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１ 卷第 ４ 期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环境生态学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Ｖｏｌ １ Ｎｏ ４

Ａｕｇ ２０１９

浅谈山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矿山生态修复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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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统筹做好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作是国家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部署ꎬ也是建设美丽山西的重要途径ꎮ 山西省作为国

家重要的能源基地ꎬ长时间、大规模、高强度的矿产开采对其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ꎮ 以山西省矿山生态修复为例ꎬ阐述矿山

生态修复的重要性及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的影响ꎬ并围绕矿山生态环境调查分析、修复理念与案例、评估与指标建设等方面

探讨矿山生态修复的出路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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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土空间生态系统是由土地、江河、湖泊、湿地、
农田、山川、森林、草原、生物和空气等多要素ꎬ按照

特定空间结构组成的一个大系统ꎮ 要素之间相互联

系、相互作用ꎬ协同发挥生态功能ꎬ构成一定区域内

的生态安全屏障[１]ꎮ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ꎬ当前已上升为国家层面的

战略部署ꎬ是统筹推进现代化建设、生态文明建设、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综合平台和重要抓手[２ꎬ３]ꎮ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

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ꎮ 这

就要求我们要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ꎬ
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地开展生态文明建设ꎬ以生

态优先和绿色发展为引领ꎬ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一
体修” [４ꎬ５]ꎬ推进全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ꎮ

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也是建设美丽山西的重要

途径ꎮ 山西作为我国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粗

放型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ꎬ长期以煤炭、化工、钢
铁、水泥等为主导产业ꎬ其引发的一系列环境问题

逐渐显现ꎮ 近年来ꎬ山西省国土生态修复逐渐被

重视起来ꎬ各项国土生态修复工程被逐步提上日

程ꎬ山西省生态修复工作必将为建设美丽中国贡

献“山西方案”ꎮ

１　 矿山生态修复的重要性

矿山开采是目前最大规模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和

损坏陆地生态系统的人类活动[６ꎬ７]ꎮ 党的十九大报

告在部署未来生态文明建设时强调要“实施重要生

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ꎻ«全国矿产资源规划

(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 [８]中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ꎬ开发区域

生态环境不退化、环境质量不下降ꎬ矿山地质环境得

到有效保护和及时治理”ꎮ
山西省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ꎬ长时间、大规

模、高强度的矿产开采ꎬ为国家贡献大量能源的同时

也让其生态环境付出了沉重代价[９ꎬ１０]ꎮ 在矿山生态

修复治理上ꎬ山西省做出了很多创新和尝试ꎮ 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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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９ 月环保部和国家能源局联合召开矿山生态环境

恢复治理经验交流会ꎬ肯定了山西省矿山生态环境

保护经验ꎻ２０１５ 年山西省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ꎬ
要加强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环境治理和保护ꎬ特别

是加快采煤沉陷区的综合治理ꎻ２０１９ 年«山西省山

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试点实施方案»顺利

通过专家验收ꎬ包括矿山生态环境与地质灾害综合

治理、河流水系及水生态保护修复、土地综合整治等

一系列工程ꎮ 因此ꎬ山西省委、省政府对山西省矿山

生态修复已达成共识ꎬ更是山西人民热切期盼的

工程ꎮ

２　 矿山开采影响生态环境的主要表现

２ １　 占用土地污染环境

矿产资源的开采利用造成破损、压占、塌陷等土

地破坏约占矿区整体土地总量的 ３０％[１１]ꎬ进而导致

区域土壤侵蚀、水质恶化、空气污染、植被破坏等环

境问题[７ꎬ１２￣１４]ꎮ 矿山开采包括露天开采和井工开采

两种方式ꎬ露天采矿剥离的地表土、井工采矿后的矿

料、废石堆置及取排土场等直接破坏与压占大量土

地[１５ꎬ１６]ꎻ井工开采导致大面积地表沉降、塌陷等ꎬ引
起地表变形和植被破坏ꎬ加速土壤侵蚀和水土流

失[１７ꎬ１８]ꎮ 矿山开采造成矸石、废渣等废弃物的数量

庞大且性质较为复杂ꎬ极易给周边造成环境污染问

题甚至生态问题[１５]ꎮ 表 １ 是针对山西某矿区土地

破坏面积的统计ꎬ数据是根据山西省矿山生态环境

详细调查项目结果而统计出来的ꎮ

表 １ 　 某矿区土地破坏面积的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１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ｏｆ ｌａｎｄ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类型 面积 / ｋｍ２ 比例 / ％

