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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开发对牧区“三生”产生的影响及

对策研究
刘雪雯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2；

摘要:矿产资源开发对呼伦贝尔市牧区的 “三生”（生产、生活、生态）产生了诸多影响。在生产方面，草原畜

牧业受冲击，产业发展不平衡；生活方面，生态移民安置存在诸多问题，环境污染威胁牧民健康；生态方面，植

被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水资源污染与短缺。本研究基于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开发现状，分析其对牧区 “三

生”的消极影响，并从政策法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社会民生四个层面提出对策。通过这些措施，实现呼伦

贝尔市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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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伦贝尔市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深

入落实自治区东部盟市发展的工作要求
[1]
。以“保护优

先、集约集聚开发”为主线，优化矿产资源勘查开发布

局，加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力度，实现矿业绿色发展转

型升级与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开发及草原破坏情况

呼伦贝尔市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北部
[2]
，地理区位

独特，与多地区接壤，呈“东农西牧中森林”自然格局
[3]
。其矿产资源丰富，矿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约 20%

[4]
，

是自治区重要矿产资源大市。截至 2020 年底，已发现

矿产 67种（亚矿种 82种），矿产地 126 处，能源矿产

以煤、石油、天然气为主，其中煤炭资源以褐煤为主，

主要分布于海拉尔盆地内。

表 1 煤矿占地面积

名称 所在地 占地面积

1 诺门罕煤田 陈巴尔虎旗 264.41(km2)

2 扎赉诺尔灵泉露天煤矿 扎赉诺尔区 12.76(km2)

3 宝日希勒露天煤矿 陈巴尔虎旗 22.2058(km2)

4 华能伊敏煤电露天矿 鄂温克族自治旗 99.28(km2)

5
新巴尔虎右旗甲乌拉矿

区
新巴尔虎右旗 50(km2)

6 敏东第一煤矿 鄂温克族自治旗 49.0468(km2)

表 2 有色金属矿占地面积

名称 地区 占地面积

1 库都尔南沟锌多金属矿 牙克石市 43.97(km2)

2 乌努格吐山铜钼矿 新巴尔虎右旗 9.8(km2)

3 三道桥外围铅锌矿 根河市 1.6454(km2)

4
陈巴尔虎天宝矿业有限

责任公司

陈巴尔虎旗鄂

温克苏木
1.5(km2)

5
乌尔根（东珺）铅锌银

矿区
额尔古纳市 3.024(km2)

6 三道桥—三河铅锌矿区 根河市 10.31(km2)

因矿产资源开发过快，滥采乱挖破坏草原的现象频

发。2021 年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公司仅排土场、尾

矿库及露天矿坑等累计违法占用草原面积约 16.34 km
2
；

2022年鄂温克族自治旗伊敏河东矿区第一煤矿（敏东煤

矿）被投诉开采导致草场塌陷，经实地核查，塌陷面积

为 0.0073 km
2
；宝日希勒镇煤矿因早期无序开发，虽经

整顿，仍留下受影响面积达 20 km
2
的草原，塌陷区面积

2.24 km
2[5]
。

根据以上数据，呼伦贝尔市煤矿、有色金属矿占地

面积497.7026 km
2
（表1、2），损毁塌陷面积 38.5873

km
2
，矿产开发导致草场减少面积为 536.2899 km

2
，大面

积的占用和破坏，对当地草原“三生”产生了深远影响。

2 矿产资源开发对牧区“三生”的消极影响

2.1 对牧区“生产”的影响

草原畜牧业方面，因矿产开发而面临严峻挑战。露

天开采、排土场建设等活动大量侵占优质草场，2021

年中国黄金集团内蒙古矿业公司仅排土场、尾矿库及露

天矿坑等占用草原面积较 2018 年增加约 156 公顷，累

计违法占用达约 16.34 km
2
，极大压缩了牲畜放牧空间，

致使草原承载压力剧增，加速了草原退化。宝日希勒镇

煤矿因早期无序开发，虽经整顿，仍留下受影响面积达

20 km
2
的草原，塌陷区面积 2.24 km

2[5]
，破坏了草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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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阻碍畜牧业生产。同时，矿业“三废”排放污染草

