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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煤炭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历史长河中，煤矿行业作为能源供应的支柱，其发展轨迹深刻影响
着国家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平衡。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挑战，煤矿环保管理不再仅仅局限于污染控
制这一基础层面，而是向着更加深远、全面的绿色转型迈进。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创新的体现，更
是管理理念与模式的深刻变革。本文旨在深入探讨煤矿环保管理创新实践，从传统的污染控制策略出
发，逐步解析其向绿色转型的转型路径，为煤矿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共同探
索一条既保障能源供应又促进生态和谐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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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long history of coal resources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the coal mining industry，as the 
pillar of energy supply，has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balance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In the face of increasingly sever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challenges，th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of coal mines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the basic level of pollution control，but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far-reaching and comprehensive green transformation.This process is not only the embodiment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but also the profound change of management concept and mode.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innovative practice of coal mine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st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pollution 
control strategy，gradually analyze the transformation path to green transformation，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oal mine industry，and jointly explore a development 
path that both guarantees energy supply and promotes ecological har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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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煤矿环保管理的创新实践，是一场从污染控制到绿色转型

的深刻变革，它不仅关乎煤矿企业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更直接

影响到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 

一、现代煤矿生产中存在的污染分析 
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虽然占比逐渐下降，但仍占

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其开发利用对于支撑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不

可替代的作用
[1]
。然而，随着煤炭开采与利用的深入，一系列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煤炭行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

挑战。 

（一）土地资源损坏 

煤矿开采，无论是露天开采还是井工开采，均对土地资源

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损害。露天开采直接剥离地表土层，导致土

地荒漠化、水土流失加剧，土壤肥力下降，植被覆盖减少，生

态系统服务功能受损。井工开采则通过挖掘巷道和采空区，改

变地下地质结构，诱发地面沉降、塌陷，甚至引发山体滑坡、

泥石流等自然灾害。这些地质灾害不仅威胁着当地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还破坏了原有的地形地貌，影响了自然景观的完整

性。此外，煤矿开采还干扰了地下水循环系统，导致地下水位

下降，水质恶化，进一步加剧了土地资源的破坏。 

（二）煤矸石堆放污染 

煤矸石作为煤炭开采和洗选过程中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其

处理与利用一直是行业难题。目前，大量煤矸石被无序堆放在

矿区周边，不仅占用了宝贵的土地资源，还严重破坏了地表植

被，导致土地荒漠化。据统计，我国煤矸石年排放量巨大，且

呈逐年增长趋势，累积堆存量已相当惊人。更为严重的是，部

分煤矸石山因自燃而产生大量烟尘、有害气体（如一氧化碳、

二氧化硫、硫化氢等），这些污染物直接排放到大气中，对矿

区及周边地区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危害人体健康，同时

也加剧了全球气候变化
[2]
。 

（三）煤矿矿井水外排污染 

煤矿开采过程中，矿井水作为废水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处

理与排放问题同样不容忽视。由于煤矿开采改变了地下水的自

然流动路径，导致地下水系统受到严重干扰，部分矿区甚至出

现地下水枯竭现象。同时，矿井水中往往含有高浓度的悬浮物、

重金属离子及其他有害物质，若未经有效处理直接排放，将严

重污染地表水体和地下水，影响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据相关

数据显示，我国煤矿外排矿井水量巨大，且大部分未经严格处

理，直接排入环境，导致矿区周边河流、湖泊等水体水质恶化，

生态系统遭受重创。此外，矿井水排放还加剧了区域水资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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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矛盾，对当地居民的饮水安全构成潜在威胁
[3]
。 

二、煤矿环保管理中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 
（一）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和形象 

国有煤矿企业作为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石，其每一次绿色转

型的尝试都是对社会承诺的坚定践行。通过实施绿色开采技

术，如生态修复技术、智能化开采减少人工干预以降低地表破

坏，企业不仅有效遏制了传统开采模式下的环境恶化趋势，还

主动参与到生态恢复与保护中来，这无疑是向社会传递了一个

积极、负责的企业形象。此外，企业积极参与碳交易市场，通

过减少碳排放量获取经济回报，并投资于可再生能源项目，展

现了对未来可持续发展的长远规划。这一系列举措，不仅赢得

了公众的广泛赞誉，也增强了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信任

度，为吸引高质量的投资伙伴和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经济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重收益 

