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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

刘振华
山西省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Ǔ山西Ǔ太原Ǔ030000

摘Ȟ要：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紧密相连，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愈发严重，形势紧迫。需加强保护意识，确

保勘查活动与生态和谐共存，共同守护地球家园。为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需加强规划引领，推进科技创新，强化监

管与宣传教育，并构建绿色勘查与生态修复机制。这些策略致力于减轻勘查活动对环境的压力，促进资源的绿色开发

与可持续利用，确保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共同守护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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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地质矿产勘查作为资源勘探的重要手段，为人类社

会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质支持。然而，在追求经

济效益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造成的

潜在威胁。当前，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气候变

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问题愈发严重，生态环境保护工

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为了实现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亟需采取有效措施，强化监管与

宣传，构建绿色勘查与生态修复机制。

1��地质矿产勘查概述

地质矿产勘查作为地质学领域的核心，其意义深

远，它不仅关乎资源勘探与利用，更承载着对地球历史

的解读、自然灾害的预防及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一活动

不仅是科学探索的延伸，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桥

梁；它不仅是探寻地下宝藏的钥匙，更是理解地球深层

构造、揭示自然奥秘的重要途径。通过精密的采样分析

和先进的物理勘查方法，能够洞悉岩石、土壤和地下水

中的秘密，描绘出矿产资源的分布蓝图。地质矿产勘查

的精细与严谨，不仅在于技术手段的先进，更在于对自

然的敬畏和对科学的执着。每一次勘查都是对未知世界

的勇敢探索，每一次发现都是对自然规律的深刻洞察；

这一过程不仅为提供了宝贵的矿产资源信息，更为地质

灾害的预防和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地质矿产勘查也是

连接人与自然的桥梁，得以更深入地了解地球母亲，更

加珍惜她赐予的宝贵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学会了与自

然和谐共生，懂得了在开发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重

要性。地质矿产勘查不仅是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提和基

础，更是认识自然、了解自然、保护自然的重要工具，

在未来的发展中，应继续深化地质矿产勘查工作，为实

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贡献更多力量。

2��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

2.1  生态环境问题的凸显
（1）经济的迅猛增长与工业化步伐的加快，无疑给

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的压力，工业生产中排放的大量废

气、废水和固体废物，已成为环境污染的主要源头。特

别是大气污染，工业废气中的有害物质直接排放到空气

中，导致空气质量严重下降，雾霾天气频发，对人们的

呼吸系统和健康构成了严重威胁。水污染问题也日益严

重，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河流、湖泊中，导致

水体污染，进而影响到饮用水的安全。（2）生态破坏问
题的严重性，除了污染问题，生态破坏也是当前生态环

境保护面临的另一大挑战。过度开采矿产资源、滥伐森

林等行为，使得原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加失衡；生物多

样性的减少和生物链的断裂，使得自然生态功能逐渐退

化，给地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转的损害。（3）生态
环境保护的紧迫性。面对严峻生态环境问题，必须深刻

领悟保护环境的紧迫性，唯有强化环保措施，加大保护

力度，才能确保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构筑绿色生态屏

障，为后世子孙守护一方净土，共筑美好家园[1]。

2.2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与挑战
在探讨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过

程中，不得不关注当前生态环境保护的现状。特别是在

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成效与挑战方面，近年来取得了

显著的进展，但同样面临着诸多难题。第一，从成效方

面来看，近年来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绩，随着环保意识的提升和技术的不断进步，环境质量

得到了显著改善。许多地区的大气污染、水污染等问题

得到了有效治理，蓝天白云、碧水清流的美景逐渐回

归，生态修复项目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一些受损的生态

系统正在逐步恢复生机。第二，尽管取得了这些成效，

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资金来源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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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是一个重要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大量的资金投

入，但目前资金来源渠道有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技

术瓶颈也是制约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因素，一些关

键环保技术的研发和应用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公众参与

度不高也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生态环境保护需要全

社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但目前公众的环保意识还有待

提高。第三，还需要认识到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生态环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长期、持

续的努力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需要继续加强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推动其向更高水平发展[2]。

2.3  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严峻性
（1）环境污染问题的严重性。在一些工业密集区和

城市周边地区，环境污染问题仍然十分严重，工业废

气、废水和固体废物的排放超出了环境的承载能力，导

致空气质量下降、水体污染严重。这不仅影响了生态系

统的健康，还对居民的生活质量和健康造成了直接威

胁；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交通污染、噪音污染等问题也

日益凸显，给城市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2）生态
破坏问题的紧迫性。生态破坏问题同样不容忽视，过度

开采、滥伐森林等行为导致生态系统失衡，生物多样性

减少，自然生态功能退化。这不仅破坏了生态平衡，还加

剧了自然灾害的发生频率和强度；一些地区因生态破坏而

出现了土地荒漠化、水土流失等严重问题，对当地经济发

展和居民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3）新兴环境问题的挑
战。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一些新兴环境问

题也逐渐浮出水面；电子垃圾污染、土壤污染等环境问

题日益严峻，对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3��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策略

3.1  加强规划引领
在推动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过

程中，加强规划引领是至关重要的一环。（1）明确规划
目标。在制定规划时，必须清晰明确地质矿产勘查与生

态环境保护的共同目标，即实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环

境的可持续发展。这意味着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考虑

资源勘查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平衡关系，确保两者相互促

进、协调发展。（2）确保规划相互衔接。地质矿产勘查
与生态环境保护在规划上应相互衔接，形成完整的规划

体系。在地质矿产勘查规划中，应充分考虑生态环境保

护的需求，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在生态环境保护

规划中，也应考虑到地质矿产勘查的实际情况，为勘查

工作提供必要的空间和环境保障。（3）强化规划执行。
规划的制定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要确保规划得到有

