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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绿色采矿是绿色矿山建设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矿业的迅速发展，采矿活动对矿山环境破坏程度日益增加，为保护矿山地质环

境及生态环境，绿色采矿技术研究必须先行。本文对绿色采矿技术作了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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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业开采工作不可避免的对原有地表进行破坏，因此伴随着矿

业开采必然会引发一系列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由于国外的矿业
开采历史悠久，资金充足，技术发达，因此，已经对矿业开采的生态
保护工作提高了认识，并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我国由于矿业
开采的认识不足，矿业开采的环境保护还欠发达，尤其是随着采矿
行业的逐渐发展，其环境破坏也愈演愈烈，因此及时调整矿业开采
的观念，建立绿色开采模式，是未来我国矿业开采的一个必然发展
方向。

1 砂金矿开采对农田草地资源的破坏
由于在我国具有重要工业意义的砂金矿主要是流水成因的冲

积型河漫滩砂金矿及冲积型阶地砂金矿，矿体多呈带状、条带状，沿
河床两侧与河谷近于平行分布；砂金矿体多赋存于第四系河谷堆积
物底部砂砾石层及砂砾碎石层(基岩上部的风化产物)中，砂金矿体
沿河谷可长达几百米一数千米，有的甚至长达数万米，并且砂金矿
矿体之上主要为农田、草地所覆盖，因此，开采河漫滩砂金矿及阶地
砂金矿必将对大量的农田、草地资源造成毁灭性的破坏。金矿开采
带来的土地资源破坏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负面反应，例如，东北的
矿金资源主要在耕地之下，因此在进行金矿开采的过程中，必然会
对现有的耕地进行一系列的破坏，造成耕地面积减少，粮食作物生
产总产量下降，一部分农民赖以生存的农田丧失，其基本的经济来
源消失，农民生活质量下降，农村秩序发生混乱。从我国统计的基本
数据分析看，目前我国遍布在全国各地的各类黄金矿区达到上百
个，而这些金矿的开采，破坏的农田、草地资源面积累积将达到
30000hm2。如按可耕地面积计算，以我国现人均耕地 0.1hm2，将使 30
万农民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加之数以千计的采金点，对农田、草地
资源的破坏数量就更加惊人。

2 砂金矿开采对河道的破坏
采金船的建设投入使用，一方面提高了我国采矿行业的机械化

水平，采矿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采金船也对其沿河的河道造成
了一定程度的破坏。采金船的运行和开采的作业过程中，必然对原
有的地质条件产生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产生大量的泥沙淤积，
阻塞河道，影响周围船只的正常通航。严重的泥沙淤积，可能在河流
汛期影响河流的排水量，进而导致洪涝灾害和水患，威胁河流两岸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3 砂金矿开采对环境的污染与破坏作用
开采砂金矿对环境的污染破坏作用主要表现为砂金生产过程

中对自然景观、地貌、地形、地质遗迹等的破坏及对河水的污染．因
砂金矿一般均采用露天开采，采矿前需大量剥离砂金矿体上覆的砂
土；淘洗砂金过程中还将产生大量的污水及废弃的尾砂，这些废弃
砂土、尾砂坝及污水对地表景观、地质遗迹、河水等造成污染和侵
蚀。由于砂金矿的分布受地貌环境控制作用极为明显，砂金矿多分
布于海 拔 1000 m 以 下 的 低 山、丘 陵 地 貌 区 内 ， 其 次 是 海 拔
1000~3000m 的中山、高平原地貌区，其他地貌区分布较为零散(山
间盆地例外)。在地形较陡、切割较深的地貌区砂金矿多分布于 l～2
级河谷中；在地形较缓、切割较深的地貌区，砂金矿多分布于 3～4
级河谷及其支谷中，这些地貌部位多位于河流中上游或者河流源头
地区，因此，开采砂金矿产生的污水顺流而下，不仅对采金区的河水
造成严重污染，而且对其汇人的主谷河水也造成严重的污染，其影
响范围长达几十至数百公里，甚至可达上千公里(如嫩江、黑龙江)，
同时，砂金矿分布的河流源头地区，多为生态环境脆弱地区或重要
的湿地自然环境保护区，所以开采这些地区的砂金矿对该地区生态
环境造成的破坏尤为严重。

4 金矿开采环境综合治理
4.1 金矿废弃物综合治理
4.1.1 采矿废弃物无害化治理。a.对废弃物进行覆盖，以减少其

吹散后的环境污染，当然具体的覆盖物可以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
行选择，尽量控制覆盖物的经济成本。b.部分不易覆盖的废弃物可
以从其化学性质出发，运用相关的化学试剂，通过化学反应减少废
弃物的含量，进而降低废弃物的环境污染。c.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
角度出发，一次性整治的效果远远不如综合治理的效果明显，为此，
可以在废弃物的周边栽植植物和农作物。

4.1.2 采矿废弃物的综合利用。a.提炼综合利用有价值的金属或
其他组分。尾矿主要是指开采利用之后的矿址，尾矿的开采殆尽主
要是指主要的开采能源开采结束，但是，往往尾矿中含有其他的金
属，可以通过系统的废弃物提炼获取。b.应用于建筑材料。经过开采
和提炼之后的尾矿，剩余的材料还可以用于建筑材料，不仅建筑质
量能够得到保障，而且经济成本低，已经越来越受到建筑行业的关
注和认可。c.用于造耕地。以上属于二次利用，从环境角度出发，对
原有的矿址进行整治，用于耕地，是最好的方法。

4.2 矿区水环境的综合治理
4.2.1 矿区供水矛盾的治理。矿业开采需要利用大量的水资源，

而水资源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其总量有限，因此，在开采金矿
的过程中，提高现有水资源的利用率，并进行科学用水是十分关键
的。a.运用技术隔离，将矿业开采的用水与生活用水隔离开，减少矿
业开采对水资源的破坏和污染。b.矿业开采利用之后的废弃水资源
可以二次利用，用于农业灌溉。c.在疏干层保持水层的独立性，避免
互相沟通与优质水源污染。d.应用阻水或截流技术，封闭进水通道，
减少矿井漏水，增加矿区外围供水量。e.净化已污染的矿井水。

4.2.2 污水综合治理。a.防止水质恶化和污染。b.针对污染水的
性质，污染物的物理化学性质，采用综合的方法，分阶段治理已污染
的水，使污水得到净化。

4.3 矿区岩体移动及废弃地的综合治理
4.3.1 深入研究矿区矿岩的产状、力学性质，以及构造对矿区的

影响，预测采矿造成的负效应，防止在采矿过程中发生岩体移动。对
已经塌陷的、滑移的岩体应加以加固或填充，以防其扩大。

4.3.2 恢复生态平衡。矿区的环境破坏具体情况不同，同时原有
的生态条件也存在差异性，为此，在进行矿区的生态建设时需要结
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系统的治理。

结束语
采矿是矿产资源开发过程中必需的、不可逾越的手段，如何在

采矿过程中减少负效应，对已经开发矿山所产生的负效应进行综合
治理是必要的，其意义深远。所以，应进一步加强金矿开采过程中所
诱发的地质环境负效应及其综合治理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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