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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无序的矿山开采造成的环境污染已经严重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并且从

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来看，人均矿产资源消耗量还将有相当程度的增长，在这种势态下，庞大的人口数量

对矿产资源的需求压力潜伏着资源危机和生态危机。因此，矿山的生态恢复治理问题仍是现阶段绿色矿

山建设和可持续发展进程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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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hina’s socio economy, the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caused by dis-
orderly mining has seriously damaged the natur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However, from the 
trend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per capita consump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will still 
increase to a considerable extent. In this situation, the demand pressure of the huge pop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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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ineral resources has hidden resource and ecological crises. Therefore, the ecological restora-
tion and management of mines is still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en mines at 
present. 

 
Keywords 
M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Governance Measur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随着全球经济和工业化的飞速发展，矿产资源的需求持续增长，矿山开采活动也随之频繁进行。近

年来，我国对于矿产资源的利用率较低，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流失、浪费情况，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较多

的环境污染问题。由于当前矿山土地被破坏的情况愈来愈重，出现了几乎无法修复的状态，并且我国小

型矿山数量较多，相关部门无法对其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矿山的生态修复问题也愈加严峻[1] [2]。因此，

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与治理成为了当今矿业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针对目前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方法进

行深入探讨，并为矿山的生态环境恢复提供可行性建议。 

2. 国内生态环境研究现状 

近年来，我国矿山生态修复和治理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矿山生态环境修复的

投入力度，对于已经开发完毕或者废弃的矿山，进行了土地复垦和植被恢复工作[3]，通过引入各种植物

和树种，恢复了破坏的植被，改善了矿山周边的森林覆盖率和植物多样性。对于正在开采或者还未开采

的矿山，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同时，我国矿山行业正在积极推进绿色矿山建设，

将环境保护作为矿山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4]。 
随着我国对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日益重视，对矿山开采活动造成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和对矿山生态恢

复治理技术与理论方面的研究也逐年加深。经统计，国内该领域近十年论文发布数量随年份增加呈上升

趋势，但深层次研究占比较低。与我国近年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数据进行比较，相关研究成果虽然逐

年增加，但实际新增矿山恢复治理面积并没有进一步增加，这也说明我国矿山生态恢复治理的研究成果

转化落地能力不强[5]。 

3. 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主要内容 

3.1. 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矿山开采活动是人类获取矿产资源的重要手段，但同时也对矿山及其周边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同程

度的破坏。矿山生态环境分析旨在全面了解矿山开采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制定有效的矿山生态环

境恢复和治理策略提供科学依据。 
自然环境破坏。矿山开采过程中，大规模的挖掘、爆破等作业活动对土地、水体、植被等自然环境

造成了严重破坏，矿产资源开发在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区域土地资源带来严重影响。具体

情况如采坑对矿区内土地资源影响最为显著，矿堆和矿渣堆的影响接近且较为显著，剥离表土堆和矿区

内建筑物的影响接近且较小，矿山道路的影响最小[6]；水资源的破坏则表现为地下水位下降、水质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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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体生态失衡等；植被破坏而导致生物多样性的减少和生态系统的退化。 
废弃物排放。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包括废水、废渣、废气等，这些废弃物含有大量重金属、

有毒物质和放射性物质等，对矿山及其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1) 土地资源破坏，废弃物堆积占用大量土地，造成土地资源浪费和生态环境恶化；2) 水资源污染，

废弃物渗滤液和废水直接或间接进入地表水体和地下水，导致水质恶化；3) 大气污染，废弃物堆积过程

中产生的粉尘、废气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影响空气质量； 
环境污染加剧。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加剧了环境污染。矿山开采活动导致土地、水体、

植被等自然环境的破坏，使得生态系统功能下降、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系统退化不仅影响当地生态环

境质量，还可能对全球生态安全造成威胁。 

3.2.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方法及效果 

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模式主要根据矿山的具体情况、生态破坏的程度以及修复目标来选择。 
1) 物理修复和化学修复 
物理修复包括土壤覆盖法(在地表上覆盖一层肥沃的土壤，以改善植被生长条件和土地生态功能)、地

