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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新沂市露采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及恢复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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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沂市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潜力大，矿山开采规模小、资源浪费严重，采矿毁坏土地和植被，破坏生

态环境，对自然地貌景观破坏严重；采矿掘进面高差大，边坡陡立，埋下诱发山体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隐患，易造

成人员伤亡事故；露采矿山地质环境整治滞后，绝大多数露采矿山地质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整治。根据露采矿山开

采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包括管理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和经济政策措施等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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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矿产资源的开发在保证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需
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环境问题。露采矿山

开发首先需要进行大量的表土剥离，在很大程度上

破坏了原来稳定的土壤和植被，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形成土地荒芜、岩石裸露、弃石满地的矿业荒漠化现

象；同时也可能产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造成生

命财产损失甚至人员伤亡。露采矿山依据开发阶段

划分为新建矿山、生产矿山和闭坑矿山。根据新沂

市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现状，主要研究具有普遍性的

露采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提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措施。

１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状况

　　新沂市位于江苏省北部的苏鲁两省交界处，面
积１６１６１ｋｍ２。境内矿产资源丰富，已发现矿产１８
种，其中，黄砂资源量２３７亿 ｔ，天然石英砂资源量
９７亿ｔ，金红石储量４８万ｔ，水晶、钾钠长石、蛭石、
蛇纹石、瓷石、矿泉水、建筑石材等矿产也有一定储

藏量，为经济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保障。

这１８种矿产分布在３８４个矿点，开发利用的有
玻璃用天然石英砂矿、建筑用砂矿（黄砂矿）、水晶

矿、脉石英和卵砾石矿、钾钠长石矿、建筑石材、地下

水、矿泉水等１１种，占已发现矿种的６１％。目前，

大量开采的有建筑用砂矿（黄砂矿）、天然石英砂

矿、脉石英、卵砾石矿和建筑石材等，矿产资源开发

利用的潜力很大。

新沂市现有露采矿山６１个，其中花岗岩建筑石
材矿３１个，玻璃用砂矿 １４个，建筑用砂矿（黄砂
矿）１１个，砂岩矿４个，钾钠长石矿１个。１５个矿山
企业正常生产，以玻璃用天然石英砂、花岗岩建筑石

材和建筑用砂矿（黄砂矿）为主，但矿山多、规模小、

乱采滥挖现象较为严重，造成矿山地质环境不断

恶化。

２　露采矿山地质环境及恢复治理状况

２．１　露采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新沂市 ６１个露采 矿 山 宕 口 总 面 积 为
２２３×１０４ｍ２，其中２０个在可（限）采区，４１个在禁采
区。矿山地质环境问题突出，并存在较多灾害隐患，

危险性较大的３５个，危险性小的２４个。危害对象
主要为耕地、林地、景观、河滩等。破坏耕地的矿山

４５处，河滩１０处，景观４处。隐患综合表现有以下
特点。

２．１．１　严重破坏自然地貌景观　 如王庄宋山采石
厂在宋山山体上采矿，遇到石质好、易开采的矿体则

深掘滥采，否则弃之重开宕口，造成山体伤痕累累，



给地貌景观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２．１．２　采矿活动直接诱发地质灾害隐患　采矿掘
进面高差大，边坡陡立，常诱发山体崩塌、滑坡等地

质灾害隐患，易造成人员伤亡事故。采石厂片面追

求经济利益最大化，不按安全规程操作，开采面高达

３０ｍ以上，边坡角大于８０°，极易造成崩塌、滑坡等
地质灾害，对宕口内作业人员和行人人身安全造成

潜在威胁。

２．１．３　采矿活动破坏土壤、植被等生态环境　玻璃
用天然石英砂和建筑用砂矿容易开采，开采面易发

生滑坡、崩塌。由于以前监督管理不到位，滥采乱挖

现象比较普遍，宕口边缘时常崩塌，对土地和植被的

破坏十分严重，有的采矿宕口深达几十米，给以后的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及矿山地质环境整治带来一定的

难度。

２．１．４　露采矿山地质环境整治滞后　绝大多数露
采矿山地质环境没有得到有效整治。

２．２　露采矿山恢复治理状况
　　过去对采矿引起的地质灾害进行监督管理，主
要是预防因采矿活动而造成的人身伤害，矿山地质

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作程度较低。近几年来，新

沂市十分重视矿山地质环境的恢复治理工作，不断

加大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仅最近两年就投入资金

数百万元，复垦开发废弃矿山４０×１０４ｍ２，开发成耕
地１０×１０４ｍ２、林地２８×１０４ｍ２、养殖水面２×１０４ｍ２。
一批废弃矿山土地复垦项目正在实施，大面积的废

