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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领域“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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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7.7%，比2018年下降

1.5个百分点[2]。尽管消费占比在逐年下降，但原煤总

产量仍在持续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里，煤炭仍将是

我国的主体能源。煤炭的生产消费为国家经济发展提

供了坚实的能源保障，同时带来空前严峻的生态环境

问题：一方面，地表土地资源与生态伴随开采而受到

扰动和破坏，如挖损压占土地、地表塌陷等；另一方

面，大量废气、废水、废渣等有害物质的产生严重污

染了矿区的空气、水系和土壤，进而影响区域的生产

生活环境。近年来，祁连山、呼伦贝尔草原、青海木

里等矿区因采矿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事件不断曝光，

凸显了矿区生态环境问题的严重，作为解决这类问题

的必要手段，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领域迎来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文

明建设，将其置于中国发展的国家全局战略来考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论断已深入人心。党的

十九大后习近平首次调研考察就来到了曾是采煤塌陷

区的徐州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指出“资源枯竭地区

经济转型发展是一篇大文章，实践证明这篇文章完全

可以做好”。对于祁连山生态破坏问题，习近平多次

做出批示，强调“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此外，社

会经济的发展目标也为生态修复带来新的发展动能，

当前我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经济高速

发展遗留众多待修复的矿区，而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

昭示矿山安全、高效、绿色、智能的发展方向，为了

实现矿山绿色开发，生态修复是关键。可以预见，矿

山生态修复领域将在“十四五”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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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

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其中有33处提到

“生态”这一关键词，体现了生态文明建设在新时代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地位，并明确指出“坚持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

保护自然，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

主，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

底是资源过度开发、粗放利用、奢侈消费造成的，根

本是资源利用和保护问题。要落实粮食安全、水资

源安全和能源安全三大安全，“十四五”需要通过

国土整治与生态修复，实现国土空间规划优化，提

高水土资源配置的效率，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

减少，实现生态屏障的稳固与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

与提高。

煤炭开采在对国民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的同

时，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影响。在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今天，煤炭行业必然要

走绿色发展的道路。因此，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

是矿山实现绿色发展的根本保障[1]。

我国开始实践和重视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已

近40年，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该领域已经从 “冷门”

