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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查明全国历史遗留矿山分布现状!有序开展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是矿山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重要内容和

生态修复工程部署的主要依据( 根据历史遗留矿山定义和行政管理的需求!提出了历史遗留矿山核查的技术流程

和工作方法!工作步骤包括遥感调查监测'分类核查'分级审核和数据入库!其中!对核查内容'核查具体工作'属性

定义'制图标准等进行了探究( 以江西省和辽宁省的 " 个县级行政区作为试验区!通过试验验证了该技术方法的

有效性(

关键词! 历史遗留矿山) 分类核查) 分级审核

中图法分类号! RAS+#文献标志码! T###文章编号! )*+S 9*!"U%)*))&*! 9**1* 9*S

收稿日期! )*)1 9*+ 9)S) 修订日期! )*)) 9*1 91S

基金项目! 中国地质调查局地质调查项目*全国矿山环境恢复治理状况遥感地质调查与监测+%编号" VV)*1+*S*Z&资助(

第一作者! 杨金中%1+S* 9&!男!博士!研究员!主要从事矿山生态遥感监测和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工作( WN;0&" 2SSQ2Q*QYKK'O%N(

*#引言

历史遗留矿山是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由

于责任主体灭失!需由政府承担恢复治理责任的

废弃矿山( 随着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

针对采矿损毁土地开展有序整治!消除矿区地质

灾害隐患!或转型利用!或逐步修复土地功能!相

继开展生态重建!减少采矿损毁土地存量!控制采

矿损毁土地增量!已经成为当前国土空间生态保

护修复工作的热点和难点( 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

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1$

( 我国先后开展了多

次矿山地质环境调查工作!自 )*1Z 年起逐年开展

全国矿山地质环境遥感监测!积累了丰富的矿山

地质环境调查监测数据( 由于大量遥感监测数据

未开展实地核查!多数矿山的采矿损毁土地面积

和矿山生态修复土地面积多为投影面积而非实地

核查面积!因此!仍存在着全国历史遗留矿山底数

不清的问题( 不同部门的相关数据存在较大的出

入( 为摸清全国历史遗留矿山分布情况!国家拟

组织开展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工作( 根据历史遗留

矿山的定义!在总结现有工作现状的基础上!本文

探索研究了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方法'核查内容及

属性定义!并开展了试验应用!可为全国性核查工

作提供技术建议#) 9Q$

(

1#技术思路

1'1#历史遗留矿山定义

历史遗留矿山是由政府承担恢复治理责任的废

弃矿山( 它是根据行政管理的需求!将废弃矿山中

的某几种类型按其属性归集而成的#!$

( 根据我国

矿山地质环境管理办法的变化进程!历史遗留矿山

应包括"

!

计划经济时期遗留的废弃矿山)

"

市场

经济时期因国家去产能'退出自然保护地等政策原

因!在政府作出关闭决定时明确由政府承担恢复治

理责任的废弃矿山)

#

责任人灭失或难以确定的废

弃矿山( 需要注意的是!因管理权限等原因!河道采

砂类'重大工程建设涉及的砂石开采类废弃矿山!暂

不列入本文讨论的历史遗留矿山范畴内#"$

(

1')#核查思路

根据上述定义!需要分步开展如下工作才能核

定历史遗留矿山"

!

开展全国矿山地质环境遥感调

查与监测!圈定可能与采矿活动有关的遥感解译图

斑!建立历史遗留矿山核查信息系统和相关数据库!

下发遥感解译图斑)

"

利用历史遗留矿山核查信息

系统!由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或指定的技术支撑

单位通过*与采矿活动相关性+判释!将遥感解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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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区分采矿损毁土地图斑'非采矿活动图斑)

#

通

过*图斑活动状态+判释!将采矿损毁土地图斑区分

生产矿山采矿损毁土地图斑'废弃矿山采矿损毁土

地图斑)

$

通过与采矿权数据'矿业权管理数据相

关性等的综合分析!将废弃矿山采矿损毁土地图斑

分为*无采矿权的废弃矿山+!*有采矿权'恢复治理

责任为政府的废弃矿山+!*有采矿权'恢复治理责

任为企业或个人的废弃矿山+等类别)

%

通过国家'

