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保护前沿, 2023, 13(3), 663-669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p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3.133082  

文章引用: 贺斌.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研究[J]. 环境保护前沿, 2023, 13(3): 663-669.  
DOI: 10.12677/aep.2023.133082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研究 
——以湖南道县 2023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例 

贺  斌 

湖南省生态地质调查监测所，湖南 长沙 
 
收稿日期：2023年5月19日；录用日期：2023年6月19日；发布日期：2023年6月28日 

 
 

 
摘  要 

基于“一矿一策、因地制宜”的矿山生态修复理念，以湖南道县2023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

例，进行项目管理研究，分析了历史遗留矿山存在的生态问题，阐述了矿山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和方法，

通过对项目进行效益分析，发现实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可实现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具有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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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one mine, one policy, and tailored to local conditions” for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aking the 2023 historical legacy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in Dao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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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project management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o analyze the eco-
logical problems existing in historical legacy mines. The main measures and methods for min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were elaborated. Through benefit analysis of the project, it was found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 for historical legacy mines was feasible, It 
can achieve sustainable land us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local ecological envi-
ronment, and have good social, environment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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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第二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提出了“各地须在‘十四五’期间完成 60%以上的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的任务”的目标要求。目前，

我国约有 80 万座矿山，其中约有 40 万座矿山因生态环境破坏而需要修复，本文以湖南道县 2023 年度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为例，项目共申报 87 个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其中 67 个图斑位于“三区两线范

围”内，占本次申报图斑总数的 77.08%，因此，在区域内加快推进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刻不容缓[1]。 
本文基于道县历史遗留矿山 67 个图斑的核查成果，分析了历史遗留矿山的主要生态问题，介绍了矿

山生态修复的主要措施和方法，为全国推进历史遗留矿山修复工作，分类实施生态修复工程，促使修复

区生态环境的改善具有借鉴作用。 

2. 项目概况及主要生态问题 

2.1. 项目概况 

道县位于湖南省南部，属于国家生态安全格局“三区四带”南方丘陵山地带，是全国“十四五”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行动计划的重点区，属于《湖南省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实施方案（2022-2025 年）》

划定的 5 个重点治理区中的“南岭山地矿山生态修复区”[2]。同时区内位于湖南省最大水源地、森林生

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都庞岭自然生态涵养地，被誉为“南岭植物王国”和“天然氧吧”，对筑牢湖南

省西南部及南岭山地带生态安全屏障发挥重要作用。 

2.2. 存在的生态问题 

研究区主要生态问题表现在矿山大规模开挖造、不规范开挖导致地形地貌改变，形成坑塘，岩体裸

露在外，与周边自然景观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部分厂矿、废弃矿渣堆占用土地资源，造成场地无法自

然复绿和土地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同时严重影响当地的自然生态环境，限制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 
1) 地形地貌改变 
以 C4311242009127130050158001 号图斑为例：该矿山图斑面积共 30240.71 m2，开采矿种为建筑石

料用灰岩，根据现场调查，该历史遗留矿山主要生态问题表现在大规模开挖造成地形地貌改变，岩体裸

露在外，与周边自然景观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图斑因采矿开挖形成 30~56 米高的岩质边坡，长约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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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坡底高程 184~186 米，坡顶高程约 220~242 米，坡度为 75˚；采场开挖形成坑塘，长约 116 m，宽约

68 m，深度约 2~4 m，见图 1、图 2。 
 

 
Figure 1.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t panorama 
图 1. 图斑全景现状 

 

 
Figure 2. Current land use status 
图 2. 土地利用现状 

 

 
Figure 3. Current situation of spot panorama 
图 3. 图斑全景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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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Current land use status 
图 4. 土地利用现状 

 
2) 土地资源占损 
以 CT4311242016000053001 号图斑为例：该矿山图斑面积 25922.45 m2，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

根据现场调查，该历史遗留矿山存在的主要生态问题表现为部分残留矿山建筑、废弃矿渣堆积占用土地

资源，造成该场地无法自然复绿，见图 3、图 4、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of land loss area (Unit: m2) 
表 1. 土地占损面积统计表(单位：m2) 

