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矿山的开采, 总会伴生着大量的尾矿矿石或矿砂。传统的办法是露天堆放, 占用大量的土地, 采后的矿区狼藉一

片。能不能改变这种做法, 让矿山开采与环境保护结合在一起? 近3 年来, 石家庄市致力于矿产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建设,

把环境保护列为矿产资源管理重点工作, 因地制宜开展矿山生态环境建设, 按照规划大力推进关闭小型采矿企业、清理废渣

尾矿、植树绿化、复垦矿山废弃地等各项工作, 走绿色矿山建设之路, 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协调发展。他们的经验和思路对其

他行业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料产出和排放, 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 推动废料资源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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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绿色矿山建设是一种洁净生产模式, 目的是使矿业活动对环境的有害影响达到最低。其立足点是环境效益 , 着眼点是永久性的
资源效益。结合石家庄社会经济发展和矿业现状阐述了绿色矿山建设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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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een mine constructionis one kind of production pattern and its purpose is to reachthe lowest affect on environment from mining industry
activity . Its basic point is the beneficial to environment . The objective point is the permanent . In this article with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of
Shijiazhua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ining industry the comment onthe necessity to construct the green mine was put forwa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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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绿色矿山建设的概念

“绿色矿山”是指矿产资源开发全过程既要严格实施科

学有序的开采, 又要对矿区及周边环境的扰动控制在环境承

载力范围内; 对于必须破坏扰动的部分, 应当通过科学、先

进、合理的有效措施及时加以恢复治理, 确保矿山发展始终

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绿色矿山是融合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轨道中的一种崭新的矿山形象[ 1] 。

绿色矿山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其范围包括矿山

开采过程中影响到的所有区域。绿色矿山的发展程度代表

了一个地区矿山开发利用的总体水平和可持续发展潜力, 以

及维护生态环境平衡的能力。在科学、有序、合理地开发利

用矿产资源的过程中, 绿色矿山建设着力于对矿业活动中必

然产生的污染、矿山地质灾害、生态破坏, 最大限度地予以恢

复治理或转化利用, 并从长远角度考虑矿山建设的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绿色矿山建设是矿山持续发展的

必由之路。

2  石家庄矿产资源概况

目前, 石家庄市已发现各类矿产74 种( 含亚种) , 查明资

源储量的矿产61 种( 含亚种) , 列入《河北省矿产储量表》21

种( 含亚种) 。查明各类矿产地( 点) 423 处, 其中达到详查程

度的51 处、普查程度的241 处、预查程度的144 处。在74 种

矿产中, 开采利用48 种, 未利用26 种。该市的重要矿产有

煤、金矿、铁矿、云母等 ; 主要矿产有砖瓦用粘土、建筑石料用

灰岩、建筑用砂、水泥用灰岩等。矿山企业对改变山区人民

生活、脱贫致富起到关键作用, 矿产开发也有效地促进了该

市的经济社会稳定发展 , 但无序的、不科学的矿业活动也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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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了负面影响 , 进而成为

阻碍该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

3  石家庄矿山环境存在的问题

3 .1 露天采矿造成的环境问题  石家庄建筑石料灰岩、水

泥灰岩、饰面石材、砖瓦粘土等矿产资源开采的主要方式是

露天开采, 产生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①采舍白

茬山、残山、危岩、绝壁在露天矿区非常普遍, 不规范的开采

方式再加上恢复治理不及时, 使天然地貌景观受到严重破

坏, 并且留下了崩塌、滑坡等灾害隐患。②废、尾矿渣不合理

的处置是各个矿区最为突出的环境问题。乱排乱堆的废尾

矿渣使矿区由原来青山绿坡变为“俯视白花花, 晴天似雾压 ,

下雨流白水, 风吹飞灰砂”的景象, 成为滑坡、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频发的灾源区。③石材开采矿山及加工区的大批荒材

