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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的平衡

张 华
大冶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铜山口铜矿 湖北 黄石 435122

摘� 要：本文旨在探讨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分析两者间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机制，提出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策略建议。通过理论分析与综合评估，本文力图构建一个兼顾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理论框架，为

政策制定者、矿业企业及环保组织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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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矿产资源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石，其开发活

动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推动作用。然而，伴随资源开发

而来的是地质环境的破坏、生态失衡等一系列问题，

严重威胁到人类生存环境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因

此，如何在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之间找到平衡

点，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1 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环境的影响

1.1  直接影响
1.1.1  地表破坏
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尤其是露天开采，会直接导致

地表植被的破坏。植被的破坏不仅减少了地表的覆盖，

还加剧了水土流失现象。在雨季，缺乏植被保护的地

表土壤更容易被雨水冲刷，导致土地退化、土壤肥力下

降，甚至可能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此外，开采过程

中产生的废弃物和废石也会堆积在地表，进一步破坏自

然景观和生态平衡。

1.1.2  地质结构变动
地下开采活动对地质结构的影响尤为显著。在矿体被

采出后，原本的地层应力平衡会被打破，导致岩层发生移

动、变形甚至破裂。这种地质结构的变动不仅可能影响开

采作业的安全，还可能引发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1]。地面

塌陷不仅威胁到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可能破坏交通、

水利等基础设施，给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1.1.3  水体污染
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矿坑排水和尾矿泄漏是污染

地下水及地表水体的主要原因。矿坑排水往往含有大量

重金属、酸性物质等有害物质，如果未经处理直接排

放，会严重污染周围环境的水体。尾矿泄漏则可能导致

大量有毒有害物质进入水体，对水生生物造成致命打

击，并可能通过食物链影响到人类健康。此外，尾矿库

还可能成为潜在的污染源，一旦发生泄漏或溃坝事故，

将给周围环境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1.2  间接影响
1.2.1  生态破坏
矿产资源开发往往导致生物多样性的显著减少。开

采活动破坏了原有的生态环境，使得许多物种失去了栖

息地。植被的破坏导致食物链的断裂，进而影响到整

个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此外，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噪音、

粉尘等污染物也会对周围的野生动植物造成压力，进一

步加剧生态破坏。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下降表现为水源

涵养能力减弱、土壤保持能力降低、气候调节功能受损

等，这些都对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1.2.3  灾害风险增加
矿产资源开发活动可能改变地质结构，使得原本稳

定的山体变得脆弱。这增加了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的风险。这些灾害不仅威胁到开采作业的安全，还可能

对周边居民的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此外，开采活动

还可能破坏自然排水系统，导致洪水等水文灾害的风险

增加。灾害风险的增加使得社会治理成本上升，因为政

府需要投入更多资源来应对灾害、修复受损的基础设施

并安抚受灾民众。

1.2.4  社会经济影响
矿产资源开发对当地居民的生活质量产生深远影

响。开采活动可能带来噪音、粉尘等环境污染，影响居

民的居住环境和健康状况。同时，开采活动可能占用大

量土地，导致当地居民失去耕地或牧场，进而影响他们

的生计。此外，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经济波动也可能对

当地社会造成冲击。例如，矿产资源的枯竭可能导致当

地经济衰退，增加失业率和贫困率。这些社会经济问题

增加了社会治理的难度和成本。

2 地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与挑战

2.1  重要性分析
地质环境作为地球生态系统的基础，其稳定性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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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生存安全与发展潜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地质环境

不仅承载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还维持着地球表面的生

态平衡，包括水文循环、土壤保持、生物多样性等多个

方面。保护地质环境意味着维护这些生态系统的正常运

作，确保自然资源的长期可持续利用。具体而言，稳定

的地质环境能够提供清洁的水源、肥沃的土壤和丰富的

生物多样性，这些都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

础。因此，保护地质环境不仅关乎当前人类的福祉，更

关系到未来世代的生存与发展潜力。通过有效的地质环

境保护措施，我们可以确保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为

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2  面临的挑战
2.2.1  技术难题
如何在开采过程中减少对地质环境的破坏

