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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矿山地质灾害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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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社会经济的发展促使我国的各项资源也在不断的发展和应用，促使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很多的矿产资源在开采的时

候也在不断的发掘，但是很多地方的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以及工艺比较粗糙，就会导致矿产产生一定程度的环境问题，导致

人们生产生活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促使矛盾的增加。所以，为了保证地质环境的绿色化，要对其防治措施进行进一步的分

析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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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promotes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arious resources in our 

country, and promotes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A lot of mineral resources are constantly explored during mining. 

However, the mining process of mineral resources in many places is relatively rough, which will lead to a certain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e mineral resources, cause a certain negative impact on people’s production and life, and promote the 

increase of contradictions. Therefor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greening of th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should be carried out on its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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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矿山企业普遍存在重资源开采轻环境保护

现象。由于矿产资源开发方式粗放、资源低效利用引发了

大量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人类在从自然界最大限度地开

采资源的同时，也在承受着由于不合理开采方式引发的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粗放式的矿山开采活动，导致了十分严

重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对矿区居民的生产生活造成不良

影响，使矿区居民和矿山开采之间矛盾逐渐激化。 

1 矿山地质灾害的现状及防治重要性 

1.1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 

矿山地质灾害经常发生的主要现状主要分为以下几

个方面：首先就是地下水位自身的变化，导致对地下水体

系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大部分原因都是在开采的过程中，

要对地下水进行有效的清除，这就会导致其自身水位的下

降，进而出现漏斗形状的出现，对周边的人们产生负面的

影响。其次在开采矿山的时候还会产生塌陷以及下沉等等

问题，这些问题都是由于在对矿山进行开采的过程中，自

身的规范标准的约束性比较低，而且施工的过程中技术不

够标准，只是对相对小范围的采矿工作进行了落实，促

使地质问题的产生。第三，废水的产生，在开采过程中

会出现各种化学物质，在经过雨水的浸泡之后就会造成

地表污染。 

1.2 矿山地质灾害的防治重要性 

生活以及生产在矿区中的人们，对于未知的灾害无法

有效的预测，因此，在矿山产生灾害的过程中就要利用相

应的安全防护理论知识，进而减少由于灾害产生的各种损

失程度。自然灾害的出现会导致人们生存的环境受到一定

的威胁，因此要保证地质监测相关部门和开采部门密切联

系，对地质灾害的出现进行有效的防治。对矿山的开采工

作来说，是相对比较复杂的，经常会出现地质问题。要加

强防治措施的研究，避免安全隐患的产生，避免对人们的

生产以及生活产生负面影响。 

2 矿山地质灾害的形成原因和类型 

2.1 矿山滑坡 

在对矿产资源进行开采的时候，通过对其矿山进行开

采就会导其自身本身的结构体系产生破坏，进而出现地质

问题，导致山体滑坡等等灾害问题产生，促使很多负面影响

的产生。超过矿山其自身承受能力的开采工作，都会导致矿

产资源的破坏，在暴雨的天气情况下产生更严重的后果。滑

坡的地质灾害是经常会产生的一种灾害，也会频繁的出现。

按照对现场的勘察，产生滑坡问题的主要影响因素分为以下

两点：第一，在对其进行开发的时候，会对上不结构体系的

受力不均匀，导致矿山自身结构体系的稳固程度降低，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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滑坡灾害的出现；第二就是很多矿山地质勘察的工作规划设

