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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府煤田潜在危害
,

综合治理刻不容缓

陕西省神府煤田水土保持考察组

提 要

被称为世界著名煤田之一的陕北神府侏罗纪煤田
,

是我国未来优质动力

煤和出 口煤的重要基地
。

煤田的开发和伴随而来的大规模修路
、

建电站以及其

它基本建设
,

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治办法
,

势必引起严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

染等问题
。

本文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对煤田开发给当地带来新的水土流失

从宏观上进行了预测
,

并从水土保持综合治理的观点出发
,

提出治理措施
、

防治对策和一些合理化建议
,

以便使水土保持工作更好地为能源基地建设服

务
。

陕北神府煤 田储量之大
,

煤质之优
,

开采之易
,

为当今世界所罕见
。

神府煤田的开发
,

对于

改变陕北贫困面貌
,

调整
、

发展陕西和全国经济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

从 1 9 8 1年开始
,

煤炭
、

地

质
、

勘探
、

水文
、

设计等部门和当地政府付出艰辛的劳动
,

做了大量的前期准备工作
,

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
。

1 9 8 5年以来
,

中央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
、

赵紫阳
、

李鹏等同志
,

曾先后亲 临 煤 田 视

察
,

为建设黑色宝库做出重大决策
。

今年 5 月下旬
,

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考察神府煤 田时指出
,

采

取办股份公司的方式
,

国家
、

集体
、

个人一起上
,

充分发挥地方
、

部门和农民群众的积极性
,

是

止
多快好省开发神府煤田的最佳途径

。

按照赵总理提出的开发原则
,

省委
、

省政府对神府煤田的开发工作进行了

部署
,

提出分两步走的方案
。

中外不

少专家也纷至沓来
,

进行实地考察
,

为煤田 的开发奉献 良策
。

目前
, 《神

府矿区总体规划方案 》 业 已论证
,

煤

田开发正在逐步进行
。

为做好煤 田开

发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陕西省水土保

持局和陕西省水利学会水土保持专业

委员会组织一些专家和科技人员
,

深

入煤田的石屹台
、

大柳塔
、

活鸡兔
、

柠条塔
、

瓦窑坡
、

石岩塔
、

大贬窑等

十几个重点矿进行了考察 (见左图 )
,

对开发区的水土流失和水土资源综合

利用提出了预测和治理意见
。



一
、

煤田开发前景及开发区水土流失概况

神府煤田系侏罗纪煤田
,

位于陕西省北部
,

地跨神木
、

府谷
、

榆林等三县
,

境内煤 田 面 积

7 ,

89 0平方公里
,

探明储量 8 77 亿吨
,

是我国未来优 质 动力煤和出口煤重要基地
。

现已完成 2
,

14 5

平方公里范围内的详细勘探
,

探明储量为 2 00 多亿吨
。

神府煤田的开采条件十分优越
,

侏罗 纪 有

4 一 6 层
,

平均累计厚度 17 米
,

最上部的煤层最大厚度达 12
.

07 米
,

是煤田的易采煤层
。

煤 层 赋

存浅
,

适于露天
、

平嗣或斜嗣开采
。

煤 田的煤质极佳
,

原煤灰分 5 一10 %
,

硫分 0
.

31 一 0
.

86 %
,

磷分 0
.

00 2一 0
.

02 5 %
,

发热量高达6 ,

95 2一 7
,

43 8大卡 /公斤
。

国外有关专家评价说
: “

神木煤为高

等级优质动力煤和化工用煤
,

用神木煤可减少环境污染
,

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大 的竞争潜力
。 ”

根据神府煤田总体规划
,

1 9 8 6一 1 9 9 2年为前期开发阶段
,

建设规模年 产 60 0万吨
,

相当于铜川煤

矿现在的生产能力
; 1 9 9 3一 2 0 0 。年为一期开发阶段

,

年生产能力 3 ,

75 0万吨
,

相当于大同煤矿现在

的生产能力
。 “ 七五 ”

期间
,

为开发神府煤田兴建的包头一大柳塔及后十年计划修建的大柳塔一

山西朔县铁路
,

陕西境内长 1 71
.

3公里
,

三条运输公路长37 。公里 ;
配合开发煤 田建设的店塔

、

段

寨
、

红碱淖三个火力电厂
,

总装机容量 7 30 万千瓦 ; 相应地还要兴建一批冶金
、

建材
、

化工 等工

业
。

2 0 1 0年及 以后为中后期开发阶段
,

年生产能力 8 , 0 00 一 1 0
,

00 0万吨
,

生 产 能力相当于现在的

3 个大同煤矿
。

神府煤田地处黄河中游
,

西北部属风沙草滩区
,

东南部属黄土丘陵沟壑片沙区
,

均为全国水

土流失重点区
,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风蚀
、

沙化尤为剧烈
,

土壤侵蚀模数每年每平方公 里 1一 2

万吨
,

窟野河下游达 3 万吨
,

每年输入黄河泥沙 9 , 7 07 万吨
,

是黄河粗泥沙主要来源地之 一
。

长

期的水土流失
,

给当地和下游带来极大的危害
,

冲毁牧地农 田
,

熟土 层 变 薄
,

肥 力减退
,

破坏

交通
,

加剧生态环境的恶化
。

据神木县统计
,

窟野河两岸水地因洪水袭击
, 1 年损失 3 3

.

