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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实用新型名称

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

(57)摘要

本实用新型公开了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

其包括，锚固单元，安装在矿山坡体表面，包括边

缘固定块、若干锚固网块；以及，储水单元，设于

所述矿山坡体内，包括蓄水池、与所述蓄水池连

通的若干排水管。本实用新型将锚固网模块化，

通过锚固网块之间的相互配合使得锚固单元构

成一个整体，模块化的锚固网可避开难以清理的

山石等，并根据坡体本身的大小铺设相应面积的

网块，网块下铺设连通至蓄水池的排水管，用于

下雨时的快速排水，收集的水可用于浇灌植被，

有效避免水土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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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包括，

锚固单元(100)，安装在矿山坡体(A)表面，包括边缘固定块(101)、若干锚固网块

(102)；以及，

储水单元(200)，设于所述矿山坡体(A)内，包括蓄水池(201)、与所述蓄水池(201)连通

的若干排水管(202)；

所述边缘固定块(101)包括横向固定板(101a)与纵向固定板(101b)，所述横向固定板

(101a)中部设有横板(101a‑1)，所述横板(101a‑1)的一侧均匀分布有若干第一T型块

(101a‑2)，位于所述第一T型块(101a‑2)中部的杆与所述横板(101a‑1)垂直，所述第一T型

块(101a‑2)上与横板(101a‑1)平行的杆的两端设有朝向横板(101a‑1)的第一倒钩(101a‑

3)；

所述锚固网块(102)中部为矩形框架结构，所述锚固网块(102)的四角均设有第三倒钩

(102a)，所述锚固网块(102)的边框上还设有固定孔(102b)，所述固定孔(102b)内安装有锚

固钉(102c)，所述锚固网块(102)的边框上还设有排水孔(102d)。

2.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横板(101a‑1)与所述矿山

坡体(A)的表面重合，所述横板(101a‑1)的两面均设有挡水板(101a‑4)，所述挡水板(101a‑

4)远离所述横板(101a‑1)的一侧上均匀设有若干固定头(101a‑5)。

3.如权利要求2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纵向固定板(101b)垂直安

装于所述横向固定板(101a)的两端，所述纵向固定板(101b)的一侧设有水道(101b‑1)，另

一侧设有若干第二T型块(101b‑2)，所述第二T型块(101b‑2)呈均匀分布，所述第二T型块

(101b‑2)与所述第一T型块(101a‑2)形状相似，所述第二T型块(101b‑2)上设有朝向所述水

道(101b‑1)的第二倒钩(101b‑3)。

4.如权利要求3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第一倒钩(101a‑3)、第二

倒钩(101b‑3)、第三倒钩(102a)形状相同，所述锚固网块(102)通过第三倒钩(102a)与第一

倒钩(101a‑3)之间的配合与所述横向固定板(101a)固定，所述锚固网块(102)通过第三倒

钩(102a)与第二倒钩(101b‑3)之间的配合与所述纵向固定板(101b)固定，所述锚固网块

(102)与锚固网块(102)之间的通过第三倒钩(102a)相互配合连接固定。

5.如权利要求4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管(202)包括主管

(202a)与若干支管(202b)，所述主管(202a)一端开口，另一端封闭，所述排水管(202)沿矿

山坡体(A)的坡面均匀铺设，所述主管(202a)封闭的一端位于坡面上部，所述主管(202a)开

口一端通至所述蓄水池(201)。

6.如权利要求5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支管(202b)与所述主管

(202a)相通，所述支管(202b)相互平行且均匀分布在所述主管(202a)上，所述支管(202b)

的开口位于所述锚固网块(102)之间的空隙中。

7.如权利要求6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蓄水池(201)开设于一段

矿山坡体(A)的下部，所述蓄水池(201)上铺设有蓄水池盖(201a)。

8.如权利要求1～7任一所述的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特征在于：所述排水管(202)与所

述锚固单元(100)之间为基土层，基土层内播撒有植物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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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

