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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文论迷了汪西省矿山水土流失的现状
、

危害及防治触策
。

指出
:

各级领导 和 主 管 部

们
,

必须进一步建立健全矿山开采的管理制度和法规
_ ,

严格按照《水土保持工作条例》办事
,

强化水土保持监督手段
,

防治矿山水土流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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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地下矿产资源丰富
,
是全国十大有色金属重点省份之一

。

目前
,
全省发现的各类矿产

达 135 种
,
分布广泛

,

产地 5 千余处
。

近儿年来
,
乡镇企业和农民办矿大批涌现

,
全省采矿业 迅

速发展
。

据统计
,
全省矿山企业总数达 2 38 0多个

,
其中县 以上国营矿山企业 3 28 个

,
职工总数 23

万人
,
占全省国营企业职工总数的 21 % ,

乡 (镇 ) 村集体和个体小矿 2 0 60 多个
,
上山采矿农民 8

万余人
。

这对加快开发矿产资源
,
振兴江西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

但是
,
矿业生产过程是一个不断

产生弃土尾砂的过程
。

同时也必然会破坏地表植被和地貌
。

尤其是一些乡 (镇 ) 村矿山企业和个

体采矿者任意上山挖矿
,
点多面广

,
乱采滥挖

,
不少 山场被挖得百孔千疮

,
不但矿产资源受到破

坏
,
而且对挖松的表土和弃土尾砂又未作任何处理

,
造成新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

。

一
、

水土流失现状

据全省工 638 个矿山调查推算 (见表 1 ) ,
近十年来 , 全省因采矿破坏地貌

、

植被 面 积 (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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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挖面积和排土场面积 ) 达 5 8 3
.

4 2 k m
2 ,
弃土尾砂排放量 6

.

12 亿 m
3 ,

其中流失量 为0
.

58 亿 m
“ ,

约占9
.

5%
,
平均每年每平方公里流失量达 9

.

9万 m
“ 。

在这些被调查的矿山中
,
集体和个体 矿山

占 8 9%
,
矿区面积占45 % , 植被破坏面积占矿区面积比例

:
国营矿山为 3 0

.

6% ,
集体 和 个 体 矿

山为 2 5
.

8% ; 弃土尾砂流失量占排放量比例
:

国营矿山为 9
.

3% ,
集体和个体矿 山为 1 0

.

2 %
。

从

矿种看
,
铜矿产生的弃土尾砂量最大

, 达 1 7 7 7
.

3 6万 m 3
/年

,
煤

、

铁
、

钨
、

瓷土
、

稀土弃土尾砂

量也相当大 (见表 2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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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江西省几种主要矿产年开采排放弃土尾砂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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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水土流失造成的危害

(一 ) 破坏地貌和植被 矿业生产过程中因基建
、

开挖
、

剥离
、

选矿等对地貌
、

植被造成严重

破坏
,

同时
,

产生大量的弃土尾砂
。

迅速恢复植被
,

进行复垦利用又极为困难
。

如龙南县开采稀

土矿已破坏地貌
、

植被近 10 k m
2 ,

排放尾砂 8 00 多万 m 3 。

已复垦利用仅 50 亩
,

耗资20 多万 元
。

一些矿 山还采用片柴灼烧冶炼
,

矿区居民饮食起居也消耗大量薪柴
,

加速了对植被的破坏
。

矿 区

自然地貌的破坏和植被的减少
,

使其生态环境 日趋恶化
。

(二 ) 埋没农 田
,

淤塞江河水库 对于缺乏 良好拦蓄设施以及开采区和弃土尾砂堆放区的植

被没有得到迅速恢复的矿山
,

其大量弃土尾砂下泄
,

造成江河水库淤塞
,

它不仅影响江河行洪和

水力资源的开发利用
,

而且影响水路交通运输和水体生态环境
。

据调查
,
景德镇大洲

、

黄坛两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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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矿的弃土尾砂下泄
,