3公顷
,

府谷县1 9 7 7年一次洪水损失水坝地“ 7公顷多
。

两县坡耕地每年流失氮磷养分 3
.

03 万吨
,

相 当于

1 9 8 4年两县施化肥量的 2 倍
。

严重的水土流失
,

使水源失去涵养
,

造成生态失调
,

干 早 日趋 严

重
。

仅神木县 1 9 5 9一 1 9 8 2年的 2 4年中
, 1 0 0天以上的干早出现了1 5次

, 5 0一 1 0 0天的 1 4次
, 3 0一 5 0天

的 2 4次
。

土壤严重缺水
,

林草生长困难
,

大地植被难以恢复
,

土壤沙化 日趋严重
。

近两年来
,

乡镇

和个体户建矿如雨后春笋
,

发展迅速
,

目前 已建有县
、

乡
、

村和个人办的煤矿 30 0余处
,

年产煤近

10 。万吨
,

就业人员 1 万余人
。

尽管这些煤矿开采量还不算大
,

但因大多 是 分布在河床沟道的露

天矿
,

弃土弃石都堆在河槽
,

加之修筑公路也将废石弃土倒入河床沟道内
,

人为地形成产砂新源

地
。

一到汛期
,

这些堆积物被洪水冲走
,

搬运到下游
,

殃及黄河
,

如不采取相应措施
,

危 害 无

穷
。

整个开发区属大陆性半干旱气候
,

干燥寒冷
,

风大沙多
。

冬春干早
,

夏秋多雨
,

水浑流急
。

年平均气温 8
”

一 9 ℃ ,

最高气温 3 8
.

9 ℃ ,

最低气温 一 2 7
.

9℃
。

多年平均降水量 4 49 毫米
,

且多集

中在 7 一 9 月份
,

占年降水量的68 %
。

年蒸发量为 1 ,

90 7一 2 ,

12 2毫米
。

平均风速每秒 2 一 3 米
,

最大风速每秒 24 米
。

主要 自然 灾害有早风雪霜雹
,

给农业生产带来极大危害
。

粮食总产量 2
.

82 万

吨
,

每人平均粮食仅有 2 00 公斤
。

神木
、

府谷两县侏罗纪煤田面积约 5 ,

50 0平方公里
,

辖 15 个乡镇
,

1 3
.

8万人
,

地广人稀
,

人口密度风沙区为每平方公里 20 人
,

丘陵区为 46 人
,

每人平均 土 地 4 公

顷
。

耕地面积 4
.

23 万公顷
,

水平梯田 2 , 0 00 公顷
,

坝地 6 66 公顷
,

洪淤造田 2
.

2万公顷
。

党的 三 中

全会 以来
,

随着农村各项生产责任制的建立
,

加快了水土流失治理步伐
。

目前治理面积已达 1 , 1 44

平方公里
,

占流失面积 21 %
,

其中营造水土保持林 6
.

7万公顷
,

种草 1
.

5万公顷
,

封山育林 1
.

3 万



公顷
,

坡地退耕 5 , 3 00 多公顷
,

修水地 7
,

3 00 多公顷
,

水平梯田 2
,

0 00 公顷
,

打坝淤地 “ o多公顷
;

生产条件正在迅速改变
。

二
、

煤田开发给水土保持带来的严重问题及水土流失预测

神府煤田大规模开采后
,

对于矿区及其附近地区的水上保持
、

土地利用和生态环境将带来许

多严重问题
。

(一 ) 堆积大 t 的弃土
、

废石
、

矿渣
、

灰渣等废弃物
,

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神府煤田大规模开采及相应地一系列公路
、

铁路
、

电力
、

建材
、

冶金
、

化工等基本建设和第

三产业及居民点建设
,

将产生大量的弃土
、

废石
、

矿渣及生活垃圾等废弃物
。

这些废弃物如果不

及时妥善处理
,

将造成很大的危害
。

按照赵紫阳总理指示和神府矿区的总体规划
, “ 七 五

”
期

间
,

要坚决贯彻 国家
、

地方
、

集体
、

个人一起上的方针
,

以地方办矿
、

群众办矿和群 众采 煤 为

主
,

以手工小型采煤为主
;

