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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木露天煤田的人为水土流失

和垦复方案

郭建斌 赵文智

`西北林学院水土保持系 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 )

提 要

本文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

分析了神木县煤田开采与水土流失的关系 , 阐述了煤田开采

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和其它灾害的机理 ; 同时借鉴国外先进垦复经验
,

提出了陕北神木煤田 开

发中觅待解决的土地垦复技术措施和一些合理化建议
,

供有关部门参考
。

神木煤田是我国未来优质动力煤和出口煤的重要基地
,

也是我国本世纪末到下世 纪 初 能 源

重点开发地区之一
。

如何合理开发这块
“

黑色宝库
” ,

保护该区的生态环境
,

防治新的水土流失

和土地沙化
,

使该区的社会经济与 自然环境协调发展
,

是关系到该区地方经济振兴 的大 事
。

因

此
,

开发煤田必须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

已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
。

但如何做好矿区 的水 土 保

持工作
,

节约土地资源
,

恢复绿色植物
,

这在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 (仅南方个别金 属 矿 作 过土

地垦复设计 )
。

我们在实地调查研究的基础上
,

选择 了神木煤田中有代 表性的二个露天 矿
,

提出

了当地植被复原的初步方案
,

以便更好地为能源基地服务
。

一
、

神木煤田 区的自然概况及水土流失现状

(一 ) 自然概况
。

神木煤 田是整个神府煤田 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位于神木县北部
,

其地质

构造属鄂尔多斯地台向斜的东南部
,

系侏罗纪煤 田
,

面积达 5 , 0 00 平方公里
,

储量 50 。亿吨
。

该开发区处陕西北部毛乌素沙漠东南缘
,

属半干早大陆性季风气候
,

年平均 气 温 8
.

5 ℃
。

冬

春干早
,

风大沙多
,

平均风速 2 一 3 米 /秒
;
夏秋多雨

,

雨暴流急
,

年平均降水量 4 4 0
.

8毫米
。

本

区水资源较为丰富
,

水域面积达 54 2
.

9平方公里
,

约 10 亿立方米
,

流径本 区的河流有窟野河 上 游

的悖牛川和乌兰木伦河
,

地下水总储量 1 2 0
.

5亿立方米
,

每年可开采量为 1
.

6亿立方米
。

神木地处

森林草原与干草原的过渡地带
,

基本土类有风沙土
、

栗钙土
、

黑坊土
、

黄土性土壤等
。

地带性植

被较少
,

主要是以油篙为主的半灌木群落
,

沙生植被 占主要地位
。

(二 ) 水 土流失现状
。

本 区地处黄河 中游
,

属风沙草滩区和盖沙黄土区
,

为全国水土流失重

点地区
。

降雨集中
,

多暴雨
,

加之土质疏松
,

水土流失极为严重
。

土壤侵蚀模数为每年每平方公

里 1
.

5一 3
.

0万吨
。

据温家川水文站资料
,

流经境内的窟野河流域
,

多年平均流量 2 3
.

0 9立方米 /秒
,

年径流总量 7
.

28 亿立方米
,

年输沙量 1
.

33 亿吨
,

几黄河下游粗泥沙的主要来源之一
。

据神木县统

计
,

窟野河两岸每年因洪水袭击
,

平均损失 33
.

