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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探讨

马小波
宁夏回族自治区水文环境地质调查院 宁夏 银川 750011

摘 要：工业生产的高速发展促使在我国针对矿物资源需求量不断增长，但是长期规模性、无休止的开采受到破

坏了矿山区域的地质环境，引起了很多的地质灾害。因而，政府部门及有关部门务必确立地质灾害所发生的缘故，并

强化对地质灾害的预防和地质环境的维护，以推动我们国家的绿色发展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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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随着技术体系逐步完善，现阶段在矿山开采

的过程当中，为了能进一步提升开采工程项目的安全工

作实效性，做好地质灾害操纵已经成了多方面关注的

焦点。在实践应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融合矿山地质灾

害的实际种类，科学地挑选技术管理体系，做好技术的

突破和改进，强化对矿山工程的总体操纵细节监管，综

合性技术管理体系、环保设备工程及其修复工程来达到

矿山工程综合操纵，这样才可以在避免地质灾害的前提

下，完成翠绿色矿山工程基本建设。

1��矿山地质环境概述

矿山地质环境关键是指因为自然原因和人为因素活

动所造成的矿山地质环境的改变，及其并对危害所形成

的各种各样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环境的主要特点是在不

同地质时期和同一时间范围，由于人类社会发展和时代

的进步及自然资源的开发运用，出现各种各样的地质现

象，如山体滑坡、泥石流、地裂缝等。这样就会为人们

生产生活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乃至也会导致生态环境

保护的恶变；与此同时，也帮矿山的开采与保护工作增

强了难度系数。因而，一定要高度重视矿山地质环境的

问题和预防，从而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收益。在我国

煤业的持续增长，促使对电力能源需求量也越来越大，

但另一方面也加重了一系列的生态环境问题，如土壤侵

蚀、土地荒漠化、水土资源不平衡、土壤退化、植物群

落衰退、物种多样性降低等，使矿山的生态体系遭受受

到破坏，从而出现地质环境不稳定。因此，若想完成可

持续的反复基本建设，就需要从根源上操纵，避免产生

地质灾害。比如，陇南地区地处我国长江流域河段内，

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较为敏感。气象灾害高发，地质灾害

比较严重。陇南地区气候展现很明显的竖直变化，大山

严寒雨水多，谷地温馨降雨少，冷暖空气互换强烈，降

水分布不匀，造成旱灾、雹子和大暴雨等气象灾害经

常。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比较严重，活动区总

面积达到11659m2；生态文明建设难度高，河堤激光切割

明显，河谷幽静，地形地貌粉碎；陇南市的人群生活主

要是以耗费生态资源为载体，盗伐林木开垦、斜坡栽种

的不当开发，造成区域植物群落总面积降低。

2��矿山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

2.1  地震
地震与坑内岩爆的形成原理同样，主要是由板块运

动引起，所以在矿山开采环节中，一旦发生坑内岩爆，

就意味着有可能出现地震状况。与此同时，因为开采相

关工作的操作失误所引起的坑内岩爆也容易引起地震的

诞生，这一类型的地震尽管地震源较浅，但影响范畴却

十分广。除此之外，在地震发生的时候，还很容易引起

瓦割、滑坡等洪涝灾害，因而，地震归属于威慑力最大

的一个自然灾害之一。

2.2  山体滑坡、塌陷
针对矿山自然环境来讲，山体滑坡的建立主要是自

然原因比较多，例如岩石产生歪斜、地震等。塌陷的建

立主要是相对性比较陡峭的山体陡坡所存在的岩土壤层

在自己作用力的影响下摆脱公路边坡向相对方向当然崩

落的一种自然灾害，该类征兆可以利用岩土力学做按时

观察，可以有效的搞好充裕预防提前准备对策以促进山

体滑坡与坍塌灾难所产生影响降到最低。

2.3  矿井突水
在开采矿物资源的过程当中经常会碰到地表水、熔

洞等区域，这种区域的水分含量比较大，假如开采环节

中对于此事区域地质状况掌握不够，或者无法严格执行

步骤开展开采活动，就很容易毁坏这种含水量区域的防

护岩石层，引起矿井突水。在矿山开采之中，一旦出现

矿井突水，就容易引起自然灾害而引起大量性命经济损

失。据资料显示，近些年矿山地域因为矿井突水所造成

的安全生产事故达到上几百次，与此同时导致了近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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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损失[1]，也对环境条件导致了很严重的毁坏，一些

