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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is paper, the main purpose is to discuss the geological disasters in the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and the follow-up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reatment scheme, so taking the coal mining subsidence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paper studies the geological 
disasters and the correspond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reatment scheme in the process of discussion. Through the improvement of 
comprehensive treatment scheme, the threat and impac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will be reduced, and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ill be 
fully restored, so as to realize the higher requirement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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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煤塌陷区内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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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论文论述内容中，主要是为了对采煤塌陷区所出现的地质灾害以及后续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案进行论述，所以以煤矿的采煤
塌陷区为研究对象，在论述过程中对该区域出现地质灾害和相应的生态环境治理方案进行研究。力求通过完善综合治理方案，
使地质灾害所产生的威胁程度以及影响降低，并全面恢复生态环境，使社会发展所提出的更高要求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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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论文论述内容中，是以中国煤矿地区的采煤塌陷区为

研究对象的。中国在进行煤炭大规模开采的过程中，不可避

免地会导致该区本身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主要体现就

是矿区的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并同时导致矿区的土壤退化

和绿植被破坏。此外，在生态环境不断被破坏的同时，采煤

过程中所形成的采空区会导致地面塌陷和崩塌等相应地质灾

害。针对地质灾害以及生态环境污染问题进行解决，已经成

为当前煤炭开采作业过程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1]。

2. 采煤塌陷机理及影响

在地下煤矿层开采过程中，岩体内会形成一个空间，

此时周围岩体内的应力受到扰动而发生重新分布，因此采空

区顶板岩体在自重应力与上覆岩土层的作用压力下，将会产

生向下的弯曲、变形及移动。当顶板发生断裂破碎时，此时

顶板岩体内部形成的张拉应力超过了岩体的极限抗拉强度，

岩体发生失稳破坏，相继冒落形成巨大的落差区域，形成

的地表塌陷区即为采煤塌陷区。在中国煤炭资源开采中，煤

矿开采对农田等的毁坏近乎严重，从有关数据了解到，开采

1×104t 煤炭将会对约 2668m2 耕地造成破坏，这种破坏对土

地资源的浪费极其严重，其中采煤塌陷所致的地质灾害是主

要原因。采煤塌陷所致的地质灾害均会释放较大的能量，灾

害规模大，带来巨大的经济负面效益。由于采煤塌陷的发育

与形成受采煤区地质构造、地形地貌、水文地质条件等及煤

层条件、开采深度、顶板岩性、开采条件和顶板管理方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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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进而衍生出的地质灾害亦不同，因此需要的相应防护

措施亦与之不同，因此需要分析采煤塌陷所致地质灾害的不

同类型特点 [2]。

3 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综合治理方案

3.1 治理目标

通过矿山地灾防治及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的实施，有

效地改善矿区地质环境条件，消除或减少地质灾害隐患，在

此基础上逐步恢复和重建矿山生态环境系统，美化自然景观，

达到与周边环境相协调的目的，并实现废弃矿地的永续利用。

3.2 制定预防措施

想要降低塌陷区内地质灾害发生的频率和可能性，就要

从治理采空区下手，首先选择合理的采矿方法，在保证回采

率的同时，可以选用矸石回填的方式进行充填治理。对整个

矿区及周边区域开展孕灾地质环境调查、风险斜坡调查工作，

对矿区内孕灾地质条件进行分区，为地下开采方案提供依据。

对于易引发地质灾害区域可采取留设保安煤柱的形式，增加

地面的稳定性，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 [3]。

3.3 制定综合治理及管控措施

在对地质灾害治理的过程中，应详细调查塌陷区内发生

的地质灾害，掌握地质灾害的类型、规模、威胁对象、潜在

经济损失等基本特征；建立地质灾害风险管控制度，对地质

灾害体进行单独评价，对整个矿区内进行风险评价及区划。

对已经造成威胁的地质灾害按照“轻重缓急、以人为本”的

原则进行治理。对于造成的潜在经济损失大且不稳定的灾害

点，可首先采取工程治理的措施消除其危险性，后期采用生

态措施恢复工程区域内的植被及土地，使其与周边环境协调。

对于经济损失小且稳定或较稳定灾害点，可以考虑生态措施

进行治理 [4]。

3.4 重新构建水资源系统，解决采煤塌陷水资源被破
坏的问题

随着煤炭的长期大量开采，造成上覆岩层中或地表河流

的水系遭到破坏，水质下降，随之造成农田灌溉及饮用水资

源系统被严重破坏，引发了塌陷区水环境的一系列问题。为

此，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措施，人工改造或重构水资源系

统，切实改善当地居民生产生活用水环境。针对不同地区、

不同饮水方式，一般分为临时性改造引水和永久性构建水资

源系统。临时性改造引水主要是针对由于采煤塌陷对原有饮

水系统造成的破坏，通过恢复或改造水系统，保证居民在一

段时期内的正常生活用水。其中，永久性构建水资源系统主

要是针对长期以来采煤塌陷造成连片区域水资源严重被破坏，

临时性饮水改造已无法满足当地居民的正常生产用水时，由

当地政府统一规划，矿方负责为当地居民构建区域性的深层

水资源引水工程。此方法可切实提高饮水环境质量，但后期

的维护和运行需要有专业部门统一管理。

4 讨论

对于采煤沉陷区所出现的地质灾害来讲，根据其发育过

程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状况来看，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生态环境本身的破坏是和地质灾害的发生同时出现的，且生

态环境的破坏又可以间接地使地质灾害发生的概率有所增加，

而地质灾害出现之后有可能会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程度加

剧。所以，在采煤过程中，地下采煤活动以及人类的过度开

挖和肆意填埋会使采煤作业区内的生态环境被严重破坏，并

同时产生诸多地质灾害。在采煤作业的过程中，地下采煤活

动会导致许多大面积的地表沉陷，从而形成塌陷坑和地裂缝，

然后造成水土流失，此时的植被因为水土流失被严重破坏，

周边的生态环境也随之变得越发恶劣。水土的快速流失所导

致的植被覆盖率降低，会导致地表水更容易渗入到边坡当中，

从而引发边坡失稳，最终造成崩塌以及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

灾害。

因此，对于采煤沉陷区的地质灾害治理方案以及生态环

境的恢复治理方案来讲，需要做到全局统筹安排以及综合考

虑，这样才能够使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效果得到提升，不

仅能够使地质灾害得到消除，还可以恢复生态环境。如果只

是进行生态环境的修复或者是地质灾害的消除，那么会在另

一种灾害或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的情况下导致之前所做的所有

工作都丧失意义或者是丧失效果，浪费大量的资源和人力物

力。所以，在地质灾害以及生态环境修复的过程中，应当做

到两者统一与协调，这样才能够共同发挥作用，通过两者之

间的互相影响，使采煤塌陷区的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修复起

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

5 结语

综上所述，在论文所论述内容中，针对采煤塌陷区的地

质灾害与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方案进行了研究，该方案是

在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被破坏的过程中，对两者进行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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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所以能够相较其他治理方案拥有诸多优点。例如，

充分体现了生态防护的理念；在设计方案当中还提高了辅

助性工程措施的耐久性，使整个生态修复的过程中边坡绿

化更加有活力；相较其他的综合治理方案来讲，能够拥有

更好的经济性。另外，在采煤塌陷区的地质灾害和生态环

境治理及修复过程中，需要做到协调统一并共同进步，

这样才能够使采煤塌陷区的地质灾害和生态环境得到全面

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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