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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府- 东胜矿区侵蚀环境特征*

高　学　田
(西北农业大学水利与建筑工程学院　 陕西杨陵　712100)

摘　要　在分析环境因子特点及其对土壤侵蚀的影响的基础上, 将神府- 东胜矿区侵蚀环境概括为

不稳定性、脆弱性、多种侵蚀营力复合侵蚀和人类活动影响深刻四个方面,并进行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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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Characteristics of Erosion Environment in

Shenfu- Dongsheng Coal Min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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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analysis of natur 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their ef fect on so il erosion,

characterist ics o f ero sion environment in Shenfu- Dongsheng coal mining area are summarized

into four aspects w hich are unstability and susceptibility , vulnerability , complex erosion of so il

erosion agents, intense impact of human's act iv it ies. Mo reover, the four aspects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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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神府- 东胜矿区侵蚀环境因子分析

1. 1　地质地貌

神府- 东胜矿区属于白于山至神木、府谷、准格尔新构造运动台升中心的一部分[ 1] ,第四纪

以来以间歇抬升为主, 总抬升量达 80～100 m ,抬升的速率随时间推移而增加,更新世抬升速率

达 2 mm/ a,晚更新世 5 mm/ a,全新世高达 12 mm/ a,目前仍处于抬升之中。新构造抬升活动强

烈是本区环境脆弱、侵蚀剧烈的重要自然因素之一。

矿区内地质构造形成了有利于风蚀、水蚀重力侵蚀发育的岩层系统。广泛出露的基岩地层主

要有三叠系、侏罗系和白垩系的砂岩、泥岩和页岩互层第四系粉砂质亚砂土、亚黏土等松散沉积

物分布于河流阶地及梁顶处,风成沙广泛分布, 呈流沙及固定半固定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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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貌是流域侵蚀物质的景观骨架。地貌系统的结构影响侵蚀营力的空间分布及其再分配,同

时对土壤、植被等侵蚀影响因子具有显著影响。地貌与侵蚀的关系表现在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

在宏观方面, 地貌类型的区域分布决定区域侵蚀的宏观差异。在微观方面,地貌形态因子影响水

热分布及侵蚀能力的分布, 从而影响着坡面侵蚀的发生发展, 进而影响流域侵蚀的发展过程及其

强度。矿区中部及西北部地貌类型属于波状高平原台地, 地形平缓开阔, 以风沙地貌为主,现代侵

蚀过程以风力侵蚀为主,水力侵蚀主要分布在沟道。矿区东南部为黄土丘陵沟壑区,沟壑众多,地

面坡度大,现代侵蚀过程表现为坡面水蚀、沟蚀皆发育。波状高平原和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形特征

