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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 
（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为了规范和做好油气矿山生态修复工作，保障采矿活动安全和矿

产资源开发区生态环境可持续利用，2018 年 8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

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部署了矿山生态修复系列技术标准研

制工作，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牵头，组织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共同完成油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技术标

准编写工作。2019 年 11 月，列入自然资源标准制修订工作计划（计

划号：201917012）。 

（二）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研究（2018 年 1 月-2019 年 2 月） 

2018 年自然资源部成立以后，根据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的要求，

考虑着手编制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并组建了标准编制组。同年，

编制组成员采用实地调研、类比分析、案例分析、趋势外推等相结合

的方法，先后前往主要矿山集采区进行实地调查研究，探讨和总结了

煤炭矿山、金属矿山、化工矿山、离子型稀土矿山、建材矿山、油气

矿山等不同类型矿山生态修复的共性问题和个性问题。目前，我国矿

山生态修复正逐渐从传统的单一复绿手段向综合治理、生态功能恢

复、资源循环利用等方式转变，运用的技术手段和表现手法也越发多

样化，生态修复过程更注重模拟自然及尊重自然本底，实现生态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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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开发再利用及文化艺术价值再现等，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复合

生态系统协同发展的国土空间生态修复。 

2018 年 8 月-2019 年 2 月，编制组在资料收集、调研的基础上起

草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 7 部分：油气矿山》（初稿）。并召

开专家研讨会进行研究、讨论。 

2.编制初稿（2019 年 3 月-2019 年 10 月） 

根据自然资源部标准制订计划，将原《油气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技

术规范》，改名为《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 7 部分：油气矿山》，

并对相关内容进行了完善。 

2019 年 3 月，编制组以《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 7 部分：油

气矿山》（初稿）为基础，进行修改完善，编制了《矿山生态修复技

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初稿）。 

2019 年 4 月-2019 年 10 月，将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

分 油气矿山》（初稿）发各省（区、市）自然资源厅生态修复处、

各地有关单位征求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 

3.征求意见稿（2019 年 11 月-2021 年 10 月） 

2019 年 11 月 27-28 日 ，召开专家学术研讨会，对矿山生态修复

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 油气矿山》等六个规范标准修改稿进行研讨。

根据研讨会意见。 

2019 年 12 月-2020 年 4 月，根据研讨会意见对规范内容进行全

面修改、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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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中国地质环境监测院编制组在疫情期间对《矿山

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做了较大修改，组织 2 次专家

研讨和 1 次向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汇报，根据《通则》修改情况，对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进行修改，并由中

国矿业联合会组织对有关企业征求了意见。 

2020 年 6 月，编制完成《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

油气矿山》（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6 月-10 月，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以专家咨询和研讨的

方式征求意见，根据反馈的意见对《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

分：油气矿山》进行了修改。 

2020 年 11 月 4-5 日，编制组代表在北京裕龙大酒店会议室参加

“标准规范研讨会”，与会专家听取了《通则》编写的介绍，并对《通

则》内容与格式进行确定，规范编制组对照修改大纲，对《矿山生态

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进行修改补充。 

2021 年 1-10 月，通过咨询、研讨，收集了 25 个单位相关专家意

见 62 条。根据专家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编制完成《矿山生态修复

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征求意见稿），并编写了《编制

说明》和《意见汇总表》。专家意见采纳 51 条，部分采纳 4 条，不

采纳 7 条。 

4.送审稿（2021 年 11 月） 

2021 年 11 月，通过标准网站、函件等方式进行标准征求意见。

收到 11 个单位相关专家的反馈意见 16 条，根据反馈的意见对《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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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送

审稿，完善了《编制说明》和《意见汇总表》。专家意见采纳 7 条，

部分采纳 2 条，不采纳 7 条。 

5.报批稿（2021 年 12 月） 

2021 年 12 月 10 日，全国自然资源与国土空间规划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保护与修复分技术委员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对《矿

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第 7 部分油气矿山 （送审稿）》进行了审查。

投票 25 人，同意通过 1 6 人，修改后通过 9 人 反对 0 人。编制

组根据评审意见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报批稿。 

（三）主要起草人与所做工作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有张德强、张进德、白光宇、韩涛、郗富瑞、

