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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凉山州地处康滇地轴中段，是中国西部有色金

属矿藏的富集带之一。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成为

发展地方民族经济的重要手段。当科技和文明发

展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和环

境保护成为社会发展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

展，但随着矿产资源开发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

长期无序不合理开发，诱发了相当严重的矿山环境

问题，改变甚至破坏了人类的生存环境[1]。2008年9

月8日山西省襄汾塔儿山铁矿尾矿库溃坝事件，致

270人死亡或失踪，思而痛之。

时至今日，环评咨询机构深感压力越来越大[2]，

与此同时，环评报告审查在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两

个方面的功能压力也越来越大。

2 矿山环境问题
矿山环境评价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划

分矿山环境问题，并行之有效的进行评价、审查和

管理。矿山环境问题可依据矿种、矿山开发阶段和

矿山自身存在问题的性质来分类[3]。对于矿山存在

的环境问题以矿种来划分较繁复，以矿山开发阶段

为研究对象来划分又偏宏观和简略，而以矿山自身

存在问题的性质来划分则相对适用且可行。

2.1 矿山环境问题分类

矿山环境评价的对象就是矿山环境问题。依

据矿山自身存在问题的性质来划分，可分为：“三

废”问题、地面变形、沙漠化、水土流失以及矿山排

水、供水、生态环保三者之间的矛盾等 5大类型[3]。

2.2 矿山环境问题评价

上述矿山环境问题的分类基本上概括了各类

因矿产资源不合理开发而诱发的主要环境问题。

在矿山开发过程中，有时以单个问题独立出现，有

时则以多个问题同时并存或先后发生的形式出

现。因此，矿山环境问题评价应该根据环评项目的

任务要求进行单问题评价或多问题综合评价；与此

同时，从时间角度出发，对矿山过去演变历史、现状

和演化趋势预测作出评价。

2.2.1 单环境问题[1，3]

2.2.1.1“三废”问题

固体废弃物 固体废弃物堆积是矿山环境面临

的一个主要问题，它一般包括煤矸石粉煤灰、剥离

废弃物、废石(渣)、尾矿库和含放射性物质等固体废

料。固体废弃物堆积一般具有6大环境效应问题，

即占地、堆积体边坡稳定、淋滤污染、风化扬尘污

染、自燃的大气污染和放射性效应 。

液体废弃物 矿山液体废弃物一般是指在矿山

勘探、开采、采后和洗选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水。按

污染水所含的污染物性质可划分为无机无毒水、无

机有毒水、有机无毒水和有机有毒水4大类型；按污

染水类型来划分，可划分为酸性水、高硬度水、高混

浊水、重金属污染水、有毒有害元素污染水、放射性

污染水和有机污染水等。

气相废弃物 可将其划分为煤层、矸石、富含黄

铁矿成份的铁矿废石自燃产生的废气、沙漠化导致

的扬尘、采场或排土场的风化扬尘、井下粉尘、天然

气或煤层气自燃以及二氧化碳气田产生的废气

等。气相废弃物对大气环境质量的影响主要包括

总悬浮颗粒（TSP）、硫氧化物、碳氧化物、氮氧化物

和碳氢化合物等。

2.2.1.2 地面变形 涉及开采沉陷、地面岩溶塌陷、

地面沉降、边坡问题、泥石流问题。

2.2.1.3 沙漠化 确定沙漠化的指标体系，再针对各

个指标进行监测，从而评价沙漠化 。

2.2.1.4 水土流失 采用定性讨论与定量分析相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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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的方法，对影响水土流失的气候因素、土壤因素、