露天采区 １１ ６０ ２１ ０１

边坡 ２ ２９ ４ １４

工业场地 １５ ７３ ２８ ５１

矸石山 / 场 １０ ２８ １８ ６３

废弃场地 １ ９９ ３ ６０

储石场 ０ ０２ ０ ０３

排土场 １１ １２ ２０ １５

排渣场 １ １５ ２ ０９

取土场 ０ ０８ ０ １５

其他 ０ ９３ １ ６９

总计 ５５ １９ １００ ００

２ ２　 生态系统格局变化

矿产资源在开发过程中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的

影响很大ꎬ长期矿产资源的开发活动会导致自然生

态系统的退化ꎮ 随着矿产资源的开发ꎬ矿区交通网

络逐步形成ꎬ人为活动也越来越频繁ꎬ裸地、人工表面

等土地利用类型明显增加ꎬ使矿山区域生态系统格局

发生明显变化ꎬ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急剧下降[１９ꎬ２０]ꎮ
仍以山西某矿区为例(图 １)ꎬ可以看出 ２０１０ 年

和 ２０１５ 年某矿区开采区内林地、草地、耕地面积明

显减小ꎬ人工表面面积大幅度增加(主要为采矿场

面积的增加)ꎻ而在该矿区未开采区内林地、草地面

积基本保持不变ꎬ人工表面面积增加较少ꎮ

图 １　 某矿区开采区和未开采区土地利用类型统计图

Ｆｉｇ.１　 Ｂａｒ ｃｈａｒｔ ｏｆ ｌａｎｄ￣ｕｓｅ ｔｙｐｅｓ ｉｎ ｃｏａｌ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ａｎｄ ｎｏｎ￣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ｏｆ ａ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ｍｉｎｉｎｇ ａｒｅａ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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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矿山生态修复

３ １　 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

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是矿山生态环境全局

修复的基础条件ꎬ是解决矿山各类生态环境问题

的基础和制定治理方案的先决条件[２１] ꎮ 山西省矿

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以“全面摸清矿山生态环境

状况”为目标ꎬ采用顶层设计、突出重点、统一规

范、全程指导、地方执行、集成分析的形式ꎬ综合考

虑技术、经济、操作的可行性ꎬ掌握多方面信息

(表 ２)ꎬ为今后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工作提供

数据基础ꎮ
表 ２ 　 山西省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内容及目的

Ｔａｂｌｅ ２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ｍｉｎｅ ｅｃｏ￣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ｈａｎｘｉ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序号 调查方向 调查内容 调查目的

１ 矿山背景信息调查 地质、地形、水文、土壤、植被、社会、经济等状况 便于区别分析不同环境背景下ꎬ矿山开采引起的生

态环境状况

２ 矿山基本信息调查 名称及地理位置、井田范围、矿种、服务年限、生产能力

及现状、开采方式、采空区域等

分析开采矿种、年限、规模、开采方式、采空、生产现

状等因素对矿山生态环境状况的影响

３ 环境治理与污染源 区域及矿山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等主要环境要素

监测数据ꎬ污染源“三废”排放情况、总量控制、排污许

可证执行等环保要求执行情况

了解区域环境质量状况ꎬ对比矿区环境质量ꎬ掌握

矿区污染源排放状况ꎬ评估对矿山环境的影响

４ 生态环境现场调查 生态敏感目标调查、生态保护措施调查、生态影响调查、

典型样地调查

掌握生态敏感目标受矿山影响情况ꎻ矿区生态保护

措施及生态影响情况ꎻ对比干扰区与非干扰区植被

生长状况ꎬ确定干扰区植被受影响程度

５ 生态遥感调查　 　 生态系统类型分布、植被覆盖度 分析矿区土地利用、生态系统格局等状况

　 　 在此基础上ꎬ可进一步综合地形地貌、河流水

系、地质构造、政治经济、人文社会等多方面因素ꎬ借
鉴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理论以及案例ꎬ“因地”找出