计不够科学，在工作落实的过程中就会出现滑坡的问题。 

2.2 地下水位出现的变化 

大部分的矿产在进行开采的过程中，都是通过地下作

业来进行的，而且地下中的深度是相对比较深的，主要破

坏矿山自身的结构体系以及影响地下水位的高度。除此之

外，甚至还会产生地下水以及岩土体系中出现的物理反应，

导致泥土自身的软硬程度产生变化，进而会对整个开采的

地质条件产生一定的变化，促使塌陷问题的出现，对整个

矿山的稳定程度产生负面的影响。而且对于地下水位来说，

其自身的深度产生改变也会对整个岩土结构体系自身的

强度产生一定的影响，地下水的情况变换对整个河流的补

给条件以及岩土体系等等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导致

矿山地质中的灾害问题出现。在地下水进行外放的时候，

就会对地下的各种水文条件以及土质地质条件产生一定

的影响，促使生态环境的恶化。 

2.3 矿山自身环境的变化 

大部分的矿山在开采的过程中都在人员活动比较少

的区域，而且地质条件也是相对比较繁琐的，在开采建设

的过程中会产生一定的安全问题，因此，对整个施工的效

率以及时间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很多地方的自然影响因

素也是相对较多的，会出现降水的天气因素，这就会导致

灾害的产生概率增加，对安全问题产生一定的隐患。而且

矿山资源的过度开采也会导致地下空间过度的利用，导致

地表结构体系的稳定程度降低，甚至产生崩塌的问题出现。

而且在开采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的废弃物品，假如没有

有效的处理，就会导致矿山生态环境的破坏，对整个矿山

都起着负面的影响。 

3 灾害防治的主要原则 

3.1 有效科学的规划设计 

在对矿山地质工作进行开采的过程中，要保证规划设

计工作的合理性以及原则性，通过全方面的统筹以及规划

设计来对矿山地质进行有效的保护，并且对灾害问题进行

有效的防治措施落实，保证矿山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3.2 安全建设的原则 

安全是所有工程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矿山开

采工作也是不例外的，要对其中的建设和开采内容进行明

确，并且对每一项工作的安全问题都要进行严格的把控，

按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对矿山进行合理的管控，并且对

安全管控体系进行有效的建设和发展，对安全管控队伍进

行合理的建设，避免风险的增加。 

3.3 预防和治理有效融合的原则 

在矿山开采的过程中，保证以预防为主要工作，治理

为辅助工作的主要原则。在矿山环境保护的过程中，要有

效的对环境治理的工作进行有效的认识，保证防治工作和

治理工作相互融合的原则，防止由于过度开采对地质环境

产生负面的影响。 

4 矿山地质灾害的防治 

4.1 防控体系的建立 

有关的矿山地质防控部门与政府之间要有效的对防

控体系责任进行有效的落实，并且对地面沉降的问题进行

实时的监督和测量，保证对地面下沉以及地下水管控的有

效联动，而且对于地质灾害频发的地区要避免对其进行开

采以及地下水的开采，防止出现更为严重的地质灾害。在

开采工作的准备过程中要对被开采的矿山进行有效的监

督和检测，看其是否处于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的区域，还要

对管控体系进行有效的建设和完善，避免生态环境的破坏。 

4.2 减轻水害 

大气降雨是地下水的主要补给源。暴雨或者长期降雨以

及融雪过后，往往可见边坡失稳增多的现象，这说明大气降

雨等对边坡的稳定性有很大的影响。降水一方面降低了岩体

的强度，增大孔隙水的压力，导致滑动面的抗滑能力降低。

另一方面增大边坡的下滑力，两者结合起来极大降低了边坡

的稳定性。所以，可以通过对矿区的地表水进行综合治理来

预防地质灾害发生，降低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主要的方法

有拦截地表水、提高山体绿化率、设置盲沟、修筑拦挡墙等。 

4.3 紧急救援工作体系的落实 

不同地区的政府要按照不同地区的主要情况来对紧

急的救援体系进行完善和建设，并且还要对有关的通讯设

备来进行合理的配置，对相对高效而且合理的管控制度体

系进行完善，并且还要进行医疗设备和避难所的设置。在

灾害发生以后可以紧急的进入应急救援的工作中，避免更

大的损失出现。 

4.4 科学有效的规划开采 

在矿山开采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利用高精度测绘仪器

设备对矿山的坡度进行精准的测量，可以促进后续工作的

有效开展，除此之外还要对地质条件以及结构体系进行有

效的研究和勘察，避免在工作过程中出现灾害的问题。在

开采的前期工作中也要进行应急措施的有效设置，对各个

建设开采工作者的安全思想工作进行有效的培养，深刻认

识到灾害的严重性。 

4.5 有效的增加资金投入 

有关开采部门还要进行专项资金的建设和保证，并且

对监督测量的勘察工作以及应急工作进行有效的落实。企

业在对资金进行管控的过程中，要保证资金自身的专用性。

各个企业还要对设备进行有效的创新，避免风险的增加，

通过遥感技术以及全球定位技术和卫星技术等等对矿山

进行有效的检测，除此之外还可以进行专业的讲座以及救

援知识的训练，提升规避风险的工作效率。 

4.6 监测手段的管控 

首先，要宣传并且有效的应用地质灾害监测工艺，并

且还要进行有效的创新和发展，提升灾害监督检测的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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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品质。在主要工作落实的过程中，还要利用 3S 工艺

