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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矿业可持续发展是关系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衡阳市矿业发展存在 

可开发利用资源储量不足、多数矿山企业规模小、资源回收利用率低、资源浪费严重、 

矿产品深加工落后、矿山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实现矿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主要有： 

1)加强地质勘查工作，2)加强4个矿产资源重点开发区域规划和开发工作；3)优化 

矿山企业结构，加强矿产品精深加工；4)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建立矿山生态环 

境准入制度和条件，开展7个重点区域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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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Ⅱy is important to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and economy．The mining industry of Hengyang had many problems such as re— 

source reserves for mining arc insufficient，there are many small mines with low recover 

rate of resources，the deep processing of ore productions lags behind，environment of mi nes 

is destroyed，and SO on．Th e measures for sustainab le development of mining industry in 

Hengyang are proposed as following：1)enhancing geological prospecting；2)enhancing 

programming and exploitation in 4 key areas；3)optimizing structure of mine enterprise 

and enhancing deep processing of ore production；4)enhanc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 d restoration in mines，establishing admittance system for mine environm ent，and resto— 

ring environment in 7 key mining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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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是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物质基 

础，经济的发展以矿产资源消耗量的增长为基础， 

95％以上的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业原料和 

70％以上的农业生产资料都取自矿产资源．矿产 

资源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一方面随着矿 

床资源的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资源枯竭和矿山 

的关闭，这将对国家、地区特别是矿业城市和城镇 

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另一方面，矿产 

资源的开发、加工和利用过程不可避免地要破坏 

和改变自然环境，产生各种各样的污染物质，造成 

大气、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并给生态环境和人体健 

康带来直接的和间接的、近期或远期的不利影响． 

因此，矿业可持续发展得到国际社会、各国政府和 