原土壤与水源，其中有害物质经过排放或雨水冲刷进入

水体和土壤，牲畜摄入后重金属在体内积累，损害器官

甚至死亡，严重威胁牲畜健康，重创草原畜牧业。

产业发展方面，呈现明显的不平衡状况。产业结构

上，扎赉诺尔区煤炭产业长期主导经济。2020 年，煤炭

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70%，而畜牧业、旅游业等其他产

业仅占 30%。单一结构导致 2015 年国际煤炭价格下跌时，

当地煤炭企业效益下滑，煤矿减产停产，经济增长放缓，

失业率上升。生产要素分配上，新巴尔虎右旗铅锌等矿

产开发吸引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向矿业集中，畜牧业因

资金短缺，难以改善养殖设施、引进良种和推广先进技

术，生产效率降低，且劳动力近十年减少约 20%，发展

陷入困境。此外，矿区与牧区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资

源分配上差异明显，牧区发展滞后加剧区域经济失衡，

制约产业协调与可持续增长。

2.2 开发对牧区“生活”的影响

生态移民面临多重困境，陈巴尔虎旗等地因矿区生

态恶化实施生态移民政策，但牧民普遍存在眷恋故土与

新居安全担忧。安置点基础设施滞后，如部分区域交通、

医疗设施不足，且 30%房屋存在漏水、墙体裂缝等质量

问题，严重影响居住安全和生活质量；产业发展滞后导

致就业岗位短缺，牧民转产困难。文化适应问题尤为突

出，陈巴尔虎左旗安置点不少牧民牧民在新社区感到孤

独无助，与当地居民交流存在障碍，难以融入当地社会，

导致心理健康与社会和谐受到影响。

环境污染方面，以伊敏露天煤矿为例，其开采和加

工产生的废渣、废水和废气严重破坏生态环境。废渣侵

占约 5000亩草原，致使周边草原植被受损、土壤污染，

打破了草原生态平衡；未经有效处理的废水直接排入伊

敏河，导致河水水质恶化，部分河段化学需氧量、氨氮

等污染物指标远超国家地表水Ⅲ类标准数倍；废气中的

二氧化硫、氨氮化物和粉尘等严重影响周边空气质量。

环境污染给牧民健康带来诸多危害，受污染水源使许多

牧民患上肠胃疾病、泌尿系统疾病，伊敏河镇因饮用污

染水源患肠胃疾病的发病率较以往提升约 30%。长期暴

露在污染空气中，患呼吸道疾病概率大幅上升，儿童因

抵抗力弱，生长发育受到一定程度阻碍。此外，环境污

染在心理层面给牧民带来压力，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和幸福感，对牧民的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构成严重威胁。

2.3 开发对牧区“生态”的影响

植被破坏与生物多样性减少方面，以宝日希勒煤矿

为例，大规模露天开采使矿区及周边植被覆盖率从 80%

以上锐减至不足30%，因缺乏有效的恢复措施，土地逐

渐退化。陈巴尔虎旗部分矿区土地沙化达 50km
2
左右，

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加剧，进一步破坏周边生态环

境。植被破坏对野生动植物生存受到威胁，如黄羊、狼、

狐狸等常见野生动物数量大幅减少，部分珍稀物种濒临

灭绝；草原植物群落结构改变，种类不断减少，原本以

羊草、针茅等优质牧草为主的植物群落被碱蓬、猪毛菜

等杂草取代，优质牧草比例从 70%以上降至不足 30%，

严重影响草原生态功能。

水资源方面，呼伦贝尔大草原在内蒙古几大草场中

水资源相对丰富，但工业化下的矿产开发给当地水资源

带来巨大压力。煤炭开采大量抽取地下水，导致地下水

位下降，草原退化沙化面积较 20世纪 70年代增加 190

万公顷
[6]
。同时，矿产开发废水排放污染严重，扎赉诺

尔煤矿废水长期污染附近河水、湿地和草原，破坏地下

水均衡系统。露天开采改变水文地质条件，破坏含水层

和隔水层，排土场废弃物经雨水作用成为二次污染源，

污染地下水
[7]
。采场内基岩裸露，矿坑水含大量固体悬

浮物及有害杂质
[8]
，排放后污染周围水系和土壤，影响

植被生长。伊敏露天煤矿污水排放致使伊敏河中、下游

水质呈轻度有机污染，若不治理，将严重威胁河流中、

下游人民健康和农牧业生产
[9]
。

3 呼伦贝尔市牧区牧区“三生”协调发展的对
策建议

3.1 政策法规层面：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加

强监管与执法力度

制定科学合理的开发规划是基础。政府应组建专业

科研团队，综合草地资源、水资源等要素，运用生态系

统模型、环境容量评估牧区生态承载能力，明确不同开

发强度的生态阈值。依据评估结果与矿产资源分布状况，

划分允许、限制、禁止开发区域：允许区制定严格环保

开采标准；限制区严控开发规模并强化项目环评；禁止

区（如水源地、保护区）严禁开发并加强修复。通过分

区管控，实现开发与保护的良性互动。

加强监管与执法力度是保障。政府需整合多部门资

源成立联合监管小组，实现开发全过程动态检查；借助

卫星遥感、物联网等技术构建智能化监管平台，实时监

测开采与排污等情况；加大违法违规的处罚力度，制定

严格法律法规和处罚标准，对无证、越界开采等行为追

究经济与刑事责任，形成法律威慑，确保开发依法有序。

3.2 产业发展层面：采用绿色开采技术，促进产业

多元化发展

绿色开采技术是降低生态破坏的关键，企业在煤炭

开采领域采用保水开采、充填开采技术，减少资源污染

与损害。如宝日希勒能源有限公司引进现代化综采放顶

煤技术，开采效率提升 30%以上，且减少污染物排放。

有色金属开采则可应用生物选矿技术，利用微生物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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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取金属，能耗低且污染小，牙克石市某有色金属矿山