矿山生态环境状况的症结所在ꎬ“因时”找出矿山生

态环境修复的关键时机ꎬ“制宜”找出矿山生态环境

修复重点区域、关键因素以及科学方法ꎬ最终确定自

然修复或人工辅助修复的生态修复方案ꎮ
３ ２　 矿山生态修复理念及案例

早期的矿山生态修复主要集中在废弃地的复垦

和植被恢复方面[２２￣２４]ꎮ 随着时间推移ꎬ矿山生态修

复逐渐成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维护、运行良好的完

整生态服务系统[２５￣２７]ꎮ 如今ꎬ矿山生态修复是建立

以生态环境保护为核心ꎬ兼顾社会、经济、人文、历史

的可持续发展区域ꎬ通过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区域

经济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ꎬ真正实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ꎮ
国内外针对矿山改造的成功案例很多(表 ３)ꎬ

综合其不同功能与特性ꎬ主要有生态恢复类、博物资

源利用类、旅游开发类、复垦造田类、引水造湖类、垃
圾处理厂类、仓储类等 ７ 种类型[２８] ꎮ其中ꎬ生态恢

表 ３ 　 国内外矿山生态修复案例

Ｔａｂｌｅ ３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ｍ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ｄｏｍｅｓｔｉｃ ａ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ａｓｅｓ

序号 案例 改造前 生态修复成效

１ 太原西山生态园[３０ꎬ３１] 采场 集疗养、商贸、文化旅游等为一体的绿色产业集群

２ 上海辰山植物园[２９ꎬ３２] 矿坑 集科研、科普和观赏游览于一体的综合性植物园ꎬ也是华东地区规模最大的植物园

３ 唐山南湖生态公园[３３ꎬ３４] 沉陷区 融自然生态、历史文化和现代文化为一体的大型城市中央生态公园

４ 湖北黄石国家矿山公园[３５ꎬ３６] 露天采坑 集旅游、科学活动考察和研究于一体的场所ꎬ展示中国矿业文化ꎬ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５ 浙江绍兴东湖风景区[３７] 采石场 因地制宜、因形就势ꎬ利用原有自然环境ꎬ再加以人工修复ꎬ现成为了一处巧夺天工的大盆景

６ 上海世茂深坑酒店[３８] 采石场 利用深坑的自然环境建造的一座五星级酒店ꎬ也是自然、人文、历史的集大成者

７ 英国伊甸园[３９ꎬ４０] 陶土采坑 有极高科研、产业和旅游价值的植物景观性主题公园

８ 美国密歇根州港湾高尔夫球场[２９] 水泥场 集 ２７ 洞高尔夫球场、游艇码头、酒店和私人住宅社区为一体的高端独有度假区

９ 罗马尼亚盐矿主题公园[２９] 盐矿 包含博物馆、运动设施和游乐场的缤纷主题公园ꎬ被«商业内幕»评论为世界上“最酷的地下

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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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类、旅游开发类占据矿山生态修复案例的一半以

上ꎬ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ꎬ常见的形式为依据城市总

体规划ꎬ在城市近中郊范围内选择类型适宜的矿山

废弃地ꎬ建设矿山遗址公园、生态示范公园、环保科

普公园、小游园等多种类型的景观绿地[２９]ꎮ
３ ３　 矿山生态修复成效评估

随着矿山生态修复相关理论和技术研究工作逐

渐成熟ꎬ目前对矿山生态修复成效评估的方法主要

分为 ３ 种[４１](表 ４)ꎮ 其中ꎬ单指标评估法多根据矿

山区域特点ꎬ选取植被恢复后植物物种的组成和变

化、土壤结构和养分含量等单一的生态效果指标来

评价矿山生态修复[４２￣４４]ꎬ这种方法操作简便ꎬ但只

能反映某些指标的变化程度ꎬ无法全面评价矿山生

态修复的效果ꎻ综合效益评估法多采用层次分析法

(ＡＨＰ)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９ꎬ４５]ꎬ这种方法

相较于单指标评估法来说克服了多因素间无法定量

描述的缺点ꎬ可以较全面、准确地反映矿山生态修复

的成效ꎬ但评价指标体系多针对某一特定矿山类型

或区域范围ꎬ缺乏普适性和代表性[４６ꎬ４７]ꎻ近年来ꎬ人
们越来越关注生态修复的社会经济效益ꎬ对矿山生

态修复生态效益评估的研究越来越多ꎬ即采用经济

利润指标表示生态修复改善矿山生态环境质量的情

况[４８ꎬ４９]ꎬ主要表现在防风固沙、涵养水源、土壤保

持、净化环境及保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７ꎬ５０]ꎮ
表 ４ 　 矿山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方法的对比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ｍｉｎ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评估方法 含义 优点 缺点

