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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 

荣那矿床位于西藏改则北西约 110km 处，探明

储量已超过 800 万吨以上，已达超大型铜矿规模（方

向等，2015）。荣那矿体存在一个潜水露头区，是

汇入荣那河造成了河道污染的源头。2016年6~7月，

对河流现场测定的若干理化参数和水生与沿岸动

植物群落变化已引起我们特别警觉。本文以污水汇

入位置为界，依据直观变化进行简要总结如下。 

1  荣那矿区概况 

矿区海拔高度 4800~5300 m，属于高原亚热带半

干旱季风气候，昼夜温差较大，年平均气温-0.1℃

至-2.5℃。年降水量为 308.3 毫米，雨季集中在 7~8

月份，植被以高山草甸为主。荣那矿床呈东西走向，

延伸巨大（孙兴国等，2014）。荣那河发育于上游

山泉，河水流经荣那矿床，将矿床分为东西两部分，

全长约 15 km，荣那矿上游部分长约 5 km，河流终

点为萨玛龙村，除了雨季荣那河形成洪水流入别

错，一般都是在离开山口的河段以河道渗漏进入地

下水系而终结。位于荣那矿体中心区域存在一个潜

水露头，潜水携带着矿体淋滤物汇入荣那河中，导

致汇水河段以下的河水生态环境严重破坏，其流量

占荣那河总流量的 28%左右。 

2  生态环境特征 

矿山污水的输入，极大影响了荣那河的生态环

境。以污水汇入前的洁净河段开始到荣那河河流消

失为止，河水理化性质、生物特征以及植被分布发

生了明显变化，该河段河水已被严重污染，不能提

供人畜利用。 

(1) 未受到污染的河段：以污水汇入位置为

界，其生物多样性丰富，生态系统较为复杂。在污

水汇入前 20~50 m 的位置河水清澈无色，水温

5~6 ℃，pH 为 7.13。河水中水生生物种类繁多，

定性采集可见到大量白色摇蚊，大量剑水蚤等桡足

类以及蚋等。河谷两岸湿地植被茂盛，分布有大量

湿地型小苔草以及蕨科植物，河谷两岸一阶阶地以

上地面可见大量紫花针茅和多年生大型植物萱蔴。 

(2) 矿山污水源头：水清澈无色，pH 为 3.01，

未发现水生动植物。 

(3) 矿山污水汇入 0~500 m 河段：污水与上游

河水汇合，河水表面出现大量黄色泡沫，河床底表

面出现少量黄色沉底，水体 pH 为 6.52。在其汇入

点 500 m 的范围内，河流表面一直存在黄色泡沫，

水中无任何生物痕迹，河谷两岸湿地亦无植被分

布。 

(4) 矿山污水汇入后 500~1000 m 河段，黄色

泡沫消失，出现大量黄色沉底，水体 pH 上升，在

6.8~7.3 之间。但水中依然没有检测出底栖动物分

布，河谷沿岸湿地亦未见到植被分布。 

(5) 污水汇入 2000 m 以后，河水清澈，沉淀

消失。pH 为 7.97。水中出现红色耐污染摇蚊，同

时河谷两岸分布有少量蕨类植物。虽然河流经过 2 

km 流程的自净过程，水色逐渐得以恢复，但是该

点位以下河段的沿岸湿地草被的重金属污染依然

严重，不能作为牧场使用。 

(6) 河流终点撒玛龙村，河水下渗消失。下渗

的河水进入地下导致该地地下水受到污染，不能提

供正常饮用，因此村民饮用水依赖于用管道长距离

引入的波龙河河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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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认识 

⑴在现实生活中，矿山污染现象并不完全是人

为过程产生的。自然产生的矿山污染同样具有很强

生态危害性，会给属地居民带来种种问题，也会对

野生动物带来安全隐患,成为影响当地生态安全的

源头。所以，理应列入矿山污染治理的工作范畴。 

(2)荣那河污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天然矿山污

染治理研究实验室。可以以荣那矿水系污染为实验

点,设计实施若干基础分析与治理方案，为以后西藏

矿山开采可能存在的环境风险及其污染预防与修

复提供方法与依据。 

(3)从荣那矿对水系的污染可以看出，西藏矿山

对生态环境的危害性，尤其是对水系生态环境的破

坏。因此在勘探与开发中，务必要做到坚持生态文

明理念，要做到绿色勘探开采必须以保护生态系统

为优先，强调：①野外勘探工作要以不破坏当地生

态环境为标准，保证当地居民的正常生活不受到地

质勘探工作的影响；②地质勘探工作，应尽量不破

坏地下水层位，因此在勘探之前必须了解清楚水文

地质情况，对于已经造成地下水外渗的勘探工作，

不但要回填地面，同时还要进行封闭岩层，避免地

下水外渗进入矿体，导致地表水体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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