3公顷水地
。

大柳塔地处神木县北部
,

为交通要道
,

也是煤 田第一期精采 区的中心
。

大柳塔以北属风沙滩



地
,

其流动沙地仅占15 %
,

固定
、

半固定沙地占60 % 以上
。

大柳塔林场在该区共营造了 1万公顷

沙柳
、

花棒和小叶杨人工林
,

使地表覆盖度达 60 % 以上
。

在该区内的大柳塔
、

石屹台等煤矿
,

周

围植被生长繁茂
,

在无人为千扰破坏的情况下
,

自然更新状况良好
,

已起到一定的防 风 固 沙 作

用
。

大柳塔以南的矿区 (如活鸡兔煤矿
、

柠条塔煤矿等 )
,

处于盖沙黄土丘陵沟壑 区和黄土丘陇

区
,

植彼覆盖度较小
,

开矿前水土流失 比较严重
,

开矿后 由于未采取治理措施
,

加剧和产生了新

的水土流失
。

二
、

煤田开采产生新的水土流失和其它灾害

神木煤田储量之大
,

煤质之优
,

开采之易
,

为当今世界罕见
。

煤层埋藏浅
,

有的甚至裸露出

地表
,

适宜于大规模的露天开采
。

这样对地面土壤和植被的破坏就会较一般矿井大
,

加之伴随修

路
、

建电厂等必然会造成植被 的大面积破坏
,

加剧水土流失和农业土壤风蚀
,

影响农作物的灌溉

和生产
,

给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带来危害
。

(一 ) 煤 田开发造成严里 的水土流失

1
、

开矿产生新的水土流失
。

目前开采的煤矿大多都在河床
、

沟道露天开采
,

弃土
、

弃石
、

废渣

乱堆乱放
,

随洪水冲入沟道和河流
,

其结果给当地和下游造成灾难
,

使河道排洪 能 力 减 低
,

下

游河床淤积
。

随着采矿量的 日益增加
,

如果不采取切实可行的防治措施
,

所造成的后 果难 以 沾

量
。

位于窟野河上游的乌兰木伦河岸边的活鸡兔露天矿
,

地处陕西
、

内蒙交界
。

该河以南为陕酉
神木县

,

以北为内蒙伊金霍洛旗 (有伊盟煤矿 )
,

因缺少统一规划
,

两家争先开采
,

互不相让
,

都向河中逼近
,

使得成百米以上的河床仅剩下十几米宽
。

下表是该区内几个露天矿的特征值
,

从

此可看出其剥采量的大小
。

矿井名称
面 积

(平方公里 )

可采储量

(万吨 )

生产能力

(万吨 /年 )

剥采比

(立方米 /吨 )

年剥采五l

(万立方久冲

3
,

7 4 5一 7
,
4 9 0

6
,

5 7 6一 1 2 ,
3 3 0

ù
日U6口9自eóJ任O

Jó

…
石屹台

活鸡兔

柠条塔

1
。

1 3

2 5
。

0 3

4 3
。

1 3

3 5
,

2 8 9

5 4
,

3 0 1

5 0 0一 1
,

0 0 0

8 0 0一 1
,

5 0 0

开矿后如不及时治理
,

石屹台
、

活鸡兔两矿区的废渣
、

弃石就顺洪水冲入乌兰木伦河
,

柠条

塔矿弃土废渣冲入考考乌素沟
,

最后均通过窟野河进入黄河
。

按照矿区总体规划设计任务书上的

数据推算
,

到 2 0 1 0年
,

每年移动弃土废石和矿渣为 4
.

4一 5
.

5亿吨
,

其中约流失 8
,

8 00 万吨到 1
.

1亿

吨
。

这些都会增加窟野河输沙鱿
,

破坏水力资源
。

2
、

修路和建电厂等签本建设造成的水土流失
。

煤矿的开采势必要伴随 着 修 路
、

电 力
、

建

材
、

冶金
、

化工等基本建设和第三产业及居民点的建设
,

这也将产生大量的 弃 土
、

废 石
、

矿 法

等
。

按照矿区总体规划所设计的公路和铁路
,

每年约有25 0多万吨废土
、

废石和垃圾流失
。

3
、

污染环境
,

破坏生态平衡
。

开矿所排除的废弃物
,

对 自然环境造成严重污染
。

矿渣长期
·

与雨水和空气接触
,

经过风蚀风化和渗流
,

污染了水质 ; 废矿物自燃放 出二氧化硫和 硫 化三氢烟

雾
,

煤研石中含的硫化物散发有毒气体
,

污染大气
。

这些都会造成 自然生态环境污染和破坏
。

(二 ) 对土地资源和植被的破坏
,

加剧 了风蚀的影响

1
、

干早和半干早地区进行煤碳的开发与交通运输网的兴建
,

区域性环境将遭受严重破坏
,



势必 j’I 起土地沙漠化问题
。

对土地资源和植被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

其一是开矿占用农地

和也
,

目前仅开挖煤矿井 口
,

:

占地达 1 10 多公顷
,

且有不断增多的趋势
。

根据统计推 算
,

到 2。。。

年
,

露天开矿
,

修路及居民点建设
,

共 占地约 3 ,

8 60 多公顷
,

直接影响矿区农林牧业生 产 ; 其 二

是 日益增多的矿区人 口
,

在开荒种地等土地利用上的危害和影响
,

将产生风蚀和沙漠化 ; 其三是

矿井修建
、

架桥和修路过程中
,

施工 队伍对地面植被的践 告破坏
,

形成风蚀破 口
,

使风蚀加剧
。

2
、

风蚀不仅能使环境污染
,

而且是土地退化的形式之一
。

开矿后 由 于 大 量 矿 渣 露天 堆

积
,

干燥分化的细碎矿物颗粒风蚀严重
,

每遇大风
,

矿物尘灰吹上天空
,

吹往农田
,

一些有害矿物

造成作物低产
,

同时
,

吹入市镇和居民区
,

对人们的身心健康带来危害
。

风蚀危害的特点是季节

性
、

方向性和区域性
。

据神木县多年气象资料分析
,

在神木矿区
,

风蚀程度随季节变化表现为
:

春季 > 冬季 > 秋季 > 夏季
,

季节性特别明显
。

风沙危害的方向
,

取决于当地起沙风向
,

神木县气

象资料表明
,

神木煤田开发区的风沙危害方向是西北
。

区域性危害指的是沙物质来源
,

地丧物质

不 同
,

风蚀程度不 同
。

神木煤田北部沙物质比南部更加丰富
,

因此北部比南部风蚀程度大
。

我们

在风蚀严重季节 (1 吮 7年 4 月 5 日至 5 月 25 日)
,

对神木煤田进行了调查观测
,

北部石屹台煤矿

风沙危害远远大于南部柠条塔煤矿
。

在干早和半干旱地区
,

风蚀是造成沙 t莫化的主要原因
;
风蚀

使得土壤质地化沙
,

肥力 降低
。

3
、

神木煤田区属于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
。

据我们调查
,

佳县瓷窑湾煤矿是在大 柳 塔 林 场

的造林地上建矿的
,

占有林地 4 2
.

7公 顷
,

其中沙柳人工林 2 3
.

3公顷
,

花棒人工林 (采种区 ) 15
.

3

公顷
,

小叶杨纯林 4 公顷多
,

覆盖率均在 60 %以上
。

建矿一年还未投入正式生产
,

而其上植被已

破坏殆尽
。

铁路所经过乌兰木伦河沿岸一段
,

原来固定的沙地上的植被被砍光
,

加之移动土方
,

施工后又没有及时治理
,

原来固定的沙地逐渐活化
。

下面是毛乌素沙地不 同类型地表粗糙度
、

风沙流特征值和输沙量统计表

沙地类型 粗糙度 }风沙流特征值

4月 1 4日一 6月 2 2日

风蚀量

(厘米 ) 起起沙风速 V (米 /秒 )))

多年生植被
夜盖度

流动沙地

半固定沙地

0
。

0 0 5

1
。

4 8 8

2
。

6 6 6

次呈瑞
。

< 、

次呈狱
: 1 5一

%35

固定沙地
Q

= 0
.

0 2

V = 2
.

