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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河北武安矿区为例 ,论述了矿区的生态特征及其对环境产生的影响, 并根据景观生态学原理 , 在宏观上设计出合理的景观格
局 , 在微观上创造出合适的生态条件 , 以实现矿区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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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Landscape and Ecologyinthe Mineral Region of Wuanshi in Hebei Province
ZHANG Xiu-lan et al  (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Xingtai College ,Xingtai ,Hebei 054001)
Abstract  Landscape and ecological planning of Mineral regionis a especial planning . The ec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in minni ng areas and its affect on en-
vironment were analyzed . The reasonable macro landscape pattern was worked out and the suitable micro ecological condition was set up based onthe land-
scape ecology for the go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mi nning area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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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观生态规划是在一定尺度下对景观资源的再分配, 通

过研究景观格局对生态过程的影响, 在景观生态分析及综合

评价的基础上, 提出优化利用方案。景观生态规划强调景观

的资源价值和生态环境特征, 其目的是协调景观内部结构和

生态过程即人与自然的关系, 正确处理生产与生态、资源开

发与保护、经济发展与环境质量的关系, 进而改善景观生态

系统的功能, 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

矿区是以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为主, 带动和支持该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独特的典型经济社区。矿区的稳定和协调

发展, 对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乃至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具

有重要意义。景观生态规划的发展为矿区的稳定和发展提

供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1  区域概况

武安市位于河北省南部, 属邯郸市辖唯一县级市, 地处

东经113°45′～114°22′30″, 北纬36°28′～37°01′, 总面积1 811

km2 。武安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 尤以煤、铁为主, 矿产开采

已成为武安市经济发展的强大支柱。由于矿山开采过程中

产生的大量废石和废渣随意堆放 , 排土场和尾矿池不作填充

和综合利用, 破坏了地貌景观、植被和土地, 部分地区已经出

现塌陷 , 造成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2  矿区景观生态特征及对环境的影响

2 .1 景观退化  景观结构退化主要表现为景观破碎化, 它

是指景观中各生态系统之间的各种功能联系断裂或连接性

减少的现象。景观破碎化是一个渐进过程, 首先, 景观在人

为大尺度干扰下 , 景观的组成、形状、大小、景观要素的空间

分配格局等发生强烈变化, 原本利于景观流流动的各种廊道

被截断或逐渐成了新格局下的障碍, 各斑块间的空间隔离度

增加或连接度减小, 景观斑块化或片段化, 形成复合种群, 但

景观中各生境斑块仍通过各隔离种群间的物种迁徙而保持

联系; 随着干扰的继续, 各斑块边缘生境增加而内部生境减

少, 残留生境越来越小, 新生境中物种数减少 , 生物多样性丧

失, 各生境的生态系统功能下降 , 复合种群逐渐消失 , 形成了

破碎化景观, 又直接影响景观的环境服务功能。景观异质性

程度变化比较复杂 , 较高的景观异质性具有较强的消化干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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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但景观异质性增加从某种程度上又会成为景观流的障碍。

2 .2 矿区景观生态特征  从景观生态学来讲, 矿区是剧烈

人为干扰下的一种特殊景观类型 , 是人类为获得矿产资源而

对土地进行剧烈改造的区域。采矿废弃地的形成就是因为

采矿活动破坏和占用了土地, 未经治理而无法使用。在开采

前后, 表现出十分不同的景观: 采矿之前, 当地生态系统通过

生物之间、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系统内的自我组

织、自我调整达到了相对稳定状态, 具有正常的生产功能和

保护功能; 采矿后景观的稳定性往往会被破坏 , 景观的改变

超出了自然系统的调节和物种的适应能力。因此采矿废弃

地具有如下特征:

( 1) 景观异质性增强。采矿活动实际上就是将原来较为

均质的景观进行异质化的过程。矿区往往包括采矿点、尾

矿、堆场、排土场、采空区、塌陷地等景观类型和厂房、矿井、

采掘设施以及道路、水渠、积水坑等景观要素, 具有斑块、廊

道和基质的典型镶嵌格局特征。

( 2) 稳定性被破坏。强烈的干扰会超出当地景观生态系

统本身的自我恢复能力 , 干扰甚至会导致生态系统的退化 ,

其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系统生产力降低, 生物多样性减少或

丧失, 土壤养分维持能力和物质循环效率降低以及外来物种

入侵和非乡土固有种优势度的增加等。随着干扰加剧 , 生态

系统自身的生态平衡和稳定性会受到破坏。

( 3) 生态过程受到影响。矿区及其周边环境是一个完整

的生态系统, 采矿活动势必影响区域生态格局与各种生态过

程的连续, 如水的过程、物种迁徙的过程, 同时造成污染

扩散。

2 .3 对环境的影响  景观破碎化引起斑块数目、形状和内

部生境3 个方面的变化, 有时, 景观破碎化还会引起人类社

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 1) 外来物种入侵 , 改变生态系统结构。

( 2) 破坏生境, 降低生物多样性。采矿活动破坏了原生

生境, 使原来完整的景观被分割成大大小小的斑块, 形成破

碎化景观。一些要求较大生境的物种, 在破碎化的景观中由

于找不到合适的栖息地、足够的食物或运动空间而面临外界

干扰的压力 , 影响了物种的数量和质量 , 造成野生物种如鸟

类栖息数量和种类的减少, 生物多样性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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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影响物质循环。采矿破坏植被, 造成水分涵养下降 ,

