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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山开采是一个综合性的技术行业,涉及到地质、采矿、通风、运输、安全、机械和电气、爆破、环境保护及企业管理等多方面内容,

因此为了保障露天矿山开采的顺利开展,本文阐述了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原则,对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常见的地质灾害及其防

治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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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灾害具有种类多、分布广以及影响大

等特征,因此为了保障露天矿山开采的顺利实施,以下就露天矿山开采过

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策略进行了探讨分析。 

1 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原则 

1.1坚持预防为主的防治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的露天矿山地质灾害防

治原则,可以有效地预测预报地质灾害,做好预防和避免灾害的发生。要以

地质灾害的危险程度作为依据,来及时快速地对人员进行疏散,来减少灾

害的损失。事实上,减少灾害损失的最好办法就是做好一些预防地质灾害

的措施。 

1.2将重点防治和全面规划结合起来。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灾

害防治具有一定的广泛性,在多个方面都要有所注意。在防治过程中,要以

不同区域地质灾害的情况和不同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作为依据,来提

出科学的露天矿山地质灾害防治目标方向以及措施,最终起到一个指导防

治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灾害效果。  

2 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常见的地质灾害分析 

2.1滑坡。滑坡是露天矿山最常见的露天矿山地质灾害,它也是发生频

度较高、对露天矿山安全影响特别重大的灾害,凡是露天开采的矿山都存

在不同程度的滑坡地质灾害。歌乐山矿从过去和已有的资料来看,开采边

坡和高陡边坡滑坡规模较小,最后都是以崩塌的形式完成能量释放寻求边

坡稳定,滑坡地质灾害主要表现为排土场大规模的滑坡变形。 

2.2采空区的地面变形。采空区是由人为挖掘或者天然地质运动在地

表下面产生的“空洞”,采空区的存在使得矿山的安全生产面临很大的安

全问题,人员与机械设备都可能掉入采空区内部受到伤害。由于地下采空

区具有隐伏性强、空间分布特征规律性差、采空区顶板冒落塌陷情况难以

预测等特点。如若出现采空区的地面变形,在矿山中容易出现将井下作业

人员因矿区塌陷导致的在井底被困。 

2.3瓦斯爆炸。是由瓦斯和空气混合后,在一定条件下,遇高温热源发

生的热链式氧化反应,并伴有高温及压力(压强)上升的现象。是在一定条

件下是一定浓度的甲烷和空气中的氧气在一定温度作用下产生的激烈氧

化反应。瓦斯爆炸产生的高温高压,促使爆源附近的气体以极大的速度向

外冲击,造成人员伤亡,破坏巷道和器材设施,扬起大量煤尘并使之参与爆

炸,产生更大的破坏力。另外,爆炸后生成大量的有害气体,造成人员中毒

死亡。在我国煤矿中,其发生的几率较大,必须严格控制瓦斯浓度和火源才

能降低其发生的几率。 

2.4泥石流。露天矿山由于开采范围大,开采高度深,无植破覆盖,排

土场渣上堆积高,在雨季因边坡滑坡、崩塌都极易形成泥石流灾害,造成

对采区内设备冲毁和破坏采区生产系统,也是露天矿山一种常见的地质

灾害。受雨水冲刷,水土流失现象较为严重,下雨时地表积水就裹带大量

泥沙经排水系统流向下大天池池塘,淤堵排水沟渠；同时排土场在持续

降雨和大暴雨时,山水汇集对排土场渣仁冲刷形成泥浆混合体,侵蚀排

土场附近土地。 

2.5矿坑突水。也称坑道突水,是在工程开挖和矿床采掘等过程中,

大量水流突然涌入地下洞室和矿山井巷的现象。坑道突水是一种与工程

和采矿活动有关的诱发性地质灾害,是工程地质问题。发生坑道突水的直

接原因是掘进和采矿过程揭穿或沟通了富水和导水结构,以及暴雨、山洪

等暴发水源,使地下水或地表水大量而突然地涌入坑道。影响坑道突水

的因素很多,涉及补给水源、富水、含水和导水结构、突水途径和通道,

以及影响突水性质和特征等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并与现代地应力作用 

的安全作业问题。 

(1)对工程现场的各项作业监理对应的管理制度。根据施工范围划定

具体的安全检查员,施工员、安全员要跟班作业,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就必