4 5
> 3 5 %

植被的破坏导致固定沙丘
一

半固定沙丘
一

流动沙丘的转化
,

从而使地表粗糙度降低
,

地

面风蚀加剧
,

输沙量增大
,

引起表土的流失
。

从以上调查分析
,

如果在开发地下资源的过程中
,

破坏地表植被
,

导致水蚀
、

风 蚀加剧
,

必

然会引起目前脆弱的生态系统失调
,

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加剧
,

将引起水资源的短缺
,

不仅地面

效益降低
,

同时将对地下资源的开发形成反馈
。

另外
,

强烈的风蚀和沙埋
,

对铁路和公路的正常

运输也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

沙土埋压采煤沟
、

水沟和房屋等
,

也会影响采煤进度
。

因此
,

进行矿

区水土保持
,

不仅是保护该区环境的需要 、 也是矿区 自身建设的需要
。

三
、

防治矿区水土流失的措施及办法

为了减少煤田 开发区水土流失的危害
,

保证煤田建设的正常进行
,

必须重视环境保护和植被

4 1



恢复
。

从当地的自然特征和这几十年治理水土流失
,

种草种树的实践中可以看出
,

在该地区搞好
水土保持

,

恢复植被是有可能的
,

只要措施得当
,

一定会取得显著的效果
。

(一 ) 矿区的土地整治
。

自然资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

土地资源由于采矿引起的严

重破坏
,

逐渐引起开采矿藏国家的重视
。

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
,

西德对露天开采褐煤区进行土地

垦复
,

绿化造林
,

为矿区现代化土地整治和建立 良好的人工生态环境
,

创造了典型的例子
,

垦复

率达 70 % , 美国垦复率达 68 % ; 苏联垦复率为 20 %
。

还有加拿大
、

澳大利亚等国在」: 地垦复方而

也作了大量的工作
,

而我国尚处于初始阶段
。

从六十年代开始主要有湖南常德金刚石矿
、

)“ 东液

坂潭锡矿和山东掖县镁矿等十几个矿山
,

对采矿破坏的土地进行了垦复和再利用
,

垦复率为 5 5一

80 %
。

我国矿产资源丰富
,
已探明的矿产达 10 0多种

。

据统计
,

全国 目前有各类主要游天矿 1 ,
5 07

书 而进行矿山垦复工作的还不到 10 %
。

因此
,

目前在我国大力开展矿山土地垦复二L作 已是当务

之急
,

尽快使人为破坏的土地得到恢复和重新利用
,

节约和保护土地资源
,

维持生态平衡
。

1
、

垦复技术
。

所谓垦复
,

是指把采矿破坏的土地恢复过来
,

供其它国民经济部门使川
。

垦

复的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向主要是根据采矿的地质条件
,

并全面考虑经济
、

地理等因索和 当地发展

远景后确定
。

根据用途
,

垦复可分为农业垦复
、

林业垦复
、

自然保护垦复
、

水利资源垦复和共它利川垦复

等
。

2
、

人工建造土地 (垦复方法 )
。

垦复方法一般有两种
:

机械垦复法
,

也称干法造地
。

就是先用大型叶轮挖掘机剥离顶层的表土
,

堆积在 ;后要
.

毕复的

地段附近
。

采完煤后
,

将废矿石用较大的推土机回填到挖空能矿坑中
,

并推平
、

压实
,

再在废石

场表面覆盖土壤
,

填平
、

压实
,

然后种植牧草或植树造林
。

浓缩黄泥浆复垦法
,

也称湿法造地
。

就是在煤矿开采区
,

先用废研石充填平 轶 后
,

再 川 松

散的黄土筑成大约 2 米的小堤
,

把复垦区划分成若干个小块
,

然后将黄土和水用 1 : l的 比 例棍合

成浓缩的黄泥浆
,

用泥浆泵通过管进分儿次灌入
。

这个过程重复进行
,

直到黄土厚度有 1
.

5一 2
.

0

米为止
。

用此方法比机械垦复快而经济
,

所造农田孔隙性好
,

有利于植物生长
,

大范 !=il 哄复川这

种方法更适合
。

(二 ) 垦复后土地的综合利用
。

露天矿开采覆平的」: 地
,

以及利用地形填平废歼石后
,

一

l耳袱

土的土地
,

都要给以生物措施的治理
,

并加以利用
。

但我们应该首先考虑使用一些耐盐碱
、

耐疥

薄
,

抗逆性强
,

且对土壤有一定改良作用的
,

并且有一定经济价位的牧草作为先锋草种
,

如草木

杯
、

紫花首荷
、

沙打旺等
。

为 一减轻复原后土地的风蚀
,

确保生物措施的治理成功
,

还应辅设其

它一些生物措施或水土保持工程措施
,

如草地周围营造乔灌结合的网框防护林等
。

神木煤田 目前还役有人拿出比较成熟的完整的植被恢复方案
。

下面我们结合矿点所 在 地 l为

地貌类型
、

立地条件
、

土壤侵蚀程度和社会经济状况以及矿区规划
,

选择 了二个拼天矿 (一个小

型矿和一个大型矿 )
,

提出其植被复原的初步方案
,

可在这二个矿区进行治理试验
,

等取得经验

后再推 ]
’ `

应 )IJ
。

渴望这一治理方案能为神木煤田 的矿区土地垦复和植被复原起一点指沙作用
。

1
、

石吃台矿区土地垦复和植被复原方案
。

石屹台煤矿位于整个神木煤田的址北部
,

足个小

型鲜天矿
,

井田面积 1
.