,’j 又五 ”
期间至本世纪末

,

逐步发展一批机械化
、

半 机械化的大中型

国营煤矿和集体煤矿
。

露天采矿产生废弃物的多少
,

直接与剥采比 (指开采的废弃物与产煤量的比

值
,

单位为立方米 /吨 ) 有关
,

一般大型露天矿的剥采比都大于小露天矿的剥采比
。

根据 实 地考

察
,

当前神府矿区大多是乡镇矿和群众联户矿
。

这些小型矿有的是露天开采
,

有的是平嗣或斜井

开采
,

由于不考虑综合治理
,

产生 的废弃物 已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如府谷县大昌汉乡石岩塔一

矿
,

露天开采出的大量弃土废石顺沟任意堆放
,

部分矿渣被洪水冲入特牛川河道
;
神木县孙家岔

乡柠条塔露天矿 开 出 的 弃土废石
,

大部分被洪水冲入考考乌素河
。

世界上一般大型露天矿
,

如

剥采比不超过 10 就是经济可采矿
。

总体规划中
,

神府矿区露天煤矿的剥采比一般为 4 一 6 或 6 一

8 ,

小型露天矿也在 1 以上
,

这都是比较经济的
。

平嗣矿与斜井矿产生 的废弃物一般为煤产量的

5一 20 % ;
大型矿的废弃物也多于小型矿的废弃物

。

矿区总体规划可分三个开发阶段
: “ 七五 ”

期间露天开采占60 %
,

平均剥采比为 2 ,

平嗣
、

斜井开采占40 %
,

其废弃物约占煤产量的10 % ; 1 9 9 1 一 2 0 0 0 年
,

露天开采仍为 60 %
,

剥采比为

4 ; 平嗣
、

斜井开采 占40 %
,

废弃物占15 % ; 2 0 0 1一 2 0 1。 年 露 天开采占50 %
,

剥采比为 6 ,

平

嗣
、

斜井开采 占50 %
,

其中废弃物占20 %
。

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和我们的调查资 料
,

矿区移动堆

积的废弃物
,

前期约流失 30 %
,

中期流失 25 %
,

后期流失 20 %
。

平均每 1 立方米废弃物折 1
.

8吨
,

按 以上数据计算结果是
: 到 1 9 9。年

,

每年移动土石及矿渣等 1 ,

10 0万吨
,

其中约流失 3 30 万吨 ; 到

20 00 年
,

每年移动堆积土石矿渣等 1
.

63 一 2
.

21 亿吨
,

其中约流失 4
,

100 一 5
,

5 00 万吨
; 到 2 0 1。年

,

每

年移动堆积弃土废石和矿渣 4
.

4一 5
.

5亿吨
,

其中约流失 8 ,

80 0万吨一 1
.

1亿吨
。

修建公路和铁路
,

是矿区大规模开发的前提
。

根据神木
、

府谷现有公路 的施工数据
,

平均每

修 1 公里干线
,

移动土石方 4 一 5 万立方米
,

县办和民办公路 2 一 3 万立方米
。

按矿区煤炭生产

和出口要求
,

以神木县大柳塔为中心
,

北至石屹台 (去包头 ) 修公路 2 1
.

3公里
,

东到府谷 (去山

西朔县 ) 1 50 公里
。

同时还要改建榆林一神木一府谷公路
,

共 37 0公里 ; 矿区载重车辆频繁
,

要求

公路标准质量较高
,

每公里最少移动土石方 5 万立方米
,

共 1
,

8 50 万立方米
。

另外
,

还要修建 北

线和东线的铁路连支线
,

全长约 1 70 公里
,

载重列车对铁路要求质量高
,

路面平
,

曲线半径大 (最

小 4 00 米 )
;
还要修建若干车站

、

隧洞
。

每修 1 公里铁路移动土石方 10 万立方米 以上
。

公路
、

铁

路共移动土石方 3
,

55 0万立方米
,

一般修路填方和堆积 40 一 60 %
,

流失 60 一 40 %
。

陕北丘陵 区 按

创%计算
,

按 15 年平均
,

每年流失 1 42 万立方米
,

折 2 56 万吨 ( 民办公路尚未统计在内 )
。

以后还

要考虑南线铁路
,

即神木一榆林一延安的铁路
。



电力
、

建材
、

冶金
、

化工等废弃物的堆积和流失也很严重
。

计划建设的段寨
、

红碱淖
、

店塔

三个火力发电厂
,

总装机 73 0万千瓦
,

每年烧煤约 2 , 1 90 万吨
,

年出灰渣33 0万吨
。

府谷
、

神木还将

发展水泥
、

玻璃等建材业
,

铝矿
、

铁路等冶金业及氮肥
、

硫酸等化工业
,

也将产生大量的弃土
、

弃石
、

灰渣等废弃物
。

2 0 0 0一 2 0 1 0年
,

矿区将再增加人口 20 万人
,

每年最少产生生活 垃 圾 12 万

吨
。

综合以上几个方面
,

到 2 0 0 0年
,

神府矿区
,

因采矿
、

修路
、

发电
、

冶金等产生泥沙
、

碎石等

废弃物
,

每年新增流失量 4 ,

34 0一 5
,

75 0万吨 ; 到2 0 1 0年
,

每年新增加流失量可达 9 , 。70 万吨到 1
.

