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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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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进入到新世纪之后，我国环境问题越发明显，如何在确保自然环境良好的前提下进行工业发展与生产成为当下

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矿业作为我国工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承担了各类原料以及能源的产出，但是因为各类材料

深埋地下，所以想要获得就需要进行深度开采，久而久之矿山地区的地质灾害频发，生态环境受到破坏，这违背了我们人

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原则。基于此，本文立足于矿山治理角度，分析了矿山地质灾害治理方法，研究了矿山生态修复具体措施，

希望以下内容的论述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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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矿业一直都是国

家重视的项目之一，经过七十多年的不断发展，我国已

经成为当下世界上矿业开采与输出的大国之一。但是在

发展初期，为了追求效率，往往忽略了对矿山周围环境

以及地质的保护，进而诱发生态环境问题。当下，矿山

修复已经成为我国土地资源再利用的重要途径，关系着

我国可持续发展大计划。因此，矿山修复对矿山地质灾

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的研究有着鲜明现实意义。

1 不同矿山地质灾害的治理措施
1.1 采空区塌陷的防治措施

采空区塌陷是矿山开采之后经常出现的一个问题，

因为地下矿石被开采一空，所以地质空洞，此种情况下，

在外力等条件的作用下，这个位置将会发生塌陷，甚至

直接形成空洞。针对这一问题，主要采用的防治方法可

以分为以下几种：

①充填复垦法。充填复垦是当下矿山采空区修复的

常见方法之一，其主要形式是在采空区内部填充新的材

料，确保采空区结构完整稳定，并且在基层填充达到一

定标高之后，还会在上层添加不同类型的营养土，这样

采空区位置的土壤环境就得到了改善，该位置也可以在

短时间内投入使用。

②崩落法。崩落法最终的目的同样是为了确保采空

区结构完整，与充填复垦法不同的是，崩落法选择的填

充材料为采空区的围岩，通过深孔爆破，将采空区围岩

进行破碎处理，以此填充采空区结构。

③支撑法。与上述两种方法不同的是，支撑法不会

对采空区进行填充以及结构再造，而是直接应用矿柱以

及支架进行加固处理，从而避免采空区在外力的作用下

发生危险性形变。

④封闭法。封闭法不会对采空区进行填充以及支护

处理，而是直接采用隔离的方法进行危险规避，例如一

些小矿道就会采用封闭方法，以免发生不必要的危害。

1.2 岩爆的防治措施

岩爆也是矿山作业中存在的地质灾害之一，由于开

采会加入众多的外力，所以土壤层中的岩石将会积累弹

性作用力，当这种作用力达到一定数量之后就会发生岩

爆现象，轻则岩石表面发生脱落问题，重则岩石表面迅

速瓦解并且碎块呈弹射状态。而为了避免遭遇岩爆问题，

就需要在开始之前做好地质分析，通过发球物理法以及

统计法等形式，进一步明确岩爆位置以及发生程度。而

为了避免此种现象则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①工程设计阶段应该充分考虑到洞轴线以及断面形

状，降低开采外力施加。

②具体施工过程中应该做好岩体的应力解除，例如

通过喷水等形式，软化岩体周围地质，从而让岩体内部

弹性力得到一定释放。除此之外，超前加固以及超前支

护同样是有效方法。

1.3 滑坡的防治措施

由于开采的不断深入，矿山中将会形成各种类型的

断面，不同断面组成的边坡因为受力不同，所以将会产

生滑坡问题，针对此种情况，可以采用的防治措施有：

①采用支挡或者是锚固的方法对边坡进行固定，提

高边坡稳定性。

②通过消减的方法降低边坡坡度或者是高度。

1.4 崩塌的防治措施

崩坍主要是因为开采中岩层结构不稳定而产生的现

象。为了降低崩塌发生的概率以及影响，可以采用以下

几种方法进行防治：

①施工之前做好地质调查与分析，对于软地质层以

及风化破碎面积较大的应该做好支护以及规避，通过减

小边坡台阶的高度或者是降低边坡高度来减小结构重力。

②对于经常发生岩石滚落的位置应该做好隔离与防

护，并且张贴警示标语。此种情况下如果需要进行爆破

作业，那么就需要做好逐孔降震，确保整个地质环境不

会发生过大震动。

1.5 煤与瓦斯突出的防治措施

在实际作业中，瓦斯是必须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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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会对工作人员以及矿洞结构造成重要影响，为了降低

