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Geosciences 地球科学前沿, 2021, 11(7), 930-936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1 in Hans.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ag 
https://doi.org/10.12677/ag.2021.117088   

文章引用: 戴翔. 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析[J]. 地球科学前沿, 2021, 11(7): 930-936.  
DOI: 10.12677/ag.2021.117088 

 
 

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析 

戴  翔 

桂林理工大学，广西 桂林 
 

 
收稿日期：2021年6月7日；录用日期：2021年7月8日；发布日期：2021年7月15日 

 
 

 
摘  要 

矿山环境污染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问题，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我国矿山开采速度飞速增长，生态环境

因此受到严重破坏，为此我国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采取了许多措施，但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

题。基于此，本文研究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可行性，对矿山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归纳，发现我国

矿山环境治理在管理、资金、技术上都存在着很大问题，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进行了初步的规划，

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点建议。矿山环境的保护与恢复治理还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

对在更大范围内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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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been a problem since ancient times, especially in the past 20 
years, the rapid growth of China’s mining spe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as been seriously 
damaged, therefore, China has issued a large number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adopted many 
measures, but did not fundamentally solve this problem.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studies the f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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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bility of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governance,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m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finds that there are great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capital 
and technology of min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China. It makes a preliminary plan for min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governance, and puts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problems. The protection and restoration of mine environment also has certain eco-
nomic,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benefits, which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building a 
harmonious society in a wider ran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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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矿山环境污染是自古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进入现代社会以来，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

对于矿石的需求也越来越大，但受制于人们的思想意识和技术条件，矿山开采不可避免的对环境造成了

一定的危害，如采矿需要破坏大量的农田、林地，开采出来的矿渣也会占用大量的耕地，这些植被被破

坏，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开采过程中会产生大量的废气和废水，会对空气、河流和土壤等造成严重

的污染；开采出来的矿渣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毒金属，会造成土地盐碱化和河流重金属含量偏高；有

时甚至会因为开采过度，致使地底形成空洞，造成地面塌陷。 
十九大后，“美丽”变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指标，更是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这样的口号。因此，对于矿山环境的保护与恢复治理迫在眉睫。本文分析了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

治理的可行性，研究为今后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1.2. 研究现状 

我国地大物博，现有矿山约 15 万个，矿业开发总规模居世界第三。随着采矿工作的深入，我国许多

的农田耕地和建设用地都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从而产生泥石流、山体崩塌、地表下陷等一系列地质

问题。根据相关的数据显示，因过度采矿我国的很多土地面积都将被占用[1]。经过 50 多年的大规模、高

强度的开采，改变和破坏了地球表面和岩石圈的平衡，使矿山生态环境不断改变和恶化，制约着国民经

济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较为系统的矿山环境调查研究工作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较大规模的矿山环境治理工程

则始于新世纪。由于我国矿山数量众多，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因此矿山环境治理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

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特点[2]。从 2000 年以来，我国政府就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的资金用于治理和

改善我国的矿山环境。2009 年发布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规定》，从地质灾害、地形地貌景观、地下含

水层等方面对矿区生态修复内容进行了重要补充，明确规定建立并实施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保证金制

度；2017 年国务院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2019 年 9 月，修订后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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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将保证金相关条款修改为基金，以切实减轻矿山企业负担。但是我国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

作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我们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解决它。 

2. 矿山环境治理存在的问题 

2.1. 管理落后 

矿山环境治理是一项大工程，需要多方面的人员、部门配合。尽管我国已经出台了多项加强矿山环

境治理的法律法规，但是对于其中的分工还不够详尽，导致许多工作难以开展。而且许多地方政府对于

矿山环境保护不够重视，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对于某些矿山企业掠夺式开采和乱采滥

挖现象监管不力，造成矿产资源法浪费，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 

2.2. 技术落后 

由于我国矿山环境保护工作起步较晚，发展时间短，导致采矿技术和治理技术都比较落后。技术的

落后，意味着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过程中所采取的手段比较单一，治理方案水平偏低，导致最后治理成

果不够理想，造成我国矿山治理覆盖率远低于其他国家[3]。 

2.3. 资金投入不足 

在当前的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中，有些矿山企业对此并不重视，投入资金较少，严重影响

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效果。某些私人小企业在采完矿之后一走了之，根本不管采矿活动对矿山环

境造成的严重影响，是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受到很大阻碍。那些大型矿山大部分都是国有的，

且很早以前就开发了，所得利润都已经上缴国家，而矿山环境治理需要长期、大量的资金，企业很难承

受[4]。 
虽然我国现在已经建立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但整体来说还不够完善。由于建立时间

