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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山地质环境的保护和治理的目的是使自然、社会以及经济系统的综合效益最大化。矿山开采必须遵循最小量化原则、无害化原

则、资源化原则、生态系统的恢复和重建原则、立法原则,最终达到地形、植被在视觉和环境上与周围的区域生态融为一体。防治措施应

根据环境问题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结合矿山生产实际情况,分期实施,最终实现全部治理。具体措施应坚持因地制宜、合理有效的原则,以最

小投入获取最大经济、环境效益。基于此,本文阐述了露天矿山地质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对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及其治理策

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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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基于各种原因的影响,往往设计的边坡较陡,留

下了各种地质灾害隐患,导致后发性的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及水土流

失不断发生,使得环境不断恶化。因此保护矿山环境,防止地质灾害,合理

进行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实现矿山土地植被资源的恢复,对于保护生态环

境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为了保障露采矿山开采的顺利进行,以下就露天矿

山地质环境治理进行了探讨分析。 

1 露天矿山地质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 

露采矿山开采所致的主要问题既破坏了原有的自然生态系统,又难以

直接进一步服务于某种社会、经济目的用地；并且矿山边坡失稳易造成地

质灾害；矿山废弃物堆置占用土地,又造成周围环境的严重污染源等。具

体表现为： 

(1)露天采场地质灾害。由于采矿本身是一种对原岩的破坏,采剥作业

打破了边坡岩体内的原始应力的平衡状态,出现了次生应力场,在次生应

力场和其它因素的影响下,常使边坡岩体发生变形破坏,使岩体失稳,导致

崩落、散落、座落、倾倒坍塌和滑动等。随着采矿工作的推进,裂缝会进

一步的发展,一旦诱发因素(暴雨、地震等)出现,高边坡在重力作用下就很

可能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2)排土场边坡隐患。排土场因矿山开采排土废渣而容易产生的地质

灾害类型主要有崩塌、滑坡、泥石流等,产生的原因主要为排土场的物质

由地下采掘处的大量废石组成,加上场地有限废石堆往往堆的很高,这样

一旦拦挡不当,则在暴雨或其他诱发因素的作用下灾害就可能发生。 

(3)土地植被资源破坏。露天开采的采区、废弃土石堆、工业广场、

施工道路随采矿的深入,露天采坑和“渣山”对土地资源及自然景观的破

坏较大。 

2 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基本原则 

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的原则主要表现为： 

(1)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突出重点、因地制宜。根据矿区所在地经

济发展具体情况及矿山地质存有的环境问题,进行治理目标的合理制定,

应将工作重点突出,做好重点治理工作,并将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治理进

行充分结合,确保其治理工作的有序开展。 

(2)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治理应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协调性,将传统粗放开采方式进行有效转变。

不仅要在环境保护的基础上实现矿产资源开发的合理性、有序性,还要在

矿产资源开发的前提下,对矿山地质环境加以保护,达到人与自然、环境的

可持续发展。 

(3)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谁投资、谁受益”的

原则。矿产资源开发的单位或个人,应对矿产资源、地质环境具有保护的

义务与责任。在开发矿产资源时如单位或个人存有破坏地质环境的行为,都 

(2)确定最佳组合,即因素各取什么水平时,泌水率最小,也就是极差

最小的组合。根据结果可以得出：用P.LH42.5水泥、PCA-1外加剂掺量为

0.8%、选用砂细度模数为2.6的配合比对混凝土泌水最小。 

6 成果运用 

由于乌东德水电工程混凝土需求量巨大,单一厂家远远不能满足其工

程原材料实际需求,在850混凝土运行期间共计有9个不同厂家品种的水

泥、11个不同厂家的F类I级粉煤灰、5个不同品种的外加剂,原材料品种过

多、原材料品质的差异性、相互之间的适用性,势必造成混凝土呈现不同

程度的泌水现象。 

在采用上述试验方法后,系统根据现场实际生产条件择优组合原材

料,降低了混凝土泌水发生的概率,混凝土出机口检测和仓面浇筑点检

测泌水现象得到了控制,泌水率较前期降低,为硬化混凝质量土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7 结论 

(1)正交设计是数理统计学的一个分支,能广泛用于品种对比试验、方

法对比试验、效果对比试验等领域,是一种科学、高效、合理的试验设计

方法。 

(2)通过正交试验设计,能有效的得出在混凝土生产环节各因数对混

凝土泌水的影响。 

(3)根据正交试验结果,能确定现场各影响因数的最佳组合,降低混凝

土泌水率的发生。 

[参考文献] 

[1]刘明,张建博,葛小博,等.水电工程碾压混凝土天然砂砾料加工工艺

设计[J].云南水利发电,2019(3):130-134. 

[2]尹斌,李阳.老挝南坎2水电站砂石加工系统的设计与研究[J].四川

水利发电,2019(4):59-62+75. 

[3]白玉良,赖志平,匡艳红.大型砂石系统人工砂含水率控制的研究与

应用[J].人民长江,2018(S1):209-212. 