废石散布在采矿场周边的坡岗沟谷中, 压占田地, 危害环境 ,

如井陉、鹿泉等地露天矿区。④砖瓦粘土矿由于不按规划要

求, 制砖取土不仅破坏了农田耕作层, 减少了耕地, 而且造成

了不少人为的积水坑, 甚至垃圾场, 如鹿泉砖厂的采坑; 建筑

用砂矿超限制沿河道采砂, 阻碍了河道的疏通 , 如滹沱河畔

的采砂坑。露天矿的无序粗放开采也严重危害大气、土壤、

水体等环境, 不仅影响矿区也波及省会的环境质量。

3 .2  地下采矿造成的环境问题  石家庄市地下采矿突出的

地质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由于地下大面积

采空后无及时回填治理, 诱发地裂缝和地面塌陷造成的环境

危害, 主要出现在铁矿、煤矿、金矿等较大的矿山开采区。全

市矿区已发现地面塌陷7 处, 塌陷隐患区7 处, 破坏土地达

2 000多hm2 , 且具诱发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危险。二

是由于采矿深度加大或违规越层越界开采 , 矿坑涌水、突水

及坍塌灾害隐患与因矿坑排水造成的区域水位下降, 给周边

地区群众生产、生活造成了巨大影响。

无论是露天开采还是地下开采, 各类矿山的采选活动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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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影响和改变地表生态环境, 它们改变土地利用类型和减少

地表植被覆盖度, 引起地表径流的变化和土壤表层的丧失 ,

导致水土流失、地表形态破坏。矿山开采造成地下水层破

坏, 水质恶化和水系污染 , 矿山粉尘及有害气体的排放, 影响

大气的环境质量 ; 废旧矿井、地下煤炭自燃、积聚瓦斯突发 ,

可能会引发矿震灾害。所有这些都对矿区及其周围甚至省

会石家庄的环境质量产生很大影响。

4  绿色矿山建设与石家庄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

4 .1 “绿色矿山”建设着眼于永久性资源效益  诱发矿山环

境问题的主要因素: 一是为满足短期经济需求, 盲目、无序、

不规范开采 ; 二是环保意识淡薄, 乱排乱放不治理或治理不

到位等现象存在; 三是科技含量不高, 开采方式粗放 , 导致资

源浪费严重, 地质灾害频发等。绿色矿山建设是对矿山环境

的标本兼治, 从矿山的采选工艺技术入手, 在矿石的开采、加

工和使用过程中限制和减少对矿山环境的破坏与污染 , 大力

开发利用矿山废料, 维护矿山生态环境平衡与稳定, 促进经

济社会发展。其立足点是环境效益, 着眼点是社会的永久性

资源效益, 落脚点是经济、环境、资源效益的统一, 最终体现

社会效益。绿色矿山建设是资源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经济

效益相统一的矿山发展模式。

据初步统计, 石家庄市已批准的矿山环境项目和绿色矿

山示范区经整治可以开垦出土地179 .2 hm2 , 种植林木191 258

棵; 这些新生绿色资源随着时间推移会显现出更大的社会效

益和经济效益。以鹿泉市石井矿区为例, 从计划经济时期至

今几十年采石烧制水泥, 已使0 .7 km2 的面积内采坑遍布、废

渣成灾, 直接威胁着鹿泉市区的环境和社会生活。经初步勘

查规划 , 拟将该矿通过整治和改造转化成省会和鹿泉人民休

闲、观赏、度假的生态旅游园林区, 通过土地招商引资对矿山

公园进行再次开发, 预计可收回资金2 000 万元, 不仅解决了

生态问题, 同时各种果园、花卉园、经济作物及养殖业还可得

到可观的经济效益。可见绿色矿山建设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和环境、社会、经济效益。

