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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煤炭资源开发与矿区环保问题管见+

丁志平

(内蒙古自治区乌海市国土资源局，内蒙古乌海市，016000)

摘要：针对乌海煤炭资源赋存实际、存在问题，提出了今后煤炭资源开发利用与矿山耶保的一些总体构想

对我国北方富煤地区如何合理利用煤炭资源，搞好煤炭资源的开发管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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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 Discussion on Coal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its En、，iro珈【nental Protection in Wuhai Cicy

DING ZK—p讥g

(Wuhai Bureau of Land and Resources，Inner Mongo|Ia 01 6000，China)

Abstract：In view to coal resources conditjon and problems existing in Wuhai city， some sugges—

tions for coaI resources exploitation and its envimnmental protection are put forward． These sugges-

tions contribute to utilization of出e coal resources in the coal mine area in nonh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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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海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地跨鄂尔多

斯地块西缘，蕴藏着丰富的煤炭资源，焦煤占全区已

探明焦煤储量的58．8％，是我国重要的炼焦用煤基

地之一。乌海为保证区内外工业生产和人民生活用

煤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煤炭资源合理利用和生态

环境保护方面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试

对此进行了一些分析，旨在引起社会各界关注煤炭

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问题。

1乌海煤炭资源赋存条件和开发利用

现状

1．1 煤炭资源赋存总量

乌海煤炭资源相对丰富，分布范围广而集中，煤

层厚，埋藏浅，易于开采。煤种主要有主焦煤、肥煤、

气煤、瘦煤等，全部为冶金焦化工用煤。现已探明储

量31．47×108t，潜在总经济价值1400×108元。

1．2煤田地质及分布

乌海煤炭广泛分布于海勃湾、海南、乌达三区，

黄河以东为桌子山煤田、黄河以西为乌达煤田。两

个煤田的主要煤层都是在石炭系、二叠纪的海陆交

互沉淀环境条件下形成的。产于石炭系上统太原组

的煤层称“下煤组”，产于二叠系山西组的煤层称

“中煤组”。此外，中石炭统本溪组和下二叠统下石

盒子组尚有数十层薄煤层或煤线，一般不可采，仅雀

儿沟和乌达煤矿区部分地段有1～2层可采。中、下

煤组的煤质牌号为肥焦煤、肥煤、肥气煤、气煤和焦

煤，雀儿沟一带中石炭统本溪组中的煤，一般为焦

煤、肥煤及贫煤。(1)桌子山煤田。北起千里沟，南

至雀儿沟一带桌子山东、西麓十三个煤井田区。整

个煤田南北长68 km，禽煤区面积435 km2 _个煤

组的煤层总数达57层，可采及局部可采煤23层．最

大总厚度约55 m。已探明储量21．4×108 t。除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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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素矿区为露天开采外，其余均为井下开采。

(2)乌达煤田。分布在乌达区西部，由苏海图、

教子沟、五虎山三个井田区组成。煤田分布区南北

长11 km，东西宽2～3．5 km，含煤区面积约28 km2。

煤层主要产于上石炭统太原组和下二叠统山西组

中，煤层数达22—23层，其中可采或局部可采煤层

有12～16层，总厚度21～29 m。局部地带中石炭

统本溪组中有1～2层可采浅煤层。已探明储量

10．06×108 t。均为井下开采。

1．3煤炭生产现状

全市共有煤炭生产企业123家，年生产能力为

1100×104 t。其中：国有煤炭生产企业7家，地方煤

炭生产企业116家。

2乌海煤炭资源开发带来的环境资源

影响

煤炭资源开发利用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另一方

面也造成了负面影响。乌海地区煤炭资源开发造成

的地质环境破坏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2．1 煤炭资源开发诱发了煤层自燃、透水、

