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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山州 自改革开放以

来
,

经济发展趋势十分喜人
。

目前
,

我国的经济发展走势
,

业已从东南沿海朝的中西部

拓展
。

经济腾飞的机遇
,

即将

来到川西南的凉山原野
。

凉山州的自然资源十分

丰富
,

对该区的经济发展占

有着十分重要位次
,

特别是

矿产资源发 展前景十分远

大
,

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但

就其环境态势而言
,

却令人

它g 山 l铆食山 J洲

. 张 从 贵

堪忧
,

生态环境脆弱
,

地质灾害频繁
,

污染 日趋

严重
。

如若对发展与环境二者的关系认识不足
,

势必将优势转化为劣势
,

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与社会稳定
。

笔者就凉山州目前开发矿产资

源中存在的环境地质问题
,

谈几点粗浅认识
。

一
、

矿产资源开发与环境趋势

州境内的矿产资源种类繁多
,

分布广泛
。

随

着地勘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

新的矿床和矿产储

量还在继续增加和扩大
,

为发展四川和凉山经

济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

凉山州境内的矿产

资源开发力度迅猛异常
,

方兴未艾
,

但多为开拓

超前
,

环境保护措施滞后
,

甚至漠然置之
,

不以

为然
。

使之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环境
,

更是雪上

加霜
。

从而
,

泥石流
、

滑坡
、

崩塌
、

地裂缝
、

塌陷等

灾害频繁发生
,

环境污染 日益加剧
,

其危害范围

日渐加大
,

灾害损失越来越重
。

若长此 以往
,

势

必将危害人们的生存环境和经济发展
。

1
.

矿产 资源开发形势及其存在问题

( 1) 矿产资源开发形势
。

州内的矿产资源开

发
,

从 50 年代起就有计划地
、

部分地开发利用
,

基本上为国营矿山
。

自 80 年代以来
,

矿产资源

开发得到蓬勃发展
,

目前
,

开发经营的部门既有

国有矿山企业
,

也有乡镇集体矿山企业
,

还有个

体采矿经营者
。

据州地矿局的不完全统计
,

采矿

单位总计有 1 7 8 2 个
。

其中
:

国有矿山企业 43

个
,

集体矿山企业 8 72 个
,

个体采矿者 8 67 个
。

除此而外
,

尚有相当数量的无证采矿者
。

这些矿

山企业
,

点多面广
,

星罗棋布
,

遍及全州
。

全州有

17 个县 (市 )
,

平均每个县 可达 10 5 个矿 山企

业
。

尤以中部地带居多
,

即沿攀西裂谷成矿带跨

越的县 (市 )分布的矿山企业密度最大
。

在州境内开发矿产资源的部门
:

有国家部
、

省级所属的矿山企业
,

还有地方矿山企业
;
在体

制上构成了国有
、

集体
、

个体
,

合资
、

独资
、

股份

开发经营并存的格局
;
在资源方面

,

形成黑色金

属
、

有色金属
、

稀土金属
、

贵金属矿产及冶金辅

助原料
、

燃料化工原料
、

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

属
,

以及地下水
、

矿泉水和地热水等全面被开发

利用的局面
。

同时
,

有的偏僻地方仍然存在着
“

遍地开花
” 、 “

有水快流
”
和无证采矿的现象

。

(2 )矿产采掘方式
。

州境内的矿产资源开发

一般为露天开采和井洞采掘
。

国有矿山企业多

数为机械半机械化开采
,

且有部分环境保护配

套措施
。

如位于西昌市境内的安宁河畔的太和

铁矿
,

建设有剥离土堆放场和储积洗选液的尾

矿坝等设施
。

但有相当部分的矿山环境保护措

施 尚差
,

甚至没有
;
在开采技术和机械化程度

上
,

亦落后
,

除使用少数机械而外
,

主要是靠人

工爆破和亦工亦农的简单工具进行作业
。

采矿

中的剥离土
、

荒料
、

选矿废液
,

直接排放于 山坡

和沟谷之中
。

( 3) 采矿中严重存在着嫌贫爱富间题
。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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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