技术领域

[0001] 本实用新型涉及生态修复技术领域，特别是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

背景技术

[0002] 随着矿业发展，矿山周边由于开采缺少了植被覆盖，容易出现地质结构问题，引发

塌方、滑坡等地质灾害，裸露的土壤也容易被污染或是造成扬尘。现有的修复矿山常常会先

对坡面进行修整，然后播撒植物种子，但是在植物生长初期，坡面仍然处于裸露状态，在雨

水冲刷下容易造成水土流失，而当气候干燥时，较平整的坡面也不利于水分的储存。因此，

需要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能有效应对各种情况，有效利用水分。

实用新型内容

[0003] 本部分的目的在于概述本实用新型的实施例的一些方面以及简要介绍一些较佳

实施例。在本部分以及本申请的说明书摘要和实用新型名称中可能会做些简化或省略以避

免使本部分、说明书摘要和实用新型名称的目的模糊，而这种简化或省略不能用于限制本

实用新型的范围。

[0004] 鉴于上述和/或现有的矿山生态修复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本实用新型。

[0005] 因此，本实用新型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如何解决现有矿山修复时坡面容易产生水

土流失的问题。

[0006] 为解决上述技术问题，本实用新型提供如下技术方案：一种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其

包括，锚固单元，安装在矿山坡体表面，包括边缘固定块、若干锚固网块；以及，储水单元，设

于所述矿山坡体内，包括蓄水池、与所述蓄水池连通的若干排水管。

[0007]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边缘固定块

包括横向固定板与纵向固定板，所述横向固定板中部设有横板，所述横板的一侧均匀分布

有若干第一T型块，位于所述第一T型块中部的杆与所述横板垂直，所述第一T型块上与横板

平行的杆的两端设有朝向横板的第一倒钩。

[0008]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横板与所述

矿山坡体的表面重合，所述横板的两面均设有挡水板，所述挡水板远离所述横板的一侧上

均匀设有若干固定头。

[0009]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纵向固定板

垂直安装于所述横向固定板的两端，所述纵向固定板的一侧设有水道，另一侧设有若干第

二T型块，所述第二T型块呈均匀分布，所述第二T型块与所述第一T型块形状相似，所述第二

T型块上设有朝向所述水道的第二倒钩。

[0010]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锚固网块中

部为矩形框架结构，所述锚固网块的四角均设有第三倒钩，所述锚固网块的边框上还设有

固定孔，所述固定孔内安装有锚固钉，所述锚固网块的边框上还设有排水孔。

[0011]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第一倒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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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倒钩、第三倒钩形状相同，所述锚固网块通过第三倒钩与第一倒钩之间的配合与所述横

向固定板固定，所述锚固网块通过第三倒钩与第二倒钩之间的配合与所述纵向固定板固

定，所述锚固网块与锚固网块之间的通过第三倒钩相互配合连接固定。

[0012]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排水管包括

主管与若干支管，所述主管一端开口，另一端封闭，所述排水管沿矿山坡体的坡面均匀铺

设，所述主管封闭的一端位于坡面上部，所述主管开口一端通至所述蓄水池。

[0013]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支管与所述

主管相通，所述支管相互平行且均匀分布在所述主管上，所述支管的开口位于所述锚固网

块之间的空隙中。

[0014]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蓄水池开设

于一段矿山坡体的下部，所述蓄水池上铺设有蓄水池盖。

[0015] 作为本实用新型所述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一种优选方案，其中：所述排水管与所

述锚固单元之间为基土层，基土层内播撒有植物种子。

[0016] 本实用新型有益效果为：本实用新型将锚固网模块化，通过锚固网块之间的相互

配合使得锚固单元构成一个整体，模块化的锚固网可避开难以清理的山石等，并根据坡体

本身的大小铺设相应面积的网块，网块下铺设连通至蓄水池的排水管，用于下雨时的快速

排水，收集的水可用于浇灌植被，有效避免水土流失。

附图说明

[0017]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本实用新型实施例的技术方案，下面将对实施例描述中所需要

使用的附图作简单地介绍，显而易见地，下面描述中的附图仅仅是本实用新型的一些实施

例，对于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来讲，在不付出创造性劳动性的前提下，还可以根据这些附图

