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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矿山环境学》是以地球科学、采矿工程学、环境学、生态学的理论为支撑点的多学科交叉的边
缘科学，并且融合经济学、管理学等知识，是作者和我国地质矿产领域广大科技工作者长期生产实践
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总结。
全书分四篇四十章，其中第一篇地球演化与成矿环境，简要叙述地球科学的基本知识、地球演化与成
矿环境的关系、中国典型矿床环境模式和中国矿产资源的基本特征；第二篇矿山环境，重点分析总结
以采矿活动为主的矿业活动对矿山环境的影响、中国矿山环境状况、各类矿山的主要环境问题和矿山
环境保护途径；第三篇矿井灾害与控制，回顾了我国矿井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水、火、瓦斯等重大灾难
事件，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控制岩层移动等方面提出了减少和防止矿难发生的对策措施；第
四篇绿色矿山，主要论述绿色矿山建设的理论体系和技术途径，包括矿山环境影响评价、绿色采矿技
术、矿山清洁生产与安全技术、矿山废弃物利用、矿山地质环境恢复与生态重建、矿山污染土地治理
与生态恢复、循环经济与绿色经济评价、绿色矿山管理模式与可持续发展等内容，构成本书基本理论
研究框架体系。
《矿山环境学》可作为地质矿产和相关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地质矿产、环境，生
态等领域的科研、生产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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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本书是由从事多年水文地质学和矿山环境学研究的谭绩文教授为主完成的。
该专著是一部包括四大篇四十章的巨著。
第一篇是从矿产资源形成的地质事件反演地球在宇宙链中的演化过程，并着重论述了矿产资源形成演
化与矿山环境的依存关系；第二篇主要论述了采矿活动过程对环境的影响，国內各类型矿山生产活动
的现状和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保护的途径；第三篇回顾我国矿井生产中发生水、火、瓦斯等灾难事件
，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提出安全生产等技术途径；第四篇包括绿色采矿技术，矿山废弃物利用，矿
山环境恢复与生态重建，矿山污染的土地治理与生态恢复，矿山循环经济和矿山管理模式等。
 总之，该著作内容十分丰富，既有理性认识，也有实践内容，形成较完整矿山环境学理论研究框架体
系，是当代矿山环境学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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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绪论一、矿山环境学涵义与定位二、矿山环境学研究内容三、矿山环境学与其他学科间关系四、矿山
环境学研究方法五、矿山环境学展望第一篇 地球演化与成矿环境第一章 地球科学基础知识第一节 地
球赋存环境第二节 地球构造与地壳运动第二章 地球元素富集与成矿环境第一节 地球元素丰度第二节 
地球演化成岩与成矿环境第三节 地球演化动力第四节 地球环境演变与成矿第三章 中国大地构造演化
与成矿环境第一节 大地构造演化与成矿环境研究现状第二节 前寒武纪构造期及其成矿环境第三节 加
里东构造期及其成矿环境第四节 海西-印支构造期及其成矿环境第五节 燕山-喜马拉雅构造期及其成矿
环境第四章 幔柱构造与成矿环境第一节 幔柱构造理沦研究现状第二节 幔柱构造的成矿作用第三节 幔
柱构造成矿体系第五章 中国典型矿床赋存环境模式第一节 中朝准地台区典型矿床赋存环境模式第二
节 扬子准地台区典型矿床环境模式第三节 华南褶皱系典型矿床环境模式第六章 我国矿产资源第一节 
能源矿产资源第二节 金属矿产资源第三节 非金属矿产资源第四节 我国矿产资源在世界中的地位小结
参考文献第二篇 矿山环境第一章 矿床与开采第一节 矿床与围岩的基本概念第二节 矿床与开采的基本
概念第三节 矿床开拓方法分类第四节 采矿方法分类第五节 矿井储量、年产量和服务年限第二章 矿山
压力与岩层移动第一节 矿压基本概念第二节 岩层移动第三节 冲击矿压第三章 矿山地质环境第一节 岡
岩(岩石、岩体)力学基本性质与变形第二节 岩体结构面类型及围岩分类第三节 我国矿床水文地质特征
第四章 采矿活动对矿山环境的影响第一节 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研究概述第二节 我国矿山环
境现状第五章 矿山地面沉陷与地面塌陷第一节 矿山地面沉陷、塌陷特征第二节 采空区剩余沉降量评
价第三节 松散层疏干沉降对井筒安全影响评价第四节 矿山塌陷研究第五节 塌陷对饱气带水的影响第
六节 采空区岩层移动控制技术第六章 矿山滑坡、泥石流灾害第一节 滑坡研究概述第二节 露天采场滑
坡第三节 开采引发崩滑灾害第四节 矿山边坡稳定性评价第五节 矿山泥石流第七章 金属、非金属等矿
床开采引发的环境问题第一节 疏干排水对水资源、水环境的影响第二节 岩溶地面塌陷问题第三节 尾
矿环境效应第四节 有害元素的环境效应第五节 非金属开采主要环境问题第八章 煤炭资源开发环境效