大多数矿山企业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采

富弃贫现象
,

甚至有丢富的问题
。

归纳起来
,

有

以下方面
:

①矿山采掘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

主要

是在生产部署和开采设计中
,

只强调采主矿段
、

富矿体
;
忽视薄矿层

、

边角矿和贫矿体
。

在管理

中
,

其 回采率未纳入硬指标
,

采矿工人的工资
、

奖励等经济收入
,

只与产量挂钩
,

却与回采率无

缘
。

②矿山采掘中技术方法落后
,

有的矿山企业

片面追求经济上的高效益
,

违反操作规程
,

以牺

牲矿产资源为代价
。

尤以煤炭矿山企业表现得

最为突出
,

如益门煤系厚至巨厚的粉煤层
,

在采

掘中所留的煤柱一项是相当可观的
。

该矿的老

三坪矿井的煤柱
,

已经三番五次地采掘了多年
,

目前的集体和个体采矿户仍然围绕着该井洞
,

一而再
,

再而三地反复采煤不止
。

然而
,

伴随的

地质灾害和生产安全事故连年不断
。

③矿产资

源不清
,

无法合理开发利用
,

有些小型矿床或矿

点的地质勘查程度低
;
新近开辟的矿点基本上

未作地质勘查工作
。

不仅储量不清楚
,

而且矿体

赋存的地质条件也不清楚
,

盲目上马布点采掘
,

造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或资源上的破坏
。

如甘

洛县铅锌矿
,

地勘工作程度低
,

而许多企业和个

人趋之若鹜
,

争先恐后纷纷上马投入
。

尚有不少

单位也盲目布点开拓
,

结果一无所获
,

损失十分

严重
。

④越界采掘或无证采矿事件屡禁不止
,

有

相当部分的乡镇企业矿山和个体采矿者
,

围绕

着国有矿山周边布置采场和井洞
,

开挖边角矿
、

延伸矿和弃置矿层
;
有的甚至越界钻入 国有矿

山井田
,

采取掏心式地挖矿
。

他们与国有矿山企

业争矿山
、

抢资源的现象屡有发生
。

如会东 30 1

铅锌矿
、

会理益 门煤矿
、

冕宁沪沽铁矿
、

冕宁稀

土矿等州级以上的国有矿山常常发生矿界纠纷

间题
。

有的甚至荷枪实弹
,

打架斗殴
,

酿成伤亡

事故和纠纷案件
。

综观以上诸方面的问题
,

不仅

是浪费
、

损失了矿产资源
,

而且破坏了地质环境

影响经济发展
。

2
.

开发矿产资源引起的环境地质问题

( 1) 重开发轻环境的现象十分突出
,

许多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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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企业 只重视矿产采掘方案设计与资金投入
,

而不重视环境保护措施
。

如
:

①益门煤矿属地方

中型矿山企业
,

矿区方圆约 40 平方公里
,

采煤

时间长达 40 多年
,

生产
、

生活在矿 区的职工
、

家

属和附近农民近万人
,

人 口居住集中
,

相当于山

区一个小县城
。

由于长期开采煤炭
,

地质灾害隐

患四伏
。

近年曾发生的特大矿山泥石流灾害
,

造

成的人身伤亡和财产损失十分严重
。

1 9 9 5 年又

因矿山灾害隐患十分危险
,

严重威胁着矿 山安

全
,

该企业再度向州政府告急
。

笔者参与了这次

现场考察
,

发现原泥石流发生地— 三矿井 (炭

山沟 )煤田采空区
,

地面塌陷
、

开裂
,

房屋拉张
、

裂缝
,

并有部分歪斜
、

倒塌现象
。

其发展趋势
,

有

可能形成大规模的矿 山滑坡和泥石流
,

隐患态

势岌岌可危
。

最后 由州
、

县和矿山企业领导研究

决定
,

将灾害隐患 区的职工住户和农 民们进行

搬迁避灾的处理措施
。

面临的严峻灾害隐患
,

由

于种种原 因
,

丝毫未作出积极地预防反应
。

据

悉
,

矿区其它多处存在着地质灾害隐患
,

仍然未

列入矿山企业的议程予以考虑
。

②盐源县平川

富铁矿 已采矿近 20 年了
,

对原来设计的剥离

土
、

废料堆放场搁置至今未建
,

致使废料排放无

度
。

③原会理镍矿
、

会理县毛菇坝富铁矿
,

在过

去的采
、

选
、

冶过程中
,

没有搞什么环境保护措

施
,

采掘贻尽之后
,

一走了之
。

以上是国有矿山

企业的情况
,

对于个体和集体矿山的环境保护

问题就不言而喻了
。

( 2) 开发矿产资源造成的地质灾害问题十

分严重
,

由采矿造成的地质灾害主要有
:

泥石

流
、

滑坡
、

危崖
、

崩塌
、

塌陷
、

地裂缝
、

矿坑突水
、

井巷淹没和洗选液污染等灾害
。

例如
:

①会理益

门煤矿为厚至巨厚粉煤层
,

由于长期采煤
,

使煤

田浅部基本上形成了采空区
。

造成地面开裂
、

塌

陷
、

滑坡
、

泥石流等灾害
。

三矿井 (炭山沟 )长期

向沟谷排放废土
、

研石
,

严重阻塞泄洪通道
。

于

1 9 9 0 年 5 月 30 日
,

因暴雨诱发了特大矿山泥

石流
,

造成 35 人惨遭丧命
,

公私财产损失十分

巨大
。

②沪沽铁矿 由于剥离土
、

荒料等排放于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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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和山坡
。

于 1 9 7 0年 5 月 16 日
,

因暴雨激发了

特大矿山泥石流
,

致使修建成昆线的铁路工人

死亡 1 04 人
;
冲毁房屋

、

机械设施
、

农田
,

损失极

其惨重
。

③盐源县平川铁矿从 70 年代后期建成

开始采矿
。

由于采矿剥土
、

修公路
、

建电站
、

挖水

渠等
,

对山体开挖
、

剥离力度很大
。

且将荒料
,

块

石排放于山坡及沟壑之 中
,

估计有碎块石土方

量达 2 50 万立方米
,

严重阻碍了山洪泄流
。

从

1 98 9一 1 9 91 的三年之 中
,

泥石 流
、

水土 流失灾

患
,

一年超过一年
。

仅泥石流灾害就冲毁了西木

公路路基 1
.

5 公里
、

桥涵 5 座
、

挡土墙 2 84 米

( 2 5 4 7 立方米 )
、

房屋 6 0 余间 ( 3 2 4 平方米 )
、

水

电站 5 座
、

渠道 13 公里
、

通讯电杆 13 根
、

农田

1
.

5 万亩
。

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

折人 民币

5 0 0 余万元
。

为急于恢复生产
,

国家又花了 4 50

万元进行重建
。

④个体和 乡镇企业矿 山所产生

的灾害有
: 1 9 9 0 年 6 月 18 日越西县大瑞乡硫

铁矿
,

因井下 5 0
:

浓度过大
,

中毒死亡 6 人 ;

1 9 9 1 年甘洛县矿区泥石流
,

死亡 36 人
,

其中有

山洪原因
,

也有采矿造成的问题
; 1 9 94 年昭觉

县水泥厂
,

因采矿场和生产厂同在一处形成 了

巨型滑坡体
,

迫使水泥厂迁址另建
; 1 9 9 5 年喜

德县拉克铁矿泥石流
,

造成人员死亡 6 人 ; 1 9 9 6

年 11 月 19 日甘洛县斯足煤矿瓦斯中毒死亡 3

人 ; 1 9 9 7 年 1 月 n 日甘洛县岩代铅锌矿
,

井洞

突水死亡 3 人 ;
同年 3 月 19 日甘洛县赤普矿

区
,

1 号井穿水
,

围困 6 人在井下
; 1 9 9 7 年 3 月

3 日冕宁县后乡石灰石矿
,

发生危崖崩塌死亡 4

人
。

1 9 9 7 年 4 月 14 日
,

冕宁县森荣稀土矿区发

现有长 20 0 多米
,

宽 3 米的危崖裂缝
,

有产生特

大型崩滑灾害的危险
,

造成整个采场和选厂停

产
。

二
、

保护地质环境的几点建议

1
.