造成西河中段 1 2 k m河道几乎全部淤塞
。

上游河床几乎与公 路或 农 田 持

平
,

下游河床也抬高了 Z m 多
。

大洲水电站原装机容量 3 95 k w
,

现仅能 发 电 1 00 k w 左 右
。

新

余市铁坑铁矿产生的弃土尾砂废水危害也很严重
,

有 2 31 亩稻田基本埋没 多 湖泽乡有 5 5 20 亩农 田

受到影响
,

减产 20 %一 80 %
,

年损失稻谷 40 万 k g
。

该矿附近 4 个小 ( I ) 型和小 ( n ) 型水库

因尾砂淤积已损失水面 60 0亩 ; 湖泽乡闹州和水川两村的九 口水塘现已报废
。

经调查推 算
,

全省

由于采矿弃土尾砂流失造成危害的农 田达 26 。
。

83 k m , ,

即 3 91 2 45 亩
,

平均减产 30 %~ 50 % , 受

害水库 2 75 座
,
损失库容 8 6 4

.

1万 m
“ ,

淤塞河道 2 o l l
.

s k m
,

淤积深度平均 0
.

1~ Z m ,
淤积量达

1 5 9 0
。

4万 m
吕 。

(三 ) 污染环境 许多矿山排放的废渣废水 中含有大量的有害物质
,

若处理不当
,

对环境造

成严重污染
。

如永平铜矿终了边坡台阶暴露在外的都是坚硬岩层
,

含硫量高
,

降雨后产生强酸性

水
,

p H值在 2 ~ 4 之间
。

分宜县大岗山钨矿排弃的大量废水中
,

8 0
、

黄药等有 害 物质 超 标 50

倍
。

龙南等县开采稀土矿排放的尾砂
、

废水中也含有过量的盐
、

草酸等化学成份
,

严 重 污 染 水

质
。

此外
,

有的矿还产生有毒气体
,

如武夷山沙坂硫磺矿产生的
“
磺烟

” ,

使矿区方 圆约 0
.

