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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山地质灾害是地质灾害的一个分支,是人类开采矿山而直接诱发的人为地质灾害。矿山地质灾害种类繁多,分布地

域广泛,受诸多因素影响,危险性高,事故发生率高。基于此,本文阐述了矿山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对矿山地质灾害的防治策略

及其防治新机制进行了探讨分析。 

[关键词]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策略；新机制 

 

矿产资源是许多生产中的必需品,对经济建设有着重大

意义。但是我国地形复杂,地质多样,地质灾害发生率较高,

尤其是矿山开采过程中,常伴有地质灾害发生,阻碍了开采

进度,严重威胁到开采人员的生命安全,因此为了保障矿山

开采的顺利进行,以下就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新机制进行了探

讨分析。 

1 矿山地质灾害的主要类型  

1.1 岩土体变形灾害。主要表现为：(1)矿山地面和采

空区塌陷地面塌陷。其主要发生在地下以井巷开采的矿山。

在矿山采空区,若保留矿柱不足,或因矿柱受损而失去支撑

能力,就会造成地面塌陷。特别是那些矿体埋藏较浅,产状较

平缓的矿区(如煤矿),地面塌陷的现象更为常见。矿体埋藏

相对较深的地下开采矿山,如果不能及时回填和崩落采空区,

当其达到一定规模就会产生大面积塌陷。此外,在岩溶分布

区,还会因矿山排水疏干而导致溶洞上方地面塌陷。地面塌

陷不仅破坏可耕地资源.建筑物,毁坏道路.水库,还可直接

导致矿山某些地下巷道的塌毁,或使大气降水和地表水沿塌

陷裂缝灌入坑内,造成淹井事故,直至停工停产。(2)采矿场

边坡失稳。滑坡与岩崩主要原因是不合理开采,如采剥失调、

边坡角度过陡等造成,这种灾害多发生在露天开采的非金属

矿山和建材矿山。 

1.2 地下水位改变引起的灾害。主要体现在：(1)矿坑

突水涌水。这是最常见的矿山灾害,突发性强.规模大,后果

严重。生产过程中常因对矿坑涌水量估计不足,采掘过程中

打穿老窿,贯穿透水断层,骤遇蓄水溶洞或暗河,导致地下水

或地面水大量涌入,造成井巷被淹.人员伤亡灾难。(2)坑内

溃沙涌泥。这是常与矿坑突水相伴而生的灾害。当采掘过程

中骤遇蓄水溶洞,常见溶洞中充填的泥沙和岩屑伴随地下水

一起涌入,另外一些透水断层和地裂缝也常会使浅部第四纪

沉积物随下漏的地表径流涌入坑内。其结果是使坑道被泥沙

阻塞,机器、人员被泥沙所埋,严重时甚至会使矿山遭受毁灭

性的打击。(3)环境污染是矿山灾害的另一种重要形式。因

采矿、选矿产生的“三废”物质,由于未经有效处理就被排

放到江河湖海中,造成环境污染公害事件。采矿还会造成水

土流失、土地砂化、盐渍化、地下水断流等。 

1.3 矿体内因引起的灾害。主要有：(1)瓦斯爆炸和矿

坑火灾这种灾害最常见于煤矿。由于通风不良,使瓦斯积聚

发生爆炸,造成井下作业人员伤亡,矿井被毁；矿坑火灾除见

于煤矿外,也见于一些硫化矿床。因硫化物氧化生热,在热量

聚积到一定程度时则发生自燃,引发矿山火灾。矿山火灾的

危害极大,而且还严重损耗地下矿产资源,如有的煤矿在地

下已燃烧上百年,其资源损耗量十分巨大,使当地气候发生

改变,农作物和树木大量死亡,田地荒芜,环境严重恶化。(2)