王议、孙伟、余洋、庞剑波、徐岩、余振国、冯春涛、杨婧、李善峰、

田磊、王志一、裴圣良、何培雍、马冬梅。所做工作如下： 

1.张德强全面负责标准编写起草工作，负责完成标准文本、编写

说明编制； 

2.张进德、白光宇负责整体结构、章节内容编排，与矿山生态修

复技术标准（通则）相关内容对接； 

3.韩涛、郗富瑞负责完成油气矿山水土环境调查要求内容编写； 

4.王议、孙伟、余洋参与本标准修复工程措施内容编写； 

5.庞剑波、徐岩、余振国、冯春涛、白雪华、杨婧参与标准范围、

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内容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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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王志一、李善峰、田磊、裴圣良、何培雍、马冬梅参与标准工

作内容与工作程序内容编写，规范性引用文件核实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1.目标导向。以满足国家矿山生态修复管理和指导矿山生态修复

工作为目标，主要针对关闭或废弃的油气矿山的生态修复，提出生态

问题调查、方案编制、修复措施等方面的要求，适用于油气矿山生态

修复规划、设计、验收和绩效考核等工作。开采过程中的油气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可参照。为政府管理部门对油气矿山生态修复的管理提供

依据。 

2.科学合理。本文件按照标准编制规范的要求，以《矿山生态修

复技术规范  第 1 部分：通则》为基础，统一思路，结合油气矿山特

点和生态修复具体情况进行编制。编制组人员由生态、土壤、地质、

石油等多学科专业人员组成，力求规范内容准确科学。 

3.注重实践。根据分析研究调研所收集的矿山生态修复相关资

料，在总结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当前油气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现状

和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实践经验，广泛听取社会、企业方面的意见，提

高标准的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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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确定的论据 

本文件的主要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地质灾

害防治条例》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 

本文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 

本文件所涉及技术指标均依据引用的相关规范、规程、规定和在

实际工作中经验证明是可以达到的指标。 

本文件所涉及的矿山生态修复调查、问题识别、方案编制、修复

措施、监测评估等依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国家级地

质环境监测预报》《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区划》等项目成果资料，湖南

冷水江、广东平远、江西赣南、黑龙江七台河等典型矿区地质环境监

测工作资料，以及长庆油田、大庆油田、浙江油田、新疆油田、大岗

油田等油气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调研资料。 

（三）确定的主要内容 

1.术语定义 

在规范《通则》的基础上，突出了油气矿山点多面广的特点，参

照《土地复垦方案编制规程第 5 部分：石油天然气（含煤层气）项目》

（TD/T 1031.5-2011）相关术语定义，主要从生态修复的角度对油气

矿山场地、修复单元进行了定义。 

2.油气矿山生态损毁调查 

矿山生态修复前需做好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的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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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内容：包括区域生态本底、生态问题。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分

为四类：矿区土地、植被资源占用和破坏问题；矿区水均衡破坏、水

污染问题；矿山地质灾害；其它矿山环境问题（如放射性、噪声、自

燃、油污染等问题）。矿山生态环境问题还包括生物多样性、土壤结

构等。但有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无法进行修复，有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属

于自然资源部门管理。因此，从矿山生态保护与修复的实际情况出

发，主要考虑三方面矿山生态环境问题，矿区土地、植被资源占用和

破坏问题；矿区水均衡破坏问题；矿山地质安全问题。 

调查方法：提出了资料收集、遥感调查、野外实地调查、走访座

谈等调查方法的要求。 

3.矿山生态损毁问题识别 

依据当地主体功能区定位，分析油气矿山所在区域尺度的自然生

态系统、矿区破坏前的生态系统，结合矿区自然环境特点、矿山生态

修复方向和修复规模，建立油气矿山生态修复的不同类型参照生态系

统。将矿山生态问题与参照生态系统进行对比，分析矿山生态问题的

分布、规模、特征、严重程度和危害等。 

根据生态问题分析结果，场地条件等将油气矿山场地主要生态问

题严重程度划分为三个等级。 

4.矿山生态修复方案 

（1）基本原则：“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综合修复、经济可行、

合理利用”。考虑区域生态系统功能，科学划分修复单元，部署针对

性的修复工程，突出技术经济合理性、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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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内容包括：矿山基本情况（区域自然生态状况、矿山

概况、矿山生态问题）；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与目标任务；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部署（修复方式、修复措施、主要生态修复措施、修复工

程部署、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投资估算；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

