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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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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些年来随着矿山资源开采不断扩大，环境问题、地质灾害给矿山开采区域周边居民带来不利的影响，同时也给当地

经济、生态等方面的发展带来一定阻碍。近些年来我国对矿山开采工作进行了规范，制定了相关的管理制度，改变了矿山生

态环境，但是目前一些矿山在开采过程中依然存在地质灾害治理不到位、生态环境修复不及时等问题，因此针对此种情况应

进一步加大矿山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力度，改善矿山环境，更好的推动矿山建设与发展。 

[关键词]矿山地质灾害；治理；生态环境；修复 

DOI：10.33142/ec.v5i9.6854  中图分类号：X171.4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Mining Geologic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JIANG Yaru, LYU Deng, CUI Xiangfei 

He’nan Natural Resources Monitoring Institute, Zhengzhou, He’nan, 450016,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continuous expansion of mining resources extraction,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geological 

disaster have brought adverse effects to the residents around the mining area, and brought certain obstacl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cal economy, ecology and other aspects. Our country has standardised the mining work, formulated relevant management systems 

and change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mining.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mines in the mining process that do not have proper 

geologic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timely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refore, in response to this situation, the geologic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toration of mining should be further increased to promote the mining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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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矿山资源已经成为重要的资源，同

时矿产资源开发与社会经济发展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

在矿山资源开采及生产过程中也会给生态环境带来非常

不利的影响。此外，若没有及时对矿山开采给生态环境所

带来的影响进行处理，会导致问题更加严重，还会导致地

质灾害的发生，因此要想保证矿山企业可以长久发展应有

效避免地质灾害及生态环境问题，采用有效的方式进行治

理与修复，为矿山周边居民创建安全、绿色的居住环境。 

1 矿山开采地质灾害的特点 

可以说，因矿山开采所导致的地质灾害比普通地质灾

害更加复杂且整体危害也越大，矿山地质灾害的特点主要

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从地质灾害危害程度来看，由于

矿山开采面积不断扩大，导致矿山地质灾害发生率也不断

增多，给开采区域及周边环境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另外

一些废弃矿山后期治理工作比较困难，尾矿、废渣等问题

处理相对困难，既影响了土地资源利用同时也会导致安全

问题，带来灾害。从灾害种类来看矿山地质灾害变化类型

较多，常见的矿山地质灾害包括塌陷、山体滑坡、泥石流、

井下突水、土壤毒化等，而且多数矿山地形相对复杂，这

样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中会增加安全隐患发生率，不同的

地质灾害防控及治理方式也不相同，这样也给防控及治理

工作增加了难度，因此应对矿山地质灾害产生原因、类型

等进行分析并做好实地勘察，制定治理措施，降低矿山地

质灾害发生率
[1]
。 

2 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应遵循的原则 

2.1 按要求规划原则 

在进行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时应按要求完

成规划工作，对整体工作进行可续的规划，通过科学的规

划、统一的管理，将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进

行协调，确保各项工作可以顺利开展。 

2.2 安全性原则 

在进行矿山开采作业时应始终将安全管理放在首位，

并对安全管理工作内容进行确定并将安全管理责任落实

到人，提升管理人员的责任心。在进行矿山地质灾害治理

与生态修复过程中应始终坚持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将

安全管理制度进行全面落实，有效避免矿山开采过程中的

安全问题。同时还应建立专业的安全管理团队，对矿山开

采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安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从而为矿山

开采人员创建安全的工作环境。 

2.3 以防为主原则 

在进行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时还应

http://qikan.cqvip.com/Qikan/Search/Index?key=C%3dX171.4&from=Qikan_Article_Detail


工程建设·2022 第5卷 第9期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2022,5(9) 

112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Viser Technology Pte. Ltd. 

落实以防为主原则，同时强化治理工作。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过程中应认识到地质灾害治理的重要性，将预防工作放在首

