参照周边类似复垦项目生态重建技术

的工作原理、复垦工艺、适用条件等，采取适用于本项目的复垦工程技术措施。

1、土壤重构工程

其他林地具体措施如下：

（1）表土剥离

临时用地使用前将其他林地地面表土剥离 30cm就近放置。

（2）覆盖物清除

因项目施工需要，需在部分道路表面铺垫砂石料，因此本项目临时用地使用结束后先

利用 50装载机、50t自卸汽车对地表砂石料进行清除运、掩埋，直至地表土地类型与原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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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类型一致。根据环境影响评估报告和水土保持方案论述，砂石料掩埋清运结束后，再将

施工、生产活动产生的无法掩埋的废弃物、生活垃圾使用 50t自卸汽车运至距离现场最近

的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运距约 85公里。

（3）表土回填

地表覆盖物清除完毕后，将施工前剥离的表土进行回填，回填厚度为 30cm，覆土土

层中砾石含量平原地区不超过 20%。当土层厚度、土壤酸碱度等土壤条件不能满足植被正

常生长需要时，应进行客土覆盖。

（4）土地平整

项目临时占用林地，使原有的土地形态发生改变，根据土地复垦标准，以平整单元内

部土方挖填平衡为基础，对场地高低不平区域进行推平，采用推土机平整，考虑到项目区

实际情况，对项目区进行平整，平整度为±10 厘米。

（5）土壤翻耕

由于临时占用林地损毁类型主要是压占以及在项目实施中机械对土壤的碾压，破坏了

土壤结构，造成土壤板结、通透性降低，影响复垦植被的生长发育，故需要对复垦为其他

草地进行松土耕翻，从而增加土壤孔隙度，以利于接纳和贮存水分，以满足植物生长。土

地翻耕采用拖拉机-三铧犁进行施工，土地翻耕深度为 20-30 厘米，以保证土壤的孔隙度，

具体根据现场土壤情况确定。

裸岩石砾地、沙地具体措施

针对裸岩石砾地、沙地的土壤重构工程具体措施包括：地面砂石料垫层的清理、土地

平整，通过以上两种措施使地形地貌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具体措施

针对河流水面、内陆滩涂、水工建筑用地在项目施工结束后，进行地表砂石料垫层的

清理及土地平整，使其恢复临时用地使用前的功能作用。

交通运输用地具体措施

针对农村道路用地，项目施工结束后，进行土地平整，达到其原有通行功能，并与周

边农村道路协调一致。

2、生物化学工程

由于本项目临时占用其他林地 0.2326公顷，对临时占用的其他林地通过采用工程措施

后可恢复其大致的地表形态，再采用一定的生物化学措施，使土地恢复其原有植被生长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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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生物植被恢复的基本原则是通过生物改良技术，改善土壤环境，培肥地力。利用生物

措施恢复土壤有机肥力及生物生产能力的技术措施，是实现损毁土地农业复垦的关键环

节，主要内容为土壤改良、植物的筛选和种植等方面。

（1）土壤改良与培肥措施

在土地损毁过程中，土壤养分存在一定的流失，为尽快恢复土地的肥力和活性，需在

恢复林地的过程中采取一些土壤改良与培肥措施。根据损毁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结果，本

项目植被恢复方向为林地。故在恢复过程中，可针对已损毁土地采取增肥措施，选择当地

优势林种，在植苗造林时配合土杂肥、沤肥等有机肥的使用，有助于改良土壤结构和理化

性质，提高土壤保肥保水能力，恢复地表植被。

（2）林种的确定

根据工程区自然灾害特点以及恢复林地目的、防护作用、森林主要功能的需要，确定

本项目林种为防风固沙林，面积 0.2326公顷。

（3）树种选择

根据“适地适树”的原则，项目区立地条件以及在本地能够良好生长，较好的起到防

风固沙作用的树种。树种选为：多枝柽柳、胡杨，比例为 1:2。

农村道路、水工建筑用地、裸岩石砾地、沙地、内陆滩涂、河流水面复垦方向符合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用途方向，并与周边景观协调一致，因此其余复垦单元不需要生物化学

工程。

3、植被重建工程

植被重建的基本原则“原地、同面积、等质量恢复”临时占用林地期满后，不得低于

原有林面积和质量，原地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确保林地总量动态平衡和林业可持续

发展。

在林种、树种确定后植被重建工程的主要措施有：

1、整地方式方法及挖穴规格

整地方式为机械局部整地，先用机械开种植沟，整地方式采用穴状整地、品字型配置、

整在定植沟挖定植穴，穴的大小和深度略大于苗木根系，沟间距 2.5m，而后人工定点挖

种植穴。种植穴规格 40×40×40cm。定植埋土时，把肥力相对较好的表土填入植树穴内，

也可改善树木的生长条件，提高造林成活率和林分质量。

整地时间：为了保证造林地的土壤墒情，在植苗时进行挖种植穴，整地时间为 2026 年

4 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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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造林方式方法

采用人工植苗造林，栽植时严格遵守“三填两踩一提苗”技术，做到苗木随到随栽，

当天未栽植苗木须进行假植。

3、造林时间

采用春季造林，即 2026 年 4-5 月中旬。

4、配置方式

全部为混交，面积 0.2326 公顷，栽植时苗木呈“品”字形排列，以形成稳定林相。

5、株行距及造林密度

行距为 1.5×2.5 米，每公顷需苗量 2666 株。

6、苗木规格

人工造林所需苗木规格与质量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GB6000-1999《主要造林树种