获得其它的附图。其中：

[0018] 图1为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整体结构图。

[0019] 图2为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锚固单元装配图。

[0020] 图3为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横向固定板结构图。

[0021] 图4为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纵向固定板结构图。

[0022] 图5为矿山生态修复装置的锚固网块结构图。

具体实施方式

[0023] 为使本实用新型的上述目的、特征和优点能够更加明显易懂，下面结合说明书附

图对本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做详细的说明。

[0024] 在下面的描述中阐述了很多具体细节以便于充分理解本实用新型，但是本实用新

型还可以采用其他不同于在此描述的其它方式来实施，本领域技术人员可以在不违背本实

用新型内涵的情况下做类似推广，因此本实用新型不受下面公开的具体实施例的限制。

[0025] 其次，此处所称的“一个实施例”或“实施例”是指可包含于本实用新型至少一个实

现方式中的特定特征、结构或特性。在本说明书中不同地方出现的“在一个实施例中”并非

均指同一个实施例，也不是单独的或选择性的与其他实施例互相排斥的实施例。

[0026] 实施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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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27] 参照图1～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一个实施例，该实施例提供了一种矿山生态修复

装置，矿山生态修复装置包括安装在矿山坡体A表面用于稳固边坡土地的锚固单元100和埋

设在坡体内的用于收集利用水资源的储水单元200。其中，锚固单元100包括边缘固定块

101、若干锚固网块102。

[0028] 具体的，边缘固定块101包括横向固定板101a与纵向固定板101b，横向固定板101a

中部设有横板101a‑1，横板101a‑1的一侧均匀分布有若干第一T型块101a‑2，位于第一T型

块101a‑2中部的杆与横板101a‑1垂直，第一T型块101a‑2上与横板101a‑1平行的杆的两端

设有朝向横板101a‑1的第一倒钩101a‑3，第一T型块101a‑2与横板101a‑1处于同一平面上，

安装时，横板101a‑1和第一T型块101a‑2贴合在矿山坡体A的表面。横板101a‑1的两面均设

有挡水板101a‑4，挡水板101a‑4远离横板101a‑1的一侧上均匀设有若干固定头101a‑5，两

块挡水板101a‑4位于同一平面，挡水板101a‑4与横板101a‑1之间呈交叉状，一块挡水板

101a‑4位于坡体内，另一块与上坡方向的坡体呈锐角，当从坡体上部有较多的雨水冲刷下

来时，挡水板101a‑4挡住雨水，避免坡体裸露的土地被过度冲刷。在植被生长初期，土地尚

未被完全覆盖时，挡水板101a‑4上的固定头101a‑5用于安装薄膜等，对裸露的土地形成保

护。

[0029] 进一步的，纵向固定板101b垂直安装于横向固定板101a的两端，纵向固定板101b

的一侧设有水道101b‑1，另一侧设有若干第二T型块101b‑2，第二T型块101b‑2呈均匀分布，

第二T型块101b‑2与第一T型块101a‑2形状相似，第二T型块101b‑2上设有朝向水道101b‑1

的第二倒钩101b‑3。安装时，第二T型块101b‑2与坡体表面贴合，第二T型块101b‑2朝向第一

T型块101a‑2所在一侧。安装时，纵向固定板101b沿下坡方向排布，被横向固定板101a阻挡

的雨水从两侧流出，从而进入水道101b‑1进而流向坡体下部。

[0030] 再进一步的，锚固网块102中部为矩形框架结构，锚固网块102的四角均设有第三

倒钩102a，锚固网块102的边框上还设有固定孔102b，固定孔102b内安装有锚固钉102c，锚

固网块102的边框上还设有排水孔102d。锚固钉102c穿过锚固网块102的边框，安装锚固网

块102时，按压锚固钉102c并使其进入土层，从而将整个锚固网块102固定在坡体上。由于锚

固网块102具有一定厚度，开设排水孔102d避免网块框架内部存水过多。