资源比较丰富的矿山从此失去开采使用价值。

2.4  地面沉降
在矿山地域开展地底开采工作的时候，容易产生一

片裂缝区域，如果这些区域的现浇板岩石强度较弱、构

造不全面，或这一裂缝区域十分贴近路面，就会出现路

面开裂、坍塌等诸多问题。所以在开采过程中出现必需

组装开采房及其保安人员矿柱，并且对废料石开展回填

土，防止路面变形发生。对矿山来讲，地面沉降原因是

空区上边岩土体没有支撑，在的作用下坍塌导致地面变

型。此外，在开采环节中地表水过多摄入也会造成地面

塌陷。

3��地质灾害的防治原则

在开展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时候，首先遵守合

理安排标准，需要对地质灾害防治工作进行了全面统

筹，保证矿山开采与地质灾害防治的共享发展；同时要

遵守工地施工安全标准，针对矿山开采而言，尤为重要

的便是保证工作人员的安全性，在开展开采前应加强安

全教育工作中，并做好对矿山地质环境的全方位勘察，

确立矿山地质环境实际情况，与此同时还要搭建完备的

工作中流程和管理方案，防止地质灾害的产生，在最大

程度地减少矿山开采的风险性；最终应遵循防治融合的

基本原则，针对地质灾害防治而言，最主要的永远都是

防止，而非产生灾难后解决，因而在日常工作中要时刻

将地质灾害防止摆在首位，与此同时做好对环境条件的

保护工作，完成对地质灾害的有效防止。

4��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措施

4.1  提升统筹规划实效性
统筹规划关键是指在开展矿山地质剖析的过程当

中，一定要全方位地开发技术体系运用方式，融合具体

矿山工程施工要求，打造出健全施工确保。特别是针对

早期地面环境中的保护与调查而言，要加强土壤侵蚀、

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调查分析幅度，发觉风险和隐

患，制订管理方法预防对策，采用保守的心态开展地质

灾害的调查和操纵，这样才可以为下一步的一系列相关

工作的开展打下基础。

4.2  提升矿山地质自然环境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矿山地质自然环境基础建设，是推动矿物资源

开发利用的主要标准，也是提升煤业经济收益的重要方

式。需要强化对矿山的保护工作，避免人为损坏，降

低地质灾害的产生和发展。在改进生态自然环境的前提

下，下大力气治理废料，积极主动开展循环产业，使之

变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软件管理体系，以此来实现生

态、社会发展、自然可持续发展观。与此同时要注重对

地质勘察的投入与产出，使之到达均衡，以确保开采公

司的稳定生产制造，并为全国老百姓的生活能力的提高

作出贡献[2]。在矿山地质自然环境的修复环节中，既需要

相关部门的支持和鼓励，更离不开人民群众参与其中和

相互配合。

4.3  选择合适的整治方法
整治方法针对矿山地质灾害区域生态修复有重要意

义，而这其中的复垦和园林景观再造乃是关键方式，矿

山地质灾害区域生态无法借助自然的力量完成修复。因

而，在有关整治时要根据人为要素开展干预，修建与原

生态相似的复合系统。在开发矿物资源时或竣工后都可

开展复垦，使之基础性作用得到充分充分发挥，并获得

其所产生的经济收益。园林景观再造则在整治以上，重

构本地园林景观，以获得视觉盛宴，从而使本地旅游业

发展得到充分发展趋势。在实际应用时，大多是组合园

林景观再造和复垦开展应用，二者全是复建生态[3]。在修

复生态系统软件时，无法简易明确其中一种整治方式，

也很难确定哪种方式有更高的效应。

4.4  地质灾害气象预报
伴随着科技实力的高速发展，我们国家的地质灾害

气象预报工作中也获得了很大的提升，利用前沿的探测

仪和检测技术性，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完成对地质灾害的

预测分析。目前我国的地质灾害预测技术主要包括密度

高的电阻法、瞬变电磁法及其大数据技术三种。根据密

度高的电阻法获得不同地区的反馈情况，可以确立该地

地形构造，确立该地存不存在缝隙、断块等诸多问题，

由此在矿山开采环节中提升专注力，以防止地质灾害的

产生。瞬变电磁法就是利用接电线源对矿山发送单脉

冲，因为矿山地下物质在接受单脉冲之后产生一定的磁

感应涡旋场，所以可以用这种方式的方式对地底介质电

阻开展观察[4]。大数据技术就是利用对定位技术、信息科

技及其电子信息技术等几种技术性整合，利用工程项目

信息科技对矿山区域的地质问题进行收集与分析，进而

确立矿山的地质组成。除此之外，利用GIS技术对矿山区
域内的地质信息进行剖析，还可以将原先的二维数据交

换为三维图形，将矿山区域的地质状况更加直接地呈现

出来，进而合理避免因为开采出错所引起的地质灾害。

4.5  场地平整
场地平整是合理修复矿山地质灾害区生态的主要方

式。矿山的紊乱开挖也会导致其地貌发生险峻坑壁等状

况，而使用工业设备对开采时所形成的倾斜度开展平坦

的全过程即是场地平整。土地资源通过整齐后就可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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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后续农作复种或修复林果业等。在土地平整时，务必