13 平方公里
,

靠乌兰木伦河岸边开采
。

由于其开采面积较小
, ;
坎河功 J机械

垦复法
,

然后 进行农业垦复
,

种植牧草
。

该地区风沙危害严重
,

营造防风固沙林较适宜
,

所 以
,

农业垦复后还要进行林业垦复
。

这样有利于土地恢复
,

植被形成快
,

又能减轻风蚀危言
。

( 1) 农业垦复中草种的选择 和播种
。

风沙滩地的条件适宜种植牧草
,

可 以建设草库仑
。

鉴

于风沙土有机质含虽少
,

肥力差
,

我们首先播种紫花首落和草木柳
,

因为首楷的根系可深入到灰



造的土壤中去
,

有利于土壤改良
,

且利于稳定表土层
,

避免降雨冲击
。

播种方式采用条播
。

采矿

区土地播种量较一般地区大
,

条播每公顷播种 10 一 45 公斤
。

播种时间
,

一般秋季较好
。

首楷和草木挥可以单播
,

可以混播
,

也可 以块状混交
,

块的大小一般为 0
.

1一。
.

2公顷
,

也可

带状混交
,

行距 0
.

3米
,

带宽 6 行
。

( 2 ) 林业垦复中灌木种类的选择和栽植
。

在该区
,

我们选择沙柳和花棒营造 防风 固沙林
。

种有首猎和草木挥的草地经过 2 一 4 年
,

在其行间或将其全部翻耕后栽植沙柳和花棒
,

可以营造

沙柳纯林和花棒纯林
。

沙柳造林
,

因种条来源广
,

生根及萌芽力强
,

故采用扦插造林
,

一般春季为宜
。

营造沙柳防

风固沙林还有一定的经济价值
,

编织和出口柳编
,

可 以建立柳编基地
。

花棒造林
,

以春季为主
,

选用植苗造林
。

2
、

柠条塔矿 区土地垦复
,

植被复原方案
。

柠条塔矿处于煤田的南部
,

是目前所开采煤矿中

最大的一个露天矿
,

井田面积达 43
.