13

亿吨
;
连同原来的 1

.

05 亿吨
,

该地区泥沙流失量就会达到 2 亿多吨
,

为黄河总输沙量的 13
.

1%
。

这些粗颗粒泥沙将从窟野河
、

孤山川等进入黄河
,

淤积三门峡水库
、

小浪底水库和黄 河 下 游河

床
。

黄河下游包括滞洪区
,
已成为国家重点建设地区

,

黄河的泄洪能力已经很低
,

如再继续增加

淤积量
,

一遇特大洪水
,

就有决口危险
。

神木县窟野河流域
,

由于小煤窑众多
,

又忽 视 水 土 保

持
,

七十年代的输沙量反而比五十年代增加了3
.

6%
,

比六十年代增加了 18 % ;
府谷县孤山川 流

域与窟野河相似
,

七十年代的输沙量比五十年代增加 1 %
,

比六十年代增加 19 %
。

而神木县的秃

尾河流域因煤田未开
,

水土保持搞 的较好
,

七十年代的输沙量大为减少
,

比五十年代减少 2 5
.

7%
,

比六十年代少 10 %
。

这就有力地说 明
,

如果采矿不注意水土保持
,

矿区的泥沙流失量将比预测的还

要严重
。

(二 ) 对环境的污染和危害

一般采 1 吨煤需用 1 吨水
。

神府矿区开发 以后
,

带来一系列 的物理污染和化学污染
,

产生的

固体排弃物和排放的废水越来越多
,

使水体矿化度和重金属有机物的含量增大
。

3 个火电厂
,

排

送灰水 0
.

22 亿立方米
,

每年向河流输送可溶性盐类 3
.

3万吨
。

所送灰水中的全硬度
、

化学耗 氧 量

和 p H值等都将升高
,

污染环境
,

恶化水质
,

危害人们的身体健康
。

规划中的红碱淖火 电厂位 于

红碱淖海子内流区
,

许多污染物都将直接或间接地进入红碱淖水域
, 矿区还计划利用红碱淖海子

的水源
。

初步估计
,

海子水量要减少 3
,

50 0万立方米以上
,

将严重影响神木县水产事业的发展
。

落后的开采方式和恶化了的生态环境
,

又污染了煤炭
。

由于采矿时不注意水土保持
,

弃土
、

废石
、

矿渣等任意堆放
,

林草植被破坏
,

沙土
、

灰渣等到处飞扬
,

污染了精煤
。

如神木县 1 9 8 5年

有 50 0多吨精煤因沙土等污染不能出口
,

损失达 5 万多元
。

(三 ) 矿区开发对土地资源的破坏及对附近地区的影晌

神木县矿区各种小型煤矿 70 多个
,

年产煤 30 多万吨
,

共 占耕地 4 9
.

2公顷
,

其中 水 地 2 6
.

6 公

顷
,

另外还 占林地约 7 公顷
;
将来煤田大量开采后

,

被占用的土地还会成倍增加
。

预计到 2 0 0 0年
,

露天开矿 占地 2
,

00 。公顷
,

工业场地
、

弃土废渣堆积区
、

福利区和职工家属住房用地等 53 4公顷
,

包

括公路
、

铁路和其他厂矿等占地约 1 , 3 30 多公顷
。

这些工程共占地约 3 , 8 60 多公顷
,

其中许多是平

地和好地
,

会直接影响该区农林牧业生产
。

矿区人口如再增加 10一 20 多万人
,

对于破坏植被
、

开

荒种地等在土地利用上的危害和影响将更大
。

矿区所在地
,

大多是黄土丘陵片沙区
,

如不注意水

土保持
,

水蚀
、

沙化与开矿修路等互相结合
,

会进一步加剧水土流失
。

神府煤 田的大规模开采
,

将吸收大量劳动力
,

除矿区劳动力外
,

还要吸收非矿区劳力
。

神木

和府谷两县劳力
,

将逐步向矿区集 中
,

变农业劳力为工矿劳力
。

加之
,

矿区及附近第三产业的兴

起
,

小城镇的建立
,

神府两县人 口势必要大量增加
,

城乡人 口结构以及矿区和非矿区的土地利用

结构要发生变化
。

为了供应矿区人民生活需要的蔬菜
、

水果
、

肉类
、

畜禽
、

奶蛋等副食和部分粮

食
、

木 料及矿柱等
,

必须更合理地进行治理和土地利用
,

广大的神府土地不能因矿区发展而破坏



和荒芜
,

而要为矿区生产服务
。

( 四 ) 矿区忽视水土保持
,

对矿区自身建设也会带来灾害

矿区忽视水土保持工作
,

造成新的大量水土流失
,

同时也给矿区的 自身建设带来危害
。

神府

煤田露天矿和平嗣斜井矿
,

大部分分布在沟道内
,

目前开采的废土
、

弃石和废渣乱堆乱放
,

堵塞

沟道
,

一遇洪水
,

被冲入河道
,

淹没矿井
,

给煤炭生产造成威胁
。

府谷县大昌汉乡煤矿的矿渣堆

积沟道
,

阻碍行洪
,

连年被洪水冲淹
,

两次冲走精煤 5 吨多
,

仅清淤就花费资金 1
.