4 .2 绿色矿山建设不仅能改善生态环境条件, 还能促进社

会经济长足发展 石家庄市辖区气候为温带大陆性季风气

候, 西部为太行山山地, 地势西高东低 , 山区面积约占全市总

面积的50 % 以上, 且干旱缺水、土层薄、植被少、水土流失严

重, 生态环境较差 , 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多年来, 由于矿山

开发利用粗放, 节约集约水平较低, 再加上部分地区矿业管

理秩序混乱 , 乱采滥挖、越层越界开采、采易弃难、采厚弃薄

等问题严重 , 不仅造成了资源的浪费, 还导致了矿山及周边

地区植被、景观、土地、水资源等不同程度的破坏, 矿业活动

诱发的地质灾害时有发生, 使本已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加恶

化。石家庄市的矿山大多处在省会西部的山区, 积极推进绿

色矿山建设 , 不仅能够全面改善矿区的生态环境条件, 有利

于山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更对构筑石家庄市环境友好的公众

形象, 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5  建设绿色矿山的措施

5 .1 依据相关法规因矿制宜地开展各类矿山的规划治理

5 .1 .1 新建、改( 扩) 建矿山。对开拓时要剥离的山皮土、耕

作土和腐殖土规划出存储地段, 专门保存, 以备复垦绿化使

用, 不可与废渣混杂。在矿业活动中, 要严格按规划边开采

边治理、随开采随治理, 防止诱发地质灾害, 防止污染和破坏

水土环境与大气环境 , 同时不能对主要交通干线和旅游公路

两侧直观可视范围内的地貌景观造成影响和破坏。禁止在

生态功能区、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

及其附近、国道、高速公路两侧和水源地附近及上游补给区

新建或扩建污染和破坏水源、破坏生态环境的矿山。

5 .1 .2 闭坑矿山。本着“谁破坏谁治理”的原则, 明确矿山

地质环境治理的责任主体, 责令采矿权人根据闭坑矿山地质

环境问题制定科学合理的治理方案, 充分利用矿区废弃资源

回填采空区[ 2] , 因矿制宜进行闭坑后的全面治理。闭坑矿山

实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绿化, 不能给当地生态

环境、农业生产和附近居民生活造成新的危害。对于露天开

采的闭坑矿山主要治理对策应放在削坡排危岩, 加固和保护

再生矿渣边坡, 清整采矿平台, 因地制宜地实施生态重建; 根

据闭坑矿山的区位及现状, 区别对待, 从实际出发采取相应

对策。对于地下开采闭坑矿山重点是地下采矿中的采空区

潜存的或已出现的各种矿山环境地质问题, 采矿诱发的地质

灾害。严禁无序堆放废矿渣 , 应采取固坡绿化或返回地下 ,

充填浅部废弃坑洞, 对于选矿产生的尾矿泥沙严禁乱排乱

放, 要严格控制二次污染, 变废为利。

5 .1 .3 生产矿山。有松散覆盖层的 , 要重视剥离表层土的

堆放、存储、复垦再利用的统筹规划, 特别是表层土中富集有

适于本地生长的植物种子、腐植土等, 要注意独立存储, 不能

与废弃矿渣混堆。矿山开发过程中产生的废土、废渣、废石、

尾矿等的堆放要符合设计规范要求, 废水、粉尘、有毒有害气

体排放和治理以及噪音污染控制等要达到国家和省的有关

标准要求。对于已出现的突出地质环境问题, 要有合理的治

理方案并切实遵照实施。对于预测的或可能出现的地质环

境问题 , 要制定科学合理的预防措施或方案。

5 .2 积极推进“绿色矿山”示范工程建设 石家庄市在绿色

矿山建设方面已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已实施的4 个国家

级、6 个省级绿色矿山建设示范工程不仅可就地改造, 还为矿

区的环境治理提供了范例和经验。目前正在重点实施的鹿

泉市宜安—封龙山一带浅山及山前区域、307 国道鹿泉—井

陉段两侧、石家庄—西柏坡红色旅游路线两侧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治理“三大工程”, 将会有效改善省会和周边地区及主要

交通干线附近的生态环境。有条件的矿山还开展了农、林、

牧、副和渔业, 既取得了环境效益, 又取得了经济效益, 达到

了环境、资源和社会经济良性循环发展的效果。

5 .3  构建数字矿山 , 建绿色矿业开发模式 数字矿山[ 3] 是

实现矿区资源绿色开发的有力支点, 该市不少矿山己开采数

十年, 有大量历史资料, 可以结合室内试验, 重点对西部太行

山区、水源保护区进行动态监测。通过综合分析处理这些矿

区的开采数据及区域资源环境数据、社会经济历史数据等 ,

进行模拟仿真、地学信息分析与空间决策, 推演出矿区资源

环境的变化与矿产开采的关系, 再现矿区资源环境受矿产开

采影响的动态演化过程, 揭示矿产不同开发模式及方法对矿

区主要资源环境因子的作用机理 , 建立绿色矿业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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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和掌握并发挥潜能, 启发创新意识, 提高教学质量。