省'市'县等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核!共同确定历史

遗留矿山本底数据( 相关技术路线见图 1(

图 !"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技术流程

F-B+!"G20-9->)3-8./08>24489?-4380->)66E )*).58.251-.24

)#研究方法

)'1#遥感调查监测

参照/矿产资源开发遥感监测技术规范0 %V=3

R*)22,)*1"&!利用长时间序列'空间分辨率优于

)'Z N的遥感影像!以 T5O?E, 软件为主要平台!采

用人机交互解译和自动信息提取相结合的方法!提

取%疑似&矿产资源开采点的分布位置'范围'开采

方式%按露天开采'井工开采'联合开采分类&'开采

矿种'矿山开采状态 %按正在开采'关闭3废弃分

类&'矿山地物类型%按露天采场'固体废弃物堆场'

矿山建筑'洗煤场或选矿厂等中转场地'塌陷坑等分

类&或采矿损毁土地类型%按挖损土地'压占土地'

塌陷土地分类&及面积等信息#Z$

( 剔除在有效采矿

权范围内的图斑!以一个或多个矿山为单位!制作废

弃矿山遥感监测图) 按照统一的编号规则进行采矿

主体编号!同一幅废弃矿山遥感监测图内的遥感解

译图斑!按照*采矿主体编号 k顺序号+规则进行图

斑编号#2$

( 构建历史遗留矿山核查信息系统和相

关核查数据库%另文专述&!在线分发废弃矿山遥感

监测图及相关图斑的位置信息(

)')#分类核查

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依据下发图斑!结合本

地区实际情况'矿业权数据和已有的调查监测成果

等!组织实施室内数据分析比对'外业实地调查核实

等工作#S$

( 核查内容参见表 1(

表 !"历史遗留矿山核查内容建议

()*+!"H7BB243-8.4980;20-9->)3-8.>8.32.3489?-4380->)66E )*).58.251-.24

序号 核查项 建议内容及规范化表达方式

1 省级行政区划名称 填写省级行政区全称

) 地市级行政区名称 填写地市级行政区全称

! 县区级行政区名称 填写县区级行政区全称

" 主体编号
有采矿权证的矿山!使用采矿权证号) 没有采矿权证的%1 个或多个&矿山!采用*_Rk县级行政区划代

码%2 位数& k监测年度%" 位数!如 )*)*& k顺序号%! 位数!从 **1 开始&+方式编号

Z 图斑编号 采用*主体编号k顺序号%! 位数!从 **1 开始&+

2 中心点%经度&3%l& 浮点型!保留 2 位小数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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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序号 核查项 建议内容及规范化表达方式

S 中心点%纬度&3%l& 浮点型!保留 2 位小数

Q 图斑投影面积3N

) 遥感解译面积

+ 是否属于矿山 填*是+或*否+

1* 矿山位置 省k市k县k乡镇k村命名

11 所在保护区名称 填写矿山所涉及的保护区全称

1) 所在保护区类型 选代码!T为自然保护区) C为国家公园) _为自然公园) V为风景名胜区) W为地质公园) @为其他

1! 所在保护区级别 选代码!T为国家级) C为省级) _为市级) V为县级

1" 采矿证号 填写矿山的采矿许可证号!如无采矿许可证填写*无+

1Z 矿种 选代码!按矿产类型代码表中规定填写

12 开采方式 选代码!T为露天开采) C为井工开采) _为联合开采

1S 图斑大类

选代码!1* 为废弃矿山) )* 为生产矿山) !* 为非采矿图斑

选择*废弃矿山+的!须填写后续所有信息) 选择*在建生产矿山+!须填写后续*图斑小类+'*采矿证

号+'*矿种+'*开采方式+'*图斑属性+'*矿山位置+等信息) 选择*非采矿图斑+的!填写后续*图斑小

类+后!即可终止核查

1Q 图斑小类

选代码!11 为无法确认恢复治理责任主体的无主废弃矿山) 1) 为由政府承担恢复治理责任主体的政

策性关闭矿山) 1! 为由企业承担恢复治理责任主体的政策性关闭矿山) 1" 为由企业或个人承担恢复

治理责任主体的有主废弃矿山) )1 为在建生产矿山) )) 为采矿权过期未注销矿山) !1 为自然灾毁)