绿色发展理念在国有煤矿企业中的贯彻，实现了经济效益

与环境效益的双轮驱动。企业通过引入先进的节能减排技术和

设备，如高效燃煤锅炉、废气处理系统等，显著降低了能源消

耗和污染物排放，从而在源头上控制了生产成本。同时，废弃

物的资源化利用，如煤矸石的综合治理、矿井水的净化回用等，

不仅减少了废物的排放，还开辟了新的收入来源，实现了从“末

端治理”到“源头控制、过程控制、末端治理”的全方位绿色

管理。这种资源循环利用的模式，不仅提升了企业的经济效率，

也减轻了环境压力，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更

为深远的是，绿色技术的应用促进了企业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

级，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了领先地位，实现了经济

效益与环境保护的双赢局面
[4]
。 

三、煤矿环保管理中绿色转型要点分析 
（一）树立环保意识 

煤矿企业作为资源密集型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生产活

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树立环保意识，不仅是

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更是企业长远发展的基石。这一过程，

需从理念更新、知识普及到实践落地，全方位推进。煤矿企业

应摒弃传统“先污染后治理”的落后观念，转而拥抱“绿色开

采”的新理念。这要求企业在规划生产活动时，就将环境保护

纳入考量范围，将生态友好作为决策的重要依据。通过组织高

层管理人员参加环保专题培训、邀请环保专家进行讲座等形

式，提升领导层的环保意识，使其从战略高度认识到环保工作

的重要性，从而在企业内部形成自上而下的环保氛围。环保知

识的普及是树立环保意识的关键环节。煤矿企业应充分利用现

代信息传播平台，如企业官网、微信公众号、内部 OA 系统等，

定期发布环保政策解读、绿色开采技术介绍、环保案例分析等

内容，增强员工的环保意识和责任感。同时，通过举办环保知

识竞赛、环保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激发员工参与环保的积极

性，让环保成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保理念的树立最

终需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煤矿企业应建立健全环保管理制度，

明确各部门在环保工作中的职责与任务，确保环保工作在生产

全过程中的有效执行
[5]
。例如，在开采过程中采用先进的减尘

技术、实施水资源循环利用措施、加强废弃物管理等，从源头

上减少污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此外，企业还应建立健全环保监

测体系，对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排放进行实时监测，确保各项

指标符合国家或地方环保标准。 

（二）强化部门管理 

煤矿环保工作的有效推进，离不开政府与企业双方的共同

努力。通过强化部门管理，构建协同共治的环保体系，能够更

有效地解决煤矿生产中的环保问题。政府应进一步完善环保法

律法规体系，明确煤矿企业的环保责任与义务，提高违法成本，

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力。同时，加强环保监管力度，建立常态

化的环保检查机制，对煤矿企业的环保设施运行情况、污染物

排放情况等进行严格监督
[6]
。对于存在环保违法行为的企业，

应依法依规进行严肃处理，绝不姑息迁就。煤矿企业应积极响

应政府环保政策，将环保工作纳入企业发展战略之中。通过引

入先进的环保技术和设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污染物排

放。同时，加强内部管理，建立健全环保责任制和考核机制，

确保环保工作得到有效执行。此外，企业还应加强与政府部门

的沟通与合作，共同解决环保难题，推动环保工作的深入开展。

在环保工作中，政府与企业不是对立的双方，而是合作的伙伴。

政府应为企业提供政策指导和技术支持，帮助企业解决环保技

术难题；企业应积极配合政府的环保工作，履行好自身的环保

责任。通过构建政府与企业协同共治的环保新模式，形成合力，

共同推动煤矿行业的绿色发展。例如，政府可以设立环保专项

资金，支持煤矿企业进行环保技术改造和污染治理；企业则可

以积极申请相关项目资金，提升自身环保水平。同时，双方还

可以共同开展环保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等工作，促进环保技术

的不断创新和进步。 

（三）引入先进技术 

在煤矿行业的转型升级之路上，先进技术的引入与应用无

疑成为了推动其向安全、高效、清洁生产模式迈进的关键驱动

力。面对传统采煤方式所带来的效率低下、环境破坏严重及安

全隐患等诸多问题，煤矿企业亟需通过技术创新，寻求可持续

发展的新路径。 

矿区清洁生产技术的深入实践是煤矿行业绿色转型的基

石。这一技术体系不仅着眼于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与排放，更致

力于通过优化开采与加工流程，从源头上降低污染。以井下瓦

斯抽放为例，通过高效收集并利用这一潜在能源，不仅降低了

煤矿作业中的安全风险，还实现了资源的最大化利用。而矸石

井下回填技术，则有效解决了煤矸石堆放占地及环境污染问

题，通过回填减少了地表沉陷的风险，促进了矿区的生态恢复。

值得一提的是，煤炭地下汽化技术，作为一项前沿技术，通过

化学反应直接将地下煤炭转化为煤气，不仅避免了传统开采方

式对环境的破坏，还解决了地面塌陷这一长期困扰行业的难

题。尽管该技术对煤层条件有着严格要求，但其展现出的清洁、

高效潜力，无疑为煤矿行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在资

源循环利用技术领域，煤矿企业正逐步探索废弃物变废为宝的

可行路径。煤矸石，这一传统意义上的废弃物，在技术创新下

焕发了新生。通过深加工处理，煤矸石被广泛应用于铺路、发

电、制砖等多个领域，实现了从“负担”到“资源”的转变。

同时，矿井水净化技术的突破，使得曾经被视为污染源的矿井

水，在经过处理后，能够重新被用于工业生产和生态灌溉，极

大地缓解了水资源短缺问题。这些技术的应用，不仅减轻了煤

矿生产对自然资源的依赖，还促进了循环经济的发展。此外，

生态环境治理技术的不断创新与应用，为煤矿开采后的生态恢

复与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持。生态复垦技术通过土壤改良、植被

恢复等手段，有效减轻了煤矿建设对地表环境的破坏，促进了

生物多样性的恢复。烟道除尘和脱硫技术的广泛应用，显著降

低了煤矿燃烧过程中产生的大气污染物排放，改善了矿区及周 
下转第 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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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系统运行能耗。变频控制技术可以根据室内外温度、负荷变

