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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尾矿库安全技术规程》。

本标准与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删除了部分规范性引用文件，只引用ＧＢ１６４２３、ＧＢ５０１３５和ＧＢ５０１９１（见第２章，ＡＱ２００６—

２００５的第２章）；

———修改了尾矿库等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的第３章），增加了湿式尾矿库、干式

尾矿库等术语和定义（见第３章）；

———修改了一等尾矿库、二等尾矿库的分等标准（见４．５，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的４．１）；

———在尾矿坝坝坡抗滑稳定分析方法中，增加了简化毕肖普法及相应的最小安全系数（见５．３．１６）；

———增加了尾矿坝动力抗震计算的相关要求（见５．３．１７）；

———修改了尾矿库的防洪标准（见５．４．１，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的５．４．２）；

———删除了“尾矿库安全度”和“尾矿库利用及尾矿库闭库后再利用”内容（见 ＡＱ２００６—２００５的

第８章和第１０章）；

———增加了“尾矿库回采”和“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内容（见ＧＢ３９４９６—２０２０的第７章和第１０

章）。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应急管理部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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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 矿 库 安 全 规 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尾矿库在建设、生产运行、回采、闭库、安全检查、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安全评价等

方面的安全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尾矿库。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１６４２３　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

ＧＢ５０１３５　高耸结构设计标准

ＧＢ５０１９１　构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尾矿库　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狆狅狀犱

用以贮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的场所。

３．２

湿式尾矿库　狑犲狋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狆狅狀犱

入库尾矿具有自然流动性，采用水力输送排放尾矿的尾矿库。

３．３

干式尾矿库　犱狉狔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狆狅狀犱

入库尾矿不具自然流动性，采用机械排放尾矿且非洪水运行条件下库内不存水的尾矿库。

３．４

全库容　狑犺狅犾犲狊狋狅狉犪犵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坝顶标高水平面与尾矿坝体外坡面以下、库底面以上所围成的空间容积（不含非尾矿构筑的坝体体

积）。

３．５

有效库容　犲犳犳犲犮狋犻狏犲狊狋狅狉犪犵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尾矿坝体外表面以下、库底面以上用于贮存尾矿（含悬浮状尾矿浆体）的空间容积。

３．６

调洪库容　犳犾狅狅犱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狊狋狅狉犪犵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调洪起始水位以上、设计洪水位以下可蓄积洪水的空间容积。

３．７

总库容　狋狅狋犪犾狊狋狅狉犪犵犲犮犪狆犪犮犻狋狔

设计最终状态时的全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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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尾矿坝　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犱犪犿

拦挡尾矿和水的尾矿库外围构筑物。

３．９

初期坝　狊狋犪狉狋犲狉犱犪犿

用土、石材料等筑成的，作为尾矿堆积坝的排渗或支撑体的坝。

３．１０

尾矿堆积坝　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犲犿犫犪狀犽犿犲狀狋

生产过程中用尾矿堆积而成的坝。

３．１１

尾矿库挡水坝　狑犪狋犲狉犱犪犿狅犳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狆狅狀犱

在坝前不形成有效干滩直接挡水的坝。

３．１２

拦砂坝　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犮狅犾犾犲犮狋犻狅狀犱犪犿

建在尾矿排放的下游向，用于拦挡由雨水冲刷所挟带尾矿的坝。

３．１３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　狌狆狊狋狉犲犪犿犲犿犫犪狀犽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

湿式尾矿库在初期坝上游方向堆积尾矿的筑坝方式。其特点是堆积坝坝顶轴线逐级向初期坝上游

方向推移。

３．１４

中线式尾矿筑坝法　犮犲狀狋犲狉犾犻狀犲犲犿犫犪狀犽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

湿式尾矿库在初期坝轴线处用旋流器等分离设备所分离出的粗尾砂堆坝的筑坝方式。其特点是堆

积坝坝顶轴线始终不变。

３．１５

下游式尾矿筑坝法　犱狅狑狀狊狋狉犲犪犿犲犿犫犪狀犽犿犲狀狋犿犲狋犺狅犱

湿式尾矿库在初期坝下游方向用旋流器等分离设备所分离出的粗尾砂堆坝的筑坝方式。其特点是

堆积坝坝顶轴线逐级向初期坝下游方向推移。

３．１６

一次建坝　狅狀犲狊狋犲狆犮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犲犱犱犪犿

全部用除尾矿以外的筑坝材料一次或分期建造的尾矿坝。

３．１７

库前式尾矿排矿筑坝法　狌狆狊狋狉犲犪犿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狊狋犪犮犽犿犲狋犺狅犱

干式尾矿库入库尾矿自初期坝前向库尾推进排放碾压，并在影响坝体外坡稳定区域内采用分层碾

压堆存的筑坝方式。

３．１８

库周式尾矿排矿筑坝法　狊狌狉狉狅狌狀犱犻狀犵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狊狋犪犮犽犿犲狋犺狅犱

干式尾矿库入库尾矿自库周边向库中间推进排放碾压，并在影响坝体外坡稳定区域内采用分层碾

压堆存的筑坝方式。

３．１９

库中式尾矿排矿筑坝法　犮犲狀狋犲狉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狊狋犪犮犽犿犲狋犺狅犱

干式尾矿库入库尾矿自库区中部向库周边推进排放碾压，并在影响坝体外坡稳定区域内采用分层

碾压堆存的筑坝方式。

３．２０

库尾式尾矿排矿筑坝法　犱狅狑狀狊狋狉犲犪犿犱犻狊犮犺犪狉犵犲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狊狋犪犮犽犿犲狋犺狅犱

干式尾矿库入库尾矿自库区尾部向库区前部推进排放碾压，并在影响坝体外坡稳定区域采用分层

碾压堆存的筑坝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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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１

