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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耿家湾泥炭开采区基本情况
耿家湾泥炭矿区位于四川省越西县保安藏族

乡，地理极值座标：东经 102°33′15″～102°

34′30″，北纬 28°46′15″～28°48′00″。开

采区地处凉山山原区，系山间湖沼盆地，海拔

1972～2010m，盆底1985～1987m。盆周山坡陡峻，

盆底平缓，盆地南部有梨花沟发育，向北穿过盆地

流入漫滩河而后汇入大渡河。

采区呈南北向带状分布，北至保安乡政府，南

迄耿家湾，长3.8km ，宽0.8km ，面积3.01km2。气候

属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冬寒夏凉，年均温15℃，

1～2月为霜雪期。年降雨量1000～1200mm，干湿

季分明，全年降雨集中于7～9月，其余月份降雨稀

少。区内为藏族、彝族、汉族杂居区，人口较密集，

基本无工矿企业，以农业为主，粮食作物主产玉米、

洋芋、水稻、小麦等，经济作物有花椒、核桃和向日

葵。

耿家湾泥炭矿为“四川丰田泥炭开发有限公

司”购买所属的露天泥炭矿，据四川省地勘局川西

北地质队提交的《四川省越西县耿家湾泥炭矿区勘

探地质报告》探明，以耿家湾Ⅰ号矿体为主，包括新

桥Ⅱ号矿体、保安Ⅲ号矿体储量（干重）38.66万 t ，

体积为202.79万m3，满足年产泥炭10万m3，生产期

持续18年的要求。

本区分布于05－23勘探线，面积339170 m2。

泥炭层厚度0.65～12.10 m，平均厚度5.53 m，泥炭体

积1875610 m3，需复垦的土壤面积339170 m2。2003

年公司在耿家湾泥炭矿新桥处试开采泥炭，泥炭开

采区面积3678.62m2，采深1.6m～1.8m，开采泥炭体

积6307.08m3。2004年泥炭开采区面积5135m2，平

均采深2.4m，开采泥炭体积7115.04m3，其中表土采

深0.3～0.4m，泥炭采深2.0m。

2 本区采前土壤基本情况
本区土壤类型属沼泽土类→泥炭沼泽土亚类

→泥炭沼泽土属→泥炭土（种），系地堑盆地上的湖

积洪积物发育而成。由于地势低凹，造成地下水位

高，在沼泽植被作用下形成深厚的泥炭层。但部分

地方常年有季节性落干。该土壤上喜湿性草类莎

草科、苔草、灯心草等生长茂密，植物残体多。采前

土体构型为A－Ap（泥炭层）[1-3]。耿家湾2004年01

号采区土壤理化性状见表1。

采前土壤耕作层较薄，介于10～25cm之间，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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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耿家湾2004年01号采区土壤理化性状

发生层次

A

Ap

深度

（cm）

0～12

12～100

颜色

暗灰

黑

pH

4.4

4.7

有机质

（％）

18.21

15.56

全氮

（％）

0.858

0.709

碱解氮

mg/kg

695

561

速效磷

mg/kg

12

10

速效钾

mg/kg

233

192

物理性粘粒

（％）

61.79

52.36

耕作层下即为泥炭层，缺失心土层，阻碍植物根系

的下扎生长。有机质和氮素含量高，但部分土壤速

效磷、速效钾含量低，有缺钾、缺磷问题。土质粘

重，通透性差，地下水位高，普遍达到20～25cm，对

植物根系造成湿害。加之排水困难，土性冷凉，根

系生长缓慢，活力低。全剖面呈酸性反应。泥炭中

硫化物以及有机质分解产生的有机酸是土壤酸化

的主要根源。宜种作物少，作物长势差。

3 泥炭开采对土地的影响
3.1 开采区周边土地表土层受压，容重增大，体积减

小，有微弱压板现象。泥炭开采时，受泥炭采掘、搬

运、堆积作用的影响，周边地表土层受压，使土壤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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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增大，孔隙度减小，产生微弱压板现象。

