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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质环境是一个动态系统,由于自然和人为的作用常超出生态环境允许的程度,使地质环境恶化,最终给人类自身发

展带来不利的影响。所以地质灾害是由于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使地质环境恶化,并造成人类生命财产毁损以及人类赖以生存

的资源、环境严重破坏的事件。基于此,本文概述了地质灾害,阐述了地质灾害造成的影响,对地质灾害防治和保护地质环境存

在的主要问题及其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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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而地质灾害则是

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行为不当使地质环境遭到破坏。地质灾

害的频发与地质环境的日渐恶化,都不同程度的制约着社会

经济发展,所以必须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环境保护。 

1 地质灾害的概述 

地质灾害是因为自然原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全

体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或使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资

源发生严重破坏的地质现象。地质灾害一般可分两大类：第

一类主要是由自然因素引起的地质环境问题,又称第一环境

问题,属自然地质灾害。这些灾害不以人类历史的发展为转

移；第二类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发的地质灾害,称第二环境

问题,属人为地质灾害。目前我国发生的主要地质灾害大部

分都是各种人为因素引起环境问题。人为因素引起地质灾害

的特征主要体现在：第一、人为灾害面广。建筑、通信、道

路等设施工程的大规模扩展,影响着地区性的环境恶化,诱

发区域性的自然灾害(旱、涝),逐步导致全球性的自然灾害

(沙漠化等现象)。人类的活动波及范围广,具有“升温效应”

的影响力,诱发了地质和气候灾害的发生,其影响力是全球

性的。第二、人为地质灾害的损失巨大。自然灾害中地震、

台风等损失较严重,而人为因素引起的地质灾害损失也很巨

大。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引发的地质灾害也增加了很多,

造成的损失非常严重。 

2 地质灾害造成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虽然在地质环境保护、预防地质灾害、保护人

民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但是由于在地质环境

开发利用与保护方面至今还没有一部较为完善的法规来进

行规范,人们对地质环境的认识及重视还停留在较为初级的

阶段,加之某些地区地质环境条件较差,不合理人类工程活

动等日益加剧,从而导致地质环境问题日渐突出。经济活动

诱发的地质灾害在频度、程度上都大大加强,进而导致对地

质环境的破坏越来越严重。频发的地质灾害和恶化的地质环

境,严重制约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3 地质灾害防治和保护地质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3.1 人类活动使地质环境遭到破坏。随着人类活动的不

断发展,对自然改造能力的迅速提高,人类在利用地质环境

的同时,其活动作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动力因素对地质环境的

破坏也越演越烈。水土流失,土地砂化,土地盐碱化,冻融,

地震等现象发生频繁。地质环境质量日趋下降,自然资源损

失严重,人为地质灾害频繁发生,整个地质环境向紊乱、衰退

的演替趋势发展。再加上“三废”抛掷无度等等一系列人类

工程,经济活动已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地质环境问题。  

3.2 保护意识问题。我国具有许多在国际和国内都享有

盛名的地质遗迹。但由于保护不得力,开发利用粗放,管理滞

后,破坏地质遗迹现象屡有发生。例如,嘉荫龙骨山的恐龙化

石有的被风化破坏,有的被江水冲走；五大连池火山地貌被

开辟为采石场,碎石成堆；勃力硅化木被推土机推出,弃之如

粪土。诸如此类事件比比皆是,几乎每个地质遗迹都遭受了

不同程度的破坏。地质遗迹的破坏不仅使地质环境改变了,

同时也使得经济发展受到了阻碍。增强保护地质环境意识刻

不容缓。 

3.3 矿产资源浪费问题。在大规模开发利用矿产资源的

同时,也大大改变了矿山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

式,产生了严重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给矿山地质生态环

境和资源带来巨大压力。矿山整体地质生态环境质量下降,

天然植被覆盖面积降低,裸露岩石增加,地下水资源枯竭,水

质恶化,降低了整体防风固沙、蓄水保土、涵养水源、净化

空气、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功能,加剧了水土流失、土地

沙化等地质灾害。对矿山开发建设构成威胁,严重制约矿山

地区的发展。另外,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又是发展中国家,资

源需求量极大,出现掠夺式开发与利用矿产资源的现象。尤

其省内许多不登记的集体和个体企业技术落后,装备差,回

采率低,布局混乱,产品结构不合理,造成资源浪费严重。 

4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策略的分析 

4.1 建立健全地质灾害监控体系。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

环境保护需要建立健全适应不同建设需要的地质灾害监测体

系,评价地质灾害的稳定性及动态趋势,以达到预防的目的。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包括地理信息系统技术(GIS)、遥感技术

(RS)及全球定位技术(RS)等,在这一领域的技术优势,包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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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高等院校、国家专业实验室及科学研究机构,对地质环境与

地质灾害现状开展系统的大规模调查与建档工作,重点查明

重要城市、经济带、交通干线及人口密集区地质环境状况及

地质灾害的发展趋势,为防灾减灾决策提供基础依据。建立地

质环境与地质灾害监测及监控体系；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建立

地质环境与地质灾害的信息系统、危险性分析评价系统和防

灾减灾决策支持系统,并通过网络传输的手段,实现信息的全

社会服务体系,为各级政府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4.2 积极改善人类活动与地质环境的关系。环境恶化和

破坏的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没有充分认识到环境对于人类的

重要性,在于人类忽视甚至违背自然规律而对环境进行的不

恰当的过分干预。因此,当务之急是改变人类的基本观念,增

强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意识,建设符合人与自然和平共处、协调

发展的新环境文明。建立同步发展观,即应该追求人、社会、

经济和环境同步发展的观念；建立整体效益观,即把追求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作为社会的发展目标；因

为惟其如此,人类的整体生活质量与其所处的环境质量才会

得以保障和提高。环境质量的提高,消除了地质灾害滋生的

土壤,从根源上抑制了地质灾害的发生。 

4.3 合理利用资源减少灾害发生。自然界承受人类活动

的冲击是有限的,也就是说,在特定的地质空间里,地质环境

的容量是有限度的。人类所有生产和生活的消费物质,都是

直接或间接地取自地质环境。同时,人类在生产和生活过程

中产生的一切废弃物,又都直接或间接地排放到地质环境

中。然而,地质环境系统供给人类利用的一切物质都不是取

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对人类排放的有害废物的容纳能力和

自净力也不是无限的。地球上资源和环境有限的客观存在,

迫使人们不得不改变资源和环境无限的传统看法,改变掠夺

式开采资源和利用环境的方式,必须有节制性,合理性地利

用资源和环境,这样才能使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统一,逐步

改善已被人类破坏了的地质环境,从而有效的降低地质灾害

发生的频度和程度。另外对于地质遗迹也要进行合理利用,

并加大保护力度。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地质灾害和地质环境是息息相关,地质灾害

是在特定的地质环境条件下孕育发展的,其发生受到其所处

地质环境制约。相反地,地质灾害又对地质环境具有破坏作

用,制约其经济发展,因此必须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和地质

环境保护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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