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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矿产资源
·

媳只发嘟饥主要夙题兔振
刘 桂 建

我国是世界上第一大煤炭生产国
,

也是第

一大煤炭消费国
。

煤炭资源是我国发展国民经

济的基础
,

在我国一次性能源产量构成中占

70 %以上
,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

在今后相当长的

时间内
,

煤炭资源在我国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

占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
。

几十年来煤炭工业做

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

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起

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

但是近年来
,

煤炭资源开发

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

资源回收率较低
,

资源

浪费严重
;
环境问题也 日益突出

,

这些问题对煤

炭工业的长期稳定发展将会带来严重的影响
。

一
、

煤炭资源浪费问题

近些年来
,

国家实行了多层次
、

多家办煤矿

的发展方针
,

在这个方针指导下
,

乡镇煤矿迅速

发展
,

全国原煤产量由 1 9 7 8 年的 .6 18 亿吨
,

到

1 9 9 5 年增加到 12
·

9 亿吨
,

翻 了一番
。

在此期

间
,

发展最快
、

增产最多的是乡镇煤矿
,

从 1 9 7 8

年到 1 9 9 5 年
,

乡镇煤矿的产量由 0
.

95 亿吨猛

增到 6 亿多吨
,

增长了 6 倍
,

占全国煤炭总产量

的 5 0%左右
,

已成为我国煤炭工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
。

乡镇煤矿的发展
,

促进了工农业的发展
,

对一些不适合正规矿井开采的煤炭资源
、

大矿

边角等处的储量
,

积极扶持乡镇煤矿去开采
,

不

仅不浪费煤炭资源
,

而宜还可以充分利用资源

和为国家回收大量煤炭资源
。

但是
,

由于一些乡

镇煤矿未经上级批准非法开采
、

乱采滥挖
,

同国

有煤矿争资源
、

抢市场
,

有的乡镇煤矿虽然是经

批准开办的
,

但也越界开采
,

从而造成大量的煤

炭资源大型煤矿无法开采
,

小型煤矿无能力开

采
,

使煤炭资源严重浪费
。

乡镇煤矿与国有煤矿争采资源
、

越界开采

的现象
,

不仅造成煤炭资源浪费
,

而且威胁邻矿

的安全生产
,

据不完全统计
,

近 10 年内
,

乡镇煤

矿仅直接与国有煤矿打通的近千处
,

造成透水

等重大伤亡事故多起
,

给国家和个人都带来了

无法计算的经济损失和灾难
。

煤炭资源浪费的另一个特征表现在回采率

低上
。

一些乡镇煤矿
,

由于采煤方法及采煤技术

工艺落后
,

资源回收率极低
,

据了解
,

一般在 15

一 25 %
,

有的不到 10 %
,

相当于采出 1 吨煤
,

丢

失 7~ 8 吨煤
,

损失和浪费煤炭资源量达到惊人

的数目
。

近年来
,

随着煤矿企业进人市场
,

受目

前经济利益的驱动
,

甚至一些国有煤矿为了提

高效率
,

在开采中采厚弃薄
、

吃肥丢瘦
,

有的煤

层不按技术政策规定分层开采
,

而是从中间掏

采一层
,

余下的弃而丢之
,

据地矿部矿管局等单

位联合调查资料
:
1 9 8 9一 1 9 9 1 年我国煤矿实际

回采率平均为 30
.

6%
,

按 1 9 9 5 年生产 12
.

9 亿

吨原煤计算
,

则将耗损原煤 43 亿吨
,

可见煤炭

资源浪费问题应该引起充分的重视
。

二
、

环境问题

环境与发展是当代人类共同的主题
。

近年

来
,

煤炭工业作为我国主要能源在迅速发展的

同时
,

也带来了日益明显的环境问题
。

1
.