单指标评估　 对单个指标进行定性、定量对比分析 操作简便ꎬ方便直观 只能反映矿山生态修复某一方面的

成效ꎬ受指标选择的影响较大

综合效益评估 采用层次分析法(ＡＨＰ)ꎬ对多个指标

综合分析

克服多因素间无法定量描述的缺点ꎬ较

全面、准确地反映了生态修复成效

人为因素对指标的选取、权重的影响

较大

生态效益评估 对生态修复工程实施前后的生态效益

货币化并作对比

与经济效益相结合ꎬ综合分析生态修复

的成效

目前相关研究不成熟ꎬ可参考学习的

案例很少

４　 总结

矿山生态修复作为山西省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ꎬ应依据不同矿山开采时期的技

术特点和自然环境等因素ꎬ制定和调整相应的矿山

生态修复方案ꎬ做到矿山开采与生态修复的一体化、
同步化ꎮ 矿山生态修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ꎬ目前存

在的突出问题为矿山生态修复目标缺乏科学性和合

理性ꎬ没有因地制宜而是直接引入其他矿山生态修

复措施ꎮ 矿山生态修复仍需不断发展和完善以下研

究:(１)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是矿山生态修复的

前提ꎬ进一步研究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监测技术ꎬ
加强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监测标准研究ꎬ进而加

快形成业务化矿山生态环境详细调查制度ꎻ(２)根

据矿山实际情况ꎬ理清制约矿山自我修复的关键环

境因素ꎬ促进矿区生态系统自我恢复机能的提升ꎬ并
综合其不同功能与特性对矿山进行改造ꎬ实现矿山

废弃地的生态修复和景观化ꎻ(３)利用 ３Ｓ 等技术优

化矿山生态修复评估方法ꎬ制定短期、中期、长期生

态修复目标并进行评估ꎬ加强矿山生态修复跟踪监

测平台建设ꎬ确保矿山生态环境问题早发现、早
修复!

参考文献
[１] 高世昌.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与方法[ Ｊ].中国土

地ꎬ２０１８(８):４０￣４３.
[２] 焦思颖.推进生态保护修复ꎬ服务生态文明建设———访

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司长周远波[Ｊ].国土

资源ꎬ２０１９(１):１８￣１９.
[３] 高世昌ꎬ苗利梅ꎬ肖文.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工程的技术

创新问题[Ｊ].中国土地ꎬ２０１８(８):３２￣３４.
[４] 王子墨.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文明

建设系列谈之六[Ｎ].光明日报ꎬ２０１５￣０５￣１２.
[５] 王夏晖ꎬ张箫ꎬ牟雪洁ꎬ等.国土空间生态修复规划编制

方法探析[Ｊ].环境保护ꎬ２０１９(５):３６￣３８.
[６] 李明顺ꎬ唐绍清ꎬ张杏辉ꎬ等.金属矿山废弃地的生态恢

复实践与对策[Ｊ].矿业安全与环保ꎬ２００５ꎬ３２(４):１６￣１８.
[７] 赵阳.典型矿山生态恢复效果与生态效益评价———以

焦作缝山公园为例[Ｄ].焦作:河南理工大学ꎬ２０１７.
[８] 全国矿产资源规划(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Ｚ].北京:国土资

源部ꎬ２０１６.
[９] 王伟.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

研究[Ｄ].太原:中北大学ꎬ２０１４.

２５



　 ２０１９ 年 马晓勇等:浅谈山西国土空间生态修复———以矿山生态修复为例

[１０] 白中科ꎬ李晋川ꎬ王文英ꎬ等.中国山西平朔安太堡大型

露天煤矿退化土地生态重建研究[ Ｊ].中国土地科学ꎬ
２０００ꎬ１４(４):１￣４.