矿产资源开发，尤其是地下开采，对地质环境的破

坏尤为显著。传统的开采技术往往只关注矿产资源的提

取效率，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这导致开采过程

中地质结构的破坏、水体的污染以及生态平衡的失衡等

一系列问题[2]。如何在确保开采效率的同时，减少对地质

环境的破坏，成为当前面临的一大技术难题。现有的技

术手段在应对这些问题时显得力不从心，需要更多的科

研投入和技术创新来寻找解决方案。

2.2.2  经济压力
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环境保护的矛盾

矿产资源开发往往能够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这种

短期经济利益往往与长期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矛盾。为了

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一些企业和地方政府可能忽视环

境保护的重要性，采取粗放式的开采方式，导致对地质

环境的严重破坏。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

式是不可持续的，如何解决短期经济利益与长期环境保

护之间的矛盾，成为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2.2.3  政策法规
缺乏完善的地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及执行力度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和环

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着诸多

问题。一方面，现有的法律法规体系尚不完善，存在一

些空白和漏洞，使得一些破坏地质环境的行为得不到有

效的法律制裁。另一方面，执法力度不足也使得一些违

法企业得以逃避法律制裁，进一步加剧了地质环境的破

坏。如何完善地质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体系，并加强执

法力度，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3 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平衡的策略与

建议

3.1  科技创新与绿色开采
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的平衡，关键在

于科技创新与绿色开采的实践。这需要从采矿技术的研

发与推广入手，致力于减少开采过程中的环境破坏。

首先，推广先进的采矿技术是至关重要的。低影响开采

法作为一种创新的采矿技术，其核心在于通过精确控制

开采范围和深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周围地质结构的扰

动。这种方法不仅能够有效保护地质环境，还能提高矿

产资源的开采效率。因此，政府和企业应加大对该技术

的研发投入，并在实际开采过程中积极推广和应用。其

次，尾矿综合利用技术也是实现绿色开采的重要一环。

传统的尾矿处理方式往往是将尾矿直接排放到环境中，

这不仅占用了大量土地，还可能对水体和土壤造成污

染。而尾矿综合利用技术则能够将尾矿转化为有价值的

资源，如建筑材料、肥料等，从而实现尾矿的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处理。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

采用尾矿综合利用技术，并对实施该技术的企业给予一

定的税收优惠和资金支持[3]。除了推广先进的采矿技术，

还需要加强科技创新在地质环境保护中的应用。例如，

可以利用遥感监测技术对地质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及时

发现并处理潜在的地质灾害隐患；还可以研发更加高效

的废水处理技术，确保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水得到妥善

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污染。

3.2  政策法规完善与执行
在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的平衡中，政策法

规的完善与执行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确保矿产

资源开发的可持续性，同时有效保护地质环境，需要从

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3.2.1  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明确法律责任：现行法律法规应进一步明确矿

产资源开发过程中涉及地质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包括

企业、地方政府及监管部门的责任和义务，确保各方在

开发过程中有法可依、有责可追。二是细化规定：针对

矿产资源开发的具体环节，如开采范围、开采方式、尾

矿处理、废水排放等，应制定更为详细、具体的规定，

减少法律空白和漏洞，为执法提供明确依据。三是引入

激励机制：在法律法规中引入激励机制，鼓励企业采用

环保型开采技术和管理模式，如设立环保奖励基金、提

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引导企业主动履行环保责任。

3.2.2  加大执法力度，确保政策有效实施
一是强化监管：建立健全矿产资源开发监管体系，

加强对开发过程的日常监管和定期检查，及时发现并纠

正违法违规行为。二是严格执法：对于违反地质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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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法律法规的企业和个人，应依法严肃处理，加大处