瓦斯爆炸

在煤炭开采过程中，经常会诱发煤层自燃、透

水、瓦斯爆炸三种地质灾害。煤层自燃是煤田经过

开发后，采空区所留残余煤层、煤柱与空气长期接触

氧化引起煤着火。有数据表明，乌海地区有14处煤

田地下着火，过火面积近2 km2，且呈蔓延态势，预

计损失煤炭储量400×104 t。透水是地下采矿造成

相邻老巷之间的阻隔承压不够，致使老巷或采空区

积水渗透到生产区而造成透水灾害，结果往往是井

毁人亡，损失惨重。瓦斯爆炸几乎存在于各个煤矿，

一旦疏于管理，随时可能发生。

2．2煤炭资源开发破坏了生态环境

在煤炭露天开采、掘井过程中，由于剥除矿体表

层土壤，破坏了地表植被，加速和扩大了自然因素所

引起的土壤破坏和岩石的侵蚀，造成水土流失。据

调查，乌海地区因煤炭开发直接破坏的天然草牧场

面积达14 hm2，致使草原退化、土地沙化等现象严

重，使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导致恶性循环。

采煤产生的废水大部分不经处理自然排放到黄

河和渗入地下，造成地表水和地下水质严重污染。

另外，大量煤矸石、石灰石等固体废物堆积，既造成

大量土地资源废弃，又对水土、资源、环境造成破坏

和污染。全市1980～2003年统计煤矸石堆积量为

2300×104t，占用土地就达2．3km2。同时，矸石山自

燃排放大量的cO、c0：、H：s有害气体，亦导致大气

严重污染。

2。3矿产资源开发破坏了矿区地貌

由于采矿导致矿区原有地貌发生变化，改变原

有景观，甚至造成地表局部塌陷等。地面塌陷主要

是因为采煤过程中其顶板沉陷或冒落所致，在乌海

各煤矿区都普遍存在。矿区的尾煤、尾矿库还会影

响局部地貌稳定性，使局部地区存在滑坡、泥石流等

危险。这些均使原本完善的区域地貌千疮百孔。

2．4煤炭资源开发侵占破坏了土地资源

任何开采活动都不可避免地需要占用一定量的

土地用来修筑道路，固定井架，建立料场及必需的生

活设施，以保障矿山开采的顺利进行。据统计，正常

情况下每一煤矿井口面积大约0．2 hm2，甚至更多。

除露天采掘直接破坏大量土地外，采煤排出的废石、

废渣也侵占了大量土地。采煤过程中产生的废渣和

工业垃圾，不仅侵占了大面积土地，而且破坏了植被

和生态环境，加剧了水土流失和土地沙化。

2．5煤炭资源开发引发多种地质灾害

煤矿区因开采引发的主要地质灾害有滑坡、泥

石流、地面塌陷、土地盐渍、沙漠化、水土流失、煤层

自燃等。特别是在煤矿区，采煤造成的土地塌陷带

来的最直接后果是土地资源的毁坏。乌海地区所在

的土地，受采煤塌陷影响，地表形态经常发生变化，

总的趋势是地面下沉。乌海地区几乎每年都要发生

公路塌陷、房屋倒塌的悲剧。

2．6煤炭资源开发使矿区水均衡遭受破坏

由于煤炭开采过程中的井坑需要疏干排水，煤

矿区域地下水位下降，造成大面积疏干漏斗，破坏了

整个地表水、地下水均衡系统。乌海地区现已形成

的漏斗面积高达58km2，且呈迅速扩大之势。

3乌海煤炭资源开发保护与矿区环保

的思路

乌海市煤炭资源开发保护与矿山环保的总体思

路是：坚持资源节约和开发并举，把节约放在首位，

坚持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方针。积极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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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煤炭资源利用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保持

