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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矿区地质环境问题的特征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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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疆地区丰富的矿产资源成为了带动当地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方式之一，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新疆地区的生态环境极其脆弱，再加上人为不合理的矿山开采，对开发地区的地质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 引发了地面

塌陷、山体开裂、崩塌和滑坡、煤层自燃等一系列的地质环境灾害 , 本文从分析新疆地区的地质环境问题的特征及影响出发，

希望为矿业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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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疆矿产资源概况

新疆地区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矿产产地分布广泛。

能源矿产如煤、石油、天然气，矿藏丰富，最具代表

性的石油、天然气田有塔里木油田、克拉玛依油田等 , 西气

东输的主要天然气基地就位于塔里木油田。新疆的煤炭资源

也是新疆地区的矿藏丰富的产业之一，大型煤田基地主要集

中乌鲁木齐、吐哈盆地和伊宁等地。

有色金属类矿产资源如铀、富铁、金等优势资源在全

国占有重要地位。

大型的黑色金属矿区有哈密雅满苏铁矿、托里县萨尔

托海铬铁矿、鲸鱼山铬铁矿等。

稀有金属资源如阿西金矿、哈图金矿及阿尔泰山丰富

的砂金资源等，这些优势资源在我国处于重要地位 , 是新疆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 为进一步推进西部大开发提供重

要保障。

非金属、宝玉石及建材类矿产 : 云母、石英、钾盐、大

理岩、昆仑玉、 碧玺等矿产的储量都很丰富。如尉犁县的

蛭石矿储量居全国之首，占到全国总储量的 90% 以上宝玉

石的产地主要分布在阿尔泰山、昆仑山地区。

新疆盆地周边的矿山呈东西横向环状分布，新疆天山

地区岩浆活动频繁，成矿建造类型丰富。矿业已成为地区主

要经济类型 ，矿业产值占新疆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占

到整个新疆地区 GDP 的 15% 左右，矿山开发与地质环境破

坏成正比，在矿产资源的开发进程中，由于有些矿山企业不

顾矿山生态环境实际情况，地表植被、土地环境、水环境平

衡遭受不同程度破坏 , 造成煤层自燃、边坡失稳、废液乱流、

废渣滥置、水质污染，地面塌陷、山体开裂等次生地质灾害，

恢复土地利用率和土地治理率低，据不完全统计，每年的煤

自燃灾害使得 1×106t 资源遭到浪费，年经济损失达 10 亿

元人民币。

2 新疆矿区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自治区矿山不合理的开采由此引发了一系列地质环境