罚力度，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同时，公开曝光典型案

例，提高全社会对地质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三是提升

执法能力：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执法人员的专业素

质和执法水平。通过培训、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执法

人员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效率。四是建立跨部门协作机

制：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涉及多个部门，需要

建立跨部门协作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形成

工作合力，共同推动政策法规的有效实施。

3.3  生态修复与补偿机制
为平衡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建

立科学有效的生态修复与补偿机制显得尤为重要。这一机

制旨在通过系统性的修复措施和合理的补偿政策，恢复受

损的地质环境，同时激励各方积极参与生态保护。

3.3.1  生态修复机制
根据矿产资源开发的实际情况和地质环境的受损程

度，制定科学的生态修复规划。规划应明确修复目标、

修复范围、修复措施及时间表，确保修复工作的系统性

和针对性。采用多元化的生态修复技术，针对不同类型

的受损地质环境制定个性化的修复方案。例如，对于土

壤污染，可采用植物修复、微生物修复等技术；对于水

体污染，可采用生态浮岛、人工湿地等技术进行净化[4]。

建立生态修复项目的长期监测与评估体系，对修复效果

进行定期跟踪和评估。通过数据分析，及时调整修复措

施，确保修复效果达到预期目标。

3.3.2  生态补偿政策
首先生态补偿政策应明确补偿对象，包括因矿产资

源开发而受损的地质环境、当地居民及生态环境保护者

等。通过合理的补偿机制，激励各方积极参与生态保

护。生态补偿方式应多元化，包括资金补偿、政策优

惠、技术支持等多种形式。例如，对受损地质环境进行

资金补偿，用于修复工作的实施；对当地居民提供就业

培训、产业扶持等政策优惠，缓解因资源开发带来的负

面影响；对生态环境保护者给予表彰和奖励，激励其继

续为保护生态环境贡献力量。政府可设立专门的生态补

偿基金，用于支持生态修复项目和补偿受损方。基金来

源可包括政府拨款、企业缴纳的环境保护税及社会各界

捐赠等。通过基金的有效运作，确保生态补偿政策的顺

利实施。

3.4  公众参与与教育
公众参与和教育在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

护平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为了增强公众的环保

意识，鼓励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地质环境保护活动，可以

采取以下策略：首先，开展多渠道的环保宣传活动。利

用电视、广播、网络等媒体平台，定期发布地质环境保

护的公益广告和信息，向公众普及矿产资源开发对地质

环境的影响，以及保护地质环境的重要性。同时，组织

专家学者、环保志愿者等开展讲座、研讨会等活动，为

公众提供深入了解地质环境保护知识的机会。其次，鼓

励社会各界参与地质环境保护的实际行动。政府可以设

立地质环境保护的公益基金，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

人捐赠资金或技术，支持地质环境保护项目的实施。同

时，开展地质环境保护的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志愿者参

与地质环境监测、生态修复等工作，让公众在实践中学

习和体验环保的重要性。最后，将地质环境保护教育纳

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学校教育中，增设地质环境保护的

相关课程，让学生从小了解地质环境的脆弱性和保护的

重要性。同时，开展校外的地质环境保护教育活动，如

组织学生参观地质公园、参加环保实践等，让学生在实

践中增强环保意识和责任感。

结语

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是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引导、

公众参与及生态修复等多维度措施，可以有效缓解资源

开发对地质环境的负面影响，促进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

谐发展。未来，需不断探索和优化平衡机制，以实现矿

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李培龙,余长荣.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分析
[J].世界有色金属,2022,(17):202-204.

[2]陈辉,常磊.矿产资源开发及地质环境保护研究[J].
化工设计通讯,2019,45(05):238-239.

[3]潘泉发.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探讨[J].世界
有色金属,2021,(14):174-175.

[4]吴文盛,王琳,宋泽峰,等.新时期我国矿产资源开发与
生态环境保护矛盾的探讨[J].中国矿业,2020,29(03):6-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