13 平方公里
,

位于考考乌素沟中部
,

沿沟道开采
。

由 于 这里

开采面积很大
,

再加之该矿所在地地形属于盖沙黄土丘陵沟壑区和黄土丘陵区
,

因此开采区选用

浓缩黄泥浆垦复法比较合适
,

既快又经济
。

( 1) 林业垦复前的准备工作
。

该地地形以梁赤沟坡为主
,

暴雨多是 造成水土流失的主要原

因
,

水土流失严重
,

且以沟蚀为主
。

采矿区垦复后
,

为了稳定土壤
,

预防风蚀和水蚀
,

首先要采

取必要的植物保护措施
,

形成
“

短
、

平
、

快
”
的植被覆盖层

。

因此
,

待浓缩黄泥浆垦复完
,

土地

表层干燥后
,

马上进行翻耕
,

然后撒播紫花首猎或草木梅 (或白三叶草 ) 等绿肥牧草
, 3一 5 年

后再准备进行林业垦复
,

这样既保护并培育了土壤
,

又为提高林业垦复的经济效果打下基础
。

( 2 ) 植树造林
,

建立多功能的生态群落
。

在垦复后的林业基地上
,

选一定范国 (比如 20 公

顷或 30 公顷 ) 的地块
,

四周营造防护林带
,

起水土保持和 防风固沙效能
,

中心可营造大面积的人

工纯林或块状混交林
,

作为矿柱林基地
,

为采矿提供所需木材
。

水土保持林和 防风固沙林以灌木为主
,

选择树种为柠条
、

紫穗槐
。

中心的矿柱林 目前可选用

的乔木树种有杨树 (主要是小叶杨和合作杨为主 )
、

刺槐
、

早柳
、

榆树等
。

(三 ) 垦复中的其它水土保持治理措施
。

已恢复生产能力的矿区土地
,

址重要的任务就是 防

止侵蚀
。

按照水土流失规律
,

为确保矿区土地的综合开发和改造利用
,

必须制定土地合理利用以

及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方案
,

仅有生物措施是不够的
,

还得有一定的工程措施

配合保障
。

1
、

采取防侵蚀的工程措施
。

除了前面所述的防洪堤
、

机械垦复造地
、

打坝储渣
、

拦淤造地

等以外
,

在垦复区还应修筑一些排水 沟
、

排水渠
,

在戮面地上修筑防水堤等
,

垦复区新的排水路

线的坡度
、

横断面
,

必须满足在不遭受冲刷损害的情况下排走预期水量
,

各条水道的输水能力必

须与汇水而积内的水量成止比
,

以保证垦复地的合理利用
。

2
、

加强矿区环境保护
,

建立多功能的防护林体系
。

采矿排出的废弃物对环境造成污染
,

特

别是有毒气体
。

因此在矿区周围要营造那些既能关化环境
,

又对污染物抗性强的树 种
,

如 合 作

杨
、

榆树
、

槐树
、

紫穗槐
、

海红子
、

文冠果等
,

构成环境保护林和影i乏林
。

同时还要营造护牧林

及农田 防护林
,

在公路和河道沿线两侧除增设工程保护措施外
,

还要背造护路林
、

护岸林
,

使煤

田 的开发与其它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

交通运输
、

牧场恢复相协调
。

3
、

结合水土保持
,

发展多种经营
。

神木煤 田地势平缓
,

地下水位较高
,

可充分 利 JIJ 丰 富

的水源
,

弓}水拉沙造地
,

修库开渠
,

扩大水地面积
,

积极建设基本农田
。

同时要结合水土保持综

合治理
,

合理安排土地
,

大力建设果林
、

蔬菜生产琴地
,

发挥当地畜牧
、

水产优势
,

积极发展多



种经分和商品生产
,

以满足随着矿区开采而 日益增多任煤矿职」二和人民生活的需要
,

卜动时也可减

少人为的新的水土流失
。

四
、

几点建议

(一 ) 矿区水土保待和植被复原工作
,

应纳入采矿的统` 规划中
。

煤田的大规模开采
,

必然会

带补一系列环境问越
,

势必会影响到该 区燕
…

生态资掠
,

综合农业及社会经济等一系列连锁反应 ;

再加之神水煤田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

是我因
“
王北 ” 的心腹

,

又是黄河
`卜游治理灼战略要

她
。

!月此必须边开矿
,

边治理
,

即煤 田开发与矿 区土地从复同步进行
。

为此
,

领导重视
、

全 ,ll’il 规

划
、

落实措施足先决条件
,

建议该区域成立由煤矿
、

农
、

林
、

牧
、

水保等部门专家组成的矿区综

介治理监仔委员会
,

对矿区 渝土地垦复
、

环境保护等治理工作进行监督 ; 建议把神木煤 111 的水土

探持列为囚家重
J

伙治理区
,

在经费上给予文持
,

加速窟野河
、

秃尾河
、

孤山川流域的综合治理规

划工作
。

建矿
、

价络
、

注 电 J
一`

等施止
一

乍位
,

必须在施工时尽几摘污小破坏半径
,

并在工程竣工时
,

对工作

开挖商
、

堆积物进行 l几程措拖治理
,

随后 的生物措施治理应由国家和地方拿出专款进行汀穿理
。

加强矿柱林建设
。

经验证明
,

开采 1 , 0 00 吨煤
,

约需 20 立方米木材
。

因此开采煤碳资抓
,

将促

使矿 区林场大力价造矿柱林
,

加快了林业发展
,

也增加了林场收入
,

煤矿也可 自成体系
,

建立矿

柱林林场
。

神水地方经济比较落后
,

各建矿单位的经费比较困难
,

因比土地垦复得不到保证
,

建议川家

在建矿初期给予达当的贷款和补助
,

等建矿单位经济好转后再责令 J汀 I筹资金进行治理
。

(二 ) 必须加强矿区水土保持和土地垦复技术的研究工作并推广应用
。

煤田的开发会出现许

多新
: ;打水」:流失问题

,

矿 区土地垦复和综合治理的研究在我们国内尚处于初始阶段
,

因此
,

结合神

木煤田 的开采
,

应着手加强垦复技术和适合矿区水土保持措施的研究
。

同时
,

学习和借鉴 11魂外的

先进垦复经验
,

为矿 区开发
,

防治水 : !: 流失和 吸复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
。

在科学研究的体系上
,

应该充分发挥地方技术力址
,

榆林地区水土保持研究所
,

榆林地区治

沙所应
一

`歹煤尖部门共同建立好矿区水土流失综合治理试验琴地
,

在研究项 目上应力求实际
,

解决

矿区水土保持
一

,彩是复
`
川 11现的新问题

。

如砌护堤坝等二I二程措施的标准设计
,

矿区开采土地的利用

及从 复地土乔灌草种类的选抒和栽培找术
,

等等
。

矿 区林场应与 i’J’ 关部门签订协议
,

负贵批被恢复

的技术指导
,

或承包」: 地垦复中的生物措施治理的实施
。

(三 ) 实行
“

依法开矿
,

以法防治水土流失
” 。

进一步贯彻执行
“

水上保持 工 作 条 例
” 、

“
环境保护法

” 和陕西省人民政府颁布的
“

关于制止开荒和在采矿
、

筑路等墓本建设
,
!