苗木质量分级》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方标准新 DB65/T2201-2005《新疆主要造林树种苗

木质量分级》执行，达不到Ⅰ、Ⅱ级标准的苗木不允许在造林地栽植。

多枝柽柳：2-3 年生Ⅰ级苗，地径 2cm 以上，苗高 20cm 以上。充分木质化，无病

虫害、无机械损伤。

胡杨：2-3 年生Ⅰ级苗，胸径 4cm 以上，苗高 20cm 以上。充分木质化，无病虫害、

无机械损伤。

4、监测与管护工程

（一）监测工程

（1）监测内容

本项目需对压占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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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设计在用地范围均

匀布置 4个基准点，按照四等测量标准，准确测定基准点高程及坐标，在损毁单元中布设

4 个基准点，监测频率为每年 2次，监测时间为 1年零 10 个月（临时用地使用年限），因

此土地损毁监测数量为 4 次，数据记录在案，并对基准点进行保护。对复垦为其他林地的

区域，应定期实地观察记录植被恢复情况，该区域布设 2 处检测基准点，每年 4 月、9 月

各检测一次，连续监测 3 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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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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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监测方法

本方案采用定人定期巡视兼测量监测方法，单位安排 1 人定期监测。定期监测结合

复垦进度和措施，定时定点实地查看复垦情况及植被恢复情况，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3）复垦监测成果管理

土地复垦监测需要对监测工作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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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管护措施

本项目中的管护工程主要针对其他林地复垦单元：

（1）灌溉：浇灌方式采用水车定期到最近水源拉水浇灌，水源可用就近距离水源井

地下水。本项目区范围内复垦林地需保证植被成活的需水量每年约为 2536 立方米/公顷，

由于植被在苗期根系不够发达，因此在管护期第 1 年年浇水 8次，即每次灌水 317 立方米

/公顷。灌溉面积为 0.2326 公顷，管护期后 2 年根据现地的实际情况浇水，计划每年浇水

3 次，管护后期责任人为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2）松土、除草：幼林期间应采取全面松土、除草措施，前三年每年进行 2 次，以

后可逐渐减少。

（3）抚育管护：对新造林地要加强管护，避免人、畜随意进入。

（4）造林成果检查及补植：春季造林，年底前检查成活率，凡成活率在 41-70%之间，

或虽达到 70%以上，但有局部或成片死亡，均需进行补植；成活率低于 41%需进行补造。

二、土地复垦工程量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计量单位 工程量

1 砂石料清运 立方米 29790

2 运土（其他林地使用） 立方米 1163

3 废弃物清运 立方米 200

4 土地平整 立方米 14895

5 植被重建工程 公顷 0.2326

三、土地复垦工作计划安排

1、2024 年 1 月-2025 年 10 月，1 年 10 个月；

因项目施工需要，且末-若羌 750 千伏线路工程 G2174-G2225 段临时道路处于施工期，

不进行土地复垦工作，进行土地损毁监测。

2、2025 年 10 月-2026 年 10 月，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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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 10 月且末-若羌 750 千伏线路工程 G2174-G2225 段项目施工结束后，不再需要

临时占用土地，即可开展全面的土地复垦工作，复垦工作 1年。

3、其中其他林地管护期 2025年 10月至 2028年 10月，复垦面积 0.2326公顷。

四、土地复垦保障措施

1）在项目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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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制定复垦方案实施的领导责任制，制定单位内部自我检查、监督制，杜绝边复垦、

边损毁的现象发生。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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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建立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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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领导以及当地自然资源、环保等相关部门的意

见建议。

投

资

估

算

测

算

依

据

土地复垦投资估算依据：

1、《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TD/T1031.1-2011）；

2、《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3、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财综［2011］128 号）；

4、国土资源部土地整理中心《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实务》（2011 年）；

5、水利部《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程概（估）算编制规定》（2003 年）；

6、《关于发布新疆公路工程估算概算预算编制补充规定的通知》（新交综[2005]144

号和配套文件新交造价[2008]2 号）；

7、《新疆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概（估）预算编制规定》（新水建管[2005]108 号）；

费

用

构

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65.2

2 设备购置费 0.00

3 其他费用 3.60

4 监测与管护费 12.00

5 预备费 4.20

（1） 基本预备费

（2） 价差预备费

（3） 风险金

五 静态总投资 185.00

填表人：张超峰 填表日期： 2023年 1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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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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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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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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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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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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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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用地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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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临时用地土地分类面积表

权属单位

农用地 建设用地 未利用土地 合计
备

注

耕

地

其 中

交通

运输

用地

林地

牧

草

地

其

它

农

用

地

水域

及水

利设

施用

地

工

业

用

地

公

共

建

筑

用

地

机

关

团

体

用

地

水域

及水

利设

施用

地

湿地 其它土地

乡村

道路

其他

林地

水工

建筑

用地

河流

水面

内陆

滩涂
沙地

裸岩石

砾地

山东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 0.0020 0.2326 0.0071 0.7334 0.4827 9.2285 14.1186 24.8049

合计 24.80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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