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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1

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阶段，社会经济生产对于矿产资

源的大量需求推动着我国矿产开采行业不断发展，这一

阶段的矿产开采以粗犷式开采为主，片面追求开采效率

和经济效益，忽略了环境保护和生态保护工作，导致矿

山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互相脱节，最终引发了大批量的

环保问题和生态问题。近年来，随着国家对于环境治理

工作的重视性不断提升，党中央对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提

出了全新的要求，“绿水青山”不仅是根本目标，同时也

是发展过程中的基本要求 [1]。

一、矿山地质灾害概述

矿山开采所诱发的山体滑坡、崩塌，是矿区常见的

突发性地质灾害之一。由于采矿开挖而形成的高陡边坡，

长期受风化、雨水等侵蚀易形成破碎危岩带及山体开裂

等，尤其是在运用崩落法采矿、暴雨不当时，极易诱发

山体滑坡、崩塌等现象。泥石流是沟谷中，由暴雨、冰

雪融水等含有大量泥沙石块的特殊洪流，在矿山的资源

开采中，由于山上的植被和岩石遭到破坏，特别是在暴

雨天气经过水的搬运作用，会形成降雨性的泥石流，这

种泥石流的发生也有其自身的特点，一般由石块、沙砾

和粘土组成，目前我国矿山泥石流的发生主要与矿山开

采中的废石堆较多、拦护措施差、结构松散等有关。矿

山开采所引发地面塌陷也被称之为采空塌陷。采空区塌

陷的现象主要发生在以空场法、崩落法进行开采的地下

矿山区域，在形成一定规模后自然发生垮落，一旦无法

及时有效地进行预防处理，将会诱发严重的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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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近地表的岩移中，威胁到地表建和道路的使用质

量安全，严重的还可进一步引发大规模山体滑移 [2]。根

据目前对矿山地质灾害的研究，滑坡灾害发生时，因其

平面范围、滑体体积、前后缘高差、岩土体结构等不同，

滑坡失稳之后的严重程度也会明显不同。比如很多矿产

地区，容易因为矿山开采导致大规模滑坡，这不仅会导

致严重的经济损失，还会引发人员伤亡，而农村地区的

小规模土体滑坡影响范围就相对较小。但是对任何地区，

都需要加强对滑坡灾害的重视，要坚持“以防为主，防

治结合”的原则，科学做好预防和治理工作，改善矿山

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

二、矿山地质保护的基本原则

1. 合理规划原则

从以往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过程中发现，矿

山废弃石料和废水的处理均是常见的现象，这些问题的

存在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地质保护工作的具体开展，且同

时也会导致保护工作的难度加大。为避免这一情况出

现，在正式开展矿山地质保护建设工作之前，相关工作

人员需要对保护区域进行系统的实地勘察，确保可以充

分了解保护区域实际情况，避免因为实际情况与既定计

划之间存在较大差异性。此外，地质保护人员需要始终

坚持合理规划、全面规划的基本原则，依据勘察结果

而制定工作规划，依据工作规划而指导具体的工作开

展 [3]。

2. 以人为本原则

“以人为本”本身就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基本原则，其

不仅关乎国家整体的发展和进步，同时也涉及到了多个

领域。而在开展矿山地质保护工作时，需要始终坚持

“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依据国家要求和行业标准开

展建设施工，依靠先进的勘察手段对潜在的地质灾害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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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综合性评估，同时要关注矿山开采企业的开采行为，

