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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治理老矿区煤矸石山对环境的影响，并使其得到有效的利用。本文提出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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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煤矸石做成矸石砖，产生经济效益。通过对焦作矿区鑫珠春矿煤矸石山的研究实践表明，在
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使其在不污染矿区周边环境的条件下变废为宝，实现经济和环
境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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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矿产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我国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磨

灭的贡献，但矿业废弃物所引起的生态问题已成为影响经

济、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所有的矿业废

弃物中，煤炭工业的产出量居第一，而其中以煤矸石的比

例最大。煤矸石是煤炭开采、洗选加工过程中所产生的固

体废弃物 1̈  ，是煤矿生产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矿区主要

的污染源之一。20世纪以来，我国大部分矿区，在未进行

任何处理的情况下，大量的煤矸石被堆积在了地面空地上，

特别在一些老矿区，形成了成百上千座煤矸石山。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煤矿区历年累计堆放的煤矸

石约45亿t，规模较大的煤矸石山1600多座，占用土地约

1.5万hm2  [2]  。其中大多数煤矸石山是20世纪60年代前投

产的老矿井在生产过程中排放堆积的，其堆放时间较长、

体积较大。随着生产的继续，这些老矿将会出现原矸石山

堆积到限，并且在本来就十分拥挤的工业场地中很难找出

一块堆积矸石山的地方。这样大量的堆积煤矸石，不仅占

压土地，而且还会造成严重的土壤污染，破坏植被的生长

环境，其风化自燃后产生的有毒气体（  S0：、CO：、N0等）

则造成大气、水体、景观的严重污染，危害矿区的生态环

境，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和身心健康。因此，对老矿区

煤矸石山进行综合治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以焦作

矿区鑫珠春矿煤矸石山综合治理为例，论述了煤矸石山综

合治理的过程和方法，为今后老矿区煤矸石山的治理提供

一种新的方法和途径。

1  煤矸石的组成成分及煤矸石 山的分类

1.1  煤矸石的成分

    由于各矿区间煤矸石成分复杂，物理化学特性各异D1  。

因此，根据鑫珠春矿的具体情况把煤矸石主要分为碳质岩、

细砂岩、粗砂岩、细粉砂岩、凝灰质岩、凝灰粉沙岩。其

主要矿物组成为高岭石、石英、钠长石、白云石、硫铁矿

等。所含物质的主要化学元素组成有 Si0：、Al：03  、Fe：0，、

Ca0等。鑫珠春矿 2007  年排出的煤矸石主要元素含量见

表1。

    表1  鑫珠春矿煤矸石主要元素含量分析

  元素名称    百分含量/nxn I1  元素名称    百分含量/%

    si02    61.43    0    Mgo    o.45

    Al203    21.58    0    S02    3.42

    Fe203    7.77    0  灰分    75.6
    n
    Ca0    7.18    ll

1.2  煤矸石山的分类

    对于煤矸石山，停止排矸年限、矸石堆放高度、表层

风化碎屑厚度等是影响煤矸石山表面植被种类及生长状况

的重要因素H1。而对于大多数老矿区而言，煤矿矸石山的

堆积高度相差较小，煤矸石山的地理条件随排矸年龄的长

短而发生明显变化。经过现场调查研究结果表明，停止排

矸年限是影响本矿区矸石风化程度、土壤理化性质、植被

种类及生长状况的主要因素”1  。因此，根据停止排矸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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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鑫珠春矿煤矸石山进行划分较为合理。