须及时整改和采取相应措施,同时加强对安全隐患问题的纠察和追责。 

(2)深基坑需要进行支护保护,做好承重测量和加固措施。对于雨水造

成的高水位施工,必须事前进行排水处理和支护保护,避免泥土浸水后的

滑塌。深基坑施工中还要注意底部容易产生有毒有害气体,事前做好监测

并做好通风工作。 

(3)专业工种从业人员要进行严格的资质检查,必须持证上岗,避免非

专业人员进行盲目操作,造成对人员的意外伤害。 

(4)對整个施工作业流程严格把关,对工序,工种交替或者施工范围等

进行详细检查,避免不明情况的安全隐患发生。 

(5)考虑到水利水电工程大规模作业中作业点分散不集中的问题,必

须加强对易燃易爆品的规范管理,建立必要的消防管理体系,并加强消防

演习,避免火灾导致的爆炸。 

4 结语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不能只顾质量、进度,还要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

管理,以免发生重大伤亡事故,这对于提高企业市场竞争力和形象,维持施

工企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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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程作用密切相关。某一坑道是否会发生突水,由该坑道在地下(地表)

水补给、径流和排泄的统一流场中所处部位,以及工程和采矿对围岩的

影响来决定。 

3 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灾害防治策略分析 

3.1滑坡防治策略。主要是指排土场的滑坡治理,通过改变排土场边

坡形状,降低排土场分层高度和增加分层个数,清挖和形成安全平台,放

缓排土场最终边坡角,使其小于渣土自然堆积角,永久性地改变排土场

受力的应力状态。排土场排土工作面形成2%的反坡,防治雨水汇集冲刷

排土场边坡；排土场顶部适当设置截洪沟和排水沟,及时将地表积水通

过排水沟排出排土场外；加强对截洪沟、排水沟检查疏导,确保排水畅

通；暴雨过后,及时对排土场进行检查和积水疏通,防止积水倒灌排土

场。降低排土场边坡滑坡区域分层高度和增加分层个数,放缓排土场最

终边坡角,使其小于渣土自然堆积角,降低排土场的重心高度,根本性的

改变排土场受力状态。 

3.2采空区地质灾害的防治策略分析。主要是运用先进的技术高密度

电法等地球物理方法探测到采空区的大概位置,用激光扫描设备对采空区

进行数字化和可视化,达到科学探测采空区目的。但是很对矿区没有此条

件对其进行勘探,主要是采取以下措施进行防治： 

(1)建立可行化的系统,对不符合安全或设施不健全的不允许其私自

采矿。 

(2)加强开采人员的培训,合理进行开采。只有合理设计边坡参数,加

强边坡监测,做好挡墙稳固边坡,开挖后如果出现开裂变形,应有专门的工

程地质勘察。应严禁越界开采,减少人为扰动,做好植被保护和水土保持。 

(3)建立系统化的防护措施,有计划进行开采。为防止水土流失和恢复

植被和景观,矿山须规划进行矿山复垦工作,以恢复矿山生态功能。在矿山

开采过程中,要严禁开采弃渣切勿胡乱堆放,必须统一堆放到开采境界线

以外的矿山弃渣场内。 

3.3瓦斯防治策略的分析。主要有：第一、加强通风。使瓦斯浓度降

低到《煤矿安全规程》规定的浓度以下,即采掘工作面的进风风流中不超

过其百分之0.5,回风风流不超过百分之一,矿井总回风流中不超过百分之

0.75。第二、加强检查工作。及时检查各用风地点的通风状况和瓦斯浓度,

查明隐患进行处理,是日常进行瓦斯管理的重要内容。对瓦斯含量大的煤

层,进行瓦斯抽放,降低煤层及采空区的瓦斯涌出量。 

3.4泥石流的防治策略。其主要是减少粘土层渣土堆排量,实施采区内

部排土场堆排,自果树排土场终了部分及时绿化植树种草；消除或减轻水

的危害,与排土场治理滑坡治水方法一致；废石、渣土剥离合理堆放；采

区内禁止乱倒乱排废石和渣土,剥离按照采区统一规划、指定位置堆排；

同时根据剥离开挖中岩土体性质的不同区别对待,坚硬的岩块排于底部,

渣土排于表层。 

3.5坑道突水防治策略分析,突水防治措施很多,其原理都是尽可能地

保持固有地质体及其水文地质的平衡状态,强化抗突能力,削弱突水条件。

常用的基本上分为地面和地下两类针对性设施和手段,包括排水疏干、工

程与水源之间保留防水矿柱、修建水闸墙、门、灌注水泥浆、堵塞可能的

渗透途径和通道等。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基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使得露天矿山开采过程中的地质

灾害问题比较多,并且其对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生态环境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为了保障露天矿山开采的有效性,对其地质灾害防治策略分析具有

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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