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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疆矿产资源极为丰富,矿业开发带动了地区经济的发展, 但由于人为不合理开发, 加

上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导致了资源破坏、地质灾害和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地质问题。引起矿

山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有历史因素、政策、经济技术、地方保护主义及环保意识差等。随着西

部大开发,我国将进一步加大矿业开发力度, 走出“先开发、后治理”的误区, 使矿业开发和环境保

护健康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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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自然地理环境

新疆位于我国西北部,地域辽阔,面积约占全国

面积的六分之一,区内大部分地区为沙漠、戈壁、高

山和草原, 气候温差大,干旱少雨, 属于典型的大陆

性干旱气候。总体上由北向南依次是阿尔泰山脉、准

噶尔盆地、天山山脉、塔里木盆地和昆仑山脉, 形成

了“三山夹两盆”的地貌格局, 其自然地理环境大致

分为如下几个地理单元:

( 1)沙漠、戈壁: 气候干燥, 降雨稀少而蒸发强

烈,植被稀少,生态环境脆弱,自然恢复能力差;

( 2)高山、冰川: 海拔较高,基岩裸露, 地形切割强

烈, 森林植被在 2000～3400 m 高程范围内较为发育;

( 3)低山、丘陵:多位于大型山脉的边缘地带, 降

雨较少,植被不太发育,以草、灌木丛为主;

( 4)草原、耕地:一般植被发育,地势较为平坦。

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对矿产资源勘探与开发导

致的环境地质问题有着不同的影响。

2　矿产资源概况

新疆境内矿产资源非常丰富, 主要矿产资源分

布如下:

( 1)能源矿产: 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是新疆最具

优势的矿种, 大型油、气田有塔里木油田、克拉玛依

油田、吐哈油田和准东油田等,其中塔里木油气田是

我国西气东输的主要天然气基地。新疆的煤炭资源

也很丰富, 大型煤田基地有乌鲁木齐、吐哈盆地和伊

宁等地。

( 2)有色金属矿产:铜、镍、铅、锌等矿产是新疆

的另一类优势矿种, 大型-超大型有色金属矿床有哈

巴河县阿舍勒铜矿、喀拉通克铜镍矿及可可塔勒铅

锌矿等。

( 3)黑色金属矿产: 区内黑色金属储量相当丰

富, 大型矿山有哈密雅满苏铁矿、磁海铁矿、天湖磁

铁矿、托里县萨尔托海铬铁矿、鲸鱼山铬铁矿等。

( 4)稀有金属、贵金属矿产:新疆阿尔泰山以其

丰富的稀有金属资源闻名世界, 如著名的可可托海

稀有金属矿床等;金矿资源也较为丰富, 如: 阿西金

矿、哈图金矿及阿尔泰山丰富的砂金资源等。

( 5)非金属、建材、宝玉石等矿产: 蛭石、云母、石

英、硅灰石、钾盐、石灰石、大理岩、花岗岩、昆仑玉、

碧玺、水晶等矿产的储量都很丰富。新疆尉犁县蛭石

矿储量占全国总储量的 90%以上,居全国之首。阿尔

泰山、昆仑山是宝玉石的主要产地。近几年在罗布泊

地区发现了超大型钾盐基地。

新疆矿产资源丰富,产地分布广, 自然地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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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较差, 开发成本高,除部分大型国有矿山外, 中

小型地方矿山和私有矿山地区环境地质情况存在着

许多问题。

3　区内矿山地区环境问题现状

新疆矿业已成为地区主要经济类型, 矿业产值

占新疆工业总产值的 50%以上, 约占全区 GDP 的

15%, 一大批大型矿业基地和大型矿山企业加速了

自治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带动了相关产业经

济的迅猛发展, 但由于新疆自然生态环境背景脆弱,

加上人为不合里的开发等历史因素的影响, 矿山地

区环境存在如下问题:

( 1)矿产资源破坏与浪费严重, 资源利用率低。

由于技术、资金、规模及短期行为的影响, 采富弃贫,

采易弃难, 综合回收利用率低, 造成本可以综合回收

利用的贫矿、伴生矿、尾矿作为废石、弃渣直接排放

抛弃,造成不可再生资源的浪费,加速了矿产资源的

枯竭,人为缩短了矿山寿命,加剧了矿区环境的污染

和地质灾害的发生。

( 2)矿区地质灾害现象不容忽视,矿山生产无序

化。主要是一些中小型地方或私有矿山企业,在缺乏

有效监督下, 废石、废渣乱堆, 废水、废液乱排放, 人

为乱挖滥采, 导致了森林植被破坏, 水土流失加剧,

河流堵塞, 压占土地植被,诱发滑坡、地面塌陷、地裂

缝、泥石流等地质灾害, 及矿山(矿井)突水、煤层自

燃、瓦斯爆炸等安全事故隐患。

( 3)矿区环境污染情况不容乐观。主要表现为:

森林植被破坏、地表水、地下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

及农作物污染、放射性污染等。主要来自矿山采、选、

冶过程中的废液、尾矿、废气、粉尘、放射性物质无组

织直接排放,

( 4)矿山管理相对滞后。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程度低(不足 5%) , 环境地质存在许多问题。特别是

一些地方、私人矿山企业环保意识差,加上地方保护

主义比较严重, 导致矿权争执、乱采滥挖、环境恶化

等问题得不到有效地遏制, 阻碍了地区矿业的健康

发展。虽然近几年部分大中型国有矿山的生态环境

趋于好转, 但就自治区整体而言,矿区生态地质环境

现状仍不容乐观。

( 5)另外, 在地质勘探工作中,勘探工程(探槽、

探井、坑道、钻探等)、施工营地以及工程、生活垃圾

等对矿区的地质环境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 没有引

起足够的重视,对环境破坏的治理恢复不够。

4　矿产资源开发引起的主要地质环境

问题

　　矿产资源的开发为当地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

用, 同时也对矿山地区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由于

历史、政策法规、监督管理、经济技术条件、环保意识

等因素的影响, 矿产资源开发造成资源破坏和浪费,

引发了水、土壤和大气的污染、河道的淤塞、水土的

流失及植被的破坏等一系列环境污染问题, 以及滑

坡、崩塌、地面塌陷、泥石流、煤层自燃等地质灾害,

不同类型的矿产资源开发可导致不同的环境地质问

题。

4. 1　能源矿产

石油、天然气是新疆最重要的支柱型矿业经济

之一, 主要产于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吐哈盆地

等沙漠戈壁生态环境脆弱区。石油的开发造成的环

境污染包括地表水及地下水污染、土壤污染、大气污

染和土地沙漠盐碱化加剧、沙尘暴频发。如克拉玛依

油田、经过几十年的开采,石油资源趋于枯竭, 油层

和水层相互渗透污染,浅层水渗漏, 水位、水质下降,

土地盐碱化加剧,致使水资源无法满足工农业及生

活需求, 政府不得已投巨资从 300 km 之外的额尔齐

斯河引水到克拉玛依市, 以解决日益严峻的工农业

及生活用水问题。

煤炭开发也引起较严重的地质灾害和环境地质

问题: � 地面沉降、塌陷、地裂缝、滑坡等地质灾害。

如: 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矿区, 由于采空区范围过

大, 从而导致地面下降、公路塌陷、建筑物裂缝;哈密

三道岭煤矿于 1967年、1995年、1999年多次发生斜

坡体滑坡, 造成矿区运输中断, 经济损失上百万元。

� 瓦斯爆炸、矿井透水、煤尘对矿区及周边的空气污

染已严重威胁到人的身体健康。� 煤层自燃。新疆是
煤区自燃重灾区,如阜康—乌鲁木齐—昌吉煤田区、

塔里木北缘库车—拜城煤田区等, 煤层自燃不仅浪

费了宝贵的煤炭资源,而且造成燃煤区地表塌陷, 破

坏了土地资源, 使森林草地枯死, 而且产生了大量

SO2 , H 2S 等有毒、有害气体, 污染了大气环境, 新疆

区内煤田现有火区35处,火区面积 9719万 m
2。其中

活火面积 826万 m
2, 已损失煤炭资源近 31亿 t。乌

鲁木齐铁厂沟、奇台北山、阜康白杨河、小龙口和小

黄山是新疆五大煤层自燃区, 昌吉硫磺沟煤田火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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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全国燃烧面积最大, 危害最严重的地区。硫磺沟煤