应第一节 我国煤炭沉积环境特征第二节 煤炭资源开发引发矿山环境问题第九章 石油资源开发与油田
环境保护第一节 我国主要油田简况与分布第二节 我国油气藏分类与特点第三节 油田开发过程中的主
要污染源和污染物第四节 石油天然气开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与治理第十章 我国煤层气开发利用第一
节 我国煤层气开发现状第二节 我国煤层气资源的分布特点第三节 我国煤层气资源量计算第四节 煤层
气开发利用第五节 抽放瓦斯方法第十一章 铀矿资源开采主要环境问题第一节 我国铀矿资源特征第二
节 铀矿床分类第三节 铀矿床开采第四节 矿山环境问题第十二章 地热资源开发利用及保护第一节 地热
资源量与分布第二节 典型地热田第三节 国内高温热水矿床开发现状及环境保护第十三章 盐矿资源开
发与环境保护第一节 青海察尔汗盐湖第二节 罗布泊罗北凹地钾岩矿床第三节 溶解驱动开采固体钾矿
试验研究第四节 盐湖矿床开采环境问题及解决途径第十四章 砂金矿资源开发与环境保护第一节 国内
外砂金开采与利用概况第二节 砂金矿形成的基本原理第三节 砂金矿的成因类型第四节 砂金矿床开采
技术第五节 砂金矿开采的环境问题及地质环境保护途径第六节 氰化物的提金与环境保护第十五章 矿
业城市的环境问题第一节 我国矿业城市分布与工业经济类型第二节 我国矿业城市环境问题第三节 矿
业城市面临的社会经济问题第十六章 海底矿产开发和环境保护第一节 国内外海底矿产开发现状第二
节 海底采矿第三节 海下采矿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小结参考文献第三篇 矿井灾害及控制第一章 矿山井巷
冒顶(塌方)、片帮灾害第一节 井巷冒顶(塌方)、片帮事故第二节 坚硬顶板的控制第二章 矿井涌水与突
水事故第一节 地面水体水害事故第二节 冲积层透水事故第三节 老窑水水害第四节 石炭二叠系薄层灰
岩水水害事故第五节 厚层灰岩岩溶水水害事故第六节 砂岩宽裂隙水灾害事故第三章 矿井火灾及防治
第一节 矿井火灾及其危害第二节 预防矿井火灾的技术措施第三节 矿井灭火技术第四章 矿井瓦斯灾害
与防治第一节 煤与瓦斯突出第二节 煤与瓦斯突出的综合防治第三节 矿井瓦斯管理第五章 矿井粉尘灾
害与控制第一节 矿山粉尘与大气粉尘概念简介第二节 爆破对工作面及大气的影响第三节 矿尘对人体
健康的影响第四节 矿山大气粉尘污染的防治第六章 矿井热害及其防治第一节 我国矿井热害现状及其
类型划分第二节 高温矿井对人体健康的影响第三节 矿井非制冷设备的降温方法第七章 井喷灾害与控
制第一节 油气田勘探发生井喷事例第二节 汕气开发发生井喷事例第八章 地震矿井灾害第一节 唐山地
震案例第二节 矿区震害与分析第三节 生产恢复重建工作第四节 抗震矿井工程第五节 矿井井巷工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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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出门小结参考文献第四篇 绿色矿山第一章 环境与生态学基础知识第一节 环境科学与矿山环境标
准第二节 生态学与污染生态学第二章 矿山环境评价第一节 矿山环境影响评价第二节 矿山环境地质问
题综合评价第三节 典型矿区环境评价第三章 绿色采矿第一节 “三下”采煤技术新进展第二节 矿区减
沉技术应用现状及发展趋势第三节 煤、气、水联合开采技术战略研究第四章 矿山清洁生产与安全技
术第一节 清洁生产的定义第二节 国内外清洁生产推行概况第三节 矿山清洁生产的组成、方法与途径
第四节 矿山推行清洁生产的程序与步骤第五节 清洁生产案例第六节 矿山安全技术第五章 矿山固体废
弃物利用第一节 矿山固体废弃物利用概述第二节 我国尾矿利用现状第三节 黄金矿山尾矿综合回收与
利用第四节 我国典型矿山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第六章 沉陷区地质环境恢复与重建第一节 采煤区土地
生态系统的演变与重建第二节 煤矿沉陷地复垦规划第三节 矿山地质环境生态重建案例第七章 矿山土
地污染与生态重建第一节 我国矿山废弃地概述第二节 矿山污染场区形成与危害第三节 矿山废弃地生
态恢复第四节 矿山废弃地生态复垦技术研究第八章 绿色经济、循环经济与矿山环境经济评价第一节 
绿色经济与绿色CDP第二节 绿色经济与经济生态化第三节 发展矿业循环经济，走绿色矿业之路第四节
矿山开发环境影响经济评价第九章 矿山环境管理第一节 矿山环境管理的内涵和职能第二节 国外矿山
环境保护管理现状及ISO14000认证第三节 我国矿山环境管理现状与模式第四节 生态足迹的基本理论与
研究意义第十章 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第一节 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现状第二节 地质环境可持续发
展第三节 中国能源矿产可持续问题研究框架小结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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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矿山环境学》可作为地质矿产和相关专业大学生、研究生的参考教材，也可供地质矿产、环境，生
态等领域的科研、生产和管理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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