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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问题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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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矿山地质灾害对我国的安全、矿产资源和环境造成不可忽视的影响。文章全面介绍了这一问题，包括地下水位降低、

塌陷与裂缝、污水影响和安全事故等多个方面。针对不同灾害，提出了相应的防治措施，如滑坡的工程治理和非工程治理，

泥石流的导流设施和急流槽建设。文章还强调了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不稳定的地质环境是灾害发生的关

键因素。最后，对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成效提出问题，如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和地质环境利用率低水平，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鼓励

更多人才加入，并优化地质环境的利用和评价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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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ning geological disasters have an undeniable impact on the safety, mineral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of China. This 

article comprehensively introduces this problem, including multiple aspects such as groundwater level reduction, collapse and cracks, 

sewage impact, and safety accidents. Corresponding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are proposed for different disasters, such as 

engineering and non engineering treatment of landslides, diversion facilities for debris flows, and construction of rapid flow channels. 

The article also emphasizes the inherent connection between geological hazards and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points out that 

unstabl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s a key factor in the occurrence of disasters.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problems about the 

effectivenes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n China,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and 

the low utilization rate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alls on the government to take measures to encourage more talents to join and 

optimize the utiliz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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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我国矿产资源需求的不断增长和矿山开发规模

的扩大，矿山地质灾害引起的社会问题日益凸显。地下水

位下降、开采作业不规范、污水排放等问题，使得矿山地质

灾害愈发复杂多样。在这一背景下，对矿山地质灾害的深入

研究势在必行，旨在制定科学合理的防治策略，保障矿产资

源的可持续开发，维护人类安全和环境生态平衡
[1]
。本研究

旨在对矿山地质灾害进行系统而深入的探讨，为相关决策提

供科学参考，推动我国地质灾害防治水平的不断提升。 

1 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及防治重要性 

1.1 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 

目前，我国煤矿地质灾害频繁发生，主要表现在四个

方面：①地下水水位急剧降低，对该地区的地下水系统造

成了一定的破坏。这主要是因为，在开采地质过程中，必

须将全部的地下水都抽走，当水位下降的时候，当地的地

质就会出现滑坡，形成了大量的疏排漏斗问题，给周边的

居民生活生产和生态环境带来了一些影响
[2]
。②在采矿过

程中，极易产生塌陷和开裂等地质灾害。究其原因，是由

于开采作业不规范，技术水平不达标，加之开采规模过大，

诱发了诸如滑坡、塌陷等地质问题。③污水对生态环境、

土壤和水质的影响；究其原因，是由于采矿过程中的地质

构造，地形比较复杂，大量的矸石堆积在一起，加上雨季

的降雨，使得地面的地质环境受到了严重的污染，给人们

的健康和生态环境带来了很大的危害。④在地质开采中，

极易出现冒顶、瓦斯爆炸、塌方和突水等灾害，造成重大

安全事故。 

1.2 防治矿山地质灾害的重要性 

防治矿山地质灾害至关重要，因为矿山地质灾害不仅

对人类的生命和财产构成威胁，还可能对环境造成长期不

可逆的破坏。首先，矿山地质灾害可能导致人员伤亡，包

括矿工和相关工作人员。地质灾害如滑坡、塌方或地陷等

不仅直接危及人员的安全，还可能造成矿井事故，影响整

个矿山的正常运营。其次，矿山地质灾害还会对矿产资源

的开采和利用造成严重影响
[3-5]

。地质灾害可能导致矿体

崩塌、矿坑淹没等问题，进而影响矿石的提取和加工，减

少矿产资源的开发潜力。因此，通过科学的矿山地质灾害

防治措施，不仅能够保障人员安全和矿产资源的可持续开

发，还有助于维护环境的健康和生态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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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常见的地质灾害类型 

2.1 滑坡 

滑坡是指在地表上发生的、由于地层内部的某些层次

发生破坏或地下水位上升等原因，导致地表土壤、岩石等

材料向下滑动的现象。滑坡常常以陡峭的斜坡崩塌为特征，

对附近的设施和道路造成严重破坏
[6]
。 

2.2 泥石流 

泥石流是一种混合了泥土、石块、水等物质的流体运

动，通常在陡峭的山地地形中发生。大雨、融雪或其他水

源导致土壤松动，形成泥石流，其流动速度极快，对周围

的土地和建筑物造成毁灭性的影响。 

2.3 地面塌陷与裂缝 

地面塌陷是指地表下的岩土层发生破坏，导致地表凹

陷或塌陷。裂缝则是地表上出现的裂隙或裂纹，可能由于

地层变动、沉降等原因引起。这些现象可能威胁到建筑物

的稳定性和地下基础设施的安全性
[7]
。 

2.4 山体崩塌 

山体崩塌是指在山脚或山坡发生的大规模崩塌现象，

可能由于地震、大雨、人为开采等原因引起。山体崩塌不

仅危及山区居民和设施，还可能导致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对于矿山来说，这些地质灾害可能对采矿活动和矿山