矿自燃区, 地表温度近 70℃,火头附近达 300℃, 火

区向大气中排放的各种有毒有害气体总量达 10 万

t。�环境污染,煤层煤矸石自然排放的SO 2、甲烷、酸

性高悬浮物矿坑水,洗煤厂废水、粉煤灰等造成矿区

水、大气环境的严重污染。

4. 2　金属矿产

金属矿产资源开发的主要污染源是矿石采、选、

冶过程中产生的废石、废渣及废水中的砷、重金属

( Hg, Pb, Cu, As, Cd, Cr 等)、氰化物, 废气中的 SO 2

和烟(粉)尘等,未经净化处理就无组织排放,污染了

矿区河流、湖泊、大气、土壤, 植被等矿山地区自然环

境。

重金属离子( Hg, Cd, Cr, Pb 等)污染一旦进入

食物链,它的污染危害是很严重而且是很难消除的,

国内外都有重金属污染事故的发生,这些应引起高

度重视。由于自然因素、过度开发地下水以及金属矿

产资源开发等原因,新疆部分地区如米泉、阿克苏等

地区土壤、水中的砷含量超标, 有的地区高出标准值

十几倍,给当地人民的健康带来一定的危害,这已引

起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20世纪 80年代,新疆阿尔泰地区丰富的砂金资

源吸引了来自宁夏等地的数万名淘金者, 仅喀拉额

尔齐斯河几十公里长的河床和古阶地上, 就多达 4

万淘金者, 无组织无秩序的乱挖滥采,致使整个河床

和阶地千疮百孔,废石、泥砂到处堆放, 森林草地全

部被毁, 往日清澈的河水,变得混浊不堪, 水生物几

乎灭绝,政府有关部门经过十几年努力,虽已清除了

这些滥采乱挖的淘金者, 但已受到严重破坏的河流

生态环境至今无法恢复。个别金属矿山在当地政府

的干涉下, 承包给一些私人矿山企业进行开发,如富

蕴县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 在没有达到相应勘探程

度、缺乏正规国有矿山设计管理及经济技术条件的

情况下,进行无秩序采矿和选矿,完全以追求眼前效

益为目的, 不考虑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造成矿产资

源严重浪费和矿山地区环境的污染与破坏, 建在额

尔齐斯河上游支流岸边的选矿厂产生的工业废水未

经严格的净化处理直接排入河水,会导致河水严重

污染, 使河水中重金属及其他有害物质含量严重超

标,将对河流的生态和下游的居民健康造成危害。又

如喀拉通克铜镍矿区选矿厂,由于经济技术等因素,

排放的 SO 2等有害气体, 在周围数十平方公里范围

都能闻到刺鼻的硫磺味,造成大气污染,导致矿区及

其周围部分野生动植物基本灭绝,给矿区附近的居

民生活和健康带来危害。

中小型私有金矿多采用氰化物堆浸法、混汞法

等工艺提金, 这些简易的提金工艺要使用大量的剧

毒氰化物及汞,由于对含有剧毒氰化物和含砷尾矿

处理不达标而污染了土地和水, 给当地居民、牲畜及

野生动植物带来不可小视的危害。另外由于采用汞

板、蒸汞提金, 使矿区及周围大气中汞浓度超标, 最

大超标近 40倍,危害了矿工和当地居民的健康。

在稀有金属及放射性元素矿产资源开发中产生

的放射性污染是非常隐蔽的杀手,这类矿山的开发

利用由于经济技术等因素的限制,对当地及周围的

居民带来无法估量的健康危害。

4. 3　非金属建材及盐类矿产

新疆境内非金属矿产资源主要有石材类(石灰

岩、花岗岩、以及建筑用砂石料等)、盐类(钾盐、工业

及食品业用盐类等) ,以及蛭石、云母及宝玉石矿等。

这类矿产大部分都为露天开采, 由于采矿加工技术

普遍落后, 成材率、采取率等较低, 在导致资源浪费

的同时,剥土弃渣、废石压占土地、植被,致使矿区水

土流失、岩石裸露, 有的甚至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

等, 在采矿过程中产生的大量粉尘, 特别是在一些私

有小矿山的矿工在缺少必要劳动保护的条件下生

产, 往往导致矽肺病等职业病,矿工的人身健康受到

严重危害。

城市郊区、国道两侧可视范围内采砂(石)场不

仅破坏城市景观,也加剧了扬尘大气污染, 在吐乌大

高速公路河滩路一带, 采砂石现象比较严重(现在已

经逐步得到治理) , 这与乌鲁木齐美丽的城市景观极

不协调, 春秋季节扬沙飞尘加剧了城市的大气污染。

新疆的自然地质环境以沙漠、戈壁、高山为主,

生态环境恢复能力差,环境一旦遭到破坏, 恢复起来

很难。拥有丰富矿产资源的新疆将成为我国紧缺矿

产资源的主要接替基地,在西部大开发中, 会进一步

加大矿产资源的开发力度, 要在政策、经济技术、管

理监督等方面采取有力措施, 确保矿业开发和环境

保护健康协调发展。

5　导致矿山地区环境恶化的主要因素

5. 1　自然生态环境因素

新疆自然生态地质环境相对比较脆弱, 自然恢

复再造能力差, 区内大部分地区为戈壁、沙漠所覆

盖, 森林、草地、灌木等植被比较稀少, 水源匮乏,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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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量小蒸发量高,干旱多风,矿业开发破坏了稀疏的