化等因素，自动调节设备运行频率，实现系统的动态调节。采

用群控技术，对多个空调设备进行集中控制，优化设备运行组

合，降低系统运行能耗。群控技术可以根据建筑物的使用情况

和负荷变化，自动调节各个空调设备的运行状态，实现系统的

优化运行。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对暖通空调系统的远程监控

和管理，提高系统运行效率，降低系统运行能耗。物联网技术

可以将各个空调设备、传感器、控制器等连接起来，实现数据

的实时采集、传输和分析，为系统运行管理提供决策支持。 

4.6 加强建筑围护结构节能 

加强建筑围护结构节能是降低暖通空调系统能耗的重要

措施，通过提高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减少室内

外热量的传递，降低系统运行负荷。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如岩

棉、玻璃棉、聚氨酯等，提高建筑外墙的保温隔热性能。外墙

保温可以有效减少室内外热量的传递，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

提高建筑的节能效果。采用中空玻璃、Low-E 玻璃等高效节能

玻璃，提高建筑门窗的保温隔热性能。门窗是建筑围护结构中

热损失最大的部位，提高门窗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有效降低空

调系统的负荷，提高建筑的节能效果。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如

挤塑聚苯板、膨胀珍珠岩等，提高建筑屋顶的保温隔热性能。

屋顶是建筑围护结构中受太阳辐射影响最大的部位，提高屋顶

的保温隔热性能可以有效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提高建筑的节

能效果。采用外遮阳、内遮阳等遮阳措施，减少太阳辐射对建

筑的影响，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遮阳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太阳

辐射对建筑的直接照射，降低室内温度，提高建筑的节能效果。

加强建筑门窗、墙体等部位的密封处理，提高建筑的气密性，

减少冷热空气的渗透，降低空调系统的负荷。 

结束语 
当前，暖通空调系统是建筑工程项目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暖通空调系统并不会只局限于建筑工程当中，在未来会有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所以对其进行节能技术优化是非常有必要

的。为了保证暖通空调系统的安装质量，我们既要做好管理工

作，还需要充分利用节能技术，通过当前的研究可以发现能够

使用的技术手段有很多，加强重视，加强研究，促进暖通空调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使其能够为我国经济做出更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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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地区的空气质量。针对高硫煤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硫污染问

题，燃烧前脱硫与燃烧后脱硫技术的结合使用，更是从源头上

减少了硫氧化物的排放，为大气环境的保护贡献了重要力量。 

（四）做好污染治理 

在煤矿环保工作的实践中，污染治理与生态修复是并行不悖、

相辅相成的两大核心任务。面对历史遗留的环境问题，如石圪台

煤矿塌陷区这一典型案例，煤矿企业需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将

污染治理与生态恢复提升至战略高度。该煤矿通过实施塌陷回填

与植被恢复的综合治理策略，已初见成效，累计修复塌陷土地万

余亩，展现了企业对于环境保护的坚定承诺与实际行动。然而，

面对绿色矿区建设的新要求，治理工作需进一步深化与创新。煤

矿企业正积极探索产业结构调整的新路径，将污染治理与区域经

济发展紧密结合，推动农业与牧业的融合发展。通过引入粉煤灰、

煤矸石等工业废弃物进行土壤改良复垦试验，不仅有效利用了废

弃资源，还显著提升了土壤质量，为生态恢复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别是种植沙柳等生命力顽强的植物，不仅成活率高，还能有效

固沙防风，为塌陷区的生态恢复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此外，

煤矿企业在治理过程中还注重科学规划与技术创新，通过引入先

进的生态监测与评估技术，对治理效果进行实时跟踪与评估，确

保治理措施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同时，加强与科研机构、高校等

单位的合作，共同研发更加高效、环保的治理技术与方法，为煤

矿行业的绿色发展贡献力量
[7]
。 

结束语： 
综上所述，通过技术创新、管理升级、政策引导等多方面

的共同努力，煤矿行业正逐步摆脱“高污染、高能耗”的旧有

形象，向着绿色、低碳、循环的发展模式转型。展望未来，我

们有理由相信，随着环保意识的不断提升和技术手段的持续进

步，煤矿环保管理将取得更加显著的成效，为实现经济社会与

生态环境的和谐共生贡献重要力量。同时，这也将为其他资源

型行业的绿色转型提供有益借鉴，共同推动构建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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