强化政府管理部 门的综合决策力度

管理部门必须把矿产资源开发的规模
、

力

度与经济
、

社会
、

环境三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

统

一考虑
,

权衡其轻重缓急
,

进行综合决策
。

坚决

保持开发与环保的同步进行
,

协调发展
。

要珍惜

矿产资源和爱护环境
。

对矿产资源要做到有计

划
、

有步骤适度地可持续开发
。

当发现影响到环

境时
,

应及时采取措施
,

如控制规模
、

放慢速度
,

做到有序地开发等
,

切不可贪图眼前的局部小

利
,

而牺牲环境
、

浪费资源
,

危害全局的利益
。

应

加强监控工作
,

既使尚具优势和特色的矿产业
,

保持其长盛不衰的持续发展
;又使生态环境向

着平衡
、

稳定地趋势发展
。

2
.

加强管理保护地质环境

州域地处扬子地台西南缘
,

居康滇地轴中
,

表现为南北向长条形隆起
、

岩浆活动带
,

地质构

造复杂
,

新构造运动十分活跃
。

地形地貌多为中

山和中高山
,

山地坡度十分陡峻
。

区域气候表现

为半年干旱
,

半年雨
,

而且暴雨频繁
。

年降水量

在 7 7 6~ 1 1 7 0 毫米
,

9 0%集中在 5 ~ 1 0 月份
,

常

常造成山洪暴发和河水的陡涨陡迭
。

岩土蓄水

能力很弱
,

森林覆盖率低
,

缺水
、

干旱现象突出
。

以上自然背景条件和影响因素使地质环境变得

非常脆弱
,

最易发生地质灾害
。

但据前述
,

目前

发生各种灾害的根本原因特别是诱发因素都是

开矿等人工活动
。

因此
,

只要加强对采掘业的管

理
,

许多灾害是可 以防止 的
,

环 境是可以保护

的
。

在矿产资源开发 中
,

应首先确立环境 目标

管理责任制
。

在开发区对环境的影响范围内
,

坚

持
“

谁开发受益
,

谁负责保护
” , “

谁破坏
、

污染
,

谁治理
”

的原则
。

矿山建设必须执行
“

三同时
”

的

规定
。

对那些不搞环境保护设计
、

资金投入
,

设

施不到位
,

有先发展先污染
,

然后再治理思想的

矿山企业
,

一律不准予投产运行
; 环境保护投

资
,

不准挪作他用
;
对那些基本条件不具备

,

技

术力量差
,

回采率低
,

而又造成环境危害的矿山

企业
,

可采取停业整顿
、

罚款和关闭等措施
;
对

那些分散的个体和小规模的集体采矿者
,

扶持
、

引导他们走联合的路子
。

集中其人力
、

物力
、

财

力和技术的优势
,

使之在
“

规模
、

结构
、

质量
、

效

益
”
方面上档次

,

进行规模经营
。

使开发与环境

同步运行
,

协调发展
。

(下转第 1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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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与发展
·