地热随着开采深度加大,地热危害不断加剧。我国已有许多

矿山开采深度达到 800m 以下,矿山因含硫量高,开采深度又

大,地温非常高。矿山地热灾害导致矿工劳动环境恶劣,严重

影响了有关矿山的正常生产。 

2 矿山地质灾害的防治策略分析 

2.1 重点防治区防治策略。主要有：(1)科学设计边坡

参数,加强边坡监测,建议作挡墙稳固边坡,开挖后如果出现

开裂变形,建议做专门的工程地质勘察。(2)对于原有的灾害

点,做好边坡加固和预防工作,尽量消除因矿山开采而诱发

灾害复发的隐患。(3)渣场弃渣严格作好方量及边坡坡度的

设计,作好挡墙设计,设置拦渣坝,防止泥石流的产生。并充

分合理利用渣场,严禁随意弃渣(特别在公路沿线)。(4)对于

坑道开采,在坑道内一定要作好支护,做到边开采边支护,防

止因矿顶坍塌.冒顶等而产生的危害,尤其上方有住户处要

预防引起上部地面开裂。(5)作好坑道的排水设计,以防因矿

坑涌水造成危害。(6)设置监测点,作好监测记录与分析工作,

确保在易于发生灾害地段防患于未然。 

2.2 次重点防治区防治策略。在进场公路、矿山生活区

建设中,会形成大量的边坡和一定数量的弃渣,可能形成边坡

失稳,造成滑坡和塌方；沿途不合理的弃渣可能造成水土流失,

可能形成坡面泥石流,可能有滚石和飞石危害。(1)科学合理

设计边坡参数,并进行合理支护和加固,边坡上方应设置排水

沟,做好地表挡排水措施。(2)加强工地管理,合理堆放弃渣,

严禁随意弃渣；在险要地段建设拦挡滚石和飞石的设施。(3)

开采结束后,将弃渣场扒平覆土,植树还林,恢复植被。 

2.3 地质环境恢复方案及其策略。为防止水土流失和恢

复植被和景观,矿山须规划进行矿山复垦工作,以恢复矿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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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工程项目的施工数量也随之不断的增多,工程地质勘察是工程施工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

的环节,其能够为城市的规划、旧城区的改造等工程建设提供相应的地质资料。水文地质的研究和工程地质是紧密相连的,

其严重的影响着建筑物的稳定性和耐久性。因此,在工程地质勘察中对于水文地质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以下就水文地质对

工程地质勘察的意义做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关键词] 水文地质；工程地质勘察；意义 

 

引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为保障项目工程从规

划设计到施工以及使用全过程都能都达到安全、经济以及合

用的标准,使项目工程的场地、结构、规模以及场地工程地

质条件等能够相互的适应,就需要进行工程地质勘察工作。

在工程地质勘察过程中,加强水文地质的勘察是非常重要的,

评价地下水对项目工程基础的影响,并且提出科学合理的防

治措施,为项目工程的设计和施工提供参考,保障项目工程

施工的质量。 

1 综述工程地质勘察概况 

工程地质勘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化技术,通常情况下工

程地质勘察工作的时间也比较紧,任务量也比较重,相应的

困难度也比较大。同时,工程地质勘察工作的有效的开展对

于工程建设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效的开展工程地质勘察

工作是一项重要的任务。随着我国经济迅速的发展,对于工

程建设投入力度的不断增强,应该加强工程地质勘察的研究

力度,提出先进的科学理论和使用技术,使工程地质勘察能

够取得更快的发展,保障项目工程能够安全施工。 

 

生态功能。开采弃渣切勿胡乱堆放,必须统一堆放到开采境

界线以外的矿山弃渣场内,在开采过程中,有计划地将弃渣

回填到采空区。弃渣场经处理后再敷表土,植草种树。 

3 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新机制的分析 

3.1 建立科学的管理制度。矿山地质灾害多种多样,各

有特点,其发生是偶然性和必然性的结合,偶然主要是相对

于客观而言,必然则是主观。因此在矿山开采过程中,应强化

管理的科学性,各种操作要规范化,尽量避免滥挖私采。首先

搜集足够的资料,并根据矿区的具体情况,制定出合理方案,

并设置地质灾害的警报,做到防患于未然。 

3.2 强化政府领导。矿山开采是一个高风险的工作,应

注意其各个环节的衔接,将其形成一个系统,整体上统一管

理。首先,对矿山可能出现的灾害及其程度、规律等做个大

概了解,并据此指出灾害易发区和安全区,以此为基础,在做

具体规划。然后,要定期对矿山进行检查,尤其是汛前汛后等

阶段,对可能出现的问题提早解决。再者,就要加大执法力度,

健全各项体系,如建立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建立一个

集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于一体的监控系统,对地质

的变化进行实时监控。 

3.3 实施综合防治。从空间的角度看,地质灾害各有特

点,因此治理方式也不一样。从时间的角度来看,矿山地质灾

害的防治应长期坚持。在治理上,如因地制宜,种植各种植被

防止水土流失,在矿山做好矿山复垦工作,尽量维持其生态

功能。另外,需培养一支紧急救援队,以减少损失。总之,要

采取一切有利方法进行综合防治。 

3.4 积极宣传相关知识。矿山地质灾害以人类现有的技

术无法完全避免,只能尽量将损失将到最低。如此就要强化

从业人员的灾害意识,使其认识到矿山地质灾害的危害性,

在掌握防灾措施以及如何自救等能力的同时,也应使其爱护

环境,不要故意破坏自然,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此外矿山地

质灾害相关知识还应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普及,引起全民的重

视,加强人们的防灾意识。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矿山地质灾害类型多,引发因素多样,不同类

型的矿山地质灾害有着不同的形成机制和表现形式。为了有

效防止矿山地质灾害的发生,需要采取相应的防治策略以及

防治新机制,将矿山地质灾害消灭在萌芽期,从而减少人员

伤亡和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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