  根据矿务局提供的资料，按停止排矸年限对该矿煤矸

石山进行分类，结果如下：

    I  类：停止排矸 lOa以内，表层大部分为大于10mm的

矸石颗粒，没有明显的碎屑；

    Ⅱ类：停止排矸 11  ～20a，表层矸石碎屑厚0  ～3cm；

    III类：停止排矸 21  —30a，表层矸石碎屑3  —10cm；

    IV类：停止排矸 30a以上，表层矸石碎屑厚 10cm以

上。

    除此之外，在根据停止排矸年限而划分的四类矸石山

上进行了抽样，对其表层矸石颗粒大小分布做了统计。四

种类型矸石山表层矸石颗粒大小分布见表2。

表 2  四种类型矸石山表层矸石颗粒大小分布  （  % ）

2 煤矸石山的治理与利用的实施

2.1  煤矸石山的治理

2.1.1  煤矸石山基本情况

    鑫珠春矿位于焦作市西郊，距市区仅5.5km，地处晋

豫交界，东 与新 乡、西与济源、洛阳毗邻，占地面积

594297  m2  ，地势平坦，属温带气候，年平均温度 l50C，年

均降雨量600mm，全年日照平均2400h，无霜期220do

    鑫珠春煤矿矸石山占地约3.0  ×105 m2  ，每天排放煤矸

石约250t，累计堆存近500万 t。由于矸石山堆放时间较

长，矸石山表面出现不同程度的风化。在风化雨淋作用下

将会释放出大量有毒有害气体，污染空气，影响矿区周围

居民的身体健康，造成生态环境的双重破坏，并成为采煤

矿区主要污染源之一。

    目前对于煤矸石的研究一方面是煤矸石山的复垦绿化，

另一方面是实现煤矸石的资源化⋯。相对而言，前者需投

入大量的资金，并且没有利用煤矸石这一资源；后者虽然

把煤矸石作为一种资源进行利用，但是，煤矸石山体积较

大，在短时间内无法全部用完，而在此过程中，还会污染

周围环境。鉴于此，本文把两者结合起来对煤矸石山进行

综合治理和利用。所以本方案在设计之初首先对煤矸石山

未被利用的一侧进行简单的绿化治理，然后再在另一侧进

行煤矸石的加工利用，以此来减少矸石山在加工利用过程

中对周边环境的危害。

2.1.2  煤矸石山治理的原则

    在治理煤矸石山的过程中，确立以下两条原则：

    1）  花最少的钱，达到最好的效果。保证煤矸石山在利

用的过程中，不污染或者尽可能少污染周边的环境；

    2）  煤矸石山治理过程中的树木植被等在矸石山加工利

用后仍栽种在矸石山原地，最后把一座黑山变成一片绿地，

恢复景观效果。

2.1.3  煤矸石山治理及植被的恢复

    矿区煤矸石山多为大量粒径不等形状不同的颗粒并以

不同的排列方式自然堆积而成，结构疏松，在本质上说是

不连续的，为散体材料，而在老矿区尤为如此。同时，受

煤矸石中炭分的自燃、有机质的灰化及硫分的离解挥发等

作用的影响，老矿区煤矸石山的稳定性普遍较差，极易发

生崩塌、滑坡。鉴于此，首先在煤矸石山底部周围砌筑拦

渣坝（见图 1  ）  ，以防止煤矸石山发生崩塌、滑坡等灾害性

事故。然后，根据煤矸石山的堆放年限来确定其治理方案。

图1  拦渣坝断面图

    针对 I类煤矸石山，由于其 自然环境较差，并且排矸

年限较短，所以不宜植物生长。根据这一情况，首先在其

表面铺一层0.5mm的薄塑料纸，以此来隔离煤矸石，防止

其对上覆土壤造成污染；然后，在上面覆盖40cm的黄土，

使表面具备植物生长的环境；最后，在上面栽种些有较强

的适应能力、对于旱、瘠薄、盐碱、pH值、毒害等不良立

地因子有较强的忍耐能力的野古草、猪毛菜等草类植物。

    II  类煤矸石山，直接在上面覆盖30cm的黄土，并栽植

蒺藜、猪毛菜、鸡爪草、萝摩、野古草等草本植物。

    III类煤矸石山，其自然环境相对较好，在其上面覆盖

20cm的黄土，栽植以黄蒿、鸡爪草、野古草等草本植物为

主，并栽植一些臭椿、刺槐等乔木。

    Ⅳ 类煤矸石山，其自然条件已接近一般山地。所以该

类型煤矸石山采取乔、灌、草相结合的方法进行植被恢复。

乔木采用榆树、刺槐，灌木用紫穗槐，草本以天然的黄蒿、

鸡爪草、野古草等为主 1̈。利用上述治理措施可以有效的

防止矸石山的崩塌、滑坡和矸石的自燃。

    各类煤矸石山植被种植及恢复情况见表3。

2.2  矸石的利用

    在我国全面建立 “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社会的

进程中，老矿区煤矸石山的治理与利用就显得尤为重要。

鑫珠春矿地理位置特殊，直接影响到今后焦作城市建设的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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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所以，对鑫珠春矿煤矸石山的处理不能仅仅局限于