如表 1所示。

表 1　　神府- 东胜矿区典型小流域地形特征值

小流域 地貌类型
各坡度分级面积比例/ %

< 2° 2～5° 5～8° 8～15° 15～25°25～35° > 35°

地表裂度/ %

沟谷 沟间

沟容密度/

km·km- 2

木房沟

石灰沟

车盖沟

黄土丘陵

波状高平原

波状高平原

23. 0

19. 7

4. 0

27. 8

30. 0

11. 7

11. 6

18. 5

23. 0

6. 6

10. 8

33. 0

7. 2

11. 4

19. 9

10. 5

5. 4

8. 4

13. 3

4. 2

60. 6

35. 6

36. 5

39. 4

64. 4

63. 5

3. 2

1. 3

1. 6

1. 2　气候、径流因子

( 1)气候。神府- 东胜矿区年降水量 325. 2～437. 0 mm, 属于干旱少雨地区,分布趋势为由

东南向西北逐渐减少,且大部地区年降水量在 400 mm 以下。由于降水量少, 春季干旱多风,对于

恢复和重建矿区植被, 改善生态环境极为不利。

同黄土高原其它地区相比, 神府- 东胜矿所在区域暴雨次数较少,但暴雨雨量在年降雨中的

比例较大。根据矿区 10个雨量站 1977～1989共12年的统计, 单站年均暴雨 0. 53 d,最多为 2 d,

以一般暴雨为主(占 84. 4%) , 大暴雨出现频率较低(占 15. 6% )。暴雨雨量占当年降雨总量的比

例在 9. 6%～33. 4%之间,一般暴雨次暴雨雨量占年雨量比例多在 20%以下, 大暴雨雨量则占

20%以上,平均为 24. 4%。虽然矿区暴雨次数较少,但由于暴雨雨量比例较高, 而且由于矿区处

于风沙与黄土过渡地带,地表物质抗蚀性差,地表覆盖度低,一旦有暴雨径流形成,就会产生较严

重的土壤侵蚀。

( 2) 径流。有关研究表明,黄土区降雨径流侵蚀多为短历时高强度暴雨引起,径流侵蚀主要

是超渗产流的侵蚀 [ 2, 3] , 坡面汇流增加了沟蚀量并促使了含沙量的增加。神府- 东胜矿区所在的

乌兰木伦河流域面积达 3 839 km
2
,侵蚀产沙过程仍然符合上述黄土区水蚀过程的一般规律,但

侵蚀产沙过程也受风蚀的影响。矿区小流域土壤侵蚀研究表明[ 4] , 沟谷侵蚀更为显著。

根据黄土高原不同地区小流域水沙关系对比研究,在小流域特定条件下,洪水径流量与产沙

量间有着密切关系 [ 5]。神府- 东胜矿区所在流域乌兰木伦河流域洪水与输沙关系如图 1, 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二者具有极为密切的线性相关关系,同黄土丘陵沟壑区的天水吕二沟、子洲团山沟

相比[ 5] , 关系更密切。

从图 1和文献 5中图可以看出, 乌兰木伦河输沙模数随洪水增加率, 当洪水模数小于 4 000

m
3
/ km

2
时,乌兰木伦河的输沙模数明显小于黄土区小流域的输沙模数, 而当洪水模数大于4 000

m
3
/ km

2
时,乌兰木伦河的输沙模数则明显偏大,表明风蚀水蚀交错带河流具有水沙变化大的特

征,特别是大洪水的输沙能力极大, 显然也与风蚀、重力侵蚀导致的侵蚀物质的积累和地面物质

组成有关。

矿区河流一、二次暴雨过程的输沙量甚至接近全年输沙量 (表 2) ,充分反映了侵蚀产沙集

中的特点,同时也表明矿区地表环境有利于侵蚀的发生。地表物质疏松易蚀, 颗粒粗,往往形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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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沙水流,次暴雨径流过程的平均含沙量可高达 900 kg / m
3
以上,因而输沙量很大。根据地理环境

表 2　　乌兰木伦河部分暴雨过程径流量及输沙量

日　期
(年.月.日)