尾矿坝高　狋犪犻犾犻狀犵狊犱犪犿犺犲犻犵犺狋

干式尾矿库为尾矿坝顶面最高点与坝脚最低点的高差，当尾矿坝坝脚有初期坝或拦砂坝作为支撑

体时，为尾矿坝顶面最高点至初期坝或拦砂坝坝轴线处原地面的高差；湿式尾矿库采用上游式筑坝为堆

积坝坝顶与初期坝坝轴线处原地面的高差，其他坝型为坝顶与坝轴线处原地面的高差。

３．２２

总坝高　狋狅狋犪犾犱犪犿犺犲犻犵犺狋

设计最终状态时的坝高。

３．２３

堆坝高度或堆积高度　犲犿犫犪狀犽犿犲狀狋犺犲犻犵犺狋狅狉犪犮犮狌犿狌犾犪狋犻狅狀犺犲犻犵犺狋

干式尾矿库为尾矿坝顶面最高点与坝脚最低点的高差，当尾矿坝坝脚有初期坝或拦砂坝作为支撑

体时，为尾矿坝顶面最高点与初期坝或拦砂坝坝顶的高差；上游式尾矿坝为尾矿堆积坝坝顶与初期坝坝

顶的高差；中线式和下游式尾矿坝为尾矿堆积坝坝顶与坝顶轴线处的原地面标高的高差。

３．２４

临界浸润线　犮狉犻狋犻犮犪犾犲犱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犺狉犲犪狋犻犮犾犻狀犲

坝体抗滑稳定安全系数能满足本规程最低要求时的坝体浸润线。

３．２５

控制浸润线　犮狅狀狋狉狅犾犲犱狆狅狊犻狋犻狅狀狅犳狋犺犲狆犺狉犲犪狋犻犮犾犻狀犲

既满足临界浸润线要求、又满足尾矿堆积坝下游坡最小埋深浸润线要求的坝体最高浸润线。

３．２６

正常生产水位　狀狅狉犿犪犾狆狉狅犱狌犮狋犻狅狀狑犪狋犲狉犾犲狏犲犾

在用尾矿库内能满足生产回水、尾矿排放和防排洪要求的水位。

３．２７

沉积滩　犱犲狆狅狊犻狋犲犱犫犲犪犮犺

水力冲积尾矿形成的沉积体表层，按库内集水区水面划分为水上和水下两部分。

３．２８

滩顶　犫犲犪犮犺犮狉犲狊狋

沉积滩面与坝体外坡面的交线。

３．２９

干滩长度　犫犲犪犮犺狑犻犱狋犺

库内水边线至滩顶的水平距离。

３．３０

防洪宽度　犳犾狅狅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犱犪犿狑犻犱狋犺

干式尾矿库洪水运行条件下库内水边线至库内水面与坝体外坡面交线的水平距离。

３．３１

调洪高度　犳犾狅狅犱狉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犺犲犻犵犺狋

调洪起始水位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

３．３２

防洪高度　犳犾狅狅犱犮狅狀狋狉狅犾犺犲犻犵犺狋

湿式尾矿库的非挡水坝为调洪起始水位与滩顶之间的高差；湿式尾矿库的挡水坝及干式尾矿库尾

矿坝为调洪起始水位与坝顶之间的高差。

３．３３

安全超高　犳狉犲犲犺犲犻犵犺狋

在非地震运行条件下，尾矿堆积坝为滩顶标高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挡水坝和一次建尾矿坝为设计

洪水位加最大波浪爬高和最大风壅水面高度之和与坝顶标高的高差。

在地震运行条件下，尾矿堆积坝为滩顶标高与正常生产水位加地震沉降和地震壅浪高度之和的高

差；挡水坝和一次建坝尾矿坝为正常生产水位加最大波浪爬高、最大风壅水面高度、地震沉降和地震壅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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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高度之和与坝顶标高的高差。

４　基本规定

４．１　尾矿库建设、回采及闭库项目应进行勘察、安全评价、设计、施工和竣工验收。

４．２　尾矿库根据入库尾矿的自然流动性及库内存水情况分为湿式尾矿库和干式尾矿库，尾矿库典型参

数示意图参见附录Ａ；干、湿尾矿不应混排。

４．３　尾矿坝筑坝根据筑坝材料分为一次建坝和尾矿筑坝。湿式尾矿库的尾矿筑坝法，根据筑坝过程中

坝轴线的变化分为上游式尾矿筑坝法、中线式尾矿筑坝法、下游式尾矿筑坝法；干式尾矿库的尾矿排矿

筑坝法，根据尾矿排放推进方向和筑坝方式分为库前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库周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库中

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库尾式尾矿排矿筑坝法。

４．４　尾矿库建设和生产运行过程中，鼓励安全生产科学技术研究和安全生产先进技术的应用，提高尾

矿库安全生产水平。采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或者使用新设备，应了解、掌握其安全技术特性，采取

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并对从业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

４．５　尾矿库的等别应按下列原则确定：

———尾矿库等别应根据尾矿库的总库容及总坝高按表１确定。尾矿库各使用期的设计等别应根据

该期的全库容和尾矿坝高分别按表１确定。当按尾矿库的全库容和尾矿坝高分别确定的尾矿

库等别的等差为一等时，应以高者为准；当等差大于一等时，应按高者降一等确定。

———露天废弃采坑及凹地贮存尾矿，且周边未建尾矿坝时，应不定等别；周边建尾矿坝时，应根据坝

高及其形成的库容确定尾矿库的等别。

表１　尾矿库各使用期的设计等别

等别
全库容犞

１０４ ｍ３

坝高犎

ｍ

一

二

三

四

五

犞≥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犞＜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犞＜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犞＜１０００

犞＜１００

犎≥２００

１００≤犎＜２００

６０≤犎＜１００

３０≤犎＜６０

犎＜３０

４．６　除尾矿库副坝外的尾矿库构筑物的级别应根据尾矿库各使用期的设计等别及其重要性按表２确定，尾

矿库副坝应根据坝高及其对应的库容按照表１确定的尾矿库各使用期的设计等别确定其构筑物级别。

表２　尾矿库构筑物的级别

尾矿库等别
构筑物的级别

主要构筑物 次要构筑物 临时构筑物

一

二

三

四

五

１

２

３

４

５

３

３

５

５

５

４

４

５

５

５

　　注１：主要构筑物系指尾矿坝、排水构筑物等失事后将造成下游灾害的构筑物。

注２：次要构筑物系指除主要构筑物外的永久性构筑物。

注３：临时构筑物系指施工期临时使用的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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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尾矿库建设

５．１　尾矿库勘察

５．１．１　尾矿库新建、改建和扩建工程应按基本建设程序进行岩土工程勘察。

５．１．２　尾矿库岩土工程勘察应符合有关国家标准要求，按工程建设各勘察阶段的要求，正确反映工程

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查明不良地质作用、地质灾害及影响尾矿库和各构筑物安全的不利因素，提出工

程措施建议，形成资料完整、评价正确、建议合理的勘察报告。

５．１．３　新建、改建和扩建尾矿库工程详细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查明坝址、坝肩、库区、库岸的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

———提供区域地质构造、地震地质资料，分析场地地震效应，并提供抗震设计有关参数；

———查明可能威胁尾矿库、尾矿坝及排洪设施安全的滑坡、潜在不稳定岸坡、泥石流等不良地质作

用的分布范围并提出治理措施建议；

———查明坝基、坝肩以及各拟建构筑物地段的岩土组成、分布特征、工程特性，并提供岩土的强度和

变形参数；

———分析和评价坝基、坝肩、库岸、排洪设施场地等的稳定性，并对潜在不稳定因素提出治理措施

建议；

———分析和评价坝基、坝肩、库区的渗漏及其对安全的影响，并提出防治渗漏的措施建议；

———分析和评价排洪隧洞、排水井、排水斜槽、排水管和截洪沟等排洪构筑物地基（围岩）的强度、变

形特征，当围岩强度不足、地基不均匀或存在软弱地基时，应提出地基处理措施建议；

———判定水和土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确定筑坝材料的产地，并查明筑坝材料的性质和储量。

５．１．４　改建和扩建尾矿库工程还应对尾矿堆积坝进行岩土工程勘察，勘察应符合下列要求：

———查明尾矿堆积坝的成分、颗粒组成、密实程度、沉（堆）积规律、渗透特性；

———查明堆积尾矿的工程特性；

———查明尾矿坝坝体内的浸润线位置及变化规律；

———分析已运行尾矿坝坝体的稳定性；

———分析尾矿坝在地震作用下的稳定性和尾矿的地震液化可能性。

５．２　尾矿库设计一般规定

５．２．１　尾矿库不应设在下列地区：

———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禁止建设尾矿库的区域；

———尾矿库失事将使下游重要城镇、工矿企业、铁路干线或高速公路等遭受严重威胁区域。

５．２．２　尾矿库库址选择应根据汇水面积、工程地质及水文地质、库长、库区周边环境等因素经多方案技

术经济比较综合确定，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汇水面积小，并有足够的库容；

———避开不良地质现象严重区域；

———上游式尾矿库有足够的初、终期库长；

———上游式尾矿库库底平均纵坡不得陡于２０％。

５．２．３　尾矿库设计应对不良工程地质条件采取可靠的治理措施。

５．２．４　在同一沟谷内建设两座或两座以上尾矿库时，后建库设计时应根据各尾矿库之间的相互关系与

影响采取相应安全防范对策措施，确保各尾矿库安全。

５．２．５　废弃的露天采坑及凹地贮存尾矿时，应对边坡、库内设施及影响尾矿库安全的周边环境采取可

靠的技术和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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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６　干式尾矿库的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年降雨量均值超过８００ｍｍ或年最大２４ｈ雨量均值超过６５ｍｍ的地区，不应采用库尾式、库