!) 为工程建设损毁) !! 为河道采砂损毁) !" 为尾矿库占用损毁) !Z 为未损毁

1+ 图斑核查面积3N

) 实地核查测量的损毁面积

)* 关闭年度 填写矿山关闭年度信息!如不确定年度!可填*某某年之前+

)1 恢复治理情况 选代码!T为未治理) C为已恢复治理( 正在治理的!选择T

)) 实地治理面积3N

) 实地核查测量的治理面积

)! 有无合法用地手续 选代码!T为有) C为无( 有合法用地手续的需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 图斑属性
选代码!1 为采场) ) 为中转场地%堆煤场'其他矿石堆场'选矿场等&) ! 为固体废弃物堆场%煤矸石堆'

废石堆'表土堆'排土场等&) " 为矿山建筑) Z 为塌陷坑) 2 为井口3硐口) S 为其他

)Z 地类 填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地类代码!如 *1*1 表示水田

)2 所有权权属 选代码!T为国有土地所有权) C为集体土地所有权

)S 使用权权属 选代码!T为国有土地使用权) C为集体土地使用权) _为其他

)Q 主要生态问题
选代码!T为土地损毁%含挖损'压占'塌陷土地&) C为地质环境问题%矿区地面塌陷'地裂缝'崩塌'滑

坡体等&) _为植被破坏

)+ 复垦义务人 填写矿山的原复垦义务人!如无法获取该信息则填*无+

!* 修复方式 选代码!T为自然恢复) C为辅助再生) _为生态重建) V为转型利用

!1 修复方向 指修复后土地类型!选代码!填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中的地类代码

!) 拟修复时间段 选代码!T为*十四五+期间) C为*十四五+之后

!! 现场照片 每个图斑要求现场不同角度远景照片至少 ) 张'近景照片至少 " 张!分辨率不低于 !** /.0

!" 核查单位 填写外业调查单位名称

!Z 核查日期 填写完成图斑核查的年'月'日信息

!2 核查人员 填写外业调查人员信息

!S 备注 填写需要另外描述说明的信息

##室内核查的主要工作包括"

!

确定下发的遥感

解译图斑是否是由采矿造成的采矿损毁土地图斑)

"

确定采矿损毁土地图斑的开发利用现状!是生产

矿山还是废弃矿山)

#

核实废弃采矿损毁土地图斑

的空间位置和面积'涉及的矿种类型'土地利用状况

和权属等信息)

$

确定废弃采矿损毁土地图斑所在

矿区内存在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初步拟定图斑的

修复方式%如自然恢复'辅助再生'生态重建'转型

利用等&

#Q$

)

%

补充下发图斑之外'确属历史遗留矿

山的图斑)

&

发现下发的遥感解译图斑信息与地方

掌握的最新信息不符时!提供最新时相的调查成果

%含矢量及相关的影像数据'废弃矿山遥感监测图

等&!替换数据库中原有的调查成果(

实地核查的重点在于"

!

通过调查走访!核实

下发的遥感解译图斑是否为历史遗留矿山的图斑)

"

对认定的历史遗留矿山图斑的范围进行核实!需

要增加的范围应在现场调绘后增补!不属于采矿损

毁土地的范围应合理扣除)

#

核查历史遗留矿山图

斑的现状'权属'主要生态环境问题等信息)

$

采集

现场照片或现场短视频)

%

收集佐证材料!如已经

恢复治理图斑的验收意见等#+$

( 实地核查应在充

分收集分析利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开展( 地方已组

织开展过实地核查的!可充分运用已有资料!根据需

要合理安排实地核查工作量( 室内核查能够有效举

证!对图斑核定无异议!能够完整'准确获取核查图

斑中心点及拐点坐标'面积'损毁地类'权属'主要生

态问题等信息的!可不开展实地核查( 地方补充的

新增图斑均需实地核查#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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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级审核

为保证国家和地方历史遗留矿山本底数据的唯

一性!建议实行图斑逐级审核制度!以*二上二下+

方式进行填报信息审核认定( *一上+由地方通过

历史遗留矿山核查信息系统!逐级上报核查结果!并

对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规范性进行审核

把关( *一下+由自然资源部组织技术单位#11$

!对地

方上报的图斑核查结果进行初步确认!反馈初步审

核结果( *二上+由地方对初步审核结果进行确认!

