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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些年来,我国的矿业发展迅速,建成了多座以矿业为主的城市,但长期的矿产开发活动在为经

济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对矿山及其周围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

坏。地质灾害防治与生态环境修复是一项长期工作,文章以此为背景,阐述了矿山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因

素,为地质灾害的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及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地质灾害；环境治理；保护对策 

中图分类号：P55  文献标识码：A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绿色发展,已成

为我国新时期发展的基本国策之一。努

力做好矿山施工环境控制,符合国家产

业经济发展目标,促进我国矿产开采事

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

效益的提升,需要在矿山开采的同时加

强地质灾害的防治,并且采取地质环境

保护措施。地质灾害防治与生态环境修

复是一项长期工作,文章以此为背景,阐

述了矿山地质灾害形成的主要因素,为

地质灾害的治理和生态环境修复及人们

生命财产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矿山地质灾害的评估 

开展地质灾害评估及治理工作,首

先进行现场调查、收集并利用前人资料

的基础上,利用相关的评估理论和方法,

进行综合分析评估,进而提出矿山地质

灾害的治理措施。在评估矿山地质灾害

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保证评估结

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由于其评估方法

比较多,所以在评估的时候选择评估方

法,应当根据当地地质的实际情况而定。

评估方法的选择主要看矿区资料的搜集

程度,矿区前期的地形、地质、矿体分布、

矿山开采设计等资料搜集不到的情况,

应采用定性评价的方法。 

2 矿山地质灾害区的生态环境

问题的表现形式及危害分析 

2.1地表景观破坏 

矿山开采主要是露天开采和井工开

采两种方式。矿山露天开采对地表带来

的破坏主要是对地表植被的砍伐,土壤

的剥离,岩体的挖损和固体废弃物的堆

积,开采后会产生大片的裸地和大面积

的地陷坑。井工开采对地表景观的破坏

表现在因开采所导致的地表沉陷和地

裂缝,以及因地质结构的变化所影响的

地表植物的生长情况、坑洼地水源的聚

集或流失和地表河道的改变等。此外,

在开采中产生的煤矸石、废石废沙等固

体废弃物的堆积,经雨水冲刷和淋溶,

产生的有毒有害污水也会污染地表景

观及河流。另外,由于开采技术的问题,

在矿山开釆中尘土飞扬,浓烟滚滚等对

大气造成的污染也会间接对地表景观

造成破坏。 

2.2土地污染 

根据污染物的来源不同,矿山地质

灾害区的土地污染可以分为三方面：水

体污染型、大气污染型和固体废弃物污

染型。水体污染型可分为对地表和地下

水污染两种。对地表水污染主要表现在

两方面,一个是在矿山开采过程中会有

大量的矿井水和尾矿废水排入河流,使

地表水水质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再一

个就是随着采空区面积的扩大,引起地

质结构的变化,产生导水裂隙带,导致地

表水沿着裂缝渗入地下或矿坑,使得地

表径流减少,水库存储量下降。由于受开

采技术和环境的限制,矿山开采中经常

可以看见烟尘滚滚,特别是采石场的施

工。但是伴随矿山开采活动所带来的不

单单是大气污染,因采矿活动而产生的

烟尘等废气会伴随降水(酸雨)或者是大

气循环而落到地面,从而引起土地污染,

影响动植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产活动。

固体废弃物污染是指矿产资源开采中所

产生的废石废渣、煤矸石和有色金属等,

在堆放和处置过程中通过渗透、淋滤等

方式直接或间接地造成土地污染。煤炭

开采过程中的煤矸石排放量约为原煤开

采的10%-20%,在洗选加工中的排放量约

为洗入量的15%-20%,其排放量还是相当

大的。 

2.3生态环境系统的破坏 

在采矿活动过程中会产生物质转移

和能量交换,使得矿山地质环境产生变

异,并集中的表现在生态环境的破坏上,

引起地表植被的破坏,物种退化和减少

等。不管是露天开采还是因为井工开采

引发的地面沉陷,矿业开采所带来的最

直观的感受就是地表景观的破坏,包括

土壤层和地表植被层的破坏,进而破坏

了根系一土壤一土壤生物的生态平衡,

土壤物理化学性质的改变又会引发土

壤中微生物生存环境的改变,使得原来

土壤生物群落的结构和组成受到破坏。

矿山开采所引发的次生灾害可分为缓

变型地质灾害和突发型地质灾害。缓变

型地质灾害主要包括采空区沉陷、岩溶



建筑技术研究 
第 3 卷◆第 8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651 /（中图刊号）：860GL005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2 