效执行，必须建立健全规划执行的监督机制，加强对规

划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

还要加强规划执行的考核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进行整

改，确保规划目标的顺利实现；通过上述精心设计的措

施，能够有效加强规划引领，确保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

环境保护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这不仅有助于实现资源

的科学、高效利用，更能促进生态环境的健康稳定，为

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这种平衡发展的理念

将引领迈向更加绿色、和谐的社会[3]。

3.2  推进科技创新
在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发展中，科技

创新成为不可或缺的驱动力，它助力勘查技术的精准化

与高效化，同时也保障了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安全。通过

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我们能够更好地平衡资源开发与

生态保护，实现绿色、可持续的勘查发展，为未来奠定

坚实的基础。第一，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提升地质矿产勘

查的精度和效率，传统的勘查方法往往依赖于人力和简

单的机械设备，不仅效率低下，而且容易对周围环境造

成不必要的破坏。通过引入先进的勘查技术，如遥感技

术、无人机探测、高精度地球物理和地球化学方法等，

能够更准确地定位矿产资源，减少勘查过程中的盲目性

和对环境的干扰。第二，科技创新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

了更为有效的技术支持，在矿产勘查和开发过程中，如

何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是摆在面前的重

要课题。通过科技创新，可以开发出更加环保的开采技

术，如绿色开采、清洁生产等，这些技术能够减少废

渣、废水、废气的排放，降低对环境的污染；科技创新

还能够帮助更好地监测和评估环境状况，及时发现并解

决环境问题，确保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第三，科技

创新是推动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关

键动力，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竞争已经不

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更体现在科技创新能力上。只有

不断提高科技创新能力，才能在全球竞争中立于不败之

地，为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提供源

源不断的动力。推进科技创新是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

境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应当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

入力度，积极引进和研发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提高地

质矿产勘查的精度和效率，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也

为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更为有效的技术支持，确保人与自

然的和谐共生[4]。

3.3  强化监管管理与宣传教育
在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过程

中，强化监管管理和宣传教育是两个不可或缺的环节。

（1）强化监管管理。监管管理对于确保地质矿产勘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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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保护活动的有序进行至关重要；在监管方面，

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监管体系，明确监管职责和监管范

围，确保各项活动的合规性。这包括建立定期巡查制

度，对勘查现场和生态保护区域进行定期检查和评估，

确保各项措施得到有效执行，要加强跨部门合作，形成

合力，共同推进监管工作。对于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坚

决依法依规进行查处。这包括对违规勘查、破坏生态环

境等行为的处罚，以及对责任人的追责。通过严格的监

管和处罚，可以维护市场秩序和生态环境安全，为地质

矿产勘查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提供有力的保障。（2）加
强宣传教育。宣传教育是提高公众对地质矿产勘查和生

态环境保护认识的重要途径，通过宣传教育，可以普及

相关知识，引导公众正确理解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

保护之间的关系，认识到两者协调发展的重要性。在宣

传教育方面，可以采用多种形式，如举办讲座、展览、

研讨会等，向公众传递相关信息；还可以利用媒体平

台，如电视、广播、互联网等，扩大宣传范围，提高宣

传效果。还可以结合实际情况，开展一些具体的宣传活

动，如环保志愿者活动、环保知识竞赛等，让公众亲身

参与，增强宣传的实效性。通过加强宣传教育，可以提

高公众对地质矿产勘查和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和重视程

度，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这将

为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提供有力的社

会支持[5]。

3.4  构建绿色勘查与生态修复机制
构建绿色勘查与生态修复机制是地质矿产勘查与生

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核心所在。（1）绿色勘查作为
这一机制的起点，要求在勘查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贯彻环

保理念。这包括使用低能耗、低排放的勘查设备，优先

选择环保型的勘查材料，以及采用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勘

查技术。通过这些措施，可以显著降低勘查活动对生态

环境的干扰和破坏，为后续的生态修复工作奠定良好基

础。（2）生态修复机制是绿色勘查的重要补充和延续，
在勘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对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

坏。为了弥补这种破坏，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生态修复

机制，这包括采用植被恢复技术，对受损区域进行植被

重建，恢复其生态功能。利用土壤改良技术，改善土壤

结构，提高土壤肥力，为植被生长提供良好条件。以及

采用水体净化技术，对受污染的水体进行治理，恢复其

生态健康，这些措施能够有效地修复受损的生态系统，

恢复其原有的功能和稳定性。（3）构建绿色勘查与生态
修复机制的目的在于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

益的统一。通过绿色勘查，可以降低勘查成本，提高勘

查效率，从而增强勘查行业的竞争力；通过生态修复，

可以恢复受损的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环境，提高社会福

祉。这种机制还能够促进勘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为后

代留下更多的生态资源，构建绿色勘查与生态修复机制

是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协调发展的必然选择。

结语

在地质矿产勘查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寻求平衡，是

这个时代的重要课题。通过加强规划引领、科技创新、

监管管理与宣传教育，有望降低勘查活动对环境的负

面影响，促进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不仅是对自然的尊

重，更是对人类未来的负责。让携手并肩，共筑绿色梦

想，为地球的美好未来贡献一份力量，守护自然和谐，

传承生态文明，共创可持续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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