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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矿区生态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李 尊

（安徽省淮北市环境科学研究所，235000）

摘要：为了恢复和重建淮北矿区生态系统，本文按照矿区各塌陷地的不同特征，提出了矿

区生态总体规划，该规划主要包括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环保产业、生态旅游业和工业污染

防治业建设等，规划后最终使整个淮北矿区生态、社会、经济效益协调增长，矿区实现生态

良性循环，促进了淮北市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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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淮北市位于安徽省北部，苏、鲁、豫、皖四省交

界处，是一座以煤炭开采为主体的能源工业城市。
淮北矿区目前已探明煤炭储量 274.2 亿 t，是全国

五大煤炭基地之一，现年产原煤 3 100 万 t。 由于

煤炭的大量开采，导致大面积土地塌陷，至今已经

塌陷耕地 15 600 hm2。 耕地的大面积塌陷，造成农

民失去土地、村庄搬迁、农村劳动力被迫迁移、原

有的生态环境完全被破坏。目前，淮北矿区复垦利

用塌陷区面积为 7 200 hm2， 复垦率为 46.2%，但

是距离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资源， 建立

高产高效的生产体系， 形成生态与经济的良性循

环还有一定差距。因此，运用生态学和生态经济学

原理对该矿区生态进行合理规划， 对于维持该地

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矿区生态经济区域划分

2.1 矿区分区原则和依据

对淮北矿区生态经济分区遵循如下原则：
(1) 分区内经济机构与功能完整型原则；
(2) 社会经济状况类似原则；
(3) 坚持“宜渔则渔，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

牧则牧，宜游则游”的原则；
(4) 坚持尽量保持现有行政界限，以镇为单

位的原则；

(5) 坚持高起点、高标准，集中连片，区域治

理原则；
(6) 坚持经济－社会－生态协调的原则。
区划的依据是：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今后规

划方向和生态示范区建设方向要基本一致；每个

生态经济区域都有可能发展成为特定的区域生态

经济综合体。
2.1 矿区生态经济区划

按照分区原则、依据和生态环境特色，将淮北

矿区分为四个生态经济分区域。
Ⅰ区：以增加耕地为主，农工贸一体化开发园

区。 该区域包括杜集区段园镇，区内有 24 个行政

村，总人口 3.3 万人。 现耕地面积 685 hm2，塌陷

区域 867 hm2，已复垦造地 373 hm2。
Ⅱ区：以水产养殖为主，兼办种、养、加工、旅

游发展项目和充填复垦发展生态林业或城建。 该

区域包括杜集区朔里镇、石台镇、矿山集镇、高岳

镇，烈山区烈山镇，相山区任圩镇，濉溪县濉溪镇，
区内有 86 个行政村，总人口 34.0 万人，现有耕地

9 873 hm2，塌陷总面积 7 353 hm2 顷，已复垦造地

1 813.33 hm2。
Ⅲ区：种植业和养殖业同步发展，农、牧、渔综

合开发区。 该区包括濉溪县刘桥镇、百善镇，区内

有 25 个行政村，总人口 11.2 万人，现有耕地 10
243 hm2，塌陷总面积 1 855 hm2。

Ⅳ区：种植业、养殖业同步发展，农、牧、渔综

合开发区。 该区包括韩村镇小湖片，区内有 4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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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村，14 220 人，塌陷总面积 333 hm2。