中式尾矿排矿筑坝法；

———堆存尾矿含水率应满足尾矿排矿和筑坝要求；无黏性、少黏性尾矿含水率不应大于２２％，黏性

尾矿含水率不应大于塑限；

———应针对不良气候条件对作业过程的安全影响采取可靠防范措施；

———正常运行条件下，库内不应存水。

５．２．７　尾矿库应根据生产过程中的筑坝工程量、排水构筑物型式和操作要求，以及库区与厂区的距离

等因素配备筑坝机械、工作船、工程车，并设置交通道路、值班室、应急器材库、通信和照明等设施。

５．２．８　加高扩容的尾矿库改建、扩建项目应满足下列要求：

———除一等库外，防洪标准应在按５．４．１确定的防洪标准基础上提高一个等别；

———设置可靠的排渗设施，尾矿堆积坝的控制浸润线埋深应不小于通过计算确定的控制浸润线的

１．２倍；

———利旧的排洪构筑物应根据加高扩容要求核算其可靠性，终止使用的排洪构筑物应进行可靠

封堵；

———尾矿库一次加高高度不得超过５０ｍ。

５．２．９　尾矿库设计文件除应明确堆存工艺、筑坝方法外，还应明确下列安全运行控制参数：

———尾矿库等别，设计最终堆积高程、总坝高、总库容、有效库容；

———入库尾矿量、尾矿比重、粒度及排放方式；

———初期坝、副坝、拦砂坝、一次建坝尾矿坝的坝型、坝高、坝顶宽度、上下游坡比、筑坝材料及其控

制参数、地基处理；

———子坝坝高、坡比，尾矿堆积坝平均堆积外坡比；

———排洪系统型式、排洪构筑物的主要参数；

———尾矿坝排渗型式；

———尾矿坝各运行期、各剖面的控制浸润线埋深。

５．２．１０　湿式尾矿库设计文件除应提供５．２．９中的安全运行控制参数外，还应提供下列安全运行控制

参数：

———入库尾矿浓度；

———中线式和下游式尾矿筑坝的临时边坡的堆积坡比、堆坝尾砂的控制粒径、产率和浓度；

———库内控制的正常生产水位、调洪高度、安全超高、防洪高度、沉积滩坡度、正常生产水位时的干

滩长度、最小干滩长度等。

５．２．１１　干式尾矿库设计文件除应提供５．２．９中的安全运行控制参数外，还应提供下列安全运行控制

参数：

———入库尾矿的含水率、分层厚度、影响坝体稳定区域、压实指标；

———尾矿堆积坝临时边坡的堆积坡比、台阶高度、台阶宽度；

———坝体顶面坡向及坡度；

———库内调洪起始水位、调洪高度、防洪高度、安全超高、最小防洪宽度。

５．３　尾矿坝设计

５．３．１　尾矿坝坝址选择应以避免不良工程地质和水文地质条件为原则，结合尾矿库回水、防洪及堆积

坝填筑等因素综合确定。

５．３．２　初期坝坝型应根据尾矿堆存方式、尾矿坝筑坝方式、地震设计烈度等因素综合确定。地震设计

烈度为Ⅷ、Ⅸ度时，初期坝应选用抗震性能和渗透稳定性较好且级配良好的土石料筑坝，上游式尾矿筑

坝法的初期坝采用不透水坝型时，应采取可靠的坝体排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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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初期坝坝高的确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能贮存选矿厂投产后６个月以上的尾矿量；

———使尾矿水得以澄清；

———当初期放矿沉积滩顶与初期坝顶齐平时，应满足相应等别尾矿库防洪要求；

———在冰冻地区应满足冬季放矿的要求；

———满足后期堆积坝上升速度的要求；

———上游式尾矿坝的初期坝坝高与总坝高的比值应不小于１／８。

５．３．４　遇有下列情况时，尾矿坝坝基应进行专门研究处理：

———易产生渗漏破坏的砂砾石地基；

———易液化土、软黏土、冰渍层、永冻层和湿陷性黄土地基；

———岩溶发育地基；

———涌泉及矿山井巷、采空区等。

５．３．５　湿式尾矿库尾矿堆积坝筑坝应满足下列要求：

———地震设计烈度为Ⅸ度时，上游式尾矿筑坝尾矿堆积高度不得高于３０ｍ；

———上游式尾矿筑坝的尾矿浆重量浓度超过３５％时，应进行尾矿堆坝试验研究；

———上游式尾矿筑坝的全尾矿犱＜０．０７４ｍｍ颗粒含量大于８５％或犱＜０．００５ｍｍ颗粒含量大于

１５％时，应进行尾矿堆坝试验研究；

———中线式或下游式尾矿筑坝，分级后用于筑坝尾砂的犱≥０．０７４ｍｍ 颗粒含量少于７５％，犱≤

０．０２ｍｍ颗粒含量大于１０％时，应进行尾矿堆坝试验研究；筑坝上升速度应满足沉积滩面上升

速度的要求。

５．３．６　干式尾矿库的尾矿排矿筑坝应符合下列要求：

———尾矿排矿筑坝应边堆放边碾压，堆积坝顶面坡度应满足排水的要求，并不得出现反坡；当堆积

坝顶面倾向堆积坝外边坡或库周截洪沟时，堆积坝顶面坡度不应大于２％。

———尾矿排矿筑坝期间应设置台阶，分层碾压排放作业的台阶高度不应超过１０ｍ，台阶宽度不应

小于１．５ｍ，有行车要求时不应小于５ｍ；推进碾压排放作业的台阶高度不应超过５ｍ，台阶宽

度不应小于５ｍ；运行期间台阶的坡比应满足稳定要求。

———无黏性、少黏性尾矿分层厚度不得超过０．８ｍ，黏性尾矿分层厚度不得超过０．５ｍ。

———尾矿排矿筑坝过程中，应分阶段尽早形成永久边坡，影响堆积坝最终外边坡稳定的区域应采用

分层碾压排放作业，压实度不应小于０．９２。

５．３．７　尾矿库挡水坝应按坝型满足相应的水库坝设计规范要求，防洪标准不应低于本标准的规定。

５．３．８　上游式尾矿堆积坝沉积滩顶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应符合表３的最小安全超高值的规定。滩顶

至设计洪水位水边线的距离应符合表３的最小干滩长度值的规定。

表３　上游式尾矿堆积坝的最小安全超高与最小干滩长度 单位为米

坝的级别 １ ２ ３ ４ ５

最小安全超高 １．５ １．０ ０．７ ０．５ ０．４

最小干滩长度 １５０ １００ ７０ ５０ ４０

　　３级及３级以下的尾矿坝经渗流稳定分析安全时，表内最小干滩长度最多可减少３０％。

地震区的最小干滩长度尚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９１的有关规定。

５．３．９　下游式和中线式尾矿坝坝顶外缘至设计洪水位时水边线的距离应符合表４的规定；坝顶与设计

洪水位的高差应符合表３的最小安全超高值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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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下游式和中线式尾矿坝的最小干滩长度 单位为米