位，并采用防治结合的方式，提升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

保护效果，避免出现生态失衡问题，将问题进行提前防控
[2]
。 

3 矿山地质灾害成因 

3.1 因地下水位变化导致的矿山地质灾害 

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中地下水位多会产生变化，导致

矿山地质灾害，主要以矿坑涌水灾害为主。要想确保矿山

开采安全应严格评估矿坑涌水量，假如矿坑中涌水量受到

地下水位影响，会导致用水量超出预期的问题。此外，当

地下水位出现变化时矿坑中泥沙量会增多。若矿山开采过

程中遇到蓄水溶洞，溶洞含水量较高且存在较多的泥浆、

石屑等物质，当这些物质在矿坑中聚集会直接导致安全问

题，若处理不及时会给整个矿山带来严重的影响。 

3.2 因岩体形变所导致的矿山地质灾害 

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中导致岩体发生形变的原因为

外部作用力，当岩体发生形变时会导致矿山塌陷地质灾害。

比如，矿山采空区框架受到破坏或数量没有达到要求，就

无法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最终导致塌陷地质灾害，特别

是当矿体埋藏深度不足时也会增加塌陷地质灾害发生率。

当矿体埋藏过深、踩空区顶部存在塌陷问题且回填作业不

达标会导致塌陷事故更加严重。此外，当矿坑周边出现地

壳收缩问题时岩体间的空间会增加，岩体也会处于收缩状态，

此时应力会释放，岩体会出现破裂问题，也无法保证施工人

员人身安全。同时也无法保证矿山矿场边坡稳定性
[3]
。 

3.3 因矿体内部问题所导致的矿山地质灾害 

3.3.1 崩塌灾害 

导致坍塌的原因是由于岩体陡峭重力作用，导致与母

体分离，同时会向下滚动或坠落。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中

会破坏原有的地质构造，无法保证岩体的稳定性，岩体自

身会出现开裂、地质结构倾斜等问题，当暴雨天气时会导

致结构面分离，引发崩塌问题。 

3.3.2 滑坡灾害 

当岩体处于特定的地质环境及自然条件时，斜坡位置

岩体重力顺延斜坡出现下滑时就会导致滑坡灾害。滑坡灾

害也是矿山开采中比较常见的地质灾害，当矿山开采比较

剧烈时也会增加滑坡灾害发生率。 

3.3.3 泥石流灾害 

矿山开采中的泥石流灾害多发于沟谷、山区、斜坡等

位置，当出现暴雨等恶劣天气状况时泥沙、石块等会随山

体向下流动形成泥石流。导致泥石流灾害的原因包括地形

条件、固体位置，其中地形条件主要是当存在坡度时会给

物体流动创建条件；固体位置指的是石块、泥沙等位置。

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中若没有对废弃的渣料等进行及时

处理或是放置位置与规定要求不符，也会增加泥石流灾害

发生率，因此要想减少泥石流灾害发生应避免将废弃渣料

放置在斜坡等位置。 

3.3.4 塌陷灾害 

当矿山开采中存在采空区、巷道或井巷等情况会导致

岩体下落问题，这样就容易出现塌陷灾害。塌陷灾害主要

是由于矿山在进行地下开采过程中会出现交过巷道，最终

形成采空区，当没有及时对采空区进行回填处理时会导致

塌陷问题。 

3.4 因植被减少所导致的地质灾害 

现阶段，一些矿山企业在进行生产过程中，所采用的

生产模式依然缺乏科学性，这样就会给矿山周边生态环境

带来较大的影响，当矿山周边植被不断减少时，也无法保

证矿山山体结构的稳定性，当矿山开采施工比较密集且出

现强降雨天气情况时会增加泥石流灾害、滑坡灾害发生率。 

4 矿山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修复具体路径 

4.1 地面减沉技术的应用 

近些年来矿产开采面积不断扩大，导致矿区中会有较

大的采空区，直接影响了周边生态环境。因此，为了降低

采空区所导致的地质灾害，应采用地面减沉技术完成治理

工作。地面减沉技术是对踩空区域进行填充，主要的填充

材料包括砂石、厂砂炉渣等，在应用该项技术后可以有效

减少地质灾害并可以避免给周边环境带来的影响。从地质

环境角度来看，当出现地面沉降问题时会给矿区周边环境

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给土体结构带来破坏，导致泥石流

或水土流失等问题。采用地面减沉技术后可以有效避免此

类问题，减少地质灾害及生态环境问题，确保矿产开采工

作可以顺利开展
[4]
。 

4.2 恢复植被种植量 

矿山开采过程中比较容易导致地面塌陷灾害，在进行

治理时应恢复植被种植量。主要是针对塌陷区域植被恢复，

将煤矸石等填充到植被种植区域，同时可以减少水土流失

问题并可以对地质灾害发生率进行控制，得到良好的环保

效果。在恢复植被种植量过程中，还应采用压实方式对种

植区域进行处理，从而保证种植区域密度满足植被种植要

求，通过植被种植恢复有效避免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

同时可以提升生态环境保护效果。 

4.3 对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要想保证矿山地质开采效果，应对矿山地质治理及生

态环境修复法律法规进行不断完善，从而保证矿山地质灾

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水平，并可以对矿山开采过程进行

规范，保证矿山治理效果。在强化矿产开采治理工作时，

应提升矿山资源开采要求，确保矿山开采企业可以严格按

照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进行开采，确保参与矿山开采企业、

开采人员均有资质，可以严格按照规范及要求完成矿山开

采工作，从而保证矿山开采工作可以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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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相关管理部门构建联合监管体系 