受到一定的局限
。

发展金银珠宝业
,

特别是在筹建阶段有关

部门要予引导
,

在政策上和资金筹措上予以扶

持
,

并要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

第一
,

培养连锁经营管理人员
,

按照现代企

业连锁经营的科学管理办法
,

制定各种管理规

范
,

加强统一协调
,

做好实施前的理论准备和具

体工作
。

在操作上
,

提高认识
,

统一思想
,

突出地

勘行业专业技术特点
,

选准方向
,

策划形象
。

第二
,

瞄准大市场
,

发展大贸易
,

走宝玉石

资源勘查— 科研开发— 商业连锁经营之

路
。

近年来地勘单位主要勘探投入放在贵金属

上
,

对宝玉石资源的勘查投入较少
,

应加大宝玉

石资源勘探开发的投入
,

寻找高档宝石源地
,

为

发展大贸易提供资源保证
。

一旦连锁经营有了

较大的市场占有率
,

在国内和 国际贸易中必然

占具主动地位
。

第三
,

加强金银珠宝测试人员培训
。

测试人

员必须通过国家技术监督局举办的个人鉴定资

格通考
,

持证上岗
。

地勘部门应主动与技术监督

部门联系建立省
、

地二级金银珠宝测试网络
。

一

是可以规范市场
; 二是可以增加地勘单位实验

部门的收入
,

减轻地矿测试人员过多的压力
。

第四
,

增强宝玉石协会
、

黄金饰品协会的服

务意识
,

建立一套可行的行规
,

制定统一的质

量
、

价格
、

体系标准
,

保障金银珠宝业的健康发

展
。

第五
,

连锁店在国内是新兴事物
,

相关的法

规还没有与之相配套
。

应加快这方面的工作
,

完

善和健全有关法规与条例
,

以适应香港的回归

和人民币自由兑换给金银宝玉石市场带来的新

形势
。

根据党的十四届四中
、

五中全会精神
,

发展

地矿部门金银珠宝连锁经营
,

必然会促进地勘

单位相关产业的发展
。

地勘行业发展专业外延
,

走规模化
、

集约化之路
,

其经贸业— 金银珠宝

连锁经营是其重要的选择
。

(河南地矿厅 第三地调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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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建立健全法制体 系和增强干部群众的

环坑意识

( 1) 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的配套法规
,

当前可

遵循的法规有《矿产资源法 》
、

《环境保护法 》和

《凉山彝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 》
。

但在环

境的监督管理方面
,

仍有不便操作的地方
。

巫待

制定矿产资源采掘与环境保护的配套法规
,

对

环境保护与灾害治理的条文
,

应有利于操作执

行
,

以便于依法行政
。

( 2) 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执行环境保护法
,

绝不估息迁就先污染后治理的现象
。

树立发展

与环境同步
、

协调
、

健康发展的决策意识
。

对辖

区的环境应制定管理 目标
,

并实行行政首长负

责制
,

而且要列为重要的政绩考核指标
。

( 3) 大力宣传提高环保意识
。

凉山州是彝民

族主要聚居区
,

有 3 00 多万人口
。

但经济落后
,

全州 17 个县 (市 )中有 n 个县为国定贫困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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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都力图以采掘矿产资源的途径来搞发展
,

藉以脱贫致富奔小康
。

诸如甘洛
、

冕宁
、

越西
、

昭

觉
、

西昌
、

盐源
、

会理
、

会东等县的矿产资源开

发
,

业已构成了本县的支柱产业
。

广大干部和群

众尝到了发展矿业致富的甜头
。

但如果只片面

地搞发展
,

不管环境
,

将受到 自然规律的惩罚

— 灾害频繁
,

导致人民更贫穷
。

然而贫穷又将

是灾患的根源
,

所以说灾患与贫穷的恶性循环
,

不仅困扰当今的经济发展
,

而且
,

还将贻害子孙

后代
。

从这个意义来讲
,

保护环境应是硬道理
。

应使广大干部和群众懂得这个硬道理
,

进一步

提高环保意识
。

充分发挥电台
、

电视
、

报纸
、

广播

等宣传机器的作用
,

全方位地开展教育活动
;
各

类
、

各级学校要开设环境教育课
,

使学生受到系

统的教育
;开展

“

世界环境日
”
和

“

世界地球日
”

等活动
。

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环境意识
,

逐步普

及保护环境的科普知识
。

关心地球
,

保护环境
,

保护人类
。

(四川省地勘局攀西地质大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