地表变形与沉降问题

煤炭的开采
,

要剥离大量的表土和岩石
,

造

成采区一定范围内的地面变形与沉降
,

从而引

起土地资源劣化
,

我国东部平原地区尤为严重
。

由于地表变形与沉陷不能及时复垦
,

而使沉陷

地闲置废弃
,

浪费了土地资源
,

影响了农业生

产
,

加剧了工
、

农业之间争地的矛盾
,

大量村庄

搬迁和征地
,

提高了煤炭成本投人
,

也给煤矿企

业带来沉重负担
。

据统计
,

到 1 9 9 4 年全国塌陷

地面积就达 2 0 0 0 0 公顷
,

由于煤矿不断建设
,

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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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矿产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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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地面积日益巨增
,

耕地面积急剧减少
。

同时地

面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影响
,

自然景观遭到一定

的破坏
。

2
.

煤歼石问题

煤歼石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主要污染源之

一
。

我国每年排歼量约在 1
.

7 亿吨
,

目前全国堆

积煤歼石总量达 30 亿吨
,

在已堆放的 150 0 余

座煤歼石中有近 300 座因硫化铁和碳物质含量

较高已自燃过或正在自燃
。

煤歼石在地面上堆积
,

不仅占用大片土地
,

破坏地表景观
,

而且其风化
、

自燃后产生 的

50
2 、

CO
、

C O Z 、

H ZO 等有毒有害气体
,

污染大气

和水环境
,

影响地面植被和水生生物的生长
,

个

别矿区煤歼石中还含有较高的放射性元素
,

使

矿区周围居民的身体健康受到影响
。

3
.

水环境问题

我国水资源十分紧缺
,

人均占有量仅为世

界人均量的四分之一
,

而且分布不均
,

煤炭资源

丰富的北方水资源更为贫乏
。

但采煤过程中排

水量较大
,

若不进行水处理
,

使之再利用
,

无疑

使水资薄更加紧张
。

目前有些煤矿尤其乡镇煤

矿
,

把矿区形成的矿井废水
、

洗煤水
、

生活用水

等废水不加任何处理
,

直接排人地表
,

给土地
、

地表水
、

浅层地下水
、

地表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污

染
,

影响了矿区居民的生活用水和身体健康
。

.4 其它环境问题

除上述主要环境向题外
,

还有噪声问题
;

煤

堆和歼石堆形成的煤尘
、

粉尘及燃烧的烟
、

烟尘

对大气污染等问题
。

这些问题对自然环境及人

类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

三
、

问题的原因及对策

煤矿开发过程中产生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

染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主要原因首先是思

想认识问题
,

其次是经济和技术问题
,

此外还有

管理方面的原因
.

有的煤矿只顾眼前利益
,

不管

资源浪费与否
,

只要能多产煤就行
,

更谈不上环

境保护方面的投人
,

尤其某些乡镇煤矿
,

没有任

何环境保护设施
,

甚至煤矿主要领导连
“

三同

3 2

时
”

的要求都不知道
,

这与主管部门监督检查和

宜传指导有关
。

当然由于客观地质条件因素和

经济技术条件的限制
,

有些煤炭资源不能开采
,

一些环境问题暂时不能解决
,

但不能以此为由
,

扩大资源浪费的范围
,

对环境问题置之不理
。

面向二十一世纪
,

煤炭工业要实现
“

可持续

发展
”

战略
,

就必须珍惜煤炭资源
,

保护矿区环

境
,

只有这样
,

才能促进煤炭工业与社会经济的

协调发展
,

要实现这一 目标
,

就必须从以下几方

面着手
:

( l) 加强思想教育
,

提高保护资源环境的思

想意识
。

加大宜传力度
,

使每个人都知道资源与

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

从根本上清除只顾暂时的

利益而牺牲环境
,

牺牲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的

错误思想
,

为了我们的明天
,

为了国家稳定发

展
,

要树立爱护煤炭资源 ,保护矿 区环境的思

想
,

只有从思想上转变观念
,

才能为今后的工作

向着有利于煤炭工业
“
可持续发展

”