坝的级别 １ ２ ３ ４ ５

最小干滩长度 １００ ７０ ５０ ３５ ２５

　　地震区的最小干滩长度尚应符合ＧＢ５０１９１的有关规定。

５．３．１０　洪水运行条件下坝前存水的干式尾矿库尾矿堆积坝防洪宽度应符合表５的规定；坝外坡面顶

标高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应符合表３的最小安全超高值的规定。

表５　干式尾矿库尾矿坝的最小防洪宽度 单位为米

坝的级别 １ ２ ３ ４ ５

最小防洪宽度 １００ ７０ ５０ ３５ ２５

５．３．１１　尾矿库挡水坝坝顶与设计洪水位的高差不应小于表３的最小安全超高值、最大风壅水面高度

和最大波浪爬高三者之和。

５．３．１２　设计地震水平加速度不小于０．０５犵地震区的尾矿库，湿式尾矿库尾矿堆积坝滩顶与正常生产

水位的高差不应小于表３的最小安全超高值与地震沉降值、地震壅浪高度之和。挡水坝和一次建坝尾

矿坝坝顶与正常生产水位的高差不应小于表３的最小安全超高值与地震沉降值、地震壅浪高度、最大风

壅水面高度及最大波浪爬高之和。

５．３．１３　尾矿坝应进行渗流计算，渗流计算应分析放矿、雨水等因素对尾矿坝浸润线的影响；湿式尾矿

库１、２级尾矿坝的渗流应按三维数值模拟计算或物理模型试验确定。

５．３．１４　尾矿堆积坝下游坡浸润线的最小埋深除满足坝坡抗滑稳定的条件外，尚应满足表６的要求。

表６　尾矿堆积坝下游坡浸润线的最小埋深 单位为米

堆积坝高度犎 犎≥１５０ １５０＞犎≥１００ １００＞犎≥６０ ６０＞犎≥３０ 犎＜３０

浸润线最小埋深 １０～８ ８～６ ６～４ ４～２ ２

　　堆积坝高度应按各垂直坝轴线剖面所在位置分别取值。

位于初期坝坝段的堆积坝高度按堆积高度取值，位于其余坝段的堆积坝高度按尾矿堆积坝坝顶与坡脚的高差

取值。

任意高度堆积坝的浸润线最小埋深可用线性插值法确定。

５．３．１５　尾矿坝应满足渗流控制的要求，尾矿坝的渗流控制措施应确保浸润线低于控制浸润线。

５．３．１６　尾矿坝应满足静力、动力稳定要求，尾矿坝应进行稳定性计算，坝坡抗滑稳定的安全系数不应

小于表７规定的数值，位于地震区的尾矿库，尾矿坝应采取可靠的抗震措施。

表７　坝坡抗滑稳定的最小安全系数

计算方法 运行条件
坝的级别

１ ２ ３ ４、５

简化毕肖普法

正常运行 １．５０ １．３５ １．３０ １．２５

洪水运行 １．３０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１５

特殊运行 １．２０ １．１５ １．１５ 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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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续）

计算方法 运行条件
坝的级别

１ ２ ３ ４、５

瑞典圆弧法

正常运行 １．３０ １．２５ １．２０ １．１５

洪水运行 １．２０ １．１５ １．１０ １．０５

特殊运行 １．１０ １．０５ １．０５ １．０５

５．３．１７　尾矿库初期坝与堆积坝的抗滑稳定性应根据坝体材料及坝基的物理力学性质经计算确定，计

算方法应采用简化毕肖普法或瑞典圆弧法，地震荷载应按拟静力法计算。尾矿库挡水坝应根据相关规

范进行稳定计算。尾矿坝动力抗震计算应按下列要求进行：

———对于１级及２级尾矿坝的抗震稳定分析，除应按拟静力法计算外，还应进行专门的动力抗震计

算，动力抗震计算应包括地震液化分析、地震稳定性分析和地震永久变形分析；

———位于地震设计烈度为Ⅶ度地区的３级尾矿坝和设计烈度为Ⅶ度及Ⅶ度以上地区的４级和５级

尾矿坝，地震液化可采用简化计算分析法；３级尾矿坝地震液化分析结果不利时，还应进行动

力抗震计算；

———位于地震设计烈度为Ⅸ度地区的各级尾矿坝或位于Ⅷ度地区的３级及３级以上的尾矿坝，抗

震稳定分析除应采用拟静力法外，还应采用时程法进行分析。

５．３．１８　尾矿坝稳定计算的荷载应根据不同运行条件按表８进行组合。

表８　尾矿坝稳定计算的荷载组合

运行条件 计算方法
荷载类别

１ ２ ３ ４ ５

正常运行
总应力法 有 有 — — —

有效应力法 有 有 有 — —

洪水运行
总应力法 — 有 — 有 —

有效应力法 — 有 有 有 —

特殊运行
总应力法 有 有 — — 有

有效应力法 有 有 有 — 有

　　注１：荷载类别１系指运行期正常库水位时的稳定渗透压力。

注２：荷载类别２系指坝体自重。

注３：荷载类别３系指坝体及坝基中的孔隙水压力。

注４：荷载类别４系指设计洪水位时有可能形成的稳定渗透压力。

注５：荷载类别５系指地震荷载。

５．３．１９　尾矿坝稳定计算断面应根据尾矿的颗粒粗细程度和固结度进行概化分区，概化分区的尾矿定

名应按附录Ｂ确定。新建尾矿库的尾矿坝计算断面概化分区及各区尾矿的物理力学性质指标应参考

类似尾矿坝的勘察资料综合确定；扩建、改建尾矿库的尾矿坝计算断面概化分区及各区尾矿的物理力学

性质指标应根据勘察资料确定。

５．３．２０　尾矿堆积坝平均堆积外坡比不得陡于１∶３。尾矿坝最终下游坡面应设置维护设施，维护设施

应满足下列要求：

———设置马道，相邻两级马道的高差不得大于１５ｍ，马道宽度不应小于１．５ｍ，有行车要求时，宽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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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应小于５ｍ；

———采用石料、土石料或土料等进行护坡，采用土石料或土料护坡的应在坡面植草或灌木类植物；

———设置排水系统，下游坡与两岸山坡结合处应设置坝肩截水沟；尾矿堆积坝的每级马道内侧或上

游式尾矿筑坝的每级子坝下游坡脚处均应设置纵向排水沟，并应在坡面上设置人字沟或竖向

排水沟；

———设置踏步，沿坝轴线方向踏步间距应不大于５００ｍ。

５．３．２１　中线式或下游式尾矿筑坝的坝体结构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设置初期坝和滤水拦砂坝，在初期坝与拦砂坝之间的坝基范围内应设排渗设施；

———尾矿坝坝顶宽度应满足分级设备和管道安装及交通的需要。

５．４　排洪设计

５．４．１　尾矿库的防洪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尾矿库各使用期的防洪标准应根据使用期库的等别、库容、坝高、使用年限及对下游可能造成

的危害程度等因素，按表９确定；

表９　尾矿库防洪标准　 单位为年

尾矿库各

使用期等别
一 二 三 四 五

洪水重现期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或ＰＭＦ
５００～１０００ ２００～５００ １００～２００ １００

　　注：ＰＭＦ为可能最大洪水。

　　———当确定的尾矿库等别的库容或坝高偏于该等上限，尾矿库使用年限较长或失事后对下游会造

成严重危害者，防洪标准应取上限或提高等别；

———采用露天废弃采坑及凹地贮存尾矿的尾矿库，周边未建尾矿坝时，防洪标准应采用１００年一遇

洪水；建尾矿坝时，应根据坝高及其对应的库容确定库的等别及防洪标准；

———中线式或下游式尾矿筑坝的尾矿库，堆坝区的防洪标准应不小于５０年一遇洪水；

———尾矿库排洪系统外的尾矿坝坝肩截水沟、坝面排水沟的防洪标准应不小于年最大２４ｈ雨量

均值。

５．４．２　尾矿库应设置排洪设施，排洪设施的排洪能力不应包括机械排洪的排洪能力。

５．４．３　除库尾排矿的干式尾矿库外，三等及三等以上尾矿库不得采用截洪沟排洪。中线式或下游式尾

矿筑坝的尾矿库，堆坝区的洪水如无法通过拦砂坝渗出坝外，应在拦砂坝前设置排洪设施。

５．４．４　库尾式、库中式尾矿排矿筑坝的尾矿库的排洪设计应符合下列要求：

———在设计最终状态时的尾矿库外围应设永久截排洪系统；

———当设计尾矿堆积坝坝高超过６０ｍ，应设置中间截洪沟；

———尾矿堆积坝外坡面下游应设置拦砂坝，所形成库容应满足储存一次洪水冲刷挟带的泥砂量；

———拦砂坝前应设置排水设施，排水入口应高于泥沙淤积标高０．５ｍ以上，并应及时清理坝前淤积

尾矿；

———尾矿库运行过程中，应在尾矿堆积区设临时排水沟，将洪水排至尾矿库下游，洪水不得在尾矿

堆积坝外坡面无序排放。

５．４．５　尾矿库洪水计算应根据各省水文图集或有关部门建议的特小汇水面积的计算方法进行计算。

当采用全国通用的公式时，应采用当地的水文参数。设计洪水的降雨历时应采用２４ｈ。

５．４．６　尾矿库调洪演算应采用水量平衡法进行计算。尾矿库的一次洪水排出时间应小于７２ｈ。

５．４．７　尾矿库应采取防止泥石流、滑坡、树木杂物等影响泄洪能力的工程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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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８　尾矿库排洪构筑物型式及尺寸应根据水力计算和调洪计算确定，并应满足设计流态、日常巡检

