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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泉矿区综合治理措施与效益研究

林明添 1 , 刘朝太 2 , 翁成炽 3 , 杨生健 1 , 吴祖舜 1 , 肖秀杰 1

( 1.大田县水土保持办公室 , 福建 大田 366100; 2.三明市水土保持监督站 365000; 3.汤泉铁矿 ,福建 大田 366100)

摘　要: 根据汤泉矿区水土流失特点和对下游造成的危害 ,采取综合治理措施 ,投资 1. 23× 106元 ,规划实施拦

土坝、防洪沟、尾矿库、矿山排水系统以及矿山植被恢复工程。通过治理 ,不仅有效地控制了矿山水土流失 ,而且

矿山采场、汤泉河等生态环境逐步得到恢复和改善 ,同时也促进了全县矿山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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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aking measures of comprehensiv e administ ration, 1 230 000 yuan has been investment. They carried

on the project of dry masonry dams fo r f lood ditch prevention, tailings w arehouse, mine drainage system and mine

vegetation resum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s of soil erosion in Tangquan mining area, and the causes of the

harm. By administ ration, i t is not only has controlled soil erosion of mining area effectiv ely, but also resumed and

improved the eco-environment of the mine stope and Tangquan river progressiv ely, and it has promoted

comprehensive administ ration of mine soil erosion in Datian coun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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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泉矿区位于大田县太华镇汤泉村境内 , 1977

年开始建矿投产 ,企业职工 136人 ,为小型联合铁矿

采、选联合企业。 年采矿 5. 00× 10
4
～ 7. 00× 10

4
t ,生

产铁精矿 3. 00× 10
4
t ,总产值 4. 00× 10

6
元 ,利税

1. 23× 106元。 该矿系古生界二叠系长兴组 ,以燕山

晚期中酸性花岗闪长岩为主 ,现已探明储量 4. 70×

106 t ,开采前景广阔。

汤泉铁矿原植被茂密 ,由于采矿生产植被破坏面

积约 20 hm
2 ,地貌破坏约 7. 5× 105 m

3。其次 ,采场水

土流失严重 ,流失面积 21. 3hm
2 ,中强度流失占 45% ,

极强度流失占 47% ,剧烈流失占 8% ;弃土场边坡侵

蚀模数 3. 75× 10
4
t / ( km

2
· a) ,整个采场平均流失土

量 4 300 t;采场台阶及弃土场冲刷沟占 20% ,冲刷沟

深 0. 4～ 1. 2m ,最深达 5. 5 m,崩塌、滑坡占 5% ,重力

侵蚀极为严重。再者 ,每年采矿剥离弃土石 1. 5× 10
5

t,部分进入汤泉溪 ,加上选矿厂年 3. 00× 104 t尾矿

排入河道 ,使河床不断升高。

汤泉矿区露天剥离开采 ,导致地貌、植被破坏 ,加

上采场排水不畅 ,至整个矿山生态平衡失调 ,直接影

响矿山正常生产。 严重的水土流失和采矿弃土、选厂

尾矿进入河道 ,下游黄沙河段河床上升 2～ 3m ,黄沙

以下淤积 0. 5～ 2m ,影响河道行洪能力。1988年洪水

冲毁平板桥、河堤 200m,水田报废 0. 87hm2。1990年

冲毁河堤 400m ,水电站、电灌站均已报废 ,直接损失

2. 5× 105元。每年洪水进入水田 3. 3～ 5. 3hm
2 ,减产

1. 00× 104 kg。河道生态问题也极为突出 ,河水悬浮

物 15 000 mg / t,一些有害物质超过正常值几倍 ,不仅

人畜不能饮用 ,而且对农作物有直接影响。

1　综合治理措施的布设与实施

1. 1　设计弃土场 ,实施拦土坝和防洪沟工程

根据汤泉铁矿储量、剥采比及采场周围的地形地

质特征 ,选择在采场左边肚大口窄的长形山垅设计弃

土场 ,有效容积 1. 50× 10
6
m

3
,服务年限 20 a。为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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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弃土场中土石设计防洪沟和 4级拦土坝。首先 ,在