设施造成重大危害，因此需要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包括

地质勘测、监测系统的建立、合理的矿山设计等，以减轻

地质灾害对矿山运营的不利影响
[8]
。 

3 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的内在联系 

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存在密切的内在联系，地质环境

的特征和演变直接影响着地质灾害的发生和演化。地质灾

害，如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等，往往是由于地质构造、

岩土性质、气候和人类活动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地质环境的不稳定性、岩土层的脆弱性、降水等自然因素

的作用都可能诱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发生。同时，人类的

开采、建设和环境管理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地质环境，

进而影响地质灾害的频发和规模。因此，深入了解地质环

境的特征、动态和演化规律，实施科学的地质监测和管理，

是有效预防和减轻地质灾害影响的关键措施。 

4 常见地质灾害防治措施 

4.1 滑坡灾害防治措施 

在遭受强烈地震及降雨较多的山区，要对工程进行合

理的规划，尽量减小或避免挖坡现象，并对人工产生的有

效临空面进行适当的控制。如果一定要施工，则要在专业

人士的指导下，对边坡进行保护、支挡，并进行相应的排

水措施。在某些被火烧过的斜坡上，应增加植物的固土效

果，并加强边坡的稳定性。利用现有的科技手段，对于某

些特定区域，也能使土壤的特性发生变化，从而降低滑坡

的危险性。滑坡灾害的防治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治理和非工

程治理两方面。工程治理主要包括加固和稳定滑坡体的土

地，采取措施如植被覆盖、排水排涝、加固坡体、设置挡

土墙等，以增加坡体的抗滑稳定性
[9]
。此外，还可以采用

地下排水、导流和改变坡体坡度等方式来调控滑坡体的稳

定性。非工程治理则侧重于通过规划、监测、预警等手段，

实现对潜在滑坡区域的科学管理和有效监控。综合运用这

些防治手段，可以最大程度地减少滑坡灾害的发生和影响，

确保地区的安全稳定。 

4.2 泥石流灾害防治措施 

泥石流发生的时间短，发生得快，所以，控制的原则

应该是：每一段的措施都要有重点，在上游的水源区，尽

可能地种植各种植被，形成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同时，

还应该建设导流设施，以减弱水动力学。在通流区可设置

拦河坝等结构物，也可种植植被，起到拦截和稳定的作用，

增加水土的稳定。同时也可以极大地减缓泥石流的流速，

给人们争取更多的时间。在堆积区建设导流、急流槽、导

沟、停淤场等工程建设，以改变泥石流的运移途径，尽早

实现对泥石流的疏导。针对不同性质的泥石流，其所遵循

的原则也不尽相同：稀泥石流宜采用引沙法，而对黏性泥

石流宜采用拦沙法。 

4.3 地面坍塌与裂缝的防治措施 

在城区住宅小区，应尽量避免建造高密度的建筑群，

单一建筑物的自重是有限度的，而当多栋建筑物同时出现

时，就会超出地面的承载能力，从而导致房屋倒塌。当地

表下沉到海平面以下时，海水就会流向低洼地带，引发洪

灾。一旦出现地质灾害，必然会影响到地质环境。 

根据各地质环境特征及规律所引起的沉陷，可对灾害

区进行置换，即将已液化严重的土层移除，然后用符合要

求的新土层置换。还可以对土施以外力，使土中的水分以

及土中的气在外力的作用下被挤出，引起土的颗粒重排，

减小土的压缩性，进而增加地基承载力。在此基础上，通

过打砂处理，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砂桩的挤入，使周边土体变软，从而形成侧向挤压力，