广大科研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j．衡阳市位于湖 

南省中南部，辖珠晖、雁峰、石鼓、蒸湘、南岳 5区 

和耒阳市、常宁2市和衡南、衡阳、衡山、衡东、祁 

东5县，面积 15 310 km ，人口656万，是湖南省 

重要的新兴工业城市．衡阳市境内矿产资源丰富， 

其中有色金属居全国前列，瓷泥储量、纳长石产量 

为全国之冠，莹石、重晶石蜚声海内，素有“有色 

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之称．矿产资源开发 

历史悠久． 

1 衡阳市矿产资源分布与矿业经济 

发展现状 

1．1 矿产资源基本情况 

截止2007年底，全市已发现矿产资源种类共 

66种，占全省已发现 124种矿产种类的53．23％， 

其中能源矿产6种、金属矿产 26种、非金属矿产 

33种、水气矿产 1种；已探明 51种矿产资源储 

量，占全市已发现矿产种类的77．27％，占全省已 

发现矿产种类的41．13％，有40种矿产列人湖南 

省矿产储量表，其中能源矿产 1种、黑色金属矿产 

3种、有色金属矿产9种、贵金属矿产 2种，稀有、 

稀土、分散矿产 1O种，冶金辅助原料矿产2种、化 

工原料矿产6种，建筑材料及其它非金属矿产 7 

种．已发现各类矿产地 876处(含砖瓦用粘土、采 

石场、采砂场等377处)，探明矿产地 131处．其中 

大型矿床 l5处，占全市已探明矿产地的11．45％； 

中型矿床27处，占20．61％；小型矿床89处，占 

67．94％．列入湖南矿产储量表的矿区共 220处． 

衡阳市列入矿产储量表的40种矿产中，有9 

种矿产的保有资源储量位居全省第一，其中硼矿、 

纳长石矿、硅灰石矿、紫沙陶土等4种矿产的保有 

资源储量占全省的 100％，为衡阳市所独有，岩盐 

保有资源储量占全省的93．86％，芒硝占80．19％， 

伴生硫铁矿占69．99％，金矿占51．59％；锡矿的 

保有资源储量位居全省第二，铅、锌等9种矿产的 

保有资源储量位居全省第三．全市矿产资源潜在 

经济价值3 511亿元，占全省矿产资源潜在经济 

价值的28．85％，地均潜在价值2 294．24万元／ ， 

是全省平均地均潜在价值的3．99倍，人均潜在经 

济价值4．99万 人，是全省平均人均潜在价值 

的2．68倍，居全省前列． 

1．2 矿业经济发展现状 

矿业是衡阳市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目前坐落于衡阳市的地质勘查单位有地矿系统的 

417队、地质测绘院；有色系统的217队、中南市 

政公司；核工业系统的301队、306队以及煤炭系 

统的140队．据衡阳市国土资源局 2007年统计， 

全市各类矿山采选 企业．共 599家，占全省的 

7．9％，就业人员 41 733人，占全省的 13．7％，年 

产固态矿石量2 033．1万 t，占全省的 14．9％，工 

业总产值 332 455．9万元，占全省的 15．6％，销售 

收入 278 174．8万元，占全省的13．7％，利润总额 

22 094．8d万元，占全省的7．0％． 

按2006年统计，我市国有及年销售收入 500 

万元以上矿业企业200家，年总产值为 175．74亿 

元，从业人数为51 000人，年利税总额15．53亿 

元，占全市500万元以上规模工业企业应交利税 

总额的50．34％，矿业经济占据我市工业经济的 

半壁江山． 

以矿产资源为物质基础，以矿山采掘业为基 

础产业的矿业链不仅连接黑色和有色金属选冶、 

压延及矿产品加工，制造业，同时也渗透到全市经 

济领域的各个方面．在衡阳，水口山有色金属工业 

总公司、湘衡盐矿、衡阳建滔化工、白沙煤电集团， 

以及正在筹建的三安矿业、神龙矿业等龙头企业 

都是矿业企业，衡阳华菱钢管、中钢集团等企业的 

原料均直接取自矿产资源．因此，矿业是衡阳经济 

的支柱，矿业的兴衰不仅直接影响全市经济的兴 

衰，也关系到全市 自然生态环境与社会的稳定和 

可持续发展． 

2 衡阳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存在 

的主要问题 

2．1 矿产开发强度大，地质勘查工作滞后 

衡阳市矿产资源丰富，开发历史悠久，对全省 

乃至全国的建设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 

长期的开发，目前全市主要矿产的经济和边际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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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基础储量几乎已被全部占用，各类矿产未利用 