对矿山开采监督管理工作进行落实，各相关管理部门

应构建联合监管体系。当地政府部门、国土资源单位、环

保部门、安全监管部门及林业部门等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并与当地矿产开采情况及地质灾害发生机理进行结合，并

赋予独立的执法权利。同时矿山开采监督管理制度进行完

善并提升监督管理水平，有效控制矿山开采过程中地质灾

害发生率。建立专门的监督管理部门，可以及时对矿山开

采企业地质环境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行全面监管，

同时可以提升监督管理工作效率，从而减少地质灾害、环

境问题给矿山开采所带来的影响。 

4.5 对开采技术进行优化 

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矿山技术也得到了进一步优化，

采用先进的技术可以保证矿山开采环境的稳定性同时可

以减少地质灾害发生率。为了避免矿山开采过程中出现沉

降问题，矿山开采人员可以采用填充开采方式将浆液灌注

到开采位置，通过浆液灌注对矿山内部结构、压力及应力

进行平衡，从而减少矿山内部结构变化情况；也可以使用

局部开采方式，也就是在一次开采时只开采少部分矿山资

源，在填充或结构稳定后继续进行开采；填充复岩离层带

开采技术在应用后也可以得到良好的效果，在应用后可以

有效规避岩层位移、沉降等问题，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率。

但是无论是应用哪种开采技术均应与矿山开采作业要求、

地质环境、地表结构等方面进行结合，在保证开采效率的

基础上减少地质灾害发生率。 

4.6 强化开采控制及开采后治理工作 

导致矿山地质灾害的原因较多，不同的地质灾害所带

来的破坏程度也存在差异，因此在进行矿山开采时应认识

到地质灾害治理工作的重要性，同时对地质环境进行详细

分析，在了解矿山地质情况后保证地质灾害防治效果。矿

山开采过程中应对各开采环节进行统筹规划，保证地质灾

害治理效果并减少地质灾害发生率。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

中应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包括矿山开采方案制定、地

质情况勘察及开采后的修复措施等。矿山开采结束后应采

用科学的生态修复方式，如可以将矿渣进行清理、矿山废

料处理时采用统一的方式、边坡失稳问题、建筑材料回收

等，从而减少给自然环境的影响。在处理落石、碎石等问

题时应始终遵循安全性原则，防止因治理不当导致二次地

质灾害，同时还应规划撤离方案并规划撤离路线，减少事

故的发生率。此外，相关管理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并

做好开采区域巡查工作，及时发现安全问题并进行处理。

同时对开采工作流程进行规范，对人员操作行为进行严格

管理，在矿山开采时应将现场物品进行合理摆放，提升坑

道支撑力，有效控制塌陷问题，同时应及时排出开采区域

内的积水，做好防护工作。 

4.7 地质安全防护体系的构建 

在进行地质安全防护体系构建时应计算好各项参数，

当水量较多时应在合理位置设置排水管，但是在设置排水

管时应确保边坡的稳定性，防止滑坡等问题。若一些矿山

施工地段稳定性较差应做好安全拦截措施，避免给矿山施

工带来影响。此外，在进行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强化施工安

全管理并将安全管理落实到人，同时做好技术及安全培训

工作，通过培训提升管理人员、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同时

可以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进行操作，从而避免安全事故的发

生。此外，应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保证矿坑回填效果，同

时增加植物种植量完成生态修复工作。 

4.8 增加治理资金投入量 

矿山企业应认识到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工

作的重要性，将其与自身企业经济建设及未来发展进行结

合，根据企业具体情况设置专项治理资金并增加资金投入

量，同时还应确保矿山地质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工作效果。

此外，矿山在进行开采过程中还应强化安全防护工作，将

安全保障制度进行全面落实，并抓住治理及修复重点。同

时政府财政部门也应给予矿山企业相应的支持，同时也可

以构建多元化的资金筹集渠道，矿产企业应将自身发展与

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环境修复工作进行结合，从而保证治

理及修复效果，更好的促进矿山企业发展。 

4.9 确保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修复工作的全面性 

矿山企业在进行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修复工作时应

强化环境监测及环境保护力度，同时还应由专业人员完成

矿山地质情况调研工作，确保调研结果的准确性与真实性，

为具体措施制定提供依据，从而确保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

环境修复工作可以顺利开展。同时可以监理信息化监管平

台，确保地质灾害治理及生态修复工作的全面性
[5]
。 

5 结语 

总而言之，在进行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境修复

时，要想确保治理与修复效果应与矿山作业实际情况进行

结合，并做好协调工作，保证矿山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环

境修复效果，为矿山作业顺利开展奠定基础。在进行矿山

地质灾害治理与生态修复工作时应做好统筹规划工作，对

具体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确保治理及修复方案、措施的科

学性，从而减少矿山作业过程中出现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

为矿山生产创建安全、绿色的工作环境，更好的促进矿山

企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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