3 .3  自主灵活性 现代远程教育的特点之一是以学生自学

为主, 老师助学为辅, 给受教育者以更大的自主权。一方面 ,

受教育者可自主地选择学习内容, 同时, 它也可以针对不同

的学习对象 , 按最有效的个性化原则来组织学习, 根据教育

对象的不同需要和特点, 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做到因材施教 ;

另一方面, 受教育者可灵活自主地安排时间进行学习, 不受

传统教育方式时间固定的限制。

3 .4  资源共享性 现代远程教育利用各种网络给学习者提

供了丰富的信息, 实现了各种教育资源的优化和共享, 打破

了资源的地域和属性特征 , 可集中利用人才、技术、课程、设

备等优势资源, 满足学习者自主选择信息的需要, 提高了教

育资源使用效率, 降低了教学成本; 现代远程教育学习方式

打破了时空限制, 学校不必为学生解决食宿交通等问题, 方

便了学生学习, 节约了教育成本。

4  远程教育的发展对策

4 .1  制定远程教育发展规划 远程教育要适应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需要, 制定好发展战略 , 合理规划, 构建科学的远程

教育体系和全面终身教育体系; 远程教育要精心组织, 大力

发展, 要为营造学习型社会提供最好的学习途径和环境; 远

程教育要产业化, 吸收社会资金、动员社会力量, 采取合适的

发展模式, 推动远程教育的发展。

4 .2 远程教育的内容要丰富, 形式要多样 远程教育既要

注重知识传播, 又要注重技术和技能传授; 既要注重科学素

养, 又要注重人文素养和文化熏陶; 要注重教育形式 , 寓乐于

教、寓乐于学, 提高远程教育的质量。远程教育可以是实时

的也可以是非实时的交互, 可以综合视频、图像、文字等多种

媒体, 通过虚拟技术模拟许多在现实中难以操作的试验, 使

学生感觉如同在教室上课。

4 .3  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平台和技术  在因特网上建设基于

Web 技术的教育资源检索和发布系统。由于网络通信速度

的不断提高 , 教育资源库的内容也可从文本、静止图片逐步

发展到多媒体网络课程在线学习, 各种教育资源的下载、视

频及音频教育内容的点播等。通过建立现代教育网络 , 可实

现从传统教育模式到现代教育模式的转换, 实现全国乃至全

世界教育资源的共享 , 最终实现我国全民的终身教育。

4 .4 把远程教育输送到乡村 教育部从1998 年开展网络教

育试点以来 , 现代开放远程教育已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 今

后我国的现代开放远程教育应当在开放程度( 入学时间、教

育对象、成绩互认) 、覆盖面( 地域、课程、专业) 、技术含量、

政府支持等方面下功夫 , 并争取与国外的网络教育接轨, 形

成更加开放的教育系统, 把教育资源输送到广大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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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矿产采、选、冶过程对环境的最小扰动和最小污染, 达到矿

产资源开发经济价值与生态环境、资源社会价值的协调统一。

在矿产资源开发的前、中和后期均有相关的矿山环境保护治理

工作并按同一速度进行, 矿山闭坑的同时或稍晚即完成矿山环

境的根本治理和生态恢复,使矿产资源开发速度与生态环境资

源开发速度相协调[ 4] 。

建立数字矿山一方面依靠科技创新提升绿色矿山建设水

平, 对矿山发展始终做出整体规划, 积累矿业活动中资源开发

和环境保护的经验, 实现矿山开发、社会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

展。另一方面及时做好综合效益评估以指导其他地区绿色矿

山的建设工作。

6 结语

目前经济增长对矿产资源的依存度不断加大, 矿产开发

有效地促进了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 但也应看到, 无序的、不科

学的矿业活动也会给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带来负

面影响, 进而成为阻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因素。矿山企业不

仅要关心经济效益, 还应考虑社会效益和社会责任。为此应该

加大科技投入, 积极改变资源开发利用粗放状况, 提高资源节

约集约水平, 保护脆弱的地质环境, 走绿色矿山建设之路, 实现

高效率、无废害采矿, 最大限度地减少废料产出、排放, 提高资

源综合利用率, 推动废料资源化, 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协调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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