并通过历史遗留矿山核查信息系统完善相关资料(

*二下+由自然资源部组织技术单位!对*二上+信息

进行审核!重点审核有争议的图斑!从而反馈最终认

定结果(

)'"#数据入库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将历史遗留矿山认定

结果报县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依据/土地复垦条例

实施办法0%原国土资源部第 Z2 号令&第 )+ 条的规

定!公告历史遗留矿山损毁土地认定结果#1)$

( 根据

公告结果!逐图斑建档立卡!按照统一的标准!建立

部省一致的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档案表%以表 1 内容

为基准&和数据库!为编制矿山环境评估'矿山生态

修复规划'部署生态修复工程'完善矿山生态修复政

策等提供基础数据#1! 91Z$

(

!#技术要求

!'1#废弃矿山遥感监测图制作

图件以调查监测用的遥感影像为底图!以

_?_,)*** 坐标系'1+Q* 国家高程基准为地理基础!

采用高斯9克吕格 !l分带( 图件一般为 T" 大小!

图斑数量较多时可采用 1 幅或多幅 T! 幅面!但单

幅图件对应实际区域的面积不得超过 )Z XN

)

( 图

件名称以*主体编号k'8A?+命名(

图名采用黑体!标示矿山主体名称!T" 幅面字

体大小采用 )Q 号字!T! 幅面采用 !2 号字!字符间

距 1'*( 使用红色%)ZZ!*!*&线%线宽 )'* NN&表示

废弃矿山图斑边界) 以注记形式标注图斑顺序号

%标注有效数据!如 ***1+的标注为 *1+&!红色

%)ZZ!*!*&!字体 T50;&!字体大小 1) 号字( 注记不

得压盖边界( 用绿色%*!)ZZ!*&线%线宽 )'* NN&

表示恢复治理图斑边界!以注记形式标注图斑顺序

号%标注有效数据&!绿色%*!)ZZ!*&!字体 T50;&!字

体大小 1) 号字(

!')#入库矢量数据制作

入库矢量数据采用 ,]A格式!相关属性要求见

表 )(

表 $"历史遗留矿山矢量属性定义

()*+$"G2>380)330-*7324529-.-3-8.89?-4380->)66E )*).58.251-.24

字段代码 含义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字段描述 值域

,]W(? 所在省 字符型 Z* 所在省的名称 自由文本

,]E 所在市 字符型 1** 所在市的名称 自由文本

UET( 所在县 字符型 1** 所在县的名称 自由文本

=RC] 主体编号 字符型 1** 所属矿山主体编号 编号规则参见表 1

RCC] 图斑编号 字符型 1** 按矿山主体确定的图斑编号 编号规则参见表 1

>@U 中心点经度 浮点型 !'2 中心点经度3%l& 保留 2 位小数

>@B 中心点纬度 浮点型 )'2 中心点纬度3%l& 保留 2 位小数

RCRB[8 图斑投影面积 浮点型 12') 图斑遥感解译面积3N 整数 12 位!小数 ) 位

RCVg 图斑大类 字符型 ) 图斑所属大类 填代码!参见表 1

RCUg 图斑小类 字符型 ) 图斑所属小类 填代码!参见表 1

>,:= 矿山位置 字符型 )Z* 所在位置!省k市k县k乡镇k村命名 自由文本

C]j[_ 保护区名称 字符型 1** 矿山所涉及的保护区全称 自由文本

C]jgU 保护区类型 字符型 ) 矿山所涉及的保护区类型 填代码!参见表 1

C]j8C 保护区级别 字符型 ) 矿山所涉及的保护区级别 填代码!参见表 1

_>=] 采矿证号 字符型 1** 有采矿许可证号时填写 自由文本

>= 矿种 字符型 1* 开采%主要&矿种 填代码!参见表 1

>_@, 开采方式 字符型 ) 矿山开采方式 填代码!参见表 1

RC]V[8 图斑核定面积 浮点型 12') 实地核查确定的图斑面积3N

) 整数 12 位!小数 ) 位

?C(V 关闭年度 字符型 )* 矿山关闭年度 自由文本

]@=gj> 恢复治理情况 字符型 ) 图斑恢复治理情况 填代码!参见表 1

,V=g[8 实地治理面积 浮点型 12') 实地核查确定的图斑治理面积3N

) 整数 12 位!小数 ) 位

]@BV,U 合法用地手续 字符型 ) 有无合法用地手续 填代码!参见表 1

RC,U 图斑属性 字符型 ) 图斑所属矿山地物类型 填代码!参见表 1

Vg 地类 字符型 1** 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地类代码 填代码!参见表 1