作者简介： 

方伟(1982--),男,汉族,湖北宜昌人,大专,工程师,长期从事水利水

电工程施工管理工作。 



建筑发展 
第 3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19 年 12 月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68 

Building Developments 

应承担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的责任,并做好损害补偿工作。矿山地质

环境治理投资的单位或个人,则具有优先开发矿业废弃地的权力,更具备

相应的经济效益。 

(4)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在勘察开采矿产资源活动中,需将矿

山地质环境问题出现的事前防止作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的重点,以此对矿

山地质环境出现的新问题加以遏制,并对已产生的矿山地质环境破坏进行

积极治理与恢复,确保最大限度降低矿产资源开采中出现的地质环境破坏

情况。 

3 露天矿山地质环境的治理策略分析 

3.1露天采场的治理策略 

(1)露天采场治理要点。对露天采场底层平台进行回填处理,回填的材

料主要利用未来采矿过程中产生的所有废弃矿渣及剥离的岩土,回填的高

度不要求达到原始界面,而是最终保证整治后的露天采坑坑底与废弃采矿

平台及平台之间具有良好的地面坡度,达到自然排水水平。第一、利用未

来采矿过程中所产生废弃矿渣及剥离废土对采场进行回填,采场底层与各

采矿平台表面采用全面覆土,覆土厚度约为0.3m。第二、露天采场开采台

阶上设水沟,地表水经水沟向较低标高水平排泄,尽量减少台阶积水。第

三、回填过程中要求根据废渣的块(粒)度,自下而上按由粗到细的顺序逐层

回填并碾压密实,防止由于表面废石粒径过大,造成渗漏,浪费客土量。设计

最终地面坡度为不大于10°,达到自然排水水平。第四、开采过程中严格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的露天开采边坡要素进行开采。同时对露天采

坑的边坡进行监测,以保证边坡的稳定,并及时对排土场及由于开采活动

而遭到破坏的地形地貌和植被生存环境进行恢复,尽快在其表面覆土回填,

恢复植被,植树造林。 

(2)地质灾害的监测及预防。监测露天边坡表面垂直移动、水平移动

情况；监测露天边坡坡顶及开采作业面上的主要节理、裂隙面开张移位及

相互贯通情况；监测主要节理、裂隙面雨季渗水情况；监测露天边坡后缘

因开挖在重力作用下是否会诱发的横张裂缝及其发育发展情况；监测露天

边坡及各级台阶面是否存在可能引发崩塌的有分离趋势的危岩体(块)等；

露天边坡及各级平台雨水的排泄情况是否良好等。 

3.2排土场的治理策略 

新建的排土场,如遇暴雨,有发生滑塌的危险。由于矿区废弃矿渣、剥

离表土属无序堆放的松散物质,具有较大的不稳定,因此,通过以下步骤来

实现：第一、削坡整平,降低坡高、坡角；第二、边坡加固、衬砌护坡；

第三、为减小坡面侵蚀和降低滑坡的可能性,坡面设计相应的排水沟。实

施过程中对于整治好的边坡,要充分利用工程前收集的表土覆盖于表层；

若矿区无足够的可适宜的表土,用不致造成污染的物料覆盖。 

3.3土地植被恢复治理策略 

矿山开采产生新的堆积、挖损地貌,形成较多的裸露土地景观,使原有

的地形形态和地貌景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破坏了原有的土地资源及地表

植被。因此,在拟建工程挖损时和压占前,一定对拟破坏场地的表土进行剥

离,先将表土存放于客土场,待治理将表土进行回用、平整后实施植被恢复

工程。 

(1)栽植技术。定点植,使相邻行的定植点错开,整体成品字形排列。定

植时苗干要竖直,深浅要适当,填土后踩实,最后覆上虚土。栽植深度应略超

过苗木根颈,栽植后应及时浇水,保证造林成活率。 

(2)抚育管理。为保证造林成活率,达到植被恢复最佳效果,栽植后必

须进行抚育,主要是浇水、松土和看护,其中以浇水最为重要,视干旱程度

适度浇水,做到不旱、不涝,并贯彻“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植保方针,

进行病虫害防治,使苗木成林。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露天矿山地质环境治理能够最大限度地避免或减少因采矿

诱发的地质灾害及其隐患的发生,从而保证矿山及所在地人民生命财产的

安全,并且通过相关措施的治理可以改善矿山生态环境,对促进社会经济

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陶纪禄,陈伟杰.露天采矿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及防治对策[J].内蒙

古煤炭经济,2018,(06):41-42. 

[2]周幸.有色金属露天开采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研究[J].产业与科技

论坛,2018,17(06):210-211. 

[3]刘晓艳.赤峰市巴林石矿矿山地质环境问题及恢复治理探讨[J].西

部资源,2018,(01):74-76. 

[4]古玉葵,陈路良.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影响因素分析与治理措施[J].露

天采矿技术,2017,32(09):94-96. 

基金编号： 

河南省地质环境图系编制豫财环(2013)126 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