采矿用地 农村道路 农村宅基地 其他草地 其他园地 总计 

22974.37 291.35 153.75 547.03 1955.94 25922.45 

3. 修复总体思路及目标 

3.1. 修复总体思路 

湖南道县 2023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治理总体原则采取“一矿一策、因地制宜”，自然修

复为主，人工干预为辅，按照最大限度保留和维持原有生态系统自我调节、修复、平衡的原则，最小限

度匹配人工修复措施[3]。结合已有生态修复工程，科学合理提出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避免重复建设。以

“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建则建，宜水则水”的原则开展生态修复，工程布置与周边自然景观协调一

致；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充分结合当地乡村规划，将及民生改善紧等乡村振兴工作当中，通过生态修复助

力建设宜居、宜业、宜游的美丽乡村。 

3.2. 总体目标 

通过对历史遗留矿山进行生态修复，实现乔、灌、草、爬藤植物立体复层绿化、多元化生态修复，

营造目标生物群落[4]。项目修复历史遗留矿山面积 99.9449 公顷，其中修复林地 53.2962 公顷、修复草地

17.3721 公顷、修复耕地 10.0174 公顷、修复园地 5.5352 公顷、修复建设用地 5.4147 公顷、修复坑塘水

面 8.3093 公顷。经过补植补绿抚育管护后，一年后植树成活率 80%以上，三年后植树成活率 85%以上，

具体详见表 2。 

https://doi.org/10.12677/aep.2023.133082


贺斌 
 

 

DOI: 10.12677/aep.2023.133082 667 环境保护前沿 
 

Table 2. Overall project objectives 
表 2. 项目总体目标 

修复指标 修复目标 

1.林地修复面积 53.2962 公顷 

2.耕地修复面积 10.0174 公顷 

3.园地修复面积 5.5352 公顷 

4.建设用地面积 5.4147 公顷 

5.草地修复面积 17.3721 公顷 

6.坑塘水面面积 8.3093 公顷 

矿山生态修复总面积 99.9449 公顷 

4. 修复方案 

为了达到生态修复工程技术与绿色可持续理念同步发展、低碳循环发展，生态修复措施的选择需考

虑碳达峰、碳中和效应，针对不同矿种釆用不同植物，加强立体绿化，增强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助力碳

达峰[5] [6]。本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程具体措施如下： 

4.1. 矿山地形地貌景观修复 

1) 废弃建构筑拆(清)运：主要是对废弃建筑物拆除、地表硬化物进行清除，并对废石废渣等清除干

净。 
2) 废渣清运：对其中视觉污染严重、堆积体量较大或堆放不稳定的废石堆等进行全部清除或部分清

除外运，随后清理杂物并初步平整，便于下一步覆土复绿、挡墙或截排水工程修建，进一步稳固废石堆。 

4.2. 地质安全隐患消除工程 

针对存在安全隐患的边坡，经地质专业技术人员复核后，对不稳定的边坡进行危岩清理、分台阶削

坡减载及边坡加固等措施处理后，边坡应达到稳定，不同坡度、不同类型的边坡修复措施，详见表 3。
植被恢复须在稳定边坡上实施[7] [8]。 
 
Table 3. Slope classification and remediation measures 
表 3. 边坡分类及修复措施表 

坡度 边坡类型 特点及修复难点 修复措施 

<30˚ 岩质、土质边坡 坡度较缓，水土保持能力差 以植被恢复为主，除必要的截排水工程外，原

则上不布置其他工程 

30˚~55˚ 
土质边坡 

碎石(废石)颗粒较多，孔隙较大，

水土保持性能差，植被恢复中，雨

水易冲刷渗漏流失 

稳定边坡以植被恢复为主，除必要的截排水工

程外，原则上不布置其他工程，欠稳定边坡采

取植被 + 削坡 + 边坡加固等方式 

岩质边坡 岩石表面附着能力较差、缺少植被

生长条件 
清除危岩体，种植藤本植物覆盖，辅以坑栽植

树，有成活条件的，可挂网喷播 

>55˚ 
土质边坡 

施工条件差，易产生小型崩滑，坡

面陡峭不适于植被生长，水土保持

性能差 

分台阶放坡，欠稳定地段适当支挡，台阶面植

树种草，边坡底部种植藤本植物，地表水侵蚀

强烈地段设必要的截排水工程。 

岩质边坡 接近于崖壁，施工条件差、岩石表

面附着能力差、水土保持性能差 
人工清除危岩体，藤本植物覆盖，有成活条件

的，可挂网喷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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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矿山土地复垦与植被恢复 