问题，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天山南北低山丘陵

区，如天山南麓拜城—阳霞—库尔勒煤矿区、天山北麓乌

苏—木垒煤矿区、阿尔泰地区、吐哈—大河沿—七泉湖七克

台—三道岭矿区、乌鲁木齐地区等。造成的灾害主要有如下

几种。

2.1 水环境遭到破坏

水资源在干旱 - 半干旱地区中显得尤其珍贵。矿产开

发后的污水会严重影响地下水环境，致使地下水污染严重 ,

水均衡遭受巨大破坏，气候因素再加上人为不合理的过度开

发地下水，使得自治区内的部分地区地下水中砷含量超标，

如米泉、阿克苏等地区。污染更为严重的地区其含量甚至远

远超过标准值，地下水中的化学元素含量超标会给当地人民

及矿工的健康产生一定的危害，如土壤中氟砷含量不当引发

会地方性疾病如地甲病、伽师病、地氟病等。除此之外，矿

厂由于条件有限，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 SO2 等有害气体会破

坏矿区周围生态系统平衡。

2.2 地面塌陷 

资源的开发过程中也会引发严重的地质问题和安全隐

患，如煤炭资源的开发可引发的问题有地面沉降、塌陷、开

裂、滑坡等地质灾害。采空区范围一旦超过该地承载力范围

将会引起地表下沉、公路塌陷、建筑物开裂，如乌鲁木齐六

道湾煤矿事件。哈密三道岭煤在 1967 年、1995 年、1999 年

频频发生山体滑坡事件，致使矿区的运输道路中断 , 造成巨

大的经济损失。天山北部地区的采空区塌陷问题严重影响

到周围的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该地全区的塌陷面积高达

63.95km2，占整个新疆地区地面塌陷的一半，2007 年在乌鲁

木齐芦草沟的一矿场采空区发生大面积的地面塌陷，致使多

人受到伤亡。

2.3 山体开裂、崩塌、滑坡

处于山区地区的矿山时常会发生山体的崩塌、开裂及

滑坡灾害，这些灾害主要集中在天山的丘陵地带，如乌鲁木

齐以及天山北麓乌苏—木垒煤矿区、和田地区、吐哈—大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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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七泉湖、阿尔泰地区、七克台—三道岭矿区等地。2011