储量中的经济基础储量、边际经济基础储量所占 

比例小，而次边际经济储量、内蕴经济储量所占比 

例较大．①具有一定资源储量且尚未充分开发利 

用的矿产地已经不多，主要有常宁市砂锡矿和硼 

矿、衡山紫砂陶土、祁东铁矿、城区钙芒硝矿、耒阳 

集贤高岭土矿等，这些多数属矿业基础和开发外 

部环境差、矿产品质低的矿产地．②萤石、钠长石、 

重晶石等矿产探明储量已全部为矿山占用，无未 

利用的资源储量．③铅、锌等有色金属可利用储量 

严重不足．④钨、金、石膏、硼、硅灰石矿等未设置 

矿业权的全部为内蕴经济储量．⑤铜矿、重晶石矿 

等矿产，资源储量即将耗竭，矿山企业将相继关 

闭，资源优势将不复存在． 

2．2 矿产开发利用粗放，综合回收水平有待进一 

步提高 

相当数量的矿山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和集约化 

程度低，资源综合回收利用率低，尤其是众多的民 

营小矿山，机械化程度低，“三率”水平低，采富弃 

贫、采厚弃薄、采易弃难、采近弃远等掠夺式开采 

现象较普遍，资源破坏与浪费严重． 

技术力量较强的矿山，综合回收水平有待进 
一 步提高．水 口山铅锌矿中伴生金、银的数量较 

大，而开采、冶炼中伴生金、银量回收率不高．又如 

衡南县萤石矿未综合回收伴生铅锌，衡阳重晶石 

矿未回收伴生铜，常宁市硫铁矿未回收伴生金等． 

2．3 矿业结构不尽合理，有待进一步优化 

从开发矿种上看，多数矿山企业开采的都是 

附加值较低的非金属矿产．从矿山规模上看，多数 

矿山企业设计规模太小，没有形成规模效益．特别 

是开采煤矿、高岭土矿、石膏矿的企业，资源整合 

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大．从矿产品的产业链上看，矿 

产品精、深加工产品比例低，产品结构有待改善． 

我市煤炭仍以销售原煤为主，无洗煤、配煤能力， 

竞争能力差；岩盐、芒硝资源丰富，但盐卤化工业 

处在起步阶段；高岭土、钠长石、萤石、重晶石、花 

岗岩均以出售原矿及低级产品为主，非金属行业 

的提纯、改性、超细产品的发展滞后． 

2．4 矿山生态环境破坏较严重，保护和恢复治理 

工作滞后 

目前，衡阳地区由矿业活动引起的环境问题 

主要有以下 7个方面：1)大气环境污染．我市因 

矿业废气造成的大气环境污染以未阳市煤炭行业 

最为严重，其次是常宁市有色金属选冶企业，排放 

的废气成分主要有SO 、烟尘、粉尘以及NOX等； 

2)废水污染．矿业废水主要有矿坑水、选冶废水、 

尾矿池水，矿业废水排放量占工业废水排放量的 

35％，造成对地表环境的破坏．如常宁市水口山的 

选冶废水多年未得到根治，尤其是炼金含 CN一的 

废水，造成许多地段永久性地失去了再利用的价 

值，生态环境几乎无法恢复；3)废渣污染．矿业废 

渣包括煤矸石、尾矿、选冶废渣等，全市矿业废渣 

堆存量占工业废渣总量的88％．矿业废渣不仅侵 

占土地、破坏植被，而且造成对水土的污染，有时 

还产生泥石流；4)损毁土地和破坏植被．矿业开 

发过程中损毁土地和破坏植被现象严重，全市各 

类矿山占地面积达 23 763公 顷，其 中林草地 

8 248公顷，耕地 15 277公顷，其它 238公顷．矿 

山土地复垦及还绿工作始终处于低水平，土地复 

垦率 1．5％，土地还绿率仅为 1．6％；5)水环境破 

坏．主要表现为水均衡系统破坏．我市矿山特别是 

耒阳市、常宁市的煤矿，由于开采时大量抽排地下 

水，造成附近水均衡系统的严重破坏；6)水土流 

失．我市矿业活动，特别是露天采掘活动，大量破 

坏植被和山坡土体，产生的废石、废渣等松散物质 

也极易产生矿区水土流失，如末阳市的煤矿区及 

欧阳海灌区右干渠耒阳市仁义乡境内就存在大面 

积的水土流失现象；7)诱发次生地质灾害频发． 

由于采矿活动诱发的地质灾害主要有地面变形、 

地裂缝、地面塌陷、滑坡、泥石流等．如常宁市水口 

山铅锌矿及松柏镇硫铁矿由于采矿活动导致地面 

变形引起部分职工宿舍、办公房开裂变形，松柏镇 

硫铁矿井筒倒塌；红卫煤矿坦家冲井竹里湾山坡 

上及里王庙井麒麟山上发育的大型裂缝，长度近 

100 m，宽度在0．5～1 m之间；滑坡、泥石流是我市 

主要的地质灾害，其中由于矿业活动引起的占总数 

的 1／3以上．此外，我市在长期的采矿活动中形成 

了数十座尾矿坝，这些尾砂坝大都依天然山沟而 

建，大部分的尾砂坝年久失修，尾砂堆积超过设计 

容量．再加上原设计不一定规范，有的甚至一个山 

沟内建有好几个坝，一些尾矿坝存在溃坝的危险． 

3 衡阳市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措 

施与建议 

3．1 加强地质勘查工作 

自上个世纪90年代起，国家逐步减少了对矿 

产勘查的投资，新的矿产勘查投资机制尚未健全 

和成熟，造成勘查工作滞后，新增矿产资源储量小 

于开发消耗的资源储量，面临着后备资源不足的 

严峻形势，致使我市具有优势的一些矿产，即将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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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资源优势，严重制约我市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为此，必须加强地质勘查工作，保持我市“有 