绿化层面的治理上，这样不仅不利于焦作市城区的发展，

破坏城市景观、也造成了煤矸石这种资源的大量浪费。因

此，煤矸石的利用变得越来越重要。

    目前煤矸石的综合利用方式主要有：①煤矸石用于煤

矿地下采空区充填，是塌陷土地复垦时无毒害污染充填材

料的主体⋯；②煤矸石用于制砖，水泥等建筑材料；③煤

矸石还可用于发电、制肥料、化工产品的提取等其它方式。

    表3  煤  矸石山植被种植及恢复情况

矸石类型植被名称覆盖率/% 生活强度栽植密度/% 成活率/%

  相对于其它方式而言，利用煤矸石制砖不仅技术成熟，

且投资少，市场广阔，集 “节能”、“节地”、“利废”  于一

体，符合国家发展循环经济、综合利用的一系列产业政策。

矸石砖生产成本低廉，主要成本有电力、工资、设备维修

及辅助材科等，每万块总成本可以控制在 l100一l300元。

根据不同地区煤矸石砖的售价，其效益有所差异。因此，

本文选择利用煤矸石制砖作为鑫珠春矿区煤矸石山的主要

利用方式。

3  老矿 区煤矸石 山的治理与利用的优势

    我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主要矿产资源人均

占有量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

相当长时期内不会改变。煤矸石既是一种工业固体废弃物，

又是一种可供开发和利用的自然资源。在一些老矿区，煤

矸石被大量的堆放在地面并形成一座座煤矸石山。如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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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煤矸石能够被充分、有效地利用，不仅可以减轻国家资

源匮乏的状况，而且可减少其对环境的污染。本文提出的

边治理边利用的煤矸石山综合治理措施主要优势如下：

    首先，这样可以在不污染环境的条件下，对老矿区煤

矸石山进行再利用，从而实现双赢。这样不仅消除了煤矸

石山所带来的对环境的景观、水体、温度等的影响，同时

又将矸石做成矸石砖，产生经济效益。以焦作矿区鑫珠春

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为例，公司制砖厂于2000  年  8  月建成投

产，现有员工100人，占地面积 1hr，.2  ，拥有三条小断面隧

道窑，现有生产能力4000万块标准砖/a。每年消耗煤矸石

8万t，消耗粉煤灰2万t，解决了煤矸石、粉煤灰对环境的

污染问题。这样即为国民建设提供了良好的材料，节省了

资源又带来了巨大的收益，可谓一举两得。

    其次，对老矿区煤矸石山的治理与利用，改变了以往

单纯的只进行矸石山的治理或者只进行煤矸石山的利用的

做法，把两者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由于在一些老矿区内，

煤矸石山占用了大量的土地，本方案的提出还可以减少煤

矸石占地，保护耕地，扩大厂区面积。

4  结  语

    煤矸石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工业固体废弃物，不仅占用大

量土地而且对环境造成多种污染，这种情况在一些老矿区显

得尤为严重，本文通过对鑫珠春矿区煤矸石山的治理与利用

的研究，适时的提出了煤矸石山的治理与利用相结合的综合

整治方案。使得煤矸石山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变废为宝

产生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可消除其在治理过程中对周围环境

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赢。

参考文献：

刘萍，晏飞.煤矸石对环境的危害及其综合治理 [J]  .中

国矿业，2008，17（8）  ：49  —50.

于丽梅，赵迎春.煤矸石及综合利用 [  J]  .煤炭技术，

2008，27（ll）  ：127—128.

许泽胜，杨巧文，王新国，等.煤矸石的分类及其综合利用

[J]  .中国环保产业，200l，7（增刊）  ：24  —26.

张晓薇.半干旱地区矿区废弃地土壤与植被演化规律研究

[D]  .阜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2006.

刘青柏.半干旱地区煤矿废弃地植被恢复技术的研究[D]  .

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01.

刘玉荣，党志，尚爱安.煤矸石风化土壤中重金属的环境效

应研究 [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2003，22（1）  ：64  —66.

樊金拴，霍锋，左俊杰，许丽.煤矿矸石山植被恢复的初步

研究 [J]  .西北林学院学报，2006，2l（3）  ：7～10.

杨社锋，方维萱，胡瑞忠.中国煤矿废弃物环境效应研究进

展 [J]  .矿物岩石地球化学通报，2004，23  （3）  ：264—
268.

    （  责任编辑  章新敏）

1
    2
    3
    4
    5
    6
    7
 

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