,Bj 所有权权属 字符型 ) 图斑所有权属性 填代码!参见表 1

,]Bj 使用权权属 字符型 ) 图斑使用权属性 填代码!参见表 1

-!1-



自#然#资#源#遥#感 )*)) 年

%续表&

字段代码 含义 字段类型 字段长度 字段描述 值域

,R:R 主要生态问题 字符型 ) 矿区的主要生态问题 填代码!参见表 1

@>B:P 复垦义务人 字符型 1** 图斑恢复治理责任人 自由文本

U@@, 修复方式 字符型 ) 拟采用的图斑修复方式 填代码!参见表 1

U@@U 修复方向 字符型 1** 修复后的图斑土地类型 填代码!参见表 1

U@,8 修复时间段 字符型 )* 拟修复时间段 填代码!参见表 1

]_V: 核查单位 字符型 1** 内业3外业调查单位名称 自由文本

]_Pj 核查日期 字符型 Q 完成图斑核查的时间 自由文本

]_PB 核查人员 字符型 )* 核查人员信息 自由文本

C= 备注 字符型 )Z" 其他需要描述的信息 自由文本

"#试验应用

选择江西省上饶市德兴市和九江市德安县'辽

宁省朝阳市建平县和鞍山市海城市 " 个县级行政

区!开展了历史遗留矿山图斑判别流程'技术方法等

的试验应用!均顺利完成 " 个县级行政区的试验图

斑分类核查'分级审核'数据入库等工作( 本次研究

提出的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技术流程'工作方法有效

可行(

以江西省德兴市某黏土矿山为例( 该矿位于德

兴市店前村附近!开采图斑投影面积 1Q 1QS'Z1 N

)

!

开采矿种为砖瓦用黏土%图 )%;&&( 矿山不在保护

区范围内( 其所有权权属为国有土地所有权!使用

权权属为国有土地使用权) 在第三次国土调查数据

库中!该图斑为采矿用地( 该图斑迄今未治理%图 )

%M&&( 矿山开采造成的生态地质问题是破坏植被(

通过采矿权信息比对'多期遥感影像对比!结合实地

核查!确认该矿山于 )*1Q 年关闭!为*无法确认治理

恢复责任主体的无主废弃矿山+( 由于矿山位于山

区范围内!周边无居民地和重要生产生活设施!建议

采用自然恢复方式!在消除地质灾害隐患等工作基

础上!将图斑范围内的土地恢复为天然草地(

%;& 黏土矿山遥感影像 %M& 黏土矿山实地核查照片

图 $"江西德兴某黏土矿山遥感影像及实地核查照片

F-B+$"=2183242.4-.B -1)B2).5;20-9->)3-8./?838 89) >203)-.>6)E 1-.2-.I2J-.B!K-).BJ-L08;-.>2

Z#结论

查明全国历史遗留矿山分布现状!有序开展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是矿山生态修复规划编制的重

要内容和生态修复工程部署的主要依据( 本文根据

行政管理的需求!提出了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技术流

程'工作方法!为相关工作开展进行了技术准备(

1&利用长时间序列'空间分辨率优于 )'Z N的

遥感影像!可以有效判定矿山地物%采场'固体废弃

物堆场'矿山建筑等&的利用状况!初步筛选出废弃

矿山分布范围!为全国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提供基础

数据(

)&按照同一标准!形成统一的全国调查成果'

分类核查成果!实行图斑逐级审核制度!通过国家'

省'市'县 " 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以*二上二下+方

式进行填报信息审核认定!是建立部省一致的历史

遗留矿山核查档案表和数据库的有效途径(

!&目前建议的核查内容是为满足全国历史遗

留矿山数据库建设而提出的普适性工作内容( 各地

方可根据本地工作实际需求!扩展调查内容!添加一

些特色性'区域性的工作内容和要求!但不能减少普

适性工作量(

参考文献%=29202.>24&!

