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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economy and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the human demand for natural resources is increasing, and 
the	influ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s	also	increasing.	In	this	context,	geological	disasters	occur	frequently,	
which	brings	a	serious	threat	to	human	life.	This	paper	deeply	studies	the	ecological	restora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including	the	definition,	classification,	formation	factors	and	impact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on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s well as the sensitivity of geological disasters, landslide geological disasters, earthquake disasters and the impact of ge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ailings pond on ecological restoration. The main methods and techniques of geological disaster management and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re summarized, and future research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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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在这种背
景下，地质灾害频繁发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论文深入研究了地质灾害影响下的生态修复，包括地质灾害的
定义、分类、形成因素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及地质灾害敏感性、滑坡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和尾矿库地质环境对生态修
复的影响。总结了地质灾害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主要方法和技术，并提出了未来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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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地质灾害不仅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直接损失，而且对

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如何在地质灾害影响下

进行有效的生态修复，是当前地质和生态学界关注的重要

问题。

2 地质灾害概述

2.1 地质灾害的定义和分类
地质灾害是指在自然或者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形成的，

对人类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对环境造成破坏的地质作用或

地质现象。地质灾害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类型：地壳活动灾害；

斜坡岩土体运动灾害；地面变形灾害；矿山与地下工程灾害；

城市地质灾害；河、湖、水库灾害；海岸带灾害；海洋地质

灾害；特殊岩土灾害；土地退化灾害；水土污染与地球化学

异常灾害；水源枯竭灾害等。

2.2 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
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复杂多样，既有自然因素，也有

人为因素。自然因素主要包括地质条件、气候条件、地形地

貌等。地质条件是地质灾害发生的基础，不同的地质条件会

导致不同类型的地质灾害。气候条件，特别是降雨，是触发

地质灾害的重要因素。地形地貌对地质灾害的发生也有重要

影响，如陡峭的斜坡容易发生滑坡和崩塌。人为因素主要包

括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变，如过度开发、不合理的土地

利用等。

2.3 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地质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地质灾害会直接破坏生态环境，如滑坡和崩塌会破坏

植被，改变地形地貌，影响水土保持。其次，地质灾害会影

响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如地震会破坏动植物的栖息地，影响

生物多样性。再次，地质灾害会影响生态服务功能，如地面



77

测绘与地质·第 06卷·第 04 期·2024 年 07 月

塌陷和地面沉陷会影响地下水的补给，影响水源涵养功能。

最后，地质灾害还会引发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滑坡和崩塌

可能引发泥石流，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

因此，对地质灾害进行有效的防治，以及在地质灾害

影响下进行生态修复，对于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安全具

有重要的意义。

3 地质灾害敏感性与生态修复

3.1 地质灾害敏感性的概念和评价方法
地质灾害敏感性是指一个地区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地质

灾害的可能性或者易发程度。地质灾害敏感性的评价是地质

灾害防治的重要环节，可以帮助识别出地质灾害的高风险

区，从而进行针对性的防治。地质灾害敏感性的评价方法主

要包括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两种。定性评价主要依据地质环

境、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因素，通过专家打分、层次分析

法等方法进行评价。定量评价则主要依据地质灾害发生的历

史数据，通过统计分析、模型模拟等方法进行评价。

3.2 地质灾害敏感性对生态修复的影响
地质灾害敏感性对生态修复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

面。一方面，地质灾害敏感性高的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较差，生态修复的难度较大。这是因为在这些区域，地质灾