持续时间/

h

径流量/

万m 3

占全年/
%

输沙量/
万 t

占全年/
%

平均含沙量/

k g·m- 3

1966. 8. 13～14

1972. 7. 19～21

1984. 7. 30～8. 5

1985. 8. 5～9

1989. 7. 21～24

26

55

138

96

79

6605. 70

3019. 32

4235. 99

9638. 87

3905. 30

28. 1

29. 9

20. 9

30. 5

25. 9

6281. 25

2390. 27

2042. 85

7012. 12

2922. 60

63. 4

92. 6

60. 8

91. 5

94. 9

950. 9

807. 0

483. 7

728. 4

748. 4

图 1　乌兰木伦河洪水量与输沙量的关系

与神府矿区基本相似的皇甫川流域

1983～1989年黄土坡面径流小区观测

资料[ 6] ,年最大一次径流量占全年径流

量的比例为 22. 9%～51. 6%, 平均为

33. 5% ,相应的侵蚀量占全年侵蚀量的

比 例 为 36. 4%～ 72. 6% , 平均 为

51. 3%。神府- 东胜矿区流域的侵蚀产

沙量较坡面小区侵蚀量更加集中, 坡面

汇流过程中沟谷侵蚀增强, 径流含沙量

增大,汇流过程是侵蚀量逐步增大的过

程。因此, 水土保持减沙的重点应立足

于沟蚀的治理。

1. 3　地面组成物质及土壤

神府- 东胜矿区地表组成物质主

要有风成沙、基岩(包括基岩风化物)、

河流冲积物及黄土。据乌兰木伦河两岸 1∶10 000地形图 10幅图的统计,风成沙占 77. 67%,河

流冲积沙(主要分布在阶地及滩地上)占 14. 78% ,基岩 10. 16% ,黄土分布占 8. 77%。风积沙质

地粗,孔隙大,透水性强,表层常因含水量很小较为干燥, 风蚀强烈,而水蚀轻微,但在盖沙基岩丘

陵,沟谷边缘地带,由于汇流作用,水蚀也极为强烈。裸露基岩及其基岩风化物主要分布在沟岸沟

坡及局部梁地, 以砂岩、页岩、泥岩为主, 风化剥蚀强烈, 同时,由于暴雨易形成较大径流,也是矿

区小型泥石流发育的重要原因。

据蒋定生对黄土高原水土流严重地区土壤抗冲性的分区
[ 7]
,神府矿区属于宁陕蒙沿线沙黄

土,土壤抗冲性极弱区,土壤抗冲刷系数(按式 c = w / Qt计算, Q和 t分别为冲走 1 g 土所需的水

量和时间, w 为土重)为 0. 01～0. 047, 约为渭北黑垆土抗冲刷系数的 1/ 26～1/ 140。土壤抗冲刷

能力低是矿区土壤侵蚀严重的内在因素。另据皇甫川水保站研究, 风沙土、黄绵土、砒砂土抗侵蚀

指标差异很大,风沙土渗透性最强,砒砂土最弱,径流及侵蚀强度以砒砂土最大,风沙土最小。从

流域产沙角度看,此种规律在较大范围和中等流域也有反映, 1978～1979年两年平均汛期雨量

相近( 492. 5 mm 和 486. 7 mm) ,流经砒砂岩的纳林川平均侵蚀模数48 100 t / km
2 ,流经黄土丘陵

区的长川则为 28 053 t / km
2, 前者是后者的 1. 72倍。乌兰木伦河多沙,且有基岩分布的影响,由

于侵蚀产沙量主要来自沟谷, 多年平均输沙模数仍达 7 381 t / ( km
2
·a) , 年最大输沙模数达

32 040 t / ( km 2·a)。此与侵蚀方式有密切关系,同下游主要流经黄土丘陵沟壑区的窟野河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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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沙模数15 824 t / ( km
2
·a) , 侵蚀强度明显变小。说明区域侵蚀强度与地面组成物质的区域分

布具有一致性。

1. 4　植被

神府- 东胜矿区一方面由于自然条件差,环境脆弱, 植被生长发育差。另一方面该地区在历

史上属于边关地区,战乱频繁,战争导致植被严重破坏以及耕垦面积不断增加,因此,本区乔灌植

被覆被率低是矿区环境的突出特点之一。矿区中心区域大柳塔镇乔灌覆被率只有 21. 8%, 其中

乔木仅为 7. 45%。现代植被主要是草灌植被,以沙蒿、沙柳、柠条为主,乔木林主要是人工杨树

林,一般呈“小老树”,树冠小,枯落物极少。

植被覆盖度低是矿区植被的另一特点。根据矿区乌兰木伦河两岸 1∶10 000图幅共 11幅的

统计,覆盖度< 0. 1的裸沙裸岩分布面积占 35. 6%, 覆盖度 0. 1～0. 3 的半流动半固定沙地等占

23. 22% ,覆盖度 0. 3～0. 5占 20. 46% ,农田覆盖占12. 89%。由于覆盖度低, 防护作用差,土壤侵

蚀强烈,特别是风沙活动强烈,是矿区土地沙化的重要原因。据在植被覆盖良好的活鸡兔矿区束

鸡沟流域的测定, 乔木林(杨树林)覆盖度一般为 0. 1左右,灌木林的覆盖度一般小于 0. 3。矿区

草被主要是天然沙蒿, 覆盖度多在 0. 3～0. 5,最高可达 0. 7。通过编制束鸡沟流域植被盖度图进

行面积统计, 覆盖度< 0. 5的面积占流域面积的 85% ,其中< 0. 3的面积占流域面积的 37%。当

沙蒿覆盖度达 0. 3以上时,地表有苔藓层生成,对减轻风蚀有一定作用。但值得指出的是,盖沙坡

面当植被盖度增大至地表有苔藓层生成时,往往由于坡面径流的侵蚀作用而出现侵蚀纹沟,一旦

切穿土体表层, 则沟蚀发展迅速,发展成泻沙坡, 这表明一定裸露面的存在是与环境条件相适应

的。

2　神府- 东胜矿区侵蚀环境基本特征

从生态系统观点出发,气候、地表水、土壤、植被等要素的天然组合,形成了不同空间尺度不

同性质的“过渡带”。神府- 东胜矿区范围从气候上看属于干旱、半干旱气候向东南湿润、半湿润

季风气候过渡区, 从区域地表物质分布来看属于是沙漠与黄土交错分布区域,从植被来看则是草

原与森林草原的过渡地带, 从土壤侵蚀区域分异规律来看属于黄土高原风蚀水蚀复合侵蚀地带,

因此,矿区属于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除具有一般生态环境脆弱区的基本特点外,由于区域