纠正不规范操作现象，这不仅有利于提高矿山地质保护

效果，更可以帮助开采企业规避开采风险，为实现安全

生产奠定良好的客观条件。

三、矿山的地质灾害

1. 地下水位发生变化导致的灾害

我们对矿山资源的开采会导致矿山山体内部发生变

化，而这个明显的变化就是矿山地下水位发生变化。地

下水位发生变化就会造成矿坑内溃沙涌泥和矿坑突水涌

水灾害。在采矿过程中会遇到一些蓄水溶洞，而一些矿

坑内部水位一旦升高，就会经过蓄水溶洞，从而这些水

里就会含一些碎石屑，泥沙。它们流出溶洞时，就会堵

塞一些矿坑会让一些工作人员陷入危险之中，如果非常

严重时就会对矿山地质环境造成破坏。矿坑突水涌水灾

害从字面上的意思理解就是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涌出来，

由于地下水位变化的多少人们不得而知，对突水状况也

无法预测，就会造成一些灾害影响施工。

2. 滑坡以及矿山崩塌引起的灾害

露天开采与地下开采是矿产资源开采的两种重要分

型，在进行地下开采时，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出现滑坡

以及矿山崩塌的危险，这是最严重的地质灾害，它不仅

仅对矿山业的开展有一定的影响，还加大了矿区工作人

员自身的人身危险造成极其严重的经济损失，也对生态

环境造成很大的破坏。在露天开采时，也会造成矿体崩

塌的危害，只不过在露天开采时是矿体边缘出现的崩塌，

虽然崩塌的结构不同，但是造成的危害却是相同 [4]。

3. 地下水位下降

矿山开采会导致区域地下水位下降，其发生率高，

危害极大。地下水位下降会影响矿山开采，如果地下水

位出现过大变化，会引发矿山坍塌，进而威胁开采人员

的生命安全。基于此，在进行矿山开采时，矿山企业要

做好地下水位评估，及时跟踪地下水位变化，以采取合

理的应对措施，最大限度地确保矿山开采安全。

四、提高矿山地测防治地质灾害和环境保护精准性

的方法

1. 提前做好矿山地质勘查

要想有效防治矿山地质灾害，开采之前必须做好矿

山地质勘查。矿山企业应安排专业勘查人员对矿山区域

进行全面的实地考察（勘查内容包括地质构造、地质环

境、水文信息等），然后将勘查结果作为依据，合理制定

矿山开采计划。这样可以有效避免矿山开采中出现突发

性地质灾害问题，最大限度地确保矿山开采安全、稳定

地进行。矿山企业要实时监测矿山边坡位置，及时发现

边坡变形、岩石碎裂等问题，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采取

边坡加固措施。对于地形条件特殊、容易出现地质灾害

的区域，矿山开采过程中要做好特殊标记，并通过合理

预防来确保矿山开采安全。

2.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工作

矿山资源由于开发，会有破坏，生态环境较为脆弱，

而我们也应该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意识不强，是许多开发企业的通病，而这时我们

就要加强关于矿山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宣传，让其深入人

心，人人实践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我们也可以设

计一套管理办法。首先，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应该制定一

些开采标准，开采计划，这些都是为了在开采过程中，

避免对矿山造成严重的破坏。其次，在开采的过程中会

产生一些废渣、废料，对于这些，我们应该指定放这些

东西的地方，以防企业开采过程中胡乱堆放造成对环境

的污染。最后，我们应当对开采企业进行监管，防止他

们在开采的过程中做一些破坏矿山周围环境的举动。

3. 合理规划开采计划

从本质来看，矿山地质灾害的出现与矿山开采企业

的不规范开采有着密切的联系性。想要从根本上预防矿

山地质灾害，就必须严格规范开采行为，减少过度开采

的现象。矿山开采企业需要严格规定实际开采量，严格

依据开采计划进行开采，不得出现违规开采的现象。开

采计划的制定需要依据矿山区域的实际情况，开采前应

当深入矿区现场，通过科学的勘察方式来获取地质数

据，并经过严密的计算获取开采计划。此外，矿山开采

企业还需要做好地质环境监测工作，尤其是在矿山岩石

层出现变形趋势时，需要立刻停止开采活动，并进一步

评估井下的安全性。最后，矿山开采企业还应当进一步

加强技术管理工作，保证开采技术的应用合理性与规

范性，在保证生产安全的情况下进一步强化环境保护

效果 [5]。

4. 小心使用爆破

爆破对于矿山开采有着非常大的作用，但是相应的

爆破手段对山体的破坏也是非常大的。对于矿山开采的

爆破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我们要将爆破技术进行合

理的运用，既能够对开采矿山造成巨大的便利，又能让

地质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小。爆破手应当对山体的情况

有一个了解。对于火药的使用，也要精确的计算使用的

量，还有一些安放的位置，这些控制好了，可以提高开

采矿山的工作效率，我们就能减少对山体的破坏，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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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保护周围的地理环境。

五、结束语

目前我国的经济水平发展迅速，日常生活中对能源

的需求不断扩大，矿山业的开采在近几年中也呈上升趋

势。随着人们对矿区大规模的开采，我国的矿产资源逐

年减少，而且在开采的时候对旁边的地质造成了极大灾

害，非常严重的破坏了土地的生长，人们赖以生存的生

态环境遭到极大破坏。因为有了以上这些情况，我国对

矿山的开采方法也在进行不断的更新，探讨能够使用最

简便的方法最安全的形式完成能源的开发，我们要不断

的关注地质灾害带来的影响，最大化的保证我国经济平

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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