从而增强了土体的强度。黏性土层中的砂桩能够有效地引

导渗水，并在上部荷载的作用下，有效地缩短了孔隙水的

横向渗入时间，从而提高了软基的沉降和排水能力，加速

了土体的固结。 

4.4 山体坍塌的防治措施 

山崩的速度很快，如果没有足够的经验，很可能连反

应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大部分人都很难逃出生天。边坡建

坡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坡体强度对滑坡的发生概率有

一定的影响。通过工程技术手段，可以有效地提高边坡的

抗滑能力，降低松散堆积体的滑移几率，增强岩土体的稳

定性。泥石流的发生与水密切相关，因此，减少地表径流

对泥石流的影响也是滑坡治理的突破口。为排除地下水，可

在边坡上设置竖向钻孔，并在边坡上设置盲沟。对有可能流

入的地表水，应在易发生塌方的部位修筑截水沟，施工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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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根据需要在上面进行绿化，以阻止地表水的大量下渗。 

5 我国地质灾害防治的成效 

5.1 地质灾害遇难人数呈下降趋势 

自 2018 年起至 2022 年，全国因地质灾害死亡人数统

计如下。由于我国人口众多，并且每年都在增加，地质环

境非常复杂，因此，长期以来，地质灾害导致的人员死亡

人数一直都很高。正是由于我国地大物博，加上大家对地

质灾害的预防和控制，导致了死亡人数的下降。 

 
图 1  2018-2022年中国地质灾害死亡人数及失踪人数 

5.2 居民对地质灾害应急避险能力有所提高 

我国一直到 2003 年，才将“群测群防”制度和“预

警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实施了“地质灾害群测群防”

的综合防治措施。我国城乡社会成功预测灾害的次数虽然

在总体上有所波动，但总体上仍有上升趋势，由最初的

5%上升至 20%。2013-2018 年间，尽管紧急避难人员数量

也呈现波动性，但总体上呈递减趋势。这主要是由于大部

分居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防灾意识，并且对突发事件的自

我防范意识在逐步提高；在此基础上，政府还采取了多种

专项措施，如主题宣传，生态移民，综合治理等。 

6 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利用主要存在的问题 

6.1 灾害防治体系依旧存在问题 

国家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地质灾害的防治，并且在这

一领域下了不少的工夫，培养了一些人才，进行了大量的

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然而，目前我国在地质

灾害防治方面，尤其是在地质灾害预测与分析等方面，仍

缺乏专门的专业技术人员。 

在实践中，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在地质灾害发生之后，

由相关的专家针对具体的灾害类型和危险情况采取相应

的措施。这可不是最好的办法。尽管目前国内已经开始利用

各种信息系统来应对地质灾害，但是这种技术还不够成熟，

而且还存在着很多的技术上的不足和缺点。对地质灾害的预

警和预测分析，在精度和灵活性方面仍有待提高。这就要求

政府出台相应的激励措施，鼓励更多有才能的人才加入。 

6.2 地质环境利用率处于低水平 

地质灾害与地质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然而，在开展

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中，却没有充分利用地质环境，造成了

大量的地质环境资源的浪费。但是，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在国内的某些城市，有专业的调查设计组织，他们可以充

分认识到地质环境现场勘测勘察的重要性，合理、主动地

利用机构所具备的设备条件，并根据相应的标准，根据当

地的规范进行地质环境调查工作。缺点在于，在获得和整

理有关数据信息之后，仅仅是通过电脑等设备，将这些数

据直接输入到相应的数据库中。长期以来，我国在地质环

境利用和评价系统方面还不够科学和健全，总体来说，地

质环境利用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要促进地质环境的建设，

注重具体的评估成果，有目的地优化和完善地质环境的建

设和评估，是促进地质环境的有效利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7 结论 

通过对矿山地质灾害的深入研究，我们深刻认识到其

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严重影响。矿山地质灾害不仅威胁

着人类的生命安全，还可能导致矿产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生

态系统的破坏。本研究旨在深入剖析矿山地质灾害的成因

机制，总结防治经验，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在当前

社会对资源的高需求下，对矿产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然

而，我们必须正视矿山地质灾害带来的潜在风险，并采取

有效措施来降低其发生的可能性和减轻其影响。科学的矿

山规划设计、严格的开采管理、先进的监测技术以及及时

的预警体系都是有效防治矿山地质灾害的关键。总体而言，

矿山地质灾害的研究是一个复杂而系统的课题，需要多方

面的努力和合作。通过不断深化研究、加强国际合作，我

们有望在未来建设更加安全、可持续的矿山开发模式，实

现矿产资源的有效利用，同时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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