维修和防洪安全要求。对特别复杂的排洪系统，应进行水工模型或模拟试验验证。

５．４．９　尾矿库排洪构筑物应进行结构计算，结构计算应满足相应水工建筑物设计规范要求，排水井还

应满足ＧＢ５０１３５的相关要求；尾矿、尾矿水、尾矿库岩土体、尾矿库地下水对排洪构筑物有腐蚀作用

的，应对排洪构筑物采取防腐措施。

５．４．１０　排洪构筑物的设计最大流速不应大于构筑物材料的允许抗冲流速。排水井井底应设置消力

坑。在排水管或隧洞变坡、转弯和出口处，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消能防冲措施。

５．４．１１　排洪构筑物的基础应避免设置在工程地质条件不良或填方地段。无法避开时，应进行地基处

理设计。排洪构筑物不得直接坐落在尾矿沉积滩上。

５．４．１２　除隧洞外的地下排洪构筑物应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其基础应置于有足够承载力的地基上。

对于承载力不足的地基，应采取符合基础承载力要求的工程措施。

５．４．１３　排洪设施在终止使用时应及时进行封堵，封堵后应同时保证封堵段下游的永久性结构安全和

封堵段上游尾矿堆积坝渗透稳定安全及相邻排水构筑物安全。排水井的封堵体不得设置在井顶、井

身段。

５．５　安全监测设施设计

５．５．１　尾矿库应设置人工安全监测和在线安全监测相结合的安全监测设施，人工安全监测与在线安全

监测监测点应相同或接近，并应采用相同的基准值。监测设施横剖面应结合尾矿坝稳定计算断面布置，

监测设施的布置还应满足下列原则：

———应全面反映尾矿库的运行状态；

———尾矿坝位移监测点的布置应根据稳定计算结果延伸到坝脚以外的一定范围；

———坝肩及基岩断层、坝内埋管处必要时应加设监测设施。

５．５．２　湿式尾矿库监测项目应包括坝体位移，浸润线，干滩长度及坡度，降水量，库水位，库区地质滑坡

体位移及坝体、排洪系统进出口等重要部位的视频监控；干式尾矿库监测项目应包括坝体位移，最大坝

体剖面的浸润线，降水量及坝体、排洪系统进出口等重要部位的视频监控；三等及三等以上湿式尾矿库

必要时还应监测孔隙水压力、渗透水量及浑浊度。

５．５．３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具备自动巡测、应答式测量功能；

———应具备传感器和采集设备、供电系统、通信网络故障自诊断功能；

———应具备防雷及抗干扰功能；

———应具备数据后台处理、数据库管理、数据备份、预警、监测图形及报表制作、监测信息查询及发

布功能；

———应具备与现场巡查、人工安全监测接口，进行数据补测、比测和记录。

５．５．４　尾矿库安全监测预警应由低级到高级分为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四个等级，

设计单位应给出各监测项目的各级预警阈值。各监测项目及尾矿库安全状况各级预警等级的判定并应

符合下列规定：

———当同类监测项目的监测点达到４个蓝色预警时，该项目为黄色预警；达到３个黄色预警时，该

项目应为橙色预警；达到２个橙色预警时，该项目应为红色预警；

———当监测项目达到４个蓝色预警时，应计为１项监测项目黄色预警；达到３项黄色预警时，应计

为１项监测项目橙色预警；当监测项目达到２项橙色预警时，应计为１项监测项目红色预警；

———尾矿库安全状况预警应由尾矿库安全监测项目的最高预警等级确定。

５．６　尾矿库施工及验收

５．６．１　承担施工的单位应建立完善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以及制定保证质量、安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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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　尾矿设施施工应按安全设施设计和施工图进行。当实际情况与工程勘察或设计不符需修改设

计时，应取得勘察和设计单位的书面同意。

５．６．３　尾矿设施施工应做好施工组织设计及专项施工方案，并应合理安排施工顺序。

５．６．４　尾矿设施施工应对工地原有的控制点进行复查和校核，并应补充不足部分，同时应建立地面测

量控制网。

５．６．５　尾矿设施施工中采用的材料、设备和构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产品标准，应有合法证明文件和产

品合格证，不得使用国家明令淘汰的材料和设备。

５．６．６　尾矿设施施工中应建立技术档案。工程验收时，应具备施工原始记录、各种试验记录、质量检查

记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竣工图等资料，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完成，不得使用设计图纸代替。

５．６．７　建设单位应在工程完工后按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组织竣工验收。

６　尾矿库生产运行

６．１　一般规定

６．１．１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健全尾矿库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技术

操作规程，对尾矿库实施有效的安全管理。

６．１．２　生产经营单位应编制尾矿库年度、季度作业计划和详细运行图表，严格按照作业计划生产运行，

做好记录并长期保存。

６．１．３　生产经营单位应开展安全风险辨识，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立健全尾矿库安全生产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情况应如实记录，并向从业人员

通报。

６．１．４　生产经营单位应制订尾矿库安全使用规划，提出新建、改建、扩建、运行期安全性复核和闭库的

计划。上游建有尾矿库、渣库、排土场或水库等工程设施的尾矿库，应了解上游所建工程的稳定情况，采

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６．１．５　尾矿库运行期的坝体、排渗设施、排洪设施及其封堵设施、监测设施等工程设施应进行施工图

设计。

６．１．６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的子坝，中线式、下游式尾矿筑坝法的尾矿堆积坝，堆积坝坝体内预埋的排渗

设施，干式尾矿库影响堆积坝最终外边坡稳定的区域，排洪设施的封堵设施等设施的施工过程应满足

５．６．２～５．６．６要求，施工资料应经主管技术人员检查确认。

６．１．７　生产经营单位应在尾矿库库区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

６．１．８　尾矿库应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安全现状评价。

６．１．９　采用尾矿堆坝的尾矿库，应在运行期对尾矿坝做全面的安全性复核，以验证最终坝体的稳定性

和确定后期的处理措施；尾矿坝安全性复核前应对尾矿坝进行全面的岩土工程勘察，安全性复核工作应

由设计单位根据勘察结果完成。安全性复核应满足下列原则：

———三等及三等以下的尾矿库在尾矿坝堆至１／２～２／３最终设计总坝高，一等及二等尾矿库在尾矿

坝堆至１／３～１／２和１／２～２／３最终设计总坝高时，应分别对坝体做全面的安全性复核；

———尾矿库达到一等库后，坝高每增高２０ｍ应对坝体进行全面的安全性复核；

———尾矿性质、放矿方式与设计相差较大时，应对尾矿坝体进行全面的安全性复核。

６．１．１０　尾矿库应设置通往坝顶、排洪系统附近的应急道路，应急道路应满足应急抢险时通行和运送应

急物资的需求，应避开产生安全事故可能影响区域且不应设置在尾矿坝外坡上。

６．２　入库尾矿指标检测

６．２．１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尾矿堆存方式和筑坝方式配备必要的检测设施和人员，满足对入库尾矿相

应指标定期检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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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入库尾矿根据堆存方式和筑坝方式应按照设计文件要求的指标检测内容进行必要的检测，指标