短，所以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来约束，使得该项制度在许多地方并不能落实到位，而且各个地方对于它

的用途也不一样，一些地方的基金使用范围过窄，导致矿山环境治理范围较小，并不能使矿山环境恢复。

且该项基金投入资金不足，使得老矿山治理率较低，而新矿山虽然有企业参与，但是不足以支撑起整个

矿山环境的治理，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5]。 

3. 矿山环境影响 

3.1. 景观影响 

矿山开采时会形成一个面积较大的采坑，破坏了原有的植被、土壤，改变了原有的生态系统，会形

成高陡边坡，对原有景观破环程度大，强烈改变了原有的景观。运矿道路为运送矿石的废石路，修筑过

程中切坡削土，局部地段由弃土小块废石堆积铺垫而成，改变了矿区原有的景观，对原有景观影响程度

较大[6]。 

3.2. 水资源影响 

矿山开采可能会对地下水造成一定的影响，可能导致主要含水层水位下降，会使地下出现空缺导致

地面崩塌，严重时会影响到地表水径流，改变水流方向，使水利设施失去作用，影响到农作物耕种。如

果矿体出露标高低于当地侵蚀基准面，开采时就会有地下水涌出；如果废渣中含有有毒有害物质，可能

会因大气降水淋滤矿石或废渣污染地表水、地下水而造成水环境质量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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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地质灾害影响 

矿山开采严重破坏了原有的结构构造，还有大量的废渣堆积，如果不及时处理，在自然因素影响下

会造成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对矿山附近的人类活动区造成破坏。矿山开采期间，矿区底部

被挖空，容易导致地面塌陷，对道路交通、农田、建筑等产生影响；会堆积大量矿渣，如果遇见暴雨天

气容易诱发山体滑坡和泥石流[7]。 

3.4. 土地资源影响 

采矿活动会占用破坏基本农田、耕地、林地或草地，如果矿渣里含有有毒有害金属，未对其进行集

中有效处理的情况下便直接排至周围自然环境中，会导致矿山周围土壤环境出现较严重的污染与破坏，

大量重金属、有毒有害物质存在于矿山周围土壤当中，致使土壤酸碱性失衡[7]。 

4. 矿山环境治理措施 

4.1. 存在问题的解决措施 

4.1.1. 管理制度的完善 
我国应当加强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重视，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充分发挥各个部门在矿山

环境治理中的作用，使得矿山环境治理能够达到预期效果。各级政府也要加强对矿山环境治理的力度，

建立起与相关部门合作的工作制度，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办法，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严格安照相应的法律、法规、条例等进行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4]。要加大对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的宣传力度，使得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了解并意识到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

级政府要把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纳入日常基本工作中，要及时解决矿山环境治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使当地矿山环境治理工作能够顺利开展，早日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 

4.1.2.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制度的完善 
对于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我们首先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可以在现有的矿山环境保护法中加

入相关的条款，也可以进行单独立法。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矿产资源种类繁多，加上各地实际情况大不

相同，对于基金的使用情况也各有差异，所以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还需要因地制宜，建立更加细致的地

方性法规，并且要加强监督，严格执行。 
目前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财政支出和矿山企业，这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压

力，所以我们需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国家财政支出是基金的重要资金来源，国家征收的各类矿产资源

税费以及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都可以用于此项基金。对于已经开采完但是还没有得到治理的矿山，

我们可以向矿山企业征收一定的费用用于矿山环境治理[5]。我国现在公益事业正在快速发展，国家也给

出了一些优惠政策，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认识水平也在逐步提高，我们可以向社会爱心人士和团体寻求

帮助，得到他们的捐赠。另外，我们也可以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投资，比如委托银行贷款、购买国

家债券等，这需要聘请专业的投资人才来负责。 
在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的运营过程中，我们需要确立科学合理的基金使用范围和使用方式。矿山

企业应当将开采行为和环境治理同时进行，可以适当扩大基金使用范围，有利于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

理的方面都可以进行，而且基金在使用完后需要偿还，有经济能力的还需要支付较低的利息，经济能力

差的也需要偿还一部分[5]。对于那些没有企业负责的老矿山，由基金全额支付治理费用，待其产生经济

效益后再将资金返回。当然，在运营过程中，监督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首先在基金内部设立监察部门进

行内部监督，主要基金的资金往来情况和资助的矿山环境治理项目的进展情况进行监督。我们还需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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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外部监督，让法律法规和社会群众进行监督，对基金的设立、运行、财务状况、项目进展情况都要做

到公开透明[8]。 
当然，除了上述情况以外，矿山环境治理恢复基金还存在这许多问题，这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

