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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MAPGIS的福建省矿山地质环境

综合评价分析+

黄俊宝
(福建省地质环境监测中心，福州350002)

摘要：福建省矿业开发产生的环境地质问题主要有占用破坏土地、破坏地貌景观、水土流

失、水土污染、水均衡破坏以及采空塌陷、岩溶塌陷、崩滑流矿山地质灾害等。矿山地质环境综合

评价单元的划分采用正方形网格单元。选取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地质环境条件、矿产资源开发利

用规划、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难易程度等作为评价因子。根据各因子对矿山地质环境质量影

响存在重大差异及可分层次的实际情况，采用质量指数评价模型作为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模

型。利用MAPGIS的空间分析功能，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然后根据综合指数的大小，将全

省圈定出28个区的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质量划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一般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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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福建省矿业经济蓬勃发展，矿业开发为福建经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

也给福建的生态环境带来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据2004年矿山调查，福建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18种，探明储量的矿产76种，其中能源矿产1种，金属矿产26种，非金属矿产47种，水气矿

产2种，全省已探明储量的固体矿区数867处(含共生矿产)，其中煤矿138处，金属矿379

处，非金属矿350处。探明大型矿床50处，中型矿产102处。全省累计上储量表的固体矿产

矿区635处，其中特大型矿区3个、大型矿区47个、中型矿区107个、小型矿区478个。全省73

种矿产已开发利用，开采矿石总量13 822．33万吨，矿业从业人员105 983人，矿业总产值

793 630万元。

福建省矿山存在的主要环境地质问题有：占用破坏土地、破坏地貌景观、水土流失、水土

污染、水均衡破坏以及采空塌陷、岩溶塌陷、崩滑流矿山地质灾害等，尤其是开采金属、煤矿

的大中型矿山及群采矿区的周边地区，生态环境恶化，已影响了地方经济和矿山企业的可持

续发展。为此，进行矿区地质环境调查，采用科学的方法对矿区的地质环境质量进行评定，进

而采取有效措施对地质环境加以监测、治理，是当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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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MAPGIS，从地质学、地理信息学、计算机技术的角度出发，总结出一套较为

可行的、规范化且试图能反应矿山地质环境特性的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模式，为合理了解

矿山地质环境质量现状，制定合理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对策及政府决策等提供理论基础。

1评价模型的建立

本次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分区，主要是在综合分析各种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发育特点、

分布特征、危害程度的基础上采用质量指数模型方法，对福建省矿山地质环境进行评价分

区。即按一定的标准，将全省矿山区域划分为若干评价单元，采用专家评分法，赋予各个评价

单元所有的矿山环境地质问题(评价因子)一定的评价值，以表示各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在评

价系统中的相对重要性，然后对每一评价单元均按矿山地质环境质量评价标准计算其质量

指数，根据质量指数即按质量等级进行全省矿山地质环境分区并综合评价。

2评价方法的具体实现

2．1评价单元的划分

采用正方形网格单元的划分方法，以100 km2为一单元格，共划分为1 250个评价单元。

2．2评价因子的选取与赋值

细致深刻的地质分析是评价结果正确与否的保证。从矿山地质环境专业分析结果及各

因子的相互关系及层次关系，可综合为以下四个层次：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一矿山数量、矿山规模、矿山次生地质灾害数量、灾害规模、废水废液

排放量、固体废物排放量、矿山土地占用及破坏、开采方式、危害与损失等。

地质环境条件一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层构造、水文地质条件、岩土体工程地质条件、

人类工程活动、地质灾害发育强度，可用地质灾害易发程度来表示。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规划一矿产资源分布、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规划。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难易程度一治理对象、治理工程量、治理经费、治理周期。

结合以采矿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为主，兼顾地质环境背景条件的原则，选取出与矿山

地质环境质量相关的12项因子，按其重要性进行赋值，各因子质量评价及赋值标准见表1。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根据《福建省矿山地质环境调查与评价报告》结果评定；地质环境背

景条件用地质灾害易发程度分区表征，利用《福建省地质灾害易发区图1：500000}；矿产资

源开发利用引用《福建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成果；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难易程度据表2

确定。

2．3权值的确定

权重可表示各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因子在整个评价系统的相对重要性。本评价区各因子

权值的确定采用专家打分法，对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子系统及其包含的各因子给予较大数值，