:
做好水土

保持二L作的暂行规定
”
等

,

加强法制观念的宣传教育
,

贯彻
“

防治并重
,

治管结合
,

谁治理准受

益
,

谁破坏谁治理
”
的 5J/强业

,

应须布
“

采矿法
” ,

制定
“

矿月J土地丛复法
” 。

矿区竹理部门应对

那些造成水土流失不予治理的单位和部门
,

责令其缴纳水土流失危害补偿费
。

另外
,

华能待煤公

司在 出口煤炭中
,

对生产单位 (煤矿 ) 每吨煤应扣押一定押金
,

以经济手段来督促矿 区 自身 治

理
。

竺

(本文承蒙李广毅副教授审 l’q 修改 ;
在调查过程 中

,

西安市林业工作站高存劳同
,

志参加 尔分

工作
,

谨此一并致谢 ! )



参 考 文 献

〔 1〕 刘利年
: “
国外矿区复垦与水土保持

” , 《水土保持通讯》 , 1 9￡5年第 6 期
。

〔 2 〕 杨根生
、

刘阳宣
、

史培军
: “

黄土高原地 区长城沿线及 以北风沙区交通能源开发中的沙漠化 问题及

其对策
” , 1 9 5 6年 s 月

。

〔 3 〕 神府煤田水土保持考篆组
: “

神府煤田潜在危害
,

综合治理刻不容 缓
” ,

《水 土 保 持 通 报 》
,

2 9 5 6年第 5 期
。

〔 4 〕 队西省水 土杯翁局
、

中国科等院西北水土保持研究所
: 《水土保持林草措施 》 ,

农业出版社
,

19 79年
。

〔 5 〕 吴绍宽
、

王恩润译 自8 0 11 W
a t e r A i r S e i e n e e s P r o g r a m s (关 )

: “
人为破 坏 土 J也的重新利

用与地力恢复
” ,

《水土保持科技情报》 , 1 9 8 3年
。

〔 6 〕 吴发起译 自 《水土保持杂志》 (美 )
: “

风蚀对土坟质地和有机质的影响
” ,

《中 l
t
J水

.

1: 保 持》

1 9 8 7年第 6 期
。

A P r i m a r y a P P r o a e h t o t h e r e la t i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m i n e

o f e o a l f i e ld a n d 5 0 11 10 5 5 a s w e l l a s t h e w a y t o

e o n t r o l i n S h e n m u C o u n t y

G u o J 艺a n b艺几

( D e P a ; t o e : t o f 5 0 艺1 a n d 二 a t e ,
C o : 。 e , : a t i 。 。 ,

万。 , t乙二 e s t e , n C o l l e g e o
f F o , e s t , y )

Z h a o W e n 之 h乞

( L a 7̀ z h o o I n s t i t o t e o f D e s e , t
,

A e a d e饥 i a s 云n 艺e a
)

Ab s t r a e t

O n 七h e b a s i s o f f i e l d i n v e s t i g a t i o n ,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t h e m i n 。

o f e o a l f i e l d a n d 0 0 11 10 0 8 w a s a r a l y s e d
,

t h e m e e h a n i s m o f n e w 5 0 11 10 5 5

a n d o 七h e r e a l a m i七i e s e a u s e d b y t h e m i n e o f e o a l f i e l d w a s d e s e r i b e d
。

M e a n w h i l e , u s i n g t h e a d v a n e e d e x p e r i e n e e o f o 七h e r e o u n七r i e s f o r r e f e -

r e e n e e s ,

七e e h n i e a l m e a s u r e s 七h a t s h o u l d b e S o l v e d u r g n t l y i n l a n d r e e l a -

m i n g a n d r e s七o r i n g a n d s o m e r a 七i o n a l P r o P o s a l s l o r t h e m ; n e o f e o a l f i e l d

i n S h e n m u C o u n t y o f N o r t h s h a a n x i a r e g i v e n
。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