[１１] 袁鹏ꎬ尚修宇ꎬ胡术刚.矿山修复治理的现状与技术

[Ｊ].世界环境ꎬ２０１８(３):３０￣３２.
[１２] 张东为ꎬ崔建国.金属矿山尾矿废弃地植物修复措施探

讨[Ｊ].中国水土保持ꎬ２００６(３):４０￣４２.
[１３] 杨丹青.浅析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治理措施[ Ｊ].能源

与节能ꎬ２０１２(７):６７￣６８.
[１４] 刘男男ꎬ周欣荣.浅谈矿山开采的生态环境效应与其生

态恢复[Ｊ].科技信息ꎬ２０１０(１０):５.
[１５] 王宇.矿山生态环境问题及环境保护措施探讨[ Ｊ].世

界有色金属ꎬ２０１７(２３):３５.
[１６] 张汉军.青海省祁连山区矿山生态环境修复技术应用

探讨[Ｊ].环境与发展ꎬ２０１８(４):１９４￣１９５.
[１７] 王娟.矿山地下水与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研究[ Ｊ].世界

有色金属ꎬ２０１８(７):２９３.
[１８] 黄玉焕.矿山开采对环境的影响及防护措施[ Ｊ].冶金

矿山设计与建设ꎬ２００１ꎬ３３(６):３２￣３４.
[１９] 王昭.浅谈矿山开采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及对策

[Ｊ].柴达木开发研究ꎬ２０１３ꎬ４:３７￣３９.
[２０] 沈刚ꎬ李香梅ꎬ赵艳.矿山植被恢复演替研究进展[ Ｊ].

现代矿业ꎬ２０１０(１０):７０￣７３.
[２１] 武强ꎬ刘宏磊ꎬ赵海卿ꎬ等.解决矿山环境问题的“九节

鞭”[Ｊ].煤炭学报ꎬ２０１９ꎬ４４(１):１０￣２２.
[２２] 胡振琪ꎬ杨秀红ꎬ鲍艳ꎬ等.论矿区生态环境修复[Ｊ].科

技导报ꎬ２００５ꎬ２３(１):３８￣４１.
[２３] ＧＲＡＮＴ ＣꎬＫＯＣＨ Ｊ. Ｄｅ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ｉｎｇ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ｓ

ｆｉｒｓｔ ｂａｕｘｉｔｅ ｍｉｎｅ:Ｃｏ￣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
ｎｉｑｕｅｓ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ｓ[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Ｒｅｓｔｏｒａ￣
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７ꎬ８(２):９２￣１０５.

[２４] ＴＩＳＣＨＥＷ ＳꎬＫＩＲＭＥＲ Ａ.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ａｓ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ｕｒｆａｃｅ￣ｍｉｎｅｄ ｌａｎｄ [ Ｊ].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７ꎬ１５(２):３２１￣３２５.

[２５] ＳＵＤＩＮＧ Ｋ ＮꎬＨＯＢＢＳ Ｒ Ｊ.Ｔｈｒｅｓｈｏｌｄ ｍｏｄｅｌｓ ｉｎ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Ｊ].Ｔｒｅｎｄｓ ｉｎ Ｅ￣
ｃｏｌｏｇｙ ＆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ꎬ２００９ꎬ５(５):２７１￣２７９.

[２６] ＪＡＣＫＳＯＮ Ｓ ＴꎬＨＯＢＢＳ Ｒ Ｊ.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ｉｇｈｔ ｏｆ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Ｊ].Ｓｃｉｅｎｃｅꎬ２００９ꎬ３２５(５９４０):
５６７￣５６９.

[２７] ＰＡＬＭＥＲ Ｍ ＡꎬＦＩＬＯＳＯ Ｓ.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ｃｏｓｙｓｔｅｍ ｓｅｒｖ￣
ｉｃｅｓ ｆｏ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ｓ [ Ｊ]. Ｓｃｉｅｎｃｅꎬ ２００９ꎬ ３２５
(５９４０):５７５￣５７６.

[２８] 韩瑞光.大连市石灰石矿环境综合整治的可能性探讨

[Ｊ].中国园林ꎬ２００８(２):９￣１３.
[２９] 全球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的六个经典案例赏析[ＯＬ].

[ ２０１８￣０８￣３０].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ｓｈｃｈｕａｎｇｓｈｅｎ. ｃｎ / ｎｅｗｓｖｉｅｗ.
ａｓｐｘ? ｉｄ＝ ４０＆ｌｉｄ＝ ３.