害频繁发生，生态系统经常受到破坏，生态修复后也难以维

持稳定。另一方面，地质灾害敏感性高的区域，生态修复的

紧迫性较强。这是因为在这些区域，如果不进行及时的生态

修复，可能会引发更严重的地质灾害，对人类生命财产和生

态环境造成更大的威胁。

3.3 基于地质灾害敏感性的生态修复案例分析
以中国济南市为例，研究人员基于现状生态系统类型

分布，聚焦生态本底和地质灾害敏感性的特征，基于形态学

空间格局分析方法和自然保护区结合进行生态源地提取。这

种方法可以帮助识别出地质灾害敏感区，从而进行针对性的

生态修复。在实际的生态修复过程中，研究人员首先对地质

灾害敏感区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和分析，然后根据地质灾害敏

感性的特点，制定了具体的生态修复方案。通过实施这个方

案，成功地改善了地质灾害敏感区的生态环境，提高了生态

系统的稳定性。

总的来说，地质灾害敏感性是影响生态修复的重要因

素。通过对地质灾害敏感性的深入理解和准确评价，可以更

有效地进行生态修复，从而减少地质灾害的发生，保护生态

环境，维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

4 滑坡地质灾害与生态修复

4.1 滑坡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
滑坡是一种常见的地质灾害，其形成因素复杂多样，

主要包括地质因素、地形因素、气候因素和人为因素。地质

因素主要包括岩性、构造、地质结构等，这些因素决定了滑

坡发生的可能性和滑坡的性质。地形因素主要包括坡度、坡

向、坡形等，这些因素影响了滑坡的规模和滑动速度。气候

因素主要包括降雨、温度、风化等，这些因素影响了滑坡的

发生频率和发展过程。人为因素主要包括土地利用、开发建

设、水利工程等，这些因素可能引发或加剧滑坡。

4.2 滑坡地质灾害的治理措施
滑坡地质灾害的治理措施主要包括工程治理和非工程

治理两类。工程治理主要包括固结灌浆、锚固、支护、排水

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改善滑坡体的稳定性，防止或减缓滑

坡的发展。非工程治理主要包括植被恢复、土地整理、规划

调整等措施，这些措施可以改善滑坡区的生态环境，减少滑

坡的发生。

4.3 滑坡地质灾害的生态修复技术和方案
滑坡地质灾害的生态修复主要包括生态恢复和生态重

建两个方面。生态恢复主要是通过自然演替和人工干预的方

式，使滑坡区的生态系统逐渐恢复到自然状态。生态重建则

是通过人工植被建设和土壤改良等技术，快速建立稳定的生

态系统，以防止滑坡的再次发生。在实际的生态修复过程

中，需要根据滑坡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生态修复技术和

方案。

总的来说，滑坡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治理措施和生

态修复技术是相互关联的。只有深入理解滑坡地质灾害的形

成因素，才能制定出有效的治理措施；只有有效地治理滑坡

地质灾害，才能进行有效的生态修复。因此，滑坡地质灾害

的治理和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多个角度进行研

究和探讨。

5 地震灾害与生态修复

5.1 地震灾害对生态的影响
地震是一种自然灾害，其发生频率虽然不高，但每次

发生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地震可以直接导致地

表破裂，山体滑坡，河流改道等地质现象，这些现象会直接

破坏生态环境，如破坏植被，改变土壤结构，影响水源涵养

等。此外，地震还会引发一系列的次生灾害，如泥石流，洪

水，火灾等，这些灾害会进一步加剧生态环境的破坏。最后，

地震还会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如破坏动植物的栖息地，

影响动植物的分布和数量。

5.2 地震灾害区的生态恢复重建对策
对于地震灾害区，生态恢复重建是一项重要的工作。

首先，需要进行灾后评估，了解地震对生态环境的具体影响，

如植被破坏的程度，土壤侵蚀的情况，水源涵养功能的变化

等。然后，根据评估结果，制定生态恢复重建的目标和方案。

生态恢复重建的目标通常包括恢复植被，改善土壤结构，恢

复水源涵养功能，保护生物多样性等。生态恢复重建的方案

则需要根据地震灾害区的具体情况来制定，如选择适应地震

灾害区环境条件的植物种类进行植被恢复，采用适当的土壤

改良技术改善土壤结构，建设水保工程恢复水源涵养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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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自然保护区保护生物多样性等。