位置的特殊性、也具有该区域特有的脆弱环境特征。

2. 1　不稳定性

不稳定性是指环境及其组成要素易受到外界的扰动,以维持与扰动结果相适应。脆弱环境从

自然- 生态- 经济综合角度看突出表现为生物生产能力的波动和变化,而生物生产能力又与区

域自然- 经济- 社会承受能力相关联,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自然- 经济- 社会综合关系的

脆弱[ 8]。神府- 东胜矿区由于是黄土向沙漠的过渡地区, 同时由于风沙的侵袭,土壤颗粒粗,结构

疏松,抗侵蚀能力差,因而暴雨大风等必然导致严重土壤侵蚀,同时,强烈的风沙活动会加剧土地

沙漠化,导致整个系统崩溃。本区域由于气候条件的限制,植被生长发育差,覆盖度低, 生物量小,

由于降水变率大,季节性干旱频繁,甚至出现连年干旱,干旱严重抑制生物生长,生物量急剧减

少,同时也加剧土壤侵蚀,不仅如此,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 植被的恢复也极为缓慢, 一旦植被遭

到破坏,恢复和重建将非常困难。

2. 2　脆弱性

由于脆弱生态环境具有不稳定性的特点,在时间上, 它处于动态变化过程中, 受到自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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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因素既相互联系又相互作用的干预,其结构发生频繁的变化, 并随着时间演进的周期变化具

有波动、脆弱性特点。神府- 东胜矿区环境的脆弱性主要表现为环境要素多变性, 自然灾害多,发

生的频率高, 土壤侵蚀和土地沙化严重。这些既是环境脆弱性的表现,又是环境脆弱性的主要原

因,同时也是环境退化的结果。

2. 2. 1　疏松易蚀的地表物质　矿区地表物质主要是风积沙、易风化岩类及形成的风化残积层、

黄土以及河流冲积沙, 颗粒组成粗,结构松散,孔隙大,抗侵蚀能力很低, 易遭受风蚀和水蚀,是造

成矿区环境脆弱的重要物质原因之一, 同时,干燥的气候环境也有利于物理风化, 侵蚀过程的分

选性促使了地表物质的粗化,使得环境更加脆弱。

2. 2. 2　降水时间分布不均匀,年际变率大　神府- 东胜矿区属于半干旱地区,不仅降水量少,而

且变率大。年平均降水变率达21%～37% ,最大年降水量与最小年降水量之比皆在 2以上。年内

降水集中在汛期, 7～9月占 75%以上,其中 7～8月占 55%左右。年降雨往往集中在数次较大降

雨事件之中。降水年际变率大,年内分布不均,常导致旱灾。降水年内的高度集中分布,降水强度

大,使降水利用率低下,并造成严重侵蚀。

2. 2. 3　自然灾害多,发生频率大　神府- 东胜矿区又处于黄土高原的北缘, 毗邻风沙区,旱灾尤

为严重。据《陕西农业地理》统计,榆林地区 1934～1970年的 37年间共出现重大干旱 15次。尤

以春旱和夏旱最为严重。

风沙灾害在神府矿区也十分突出。矿区多年平均大风日(≥17. 2 m / s)达 13. 4～34. 2日,虽

然大风往往持续时间较短, 但大风的风蚀沙化作用却十分明显。

暴雨洪水灾害也是矿区主要自然灾害。1989年7月 21日乌兰木伦河上游发生大暴雨,暴雨

中心雨量达 160 mm 以上, 流域平均降雨量 77. 7 mm, 洪水淤平乌兰木伦河两岸及其支流矿井

17处,露天矿坑 9处,其中国有大型露天矿马家塔矿采坑淤积泥沙厚 6～7 m,损失惨重。

2. 3　多种侵蚀营力复合侵蚀,土壤侵蚀严重

神府- 东胜矿区地貌类型包括沙丘地、石质丘陵、盖沙石质丘陵、黄土丘陵及河谷平原等,地

表组成物质除有风积沙、黄土、易风化破碎的中生代沙页岩外, 还有弃土、弃碴、弃石为主的人为

扰动地层。矿区脆弱的生态环境及强烈的人类活动,为各种侵蚀营力的作用创造了条件,增加了

侵蚀过程的复杂性。矿区土壤侵蚀具有以下特点:

2. 3. 1　侵蚀类型多样, 分布广泛　根据侵蚀的广度、强度及危害, 矿区侵蚀营力主要有水力 、

风力、重力及人为活动。水力侵蚀作用包括雨滴击溅侵蚀、坡面径流侵蚀及沟谷径流侵蚀。除沙

丘沙地和以风积沙为主的宽阔平缓地段外,绝大部分地区都有水蚀,占矿区总面积75%以上。雨

滴击溅侵蚀与坡面径流侵蚀发生在各种地貌部位,但在裸露黄土丘陵坡面及荒草地坡面上表现

较为明显。沟谷径流侵蚀是水力侵蚀的主要方面,包括细沟、切沟、冲沟及河沟的侵蚀作用。矿区

黄土主要是沙黄土,梁峁坡面较缓, 平均< 15°, 细沟密度较小,一般小于 1条/ m, 但由于坡面长,

汇水面积大, 利于切沟的发育,切沟长度可达 200 mm。切沟呈 V 型, 多跌水,表明受到风蚀的影

响。冲沟及河沟径流侵蚀在水力侵蚀中占有重要地位。矿区东南部的悖牛川流域及乌兰木伦河

流域南部,沟壑密度3～4 km/ km
2
,地面破碎,具有一般黄土丘陵地区沟谷侵蚀特征。矿区中部及

以北地区, 地形较为完整,沟壑密度一般小于 2 km/ km
2
, 沟谷切割至基岩, 沟壁为裸岩或为沙层

覆盖,沟壁泻溜崩塌为主要特点。许多沟谷的沟头有泉水,泉水从沙层与下伏基岩的界面流出,沟

头溯源侵蚀表现为泉水带走下部沙层,上部层在重力作用下不断形成沙溜,如此不断, 沟头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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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谷延伸。此种沟头平面呈“∩”型, 是沙区沟谷特有的沟头形态。