弃矿山将得到恢复治理。仅国家级地质环境治理项

目———马陵山风景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就投入资金

３００万元，其中国家财政补助２００万元。
马陵山风景区地质环境治理项目位于马陵山风

景区内，属２００５年国家级地质环境治理项目。几十
年的滥挖乱采形成了一个废弃矿山带，区域范围内，

采坑密布。不仅在景观上造成了苍凉景象，而且极

大地破坏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２００５年新沂市国
土资源局申报国家级地质环境治理项目，由中国矿

业大学进行可行性论证，江苏省地质调查研究院进

行规划设计，江苏省山水生态环境建设工程公司施

工。工程自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８日开始，２００７年４月３０
日结束。共完成工程量：清坡排险８×１０４ｍ３，覆种
植土１５×１０４ｍ３，平整场地８×１０４ｍ３，简易步行道
路３０００ｍ，景观亭１座，绿化广场１０００ｍ２，摩崖石
刻２处，挂网、钉网、喷播１×１０４ｍ２，苗木种植５６７０４

株。治理面积为８５×１０４ｍ２，有效地改善了风景区
的旅游环境。

３　露采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源

　　新沂市矿产资源开发中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
究其根源在于以下４个方面。
３．１　认识不到位
　　许多矿山企业对地质环境管理的法律、法规理
解不深，认识不足，对地质环境保护意识淡薄，对地

质环境恶化后将产生的后果漠不关心，对矿产资源

开发利用存在短期行为，缺乏持续利用的思想。采

矿活动中，重开发轻保护，重眼前利益轻长远利益，

特别是对具有旅游观光开发价值的山体景观资源和

生态功能缺乏保护意识，产生哪里有矿哪里开、哪里

方便哪里开的短期采矿理念。

３．２　受经济利益驱动
　　许多采矿企业受利益驱动，以牺牲环境、破坏和
浪费资源为代价，谋取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

３．３　矿产资源开发与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工作滞后
　　由于矿产资源开发和地质环境保护规划工作滞
后，对全市矿山企业布局、旅游资源、地质遗迹的保

护，缺乏统一科学的规划，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保护无

重点、管理无措施，导致矿山地质环境的不断恶化。

３．４　相关部门监管力度不够
　　在矿产开发中，采矿企业相关监管部门为了追
求经济利益而重开发轻保护，矿山环境保护措施不

健全，管理力度不够，舍不得投入，给矿山企业造成

依赖心理和对地质环境保护工作得过且过、积重难

返，造成了地质环境保护工作的被动局面。

４　露采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措施

４．１管理措施
４．１．１　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领导
和协调工作　新沂市政府要成立地质环境保护和恢
复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由市分管领导任组长，国土资

源局牵头，成员有环保局、建设局、农业局、水利局等

相关部门负责人组成，承担全市地质环境保护和恢

复治理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工作。其主要的职能是：

制定和修改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规划；制定和

修改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的政策和条例；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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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和实施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规划和计划；

建立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数据库；负责组织地

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重要问题的调查研究等。

４．１．２　加强地质环境保护重要性的宣传教育工作
　大力开展地质环境管理法律、法规宣传，增强采矿
企业环境保护和生产安全意识，将保护和改善矿山

环境作为矿山活动的基本准则，正确处理矿业开发

与环境保护、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整体

利益的关系，使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成为每个矿

山业主的自觉行动，从而避免和减缓矿山环境恶化。

４．１．３　加强地质环境保护执法监察队伍建设　针
对全市露采矿山普遍存在的地质环境问题，要进一

步加大矿山环境监管力度，强化执法力度和提高执

法水平，定期开展露采矿山地质环境评价与恢复治

理工作，切实履行对矿山地质环境进行评价、监测、

监督管理的职能。对造成地质环境恶化的矿主，要

责令限期恢复，不按期恢复治理的，坚决给予停业整

顿，直至达到安全标准。结合全市露采矿山的特点，

在规划矿区、办理采矿许可证等环节把好矿山环境

保护关，确保依法开采。

４．１．４　加强地质环境保护规划修编工作　依据江
苏省和徐州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总体要求，认真

编制和落实《新沂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有计划地

关停禁采区的开山采石，严格控制禁采区露采矿山

开发的审批。对以往开采的禁采区的宕口要有计划

地整治，恢复生态环境。

４．１．５　明确地质环境保护的目标责任　要求矿业
主签订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承诺书，明确责任。

制定矿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规定，加大力度收取矿

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真正做到边开发边治理，把

矿业开发与环境保护有机地结合起来。要采取更加

有力的激励措施，以人为本，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

从根本上推动矿山地质环境整治长期有效地进行。

４．２　技术措施
４．２．１　信息管理技术　以管理的信息化实现管理
的科学化和服务的社会化。通过建立矿山地质环境

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地质环境信息的查询、更新、统

计、预测及辅助决策等，使管理快捷、高效、准确和可

靠。管理信息系统属国土资源部“数字国土工程”