的方向上前

进
。

(2 )加强煤炭行业的管理
。

不管那一级和那

个部门办煤矿
,

都应由国家煤炭主管部门实行

行业管理
。

在管理中
,

各部门要权限明确
,

处理

好与地方政府的职能交叉和责任不清问题
。

对

已开采的煤矿要对煤层回采率
、
边界

、

矿区环境

保护等方面进行彻底检查
,

对违反政策或资源

浪费严重
、

对环境危害极大的煤矿
,

要坚决关

闭
,

对不具有开采条件的要坚决取缔
,

对新建煤

矿
,

要按程序认真审批
,

加大执法力度
。

只有严

格管理
,

才能遏制煤炭资源的浪费
,

矿区环境问

题才会有根本好转
。

( 3) 要依靠科学技术
,

研究出先进的采煤工

艺和洁净煤生产
、

加工技术
。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

产力
,

因此
,

煤炭工业要发展必须首先发展科学

技术
。

加强采煤方法和采煤工艺技术
、

环境保护

方面如煤歼石的综合利用
、

土地复垦
、

废水处理

等方面的理论和技术研究
,

加大资源开发与环

境保护方面的投人
,

只有依靠先进的科学技术
,

才能提高煤炭资源的利用率
,

(下转第 36 页 )



·

保护地质环境
·

由于乌裕尔河上游沿岸用水增多
,

其来水

量仅够维持水面面积 7Ok0 m “ 。

随着上游蓄水工

程的修建及用水量增多
,

导致 自然保护区的来

水量将继续减少
。

若乌裕尔河上游修建北安水

库
、

富海水库及其支流润津河水库等
,

自然保护

区来水量只能维持 3 0 k0 m 2
水面

。

若水量不足
,

会使鹤类赖以生存的湿地干涸
,

面积减少
,

将影

响鹤类的栖息和保护
。

区内已有中部引嫩工程
,

嫩江水质优于乌裕尔河水质
,

在中引工期扩建

工程中应考虑向自然保护区放水
,

开源冲污
,

加

快水体循环
,

解决湿地供水不足
,

提高水体自净

能力
。

区内西侧江东灌区已修建一些水利工程
,

可向该区湖泡沼泽放水
,

并解决排水出口给保

护区放水
。

4
.

来用生态工程综合治理富营养化问题

利用植物生态系统净化污水是充分利用生

态系统的自净能力消除水环境污染
,

增强去除

氮
、

磷营养元素和微量元素能力
,

来解决水质污

染问题
。

是一种成本低廉
、

节约能源
、

不易造成

二次污染
,

具有回收资源
、

经济效益较高的生物

防治途径
。

据国内成功经验
,

在扎龙 自然保护区

水域净化水质采取如下措施
。

( 1) 种 植凤 腿莲 去除总氮
、

总磷
,

降解

CO D
、

BO D S ,

降低 5 5
,

增强水质透明度
。

( 2) 种植浮萍
、

荷花去除氮
、

磷
。

.5 几点建议

( 1 ) 加强 自然保护 区资源和水域管理的立

法和执法工作
。

要认真贯彻执行《水法 》
、

《水污

染防治法 》和《野生动物保护法 》等法规
,

并结合

保护区的实际情况
,

出台地方法规及管理办法
,

切实加强对保护区水环境的管理和监督
,

对造

成水污染事件依法惩处
。

( 2) 成立以扎龙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为主
,

水

行政部门
、

环保部门和地质环境管理部门参加

的扎龙 自然保护区水域管理保护委员会
,

下设

办公室
,

负责 日常的水域管理
、

监督保护和科研

工作
。

( 3) 对乌裕尔河流域环境保护进行规划
,

对

重点地段进行水域功能区划分及环境容量研

究
,

以控制排污量
。

( 4 )加大对扎龙自然保护区科研工作的投

人
。

建立保护区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监测系

统
,

随时掌握保护 区湿地
、

地下水
、

地表水 (水

质
、

水位
、

水量 )的变化情况
,

研究出适合于鹤类

生存的最佳环境
。

(黑龙江省地质环境监测总站齐齐哈尔站 )

( 上接第 32 页 )减少煤炭资源浪费
;
矿区环境由

被动治理变为主动防治才能成为可能
。

煤炭资源是一次性能源
,

是不可再生资源
,

保护煤炭资源
、

充分利用和合理开发煤炭资源

关系到煤炭工业
“

可持续发展
”

能否实现的重大

问题
,

因此
,

我们必须珍惜和利用好这有限的黑

色资源
,

保护好矿区环境
,

使煤炭工业稳定持续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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