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采煤沉陷区内的受损村庄，根据受损严重程度、地表

移动变形速率等指标，按照轻重缓急程度进行治理

优先性排序。对那些受损严重、地表移动变形仍处

于活跃期的村庄，可以在地质灾害低易发区异地选

址，在村民听证、专家论证的基础上实施搬迁工程。

6结论
（1）采煤沉陷区的地质灾害类型从数量上讲以

地裂缝和地面塌陷为主，其次为崩塌、滑坡、泥石流。

（2）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的诱发因素主要是人

类工程活动，特别是采煤活动。

（3）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是人为因素和自然因

素、地上因素和地下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治

理时，要充分考虑和研究各种致灾的因素和灾害的

形成机制。

（4）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直接影响到当地村民

和工矿企业的切身利益，治理地质灾害刻不容缓，而

且要统筹各方利益。

（5）采煤沉陷区地质灾害引发一系列地质环境

和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对地质灾害进行综合治理，而

不是单纯地治理地质灾害。

（6）建议对采煤沉陷区内稳定区的判定进行专

门研究，形成一套切实可行、反映实际的判定理论和

方法。

（7）建议参照国有重点煤矿治理的标准，结合山

西实际，对采煤沉陷区内受损严重的村庄采取搬迁

安置的方式进行治理。搬迁后拆除旧村旧房，进行

土地复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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