8万 元 ; 神木

县 中鸡乡煤矿
,

矿渣倾入河道
,

挤占河床
,

自1 9 8 4年以来
,

洪水淹没矿井
,

仅清淤一项耗资上万

元 ;
神木县孙家岔乡柠条塔煤矿

,

河道建矿
,

没有防范措施
,

这几年屡遭洪水淹没
,

损失惨重
。

我们这次考察时
,

还看到活鸡兔
、

李家畔等露天煤矿
,

以活鸡兔沟为界
,

内蒙群众用砌石帮畔的

方法
,

把河水主流挤向南边陕西境内
; 陕西群众又用块石砌石墩保护河滩

,

加之两边都向河道堆

积弃土废石
,

沟道 已缩至 6 一 8 米
,

遇 到较大洪水
,

两岸露天煤矿都将被洪水吞没
,

势必给矿区

建设带来巨大的损失
。

目前一般乡镇煤矿
,

规模还不太大
,

损失资金已经很大
,

教训沉痛 ; 若以

后大规模开发
,

再不采取防范措施
,

一旦出现类似情况
,

损失将更加惨重惊人 ; 同时
,

也必然减

缓矿区的建设步伐
。

三
、

防治措施及办法

神府煤田的开发
,

在陕西省能源建设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

对振兴全省国民经济
,

开发山

区
,

举足轻重
。

但是
,

煤田的开发和伴随而来的大规模修路
、

建电站 以及其它基本建设破坏土地

资源所产生的大量土石废料
、

矿渣
、

尾沙
、

煤灰与废水
,

如不采取有效的防治办法
,

势必引起严

重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
,

给黄河治理和矿区自身的建设构成威胁
,

给经济建设带来损失
。

因此
,

在建设煤 田的同时
,

要把水土保持工作列入整个开发计划之内
,

使煤田的开发和水土保持

治理 同步进行
,

努力做到水土保持为煤田服务
,

煤田开发促进水土保持工作的发展
。

(一 ) 积极做好煤田开发区水土保持的综合治理

为 了减少煤田开发区水土流失危害
,

保证煤田建设的正常进行
,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
,

必须采取得力措施
,

加强整个开发区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实现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