检测应至少包含以下内容：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排放尾矿的比重、浓度、粒度；

———中线式、下游式尾矿筑坝法堆坝尾矿的比重、浓度、粒度；

———干式尾矿库入库尾矿的比重、含水率及碾压后的压实度。

６．２．３　湿式尾矿库入库尾矿指标检测频率应不少于每周一次，干式尾矿库入库尾矿指标检测频率应不

少于每天一次，设计文件中对检测频率有明确要求的，检测频率还应满足设计要求。当检测指标与设计

指标偏差超过５％时，应增加检测次数并分析原因、及时解决存在问题。检测指标与设计指标偏差超过

１０％时，应先停止排放，待问题解决后方可恢复排放。

６．３　尾矿筑坝与排放

６．３．１　尾矿筑坝与排放包括岸坡清理、尾矿排放、坝体堆筑、坝面维护、排渗设施施工和质量检查等环

节，应按照设计要求和作业计划进行，并做好记录。

６．３．２　子坝及后期坝体堆筑前应进行岸坡处理，将树木、树根、草皮、坟墓及其他构筑物全部清除，清除

杂物不得就地堆积，应运到库外。若遇有泉眼、水井、地道、溶洞或洞穴等，应按设计要求处理。

６．３．３　湿式尾矿库尾矿排放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按照设计要求排放尾矿，滩顶高程应满足生产、防汛、冬季放矿和回水要求；一次建坝的尾矿

库，堆积高程及排矿顶面高程不得超过设计标高；

———矿浆排放不得冲刷初期坝或子坝，不得发生矿浆沿子坝上游坡脚流动冲刷坝体；

———排放口的间距、位置、开放的数量和时间等应按设计要求和作业计划进行操作，并做好放矿

记录。

６．３．４　采用尾矿堆坝的湿式尾矿库尾矿排放除应满足６．３．３的要求外，还应满足下列要求：

———应在坝前均匀、分散排放，维持滩面均匀上升，滩面不得出现侧坡、扇形坡或细粒尾矿大量集中

沉积于某端或某侧；

———坝顶及沉积滩面应均匀平整，沉积滩长度及滩顶最低高程应满足防洪设计要求；

———尾矿滩面上不得有积水坑。

６．３．５　湿式尾矿库的子坝及后期坝体堆筑应满足下列要求：

———尾矿坝堆积坡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每期坝堆筑完毕，应进行质量检查。主要检查内容应包括坝轴线位置、坝体长度、坝体高度、坝

顶宽度、内外坡比等剖面尺寸，坝顶及上游坝脚处滩面高程，库内水位，筑坝质量等；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需要在库内取砂堆筑子坝时，取砂位置距当期子坝上游坝脚直线距离不得

小于２倍当期子坝坝高，应在滩面上沿坝轴线方向均匀取砂，不得在滩面上集中取砂；

———中线式及下游式尾矿坝堆筑应在运行期间做好堆坝尾矿砂量与库内堆存量之间的砂量平衡

工作；

———采用旋流器底流尾矿直接充填筑坝时，底流矿浆浓度应大于不分选浓度。

６．３．６　干式尾矿库尾矿排放和堆筑前应进行试验，并根据试验结果和设计要求确定入库尾矿堆排作业

程序。试验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自然堆积状态下尾矿物理力学试验；

———室内击实试验；

———设计含水率情况下，不同铺料厚度和碾压遍数的碾压试验；

———压实后的尾矿物理力学指标试验。

６．３．７　干式尾矿库采用汽车运输和排放尾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库内运输道路应满足车辆行驶安全要求，道路末端应设置卸料平台，其尺寸应满足运输车辆进

出的安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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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运行期的卸料平台布置应满足在采用机械摊平的条件下，将尾矿布放在整个库区的需要；

———在尾矿堆积边坡附近行走或卸料的运输车辆，应与尾矿堆积边坡的边缘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

———当遭遇暴雨、凝冻等不良天气时应停止运输作业，不良天气过后需评估道路、卸料平台等作业

区域的安全状况，满足运输条件后方可恢复作业。

６．３．８　干式尾矿库采用皮带运输和排放尾矿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在各运行期皮带的长度、数量及布置应满足在采用机械摊平的条件下，将尾矿布放在整个库区

的需要；

———皮带的末端应具有一定仰角和高度，满足机械作业的安全距离；

———寒冷地区采用皮带运输时，应采取防冻措施。

６．３．９　干式尾矿库排矿和筑坝时，排矿台阶设置、拦挡坝设置、尾矿压实度应符合设计要求；排矿与筑

坝作业环节应按设计要求严格控制，不同区域的排矿作业方式、摊平厚度、碾压遍数及碾压范围、压实指

标等均应满足设计要求，并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作业机械损坏坝体、排水构筑物等。

６．３．１０　干式尾矿库运行过程中，应根据气候的变化情况及时调整尾矿排矿作业计划，并采取下列

措施：

———入库尾矿应及时碾压，未经碾压的尾矿应采取措施，防止含水率增大；

———当尾矿库无法正常排矿作业时，应将干尾矿在应急场地暂存；

———恢复正常作业时，未经碾压的尾矿应视含水率变化情况，采取摊平、晾晒或其他措施调整含水

率重新摊平、碾压；

———影响坝体外坡稳定区域的坝体堆筑应在雨季前完成；

———寒冷地区应在入冬前完成影响坝体外坡稳定区域的坝体堆筑。

６．３．１１　坝外坡面维护工作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尾矿坝下游坡面上不得有积水坑。坝体出现冲沟、裂

缝、塌坑等现象时，应及时处理。

６．３．１２　尾矿库运行过程中应根据设计要求进行排渗设施的施工，施工后对排渗效果进行检查。

６．４　库水位控制与防洪

６．４．１　生产经营单位应按设计要求进行库水位控制与防洪。

６．４．２　生产经营单位每年汛前应委托设计单位根据尾矿库实测地形图、水位和尾矿沉积滩面实际情况进行

调洪演算，复核尾矿库防洪能力，确定汛期尾矿库的运行水位、干滩长度、安全超高等安全运行控制参数。

６．４．３　湿式尾矿库库内水位控制应遵循下列原则：

———在满足防洪安全、回水水质和水量要求前提下，尽量降低库内水位；

———当库水位影响尾矿库安全时，应坚持安全第一的原则，降低库内水位；

———排出库内蓄水或大幅度降低库内水位时，应注意控制流量，非紧急情况不得骤降；

———岩溶或裂隙发育地区的尾矿库，应控制库内水深，防止渗漏；

———不得用子坝挡水。

６．４．４　干式尾矿库库内水位控制应遵循下列原则：

———尾矿库正常运行条件下不得存水；

———入库一次洪水应在７２ｈ内排出库外。

６．４．５　尾矿库内应设置清晰醒目的水位观测标尺。汛期应加强对排洪设施检查，确保排洪设施畅通。

６．４．６　排洪构筑物的封堵预制件制作与安装应满足下列要求：

———预制件应按设计要求制作并妥善保存；

———预制件内壁表面应平整光滑，局部凸坎高度不应大于５ｍｍ，并应按１∶１０坡度打磨，长度的

允许偏差为±３ｍｍ ，厚度不得出现负值；

———安装前应对预制件的强度、表面平整度等进行质量检查，保证用于安装的预制件质量满足设计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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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件应按设计要求安装，并确保安装质量。

６．４．７　洪水过后应对坝体和排洪设施进行全面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６．４．８　尾矿库排洪构筑物终止使用时，应严格按设计要求及时封堵，并确保施工质量。

６．５　渗流控制

６．５．１　尾矿库运行期间应加强浸润线监测，严格按设计要求控制浸润线埋深。

６．５．２　尾矿库运行期间，坝体浸润线埋深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时，应增设或更新排渗设施。