煤与瓦斯之间的冲突，工作人员可以采用以下几种方法

进行防治：

①如果开采位置的每层较为危险，那么应该在开采

之前做好瓦斯的抽放工作，并且采用均匀钻孔进行布置，

这样可以很好的保证瓦斯压力以及周边结构稳定性。

②对于存在一定距离的煤体应该采用大口径钻孔进

钻进行处理，以保证内部瓦斯可以得到提前的释放，同

时对于瓦斯还可以采用封堵、抽放等方法控制其含量。

③施工中，工作人员应该做好煤层顶板等位置的应

力检测以及相关工作人员的安全教育，这样才能进一步

避免瓦斯安全事故的发生。

1.6 矿山泥石流的防治措施

因为在经过开采以及挖掘处理之后，矿山主体结构

本身存在一定的不稳定性，所以在雨水以及其他外力的

作用下，十分容易产生泥石流。针对此种问题，主要采

用的防治措施是做好拦挡以及防护措施，并且配置必要

的排泄渠道做好辅助。例如在一些较为危险的地方设置

拦截坝等。

2 地质灾害治理管理策略
对于地质灾害的治理与管理不能本着发现问题解决

问题的态度进行作业，而是应该做好日常的管理与防护，

争取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之中。

2.1 科学使用采矿技术

矿山之所以会成为地质灾害频发的地点，主要是因

为开采施工对矿山本体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那么如果可

以在开采过程中，科学的应用开采技术，就可以保证矿

山主体结构稳定，降低矿山地质灾害发生概率。

例如在现阶段的开采过程中，主要应用的开采方法

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充填开采、部分开采以及覆岩离

层带注浆充填方法。但是在实际应用中，不同开采方法

都存在一定局限性。所以，可以通过“采—注—采”的

改进开采方法，降低不同开采方法所带来的局限性，从

而进一步提高地质控制率，解决地质结构与开采作业之

间的矛盾。

2.2 构建灾害监测网络以及预警信息系统

如果可以在灾害发生之前就知晓灾难即将发生，那

么就可以将灾害的影响降到最低，从而提高整个工程的

安全性。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工程管理人员应该充分应

用信息技术以及其他简单科技，确保地质勘察可以更加

全面与精准，不仅需要实现多危险地区的监控，还需要

实现不同地区的灾害监控。最终需要建立健全一个综合

检测系统，并且实现生态地质跟踪监测，以求进一步降

低危险发生概率。

2.3 加大宣传，普及矿山地质灾害防治知识

意识决定行为。只有工作人员真正认识到矿山地质

灾害所带来的影响，工作人员才能在施工中注意防范灾

害以及规范行为。这就需要日常生活中不断加大地质灾

害宣传力度，并且教会工作人员应对危险以及处理危险

的方法，以求危险发生之后，工作人员可以首先确保自

身安全。除灾害防治等知识的传授之外，还需要教导工

作人员必要的抢救措施，以备不时之需。

3 矿山生态治理与环境修复分析
3.1 矿山污染来源和特点

3.1.1 矿山污染来源

就目前我国矿业发展情况而言，其工程本身对于矿

山周边环境的影响十分明显，具体来说，矿山污染的主

要来源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方面，矿山开采过程中将会

产生各类废气、废水，这些废物排放不当就会对周边环

境造成影响；一方面，矿山开采过程中需要进行大面积

钻孔以及爆破处理，此种情况下会形成大量的扬尘以及

噪声；另一方面，部分矿石本身具有一定污染性，例如

重金属矿石等，这类矿石携带的重金属元素，在雨水以

及其他条件下渗透到周边土壤以及河流当中，最终对周

边环境造成影响。

3.1.2 矿山污染特点

结合矿山污染内容以及具体来源来看，矿山污染特

点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①隐蔽性与滞后性。矿山开采

作业最终所造成的污染需要一段时间之后才能检测的出

来。②累积性。最终造成的污染只有在日积月累之下才

会逐渐显现。③不可逆。污染一旦发生并且被人发现之后，

便具有鲜明的不可逆属性，此种属性代表，依靠当地生

态环境本身进行自净化已经无法重新回到最初的样子。

④治理难度大。这类污染一旦发现就需要从多个角度以

及周边各个地区进行治理，范围较广，需要投入大量的

人力、物力。

3.2 矿山污染的危害

矿山污染最终带来的危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

论证：一方面，矿山污染对周边人群的危害。污染对于