的协调统一
,

为能源基地的发展作出贡献
。

根据开发区植被稀少
,

气候干燥
、

多风
、

降雨少
、

暴

雨多而集中
,

风蚀严重的特点
,

按照水土流失的规律
,

采取以小流域为单元
,

在综合治理和开发

利用规划的基础上
,

制定土地合理利用和工程
、

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
,

层层设防
,

节

节拦截
,

步步为营
,

有效地处理矿渣
、

煤灰
、

废弃土石等
,

控制坡面
、

沟道的水土流失和污水的

排泄
。

同时
,

要大力营造防风固沙林
、

农田防护林网和矿柱林
,

实行草灌乔结合的立 体 覆 盖 结

构
,

逐步变沙漠为绿洲
,

努力建设绿色宝库
,

创造美好生态环境
,

促进黑色宝库的建设
,

并为矿

井就近提供矿柱
。

鉴于矿区的流域在治理上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

可先在开采集中区
,

搞好小流域

综合治理试点工作
。

按照 已探明的储量
、

开采规模
、

开采方式
,

结合矿点所在地的地貌类型
、

土

壤侵蚀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矿区规划
,

选择试点小流域
,

开展试验和治理示 范
,

取 得 经验

后
,

指导面上的治理
。

(二 ) 结合水土保持治理
,

积极劝设裸田经济区

随着神府煤田的全面开发
,

矿区及附近人 口 的急剧增加
,

预计本世纪末 可 能 增 加 到 30 多

万人
。

这些人 口
,

必然会对食品结构的改善
,

对各种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
,

食品供需矛盾就会更

加突出
。

据此
,

一定要结合水土保持综合治理
,

进行土地合理利用
,

大力建 设果 林
、

蔬菜
、

畜



牧
、

水产生产基地
,

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和商品生产
,

更好地为矿区职工和人民生活服务
,

神府煤

田在地理上的一大优势
,

是地域辽阔
,

土地多而平缓
,

地下水位较高
,

可以充分利用 丰 富 的 水

源
,

引水拉沙造田
,

修库开渠
,

打坝修梯田
,

扩大水地面积
,

积极建设基本农田
。

在不放松粮食

生产的同时
,

大力发展蔬菜
、

果品等副食品
。

在平缓低洼地带
,

建设人工草地
,

改造天然牧场
,

发展畜牧业
,

以解决 日益增长的畜产品需要
;
要大力营造经济林

、

放牧林和用材林
,

以发展部分

食品
、

木材
、

编织等必需品 ; 利用海子
、

塘库水面发展渔业
。

通过全面治理
,

使这一地区农林牧

副渔全面发展
,

成为林草茂密
,

畜多菜足
,

生态协调
,

食品丰富多样
,

商品经济发达的 自给经济

区
。

在经济区规划建设中
,

要根据当地的地貌及土壤侵蚀程度
,

在进行土地分级评价的基础上
,

确定采煤与水土保持紧密结合和综合治理体系的土地利用最佳结构
,

使农业生产和煤 田开发协调

发展
,

保证水土资源多种功能
、

多种效益的高度发挥
。

(三 ) 多途径的综合治理和利用煤田开发所产生的固体排弃物

采煤
、

修路
、

电站等建设所产生的土石废料
、

矿渣
、

尾沙及粉煤灰
,

是产沙的新源地
。

若能

因地制宜地采取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
,

就可以防止或减轻水土流失的危害
,

也可以变废为宝
,

增

加财富
。

1
、

打坝储渣
,

拦淤造地
。

为保证采矿的生产安全
,

应在沟道内
,

按骨干工程的设计标准打

坝拦渣
,

尽量把矿渣弃土就地拦截
,

变废为宝
。

由于神府煤田开发区土壤多为砂质壤土或轻粉质

壤土
,

易于脱水固结
,

且沟道水源较为丰富
,

应大力推广水坠法筑坝
,

既节约投资
,

又能提高工

效
。 `

2
、

箍洞造田解决工业用地
。

在常流水沟道内修筑按洪水来量设计的排水洞
,

根据需用场地

面积大小和矿渣来源确定洞长
,

解决煤矿基建所用场地
,

尽量少占农地
。

神木县大贬 窑 国 营 煤

矿
,

在矿区所在沟道箍洞 3 55 米长
,

洞口断面高 4
.

3米
、

宽 3米
,

洞上铺放弃 渣 7 米 厚
,

约 9
.

9万

立方米
,

造地 1
.

4公顷
,

在上面修建厂房
,

储放精煤
,

既不征用土地
,

又减少水土流失 危 害
,

一

举两得
。

3
、

利用天然洼地
,

铺放弃渣
,

建设灌丛草原
。

神府煤田开发区的风沙草滩
,

天 然 洼 地 很

多
,

可 以充分利用这一地形
,

倒渣
、

整平
、

盖土
,

种植牧草
,

建立草库仑
。

弃渣上种植的牧草一

般要求耐酸碱
、

耐有毒元素
、

抗逆性强
、

根系发达
,

能提高土壤肥力等
。

根据神府两县区划
,

主

要 以种植狗尾草
、

百里香
、

首楷
、

草木择
、

沙打旺
、

柠条
、

胡枝子等灌丛和干草原牧草为宜
。

同

时还可积极引进一些适应性强的优 良牧草
,

丰富牧草种类
。

近年来
,

国家在长城沿线风沙区采用

飞机播种林草
,

恢复大地植被
,

取得好的经济效果
,

应积极应用这种方式
,

以加快草 原 建 设 步

伐
。

4
、

修建河道防洪堤
,

改造河畔低湿荒滩地
。

神府煤田开发前期多半属露天开采
,

而且多在

特牛川和乌兰木伦河两岸
,

应采取工程措施进行垦复
,

其办法是
,

按设计洪水标准
,

沿河道修筑防

洪堤岸
,

`

围护滩地
。

大堤的迎水面用浆砌石防护
,

背水面用开矿初期剥离的废土弃渣填膛加宽加

固
,

以后采用倒枕子的办法
,

分行开采逐行回填剥离物
,

填平后盖表土
,

保持合理的地面坡度
,

加以改造利用
。

5
、

坝路堤结合
,

消化筑路弃渣废土
。

神府煤田的铁路
、

公路建设
,

开挖路基尽量做到半挖

半填
,

挖填土方平衡
。

开挖的过剩固体弃物
,

除利用打坝填沟
、

筑堤回填造地或用作路基填料消

化利用外
,

一些地方采用路堤结合
、

路坝结合的经验可以借鉴
。

6
、

开展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

废渣弃土
,

弃之是害
,

用之是宝
,

应积极研究开拓废弃物综



合利用的途径
。

在矿区沟道工程建设中
,

可利用弃渣
、

废石
、

煤歼石
、

粉煤灰作建筑材料
,

修筑

石料灌浆坝
、

粉煤灰坝
、

土石混合坝
,

还可利用煤歼石生产水泥
,

利用电厂的粉煤灰烧砖
,

烧水

泥
,

做预制板
,

生产矿区建设所需的原材料
,

增加经济收入
。

四
、

对策及建议

(一 ) 把水土流失治理纳入煤田开发计划

神府煤田的开发及矿区公路
、

铁路
、

电厂
、

建材
、

化工等建设的兴起
,

正如前面所述
,

必将造

成严重的水土流失
,

从而引起矿区本身和附近地区的生态
、

资源和综合农业生产以及人民生活等

一系列 bJJ 题的连锁反应
。

因此
,

一定要把水土保持作为神府煤田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予以考

虑
,

决不可重复
“
先采矿

,

后治理
” 、 “

先亡羊
,

后补牢
”
的教训

。

为此
,

提出以下建议
:

1
、

把神府煤田 7 ,

89 0平方公里范围的治理列为国家特殊重点治理区
,

就象全国治理无 定 河

等 8 大片那样
,

按照上述治理规划所提出的投资意见
,

国家每年拿出 1 ,

15 7万元作为专项投 资
,

从现在起就要加强这个地区的水土保持工作
。

在治理时段安排上
, “ 七五 ”

期间先在精煤详查区

搞治理示范
,

取得经验 , 后十年开展全面治理
。

这是因为
: ( 1 ) 本地区属于水土流失极强度侵

蚀区
,

又是黄河粗泥沙的主要来源地
,

国内尚缺乏煤田开发区的水土流失防治经验 , ( 2 ) 煤田

的大面积开发
,

一方面造成大量新的水土流失
,

另一方面会使原有的治理面积减少
,

随着人 口大

增
,

食品供需矛盾更为突出
,

需要进行补偿
;

( 3 ) 神府是革命老区
,

但生活贫困
,

无力搞 自筹

投资治理
。

同时在煤田开发前期
,

煤炭建设部门底子薄
,

都急需国家给予特别投资
,

以加快水土

保持治理步伐
;
待五年后

,

煤炭部门生产能力有了大 的提高
,

经济效益得到发挥
,

矿 区本身也有

了一定的经济基础
,

可按矿区年排固体废弃物和废水量或按年产量提取适当资金
。

另外
,

地方和

群众的收入也会随着煤田的开发而增加
,

国家的专项投资就可相应减少
。

2
、

伸府煤 田基建部门在作整体开发计划时
,

一定要把水土保持作为基本建设计划的重要内

容
,

按照国务院颁发的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规定和陕西省人民政府 《关于在开荒
、

采矿
、

修路

等基本建设中做好水土保持工作的暂行规定 》 的要求
,

做出相应的治理规划和实施计划
,

纳入煤

炭建设预算之内
。

因矿区治理多以水土保持工程措施为主
,

在做规划时
,

用于煤矿开采中防治水

土流失的各项措施经费应高于每平方公里 3 一 4 万元的一般治理投资标准
。

(二 ) 尽快编制神府然 田经济区总休规划

由国家计委国土局主持
,

会同有关部 门
,

统筹编制神府矿区及其经济区的总体开发规划
。

神

府煤田开发不但需要铁路
、

公路
、

电厂
、

重化工的建设
,

以解决运输
、

动力
、

照 明
、

加 工 等 间

题
,

还要发展第三产业
,

教育事业
,

城镇建设和粮食
、

副食品供应基地等
。

同时
,

对引起的水土

资源的破坏
,

新的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

神府煤田及经 济 区 的 建

设
,

千头万绪
,

如果各行各业各行其是
,

势必带有盲目性
,

将造成很大矛盾和浪费
,

影响整个矿

区和经济区开发建设的进展
。

因此
,

必须由国家计委国土局主持
,

会同有关部门把神府矿区及其

经济区作为一个区域治理专项
,

编制一个以水土保持为主的国土整治的总体开发规划
,

经国务院

批准后
,

由有关部门协助贯彻执行
。

这样
,

就可以保证矿区的开发建设顺利进行
。

(三 ) 水土保持部门应今与煤 田开发盆体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审批和论证

《水土保持工作条例》 第十四条规定
: “

各部门在报批的工程规划设计和生产计划中
,

必须

包括防治水土流失的实施方案
。

实施方案在计划批准前征求水土保持工作部门的意见
,

批准后由

水土保持工作部门监督实施
。 ”