引入该技术后，选矿回收率提高 10%-15%，尾矿重金属

含量降低。此外，智能化开采通过自动化设备实现精准

开采，降低资源浪费与污染。

在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方面，政府需发挥引导作用，

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牧区投资特色农

业、旅游业等。同时，加强产业融合发展。鼓励矿山企

业与牧民合作，如宝日希勒煤矿周边企业与牧民共建生

态养殖基地，鄂温克族自治旗融合矿产、农牧业与旅游

业，开发特色旅游线路，带动牧民增收就业，助力地区

可持续发展。

3.3 生态保护层面：加大生态修复力度，加强水资

源保护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加大生态修复力度需要政府主导，推动科研机构与

企业合作研发适配当地的修复技术。对草原植被破坏，

新巴尔虎右旗部分矿区采用草籽喷播技术，一年内植被

覆盖率提高约 20%。对于土地沙化，陈巴尔虎旗部分地

区运用生物固沙技术，种植沙棘、沙柳等植物形成防护

带，有效遏制沙化蔓延。同时，建立健全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如制定专项管理办法明确赔偿范围与标准。

此外，部分企业企业积极参与修复，如雁宝能源边采边

复绿并开展生物多样性调查
[10]
。

水资源保护与管理工作至关重要。政府需强化对矿

山企业监管，严格控制废水排放。要求建设先进处理设

施，如华能伊敏露天矿采用化学沉淀等技术。同时利用

卫星遥感等技术建立监测网络，对其违规排放行为进行

严厉处罚，促使企业完善设施、达标排放，改善生态。

生物多样性保护同样不容忽视。政府加强保护区域建设

管理，如建立呼伦湖、辉河等保护区并成立专业巡逻队

打击非法行为；同时通过讲座、志愿者活动等开展宣传

教育，增强公众保护意识与责任感，鼓励其参与保护行

动。

3.4 社会民生层面：妥善安置生态移民，加强环境

保护宣传教育

生态移民安置需尊重牧民意愿，采用多样化安置。

对于有技能和就业能力的牧民，可实施城镇安置，以海

拉尔区为例，如海拉尔区建安置小区并开展职业培训助

其就业；而对于愿继续从事畜牧业的牧民，应在生态良

好的牧区集中安置，完善交通、水电、通信、教育、医

疗、文化等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提升生活质量。

环境保护宣传教育工作通过多途径开展。线下举办

讲座、发放资料、开展主题活动，增强牧民环保责任感；

线上利用电视、广播及微信、抖音等平台发布信息、互

动答疑。鼓励牧民参与环保行动，建立奖励机制，对表

现突出的牧民给予物质奖励和荣誉证书，评选 “环保

之星”，树立环保榜样， 激发牧民参与热情。

4 结语

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开发在推动地方经济、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其对牧区 “三

生” 影响显著，虽然带来了经济收益，但也造成诸多

问题。为此政策法规、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和社会民生

层面的对策，能实现矿产开发与保护协调发展，奠定绿

色发展基础。

参考文献

[1]一图读懂 2022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J].内

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公报,2022,(08):13-21.

[2]斯琴.以生态建设为立市之本走呼伦贝尔绿色发展

之路[J].理论研究,2003,(05):47-48.

[3]毛国伟,魏晓军,刘健,等.呼伦贝尔市主要设施蔬

菜灰霉病识别与综合防治[J].长江蔬菜,2024,(18):7

8-80.

[4]呼伦贝尔市自然资源局.呼伦贝尔市人民政府办公

室关于印发《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总体规划（2021-20

25 年）》的通知[EB/OL].https://zrzyj.hlbe.gov.c

n/OpennessContent/show/327638.html.

[5]陈霄.塌陷的呼伦贝尔草原[N].文摘报，2012-9-18

（01）.

[6]郑魏民.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为何面目全非[J].决

策与信息,2013,(10):56-58.

[7]郭文彬,余学义,魏金发,等.呼伦贝尔草原露天矿

区开采与复垦一体化研究[J].煤炭工程,2014,46(10):

143-145.

[8]王利群.内蒙古自治区不同开采方式下煤矿恢复治

理研究[D].内蒙古大学,2015.

[9]蒋放.伊敏河露天煤矿开发对当地草原生态系统的

影响及防治对策[J].环境保护科学,1986,(03):29-32.

DOI:10.16803/j.cnki.issn.1004-6216.1986.03.00

7.

[10]王爽.逐“绿”而进因“绿”而兴[N].呼伦贝尔日

报,2024-08-29(001).DOI:10.28351/n.cnki.nhlbe.2

024.000961.

作者简介：刘雪雯，（2000.11—），女，汉族，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在读研究生，硕士，

内蒙古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中国少数民族经

济。


	呼伦贝尔市矿产资源开发对牧区“三生”产生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刘雪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