力、时间来完善它，需要我们集思广益，让矿山环境治理工作能够顺利进行。 

4.2. 环境治理措施 

4.2.1. 景观治理 
矿山开采采用“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先对不稳定斜坡、危岩体和坡表孤立危岩进行清理，并

把矿渣回填，使坡面平整顺直。对覆土完善的边坡台阶进行绿化，植物景观区的植被恢复方式采取因地

制宜、适地适树的原则，在植物种类选择上，要考虑当地的气候特征，根据所选植物的生长习性及所需

的种植条件，结合当地长远的规划，选择适宜树种，达到植被恢复效果。首先选取能在矿渣上自然生存

的物种，然后再种植一些生长速度快、适应性强的树种、草籽，也可以移植一批已经生长起来的树木，

再结合当地的气候和规划，种植一些适宜的树种和果树[9]。 

4.2.2. 水资源治理 
在开采过程中，应进行地下水观测和预警，达到开采前勘探的目的。当水位异常时立即停止开采，

查明原因，采取有效措施。为保证生活用水，应采取蓄水池供水或新水源引入等措施，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废水要做到循环利用，不外排[10]。对于已经受到污染的水资源，采用污水处理系统处理后进行回收、

排放。对于那些含有重金属或酸碱性失衡的水资源，还需要采取特定的方法，有时甚至不能排放出去。 

4.2.3. 地质灾害治理 
地质环境保护应是采矿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做到有效防止地质灾害问题出现，开采过程中要

将防止地质环境破坏作为重要管理内容，纳入日常监督管理，合理处理资源与环境的关系，坚持开发前

保护、开发与保护同步，推动矿山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11]。 

4.2.4. 土地资源治理 
表层土壤在矿山长期的开采过程中，其结构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对受影响的土地采取土地平整、覆

土等各种手段进行处理。对于那些含有重金属或酸碱性失衡的土壤，我们可以先采用化学方法进行初步

治理，通过添加某些溶液来减轻土壤盐碱化[12]。其次，我们可以种植一些特定的植物进行进一步的治理。

有些植物对重金属环境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具有很强的超富集性，我们可以通过种植它们来吸收土壤

中的重金属；有些植物能够提高土壤有机质、改善土壤理化性质，例如豆科植物具有很好的固氮作用，

能够与根瘤菌共生将大气中的氮气转化为氮素固定到土壤中[13]。除此之外，我们也可以引进一些动物、

微生物进行土壤治理，在合适的环境条件下通过自身的新陈代谢作用来降低土壤中有毒、有害污染物质

的活性并改善土壤土质[14] [15]。 

4.3. 矿山环境监测 

为保证矿区内建筑物尽量少受影响，保证矿区内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把潜在不稳定岩体坡表裂缝、

崩塌危岩段对岩体后缘张拉裂缝、大型孤立块石作为重点监测内容，在崩塌危岩及其治理工程建筑物适

当部位设立地表位移、裂缝等有效监测点，充分利用施工期已有监测点建立工程效果监测网，开展崩塌

危岩体变形观测，并定期检查是否有新的裂缝发育；崩塌危岩段对岩体后缘张拉裂缝进行简易监测；大

型孤立块石进行定期巡查及简易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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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效益分析 

5.1. 社会效益 

通过对矿山地质环境开展保护与恢复治理的工作，可以有效降低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基本消除了采

矿对当地居民生存环境的影响，降低由于地底被挖空而出现塌陷带来的危害，改善矿群关系，还可以解

决部分当地劳动力过剩的矛盾，确保当地经济稳步发展，对当地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5.2. 生态效益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实施将大大改善矿区生态环境，使矿区恢复生机，成为当地环境的一个亮点。

还能使当地的生态系统恢复平衡，使资源、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协调一致，使城市变得更适宜人居住。通

过植树造林、种草绿化并涵养水分，有效遏制了植被破坏和水土流失，改善了当地水土环境，增加了林

地和耕地的面积，生态效益十分明显[16]。 

5.3. 经济效益 

矿区绿化种植的树木，多年生长后可作为木材使用或采摘果实。林地还具有涵养水源、减少土壤肥

力损失、净化空气等作用，对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同时，矿山环境的治理项目的实施，增加治理区农

民就业岗位，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17]。 

6. 结语 

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是践行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措施，对维护和改善矿区环境起到了良好的

作用。我国矿山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目前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在管理、资金、技术等方面还需要完

善。矿山环境治理过程中，应遵循“边开采，边治理”的原则，要注意对原有景观的保护，对有可能引

发地质灾害的地方要及时治理，要结合实际情况和当地的气候、政策等种植植被。通过治理，改善了当

地的生态环境，实现了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经济效益的同步提高，符合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总体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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