色金属之乡”和“非金属之乡”的优势地位．1)在 

阳明山一塔山一大义山等东西向构造带与耒 

(阳)一临(武)南北褶断带交汇处的北缘寻找锡、 

铅锌、金、银、铜等多金属大型矿床，如寻找“常宁 

市康家湾式”、“常宁市仙人岩式”的大型铅锌金 

银矿和金矿；2)在祁阳弧内侧带祁东清水塘一猎 

马寨一水东江一带寻找破碎带型的中型铅锌矿 

床；3)在衡阳盆地内及周边寻找铜、铀矿床．4)在 

衡阳盆地内或内侧带寻找大型岩盐、芒硝、石膏等 

非金属矿床，扩大原有勘查成果，提升资源储量级 

别；5)加强末阳市集贤片状高岭土的补勘工作，提 

升资源储量级别，力争使该区成为全市新的矿业经 

济增长点；6)加强衡阳县界牌高岭土矿区的外围找 

矿，力争有所突破，使老矿区焕发新的生机． 

3．2 加强矿产资源重点开发区域规划和开发 

要在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基础上，重点加强 

对重要矿产区逐一进行规划，合理设置矿业权的 

数量，做到布局合理，规模适当．根据矿产资源分 

布特点和开发现状，建议划分 4个重点开发区． 

1)衡阳江柏堰 一衡山平田丘钠长石、高岭 

土、石膏、紫砂陶土非金属矿开发利用重点区 

本区有钠长石和紫砂陶土大型矿床各矿 1 

个；中型矿床高岭土矿2个、钠长石矿1个；小型 

矿床高岭土矿4个、石膏矿1个、铅锌矿 1个．其 

资源储量分别为钠长石矿石3 266．2万 t，紫砂陶 

土矿石4 ooo万t，高岭土矿石486．3万t，石膏矿 

石694．3万 t，铅金属量7 020 t，锌金属量 1 023 t． 

该区应当整合矿山企业生产能力，形成集约化生 

产，适度扩大生产规模；加强对钠长石、高岭土、石 

膏等非金属矿产品的精细加工研究，拓展应用领 

域，提高矿产品的经济价值，尤其是衡山长江乡紫 

砂陶土矿应用研究，以形成新的生产开发加工基 

地，成为我市矿业经济中新的增长点． 

2)石鼓桐山 一衡南咸塘岩盐、钙芒硝鼓励开 

发利用重点区 

该区地跨市石鼓区、珠晖区、衡南县咸塘镇， 

有大型矿床 6个，其中盐矿 3个、钙芒硝矿 

(Na：SO．)2个、硬石膏矿 1个；中型矿床3个，其 

中钙芒硝矿 2个、硬石膏矿 1个．矿产资源储量分 

别为 岩 盐 (固 体 NaCI)333 690．8万 t，芒 硝 

(Na2SO。)56 630．7万 t，硬石膏矿石量 6 352万t． 

区内地面厂矿、公路、铁路密布，亟需进行矿区规 

划，矿区规划应当与松木工业园区发展规划等相 

关规划相协调．本区矿产资源开发应当采取以下 

措施：(1)适度扩大开采规模，通过技术改造，提 

高生产技术水平，提高盐矿资源回采率，提高芒硝 

等附产品的综合利用水平；(2)以市场为导向，调 

整产品结构，发展矿产品加工业及深加工产业链， 

使产品系列化，改变生产初级产品的落后局面； 

(3)制定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对生态环境 

的破坏．通过上述措施，形成以本区岩盐、芒硝资 

源为保证，湘衡盐矿、建滔化工、新澧化工、南风化 

工等企业为依托的盐、碱、硝、盐化工生产加工基 

地． 

3)常宁市水口山一柏坊有色金属、贵金属开 

发利用重点区 

本区探明有大型金矿床2个、银矿床 1个、铅 

锌矿床 1个；中型铅、锌、银矿床各 1个；小型铅、 

锌、金、银矿床 l3个．矿产资源分布高度集中，共 

伴生有益组分多．主要矿产的资源储量(金属量) 

为：铜 38 546 t，铅 460 144 t，锌 593 551 t，金 

73 712 kg，银 1 360 t，硫铁矿(矿石)2 870．3万 t． 

此外，经过近年来的国土资源大调查工作发现，本 

区存在大量的低品位金矿资源(预测金资源量大 

于100 t)．该区应当采取以下措施：(1)积极引进 

外资，利用国外先进的探矿手段及采选工艺，勘 

查、开发水口山一松柏一带低品位、难选冶的金矿 

资源，使该区成为我市乃至全省重要的黄金工业 

生产基地；(2)尽快启动水口山各矿区、柏坊铜矿 

等老矿山深、边部新一轮找矿工程，寻找铅、锌、铜 

接替资源基地；实施康家湾矿区深部(一358 m)、 

外围(131—151线)勘探，提高资源储量级别，确 

保资源保证程度及矿山生产能力；(3)提高采、 

选、冶综合回收率及共、伴生有益组分的综合利用 

率；(4)完成无汞锌粉 l万 t、电解铜 5万 t、铅锌 

锭9万 t的技术改造，发展深加工，使铅锌产品系 

列化，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提升资源利 

用的整体效益；(5)做好柚子塘铜矿床开发的前 

期工作；(6)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通过以上措 

施，形成以铅、锌、金、银、铜资源储量为保证，以水 

口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强大的采、选、冶技术能力 

为依托的有色金属生产基地． 

4)末阳市资家台一清水铺煤开发利用重点区 

受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和制约，本区被衡阳 

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列为限制开采区，但由于我 

国南方许多省份煤炭资源短缺，而该区具独特的 

区位和资源优势，加之产业基础较好，故将其列为 

开发利用重点区．区内有白沙、永耒、马水三大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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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区，34个井田．煤炭资源储量为3 664．9万t，是 