#1$#杨金中!许文佳!姚维岭!等'全国采矿损毁土地分布与治理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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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 期 杨金中!等"#历史遗留矿山核查方法研究

况及存在问题#8$'地学前缘!)*)1!)Q%"&"Q! 9Q+'

B;<78=!UL : 8!B;%: g!-D;&'g;</ /-GD5%6-/ M6N0<0<70<

_J0<;"V;N;7-/0GD50MLD0%<!5-J;M0&0D;D0%< GD;DLG;</ -b0GD0<7.5%M`

&-NG#8$'W;5DJ ,O0-<O-@5%<D0-5G!)*)1!)Q%"&"Q! 9Q+'

#)$#杨金中!聂洪峰!荆青青'初论全国矿山地质环境现状与存在

问题#8$'国土资源遥感!)*1S!)+ %)&"1 9S'/%0"1*'2*"23

7D4667')*1S'*)'*1'

B;<78=!(0-]@!80<7jj'A5-&0N0<;56;<;&6G0G%HN0<-7-%9

-<F05%<N-<DGD;DLG;</ -b0GD0<7.5%M&-NG0< _J0<;#8$'P-N%D-

,-<G0<7H%5g;</ ;</ P-G%L5O-G!)*1S!)+ %)&"1 9S'/%0"1*'

2*"237D4667')*1S'*)'*1'

#!$#白中科!周 伟!王金满!等'再论矿区生态系统恢复重建#8$'

中国土地科学!)*1Q!!)%11&"1 9+'

C;0=>!=J%L :!:;<78[!-D;&'P-DJ0<X %< -O%G6GD-N5-GD%5;̀

D0%< ;</ 5-J;M0&0D;D0%< %HN0<0<7;5-;G#8$'_J0<;g;</ ,O0-<O-!

)*1Q!!)%11&"1 9+'

#"$#周英杰!李思佳!魏红艳!等'*高分一号 *)'*!'*" 星+卫星数

据在矿山开发环境遥感监测中的初步应用评价#8$'测绘与空

间地理信息!)*)*!"!%!&"S! 9SZ!SQ'

=J%L B8!g0, 8!:-0]B!-D;&'A5-&0N0<;56;..&0O;D0%< -F;&L;D0%<

%H*?@1 *)!*!!*" ,;D-&&0D-V;D;+ 0< 5-N%D-G-<G0<7N%<0D%50<7%H

N0<-/-F-&%.N-<D-<F05%<N-<D#8$'?-%N;D0OG;</ ,.;D0;&E<H%5̀

N;D0%< R-OJ<%&%76!)*)*!"!%!&"S! 9SZ!SQ'

#Z$#高文文!白中科'基于推理条件和规则的废弃露天矿坑再利用

方式选择#8$'农业工程学报!)*1Q!!"%11&")Z! 9)2*'

?;%::!C;0=>'RJ%L7JDG%< ;OO-&-5;D0<7-O%&%70O;&5-GD%5;D0%<

%HN0<-G0< _J0<;#8$'R5;<G;OD0%<G%H_J0<-G-,%O0-D6%HT750OL&̀

DL5;&W<70<--50<7!)*1Q!!"%11&")Z! 9)2*'

#2$#杨金中!秦绪文!聂洪峰!等'全国重点矿区矿山遥感监测综合

研究#8$'中国地质调查!)*1Z!)%"&")" 9!*'

B;<78=!j0< U:!(0-]@!-D;&'_%N.5-J-<G0F-5-G-;5OJ %< 5-̀

N%D-G-<G0<7N%<0D%50<7%HDJ-<;D0%<;&O%<O-<D5;D0%< 4%<-G%HDJ-

0N.%5D;<DN0<-#8$'?-%&%70O;&,L5F-6%H_J0<;!)*1Z!)%"&")" 9

!*'

#S$#鞠建华'构建中国绿色矿山建设的支撑体系#8$'中国矿业!

)*)*!)+%1&"1! 91Z'

8L 8]'CL0&/0<7DJ-GL..%5DG6GD-N%H75--< N0<-0< _J0<;#8$'

_J0<;[0<0<7[;7;40<-!)*)*!)+%1&"1! 91Z'

#Q$#杨金中!荆青青!聂洪峰'全国矿产资源开发状况遥感监测工

作简析#8$'矿产勘查!)*12!S%)&"!Z+ 9!2!'