保障措施 

（3）油气矿山生态修复总体定位，根据油气矿山各场地所处位

置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城镇空间布局，结合未

来用地规划、开发利用方式和土地用途等确定修复方向。“宜耕则耕、

宜林则林、宜草则草”，修复后应与周边生态环境相协调、或保持一

致。 

（4）油气矿山生态修复主要任务，按井场、站场、道路、管线

等分区域，明确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地貌重塑、土壤重构、植被恢复、

跟踪监测与成效评估等方面的工作任务。 

（5）油气矿山各类设施点多、面广，宜按地面工程建设内容，

在调查分析、综合评估、功能定位等基础上，结合矿区自然地理、社

会经济等条件，按油气矿山场地条件，宜分类对矿山井场、站场、道

路、管线等修复单元进行生态修复适宜性评价，确定各单元的生态修

复方向和修复模式。 

（6）工作部署，依据油气开发活动所危害的对象、程度与治理

难度，进行修复分区。编制分区治理方案，选择重点地区、重点工程

进行重点防治。并按各分区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和矿山环境问题，提

出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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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油气矿山生态修复技术措施 

（1）油气矿山生态修复措施包括：隐患消除措施、自然恢复措

施、辅助再生措施、生态重建措施。 

（2）充分考虑油气矿山生态损毁问题的特点，加强地质安全和

生态风险前导性治理工作。油气矿山各场地生态修复前，应参照 SY/T 

6646—2006 对废弃油（气）井进行封堵或拆除。按 HJ 25.4 要求进行

场地污染治理，按 HJ 607 要求处置泥浆池、污水池的废弃物，填平

井场内的泥浆、污水池等。 

（3）矿山地质安全隐患防治等前导工程，参照《矿山生态修复

技术规范》（通则）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要求执行，并由具有地质

灾害评估资质的单位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编制。 

（4）人工辅助措施，井场、道路等区域，表土层条件较好的，

采取场地平整、土壤改良、截排水等人工辅助措施进行场地的土地整

治，改善土壤功能，为植被恢复提供条件。油气资源开采后留用的主

干道、经过村镇和农业生产区的道路，应维护其平整性满足通行需

要，补植道旁缺损绿植。 

（5）生态重建措施，油气矿山各场地，在消除隐患，拆除相关

设施，清运、平整场地、改良土壤结构或覆土基础上，进行复垦或绿

化。按《造林技术规程》（GB/T15776-2016）、《人工草地建设技术

规程》（NY/T1342-2007）、《土地复垦质量控制标准》（TD/T1036）、

《耕地质量验收技术规范》（NY/T1120-2006）等执行。 

6.生态修复监测与管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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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气矿山面积大，修复点多，宜采用遥感监测、无人机航测技术，

对生态修复后区域植被覆盖度、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协调性等进行

监测。管护时间应根据油气矿山所处自然生态条件确定。 

7.生态修复成效评估 

油气矿山生态修复成效评估要在评估各井场、站场、道路区域修

复成效的基础上，分析整体生态系统的协调性，评估修复后区域生态

系统整体质量的提升。明确了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区域，监测工作的重

点内容。 

8.生态修复信息管理 

明确了油气矿山生态修复信息管理的主要内容、管理要求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规范编写基于系统总结以往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监测、评

价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广泛调研，了解矿行政主管部门、矿山企业，

以及矿区周边居民对矿区生态修复需求。确定了矿山修复的框架、程

序以及主要内容。本文件属于技术标准，主要源于矿山生态修复相关

的生态问题调查、工程措施等实践经验的总结。 

《矿山生态修复技术规范  第 7 部分：油气矿山》使油气矿山生

态修复过程中具有一个基本要求明确、可操作性强、标准统一的技术

要求，对规范矿山生态修复工作，提高矿山生态修复工程的实施质

量，推进油气矿山生态修复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具有重要意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40337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27721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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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油气矿山生态修复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提供依据，从而促进

油气矿山区域生态保护修复。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及与国际、国

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本规范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没有与国外同类标准水平进行对比。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规范不违背现有法律、法规、标准，是现有相关法律、法规和

标准的延伸。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为贯彻新标准，建议新标准发布后，由自然资源部召开新闻发布

会，利用各类新闻媒介，适时发布贯标通知，并委托相关机构和起草

单位组织培训，切实推动新标准的贯彻实施。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http://baike.baidu.com/view/8721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1142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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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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