我市乃至全省煤炭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应当 

继续做好关井压产和资源整合工作；依托在铁路 

沿线、邻近沿海经济区的区位优势，开拓市场，提 

高煤炭产销利润率；提高矿山开采回采率，使资源 

得到充分利用 ；新建洗选煤企业，提高精煤产量和 

煤产品附加值．培育壮大白沙煤电集团，使该区成 

为煤炭、再生能源(煤电)的生产供应基地． 

3．3 优化矿业结构 

3．3．1 努力增加具有资源优势和加工能力优势 

的矿石供给 

1)新建一批矿山企业．根据我市矿业经济和 

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 ，依托矿产资源优势，可以招 

拍挂方式，有偿出让一些采矿权，新建一批矿山企 

业．如耒阳集贤片状高岭土矿，可建成年产5万至 

1O万 t采选配套的高岭土生产加工基地；衡南咸 

塘钙芒硝矿区可建成年产 15—30万 t元明粉生 

产加工基地；衡南县鸡笼、泉湖、衡阳县大云等地 

可分别建成30万 m ／a的花岗岩采石企业．此外， 

常宁市硅灰石矿，祁东、衡山等地中小型铅锌金矿 

亦有待开发． 

2)鼓励具有资源优势的矿山企业扩大再生 

产．积极创造条件 ，扶持开采岩盐、芒硝、钠长石的 

矿山企业进行改扩建，加大开采强度，提高矿山企 

业的采选综合回收率和生产能力．延长重点矿山 

开采期限，加强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各大矿 

区及清水塘铅锌矿、衡东金龙矿业有限公司的深 

部、周边的找矿工作，增加资源储量，提高矿山产 

量，延长矿山寿命． 

3)加快祁东铁矿的开发利用．祁东铁矿资源 

十分丰富，但品位低、选冶难，要支持矿业权人组 

织技术攻关，加强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研究，争 

取祁东铁矿采、选、冶技术研究的重大突破，促进 

对其开发利用，使资源优势尽快转化为经济优势． 

4)实施“走出去”战略，建立异地矿山基地． 

鼓励和支持大型矿业企业尽快在资源丰富的市域 

外地区建立矿山企业，并积极探索开发国外资源． 

3．3．2 提高选冶技术，加强矿产品精深加工 

1)新建煤炭洗选企业，积极开发与推广洁净 

煤技术，减少燃煤对环境的污染．发展水煤浆，煤 

炭液化、气化、煤化工产品等煤炭深加工产品，提 

高煤炭的综合利用水平． 

2)不断提高有色矿山的选冶工艺技术及装备 

水平，提高选冶回收率及矿产资源的综合利用率， 

提高产品质量，开发新的品种，增强企业的盈利能 

力和参与市场竞争能力，实现产业升级．如水口山 

有色金属有限公司各大矿区中金、银含量高，而冶 

炼过程中金、银回收率却很低．加强投入，进行技术 

攻关，破解技术难题．继续开发新的有色金属合金 

产品，加快无汞锌粉、超细高活性锌粉、精密硬质合 

金制品，钨系列深加工产品等的产业化进程． 

3)提高开采岩盐企业的综合回收水平，促使 

芒硝资源得到充分有效利用，减少企业所排放废 

水对环境的污染． 

4)加强钠长石、高岭土等优势非金属矿产资源 

的开发利用，重点开发超细、纳米级非金属产品，高 

纯度非金属产品，表面改性非金属产品，新材料非 

金属产品，促进非金属矿产深加工的产业化． 

3．3．3 优化矿山企业结构 

1)弃“小”扶“大”，弃“弱”扶“强”．对资源枯 

竭、严重污染环境、浪费资源、工艺技术及设备落 

后、产品无竞争力的矿山企业，坚决予以关、停、 

并、转；整顿、关闭非法和布局不合理的小矿山，为 

大中型矿山企业创造有利的生产条件．以具有优 

势的大中型矿山企业为核心，以资本为纽带，通过 

改组、联合、兼并和控股等形式，组建跨行业、跨地 

区、经营多矿种开发和加工的矿业集团，通过扶强 

扶优，使优势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最后达到提高 

经济效益、提升我市矿山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 

力，实现产业升级． 

2)“小”“小”联合，规模经营．对小型矿山企 

业，并非简单地一律关停，而要区别对待．要进一 

步加强资源整合工作，积极引导具备生产条件、技 

术设备先进的合法小型矿山企业，通过联营、参 

股、合作等形式，走集约化、规模化经营之路，并发 

展壮大，使其成为我市矿产资源开发的稳定力量． 

3)分矿 区设定最低开采规模指标．为防止 

“大矿小开”，合理利用矿产资源，根据我市主要 

大中型矿床的特点、矿产品市场需求状况和我市 

矿业的长远发展需要，要在目前分矿种限定最低 

开采规模的基础上，分矿区限定最低开采规模．无 

论是新建矿山，还是已开采矿山，其开采规模都必 

须达到所在矿区的最低开采规模要求，并与所占 

资源储量相适应．显著不协调的，要限期整改或限 

期变更矿区范围，减少占用储量． 

3．4 加强矿山环境保护和治理 

3．4．1 建立矿山生态环境准人制度和条件 

建立矿山生态环境准人制度，是实施我市矿 

山生态环境保护与矿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目标 