s k m
“

的植被被毁
,

附近油茶的产籽
、

出油率也显著降低
,

影响当地农业生产及群众生活
。

(四 ) 影晌矿 山自身建设 由于一些矿山没有采取水土保持措施
,

弃土
、

尾砂
、

废渣
、

废水

流失
,

对这些地区的工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危害很大
,

同时也影响了矿山的自身建设
。

如
, 1 9 8 2

年
,

因暴雨集中
,

乌石 山铁矿采矿场和排土场大量泥砂石块直泻农 田
、

水渠和河道
,

一些生产设

施被毁
,

矿 山生产瘫痪
,

局部地段生产中断 3 个半月
,

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40 多万元
,

赔偿农田
、

水渠等损失 3万多元
。

大岗山钨矿因弃土废水危害而被罚款 74 万元
,

等等
。

三
、

防治对策

(一 ) 大力加强宜传教育 要采取多种宣传方式
,

结合矿山水土流失与水土保 持 的 典型事

例
,

大力宣传矿山水土保持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

认清开矿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给城乡居民生活
、

农

业生产和国民经济建设带来的危害
,

提高各级干部和矿山领导对搞好水土保持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的认识
,

坚决制止矿山水土流失
。

如江西省水土保持委员会办公室拍摄了 《开矿不忘保水土》 电

视录像
,

至 1 9 8 7年底 已在全省各地放映达近百场 (次 ) ,
收效显著

。

(二 ) 进一步执行有关矿山水土保持的法规
,

健全管理办法 要坚决执行 《水土保持工作条

例》
、

《矿产资源法》 和 《江西省乡镇集体矿山企业和个体采矿管理办法》 等有关矿山水土保持

的各项法规
,

贯彻全国水土保持协调小组 《关于开矿
、

修路
、

建厂和其它基本建设必须做好水土

保持工作的紧急通知》 等有关文件精神
,

坚持
“
谁开采

,

谁保护
,

谁经营
,

谁治理
” 的原则

。

例

如龙南
、

星子等县针对开矿 中的水土保持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

健全管理办法
。

一方面保证水土保

持部门的检查监督权力得以实施
,

另一方面加强矿山本身
,

特别是集体和个体小矿的管理
。

做到

统一规划
,

定点开挖
,

严禁乱采滥挖 , 矿山设计和生产计划中必须有防治水土流失的实施方案
,

并须经县以上水土保持部门审定认可后方可开工生产 , 实行征收开矿水土保持费的制度
,

按破坏

地貌
、

植被面积和产生弃土尾砂量进行计算
,

纳入水土保持基金
,

继续用于水土保持 , 同时
,

把

矿山水土流失治理工程纳入基建投资和生产成本中与其它项 目一并报批
。

如龙南县开采稀土矿己

收取水保费几百万元
,

前期工程治理 已用去一半多
。

另外
,

对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单位
,

要采取

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予 以查处
。

对造成重大损失的
,

要追究刑事责任
。

(三 ) 强化水土保持监舒手段 目前
,

新的水土流失尚未得到制止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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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水土保持方面没有权威执法机构来执行 《条例》 等法规
。

为此
,

建议政府委任水土保持监察

员
,

统一颁发
“
水土保持检查证

” ,

以便履行对矿山和其他有关部门的水土保持工作行使监督检

查的职责
。

如兴国县水保办已设立监察股
,

负责对开矿
、

修路等易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的生产建设

进行监督检查
。

(四 ) 加强矿山水土保持科学研究
,

提离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矿 山水土保持有其特殊性
,

这是因为矿山开挖面和弃土场的
“
土壤

” ,

特别是尾砂与一般土壤相比
,

在机械组成
、

层次结构

和元素含量等理化性质诸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
,

一般更松散
,

易流失
,

肥力低下
,

有的含有毒物

质
,

给植被恢复带来一定的困难
。

为此
,

必须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

探讨其改造途径
,

找出与

之相适应的工程
、

植物措施
,

尽快复垦利用
。

如永平铜矿投资 45 万元
,

进行
“
露采终端岩石边坡

和排土场植被工程试验研究
” ,

先后试种了 19 种植物
,

面积 1 60 亩
,

边坡覆盖达 50 % ~ 70 %
,

并已

通过部级鉴定
。

在研究矿山复垦利用时
,

特别要研究出既适应矿山流失区生长又能取得较大经济

效益的树草品种
,

以提高矿山水土保持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
。

(上接第 7 页 )

四
、

结 论

1
.

油松林林冠年截留量为 9 5
.

2 m m
,

占年降水量的 1 9
.

6%
,

其中春季占截留总量的 14
.

8%
,

夏季占5 3
.

6% ,
秋季占1 5

.

4% ,
冬季占 16

.

2%
。

按降水的形态分
,
对降雨的截留量为 7 8

.

Om m ,

占降雨总量的 1 7
.

4%
,

占截留总量的 8 1
.

9% ; 对降雪的截留量为 1 7
.

2m m
,

占降雪总量的 45
.

1%
,

占截留总量的 1 8
.

1%
。

山杨林林冠年截留量为 7 3
.

4m m ,
占年降水量的 1 4

.

7%
,
其中春季 占总截

留量的 1 0
。
2% ,

夏季占7 0
.

7% ,
秋季占 12

.

5%
,

冬季占3
.

6%
。

按降水形态分
,
对降雨 的截留量

7 1
.

l m m ,
占降雨量的 15

.

5% ,
占总截留量的 96

.

9% ; 对降雪的截留量为 2
.

3m m ,
占降 雪 量 的

5
。

6%
,

占总截留量的 3
。

1%
。

2
。

林冠截留过程分为截留
、

透过
、

饱和三个阶段
。

较长降雨过程各时段的累积截留量和林

内累积降水量分别符合幂函数方程 I 二 。 , “和 , 、 二 。 + b凡

3
.

25 年生油松林的林冠截留量符合幂函数变化
,
即 I ; 二 0

.

51 5尹“ ’ “ “ “ , 中 令 山杨 林亦符

合幂函数变化
, 即1 2 = 0

.

4 14 9 尹“ ` “ 。 6 “ 。

油松林的林冠截留量在同一降水等级时
, 均较 山 杨 林

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