弃土场左边山坡中开一条防洪沟 ,长 870 m,有效地

防止山洪冲入弃土场。在弃土场与河道交接附近较窄

的地段 ,设计 4级拦土坝 ,在防洪沟头处设计 2级拦

土坝 ,拦土坝均采用块石交错堆砌的干砌法进行施

工。1995年全部竣工 ,完成工程量 2 200m
3
,其中 1级

300 m
3
, 2级 650 m

3
, 3, 4级各 500m

3
,防洪沟头 350

m
3
。 加固加高 300m

3
,共计 2 500 m。

1. 2　布设并实施采场排水系统工程

按采场开采台阶、作业面特点布设排水网络。即

在矿山顶部、台阶内侧及四周布设排水毛沟 ,在一定

范围布设排水骨干沟。排水毛沟总长 2 500m ,深宽 30

cm,开挖后击实沟面。骨干沟长 500m ,深宽各 50cm,

矿山公路内侧排水沟深宽各 30 cm ,长 700m。完成矿

山排水沟道 3 700m,工程量 270m
3
,每年根据雨量及

淤积情况清理 2～ 3次 ,保证矿山排水畅通。

1. 3　设计建造尾矿库

根据选厂设计生产能力以及年尾矿量设计并修

建第一座尾矿库 ,容积 5. 0× 10
4
m

3
,现已淤积满。

1998年初再修建一座尾矿库 ,有效容积 4. 0× 104

m
3 ,现已投入使用 ,这样每年可防止 3. 0× 104 t的尾

矿进入河道而污染水体。

1. 4　实施矿山植被恢复工程

依矿区土壤质地、肥力、保水能力等特点 ,选择适

应性强、耐贫瘠、干旱的黄檀、松、胡枝子、芦苇、芒、雀

稗、葛藤为主的树草种 ,采取灌木、草类、藤本植物三

位一体的高密度配置措施 ,进行强化治理。至 1998

年 ,整个矿区共完成植树种草 11. 33 hm
2 ,其中采场

10 hm2 ,公路边坡 1. 3hm2。1998年 10月调查 ,矿山植

被覆盖率从 5%提高到 75% ,黄檀平均株高 4. 5m , 4

～ 8个主枝 ,径粗 13 cm ,芦苇和芒类生长极为旺盛 ,

固土保水效果好。

1. 5　矿区综合治理投资

弃土场附属工程的拦土坝、防洪沟等投资 2. 30

× 105元 ,其中拦土坝投资 2. 25× 105元 ,防洪沟投资

2 580元 ;尾矿库投资 8. 50× 105元 ,其中旧尾矿库

4. 50× 10
5
元 ,新尾矿库 4. 0× 10

5
元 ;采场排水网络

工程投资 4 500元 ;矿山植被恢复工程投资 5. 10×

104元 ,厂区绿化投资 3 000元 ;河堤工程投资 6. 0×

104元 ;防洪沟、排水系统、林草管护 4 000元 /a× 10 a

= 4× 104元。概算结果 ,项目总投资 1. 24× 106元。其

中工程措施占 92% ,植物措施占 5. 4% ,水保设施管

护占 3. 6% 。

2　效益分析

2. 1　生态效益

2. 1. 1　控制矿区水土流失发生发展　通过修建水土

保持工程设施 ,弃土石集中堆放 ,防止冲入河道而危

害下游。 采场中的裸露地表经植树种草 ,植被覆盖率

从原采场的 5%提高到 75% 。茂密的植被和强大的根

系固土作用 ,有效地减少地表径流 ,提高土壤涵养水

源能力 ,基本控制了矿区水土流失发生、发展 ,稳定了

弃土场和采矿台阶及公路边坡。 1998年观测表明 ,弃

土场土壤侵蚀模数从原来的 3. 75× 104 t /( km
2· a)

降到 800 t /( km
2· a) ,趋于正常侵蚀值。同时 ,进一步

防止矿区崩塌、滑坡、塌陷、切沟等重力侵蚀能的发

生 ,原有的崩塌、滑坡和切沟已基本稳定。

2. 1. 2　采场生态环境明显得到改善　实施综合治理

措施 ,使整个采场生态环境逐步地向良性发展。 植被

恢复加上有完善的排水网络 ,彻底改变了过去在雨季

时采场雨水泛滥、积水不畅的现象。此外 ,通过加强对

林草管护 ,促进植物速生快长 ,矿区土壤肥力逐步提

高 ,为今后垦复矿区土地创造条件。

2. 1. 3　逐步恢复下游河道生态环境　选厂尾矿进入

尾矿库经沉淀、澄清后排入河道 ,加上采场弃土集中

堆放 ,下游河床淤积和水质污染得到彻底解决 ,河流

生态环境逐步改善 ,水生生物种群和数量在逐步恢

复 ,水体中一些有害的物质含量接近正常值 ,可直接

用于农田灌溉。厂区周围和道路两侧种植的绿化树

苗 ,现已成林 ,有效地改善了厂区环境质量 ,促进了企

业精神文明的发展。

2. 2　社会经济效益

( 1)促进矿山有序正常生产 ,防止资源浪费。通

过综合治理 ,减少了矿山许多不安全隐患 ,尤其是

3— 5月梅雨季节 ,使矿山能按计划有序地开采 ,提高

产量。 ( 2) 防止资源浪费 ,尤其是低品位的或矿体较

小的资源均能开采利用。 ( 3)通过综合治理 ,树立了

矿山治理样榜 ,掌握矿山综合治理措施布设和实施技

术 ,促进全县矿山水土流失综合治理。 至 1998年 ,全

县有 15个矿山企业开展水土流失治理 ,修建拦土坝

45座 ,工程量 2. 50× 104 m3 ,排水沟道 4. 00× 104m,

建造尾矿库 7个 ,矿区植树种草 200 hm
2
多 ,有效地

改善了矿山生态环境。通过治理稳定了弃土石和各种

边坡 ,每年可减少用于采场、公路等清理费约 4. 00×

104元 ;并免于对下游群众每年支付 2. 00× 104元的赔

偿费。为此 ,该项目年直接经济效益为 6. 00× 10
4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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