适度开采强度和产量规模，提高综合回采率和利用

率，实现煤炭资源就地转化，提高资源的附加值。全

面实行矿山生态经济管理，把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纳

人企业的决策管理，采用合法生产工艺，最终实现矿

区固体废弃物的零排放和矿区污水的零排放，积极

进行环境整治，高标准、立体式复垦、恢貌、绿化、美

化矿区，达到资源开发与矿区环境双赢。

3．1 以电力工业为龙头，提高煤炭资源转换

和综合利用水平

要依据煤炭资源的优势，带动电力工业的发展。

全市煤炭年产量在1000×104 t左右，千方百计地就

地把煤转化成电，要借西部大开发的机遇，引进技

术、引进资金、发展煤化工工业。煤炭资源转换重

点：一是向二次能源转换，以电代煤，以煤促电，并鼓

励社会多方办电。乌海市具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且

靠近黄河水道，发电成本低，是发展大型火电理想之

地。以现有电力企业为基础，通过扩建新建的方式，

扩大电力规模。同时组建煤电集团，走集团化的路

子，形成乌海市一大支柱产业，成为自治区西部大开

发的火电基地。重点建成海勃湾电厂三期2×60万

kw扩建和海勃湾热电联供项目。这些项目的建成

可使大量的煤炭就地转化，极大地改善用电环境，解

决电力供需矛盾等问题。二是向深度加工、综合利

用方向转化，提高原煤入洗率，发展型煤炼焦化等。

三是大力开发和生产甲醇、特苯酚、沥青焦、炭纤维、

电煅炭素等煤系列深加工产品。大力推广生物工程

技术，利用丰富的风化煤和煤矸石，扩大“田力宝”

生物肥料的生产。积极开发腐殖酸系列产品，扩大

腐殖酸的应用领域。提高煤气的综合开发利用水

平，实现煤炭资源的转化增值。利用过剩的焦炉煤

气，对泡花碱进行全行业改造。到2005年，全市建

成5×104 t煤焦油深加工、200 t沥青炭纤维、30×

104 t“田力宝”生物肥料、10×104 t腐殖酸复合肥生

产能力。“十一五”期间使煤炭的产业链继续延伸，

规模扩大一倍。

3．2 以煤炭资源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思维，构

建矿区生态经济管理的新模式

乌海市是一个典型的矿业城市，生态环境原本

十分脆弱，几十年来由于无度的资源开发，破坏了生

态环境，诱发许多地质灾害。长期以来存在着矿山

生态和矿业经济的严重不协调，阻碍了矿业经济可

持续发展。因此，作为煤城的乌海就必须用可持续

发展的思维来推动和指导矿山生态经济管理。一是

要解决生态煤矿区的定位问题。煤城乌海生态矿区

的具体定位应是：发展煤炭循环经济，推行依法生

产，建成现代化、绿洲式、生态型矿区。实现煤炭工

业的高速发展与矿区生态环境保护的紧密结合，既

保持生产总值的连续高增长，又高水平地保护矿山

生态环境。二是要解决好采煤活动诱发的各种地质

灾害和环境破坏问题。对于煤矿区来说，今后相当

长的时间需下大力气解决“三废”(废气、废水、废

渣)的防治和采空区地面沉陷、水土流失、地貌破

坏、沙漠化等环境防治。乌海市在全面建设生态矿

山的全过程中应贯彻“高技术为先导，开发煤炭资

源为基础，发展循环经济产业为支柱”的方针，综合

利用煤炭资源，像生态系统那样形成物料链和能源

链，循环运行，输出煤产品又不产生废物，谋求经济

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持续进步。三是要强化

对采煤活动的全过程管理。要坚持“煤炭资源开发

与矿区环境保护并重，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规

划、合理开发、充分利用、化害为利、变废为宝；谁污

染、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使用、谁补偿”的方

针，强化对采煤活动的全程管理。主要是做好煤炭

资源勘查、煤矿设计、矿区基建和生产、煤矿闭坑等

4个阶段全过程的综合防治。依法做好矿区土地复

垦、恢复地貌、种草绿化、营造林木、人工造湖等，使

矿区生态环境良好转化，经过复垦后可用于农林牧

或旅游业，条件合适也可作为发展其它工业或城乡

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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