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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矿业是工业的命脉，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产业，为国民经济提供主要能源和冶金原料等
，因此被誉为“工业和生活之母”。
我国是世界上矿业起源最早的国家之一，矿产资源的开采和利用已有几千年的历史。
目前，我国95％以上的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来自于矿产资源，是
世界上矿产资源开采产量最高的国家之一，矿山开采是我国生产活动与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我国曾对矿产资源开采加工缺乏管理和规划，对矿山环境和“三废”排放缺乏有效治理，产生了
严重的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导致矿山生态环境恶劣。
随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意识的增强，以及清洁生产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矿山环
境保护、污染防治与治理已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社会和环境问题。
为了满足我国矿业环境工程的生产与发展及相关人才的需要，根据近年来的大量文献资料，结合当前
国内外的有关科研与工程实践最新技术和成果，编写了本书，力求做到以理论为基础，以实践为指导
，深浅结合，易懂易学，为推动矿业环境工程事业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本书可作为相关技术和科研人员的参考书，亦可作为相关专业人员学习的教材。
本书由昆明理工大学徐晓军教授（博士生导师）定稿。
第1章第2节，第4章第1节和第2节，第7章第1节、第3节和第5节由徐晓军编写。
第1章第1节，第4章第3节和第4节，第7章第2节、第4节、第6节和第7节由昆明冶金研究院白荣林高级
工程师编写。
第2章和第6章第1节、第2节和第3节由徐晓军、白荣林高级工程师编写。
第3章和第5章由云南大学张艮林副教授编写。
第6章第4节和第5节由昆明理工大学周平副教授编写。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教育部矿物加工专业指导委员会、昆明理工大学、昆明冶金研究院和化
学工业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同时得到中南大学胡岳华和冯其明、中国矿业大学赵跃明、北京科技大学
林海、东北大学魏德州、贵州大学张覃和昆明理工大学童雄和宁平等教授的支持和帮助，昆明理工大
学王宏镔教授为本书第7章进行了审核，本书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文献，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时间仓促，书中疏漏和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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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业环境工程与土地复垦》共分为7章，对矿山污染的危害、特点和防治方法进行了论述，主
要内容包括矿业水污染及其防治、矿业大气污染及其防治、矿业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矿业噪声污染
及其控制、矿业热污染及其防治、矿业废弃土地复垦。
　　《矿业环境工程与土地复垦》可供矿业工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
专业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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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类污染物，指其长远影响小于第一类污染物质的污染物，在排污单位排出口取样，其最高
容许排放浓度必须符合表2-4的规定。
为了保证矿区环境不受污染和危害，矿区排放的废水还必须符合国家“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的规
定。
如表2-4所示，对矿山企业的行业规定有：现有企业悬浮物最高容许排放浓度为150mg／L（一级）
和300mg／L（二级），新扩改企业为200mg／L（二级）。
2.5.4矿业废水水质监测方法（1）矿山废水水质监测的目的和方法  水质监测的目的包括：a.对矿山废水
的污染物质及渗透到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质进行经常性的监测，以掌握矿山废水污染物现状及其影响和
发展规律。
b.对排放的矿山废水进行监视性监测，为污染源管理提供依据。
c.对矿山废水污染事故进行应急监测，为分析判断事故原因、危害及采取对策提供依据。
d.为国家政府部门制定环境保护法规、标准和规划，全面开展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提供有关数据和资料
。
e.为开展水环境质量评价、预测预报及进行环境科学研究提供基础数据和手段。
水质分析项目归纳起来有几百项，内容可分为物理、化学和微生物（包括生物）分析。
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不可能也没必要对各监测项目一一监测，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那些排放量大
、危害严重、影响范围广、有可靠的分析方法保证获得准确的数据并能对数据做出解释和判断的项目
。
特别要注意我国环境监测总站提出的68种水环境优先监测污染物“黑名单”。
矿山废水最常用的水质分析项目约为数十项，对于不同的矿山废水，其主要分析项目也不相同，应根
据矿山废水的监测目的、水质状况、分析与测定条件和技术规范等方面的要求，考虑监测项目和选择
监测方法，并进行具体的项目分析和进行日常常规分析。
监测分析方法应遵循的原则和要求为：灵敏度能满足定量要求；方法成熟、准确；操作简单；抗干扰
能力好；其分析方法应采用国家统一的标准分析方法。
制定水质监测方案首先需明确和具体地规定监测的目的，确定监测项目，以此选择分析方法，前后统
一，使监测数据具有可比性，根据排放特点、自然环境条件等情况，确定采样路线、采样设备、采样
地点、方法、时间和频次等。
另外，对监测结果尽可能提出定量要求，包括监测项目结果的表示方法、有效数字的位数及可疑数据
的取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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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业环境工程与土地复垦》可供矿业工程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阅读使用，也可供高等院校相关专业
师生参考。
《矿业环境工程与土地复垦》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矿业环境工程与土地复垦>>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