植被,加剧了土地荒漠化、盐碱化程度, 诱发沙尘暴,

这是矿山地区环境恶化的自然因素。

5. 2　经济技术因素

由于新疆的经济条件技术设备等相对比较落

后,导致矿山采矿率、选矿回收率较低, 伴生组分利

用率低, 甚至未能利用;矿山冶炼、选矿厂排放有害

废水, 净化处理不达标就排放, 如: 阿尔泰地区某金

矿的氰化物堆浸场排放的有毒废水,因处理不达标,

流浸到附近的水源和草地, 致使一些野生动物及牧

民的羊群在饮水食草后出现中毒死亡事故。一些金

属硫化矿在选矿冶炼排放的尾气中, SO 2 的回收利

用技术不过关, 加上经济条件有限, 目前没有办法解

决 SO 2对大气的污染。油田在采油过程中排出的天

然气至今没有较好的回收技术, 造成大量的天然气

白白烧掉,既浪费了天然气资源又污染了大气环境。

5. 3　历史及政策法规因素

新疆乃至全国的矿业发展分为三个阶段: � 建

国初期至 1985年之前: 大力发展矿业阶段。在此期

间建立了一大批大型国有矿山, 如解放初期的新疆

六道湾煤矿、可可托海稀有金属矿山等。其中许多大

型国有矿区重开发,轻环保,留下了较为严重的生态

环境问题; � 1985～1996年:在全疆乃至全国矿业秩

序整顿前,由于受到“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大

矿小矿一起开”的矿业政策的误导, 地方、个体一哄

而上,与国有矿山抢地盘、争资源、滥采乱挖,“重开

发, 轻治理”、“只开发,不治理”, 为了赚钱不惜牺牲

环境,导致了许多矿区生态环境问题恶化。典型地区

有阿尔泰山喀拉额尔齐斯河砂金矿区; � 1996年至

今,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环境保护意识逐渐增

强,国家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 相关法律、法规逐

步健全, 实行谁开发、谁治理, 谁破坏、谁恢复的政

策,对一些技术工艺差、资源浪费严重、污染环境的

小型矿山,原则上不准开发。但在现实的矿业开发活

动中依然存在有法不依、监督不力的现象, 如何使法

律法规得到有效实施? 如何建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这个问题值得去深思。总体上看,国有大中型矿区生

态环境恢复治理趋于好转, 但地方及个体小矿山生

态环境问题依然严峻。

5. 4　地方保护主义因素

地方保护主义是矿区生态环境恶化的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长期以来,由于环境保护意识淡薄,经济

上相对落后, 地方政府希望通过发展矿业来改变比

较困难的地方财政。为了眼前和局部利益,不惜以浪

费矿产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 导致矿产资源管理

秩序混乱。例如阿尔泰地区可可塔勒大型铅锌矿、蒙

库大型铁矿等,国家投入巨额勘探资金探明了矿床

储量, 却被当地政府和地方企业在缺少必要地质资

料和矿山建设条件的情况下盲目开发, 造成严重的

资源浪费和矿区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

5. 5　环保意识及科研投入因素

环境保护意识淡漠、科研投入和宣传教育力度

不够,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部分干部群众缺少

系统的环保知识,没有树立大环境保护意识,错误地

认为新疆地广人稀,矿业开发造成的对环境的破坏

与污染,还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另外,缺少

必要的科研投入,致使技术设备陈旧落后, 得不到及

时更新, 也是导致矿山地区环境恶化的因素之一。

6　矿山地区环境地质问题对策

进入 21世纪, 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 新疆将

进一步加大矿业开发力度。如果由于不合理开发所

造成的矿区环境地质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治理和恢

复, 将直接影响新疆地区经济质量和社会的可持续

性发展。关于如何解决现有矿山开发与环境的矛盾,

政府及有关部门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此笔

者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 1)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 调整相关政策, 建

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 其中最关键的是如何建立强

有力的监督体系,以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的贯彻

执行。

( 2)增强全民环境保护意识, 通过各种媒体, 加

大宣传教育力度,要在各级政府、广大群众两个层次

上搞好环保宣传工作,做到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

( 3)坚持“环境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结

合的原则, 综合发展地方经济, 经济综合实力增强,

会反过来推动矿山地区环境治理与恢复。

( 4)增加科研投入, 加强国内外技术合作与交

流, 学习引进国内外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培训有关技

术人员, 不断开发更新技术、设备, 淘汰和禁止使用

对环境造成危害的技术方法和陈旧设备。

( 5)重视矿山开发与环境恢复, 如土地复垦、植

被恢复的地质环境研究; 处理好矿山废弃矿石、尾

渣、废液,减少矿山突发性地质灾害。开展矿山采选

冶的环境地质调查、监测与质量评价,这对环境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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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和矿山的可持续性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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