变成了“热门”，笔者在“十四五”即将开始之际，

就其未来如何高质量发展谈几点思考。

1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领域面临

千载难逢的机遇

2 0 1 9 年 我 国 煤 炭 产 量 约 为 3 8 . 5 亿 t ， 同 比 提 高



聚焦煤炭工业“十四五”高质量发展

302021 1

Unique Planning  特别策划

发展发挥巨大的引领作用。

2）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基础理论与共性技

术的研究。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近40年的实践表明：修

复理论远落后于实践。为了修复矿山开采导致的生态

环境损伤，许多地方自发进行修复利用损毁的土地生

态环境以满足人类对土地和生态环境的需求。对于人

口稠密、经济发展快的地区，矿山生态修复的实践往

往推动较快。但该领域的基础理论、修复的技术原理

研究，迄今还是十分缺乏，急需要进行深入研究，以

支撑和促进该领域的发展。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基础理论将得到深入

研究的同时，共性技术的研究在“十四五”也应该得

到更多重视和深入探讨。尽管生态修复技术多种多

样，但生态修复往往存在一些基础性的共性技术，是

生态修复的关键。水是生命之源、土是生命之基，植

物是生命之根，因此，水、土、植物是生态修复的3

大要素，围绕这3大要素的修复技术就是共性技术：

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和植被恢复。师法自然地进行地

貌重塑、土壤重构和植被恢复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

实现还是亟待解决的难题和瓶颈问题，由于重构地貌

不合理、重构土壤生产力低、植被种群配置不当导

致的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失败的案例较多[6]。为

此，地貌重塑、土壤重构和植被恢复三大共性技术将在

“十四五”期间得到深入研究，并期待取得重要突破。

3）矿山生态损伤诊断与预警及监测的研究。

矿山生态环境损伤诊断是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

复的基础，直接影响修复治理技术的优选。磨刀不误

砍柴工，科学、精准的生态环境损伤诊断是生态修复

的关键。目前，在修复治理前进行科学、全面的生态

损伤诊断距离要求差距还是很大，有的修复工程是边

诊断边规划边施工，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导

致修复治理效果较差，此外，复垦与治理后的长效监

测措施的缺失，使得治理措施纠错与调整缺乏科学依

据，因此，“十四五”期间，对矿山生态损伤诊断与

预警的研究将获得更大的关注。

矿山生态损伤诊断技术往往需要遥感、无人机

等先进的空间信息监测技术，重点对矿区生态损伤驱

动力、损伤要素、损伤程度、损伤风险、损伤时空分

布及未受影响的参照生态系统等进行诊断[7]。同时，

在关注显性损伤信息获取的同时，也要对隐伏损伤信

息和潜在损伤进行科学的诊断与预测。在对矿山生态

2  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领域“十四五”研
究重点与展望

尽管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面临千载难逢的

机遇，我国近40年的矿山生态修复实践也取得很大成

绩，但在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理念、基本理论、

关键技术等方面仍存在许多不同的观点和亟待攻克的

难题，直接影响煤炭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如2020年11

月内蒙古自治区已下令不再新建露天煤矿，其主要原

因在于露天矿山的生态修复无法满足要求；有的矿山

或矿区因生态修复达不到标准影响区域生态环境而被

关闭等等。在当前矿区生态修复已变成热点，多学科

领域的专家和队伍蜂拥而入的情况下，更需要清醒认

识本领域存在的问题，把握好研究重点和方向，促进

该领域在“十四五”取得更大的进步，保障煤炭行业

的高质量发展。基于多年的研究和实践，未来的研究

重点和方向是：

1）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理念的研究。

一个学科领域的发展理念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学

科大发展方向和技术的革新目标。目前，矿山生态修

复领域存在3种修复理念：第1种是先损毁、后治理的

末端治理理念，就是先开采损伤生态环境，然后再修

复治理，特别是对于开采扰动时间长、多次扰动损毁

的（如多煤层开采），人们往往倾向于这种理念；第2

种理念是源头控制，即从开采方法上进行源头控制损

伤，认为只有通过开采方法的革新，才能从根本上减

轻或避免生态环境的损伤，最理想的状态是采用绿色

开采技术，实现地表生态环境“零损伤”[3]；第3种理

念是边开采边修复理念[4]，即将生态修复与矿山开采

紧密结合，在煤炭开采的全过程（全生命周期）进行

生态修复，它包括3种情况：一是考虑地表生态环境保

护需求的煤炭绿色开采减损或避免损伤，二是基于开

采过程，超前或动态地进行地面生态修复，三是地上和

地下同时采取措施的采复一体化修复[5]。

我国煤炭资源的地质采矿条件复杂多变，不同

开采方法造成的生态损伤有着较大的空间差异，不同

区域生态环境的特征和阈值以及生态服务的目标也存

在明显分异，因而采用的生态修复策略与技术也不同

的。我国近40年的矿山生态修复的实践与经验，为矿

山生态修复理念的研究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通过

“十四五”的研究，矿山生态修复理念将更加明晰，

将为我国矿山生态修复技术的研发以及生态修复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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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伤监测诊断后，应结合开采技术和过程，探讨矿山