６．６　防震与抗震

６．６．１　尾矿库原设计抗震标准低于现行标准时，应采取可靠措施提高尾矿坝的抗震性能，使其满足现

行标准的要求，常用的措施如下：

———在下游坡坡脚增设土石料压坡；

———对坝坡进行削坡、放缓坝坡；

———提高坝体密实度；

———降低库内水位或增设排渗设施，降低坝体浸润线。

６．６．２　震后生产经营单位应进行安全检查，及时修复被破坏的安全设施。

６．７　尾矿库安全监控

６．７．１　尾矿库运行时，应按设计及时设置人工安全监测设施和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并应按照设计定期

进行各项监测。

６．７．２　尾矿库应每天日常巡查，大雨或暴雨期间应在现场实时巡查。人工安全监测设施安装初期应每

半个月监测１次，６个月后应每月监测不少于１次。遇下列情况之一时，应增加监测次数：

———汛期；

———地震、连续多日下雨、暴雨、台风后；

———尾矿库安全状况处于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期间；

———排洪设施、坝体除险加固施工前后；

———其他影响尾矿库安全运行情形。

６．７．３　人工安全监测应符合下列规定：

———应采用相同的观测图形、观测路线和观测方法；

———应使用相同技术参数的监测仪器和设备；

———应采用统一基准处理数据；

———每次监测应不少于２名专业技术人员。

６．７．４　在线安全监测频率应符合下列规定：

———尾矿库处于正常状态时，在线安全监测频率为１次／１０ｍｉｎ～１次／２４ｈ；

———尾矿库安全状况处于非正常状态时，在线安全监测频率为１次／５ｍｉｎ～１次／３０ｍｉｎ。

６．７．５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和人工安全监测的监测成果应定期进行对比分析。每年应进行一次专门

数据分析，下列情况下应增加专门数据分析：

———尾矿库竣工验收时；

———尾矿库安全现状评价时；

———尾矿库闭库时；

———出现异常或险情状态时。

６．７．６　安全监测系统调试运行正常后，在线安全监测与人工安全监测的结果应基本一致，相同监测点

在同一监测时间的在线安全监测成果与人工安全监测成果差值，不应大于其测量中误差的２倍。

６．７．７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的管理和维护应设置专门技术人员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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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８　尾矿库在线安全监测系统应全天候连续正常运行。系统出现故障时，应尽快排除，故障排除时

间不得超过７ｄ，排除故障期间应保持无故障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并加强人工监测；系统改建、扩建期间，

不得影响已建成系统的正常运行。

６．７．９　尾矿库安全监测数据应及时整理，如有异常，应及时分析原因，采取对策措施。安全监测信息的

分析、管理和发布，应综合现场巡查、人工安全监测和在线安全监测成果进行。

６．８　库区及周边条件规定

６．８．１　尾矿坝上和尾矿库区内不得建设与尾矿库运行无关的建、构筑物。

６．８．２　尾矿坝上和对尾矿库产生安全影响的区域不得进行乱采、滥挖和非法爆破等违规作业。

６．９　尾矿库隐患及重大险情处理

６．９．１　尾矿库存在下列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一时，应在限定的时间内进行整治，消除事故隐患：

———尾矿库调洪库容不足，在设计洪水位时不能同时满足设计规定的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的要求；

———排洪设施出现不影响安全使用的裂缝、腐蚀或磨损；

———经验算，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满足表７规定值，但部分高程上堆积边坡过陡，可能出现

局部失稳；

———坝体浸润线埋深小于１．１倍控制浸润线埋深；

———坝面局部出现纵向或横向裂缝；

———干式堆存尾矿的含水量偏大，实行干式堆存有一定困难，且没有设置可靠防范措施；

———坝面未按设计设置排水沟，冲蚀严重，形成较多或较大的冲沟；

———坝肩无截水沟，山坡雨水冲刷坝肩；

———堆积坝外坡未按设计设置维护设施；

———其他不影响尾矿库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非正常情况。

６．９．２　尾矿库存在下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一时，应立即停产，生产经营单位应制定并实施重大

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消除事故隐患：

———库区和尾矿坝上存在未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开采、挖掘、爆破等活动；

———坝体出现大面积纵向裂缝，且出现较大范围渗透水高位出逸，出现大面积沼泽化；

———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

———坝体超过设计坝高，或者超设计库容贮存尾矿；

———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大于设计堆积上升速率；

———经验算，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小于表７规定值的０．９８倍；

———坝体浸润线埋深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

———尾矿库调洪库容不足，在设计洪水位时，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

———排洪设施部分堵塞或坍塌、排水井有所倾斜，排水能力有所降低，达不到设计要求；

———干式堆存尾矿的含水量大，实行干式堆存比较困难，且没有设置可靠的防范措施；

———多种矿石性质不同的尾砂混合排放时，未按设计要求进行排放；

———冬季未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冰下放矿作业；

———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进库；

———其他危及尾矿库安全运行的情况。

６．９．３　尾矿库出现下列重大险情之一时，生产经营单位应立即停产，启动应急预案，进行抢险：

———坝体出现严重的管涌、流土等现象的；

———坝体出现严重裂缝、坍塌和滑动迹象的；

———经验算，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小于表７规定值的０．９５倍；

———尾矿库调洪库容严重不足，在设计洪水位时，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均不满足设计要求，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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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现洪水漫顶；

———排水井显著倾斜，有倒塌迹象的；

———排洪系统严重堵塞或者坍塌，不能排水或排水能力急剧降低；

———干式堆存尾矿的含水量过大，基本不能干式堆存，且没有设置可靠的防范措施；

———其他危及尾矿库安全的重大险情。

７　尾矿库回采

７．１　尾矿库回采各期的等别及相关要求按下列规定执行：

———尾矿库的等别应按４．５尾矿库的全库容和坝高确定；

———尾矿坝的稳定性应符合５．３．１６的要求；

———尾矿库的防洪应符合５．４的相关要求。

７．２　尾矿库回采应符合下列要求：

———回采方式应技术合理、安全可靠；

———回采过程中应保证尾矿库安全设施的可靠性；

———回采顺序应按照“由内到外，先库后坝，从上至下，单层开采”原则进行；

———采用干式和湿式联合回采的尾矿库，应明确两种方法衔接的处理方案；

———同一座尾矿库内不得同时进行尾矿的回采和排放；

———尾矿库回采产生的新尾矿应进行尾矿再利用或另设尾矿库堆存。

７．３　尾矿库回采设计应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尾矿库回采的规模、回采范围、服务年限和相应可靠的回采安全措施；

———尾矿库回采的规划及顺序，包括回采工艺、输送方式、设备配置，以及现有设施的利用、保护；

———回采期间尾矿坝及库内回采边坡的稳定性分析及安全措施；

———回采期间尾矿库防洪标准、调洪演算及防洪安全措施；

———回采期间尾矿库的监测设施；

———回采结束后尾矿库的处置方案。

７．４　尾矿库回采全过程应设排洪设施，排洪设施应符合下列要求：

———原有排洪设施如继续使用，应保证其结构的可靠性；

———回采区与排洪设施间应设置排洪通道；

———应对排洪设施采取保护、防止淤堵措施；

———对于不继续使用的排洪设施，应采取可靠措施进行封堵。

７．５　尾矿库回采过程中需要预留或堆筑中隔坝时，应满足下列要求：

———中隔坝应按临时构筑物设计；

———中隔坝坝顶高程不得高于开采现状的坝顶高程；

———干式开采中隔坝由基底至坝顶不得高于３ｍ。

７．６　干式回采应满足下列要求：

———单层开采的高度不得大于３ｍ，台阶坡面角应根据尾矿力学性质确定；

———设备选型应根据地基承载力确定，必要时应采取相应地基加固措施；

———回采作业现场应设置合理的运输线路；

———回采设施应布置在安全地带，必要时应采取防止滑坡、泥石流措施。

７．７　湿式回采的采坑深度应不大于６ｍ，水面以上边坡高度应不大于３ｍ；边坡角水上部分应控制在

２５°以下，水下部分应控制在２０°以下。

７．８　尾矿库回采生产运行应满足下列要求：

———尾矿库回采生产单位应建立回采安全管理制度、编制回采作业计划和回采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７１

