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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露天煤矿,英文名为“Open-pit coal mine”,主要是指由于地理变化沉积在地表、浅层的煤炭层,可直接露天采掘的煤

矿。在城市煤矿资源短缺的背景下,煤矿开采工作变得更加频繁,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也非常之大,因此,相关单位展开生态修

复工作非常有必要,本文就对露天煤矿开采工艺的特点进行阐述,并提出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的有效对策,以期为生态环境保护

工作提供有效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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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自然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

保护工作变得越来越重要,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之

一。露天煤矿在开采过程中,如果处置不当,极易对空气、地

下水、土壤等资源造成破坏,甚至会导致生态系统出现退化,

及其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基于此,本文就对露天煤矿开采

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生态修复的对策,以期提高

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满足人们生活需求。 

1 露天煤矿开采工艺的主要特点分析 

露天煤矿开采过程中,会受到诸多外界因素的影响,导

致开采效率非常低。在露天煤矿开采工作中,经常会采用间

断式、连续式、半连续式这三种形式[1],在这三种形式选择

过程中,需要根据表土的剥离程度,在合适的条件下选择开

采工艺,从而可以有效保证露天煤矿开采效率,推动煤矿开

采行业的稳定有序发展。 

2 目前露天煤矿开采工作中存在的生态环境问题分析 

煤矿露天开采过程中,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不仅影响到我国经济发展,还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负面效应