Building Technology Research 

地面塌陷、地裂缝、水土流失、土地沙

漠化等。 

3 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及环境修

复措施 

3.1多部门联合建立监测体系 

为了协调和平衡各方利益,加强对

矿山开采全过程的监督管理,建议由政

府牵头整合政府、国土、林业、环保、

安监等多部门职能,设立专门进行矿山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机构,赋予其独立的

执法权,专门进行矿产资源从开采到闭

坑全过程的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监督。有

了专门的管理机构,可以将更多的精力

放在监督矿山企业的环境治理上,提高

效率与执行力,并不定时地对各个矿山

企业周围的矿山地质环境指标如地下

水、土壤等进行动态监测,发现污染物超

标立即进行整改处理,设立专门机构可

从源头上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工作。 

3.2加强矿山开采控制及采后治理 

矿山地质灾害具有多样性,要全面

预防地质灾害的发生,需要结合矿山的

实际情况,进行科学合理的开采,最大程

度上避免环境恶化,将地质灾害的发生

概率降到最低。在实施矿产资源开采前,

应做好矿山地质勘测、制定开采方案以

及开采后的恢复治理等措施。针对采后

的矿山,可利用以下措施对其进行环境

恢复治理,如失稳边坡治理、固体废料综

合利用、回填矿坑、清理矿渣和煤矸石

堆,或将煤矸石用于修路及加工成各类

建筑材料,塌陷区复垦利用等。注意在处

理崩塌、坠石、滑坡等危险部位时,一定

要防止事故的再次发生。此外,相关管理

部门及矿企管理人员要加强对矿采工作

的巡视力度,严格规范采矿作业的行为,

禁止将采矿剥离的土皮随意堆放,应堆

放在指定位置,用于采后矿山恢复及治

理中。对曾经发生过灾害的区域要做好

全方面防护工作,加强坑道的支护,防止

塌陷情况出现。对矿区出现的积水问题,

工作人员应该对降水量较大、地表渗透

性较强的区域及时采取处理措施。对采

矿塌陷区的修整工作需要依据积水区域

实际情况进行,依照积水区域的深度参

数,结合当地的历史地质特征,对矿区地

质环境采取优化治理措施。 

3.3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保护 

现阶段,我国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

与的保护仍处于发展阶段,在此项工作

进行中,相关地质勘查人员需要进行地

质环境的整体评估,通过实地调查对地

域环境展开合理分析,对地质环境的实

际应用情况进行合理评估,通过分类建

设与应用,来促进相关区域的经济发展

与进步。通常,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可采

用护坡、土地平整、客土改良土壤,施肥、

引水、灌溉等措施,大面积种植园林植

物、草坪、花坛等,如景观大道、休闲广

场。可修建人工湖及各色景观,如瀑布、

喷泉等；可通过森林面积的扩大,形成绿

色氧吧,如林荫走廊。调节近地表温度、

缓和严寒酷暑、降低风速、减少沙尘。

减少噪音,绿化、美化环境,从而达到矿

山治理与保护的整体效果。 

4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发展

趋势探讨 

4.1矿山地质环境综合性分析 

矿山综合地质复杂,涉及内容广泛,

与矿山相关的产业以及矿山产业活动影

响下的地区发展还需更深层次的研究,

这些研究将对矿山地质环境分析具有重

要影响,推动矿山产业长久可持续发展。 

4.2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评价体系的

完善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还有很大不

足,仍处于初步水平。相关评价标准评定

也不太清晰,各类评定权重也不统一,很

难开展有效的评价。这就需要相关专家

进行认真商量讨论后制定出可行性方案,

完善评价体系。 

5 结语 

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过程中,我们

国家已经做了很多,但这些远远不够,为

了能够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们要总结以

往经验教训,合理利用区域内有效地质

环境,进行恢复与环境生态建设,将可能

出现的矿山地质灾害风险降至最低。在

进行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时,需要进行整

体思考,采取有效方式对地质环境进行

合理判断,缩小地质灾害的影响范围,同

时结合实际情况,科学预测,尽最大的努

力搞好矿山地质灾害环境保护与治理问

题,最大限度地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实

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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