人体健康直接造成影响。另一方面，矿山污染对周边自

然环境的影响。当土壤受到污染之后，内部微生物活性

逐渐降低，营养成分流失，逐渐的当地农作物数量下降。

当周边水环境受到污染之后，水质降低，水环境稳定下降，

水中生物减少，当地人群通过饮水将污染因子带入体内，

从而健康受到影响。

3.3 矿山生态治理与环境修复技术研究

3.3.1 地质修复技术

（1）回填技术

在地质修复中，回填整平的方法应用较为广泛，主

要方法就是应用机械设备对场地进行修正，并且就地取

材对土壤进行回填。当然，就地取材进行回填主要针对

的普通矿山，因为普通矿山的土壤污染性较小，可以直

接进行应用。而如果是重金属矿山，则需要在回填开始

之前做好土壤检测，确定土壤质量以及污染程度，若土

壤受到重金属污染，那么需要采用土壤修复技术，对当

地土壤进行修复，然后再进行回填。而在土壤修复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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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土壤运输管理，以免重金属污染土壤发生泄露，

进而扩大污染面积。

（2）坡面加固排危技术

在整个矿山开采作业中，将会造成明显的地表裸露

问题，而裸露的地表因为没有植被覆盖，所以稳定性较差，

为了降低这部分地质结构的危险性，可以采用地表加固

处理方法进行地质修复，以求进一步提高地质安全性。

在修复工程开始之前，施工人员需要做好地表区域划分，

然后在不同段落中进行针对性修复。修复将会应用大型

铲运机对岩石以及其他土层进行剥离，并且区分装载，

而在复垦条带的应用中，将会采用“铺洒式”整平方法

进行铺设，最终采用植被种植的方法对边坡进行绿化处

理，这之后裸露地表将会形成梯田绿化带。

（3）土方疏通技术

土方疏通技术的应用主要是为了尽快恢复矿山区域

的应用价值，在小土方的简单处理下，让矿区可以在短

时间内投入使用。例如在某个矿区的地质修复活动中，

采用土方疏通技术进行处理，并且建设水利系统，这样

矿区在短时间内就转变成为农田。

3.3.2 地貌修复技术

（1）物理工程技术

在矿区的地貌修复工程中，可以采用物理技术进行

初步处理，例如采用石骨架技术、以及钢筋混凝土架构

进行修复，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部分特定地貌，并且具

有一定的持续性，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不会发生破碎。

（2）生物装置技术

在地貌修复过程中，常见的生物装置技术有植生卷

铺盖法以及较为常见的客土喷播技术，这两种技术可以

在短时间内让地貌复原，并且形成良好的绿化环境。

3.3.3 生态植被恢复技术

（1）植物配置养护技术

①需要充分考虑当下自然环境，从而选择良好的种

群配置，这样才能确保在种植之后，不仅美观，而且植

被可以长期存活。②植被种植之后需要做好养护工作，

养护工作应该持久且认真，这是人造自然林以及生态环

境可持续发展的主要条件之一。

（2）植被营造技术

常见的植被营造技术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植

物喷播技术。在矿山环境中喷播草种是一种经济性较高

的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方式，可将草种喷播在矿山边坡中，

形成良好的边坡绿化环境。第二，鱼鳞坑、围堰栽植技术。

如果矿山边坡地形条件良好，则可开挖鱼鳞坑，或砌筑

围堰，开挖坑槽，并种植适宜的树种，完善矿山生态系

统。第三，容器苗栽植技术。在有些重金属矿山环境中，

植物种子发芽速度缓慢，对此，可采用容器苗栽植技术。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矿山的地质修复还是生态环境修

复都并非是简单的种树与回填，而是需要根据矿山具体

地质情况以及生态受损程度进行综合分析，进而采用针

对性的方法提高矿山周边环境质量。需要注意，治理仅

仅是我们需要做的基础步骤，后期的养护与防护同样重

要，尽量避免对矿山周边环境造成二次伤害，这样才能

确保矿山地质与生态环境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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