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 前言
铁矿石作为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在现代工业建设

中占全部原材料的 70％［1］.辽宁省是矿产资源大省，钢
铁产量长期雄居全国首位，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建设
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但是，铁矿资源开发利用过程
中引发了一系列岩、水、土的地质环境问题和生态环
境问题，特别是露天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尤为突出.
与井工开采相比，露天开采既产生诸如滑坡、崩塌、泥
石流等地质灾害，又会产生严重的水体、大气和土壤
的污染等环境问题［3］；不仅制约城市、区域经济和社会
可持续发展，而且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安全.
笔者以鞍钢弓长岭铁矿为例，着重分析弓长岭铁

矿的主要地质环境问题，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充分重
视，并以此为据，制定科学有力的对策方案，从决策源
头控制或减轻环境污染和损害，合理安排铁矿生产力
的布局和开采顺序，努力改善弓长岭铁矿矿区环境，使
铁矿开采能在环境承载力的范围内有序、和谐地发展.

1 主要地质环境问题
弓长岭露天铁矿经过上百年的开采，遗留下一系

列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地形地貌景观的
破坏、“三废”污染、水土流失、地质灾害等方面.
1.1 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
露天采矿活动改变了矿山原有的地形条件与地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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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造成土地毁坏、山体破损、岩石裸露、植被破坏等
现象［4］.弓长岭矿区开采历史长，采掘强度大，对地形
地貌景观改变强烈.目前，弓矿公司露天采场 4个，占
用土地面积 35 km2.多年采掘活动在二矿区形成了近
60 hm2的塌陷坑；在老岭采区形成一个面积 33.4 hm2、
深度 182 m 的凹陷坑；在独木采区形成一个面积
46.7 hm2. 深度 197 m 的采坑；在采区内有 6 处规模
较大的排岩场（棋盘岭、大阳沟、320、永久、老岭、440
排岩场），堆放的岩石废渣达 12546×104 t，占用破坏土
地 259.5 hm2.
1.2 “三废”污染
固体废弃物污染：弓长岭铁矿开采后，产生了大量

的废石、排土和尾矿（露天开采 1 t碎石通常剥离 5～10 t
覆盖的岩土）.废石（土）年排放量为 1960×104 t，累计
堆放量为 34367.3×104 t，年综合利用量为 0；尾矿年排
放量为 431.9×104 t，累计堆放量为 16000×104 t，年综合
利用量为 25×104 t.矿渣与尾矿所引起的环境问题除
在矿区内压占土地外，同时造成矿区土壤环境、水环境
与大气环境的污染.这类固体废物在表生作用下，重金
属与其他有害物质的释放会污染矿区土体与水环境.
废水污染：弓长岭铁矿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矿坑水和

选矿废水.矿山外排的矿坑水年产出量为 1140×104 t，选
矿废水年产出量为 5875.2×104 t，废水中含有大量浮选
药剂、硝基苯、重金属，在未达标的情况下排放至河道.
另外，矿山开采后的废石堆成排岩场、尾矿库，由于不
能及时治理，已经成为区域地下水的污染源 ［2］.排岩
场、尾矿库长期处在氧化、风蚀、溶滤过程中，其中各种
有毒、有害物质随水进入地下、地表水体和农田、土壤
之中，造成地下水、地表水体污染.
废气污染：露天开采作业为开放式，爆破、采掘、运

输形成的粉尘较大，直接影响矿区及邻近地区生活环
境.另外，大气颗粒物中还含有很多对人体有害金属元
素，最后也经过干沉降和湿沉降到达地面，最终汇入土
壤，对植物和土壤生物形成危害［1］.
1.3 水土流失
露天开采形成的松散堆积和裸露的地表，使土地

丧失了原有的固土抗蚀能力，水土流失量增加［1］.依据
2000 年遥感调查资料髴，辽阳市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6.59×104 hm2，其中轻度占 90.04%，中度占 8.04%，强度
占 1.43%，极强度以上占 0.49%.而弓长岭区现有水土
流失面积 0.464×104 hm2，其中轻度占 61.69%，中度占
26.84%，强度占 11.47%，土壤侵蚀形式以水蚀为主.究

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本区内采矿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
露天铁矿造成的人为水土流失不断加大、加重.水土流
失削弱了土壤肥力，改变了土壤物理化学性质，对土壤
生物造成损害，导致物种数量、种群数量减少.弓长岭
铁矿区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采场、排岩场、工业场地、
运输道路等场区.
1.4 地质灾害
露天采矿后形成的地貌坡角大，堆体松散，在水力

冲刷、开采爆破及运输机械震动下，采场、排岩场处极
易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现状条件下，弓
长岭铁矿区的 320排岩场，发生 2处泥石流地质灾害，
形成高约 1 m，宽 8 m，长 14 m的堆积体，现场斜面仍
可观察到 2条宽 3.5 m，深近 1 m的冲沟痕，其下部即
为过岭公路和少量民居，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位于独
木采区有一处滑坡体，滑坡体积约有 50×104 m3，道路
被错开，有数十条拉张裂缝，大者长约 15 m，宽 0.5 m，
可见深度 0.5 m.山体后缘有近 1 m深的陡坎，分析为
滑坡后缘拉张裂缝.该滑坡目前正处于蠕变阶段.滑坡
于 2005年初被发现，2005年 3月，矿山科技人员使用
数台裂缝拉张速度位移监测器，定时测量位移及相对
高差.至 5月初，2个月的监测结果表明，位移近 0.5 m，
表明滑坡处于蠕滑状态.目前，矿区已对该区域周边进
行布控，设置警示牌，禁止人员和车辆进入该区域.另
外，滑坡下部即为目前正在开采的“独木大坑”，如果滑
坡发生，将对独木采区带来严重威胁，直接影响矿区的
生产能力，故应及时治理.

2 防治对策
（1）正确处理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切

实加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矿业开发应正确处理近期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

关系，把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与环境保护紧密结合起来，
实现矿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矿业活动破坏的地形地
貌景观，要采取有力的措施进行恢复治理；对矿山产生
的“三废”，必须按照国家规定的有关环境质量标准进
行处置、排放；对露天开采引发的地质灾害要进行治
理.
（2）加强法规和制度化建设，全面推进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
全面落实《矿产资源法》《环境保护法》《水土保持

法》《土地管理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
况，建立健全“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矿山

髴辽宁省环境监测总站.辽阳市城区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报告.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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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制度”，制定配套的地方性
法规，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有法可依，目
标明确.
（3）强化监督管理，严格控制矿山地质环境遭受

破坏
建立健全管理机构，明确执法主体，加强执法能

力，加大对矿山地质环境执法的监督力度，遏制地方保
护主义造成人为地质环境破坏.各级国土资源部门会
同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开展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执法检
查.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4）加大资金投入，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工

作提供保障
在国家和各级政府资金投入的基础上，制定适宜

的优惠政策，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建立多元化、多渠道
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投资机制，专款专用，逐步

分阶段实施.
（5）注重宣传教育，全民动员共同推进矿山地质环

境保护工作
大力宣传地质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社会效益、经济

效益和环境效益，教育人们树立环境保护意识，号召人
们积极参与环保治理工程，加强对采矿权人和矿山作
业人员的矿山地质环境保护知识培训，正确对待开发
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关系，树立矿业可持续发展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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