的重要措施．根据我市的具体情况，建议设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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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生态环境准入条件： 

1)新建矿山必须提交拟建矿山地质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书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 

对由矿业活动可能引起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评估 

与预测，并附环境保护方案，分别经国土资源部门 

与环保主管部门审批确认． 

2)新建矿山的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中必 

须包括矿山地质灾害防治方案、水土保持方案、土 

地复垦方案，并按规定报经土资源管理部门审批． 

3)矿山环境保护设施要与矿山生产设施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使用． 

4)新建矿山必须依法缴存矿山地质环境治 

理备用金． 

5)矿山组织机构中必须设置环境监测及管 

理机构，环保岗位职能不能因矿山机构变动而被 

削弱． 

6)土法采、选、冶金矿和土法炼汞、炼砷、炼 

铅锌、炼焦、炼硫、炼矾项目不得批准立项． 

7)限制新建、扩建含硫量大于 1．5％的煤矿， 

禁止新建含硫量大于3％的煤矿． 

8)设立禁采、限采区：对重点水土保持区、水 

源保护区、地质环境脆弱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和危 

险区、主要铁路、主干公路等交通干线两侧、市级 

以上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地质遗 

迹保护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等地区一定范围以 

内设立禁采、限采区． 

3．4．2 加强重点区域的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根据目前衡阳市矿山生态环境现在，建议划 

分出7个重点区域进行恢复治理： 

1)衡山县白果石膏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重 

点区．主要治理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隆，保护 

白果镇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防止涓水河水与 

矿山井巷贯通酿成淹井事故． 

2)衡阳县界牌瓷泥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重 

点区．本区由于大量的露天开采造成地表破坏严 

重、水环境污染严重，主要治理任务有“三废”无 

公害处理及资源化利用；治理泥石流、滑坡等地质 

灾害；复耕 102．1公顷；恢复植被233．3公顷． 

3)珠晖区湘衡盐矿生态恢复治理重点区．本 

区以土地复垦和新的地表冒卤现象的治理为主． 

4)衡南县川口钨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重点 

区．主要治理采空区塌陷、矿渣废石流、水土流失 

等地质灾害，并解决5 000余人饮水问题． 

5)常宁市水口山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工 

业区、矿区及其南部金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重 

点区．对冶炼工业区主要治理“三废”排放，计划 

采用烧结机加拓普索制酸工艺，低浓度二氧化硫 

回收制酸，预期年削减二氧化硫排放 1万 t．对矿 

区主要治理水土流失和废水污染农田，实施水砂 

充填5×10 m ，回填塌陷区 1×10。m ． 

6)常宁市东南部砂锡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重点区．主要治理地表水环境并恢复植被． 

7)末阳市东部煤炭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重点区．主要治理采空区地面塌陷及恢复植被． 

4 结论 

矿业是衡阳市经济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之一， 

目前衡阳市矿业经济存诸如在可开发利用资源储 

量不足、多数矿山企业规模小、资源回收利用率 

低、资源浪费严重、矿产品深加工落后、矿山生态 

环境破坏等制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本文从加强 

地质勘查、加强重点区域的矿产资源开发与规划、 

优化矿业结构、加强矿山环境保护与治理等4个 

主要方面提出了实现衡阳市矿业可持续发展的措 

施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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