破坏了地表径流的下渗过程。地下开采改变地下水流的方

向, 矿区往往用河道作为废水排放的直接途径 , 河床常当作

堆场阻碍行洪。

( 4) 污染及扩散。采矿活动会对周边地区环境带来严重

污染。露天堆放的废弃物易发生氧化、风化 , 有害气体及矿

物灰尘会影响空气质量 , 污染周围环境; 采矿过程中排出的

开矿废水中含有大量的污染物质, 由于利用率低, 大部分直

接排入环境, 导致地下水、土壤质量下降; 尾矿随废弃物堆

放, 其有害矿物元素会加剧土壤的污染和退化 , 对植物生长

产生不利影响。

( 5) 诱发灾害。塌陷区、采空区的形成会加剧水土流失 ,

带来极具破坏力的灾害, 如泥石流、山洪暴发等。

3  矿区生态规划

3 .1 矿区可持续景观规划原则  坚持自然优先原则、异质

性原则、持续性原则、过程与多样性原则、因地制宜原则、综

合性原则。

3 .2  矿区景观生态规划  矿区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想目

标是建立一个协调、稳定、效益好的景观生态系统。理想景

观生态系统的建立, 首先是其功能的完善和协调。景观生态

系统的基本功能包括环境服务、生物生产及文化支持功能3

类, 景观生态规划就是要保证这3 大功能的实现。结构是功

能的基础, 功能的实现是以景观生态系统协调有序的空间结

构为基础的 , 不同的空间结构形式, 具有不同的功能特点和

类型。构建合理的景观生态系统空间结构是景观生态规划

的一个内容 , 各具自身特征 , 选择或调控个体地段的利用方

式, 形成景观生态系统的不同个体单元。

根据矿区废弃地类型及武安市发展状况, 矿区的远景利

用应以农业为主, 向精细农业、生态农业方向发展; 以城郊或

采矿现场区的基本建设利用为辅, 使其成为结构协调, 功能

完善, 具有维持自调节特征的景观生态系统。

( 1) 耕作类型结构。耕地经采矿后多以负形或平缓地形

出现, 对其进行平整, 减缓坡度, 可复垦为农业用地。该区易

向精细农业、高效农业方向发展, 主要满足当地的粮食及蔬

菜供应需要。

在这一结构中, 基本粮食作物如小麦、玉米等以及部分

经济作物棉花、花生等占据大部分区域, 决定着该结构的功

能, 具有基质的性质; 将村庄、各类耕地连接起来的道路、沟

渠、河流、田埂等具有廊道的性质; 而镶嵌点缀在基本粮棉基

廊中的村庄、菜地、农田及小片的经济果林地, 具有斑块的

性质。

对于均匀塌陷或带状塌陷区采取一定的疏干工程措施

后, 便可应用这种模式。对露天采矿坑 , 在充填、覆土、平整

之后, 也可以应用这种模式。

( 2) 绿化造林类型。对不宜发展农业生产的废弃地 , 以

绿化造林、净化环境为生态重建方向。同时要进行绿化造林

的可行性分析, 对整地、树种选择、种植、管理的每一步都需

要有专门的技术保障。在植被恢复过程中, 塌陷区利用水里

挖塘机组将煤矿塌陷地整理成池塘状, 周围高且呈堤坝形 ,

将废石或尾矿填入塌陷区, 将周围堤坝及附近的土壤覆盖其

上, 平均覆土厚30 ～50 c m, 构成了煤矿塌陷区复田; 采空区

利用废石或尾矿填充后, 铺覆表土, 在采空区进行生态恢复 ;

尾矿池占用大片土地, 造成对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的污染, 可

在尾矿池进行边排边恢复, 在结尾后的尾矿池顶部进行生态

恢复。在其上引种柳树、杨树、刺槐、榆树等, 分别营造上层

乔木速生丰产林, 中层灌木条类低矮林 , 下层观赏花卉及草

坪等绿化植被, 形成上、中、下相结合的立体复合生态结构。

林地降低了风速, 大大减轻粉煤灰随风飘散的程度, 减少了

对环境的污染; 树冠和树叶对空气中的粉尘具有吸附、截留

作用, 减少了空气中粉尘和悬浮颗粒物含量, 同时, 形成了独

特的小区环境, 林木和绿色植被对气温、地温和空气湿度有

明显的调节作用, 植物根系可使有害物质被吸附, 减少了其

对土壤和水体的污染, 生态效益明显。如建森林公园, 改善

和恢复了采空区、塌陷区景观 , 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

( 3) 建设用地类型。适于采矿区或武安市边缘地区 , 服

务于采矿区或满足武安市扩展需要。在空间上变现为一种

生产区、居住区、医疗教育区以及娱乐设施区等镶嵌结构, 以

广场、道路作为廊道, 连接各区。在各区的楼前院后保留适

当绿地, 或视需要专门开辟一块绿地, 作为上述各区的对应

区域。此外上述建设用地还可以作迁村之用, 在煤炭开采

区, 将待采掘的村庄迁到已经冲减为建设用地的废弃土地

上, 既便于开采, 又利于安置无家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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