年 9 月 9 日凌晨 2 时许新疆新源县发生一起山体滑坡事件，

造成 7 人全部遇难。2015 年 12 月 31 日新疆乌鲁木齐柴窝

堡白杨沟山区内一座石灰石矿山发生山体滑坡，两人被埋

压，多人受伤。山体滑坡会造成一定人员的伤亡以及财产损

失，严重时会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截至 2001 年，仅乌鲁木齐、

新源、昌吉、乌苏、巩留、阿克陶、阿图什等十多个县市地

质灾害点超过 1500 个 , 地质崩塌地区超过 200 个、地质滑

坡点近 500 个。

2.4 泥石流

新疆泥石流的高发期集中在 7、8 两月，主要是因为新

疆泥石流与暴雨密不可分的关系。泥石流主要形成在天山南

北坡、昆仑山北坡、和阿尔泰山南坡等的前山带及部分劣地

地段，这些地区植被稀疏，气候干旱作用下水资源蒸发强，

时常出现暴雨天气。新疆矿区是泥石流的频发地区，乌鲁木

齐南山矿区自 20 世纪 50 年代有记录以来，泥石流发作超过

20 多次。全疆矿区泥石流灾害主要集中在吐鲁番市、和田市、

新源县、乌鲁木齐、巴州水泥厂、伊犁市。2012 年 7 月 31

日凌晨，新源县阿热勒托别镇卓勒得沟一矿点因山体垮塌形

成泥石流，将阿热勒托别镇铁矿厂临时生活区一临时工棚掩

埋，造成 28 人被泥石流掩埋，16 人遇难。

3 矿区地质问题的治理对策

3.1 水环境防治措施

水资源的防止措施涉及到的环保、水利、林业、农业、

监察、矿管等多部门之间协调合作，因此，需要进一步明确

环保、农业、水利、国土资源、林业等部门之间的责任，理

顺矿山环境管理体制。严格控制矿区废水污水的排放，以减

少对周边环境的破坏。创新生产工艺也是减少废水排放的手

段之一，例如可以用无毒药剂代替有毒药剂，既减少了对环

境的危害，同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其经济效益。矿山排

放的废水一般呈酸性，废水中含有一定量的重金属离子，对

地下水环境造成严重污染，使生态环境失衡。目前对矿山酸

性废水的处理方法包括硫化法、中和法、置换中和法、萃取

电极法、沉淀浮选法等多种方法。在水污染的恢复和治理中

地球化学工程技术得到广泛应用，主要使用废水及污水的地

下注入方法消除污染或者环境矿物治理污染。矿井中的大型

机器使用的液压油、齿轮油、乳化油随矿井水排放至地下，

可对设备的使用加强管理，完善各类油用设备的密封性。处

理含有毒、有害元素或放射性元素的矿井水，首先去除悬浮

物，然后对其中不符合标准水质的污染物质进行处理，也可

用电渗析法除氟。含铁、锰的矿井水通常采用吸附、混凝沉

淀、膜技术、离子交换进行处理。在设计水处理工艺时必须

水质现状进行分析，然后对操作的取舍进行优化组合。

3.2 地面塌陷防治措施

对由于采矿引起的地表塌陷灾害，主要采取的是以防

为主、防治结合的方式。对未塌陷区进行塌陷危险性的现状

评价，圈定潜在的危险区域，做好灾害预防工作，对塌陷

区应做好搬迁安置工作。井下支护、充填采矿法、及岩层加

固等技术可以成为开采设计时防治塌陷的有效手段。此外，

可根据矿区的水文地质条件，地形地貌条件适当采用对地质

结构的修复方法，为实现矿区环境的动态预测和监测可利用

“3S”技术，建立矿区环境地质“动态”空间数据库，合理

采矿，预留保护煤柱可以防止或减少塌陷的发生，采矿单位

应主动向地方规划部门提供采空区位置及有关资料，以便于

工程建设单位进行勘察设计工作。加强采空区的地质工程勘

察工作是必要手段之一，地面塌陷的不断发生，一部分原因

是采空区上的工程勘察工作做的不够。由于不清楚地下空区

的情况，只能在塌陷事件发生后再去进行勘察，研究治理办

法，因此，加强塌陷区地质工程勘察工作和资料收集工作显

得尤为重要。对已经确定的重点塌陷危险区应坚决采取搬迁

措施。应尽量回填采空区，对剥离土地进行平整、复土造田

或植树绿化，搞好土地复垦工作，尽快恢复原有的生态环境。 

3.3 山体开裂、崩塌、滑坡防治措施

对于矿区发生的山体开裂、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

有必要研究和制定有关矿山环境保护的专门法律条例，建立

并完善矿山开采的灾害监测机制，有效地预防矿山的突发性

事故。着力解决矿山环境保护和管理中存在明显问题，明确

矿山环境保护的原则、有关制度和标准。法律法规应对采矿

人的环境治理责任采取强有力的控制，另外，可以采取一系

列的针对性措施来防治滑坡事件，例如改变滑坡外形、增加

滑坡的抗滑力、改变滑带土石性质、阻滞滑坡体的滑动等措

施，具体措施需要放到具体的实际情况中才能有效。在有滑

坡危险的地段必须采取防止滑坡措施，当客观无法制止时必

须设立观测站，若发生大暴雨或连续降雨时要日夜设立警戒

和派人巡逻，发现异常情况，立即将撤离受威胁的人员。定

期对矿区周围受山洪、山体滑坡威胁的区域进行全面检查 ,

如果出现问题应及时进行处理，不能及时处理的事故隐患，

应及时汇报上级，并采取措施进行处理。雨季期间，必须派

专人检查矿井及其附近地面有无裂缝和老窑陷落等现象。

3.4 泥石流防治措施

发生泥石流的主要诱因是持续的高温和暴雨天气，预

防泥石流的前提是要准确地预测短期内的天气变化情况，人

们可以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做好预防工作，如加固御防工

程、疏散人群、封锁交通道路等，同时也要做好河流沟谷地

区泥石流灾害的检测工作，认真分析河流沟谷地区泥石流爆

发的原因、发生的时间、条件，总结相关规律可以为人们减

少很多不必要的损失，例如艾尔库然沟的泥石流灾害通常在

6 月至 8 月份之间，3 到 5 年发生一次，有时候一年一发。

以植物为手段按泥石流发育的分布特点和不同类型特征营

造一系列不同组合、不同结构、不同功能的各种植物群落，

发挥林木对土壤的固持力作用来预防泥石流灾害，如水土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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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林、水源涵养林、护岸护滩林、薪炭林、经济林等共同组

成的一种以防止泥石流发生、扩散为目的的生物防护体系。

其原理是利用植被学观点，对地表具有截留雨水、滞洪固土、

缓减地表径流及改善土壤入渗和保水等作用，从而达到防治

泥石流的目的。对于有可能产生泥石流的地方以预防为主，

种植花菜、治山治坡，必要时应修筑拦截坝和疏导工程，利

用地形和地势会产生滑坡和塌方处上游修建排水截流设施，

在下部修筑挡土墙。发生灾害后对泥石流重灾区进行绿化和

治理刻不容缓，这有利于减少灾害带来的生态损失。

4 结束语

本文首先对新疆矿产资源概况进行了介绍，然后从水

环境遭到破坏、地面塌陷 、山体开裂、崩塌、滑坡以及泥

石流等方面对新疆矿区主要地质环境问题进行了分析，最后

从水环境防治措施、地面塌陷防治措施、山体开裂、崩塌、

滑坡防治措施以及泥石流防治措施等方面提出了矿区地质

问题的治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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