对地质灾害的防治体系以及相关管控平台进行建设，对不

同的信息以及数据进行整理和归档，落实预警工作，为以

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其次，还要对监测工作的力度以及预

报的程度进行加强。地质灾害自身的可控性比较小，没办

法对其进行有效的预判，因此危害比较大，因此，在灾害

很容易发生的地方要利用相应的预防体系落实，来提升对

其实时的监控工作，避免影响的扩大化。进一步加大矿山

地质灾害监测力度及预报强度。对高易发区重点预防，构

建群测群防体系，加大环境监测和天气预报力度。 

4.7 强化资金的管控 

一般情况下，矿山环境治理资金都是以企业出资为主。

政府部门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修复治理保证金得监管，确

保按照规划要求，定期足额投放。强化防治经费使用管理，

做到专款专用，严禁资金挪用，杜绝浪费，合理使用。对

于责任灭失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政府部门要建立多渠道、

多元化的投资机制，成立专项保护资金，专门用于对矿山

地质环境整治。 

5 保护地质环境的措施 

5.1 加强矿区地质环境管理 

明确矿区地质灾害的防治责任主体及防治经费渠道，

坚持推行和完善以分级管理为基础的责任管理制度，加强

组织领导，建立矿山环境保护责任制度
[9]
。开展群测群防

工作，在汛期要做好矿区地质灾害监测预报工作。坚持做

好矿山开采活动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把好“源头关”，

防止人为活动诱发和加重地质灾害。坚持资源开发与环境

保护并重原则，将矿山生产和环境保护严密结合起来，因

地制宜地制定矿山环境保护措施。 

5.2 了解地质环境和灾害之间的关系 

大部分的情况下，地质中的环境和矿山中的灾害有着

直接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相辅相成的，地质灾害的发展

很大一部分的影响因素都取决于环境因素，而产生矿山地

质灾害的各种因素结合起来与生态环境也有着直接的关

系，因此，要对地质环境和地质灾害之间的关系进行进一

步的明确和研究，进而对地质环境进行科学合理的应用。

在进行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不够好而且不够稳定的地方

要利用相对特殊的技术来进行管理，对矿山地质灾害的产

生要进行严格的把控，避免企业自身经济效益的降低，也

减少人们生产以及生活的负面影响，要按照不同地区的矿

山地质环境进行科学有效的规划，来保证开采工作的有效

落实，降低其他问题的产生带来更加严重的后果。 

5.3 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一方面，作为矿山企业要加强对矿山地质环境的监测

和保护力度，有效落实地质调查方案。通过专业地质调查

人员定期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调查分析，确保调查结果的

精确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要根据调查结果及时采取有

效的处理措施，防止危害进一步加大，消除对地质环境的

破坏。加大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整治力度，通过支护、危

岩清理、坡面绿化等一系列工程措施以及环境监测和信息

监管措施，全面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6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矿山地质的灾害产生来说影响因素相

对较多，而且对于其工作的防治来说也是相对比较繁琐和

复杂的工作，要利用相对创新的工艺来对地质环境现状进

行勘察测量。例如，借助遥感科学技术以及无人机测量等

手段来对地质灾害的情况进行有效的划分，随后进行解决

措施的分析和研究。我国对矿山资源是非常重视的，要对

其环境进行有效的保护，并且对有关的科技理论和创新工

艺进行分析和学习，并且进行标准体系的设定，加强环境

的绿色化管控。相关的资源管控部门也要对其自身的责任

进行有效的落实，并且对相应的防治方案进行规划和落实，

对矿山的环境进行实时的监督和测量，避免产生过度开采

的问题，促进矿山资源的有序开采和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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