3.2 开采区表土另行堆放时，有微弱养分流失现

象。表土堆放期间，受降雨作用影响，土壤中的水

溶性有机质、水溶性矿质养分有微量流失。

3.3 开采区表土另行堆放时，有效养分含量提高，pH

下降。表土堆放时，由于水分含量降低，通气性增

强，可加速堆放的土壤有机质分解，使速效养分含

量提高，这对复垦后的土壤生产力提高是有利的。

但有机质分解后，可能残留有机酸积累，使土壤酸

度增强。

3.4 泥炭开采后，地面遗留长方形地坑，形成泥炭采

空区。开采区泥炭采掘后，由于计划采深4～4.5m，

前期实际采深2.5～2.6m；按复垦进度计划，每开采4

个单元即复垦4个单元的要求，则采后地面形成：长

80m×宽60m×高2.5m＝12000m3的长方形地坑。

但若开采速度慢，为保证土地复垦的及时性，必要

时，可每采完一个单元，即复垦一个单元。这样，采

后地面形成：长70m×宽20m×高2.5m＝3500m3的

长方形地坑。该长方形地坑，即形成泥炭采空区，

是土地复垦的主要障碍和工作对象。

4 回填土壤技术指标方案设
4.1 泥炭采空区基坑设计回填复垦后的地面高差低

于原地面1.0m，经设立固定基准点（0.0m）后，原地

面距固定基准点高差为1.24m，复垦后地面与固定

基准点高差为2.24m[4,5]。

4.2 复垦后地面平整，各采区保持同一平面，符合农

田地面平整景观，以利农事操作，避免“高旱低涝”[6]。

4.3 复垦后地面有完整的排水沟系统，包括主排水

沟，纵向副排水沟，横向副排水沟和支排水沟。利

于雨季地表水排出并控制田块地下水位低于地面

0.5m。

4.4 复垦土壤土体构型为A－B－Ap，其中A为复垦

土壤耕作层，厚度≥30cm。B为复垦土壤心土层，厚

度1.2m。Ap为未开采泥炭层，由于复垦后深度大，

在土壤剖面中不可见。

4.5 复垦土壤耕作层有机质、氮、磷、钾等主要养分

含量不低于采前耕层土壤。

5 土地复垦技术方案实施设计
5.1 采空区基部复垦回填技术方案设计

5.1.1 采空区基部复垦回填高度方案设计

采空区基部回填高度，依采坑深度变化而改

变，可依下列公式计算：

采空区基部回填高度＝基坑高差（与固定基准

点高差）－复垦后地面高差－耕作层厚度

采空区基部实际需回填土层厚度＝采空区基

部回填高度×1.25（沉降系数）

5.1.2 采空区基部复垦回填填充物方案设计

采空区基部复垦回填填充物，由指定的周边山

体山坡上的残积物和坡积物采取，以泥土、砂土、沙

砾石和碎石为主，注意留设的底层泥炭不能与碎石

直接接触，避免碎石沉入泥炭内部。尽量减少大块

石砾作为填充物，以透水性好的沙泥土最佳。

5.2 表土层（耕作层）复垦回填技术方案设计

5.2.1 表土层复垦回填高度方案设计

依据“复垦土壤肥力不低于采前土壤肥力”的

基本要求：

表土层稳定后与固定基准点高差控制标准：

204cm。

表土层厚度控制标准：稳定厚度≥30cm；回填

厚度≥37.5cm。

5.2.2 表土层复垦回填填充物方案设计

原表土数量能满足复垦土壤表土需要量时，全

部回填，作复垦土壤耕作层。需改良时，添加少量

石灰、砂土、泥土，施入少量钙镁磷肥或磷矿粉。

原表土数量不能满足复垦土壤表土需量时，先

回填25cm原表土＋风干泥炭＋添加的沙泥土，作耕

作层底部土壤；再回填20cm厚的原表土＋土壤改良

剂（石灰、沙泥土）＋碱性肥料（钙镁磷肥）。复垦

后，表土层厚度达到45cm，稳定厚度36cm，能保证

耕作层厚度≥30cm的要求。

6 复垦后土壤理化性状
由于设计并实施上述技术方案，复垦后，表土

颜色呈灰黑色，质地以砂壤土、壤土为主，

土质疏松多孔，通气透水性增强，含水量下降，

土温提高，微生物数量增加，活性提高，有机质分解

加速，释放养分增多，有利于作物生长。经较长时

间耕作后，形成犁底层，犁底层质地重于表层，有托

水托肥的作用。犁底层以下为回填的底土层，较之

于原来的泥炭层更有利于水分的输送，肥力高于采

前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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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article，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 of natural plant ultraviolet absorbent were

analyze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xploiting and utilizing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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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Based on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the different rare earth concentration（100 mg/ kg ～ 400 mg/ kg）on
the autumn buckwheat at seedling stage，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rare earth spraying had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growing period and yields. The plant height of spraying rare earth was decreased, and the branch numbers of the
control were the highest (2.6 per plant) but other treatments were decreased which was enhanced with the increasing
rare earth concen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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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Feasibility Study of Restoration of Peat Mined-out Area in Gengjia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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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ng in open-cast peat area will leave over huge pit on the surface and form peat mined-out area.
Land rehabilitation of mined-out area is the basic guarantee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human. Its’key technic
as follows: backfill of pit in mined-out area, the height of backfill, the thickness and quality of topsoil formed by
backf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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