融合现场施工环境，针对性地选择施工方法，使土方回

填开采和深入分析有一定的降低，且尽量保证土地原来

外貌特点。在长时间开采环节中，大部分矿山会出现地

面沉降和裂纹等病虫害发生。在处理时，先要修复地面

外露地区并回填土土壤层，以重构地面园林景观[5]。

4.6  提升地质自然环境实时检测
根据智能化信息科技，提升水文水利地质环境中的

实时检测，搜集有关数据和信息予以处理剖析，这样有

利于编写科学合理的防治应急预案。水文水利地质灾

害大多是突发性，所以需要职业单位根据矿山地质勘察

去了解开采地区水文水利地质状况，搞好实时检测工作

中，保证水文水利地质转变一直都在可控性范围之内。

充足结合实际情况，观查矿山降水量，一旦超过预警值

则一定要做好输通和管理方面，进而避开矿山坍塌事故

发生[6]。针对地质标准较为简单的矿山，则要重视坍塌预

防，并开设科学合理的检测组织，编写完备的水文水利地

质检测规章制度，以引导后面工作活动的科学规范开展。

4.7  认真落实环保工作的突破
环保工作是矿山开采环节中一定要执行的重中之

重，环保工作能从土壤侵蚀、泥石流下滑等地质灾害的

视角展开分析，掌握不一样地质灾害的产生概率，而且

制定安全防治对策。要高度重视工程施工阶段的排水系

统基本建设，认真落实边坡防护工程，防止外部当然水文

环境对项目产生影响。而这一系列的方式也可以实现矿山

附近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生态资源的改善发展趋势[7]。

4.8  生态修复工程
想要提升矿山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品质，对矿山地

质自然环境的保护才是关键，但在开展矿山开采的过程

当中，又不可避免会让地质生态自然环境产生影响，

所以必须要开展生态修复工程来保证地质灾害预防实效

性。就目前来说，利用微生物菌种生命活动及其代谢物

来调节矿山体系中的土壤性质，保证矿山生态平衡，与

此同时提升矿山生态的抵抗水平，从而减少地质灾害的

产生。微生物协同修补的优势是效果明显、成本费用

低，可以给矿山地质生态产生良好转变。环境整治损坏

公路边坡便是对矿山地质生态区域规划一条红线，一起

提升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督检查工作，降低人为矿山地质

环境污染个人行为，对较小规模矿山开采工作中立即停

业整顿，与此同时提升退耕还林还草工作中，保证矿山

地质的生态身心健康。

结束语

总的来说，近些年，中国持续实行生态文明建设，

并十分重视修复矿山地质灾害区，因而，对如何恢复矿

山地质灾害区自然生态环境进行分析，可以使在我国

土地利用效率获得有效提升，使网络资源减轻难题获得

有效改善，从而使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获得切实推进。

强化对矿山环境条件的探索与整治，改进矿山的土壤条

件，避免地质灾害的诞生及伤害，提升矿山安全性、可

靠性，完成可持续发展的发展战略，具备十分重要的价

值与作用。因而，在矿山地质勘察中，应当充足预测分

析和观察作业地区具体情况，有偏重于经掌握水文地质

难题，探索水文地质变化趋势，制订有效高效的地质灾

害防治方法，这样有利于构建安全作业自然环境，确保

作业工作人员及周边居民人身财产安全，为后续工程建

设与矿产资源开采给予支持。

参考文献：

[1]曾国星，彭文祥．矿山地质灾害勘查方法与防治措
施分析[J]．世界有色金属，2020，35(11):116－117．

[2]吴家旭，刘能源，赵晓东，等.矿山地质灾害防治
与土地复垦[J].世界有色金属，2021（16）：94-95.

[3]宋煜.探讨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研究
[C]//2020万知科学发展论坛论文集（智慧工程一），2020
（135）：1112-1120.

[4]余敬豪.分析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在岩土工程中的运
用[J].西部资源，2018，000（002）:63-64.

[5]徐茂岚.岩土工程地质灾害防治技术及对策分析[J].
建筑工程技术与设计，2018，000（014）:610.

[6]刘观发，周凌政，马奔，等.解析矿山地质灾害防
治与地质环境合理利用[J].世界有色金属，2018（23）：
145；147.

[7]淮珍．矿山地质灾害勘查方法与防治对策[J]．中
国石油和化工标准与质量，2020，40(8):173－1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