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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采矿对地质环境的影响及防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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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每一个矿山因为具有各种不同的特点，因此矿石的品种、本身具有的优势、矿山开挖办法的不同、矿山地质环境容量具有差异，虽

然说露天采矿具有很多良好的效应，这样的开采办法被广泛的利用和推广，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比如造成水源污染，带来相应的

地质灾害，影响到空气质量等。人类对大自然进行挖掘和开采的同时，也会给大自然带来一系列的破坏，对矿产资源的开采会，对当地的

地质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这篇论文就探讨了露天开采，给当地的地质环境造成了影响，以及怎样防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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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各种各样的地质环境下开展的露天采矿行为造成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不仅仅侵占了当地大量的土地，破坏了地表环境，造

成了很多人为的地质灾害，甚至会影响当地的地形地貌，进而造成

当地的水污染等更加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整治露天开采迫在眉

睫，我们必须恢复和治理露天开采造成的问题，大幅度的提高矿区

的植被覆盖率，维持当地的生态平衡。 

一、露天采矿给地质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分析 
（一）露天采矿造成了地貌景观的改变与重塑。 

如果开采的矿山在在风景区附近，就会因为开采矿石而破坏了

该风景区的自然形态和美观，这样也让风景区失去了他本来的面貌

和旅游价值，进而会对当地的收入和经济产生影响。露天采矿在改

变地表的同时，也会改变和重塑当地的地貌景观。过度的开采会是

使山地变为平地，甚至变为盆地。 

（二）露天采矿造成了人为的地质危害。 

露天采矿不仅给地表带来了影响，而且也给地质层带来了影

响。人们对矿石和山体的开采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表植被和山

体，使得山体失去了平衡，产生了变形，在风雨侵蚀下，山体就会

产生塌方、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而地质灾害也带来了很严重

的人身和经济方面的损害。 

（三）露天采矿给当地造成水土流失。 

露天开采造成了当地地质的破坏，给当地的地表和植被造成了

破坏。露天采矿带来了各种各样的石块、渣滓以及矿渣，堆积在地

表，露天开采占用了大量的土地面积，而这些露天开采带来的石块

和残渣堆积在地表，容易遇水，造成水土流失。目前，我国矿山开

采带来的土地占用面积已经超过了 500 多万 hm2，加上被占用的植

被面积，被占用的整体面积整整 700 多万 hm2。因为露天矿石的开

采，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地表植被，由于土壤没有了土地植被的依

附，就会带来山体滑坡，泥石流等；遭到破坏的土壤，在自然的循

环中，就会受到风和雨水的侵蚀，就会形成沙漠化。露天开采还包

括矿石冶炼过程，而在矿石冶炼过程中形成的带有酸质的液体会给

当地的土壤带来很严重的污染，同时也会污染到矿山周围的农田和

土地，这样就会造成很多田土的荒废。 

（四）露天开采会破坏当地的水环境系统。 

冶炼排放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直接就向外排出，给矿区周围的

水源带来了影响，这些受到污染的水体无法满足人类正常使用的需

求。还有就是，由于采矿区的自然水流和降水情况受到了改变，打

破了自然均衡，因此就形成了以采矿区为中心的大而积降落漏斗，

使得泉眼干涸、水源枯竭。 

（五）露天开采的同时，也会造成大量的环境污染。 

露大开采爆破产生大量粉尘和有害气体，污染大气环境，对职

工及附近居民的身心健康、农作物生长构成一定危害。煤研石山含

大量 H2S 成分，在长期的物理、化学及降水淋滤作用卜，发生一系

列化学反应，产生污染物向外排放，造成周围地区空气、上壤、水

源的严重污染。  通过在开采矿石的途中，会带来一些废弃矿渣和

废弃矿石，这些物品还残留一些化学物质，这些化学物质在空气中

受到风雨侵蚀，就会产生一些酸性物体，这些酸性物体跟氧气产生

反应，就会跟雨水混合在一起，形成了带有酸性的雨水。煤田自燃

产生的烟雾，富含 H2S、SO2、C0、NO2 等有害气体，对人体、动

植物危害极大。 

二、露天采矿的防治对策  
（一）国家应该完善对露天开采的治理政策。 

对露天开采的治理，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指导。我国应该完善矿

山保护的法律和法规，使得矿山环境的保护用法律的手段来进行。

现在，有很多专家针对我国矿山治理和管理方面的法律法规提出了

很多要求。我国应该明确和严格执行对矿山环境的管理条例，用一

种法律法规的方式管理和约束各主管部门和矿山企业的各种权责

内容，在整治矿山环境方面进行明确的规定，比如资金的取向方面，

资金的利用方面，以及复垦上地的有偿转让等，并且要建设相应的

矿山环境监管体系，避免重复管理和交叉管理的出现。 

（二）加大对露天采矿的技术投入。 

对矿产资源的开发，离不开技术的指导。地质灾害防治涉及多

种学科，需要较强的技术投入与支持。我国目前缺乏专门科研机构，

难以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矿山地质环境预测滞后并缺少生态环

境恢复手段，使得治理效果短期内难以显现。因此，我国应该加大

矿山环境治理技术的科技投入，着重研究矿山开发引起的环境变化

与防治工作。采用先进的采矿技术，减少废弃物的产生。在技术的

指导下，还能保障更高质量，更高品质的矿石开采。我国应该引进

适合矿区的生态环境重建技术，施行清洁生产，发展绿色矿山。 

（三）工程措施与生物措施相结合。 

应该在防治地质环境的过程中把工程策略和生物措策略进行

融合。如果只注重工程策略，就需要投入很大金额的资金。而将工

程策略和生物策略结合起来治理矿山环境，刚刚能够跟工程策略治

理办法互补，生物策略方法的优点是投入的金额很小，能够对小范

围的气候进行概述，因此能够在治理矿山环境时广泛的运用。 

（四）建设绿色矿山。 

根据我国矿山开采现状，我国应该制订绿色矿山总体建设目

标，保证依法办矿，有关部门规范管理，矿石资源的综合利用，环

境保护与生态修复综合并举，企社和谐。根据具体的矿区情况，对

绿色矿山建设目标进行列表分解，包括创建内容、矿区现状、创建

目标、创建措施。在保证矿区环境保护的情况下，完善地上矿山和

地下矿山的工程设施，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促进节能减排的高效

实施，建设科技性矿山与数字化矿山。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进行矿山开采时，要对保护该处的地质环境，并

且使得矿山资源具有可持续性使用和发展，同时要进行合理利用，

使得山体的生态平衡得到保证，这才是矿山开采工作的首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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