矿山土地复垦工程主要实施土壤重构工程等措施，包括客土回填、场地平整、土壤改良三部分。 
植被恢复工程主要包括植树种草和栽植藤本植物两部分。本项目修复区大多数为砂石矿及粘土矿为

主，树木主要选择柏木、木荷混栽；灌木类选择刺槐、多花木兰、胡枝子等；草本类选择羊茅、狗牙根、

菊科多年生花籽、紫花苜蓿等。对于项目区内釆矿挖损山体形成的岩质边坡，植被恢复宜釆用爬山虎、

金银花、五叶地锦、凌霄、葛根等藤本植物复绿[9]，详见图 5。 

4.4. 监测与管护工程 

监测工程包含土壤质量检测、植被监测与植被管护三部分。土壤分析监测主要对对拟修复成耕地、

林地区域、取客土区域以及受废水污染区域选取临近耕地、居民区进行检测；植被监测主要是指对植物

生长势、高度、种植密度、成活率、覆盖度、产草量等进行监测[10] [11]；各矿山可设 1 个土壤监测点，

监测频率 1 次/季度，监测周期 3 年。植被管护主要包括林地和草地的管理和养护，以保护林带苗木的成

活率和草地的产草量[12]。 
 

 
Figure 5. Detailed drawing of vine ecological planting trough at the foot of slope 
图 5. 边坡坡脚藤本生态种植槽大样图 

5. 效益分析 

5.1. 社会效益 

湖南道县 2023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实施后，通过对露天采场、废石堆、历史遗留私采面

的治理以及取土场复绿；可修复占损土地面积 99.94 公顷，能有效恢复和改善当地农业生产条件，可使

矿区周边受影响的群众安居乐业，有利于缓解政府、矿山企业与矿区居民的矛盾[13]。治理工程及其土地

经营管理需要一定的工作人员，因此也为当地居民提供一定的就业机会，对于维护社会安定起到积极的

促进作用。 

5.2. 生态环境效益 

通过对矿山生态环境的治理，能有针对性的处理和解决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本项目通过对露天采

场、废石堆、历史遗留私采面的林草地复绿、耕地和园地的复垦，能恢复完成共 67 个图斑的生态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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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遏制水土流失和土地石漠化生态问题，改善当地群众的生活环境及生产作业条件，促进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通过改良土壤，提高土壤肥力，增加林地、园地和耕地的固碳能力，提高碳汇；通过项目后期

管护保障生态修复效果，持续提升区内生物多样性水平，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效益[14]。 

5.3. 经济效益 

对矿区内损毁、占用的林草地进行复绿，可以使矿区宝贵的土地资源得到恢复，带动生态修复等产

业，提升耕地综合生产力，改善区域内生态环境状况；生态兴促进产业兴，通过实现矿山生产修复与特

色农业结合的产业修复模式，能够有效的增加农产品供应能力，增加当地就业机会，提高当地农民收入，

助力乡村振兴，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后经济效益明显[15]。 

6. 结论 

本文通过对湖南道县 2023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研究，认为该项目的实施，具有以下

重要意义： 
1) 生态修复示范作用。研究区大量矿山开采具有南方典型的“小、散、乱”等特点，在项目实施中，

生态修复采取“宜耕则耕，宜林则林，宜建则建，宜水则水”的修复原则，科学选择修复方式，开展全

生命周期的生态修复效果监测、成效评估、适应性管理等工作，保障生态修复最终成果，为今后南方类

似地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打造可复制的矿山生态修复示范样板； 
2) 项目管理示范作用。项目在组织实施保障方面由财政和自然资源部门牵头，各部门发挥好各自的

管理优势，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探索建立生态修复保护项目不同部门之间横向联动机制，利用财政资

金撬动市场，探索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矿山生态修复工作，形成多元资金投入机制，为今后类似项目提供

可借鉴的管理经验。 
综上所述，本文通过对湖南道县 2023 年度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管理研究，能够为研究区及我

国南方地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在生态修复思路、修复方案、项目管理等方面提供良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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