地质因素、地形因素、植被因素和人为因素进行统

计分析与评价，总结、归纳各因素对水土流失影响

的一般规律。

2.2.1.5 矿山排水、供水、生态环保三者之间的矛盾

将矿区的排水、供水和生态环境保护作为一个整体

进行系统研究，建立矿井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的科

学模式，解决三者之间日益严重的矛盾问题。

2.2.2 多环境问题综合评价

对大部分矿山来说，往往会同时存在若干个矿

山环境问题。我国许多学者作过一些研究，并提出

了多指标综合评价等方法。由于人为因素影响，再

加上各个环境地质问题的不可量化性，导致综合评

价的可信度急剧降低。针对上述不足，武强等提出

突变数评价方法[1]。所谓突变数即为同等级的矿山

环境问题叠加后能达到致灾效果的矿山环境问题

的个数，根据突变数判断从一个级别跳跃到另一个

级别的质变界限，因此，突变数法能够较客观地对

矿山多环境问题作出综合评价。

3 矿山环境评价报告审查中的主要问题
前面解决的是环评咨询机构对矿山环境问题的

主要研究对象，即矿山环境问题评价；环评审查机构

则主要在矿山环评报告生成后，从技术层面为决策

部门提供支撑，审查中应注意以下八个方面的问题。

3.1 产业政策的符合性

矿山环境报告审查中，一定要从宏观上把好产

业政策关。审查中，必须以国家、地方最新发布的

有关产业政策为依据，针对矿山开发、资源利用的

特点，分析是否与产业政策相符，是否属于鼓励发

展的行业，项目是否拥有国家或地方的高新技术产

品证明材料。

3.2 选址的合理性

环评报告中选址的合理性分析是否真正体现

了与区域总体规划的相符性、与区域环境保护规划

的相容性，项目所属地块的用地性质是否符合区域

产业定位；项目周边有无敏感环境保护目标，特别

是项目是否处于区域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然保护

区、风景名胜区、旅游区、疗养区等。

3.3 工程分析的全面性

工程分析作为环境影响报告书的重要内容，通

过全面系统地分析工程的一般特征 、污染特征和可

能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因素，从宏观上分析建设项

目与产业政策 、环保政策和区域规划的符合性，从

微观上为环境影响预测、评价、污染防治措施和总

量控制提供基础数据，阐明生产工艺和污染防治技

术在现阶段的先进性[4]。工程分析应符合报告的针

对性、资料的可靠性和设计的先进性。

3.4 污染物防治措施与达标排放的可行性和可靠性

污染防治措施要从经济、技术角度分析其可行

性、可靠性，因为有些污染防治措施从理论上讲是

可行的，但实际上是不经济、不可行的。这类措施

或方案一定要杜绝在报告的审查阶段，以免造成既

成事实后带来重大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3.5 清洁生产问题

推行清洁生产是实现污染物总量控制和节能降

耗的重要手段。主要审查工艺设备的先进性，原辅

材料与环境的友好性，产品的最终处理，能耗和污染

物指标与国内外同类行业数据类比中所处的水平。

3.6 总量控制问题

污染物排放量实施总量控制，是我国环境保护

的重要方针之一，是控制地区环境污染的一项重要

措施。建设项目污染物指标由当地环保部门根据

国家及地方的区域总量指标核定。技改及扩建项

目原则上执行增产不增污，以此维护环境生态的可

持续发展。

3.7 公众参与问题

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就是在环境影响

评价过程中进行公众意见调查，旨在了解社会各界

对工程建设所持的态度和观点，体现“以人为本”的

宗旨。

审查项目环境影响范围内公众参与的代表性、

真实性，公众对项目环境影响的认知程度也应纳入

审查之中。

3.8 风险评价问题

环评报告风险评价不可遗漏风险源，各风险源

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范围、程度和人口分布等，应急

措施的可行性和保障程度。

4 结论
环评报告书对开发决策有很重要的价值，在行

政决策中占有重要地位，科学、严格的环境影响评

价过程是生成良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前提[5]。

4.1 矿山环评报告必须以正确的环境问题分类方

法，完成单环境问题或多环境问题的调查、分析和

评价。

4.2 矿山环境调查是矿山环境研究中最重要的前期

内容，也是矿山环境评价、保护与恢复治理等矿山

环境后续研究的基础[6]。要求调查的数据在环境评

价和审查中进行完整性、准确性、相关性及文字说

明部分等几个方面的全面审核[7]。

4.3 环境评价报告结论必须及时、清晰，以便为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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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正确的信息。环境影响评价过程还应延伸至

所评价活动开始及结束以后一定时段内的监测和

信息反馈。

4.3 环评报告审查应从八个方面为决策部门从技术

层面把关，为矿产资源的合理、有序开发和环境资

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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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angshan is rich in mineral resources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hold
an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local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ineral resources have the non-renewable
characteristics，therefore，in the process of transforming resource advantages into economic advantages，if mineral
resources are exploited improperly and unreasonably，very serious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mines may be
triggered and the present living environment may be destroyed，which may become so irreversible and deteriorative
that the local economic long-term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ill be influenced. Mine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the review of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orderly utilizing and
rationally developing resources，as well as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and healthy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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