的具体内容之一和有机构成。建立矿山地质环境保

护和恢复治理数据库，进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

复治理的动态管理、评价和调整等。加强露采矿山

企业信息化建设，建立“数字矿山”，实现矿山企业

生产经营规范透明，确保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

治理的开展和落实等。

４．２．２　生物工程技术　针对新沂市比较关键的矿
山地质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生物工程技术主要

如下。

①矿区生态复垦与重建技术。对北沟、双塘等
地的花岗岩采矿宕口（矿坑），初步规划一部分作为

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场所，垃圾回填后覆土种植；另

一部分开发成养殖水面。关键技术是矿区生态复垦

与重建。

②采石场裸岩绿化技术。对北马陵山、南马陵
山、宋山等山体，己被破坏、表层风化的矿山可以进

行山体绿化。关键是采石场裸岩绿化技术。

③尾矿（废料）综合利用技术。对棋盘、新店等
地正在开采的天然石英砂矿，采取边开采、边用废料

回填的方法进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已停采的天然

石英砂宕口可根据情况，采取回填复垦或开发成养

殖水面。关键是利用尾矿进行矿区生态复垦与重建

技术。

④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利用技术。对新沂河、
沭河、骆马湖等河湖采沙型矿山地质环境，主要采取

疏浚修复和治理等，关键是流域综合治理与开发利

用技术。

４．３　经济政策措施
４．３．１　机制　①投资机制。积极探索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的投资问题，形成了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

的筹集资金办法，针对废弃矿山的地质环境恢复治

理，建立 “以财政投资为导向、以股份制投资为主要

形式、以个人投资作调节、以银行贷款作补充以及政

策投入作激励”的资金筹措机制。大力吸纳民间资

金，开展地质环境恢复治理。如对废弃后可开发利

用的矿山宕口的开发使用权进行招标、拍卖等。②
矿区（山）生态环境成本内部化机制。以排污收费

制度、保证金制度为基础，以谁破坏（污染）谁恢复

（治理）为基本原则，建立矿区（山）生态环境成本内

部化（企业化）机制，从根本上杜绝矿山企业对生态

环境的破坏，确保社会经济生态的协调和可持续的

发展。

４．３．２　制度　①准入制度。矿山企业在具备现已
规定和执行的开发利用的条件下，还必须符合生态

环境保护和安全条件等矿山开采准入条件，对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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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开采准入条件的不予登记办证，限期关闭禁采区

内的已有矿山企业。新建矿山，在矿山设计中应包

括矿山环境保护与整治的方案，在采矿山必须遵守

和履行矿山生态恢复治理书面承诺和缴纳保证金。

生产和闭坑矿山企业必须依法履行矿山生态环境保

护、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义务。坚持“谁破坏（污

染）谁恢复（治理），谁恢复（治理）谁受益”，科学规

划，因地制宜，综合整治和优化利用。②保证金制
度。按照“谁开发准保护，谁污染谁治理，谁破坏谁

恢复，谁使用谁补偿”的原则，土地复垦和生态环境

治理的任务由矿山企业承担是无可争议的，但问题

是矿山企业在生产经营中承担了一定的经济风险，

当矿山企业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倒闭后，就无经济能

力承担相应的治理义务。因此，只有推行矿山生态

环境治理保证金制度，才能使保护目标落到实处。

按保护目标的要求，申请采矿许可证的单位或个人，

在获得采矿权的同时，必须交纳矿山生态环境治理

保证金后才能成为采矿权人。这就可使治理工作不

受经营风险的制约。③矿业权制度。通过采矿权的
招标、投标、出让，淘汰技术落后的小采矿，为实力雄

厚的企业提供发展机会，实现采矿企业的规模经营、

规模发展。因此，必须通过矿业权制度的约束机制

逐步淘汰技术落后的小采矿，鼓励联合、兼并和股份

制等，整合矿山企业。

４．３．３　政策　为了有效地开展矿山地质环境恢复
治理工作，在现有矿产资源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制

定和出台相关的配套性政策，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

复治理政策体系，为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提供政

策保障。

根据矿区（山）地质环境的特点，出台了《新沂

市矿区（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规定》，明确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的目标和任务，进行

总体规划和设计。条理化、规范化和细化各部门、企

业、集体以及个人的责、权、利，实行责任人责任追究

制度。完善和细化“三同时”制度、排污收费制度、

保证金制度和生态环境评估制度以及 “谁破坏、谁

治理，谁治理、谁受益”原则等，使其更具有针对性

和可操作性。

贯彻实施《江苏省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收

缴及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按照“谁破坏、谁治理，

谁开发、谁受益”的原则，积极探索矿山环境恢复治

理的有效途径，具体制定保证金收缴及使用管理的

细则。对目前正在生产的露采矿山企业，要积极督

促采矿权人依法履行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义务。在采

矿权人治理环境不力或不符合验收标准时，将保证

金用于组织实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治理费用超过

保证金的部分由采矿权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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