B;<78=!80<7jj!(0-]@'T<;&6G0G%HDJ-N0<-5;&5-G%L5O-G/-̀

F-&%.N-<DGD;DLG%H5-N%D-G-<G0<7N%<0D%50<70< <;D0%<;&&;</#8$'

[0<-5;&Wb.&%5;D0%<!)*12!S%)&"!Z+ 9!2!'

#+$#卞正富!雷少刚!金 丹!等'矿区土地修复的几个基本问题

#8$'煤炭学报!)*1Q!"!%1&"1+* 91+S'

C0;< =@!g-0, ?!80< V!-D;&',-F-5;&M;G0OGO0-<D0H0O0GGL-G5-&;D̀

-/ D%N0<-/ &;</ 5-N-/0;D0%<#8$'8%L5<;&%H_J0<;[0<-,%O0-D6!

)*1Q!"!%1&"1+* 91+S'

#1*$ 李成尊!聂洪峰!汪 劲!等'矿山地质灾害特征遥感研究#8$'

国土资源遥感!)**Z!1S %1 &""Z 9"Q'/%0"1*'2*"237D4667'

)**Z'*1'11'

g0_=!(0-]@!:;<78!-D;&'T5-N%D-G-<G0<7GDL/6%HOJ;5;Ò

D-50GD0OG%H7-%&%70O;&/0G;GD-5G0< ;N0<-#8$'P-N%D-,-<G0<7H%5

g;</ ;</ P-G%L5O-G!)**Z!1S%1&""Z 9"Q'/%0"1*'2*"237D4667'

)**Z'*1'11'

#11$ 张进德!郗富瑞'我国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研究#8$'生态学报!

)*)*!"*%)1&"S+)1 9S+!*'

=J;<78V!U0@P',DL/6%< -O%&%70O;&5-GD%5;D0%< %H;M;</%<-/

N0<-G0< _J0<;#8$'TOD;WO%&%70O;&,0<0O;&!)*)*!"*%)1&"S+)1 9

S+!*'

#1)$ 张 宇!王圣殿!王 依!等'对加快推进我国矿山生态修复的思

考#8$'中国环境管理!)*1+!11%Z&"") 9"2'

=J;<7B!:;<7, V!:;<7B!-D;&'RJ%L7JDG%< ;OO-&-5;D0<7-O%̀

&%70O;&5-GD%5;D0%< %HN0<-G0< _J0<;#8$'_J0<-G-8%L5<;&%HW<F0̀

5%<N-<D;&[;<;7-N-<D!)*1+!11%Z&"") 9"2'

#1!$ 聂洪峰!肖春蕾!戴 蒙!等'生态地质调查工程进展与主要成

果#8$'中国地质调查!)*)1!Q%1&"1 91)'

(0-]@!U0;%_g!V;0[!-D;&'A5%75-GG-G;</ N;0< ;OJ0-F-N-<DG

%H-O%7-%&%70O;&GL5F-6.5%i-OD#8$'?-%&%70O;&,L5F-6%H_J0<;!

)*)1!Q%1&"1 91)'

#1"$ 赵玉灵!杨金中!殷亚秋!等'海南岛东部滨海锆钛砂矿开发状

况遥感监测与生态恢复治理对策研究#8$'国土资源遥感!

)*1+!!1%"&"1"! 91Z*'/%0"1*'2*"237D4667')*1+'*"'1+'

=J;%Bg!B;<78=!B0< Bj!-D;&'P-G-;5OJ %< 5-N%D-G-<G0<7

N%<0D%50<7%H405O%<0LN 9D0D;<0LN G;</ N0<--b.&%0D;D0%< ;</

GD5;D-70-G%H-O%&%70O;&5-GD%5;D0%< %< DJ--;GD-5< M-;OJ %H];0<;<

EG&;</#8$'P-N%D-,-<G0<7H%5g;</ ;</ P-G%L5O-G!)*1+!!1

%"&"1"! 91Z*'/%0"1*'2*"237D4667')*1+'*"'1+'

#1Z$ 赵玉灵'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矿山环境评价方法研究,,,以海

南岛为例#8$'国土资源遥感!)*)*!!)%1&"1"Q 91Z!'/%0"1*'

2*"237D4667')*)*'*1')*'

=J;%Bg',DL/6;</ ;..&0O;D0%< %H;<;&6D0OJ0-5;5OJ6.5%O-GG%H

N0<-7-%&%70O;&-<F05%<N-<D"TO;G-GDL/60< ];0<;< EG&;</#8$'

P-N%D-,-<G0<7H%5g;</ ;</ P-G%L5O-G!)*)*!!)%1&"1"Q 91Z!'