沟谷洪流对沟床及沟坡底松散物质的冲蚀与输移也是矿区水力侵蚀作用的突出特点。由于

降水量少,气候干燥,多大风,在风力、重力、干湿、热力等作用下,沟坡沟底常形成大量松散物质,

在汛期,暴雨洪水常形成高含沙水流,对河流泥沙产生重要影响。

风力侵蚀作用主要表现形态有风波纹、片痕、风蚀擦痕、风蚀窝、风蚀蘑菇、风蚀残丘及沙丘

等,风蚀在全矿区皆有分布。风蚀强度与地表物质、植被覆盖、地形特征有密切关系。矿区东南部

黄土丘陵沟壑区风蚀相对较轻, 而西北部地面多沙, 风蚀强烈,尤其是大柳塔以北地区,一般风蚀

强度都达到强度级。

矿区重力侵蚀作用依地层可分为黄土重力侵蚀、基岩重力侵蚀和风沙重力侵蚀。黄土重力侵

蚀主要分布于悖牛川以东及南部的黄土丘陵沟壑区,地面破碎, 沟壑纵横, 沟坡陡峻,多达 25°以

上,以浅层黄土滑坡、滑塌为主。基岩重力侵蚀主要分布于矿区中部的盖沙石质丘陵区,基岩由构

造稳定的中生代砂页岩互层构成, 沟谷狭窄, 沟坡陡峻,多在 35°以上,砂页岩中泥岩、页岩易风

化发生泻溜, 悬空的沙岩则发生崩落。由于基岩构造稳定,一般不易发生滑坡。泻溜和崩塌是矿

区基岩重力侵蚀的突出特点。风沙区域及盖沙丘陵重力侵蚀主要表现为沟坡沙溜。

2. 3. 2　土壤侵蚀强度大　根据王道恒塔水文站资料( 1956～1989年) , 乌兰木伦河年输沙模数

7 381 t / ( km
2·a) , 最大输沙模数达 32 040 t / ( km

2·a)。据估算
[ 9] , 风力吹扬落入窟野河中的粉

尘( d < 0. 05 mm)每年有 500～1 000 万 t , 占窟野河年输沙量的 5%～10% ,由于风力作用进入

窟野河中蠕移、跃移的沙量达 3 400万 t , 约占窟野河年输沙量的 1/ 3。根据矿区小流域土壤侵蚀

量估算[ 4] ,风蚀量、水蚀量、重力侵蚀量的比例约为 4∶2∶4,反映了矿区侵蚀产沙的来源。

2. 3. 3　多种侵蚀方式的复合侵蚀,侵蚀与产沙具有不同步性　矿区侵蚀方式多样,主要是风蚀、

水蚀和重力侵蚀。从空间上看, 多种侵蚀方式同时存在, 具有重叠分布的特征。除风沙坡面以风

蚀为主外,一般坡面风蚀和水蚀同时存在。而沟谷则具有风蚀、水蚀及重力侵蚀同时存在共同作

用的特征。从时间序列看,侵蚀过程全年都在进行,只是随着季节的更替,各侵蚀营力强弱对比发

生相对变化。春季3～5月, 气温回升,土层解冻,由于热力变化及融冻作用使得重力侵蚀增强,同

时又是多风且风速最大的季节, 表现出重力侵蚀与风蚀的复合作用。5月份以后降水量增多,水

蚀增强,同时由于植被的覆盖,风蚀减弱,而重力侵蚀则由于径流对坡脚的冲刷、掏蚀作用进一步

增强,是一年中最强烈的季节,此时期也是水蚀活跃季节,因此进入汛期后,主要表现为水蚀和重

力侵蚀的复合。进入冬季及翌年的 2月份,一般土层冻结,且降水量少, 各种侵蚀营力活动皆弱,

特别是几乎无水蚀的发生, 主要表现为风蚀与重力侵蚀的复合。

2. 4　人类活动影响深刻

矿区侵蚀环境的脆弱性除与自然环境条件有关外, 历史上强烈的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

坏也是重要原因。近 3 000年来, 气候明显向干旱发展,植被以草原为主, 加上人类对植被的破

坏、开垦、过度放牧导致草场退化,生产力降低, 土地沙化面积扩大,沙生植被范围不断扩大,其结

果导致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干旱、风沙进一步加剧,又反馈为植被的进一步恶化。现代侵蚀区已不

是纯自然条件下的自然侵蚀,而是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加速侵蚀。据神木县志记述,西周时期神木

县境内森林覆盖率为 53%。秦汉时期,战乱纷繁,屯兵移民开垦,农耕地面积增大,畜牧业面积有

所下降,但仍然“水草丰美”。唐朝时期出现了撂荒耕作制度, 滥垦滥伐之风流行。宋朝时期因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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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植被破坏严重,但总体上仍为草原景观。明朝时期不仅军屯民垦,而且允许商屯,且放火烧毁

森林、草原植被,从而大大地恶化了环境,自然景观出现了沙漠化扩大的现象。民国至解放后,随

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开垦面积迅速扩大,牧区变成了农牧交错区,从而加剧了水土流失,自然环境

变得越来越脆弱。

1987年以来,随着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建设和铁路公路网的发展,使原来贫困偏僻的地

区,出现了经济振兴的新面貌。与此同时, 大量松散堆积物堆于河道、岸坡,在暴雨洪水时大量被

冲向下游, 河流输沙量增大,河床迅速淤积抬高, 并出现了土地退化、风蚀加剧的现象,而且威胁

矿区自身生产安全。由于地形限制,露天开采场地、各种建设设施都将建设在河谷平地上,侵占大

量基本农田。在一、二期开发的中心区域大柳塔周围乌兰木伦河两岸及活鸡兔沟下游的平川地在

矿区开发建设的 6年中工矿交通占地 624 hm
2 ,占总面积的 13. 2%,其中农耕地 416 hm

2,占总耕

地面积的 45. 4%
[ 10]

,将对区域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压力; 采石、取沙、道路开挖等将留下许多不毛

之地。此外矿区强烈的生产建设活动不可避免地对植被造成一定的破坏, 从而加剧环境的脆弱

性。一般来说,矿区开发建设中开挖堆积等对环境的影响虽然很强烈,但范围是有限的,具有点线

分布特征,而间接影响面积广大。从区域环境的改善以及维护矿区正常生产角度看,矿区环境的

治理不仅要考虑开挖、采掘、堆积等直接破坏区域的治理,更要考虑整个矿区甚至更大区域环境

的综合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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