3 生态示范区主要建设领域

根据淮北矿区生态基本特征和社会经济、自

然环境等特点,制定了以下矿区生态总体规划方

案。
3.1 生态农业建设

(1)种植业

生态Ⅰ区：综合利用煤矸石 150 万 t，复垦面

积 55 hm2，在种植粮食、棉花、水果的基础上，建立

蔬菜种植星火示范基地，形成以蔬菜、水果、水产

和稻米为主体的城郊型经济区。
生态Ⅱ区：覆土造地 680 hm2，种植粮食 425

hm2，棉花、油菜、蔬菜 130 hm2、经济果林 75 hm2

等。
生态Ⅲ区：复垦土地 250 hm2，种植粮食油料

143 hm2，蔬菜、果树、烟草、药材 107 hm2 等。
生态Ⅳ区：复垦土地 160.5 hm2，开发高产良

田，种植粮棉 118.5 hm2，蔬菜 15 hm2，水果 10 hm2

等。
(2)水产养殖业

生态Ⅰ区：水产养殖 25 hm2，水产鱼、禽等水

产品。
生态Ⅱ区：水产养殖 435 hm2，其中进行鳖、

蟹、虾、鳝鱼、牛蛙、蚌等特种水产养殖，继续开发

大水面养鱼。
生态Ⅲ区：水产养殖 110 hm2，其中特种水产

养殖 20 hm2。
生态Ⅳ区：水产养殖 160 hm2，特种养殖包括

鳖、蟹、虾等。
(3)生态林业

生态Ⅰ区：主要建设防风固沙保土保水的防

护林带。
生态Ⅱ区：利用煤矸石和粉煤灰造地种植经

济林和农田防护林 90 hm2。
生态Ⅲ区：种植桑蚕林 20 hm2。 防护林带 24

万 m
生态Ⅳ区：建设防护林带 1.8 万 m。
(4)生态畜牧业

生态Ⅰ区：利用煤矸石造地建设畜禽养殖星

火示范基地一处。
生态Ⅱ区：建设养猪场、养鸡场、养牛场、养

鸽、鸭场等。

生态Ⅲ区：建设养殖场、养牛场、养鸡场、养鸭

场。 另外还建设乳牛场和种猪场等。
生态Ⅳ区：建设黄牛饲养场、养鸡场、养鸭场

和养猪场等。
3.2 生态工业建设

(1)农产品加工业

本规划拟建设饲料加工厂 14 个，食品和果品

加工厂 8 个，羽绒制品厂 1 个，商贸服务中心 9
个。

(2)综合工业

本规划拟建设新兴实业公司天门冬氨酸厂、
濉溪速凝剂厂和抗旱剂厂、塑料制品工业园、临涣

煤焦化工业园等，同时扩建百善选煤厂、临涣洗煤

厂和涡北洗煤厂，新建卧龙湖洗煤厂、刘桥选煤

厂，新建总规模达到年产 540 万 t 精煤。
(3)矿井水综合利用

建设朔里煤矿净化水厂，投资 270 万元，矿井

水经过紫外线杀菌、亚铁混凝、次氯酸钠消毒等过

程后，直接输送到居民区饮用。 其它煤矿矿井水

经过滤、絮凝、沉淀后直接排入河流或塌陷区用于

农田灌溉和工业生产用水。
(4)粉煤灰综合利用

淮北国安电力公司每年产生 3 600 万 t 粉煤

灰水，用于充填塌陷区覆土造田，发展种植业。 建

设凌云实业公司粉煤灰砖厂，每年可利用粉煤灰

33.9 万 t。 建设任圩粉煤灰砖厂，每年可利用粉煤

灰 8.4 万 t。 飘珠可用作隔热保温材料，经济效益

可观。 另外还可以利用粉煤灰作为水泥掺合料。
(5)煤矸石综合利用

扩大建设现有的刘桥煤矸石砖厂、烈山煤矸

石砖厂；进一步建设好中利煤矸石发电公司，扩大

710 净水剂厂、工程处净水剂厂建设，充分利用煤

矸石，走资源化道路。 利用煤矸石造地，建立工业

经济开发区，发展公益事业。
3.3 环保产业和绿色产品建设

(1)环境治理工艺设备加工和生产

充分利用淮北矿山机器制造企业的设备和地

理位置的有力条件，与附近省市大型环保设备制

造企业横向联合，建设淮北市成套环保设备制造

厂，形成具有一定实力和规模的集团。
(2)环保产品生产

充分利用煤矸石资源，发展聚合硫酸铁、聚合

氯化铝等絮凝剂生产，建设好 710 净水剂厂。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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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中的重大危险源；
（2）事故源项分析确定了苯贮罐泄漏及爆炸

为项目中的最大可信风险事故， 并进一步对源强

及泄漏量进行了计算；
（3）环境风险分析表明：苯贮罐发生泄漏及爆

炸均不会对周围居民产生死亡及重伤事故， 且项

目最大可信风险事故的风险值低于化工行业风险

统计值， 即最大可信风险事故在可接受水平范围

之内；
（4）煤化工项目 事 故 具 有 突 发 性 强、危 害 性

大、有毒化学品类型多、行为复杂等特点，在煤化

工项目中实施环境风险评价具有 非 常 重 要 的 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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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外向型产品，扩建活性炭生产线，使生产规模达

到年产 6 000t， 把淮北市活性炭厂建设成淮北市

重要创汇企业。
(3)野生蔬菜园建设

利用淮北煤矿塌陷区作为国家土地复垦试验

示范区的机遇， 将分布在全国的有开发利用前景

的适宜本区栽培的野生蔬菜资源收集建库， 形成

优良野生蔬菜繁殖基地和能够带动野生蔬菜产业

化的科研、试验、示范基地。
3.4 生态旅游业建设

(1)烈山杨庄塌陷区距离城市较近，水面 233
hm2，水质好，在发展水产养殖的同时，继续建设烈

山水上公园。 新建旅游设施 6 处，增添旅游设施 3
处，新建服务设施 8 所，结合已建项目，使水上公

园初具规模。
(2) 利用火电厂粉煤灰充填造地， 继续充填

任圩塌陷区，覆土造地，种植水杉、刺槐、雪松等林

木，建设好任圩林场森林公园。
(3) 发展市区和近郊生态旅游观光农业，如

相山公园、南湖开发区、东湖风景区、老龙脊风景

旅游区等。 以旅游为契机，带动淮北市矿区交通、
饮食、旅游纪念品等行业发展。
3.4 工业污染防治系统建设

规划建设淮北市龙湖开发区污水处理厂、烈山

污水处理厂、 濉溪县开发区污水处理厂及垃圾处

理设施等，进一步改善环境质量。在矿区塌陷区附

近，利用农畜污泥、粪便、秸秆生产沼气，建造太阳

能温室和蔬菜、药材、花木生产种植基地等。

4 结语

建设可持续发展城市， 必须做好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本文根据淮北矿区生态环境现状，按照矿

区各塌陷地的不同特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提

出了矿区生态总体规划， 加强了矿区生态环境污

染治理和保护力度， 使淮北矿区生态破坏得以控

制，区域生态环境得以改善，使矿区能量流动、物

质循环和信息流畅通， 实现经济-社会-自然的和

谐统一， 为淮北市整体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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