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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截至1995年底，全国已发现的矿产有168种，有探明储量的矿产151种，分布
于2万余处。
据初步评估，矿产资源潜在总值居世界第三位，20多种矿产在世界上具有优势地位。
据1995年统计，全国固体矿石产量达51．2亿t，煤炭13．6亿t，原油1．5亿t，天然气179．0亿：m3，
矿业总值4636亿元。
煤炭、水泥产量居世界首位，化肥居第二位，钢和有色金属居第三位，原油居第五位，黄金居第六位
。
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的矿产资源大国和矿业大国。
　　然而，在矿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矿区生态环境也普遍受到严重破坏。
1980年代后期以来，矿区生态重建逐步受到各级政府和矿山企业的重视，已有不少矿区开展了采矿废
弃地的生态重建工作。
但是，我国矿区生态重建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理论和技术的支撑还较薄
弱，行之有效的、成熟的技术还较少。
在有色金属矿区，这一问题更为严重，制约了我国有色金属矿区的生态重建。
为此，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1998年度科技发展计划中，列入了《矿区生态环境重建技术试验研究》。
该项目旨在通过点上试验观测与面上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南方有色金属露天矿区生态重建
技术现状进行系统总结：针对主要问题，选取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研究；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和本项目
试验的基础上，编制有色金属露天矿区生态重建技术规范。
本书是在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张纪伍同志在本研究中参与了部分试验工作，江西省铜业公司德兴铜矿环保卫生部熊报国、占幼
鸿、赖志满、胡声泰和江西省德兴县环境保护局叶德华、程琦等同志也为本项研究中的试验提供了大
力帮助，作者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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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家环保总局1998年度科技发展计划中，列入了《矿区生态环境重建技术实验研究》。
该项目旨在通过点上试验观测与面上调查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南方有色金属露天矿区生态重建
技术现状进行系统总结；针对主要问题，选取试验基地进行试验研究；在总结现有研究成果和本项目
试验的基础上，编制有色金属露天矿区生态重建技术规范。
本书是在该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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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 国外矿山生态恢复与重建的研究　　3．1 国外矿区生态恢复与重建的基本情况　　最早开始生
态重建的是美国和德国，美国在《1920年矿山租赁》中就明确要求保护土地和自然环境，德国从1920
年代开始在煤矿废弃地上植树。
1950年代一些国家的重建区已系统的进行绿化。
1960年代许多工业发达的国家加速重建法规的制定和生态重建工程的实践活动，比较自觉地进入科学
的生态重建时代。
进入1970年代，生态重建技术集采矿、地质、农学、林学等多学科为一体，发展成为一项牵动着多行
业、多部门的系统工程。
随着生态重建技术的发展和生态重建法规的逐步完善，这些国家生态重建率明显提高，如美国1970年
以前平均生态重建率为40％，1970年联邦土地生态重建法规颁布后，新破坏土地实现了边开采边重建
，生态重建率为100％，同时又不断地对废弃的土地进行生态重建。
民主德国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生态重建面积是露天采煤占用面积的92％；联邦德国的莱茵煤矿
区，到1985年底生态重建土地面积是露天采煤占地面积的62％；前苏联自1970年代以来生态重建工作
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黑色金属矿山平均年重建率已提高到50％。
　　3．1．1 美国矿山的生态重建　　随着采矿和电力工业的高速发展，美国矿区污染日益严重。
197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露天开采控制和生态重建法案》（SMCRA）及其他一系列有关法令。
美国环境法明确要求，在破坏的土地上，必须把生态系统的资源组成部分恢复到开发前的环境状态。
由于国家强制作用以及科研工作的进展，美国的矿区环境保护和废弃地开发成绩十分显著。
　　在美国，矿区废弃地的开发治理主要是采取林业生态重建方式。
人工林的营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进行废弃地表面平整，或仅部分平整。
据研究，废弃地的物理和化学改良能给森林短期和长期的生产力造成深刻的影响。
采矿后过度平整会导致森林植被生产力降低，营造在无毒和未平整的废弃地上的人工林，其存活率和
以后的生产率均大大高于种植在经过平整的土地上的人工林。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区生态破坏与生态重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