/%0"1*'2*"237D4667')*)*'*1')*'

C123?85980523201-.-.B ?-4380->)66E )*).58.251-.24

BT(?80<4J%<7

1

! BT\:-0&0<7

1

! _]W(V%<7

1

! :T(?80</%<7

)

%1$8B@=' H370,30/B5:@<'1!;7D35'=> 93I0.3!3=:@=A 83=.37)07J'.;7'193:0;7<3:! E3@F@=A 1***Q!! 8B@=')

)$!<B0010),30:<@3=<3'=> 93:0;7<3:! 8B@=' C=@D37:@.50),30:<@3=<3:%E3@F@=A&! E3@F@=A 1***Q!! 8B@='&

C*430)>3" V-D-5N0<0<7DJ-.5-G-<D/0GD50MLD0%< %HJ0GD%50O;&&6;M;</%<-/ N0<-G<;D0%<I0/-;</ O;5560<7%LD%5/-5&6

-O%&%70O;&5-J;M0&0D;D0%< %HDJ-G-N0<-G;5-0N.%5D;<D.;5DG0< DJ-.5-.;5;D0%< %HN0<--O%&%70O;&5-J;M0&0D;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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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遥感卫星应用技术%出版

我国自 9E;V 年 99 月 ": 日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功发射以来$陆续研制成功国土普查卫星%气

象卫星%资源卫星%海洋卫星和环境减灾卫星, "9 世纪$中国遥感卫星系统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实

施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年'.$发展了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系统,

随着商业航天技术的发展$多家企业成功发射一批商业遥感卫星, 多种系列卫星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涵

盖不同分辨率%不同谱段%不同重访周期的中国遥感卫星体系,

为了用好我国上述自主研制的国产遥感卫星$发挥遥感数据的应用价值$中国宇航学会卫星应用专

业委员会通过每年举办的国产遥感卫星应用学术交流会向遥感数据应用单位和大专院校介绍交流国产

遥感卫星应用$"#9V 年在广东调查学习报告中$提出将国产遥感卫星应用纳入高校教材的建议$"#9: 年

9# 月高校遥感教学研讨会上$张履谦院士提出/推进国产遥感卫星应用$要从教学源头抓起0, 赵文津

院士提出/遥感事业要发展$关键在人$而学校是培养人才的源头$要加强研究总结遥感人才的培养方

法0, 会议代表都希望出版一本系统介绍中国遥感卫星系统的教学参考书,

"#9E 年 ; 月 ; 日$中国宇航学会卫星应用专业委员会召开了-中国遥感卫星应用技术.专著编委会

筹备会议$明确本书为服务于大专院校的遥感教学辅助教材$邀请国内卫星载荷研制专家与遥感应用专

家进行联合撰稿, 经过近 F 年的撰写与反复修改$由中国宇航出版社于 "#"9 年 9# 月出版$"#"" 年 V 月

发行, 本书被列入/1十四五(时期国家重点出版物出版专项规划项目0并得到/航天科技图书出版基

金0的资助,

本书分上下两册, 上册从中国遥感卫星发展概况%应用概况和遥感应用基础知识$到详细介绍资源

卫星%气象卫星%海洋卫星%环境减灾卫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卫星%商业遥感卫星等系列国产遥感卫星

平台与卫星特点%技术参数%工作原理等, 下册首次较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国产遥感卫星在农业%土地资

源%地质矿产%森林草地%测绘制图%城市%气象%海洋%防灾减灾%水利%生态环境%重大工程建设等诸多领

域的应用, 同时给出了各类国产遥感卫星数据管理和分发服务规则$以及数据获取方式$便于读者进行

数据查询和获取, 最后介绍了国产遥感卫星国际化应用及发展展望, 上下册中均穿插网络链接内容作

为补充$便于读者扩展阅读,

本书是老%中%青三代遥感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集系统性%学术性%实用性于一体, 不仅可以作为遥

感相关专业在校学生与教师的辅助教材和参考书$同时可以作为广大遥感科研工作者及相关从业者的

工具书,

!胡如忠&周冠华&江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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