[0031] 需说明的是，第一倒钩101a‑3、第二倒钩101b‑3、第三倒钩102a形状相同，锚固网

块102通过第三倒钩102a与第一倒钩101a‑3之间的配合与横向固定板101a固定，锚固网块

102通过第三倒钩102a与第二倒钩101b‑3之间的配合与纵向固定板101b固定，锚固网块102

与锚固网块102之间的通过第三倒钩102a相互配合连接固定。横向固定板101a、纵向固定板

101b、锚固网块102相互配合形成一个网状整体。

[0032] 在该实施例中，横向固定板101a与纵向固定板101b均设有两根，锚固网块102设有

若干，安装锚固单元100前需要先对矿山的坡面进行修整，使得土地较为整齐，降低坡面的

陡峭程度。对于难以清理的较大的石土块，可通过锚固网块102模块化的拼接方式绕开。

[0033] 实施例2

[0034] 参照图1～图5，为本实用新型第二个实施例，该实施例基于上一个实施例，其不同

于第一个实施例的是：还包括储水单元200，设于矿山坡体A内，包括蓄水池201、与蓄水池

201连通的若干排水管202。

[0035] 具体的，排水管202包括主管202a与若干支管202b，主管202a一端开口，另一端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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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排水管202沿矿山坡体A的坡面均匀铺设，主管202a封闭的一端位于坡面上部，主管202a

开口一端通至蓄水池201。其中，支管202b与主管202a相通，支管202b相互平行且均匀分布

在主管202a上，支管202b的开口位于锚固网块102之间的空隙中。

[0036] 进一步的，蓄水池201开设于一段矿山坡体A的下部，蓄水池201上铺设有蓄水池盖

201a，避免池水受太阳照射而过度蒸发。排水管202与锚固单元100之间为基土层，基土层内

播撒有植物种子。

[0037] 在该实施例中，在修整坡面时同时开挖蓄水池201、铺设排水管202，铺设完后，以

较肥沃的土壤对排水管202进行埋设，形成基土层，突然内掺杂生长容易的植物种子，再铺

设锚固单元100，装置铺设初期采用灌溉、铺膜等措施对土地做初步保护，当植被生长后，渐

渐形成生态循环，对土地形成长期保护。

[0038] 重要的是，应注意，在多个不同示例性实施方案中示出的本申请的构造和布置仅

是例示性的。尽管在此公开内容中仅详细描述了几个实施方案，但参阅此公开内容的人员

应容易理解，在实质上不偏离该申请中所描述的主题的新颖教导和优点的前提下，许多改

型是可能的(例如，各种元件的尺寸、尺度、结构、形状和比例、以及参数值(例如，温度、压力

等)、安装布置、材料的使用、颜色、定向的变化等)。例如，示出为整体成形的元件可以由多

个部分或元件构成，元件的位置可被倒置或以其它方式改变，并且分立元件的性质或数目

或位置可被更改或改变。因此，所有这样的改型旨在被包含在本实用新型的范围内。可以根

据替代的实施方案改变或重新排序任何过程或方法步骤的次序或顺序。在权利要求中，任

何“装置加功能”的条款都旨在覆盖在本文中所描述的执行所述功能的结构，且不仅是结构

等同而且还是等同结构。在不背离本实用新型的范围的前提下，可以在示例性实施方案的

设计、运行状况和布置中做出其他替换、改型、改变和省略。因此，本实用新型不限制于特定

的实施方案，而是扩展至仍落在所附的权利要求书的范围内的多种改型。

[0039] 此外，为了提供示例性实施方案的简练描述，可以不描述实际实施方案的所有特

征(即，与当前考虑的执行本实用新型的最佳模式不相关的那些特征，或于实现本实用新型

不相关的那些特征)。

[0040] 应理解的是，在任何实际实施方式的开发过程中，如在任何工程或设计项目中，可

做出大量的具体实施方式决定。这样的开发努力可能是复杂的且耗时的，但对于那些得益

于此公开内容的普通技术人员来说，不需要过多实验，所述开发努力将是一个设计、制造和

生产的常规工作。

[0041] 应说明的是，以上实施例仅用以说明本实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而非限制，尽管参照

较佳实施例对本实用新型进行了详细说明，本领域的普通技术人员应当理解，可以对本实

用新型的技术方案进行修改或者等同替换，而不脱离本实用新型技术方案的精神和范围，

其均应涵盖在本实用新型的权利要求范围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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