形削减法(通过削减矿山区域的地形高度，减轻矿区对环境的影响，同时增加土地利用面积)、重建地质景

观(通过改变地表形态、土地利用方式等方式，恢复矿山区域的自然形态和地貌)。化学修复主要通过添加

化学物质以改善土壤结构和提高土壤质量，使其具有生态功能[8]。例如采用吸附法来提取土壤中的重金

属离子，并利用热解析法将其中遇热易分解的活性物质清除，结果表明，生物炭能够有效吸附农田土壤

内的重金属离子，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吸附效果会逐渐增强，从而降低土壤重金属污染[9]。 
2) 双修复模式。 
复绿，对修复载体的山体、岩石、水体(包括地下水)、土壤、矿渣等进行科学治理，消除危害隐患，

依据岩体、土壤等肌理特征，结合当地气候、季风、降雨量和植物适应性等要素，对修复载体进行全方

位、多样性绿化，恢复生态基本特征。复垦，一般适用于造地较多的露天矿回填，对土层下有岩石的复

垦项目，要掌握填埋深度，防止水土流失。复绿和复垦双修复模式，在恢复土地生产条件上执行《土地

复垦质量控制标准》的标准，恢复林地地上植被部分采用现行林业行业相关技术标准[10]。两个修复模式

的技术规范标准一致，合并编制在技术上可行性较高。 
综合考虑矿山的实际情况、修复目标、技术可行性、经济成本以及社会效益等因素来选择最适合的

修复模式。同时，在修复过程中还需要注意与周边环境的协调，确保修复效果能够持久、稳定并符合生

态要求，追求修复系统自维持能力提升[3]。 

4. 现阶段矿山生态恢复治理存在问题 

1) 缺乏系统规划，治理思路不清晰。部分地方政府没有形成矿山生态修复治理的系统规划和实施计

划，对修复后土地的用途、生态结构、所应实现的功能等未进行合理规划，缺乏相关要素设计。 
2) 部门统筹协同不够，整合机制不健全。矿山生态修复涉及自然资源、水务、园林和所在地街道等

多个部门和单位，这些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尚不完善，治理职能边界不清晰，导致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

治理工作条块化、空间碎片化，同一区域内多个部门安排的项目间缺乏统筹协调，造成资金重复投入甚

至项目内容冲突。 
3) 政府执法不严、权力寻租和发展地方经济等因素的影响。在生态恢复司法案件判决中存在着“依

据适用不准、裁量因素不明、利益衡量不当、实施成本不廉等现象”[11]，地方政府无法认真履行生态保

护的相关职责，治理目标未达成。工程管理不规范，部分矿山虽然经过数年的治理，但实际治理总面积、

实际新增林地、耕地、建设用地面积仍未达到中央和省市政策规定以及规划设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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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违法违规开采破坏生态。一些矿山企业存在违法违规开采行为，长期越界开采、占用和毁坏林地

等自然资源，对当地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这些行为不仅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也严重影响了矿山生

态修复的效果和可持续性。 

5. 改进对策 

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改进对策： 
1) 加强系统规划和相关要素设计，明确修复目标和措施，确保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科学性和有效性。 
2) 加强部门之间的统筹协调和整合机制建设，形成合力，共同推进矿山生态修复工作。 
3) 严格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加大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力度，保护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 
4) 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质量和效果。同时，建立长效机制，保障矿山生态修

复工作的可持续性。 

6. 结论 

矿山生态恢复与重建是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内容，关系到我国土地资源再利用和国民经济发展。

我国在矿山生态恢复治理方面仍处于缓慢进展阶段，由此导致的生态环境恶化已经严重制约了中国经济

社会的正常发展，加大对矿山生态环境的恢复力度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现实问题。 
在未来的矿山生态恢复工作中，需要注重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综合治理的原则，选取合适的修复

方法进行治理，确保恢复方案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同时，还需要加强监督和管理，确保矿山生态修复工

作的质量和效果。 
矿山环境的修复与治理是一项复杂而长期的任务，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协作。

通过科学的规划、有效的措施和严格的管理，逐步改善矿山环境的质量，实现生态恢复，推动我国生态

文明建设和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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