神府煤田处于全国剧烈侵蚀区
,

因此
,

矿区总体规划方案应事先



征求水土保持部门的意见
,

审查和论证时
,

应请水土保持部门参加审定和审批工作
,

签字盖章
,

才能生效
。

露天矿的排土场设计与土地垦复技术方案
,

也应由水土保持部门人员参加共同研究
。

这样做的好处
,

既可使矿区开采及时防治水土流失
,

避免发生灾害性事故
,

又能解决好矿区水土

资源的合理利用
,

增加生产和生态综合效益
。

(四 ) 建立健全地县和矿区管理部门的水土保持机构
1

、

煤 田开 发 涉及到水土保持
、

环境保护和农林水等部门
,

很有必要成立一个实体
,

解决

伺题的执法权威组织

—
水土保持委员会

。

榆林地区和神木
、

府谷两县应尽快恢复水土保持委员

会
,

由主管农业的专员
、

县长负责
,

计委
、

经委
、

财政
、

司法
、

农牧
、

林 业
、

水 利
、

水保
、

交

通
、

煤炭等部门参加
,

以协调解决煤田开发中出现的新间题
。

2
、

加强充实神木
、

府谷两县的水土保持站 (队 )
。

府谷县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但还未设立

水土保持站
,

县水利水土保持局今后应以水土保持工作为主
,

尽快恢复水土保持站 ( 队 )
,

编制

30 人
。

神木县总土地面积
、

水土流失量和煤田开发量都居全省之首
,

水土保持队现有 38 人
,

要逐

步充实加强
,

扩大编制到 50 人为宜
。

3
、

借鉴国外的经验
,

煤 田开发部门在筹建时就要设立水土保持专门机构
,

配备专业人员
,

受矿区和当地水土保持部门的双重领导
。

其任务是根据有关法规做好煤田开发前和开发期间的水

土保持治理计划和具体实施
; 同时

,

督促矿区管理部门严格执行水土保持法令
、

条例
、

规范等
。

(五 ) 加强煤田开发中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神府煤田开采中
,

在水土保持上 出现的问题很多
,

国内尚缺少成熟的解决办法
,

必须从现在

起就着手矿区的水土保持科学研究工作
,

为神府矿区以及其它矿区大开发时提供 防治水土流失的

科学依据和经验
。

1
、

在科学研究体系上
,

建议由省科委牵头
,

组织省级有关业务部门协作攻关
。

除此
,

榆林

地区水土保持研究所应把工作重点放在神府矿区开发中的水土保持科研工作上面
,

联合神府两县

的水土保持及煤炭部门共同建立好试验基地
,

选定研究项目
。

2
、

在研究内容上
,

紧密围绕煤田开发中出现的新问题
,

选定研究课题
。

如不 同煤矿不同开

采方式及公路
、

铁路建设中矿渣弃土废石的堆放布局及回填更新和流失量的相关关系
,

沿沟顺河

弃渣处理与尾砂坝和顺河堤等工程措施的设计标准及其效果
,

采煤的防洪技术措施
,

矿渣歼石的

综合利用途径及工艺
,

矿区开采时的土地利用及造林种草防止水蚀
、

风蚀的研究
,

矿区适生树草

种及其栽培技术的研究
,

以及应用先进手段和新技术对矿区开发造成的大量水土流失进行监测和

预报等等
。

为矿区服务的科学研究项 目费用
,

应 由煤炭部门承担
。

3
、

在研究方法上
,

一是进行技术咨询
,

协助矿区做好废渣弃土的处理规划和实施工作
;
二

是定位观测
,

有目的地选择一些有代表性的小区和小流域进行单项和综合试验
,

提出科学的
、

可行

的防治技术和办法
。

(六 ) 珍惜煤炭资源
,

进行合理开发

神木府谷两县乡镇企业矿
、

联户矿和地方国营矿
,

年产煤近 1 00 万吨
,

这为国家创外 汇
,

增

加地方财政和群众收入起了积极作用
。

但是在我们考察过程中
,

发现这些煤矿在开采中单纯为了

营利
,

不注意保护珍贵的煤炭资源
,

加之方法落后
,

浪费严重
,

回采率低
,

资源破坏惊人
。

据对

了个露天矿
、

5个平嗣矿的初步调查
,

露天矿回采率约 50 一 70 %
,

平嗣矿仅 20 一40 %
。

如活鸡兔

露天矿开采后
,

又转而在 12 米厚的煤层断面上开平铜
,

煤中掏煤 ; 大贬窑平嗣矿可采煤层 3
.

5米
,

实际只采中间 1
.

7米
,

嗣内留 6 米见方的煤炭支柱
,

掏的少
,

撂的多
。

这种
“
富了和尚穷 了 庙

”



的作法
,

对整个煤炭资源下一步的合理开发利用是一个很大的破坏
。

建议煤炭部门做到
:

一要对矿区开发进行统一规划
,

统一管理
,

对其它部门和地方
、

乡镇矿及群众联户矿
,

要加

强技术指导和管理
,

提出可行性的办法
,

严禁掠夺式的开采 ,

二要制定出小煤窑条例
,

以法开矿
,

保护资源
;

三要给小煤窑一些资助
,

或贷款购置简易的机械设备
,

以提高回采率和工效
;

四要建设一批大型骨干矿
,

以带动地方乡镇矿和联户矿的发展
,

逐步做到以国家统一开采为

主
,

大中型为主
,

国家
、

地方
、

乡镇开采结合
,

大中小矿结合
,

以调动各方面积极性
,

加快矿区

建设速度
,

保护煤炭资源
,

尽快增加国家
、

地方和群众的收入
。

(本文由郭志 贤
、

石 丁
、

刘德久
、

吴锦国同
,

志执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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