生态损伤的机理和规律，为生态减损绿色开采技术的

革新奠定基础。由于该方向的研究涉及摄影测量、遥

感、人工智能等多种高新技术和装备，因此，该方向

的研究将在“十四五”取得重要进展。

4）源头减损技术研究。

绿色开采由钱鸣高院士[8]提出并得到广泛重视和

研究。在绿色发展成为国家战略的情况下，通过绿色

开采，从源头上控制和减轻生态损伤是首要任务。为

此，充填开采、条带开采、离层注浆、保水开采、协

调开采等绿色开采技术将会得到进一步研究[9]。未来

的研究，除了继续革新技术工艺、降低成本和提高工

效外，将加强与生态保护修复目标的结合，做到技术

经济的合理。

5）边采边复（采复一体化）技术研究。

采复一体化是国际先进的矿山生态修复理念。国

外在露天矿采复一体化研究和实践方面有很多经验和

成功案例，保障了国外在环境保护要求日益严格的情

况下，露天煤矿开采占比仍然在70%以上。我国露天

煤矿数量占全国煤矿数量6.9%，占总产能16.6%[10]，

且该比例在不断提高，同时大型露天煤矿多处在干

旱、半干旱的生态脆弱区。因此，露天矿采复一体化

及仿自然生态修复将是未来我国露天矿土地复垦与生

态修复的重点。井工矿的采复一体化相比露天矿困

难，笔者2013年提出了“井工煤矿边开采边复垦”的

概念、内涵、基本原理、技术分类与关键技术[5]，又

于2020年“再论煤矿区生态环境‘边采边复’”[4]，

进一步完善了煤矿采复一体化的边采边复理念、原理

和技术体系。边采边复实际上是基于采前分析-采矿动

态损毁预测-修复模拟的多阶段多参数驱动的修复方案

优选技术，需要考虑开采导致的损伤特点、治理修复

过程的动态性、系统要素的均衡性、整体价值的最大

性。边采边复强调开采工艺与复垦（修复）工艺的充

分结合，以保证按采矿计划同步进行。其基本特征是

以“采矿与修复的充分有效结合，也即采矿修复一体

化”为核心，以“边采矿，边修复”为特点，以“提

高土地恢复率、缩短修复周期、增加修复效益”为表

征，并以“实现矿区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及矿区可

持续发展”为终极目标。核心技术在于解决“何时修

复”“何地修复”“如何修复”这3个问题。“十四五”

期间边采边复（采复一体化）技术将会得到深入研

究，也必将在技术原理、技术工艺方面取得更大的

进步。

6）保耕地复垦技术研究。

矿产资源大都深藏于地下，矿产资源的开采不可

避免地造成土地的破坏，进而影响地表生态系统。土

地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不可

再生的珍贵资源。煤炭资源与耕地资源高度重合，有

关研究表明，我国保有煤炭资源量与耕地的重合面积

占我国耕地总面积的10.8%[11]。如果这些煤炭资源全

部开采，将有大约1.3×107  h m2耕地损失，因此，只

有通过土地复垦才能保障煤炭资源开采的同时又保护

耕地。经历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和正值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国内外新形势下，耕地的保护和粮食安全对人

多地少的我国来说就显得十分重要。如何更多、更好

地恢复耕地将是未来的研究重点：一方面如何通过边

采边复和绿色充填复垦保护 和 恢 复 更 多 的 耕 地 ， 另

一 方 面 通 过 科 学 的 土 壤 重 构 ， 保 障 复 垦 耕 地 的 质

量 。 “ 十 四 五 ” 期 间 ， 耕 地 复 垦 技 术 将 是 会 得 到

重视和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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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黄河流域煤矿区生态修复研究。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流域，也是我国重要

的能源流域，国家14个煤炭基地中的9个都位于黄河流域
[12]。因此，黄河流域煤矿区的生态修复对实施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具有重要作用。

黄河流域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各自的地理

地貌、生态特征差异很大。黄河流域上游地区是水资

源涵养地、黄河中游存在大量生态脆弱的风积沙地和

黄土沟壑、黄河下游是拥有大量粮食基地的冲积平

原。煤炭资源的开采不可避免引发生态环境的损伤，

加剧水土流失、耕地损失、植被退化。如何在该流域

加强生态保护的同时又开发煤炭资源以保障国家能源

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就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难题。

“十四五”期间将重点围绕黄河流域上游的保护性开

发、中游的脆弱生态系统修复和下游的水陆两相生态

系统修复而展开，在中游的干旱半干旱煤矿区人工诱

导的自然修复和生物修复将得到深入研究与实践，在

下游平原矿区的边采边复、塌陷地复垦、水生态重建

等修复技术将会有所突破。

8）煤矿区污染控制与修复技术研究。

以往我国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往往侧重于物

理损毁生态系统的恢复，对矿山污染生态的重视还不

够。随着国家对生态环境的高度重视，尤其是水土污

染的重视，矿山开采导致的环境污染将成为未来矿山

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O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提出“十四五”要深入开展

土壤污染防治，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吃得安心、住得

放心”。

煤矿区往往存在采煤、选煤、发电、煤气化等多

种产业的煤炭产业集聚区，同时产生、煤矸石、粉煤

灰、脱硫石膏等固体废弃物，对区域土壤、水和大气

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和环境累积效应，煤矿区污染

控制与修复将得到重视，在煤矿区污染物清单和污染

迁移转化规律、污染源头控制、土壤和地下水污染修

复、固废堆场修复等方面将有重要研究进展，进一步

丰富和完善矿山土地复垦与生态修复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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