5.3 地震灾害区生态恢复的案例分析
以汶川地震为例，地震造成了林地毁损、山体裸露、

水源涵养功能下降、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破坏以及泥石流等次

生灾害。为了尽快恢复生态环境，当地政府启动了地震重灾

区生态恢复工程。在实施工程的过程中，采取了植被恢复、

土壤改良、水保工程建设、自然保护区设立等多种措施。经

过几年的努力，汶川地震灾区的生态环境得到了明显的改

善，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得到了提高，生物多样性得到了保护。

总的来说，地震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是深远的，需

要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生态恢复重建。通过对地震灾害的深

入理解，可以更好地应对地震灾害，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

类生命财产的安全。

6 尾矿库地质环境治理与生态修复

6.1 尾矿库地质环境的特点
尾矿库是矿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的堆放场所，

其地质环境具有一些特殊的特点。首先，尾矿库中的物质成

分复杂，既有矿石中的有用成分，也有大量的有害成分，如

重金属、放射性物质等。这些有害成分可能通过风化、淋溶

等过程进入环境，对环境造成污染。其次，尾矿库的地形地

貌特殊，通常为人工堆积的土丘或坑洼，这种地形地貌容易

引发地质灾害，如滑坡、塌陷等。最后，尾矿库的地下水条

件也很特殊，由于尾矿的堆积，地下水的流动受到阻碍，可

能引发地下水位上升、渗漏等问题。

6.2 尾矿库地质环境的治理方法
尾矿库地质环境的治理主要包括尾矿的安全堆放、有

害成分的控制和地下水的管理三个方面。尾矿的安全堆放是

防止地质灾害的重要措施，需要根据尾矿的物理性质和地质

条件，选择合适的堆放方法和堆放地点。有害成分的控制主

要是通过物理、化学和生物等手段，减少有害成分的释放和

迁移，防止对环境的污染。地下水的管理则需要根据地下水

的动态变化，采取排水、截水、补水等措施，维护地下水的

稳定。

6.3 尾矿库地质环境的生态修复技术和方案
尾矿库地质环境的生态修复主要包括尾矿的覆盖、植

被的恢复和生态系统的建设三个方面。尾矿的覆盖是通过在

尾矿表面覆盖土壤或其他物质，改善尾矿的物理性质，为植

被的生长提供条件。植被的恢复则需要选择适应尾矿库环境

条件的植物种类，通过播种或移植的方式，使植被在尾矿库

上得以生长。生态系统的建设则需要在植被恢复的基础上，

通过人工干预和自然演替，逐步形成稳定的生态系统。

7 结论与展望

7.1 研究成果总结
本文通过对地质灾害影响下的生态修复进行深入研究，

得出了以下主要成果：首先，对地质灾害进行了全面的概述，

包括地质灾害的定义、分类、形成因素和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其次，从地质灾害敏感性、滑坡地质灾害、地震灾害和尾矿

库地质环境四个方面，探讨了地质灾害对生态修复的影响。

最后，总结了地质灾害治理和生态修复的主要方法和技术，

为实际的生态修复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

7.2 存在问题与不足
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首先，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复杂多样，

研究还无法全面地考虑所有的因素。其次，地质灾害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深远广泛，的研究还无法全面地评估这种影响。

最后，地质灾害的治理和生态修复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从

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研究还无法涵盖所有的角度。

7.3 未来研究方向的展望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提出以下几个未来的研

究方向：首先，需要进一步研究地质灾害的形成因素，尤其

是那些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因素。其次，需要进一步研究地

质灾害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尚未得到充分认识的

影响。最后，需要进一步研究地质灾害的治理和生态修复的

方法和技术，尤其是那些尚未得到充分应用的方法和技术。

8 结语

通过论文的研究，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地质灾害对生态

环境的影响，以及如何在地质灾害影响下进行有效的生态修

复。尽管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发现

了一些问题和不足。因此，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取得更多的

成果。相信，只有深入理解地质灾害，才能更有效地防治地

质灾害，保护生态环境，维护人类生命财产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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