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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19：矿山污染与修复

煤矿酸性废水原位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五年运行效果监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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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性矿山废水(acid mine drainage，AMD)是矿山环境污染的主要问题之一，通常具有低

pH、高铁、高硫的特征，腐蚀性强，对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破坏严重。因此，研发高效、经

济、绿色的抑制和消除矿山酸性废水的技术已成为当前国内外研究的热点。然而，已有研究

大多停留于石灰石中和、硫化物沉淀、曝气氧化过滤等传统治理工艺，这种处理方式运行和

维护费用高，可持续性差并且会产生大量的次生污染；而一些新的技术大多停留在实验室内

的小型模拟试验阶段。本文作者所在研究团队，通过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理念，立足我国酸性

矿山废水特征，研发了一套酸性矿山废水生态修复治理技术，在通过实验室验证后，于 2013
年底在贵州省某废弃煤矿区设计并建立酸性煤矿废水原位生态修复治理试验平台。近五年

来，整个系统持续稳定运行，对 AMD有较好的处理效果，可明显改善出水水质，工程示范

效果良好。本文简要梳理了近年来的监测数据，以期总结现有实践经验，优化系统参数，提

升系统处理效果，为 AMD原位生态修复技术的推广应用提供理论依据和数据支撑。

运行结果表明：示范工程出水中各项指标明显优于进水，出水澄清，基本达到预期工程

效果。进水 Eh为 178.4~330.8mV，经过处理后有较明显升高，升至 299~411.9mV；EC值从

3.31~4.33ms/cm经处理后下降至 1.92~2.98ms/cm，表明处理过程有效的降低了水体中游离态

离子的含量。整个处理过程对 AMD 的总酸度消减量可达 44.47%~68.52%，抑酸效果明显。

同时，处理系统对铁、锰、硫等有很好的去除效果。其中，对 Fe(II)去除率为 98.9%~99.9%(氧
化单元池中铁的去除率大于 96%，表明氧化单元池对 Fe(II)氧化效果较好)，而总铁从 AMD
进水的 648~909.7mg/L(平均值为 820.5mg/L)降低至出水口的 1~191.3mg/L(平均值为

52mg/L)，平均去除率达到 93.67%。另外，处理系统对 Mn 和 SO42-去除率分别可达 73%和

29.9%。

实践表明，研发生态修复技术对煤矿 AMD有一定的处理效果，特别在抑制酸度增加，

消减铁、锰方面效果较好，但对于硫的去除能力有待提高。后续将在显著提升 AMD的 pH、
高效去除硫等方面重点开展研发工作，优化参数，集成高效的 AMD生态修复治理技术。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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