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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废弃地的治理与生态恢复》

内容概要

《煤矿废弃地的治理与生态恢复》内容简介：矿产资源经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在矿产资
源的大量开发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要破坏自然环境，造成大气、水体、土壤污染，矿区生态遭到破坏
。我国是一个矿产大国，矿山开采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点多、量大、面广。随着人口的增长和
经济快速发展，人均资源占有量快速下降，资源短缺，生态环境恶化，资源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
盾曰益突出，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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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山西潞安矿业集团林业处处长，中国水土保持学会工程绿化专业委员会委员，矿山生态安全教育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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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煤炭资源的开发利用不仅作为能源支撑着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还在诸多方面促进地域性的社
会经济发展。煤炭的开采能成为本地域的主要工业之一，煤炭的产值会占当地地域工业总产值的10％
以上，同时带动了相关产业和非煤产业的发展。煤炭生产基地需要许多地面建设，如房屋、道路等，
这就带动了建筑业、建材业、铁路公路运输业的发展。一些消费煤炭量大的大型企业，为了减少运输
，降低成本，也都往往建在煤炭生产基地的附近，如抚顺煤炭集团公司附近的鞍山钢铁工业和辽阳纺
织工业，开滦煤炭集团公司附近的唐山钢铁工业和陶瓷工业、水泥工业。钢铁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当
地的机械制造和机械加工业的发展。为了减少煤炭在运输过程中的负面效应和提高煤炭的利用率，不
少煤炭集团公司相继建立了发电厂，一方面供给煤炭生产所需电力，另一方面并入国家电网，供给社
会电力所需。如徐州的大屯煤电公司、太原的西山煤电公司、内蒙古的伊敏河煤电公司等。这就形成
了多级产业链，使煤炭成为一个地域主要的经济支柱之一。煤炭的开采促进了以煤为中心的工业产业
的形成，推动了地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与城市化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只有经
过工业化的发展，才能提高中国的经济实力。城市化是解决工业化规模效益、节约土地、提高集约程
度、降低成本、转移农业产业富余劳动力，解决本地域劳动就业的主要途径。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煤
炭产业现有员工350万人，成为社会吸纳劳动力的主要行业之一。煤炭的开采占据了当地大面积的土地
，改变了拆迁户农民的身份，变农业户为居民户，变农业劳动者为工业劳动者，提高了他们的文化素
质和劳动技能，增加了经济收入，改善了生存和生活条件，推动了城市建设布局及规划，促进了城市
化的发展。煤炭系统的经济收入拉动了地方消费，推动了地方第三产业的发展和繁荣。尤其是改革开
放以来，所有制的多元化，国有企业的劳动组织整合，给地方第三产业创造了发展和繁荣的空间和平
台，使地方第三产业迅速发展。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对煤炭的需求日益增加，大大提高了煤炭系
统的经济收入，由此也拉动了地方消费，如服务业、餐饮业、旅游业、公共交通业等，推动了本地域
的第三产业发展。为了解决煤炭生产落后的技术手段，改善恶劣的生产环境，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
生产的安全系数，煤炭系统进行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工作。促进了科技创新，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例如
：为了解决煤炭井巷生产打眼放炮的落后生产手段，研制了在分布稳定的厚煤层使用割煤机的机械化
生产方式；为了解决瓦斯爆炸的危险生产环境问题，研制了瓦斯浓度测试仪预报瓦斯爆炸情报，以便
采取相应预防措施，改善安全生产环境；为了缓解木材供应短缺的困境，研制了井巷生产液压支架的
新技术，以钢材替代木材进行支护，节约了木材，提高了安全生产系数，减少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经
营利润；为了减少煤炭在运营和消耗时对环境的污染，将固态的煤研制成液态能源，已投入生产并将
大量供应市场。少数矿山煤炭资源开发改善了矿区原有的生态环境。煤炭生产基地集聚了大量人口，
人们对生活环境质量的要求在不断提高。一些具有环保意识的有识之士在煤炭生产经营中将改善生态
环境纳入了自己的工作日程，利用生物工程手段，植树造林，美化环境，消除污染，建造绿地和公园
，改善了矿区的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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