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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财富，是经济和社会发

展的重要资源，如果没有了矿产资源，工业将失去发

展的动力，人们的生活质量也会受到严重影响 [1]。

但由于采矿活动的特殊作业环境，对地质环境引起

的危害较大，诱发了多种地质灾害，造成了重大人员

伤亡和人员经济损失[2]，因此，为了追求采矿活动的

可持续开采，减少诱发地质灾害的发生，应对采矿活

动加以引导、规范，增加科技投入，加强管理监督，在

保障人员安全和降低地质灾害的基础之上，最大限

度地提高经济效益。

1 采矿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11..11 对土地影响对土地影响

采矿活动破坏和侵占大量土地，造成水土流

失。采掘过程中会引起土地塌陷、裂缝，减少耕地面

积；各类废石废渣、尾矿的堆放也侵占大量土地。据

不完全统计，全国矿山累计占压土地达 586万 hm2，

破坏森林约106万hm2，草地263万hm2 ，山西省的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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矸石山有 100多座，占地超过 2000hm2；大小建材矿

山（点）15万余处，矿山表土剥离通常忽略了对可耕

种土壤的保存，导致严重的水土流失；地表植被破坏

后受风力水力的侵蚀加剧，大片土地出现沙化。此

外，矿山选冶排出的酸性废液、洗煤废水污染浸蚀着

矿区周围的土地，导致大片农田荒芜损毁。

11..22 对水的影响对水的影响

地下开采造成上覆岩层原始应力的破坏，上覆

岩层出现冒落、断裂、离层、弯曲等现象，当破坏发育

至地表时地表出现下沉、裂缝、塌陷坑等破坏形式[3]。

这种破坏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面降水的径

流与汇水条件，使地表水通过裂缝渗入地下，引起河

流水系的流量减小，严重时地表河流水系甚至出现

断流现象；另一方面，由于采空区上覆岩层受到破

坏，岩层裂隙更加发育，上覆岩层的含水层在水位和

流向上受到干扰，地下水沿着发育的裂隙加速向采

空区或深部岩体渗漏，使水位降低，严重时导致地下

水疏干，井泉干涸。

11..33 采矿引起的地面沉降采矿引起的地面沉降

人们为了追逐经济利益，在采矿过程中一味地

追求产量，不重视环境保护问题，造成了严重的地质

灾害。其中，地面下沉是所造成的地质灾害中比较

比较严重的一种。根据统计，至1996年全国煤矿范

围内约有30万 hm2塌陷面积，平均每采万吨煤塌陷

面积0.2 hm2，在塌陷同时，地表出现高度、深度不等

的裂缝。如位于阳泉矿务局井田范围内的狮脑山，

由于塌陷造成地表形态损坏，形成长 300 m，宽

1.2 ～ 1.3 m，深 0. 6 ～ 1. 5 m的大裂缝,使地面产生

高低不平[4]。

11..44 采矿引起的山体滑坡频繁发生采矿引起的山体滑坡频繁发生

受采矿活动的影响，当山体坡度超过 25°时，且

地表为砂质粘土和坡积物受长时期风化侵蚀或水流

冲刷而处于自然平衡的临界状态，山体出现裂隙、滑

动，继而出现大面积滑坡的可能性比较大。采矿引

起的山体滑坡不仅对地面景观造成了一定程度的破

坏，而且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如阳泉矿区二矿

大南沟口古滑坡因采矿影响而发生新的滑动，使滑

体推动下方二级台地蠕动，导致附近石太铁路路基

向桃河推移了近20米，使道床鼓起，被迫改线重修，

损失近千万元[5]。

2 治理对策

22..11 发挥法律的作用发挥法律的作用

依法治国是我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措施。法律能

够有效限制甚至消除人们在采矿过程中的不合理行

为，进而保护地质环境。第一，法律明确规定了矿产

生产企业的行为。目前，我国已经制定了《环境保护

法》、《土地法》、《水土保持法》和《矿产资源法》等国

家法律法规及标准。这些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

采矿工作人员在生产过程中的行为。例如，《矿产

资源法》明确规定：“单位或者个人开采矿产资源

前，应当委托持有相应矿山设计证书的单位进行可

行性研究和设计。开采零星分散矿产资源和用作

建筑材料的砂、石、粘土的，可以不进行可行性研究

和设计，但是应当有开采方案和环境保护措施。”第

二，健全法律以更好保护地质环境。目前的法律已

经明确规定了矿产企业的行为。但是，随着社会的

发展，在地质保护的过程中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

这需要立法部门与时俱进，做好调查工作，及时了

解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降低采矿对地质环境

的破坏。第三，做好地质保护相关法律的宣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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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立法以及执法来保护地质环境只是治标的办

法。只有加强相关法律宣传，提高采矿人员的法律

意识，才是治本的做法。政府部门可以在他们领取

企业执照的时候，对他们进行法律的宣传，使他们了

解相关的法规。

22..22 提高采矿的生产技术水平提高采矿的生产技术水平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它除了可以提高矿产

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保证采矿工人的生命安全外，也

可以在保护地质环境方面发挥自己的重要作用。

但是，一些矿产企业却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例如，

一些煤矿企业并没有认识到科学技术在采矿工作

中的作用。他们为了节约成本，结果运用落后的技

术进行生产。这样的结果不仅大大降低了企业的

生产效率，也加大了对地质环境的破坏。为此，应

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发挥先进技术在采矿工作中

的重要。一方面，企业要引进先进的采矿设备和加

强工人的业务培训。先进的采矿设备的引进有利

提高生产的技术。而业务的培训则可以使工人更

好应对工作中出现的各种情况，及时有效地解决问

题。这些措施对于增强生产的安全性，降低采矿对

地质环境的破坏具有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政府

管理部门要做好科学科技的宣传工作。在提高矿产

生产技术水平、保护地质环境方面，政府部门也应该

发挥自身作用。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保护环境的科普

宣传，让矿产企业及时了解先进技术和相关的法律

规范。

22..33 加强对矿产企业监管加强对矿产企业监管

地质环境的保护不仅需要依靠企业改善自身管

理，更需要国家部门的监管。一方面，国家组织开展

矿产企业环境影响评价及环境行为评价，及时发现

其生产过程中的问题。对于出现破坏地质环境的企

业，要责令其在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整改，并本着“谁

污染、谁治理”的原则，要求矿产企业做好环境治理

工作。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可以通过建立信息网络，

来加强对企业的监管力度。通过利用互联网技术，

各个监管部门建立有效联系，共享资源，全方位对矿

产企业进行监管。

3 结 语

采矿活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矿产资源，大力

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人们

的生活水平。但是，由于很多地方的采矿活动无秩

序，未按相关法律、规程操作，对当地的环境造成了

严重的破坏，如对水资源的影响，对土壤质量的影响

等等，因此，为了保护环境安全，实现矿产资源的可

持续开采，应对采矿进行治理。首先，要发挥法律的

规范作用，其次，提高采矿的科学技术水平，最后，相

关部门要加强对矿产企业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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