对矿山环境地质问题影响因素及恢复治理难易程度因子给予次级数值，总共发放30份专家

摸底调查表，回收24份，最后进行统计分析，得出各地质环境评价因子的权重值见表3。

2．4评价数学模型的选取

本次评价主要使用的方法为加权指数模型，即按一定的标准给予评价区域中所有的环

境要素的不同评价因子一定的评价值，再加权求和。其数学模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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裹l评价因子质量评价及赋值标准

Table 1 Quality evaluations and endowed value standards of evaluation factors

矿山数量(个)

矿山规模

灾害数量(处)

灾害规模

矿山地质 废水排放量(万t)

环境现状 固体废物排放量(万t)

压占破坏土地(ha)

开采方式

危害与损失

地萎蕃境 地质灾害易发程度表示

矿产资源开发规划

易发

鼓励开采区

成矿远景区

ZO～lO

中

10～5

中

20～3

lO～l

50～10

井下、露天开采

经济损失较大，
危害较大

次易发

<10

小

<5

小

<3

<l

<10

露天开采

经济损失较小，

危害较小

少发

其他地区 禁采区限采区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难易程度 难 中等 较易

备注：矿山规模、灾害规模的划分依据《全国矿山地质环境调查技术要求实施细则》评定。

表2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难易程度分级评判标准表

Table 2 Classified judge criterion of difficulty degrees of restoration of m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s

表3综合评价因子及因子权重值表

Table 3 Integrative evaluation factors and factor weight values

评价因子 各评价因子的权重

矿山数量

矿山规模

灾害数量

灾害规模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 废水排放量

固体废物排放量

压占破坏土地

开采方式

危害与损失

地质环境条件(地质灾害易发程度表示)
矿产资源开发规划

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难易程度

0．05

0．05

O．05

0．05

0．06

0．06

0．20

0．04

0．04

0．15

0．15

O．10

O

O

O

0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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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一∑F；眠
l

式中：

F一综合质量指数。

Fi一某一组成要素单项评价分值，按表3确定。

Wi一评价因子权重，采用打分法按表3确定。

2．5综合评价的分区标准

按评价单元迭加求取的地质环境质量指数，结合MAPGIS空间分析叠加分析，圈出地

质环境质量指数等值线，将评价区划分成严重、较严重、一般三级，评价分区标准见表4。

表4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分区标准

Table 4 Division standard of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tegrative evaluations

3评价结果

依据上述评价方法，通过对各因子的评判、叠加，全省共圈定出28个区，其中严重区9

个，包括480个矿山企业，区块总面积2 216 km2，占全省1．8％；较严重区18个，包括1 599

个主要矿山，区块总面积10 312 km2，占全省8．5％；一般区1个，区块总面积108 852 km2，占

89．7％(表4、图1)。

图1福建省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图

Fig．1 Map showing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tegrative evaluations in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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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区III 其他矿区 局部小型崩塌、滑坡；少量占用破坏土地

万方数据



第3l卷第1期 黄俊宝：基于MAPGIS的福建省矿山地质环境综合评价分析 65

整体上，福建省矿山地质环境总体较好，大部分国营金属矿山、煤矿山及建筑石料、石灰

石矿山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但集体和个体的金属矿山、煤矿山及部分建筑石料、

石灰石矿山群采区，矿山生态环境建设十分薄弱，对矿山周围及下游的生态环境产生了较严

重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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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integrative evaluation of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 in Fujian Province based on MAPGIS

·HUANG Jun··bao

(Geological Environment Monitoring Center of Fujian Province，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The environmental geological problems caused by min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in Fuj—

Jan Province are mainly occupation and destruction of land，damage of geomorphologic

landscape，soil erosion，land contamination，karst collapse，landslide，debrm flow and ot—

her mine geological hazards．In the paper the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tegrative ev-

aluation units are divided by using of square mesh units，taking the present mine geologic-

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planning of mine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utilization，difficulty degree of restoration of min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evaluation factors．In consideration of the great difference in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ev—

aluation factors upon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ossible division of evalua—

tion factors according to the practical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situation，the quality

index evaluation mode can be used as the mine geological environmental integrative evalua-

tion mode．By using of MAPGIS spatial analyzing function，the integrative evaluation is

made for the all system，and then 28 enclosed regions with different geological environm—

ental integrative qualities in Fujian Province are divided into serious，relatively serious and

general ones according to the values of integrative indexes from high to 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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