[３０] 刘斌.山西省煤炭地质环境治理———以“西山模式”为

例[Ｊ].环球市场信息导报ꎬ２０１５(３４):１５.
[３１] 何中美.西山生态园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Ｊ].经济师ꎬ２０１７(３):１７２.
[３２] 李瑞琪ꎬ王琴.矿山废弃地生态恢复与景观设计初

探———以上海辰山植物园矿坑花园为例[ Ｊ].现代园

艺ꎬ２０１６ꎬ１２(２３):１３９￣１４１.
[３３] 何琼ꎬ安帅ꎬ李琦.基于绿色发展理念的采煤塌陷区转

型机制研究———以唐山南湖生态城为例[ Ｊ].价值工

程ꎬ２０１８ꎬ３７(２７):７１￣７３.
[３４] 郝卫国ꎬ沈瑾ꎬ林澎.采煤沉陷区的嬗变———唐山南湖

生态公园规划建设刍议[Ｊ].新建筑ꎬ２０１１(３):４９￣５４.
[３５] 程岚.工业废弃地的生态恢复与景观再生———以湖北

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为例[Ｄ].杨凌: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ꎬ２０１４.
[３６] 田美玲ꎬ方世明.资源枯竭型城市工业遗产旅游开

发———以黄石国家矿山公园为例[Ｊ / ＯＬ].资源与产业.
[２０１９￣０６￣１１].ｈｔｔｐ: / / ｋｎｓ.ｃｎｋｉ.ｎｅｔ / ｋｃｍｓ / ｄｅｔａｉｌ / １１.５４２６.
ｔｄ.２０１９０６１０.１３５７.００２.ｈｔｍｌ.

[３７] 廖田人从.绍兴市东湖风景区空间优化与业态创新研

究[Ｄ].苏州:苏州科技大学ꎬ２０１８.
[３８]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ＯＣＨＭＡＮ.深坑奇境 上海佘山世茂洲际酒店

[Ｊ].室内设计与装修ꎬ２０１９(２):１００￣１０５.
[３９] 生态印记之英国伊甸园[Ｊ].北京农业ꎬ２０１４(１１):３８￣

４１.
[４０] 李耀林.英国的人造伊甸园———现代设计改变荒废矿

坑[Ｊ].世界环境ꎬ２００３(４):２３￣２８.
[４１] 苏晓萌ꎬ彭本荣.中国生态修复成效评估方法研究[Ｊ].

环境科学与管理ꎬ２０１４ꎬ３９(７):１５３￣１５７.
[４２] ＨＯＬＬ Ｋ Ｄ.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ｖｅｇ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ｃｏｖｅｒｙ ｏｎ ｒｅｃｌａｉｍｅｄ

ｃｏａｌ ｓｕｒｆａｃｅ ｍｉｎ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ａｓｔｅｒｎ ＵＳＡ[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ｐ￣
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２００２ꎬ３９(６):９６０￣９７０.

[４３] ＣＨＡＭＢＥＲＳ Ｊ ＣꎬＢＲＯＷＮ Ｒ ＷꎬＷＩＬＬＩＡＭＳ Ｂ Ｄ.Ａｎ ｅｖａｌ￣
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ｃｃｅｓｓ ｏｎ Ｉｄａｈｏｓ ｐｈｏｓｐｈａｔｅ ｍｉｎｅｓ
[Ｊ].Ｒｅｓｔｏ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ｌｏｇｙꎬ１９９４ꎬ２(１):４￣１６.

[４４] 王腾飞.采石场生态修复技术研究与效果评价———以

凉帽顶采石场为例[Ｄ].北京:中国地质大学ꎬ２０１７.
[４５] 夏孝东.铅锌尾矿库生态修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

验证研究[Ｄ].兰州:兰州交通大学ꎬ２０１７.
[４６] 邹长新ꎬ沈渭寿ꎬ刘发民.矿山生态环境质量指标评价

体系初探[Ｊ].中国矿业ꎬ２０１１ꎬ２０(８):５６￣５９.
[４７] 罗娟ꎬ陈守余.矿山环境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层次分析

法评价[Ｊ].安全与环境工程ꎬ２００５ꎬ１２(１):９￣１２.
[４８] 李芬ꎬ李妍菁ꎬ赖玉珮.城市矿山修复生态效益评估研

究[Ｊ].环境保护ꎬ２０１８ꎬ４６(２):５５￣５８.
[４９] 关军洪洪ꎬ郝培尧ꎬ董丽ꎬ等.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研究

进展[Ｊ].生态科学ꎬ２０１７ꎬ３６(２):１９３￣２００.
[５０] 潘叶ꎬ张燕.矿山废弃地生态修复效益评价研究———以

南京幕府山为例[Ｊ].中国水土保持ꎬ２０１６ꎬ５:６１￣６５.

３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