非常之大。现阶段,我国露天煤矿开采作业中所造成的生态

环境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露天煤矿开采工作造成土地破坏[2]。目前,露天煤

矿开采过程中,经常会让土地出现挖损、塌陷等问题,导致我

国土地资源越发紧张,增加了“人地矛盾”。 

二是,露天煤矿开采工作造成植被破坏。露天煤矿在开

采过程中,由于开采作业幅度大,使得开采矿区周围经常会

出现矸石堆放、开山修路、地面塌陷等问题,在此种情况下,

导致土壤中的营养物质减少,且含水量下降,难以满足植物

的正常生长,从而对植物造成破坏。 

三是,露天煤矿开采工作造成大气污染[3]。众所周知,露

天煤矿在开采过程中经常会排放诸多气体,这些气体主要是

指矿井瓦斯和地面矸石山自燃释放的气体,气体中含有大量

的二氧化碳、甲烷等物质,极易导致城市出现温室效应,对城

市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的破坏。 

3 露天煤矿生态修复的有效对策分析 

3.1 露天煤矿采矿区的生态修复对策分析 

不同地区的露天煤矿采矿区存在明显差别,如,坡度、边

坡宽度、边坡高度等等[4],因此,相关单位在展开露天煤矿生

态修复工作时,需要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准确结合采矿

区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修复方法,具体操作如下：第一,部

分露天煤矿采矿区坑坑洼洼,遇到雨雪天气,极易出现积水,

对地表造成负面影响,针对此种情况,有关单位就可以展开

复垦工程,在坑洼出添加新土,合理选择植物品种进行种植,

并对复垦区的水资源分布情况做到合理规划。第二,针对露

天煤矿采矿区周围存在的景观,有关单位需要做好总体规划

和建造工作,在进行植物品种选择时,需要选择乡土植被,有

效保证植物生长情况,降低死亡率。第三,不同地区的露天矿

区,在进行植物选择时,也存在明显差异性,所以需要相关单

位做到“因地制宜”,根据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土壤情况,合理

选择植物种类,如,地被层可以选择狗牙根、络石等植物；而

上层乔木可选择乌柏、香樟、栾树等植物。 

3.2 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废石场生态修复对策分析 

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废石场经常会出现边坡不稳定、台阶

陡峭等诸多问题,不仅影响到露天煤矿的采矿工作效率；还

会导致诸多问题产生。针对此种情况,有关部门就需要合理

制定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废石场生态修复对策,具体可以从以

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针对边坡稳定的废石场,相关单位可

以采用“工程与植物相结合“的方法,对地形不平坦、废石

大小不一等情况及时处理,大规模种植植物花草,扩大绿化

面积[5]。第二,针对边坡不稳定、台阶陡峭的废石场,相关单

位需要进行土地填平工作,将含有大量硫元素、金属元素的

废石进行处理,避免出现重金属污染。完成上述工作后,再进

行绿化作业。第三。针对有安全威胁的边坡,相关单位在进

行生态修复工作时,可以采用抗滑桩的修建、拦河坝修建、

削坡开级措施、长锚杆加固等一系列方法,将有危险的废石

进行清理,在此基础上,做好边坡绿化工作,有效提高露天煤

矿采矿区废石场的边坡稳定性,实现生态修复的目标。 

3.3 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尾矿库生态修复对策分析 

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尾矿库植物在生长过程中经常会出

现营养供给不充足的问题,导致植物恢复困难,面对此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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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有关单位在展开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尾矿库生态修复工作

时,就需要严格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相关单位需要

提前对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尾矿库情况进行了解,了解植被之

所以会出现枯萎的原因,然后根据原因针对性选择生态修复

对策,确保能够得到有效修复[6]。另一方面,相关单位需要对

尾矿库中存在的放射性物质、有毒害物质进行清除,做好防

护隔离工作,适当进行填埋,并在尾矿库周围设置排水设施,

从而提高露天煤矿采矿区尾矿库周围的生态环境,顺利完成

生态修复工作。 

3.4 露天煤矿采矿区周围的受损农地修复对策分析 

露天煤矿采矿区经过采矿工作后,对周围农地产生破坏,

不仅影响到庄稼的正常生长；还会影响到农民经济收入,对

农村发展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面对此种情况,相关单位就

需要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对露天煤矿采矿区周围破损农地

进行修复工作：一方面,相关单位可以采用土地复垦技术、

边坡生态修复技术等一系列生态修复技术,并在选择这些技

术时,充分考虑受损农地周围状况,确保所选择的技术与实

际情况相吻合。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农地受损,是由于矿石开

采导致的塌陷坑、裂缝,进而出现山体滑坡,对农作物造成破

坏,此种情况下,相关单位就需要采用“工程+生物”的处理

方法,对受损农地进行修复,从而保证农地中含有大量养分,

不会出现水土流失问题。 

3.5 露天煤矿采矿区受损土地的修复对策分析 

相关单位在进行露天煤矿采矿区受损土地修复工作时,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相关单位可以采用煤矸石

充填复垦技术,将煤矸石(采煤过程中排放的固体废物)填充

到煤矿井下采空区域、地面塌陷区域等,在此种情况下,可以

提高露天煤矿采矿区的地基承载能力,降低土地塌陷状况的

出现几率。第二,相关单位可以采用疏排法复垦技术,在露天

煤矿采矿区域中安装输排水系统,通过输排水系统对将塌陷

区的积水进行排放,并做好塌陷区域的填充,让这片土地能

够重新种植农作物[7]。第三,相关单位可以采用生态农业复

垦技术,此技术的使用需要以生态学的食物链原理为基础,

在此种情况下,再结合露天煤矿的实际情况,合理展开施工,

将土地原有的特色进行恢复。第四,相关单位可以采用粉煤

灰充填复垦技术,在塌陷区域中填充粉煤灰,解决露天煤矿

采矿区周围的塌陷问题,实现露天煤矿采矿区受损土地的修

复。 

4 结语 

总而言之,在城市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露天煤矿开采

工作次数逐渐增多,由于缺少有效的管理措施,对社会自然

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破坏,更是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违背。

面对此种情况,相关单位就需要积极展开露天煤矿的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提前对露天煤矿工艺特点进行了解,再结合露

天煤矿的具体情况,针对性制定生态修复策略,确保能够将

已经受损的生态环境进行修复,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煤矿行

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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