犌犅３９４９６—２０２０



做好回采安全管理工作；

———距尾矿库内排水井、排水斜槽、排水涵管等设施周边１５ｍ范围内的尾矿，不得采用挖掘机械

回采并应均匀同步下降；

———尾矿回采过程中应对初期坝、库区防渗层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暴雨、大雪、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期间不得回采作业，并且应采取安全防范措施；

———寒冷地区的尾矿库冰冻季节不得采用湿式回采；

———过采区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等灾害的发生。

７．９　尾矿库回采工程涉及的铲装作业、道路运输、带式输送机运输、水力开采、挖掘船开采及电气设施

应按ＧＢ１６４２３相关规定执行。

７．１０　尾矿库回采中止或结束后如继续堆存尾矿，应重新进行评价和设计，按照改建尾矿库的规定执

行，否则应进行闭库，闭库应按尾矿库闭库的规定执行。

８　尾矿库闭库

８．１　尾矿库存在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闭库设计应包含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的治理措施。

８．２　尾矿库闭库勘察，除应对尾矿坝进行勘察外，还应对周边影响尾矿库安全的不良地质现象进行勘察。

８．３　未进行专门动力抗震计算的二等及以上尾矿库，闭库阶段应进行专门的动力抗震计算。

８．４　闭库设计应对闭库前后的尾矿库安全性进行分析，并应提出相应的闭库工程措施。设计重点应包

括下列内容：

———坝体稳定性分析及尾矿坝闭库工程措施；

———尾矿库防洪能力复核及排洪系统闭库工程措施；

———影响尾矿库安全的周边环境闭库工程措施；

———监测设施闭库工程措施。

８．５　尾矿坝闭库工程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对坝体稳定性不足的，应采取加固坝体、降低浸润线等措施，使坝体稳定性满足本标准要求；

———整治坝体的塌陷、裂缝、冲沟；

———完善坝面排水沟和土石覆盖或植被绿化、坝肩截水沟、监测设施等。

８．６　排洪系统闭库工程措施应包括下列内容：

———根据防洪标准复核尾矿库防洪能力，当防洪能力不足时，应采取增大调洪库容或增建排洪系统

等措施，必要时应增设溢洪道等地面排洪设施；

———当原排洪设施结构强度不能满足要求或受损严重时，应进行加固处理；必要时应新建排洪设

施，同时将原排洪设施进行封堵。

８．７　尾矿库闭库后，正常运行条件下库内不应存水。

９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检查

９．１　一般规定

９．１．１　生产经营单位应定期组织相关人员对尾矿库进行安全检查。安全检查每年应不少于４次，并做

好记录；汛期前后、寒冷地区结冰期前应重点进行检查。

９．１．２　安全检查不得使用生产运行日常巡检结果及安全监测数据代替。需要采用仪器进行测量的，应

按人工安全监测的要求进行测量，测量仪器的精度不得小于日常人工安全监测仪器的精度。

９．１．３　安全检查后应对检查记录进行整理、分析，对分析结论进行闭环处置，并对检查过程资料进行归档。

９．２　防洪安全检查

９．２．１　防洪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应包括防洪标准、防洪安全运行管理的主要控制指标及排洪构筑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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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等。

９．２．２　尾矿库防洪标准安全检查应检查防洪标准与本标准规定的符合性。当防洪标准低于本标准规

定时，应重新进行洪水计算及调洪演算，根据计算结果调整控制参数，必要时增设排洪设施。

９．２．３　防洪安全运行管理的主要控制指标安全检查应包括尾矿库库水位、进水堰顶高程、坝（滩）顶高

程、干滩长度、干滩坡度检查，并应满足下列要求：

———尾矿库库水位检测的测点应选择能代表库内平稳水位的位置，测点数不少于２个。

———进水堰顶高程检测的测点应能反映进水堰的实际状况，测点数不少于３个。

———尾矿库坝（滩）顶高程的检测，应沿坝（滩）顶方向布置测点进行实测，测点总数不少于３个，每

１００ｍ坝长应选较低处设置１个～２个测点；当坝（滩）顶一端高一端低时，应在低标高段选较

低处设置１个～３个测点。应选择各测点中最低点标高作为尾矿库坝（滩）顶高程。

———尾矿库干滩长度的检测，视坝长及水边线弯曲情况，应选干滩长度较短处布置１个～３个断

面。测量断面应垂直于坝轴线布置，应选择最小值作为该尾矿库的沉积滩干滩长度。

———尾矿库沉积干滩的平均坡度检测，视沉积干滩的平整情况，每１００ｍ坝长应布置１个～３个断

面。测量断面应垂直于坝轴线布置，测点应尽量在各变坡点处进行布置，且测点间距应不大于

１０ｍ～２０ｍ（干滩长者取大值）。尾矿库沉积干滩平均坡度，应按各测量断面的尾矿沉积干滩

平均坡度加权平均计算。

９．２．４　根据尾矿库实际的地形、水位和尾矿沉积滩面，应对尾矿库防洪能力进行复核，确定尾矿库安全

超高、干滩长度和干滩坡度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９．２．５　排洪构筑物安全检查的主要内容应包括构筑物有无变形、位移、损毁、淤堵，排水能力是否满足

设计要求。

９．２．６　排水井检查内容应包括内径、窗口尺寸及位置，井壁剥蚀、脱落、渗漏、最大裂缝开展宽度，井身

倾斜度和变位，井、管联接部位，拱板放置、断裂、最大裂缝开展宽度，拱板之间以及拱板与井壁之间的防

漏充填物、漏砂，进水口水面漂浮物，停用井封堵方法及措施，排水井拱板安装辅助设施设置情况。

９．２．７　排水斜槽检查内容应包括断面尺寸，槽身变形、损坏、坍塌、最大裂缝开展宽度，盖板放置、断裂、

最大裂缝开展宽度，盖板之间以及盖板与槽壁之间的防漏充填物、漏砂，斜槽内淤堵等。

９．２．８　排水管检查内容应包括断面尺寸，变形、破损、断裂、磨蚀、最大裂缝开展宽度，管间止水及充填

物，管内渗漏尾砂，管内淤堵等。

９．２．９　排水隧洞检查内容应包括断面尺寸，洞内塌方，衬砌变形、破损、断裂、剥落、磨蚀、最大裂缝开展

宽度，伸缩缝、止水及充填物，洞内渗漏尾砂，洞内淤堵及排水孔工况等。

９．２．１０　溢洪道、截洪沟检查内容应包括断面尺寸，沿线山坡滑坡、塌方，衬砌变形、破损、断裂、磨蚀，沟

内淤堵等，对溢洪道还应检查溢流坎顶高程，消力池及消力坎等。

９．２．１１　排洪构筑物检查应有影像资料。对裂缝、孔洞、鼓包和排水井基座、转流井等重要部位录像或

摄像时应辅以测量尺等工具进行详细测量并做好标识。

９．２．１２　检查人员应根据检查作业环境配备低压强光照明设备、供氧设施、安全帽、无线通信等必要的

安全防护装备，并做好有限空间作业防护预案，人数不少于２人。

９．３　尾矿坝安全检查

９．３．１　尾矿坝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应包括坝的轮廓尺寸，变形，裂缝、滑坡和渗漏，坝面维护设施等。

９．３．２　检测坝的外坡坡比时，应选择最大坝高断面和坝坡较陡断面，且每１００ｍ坝长应不少于２处。

９．３．３　检查坝体位移时，应对坝体设置的位移监测点进行全面测量，并结合日常监测数据分析坝的位

移量变化趋势。坝的位移量变化应均衡，无突变现象，且应逐年减小。当位移量变化出现突变或有增大

趋势时，应查明原因，即时处理。

９．３．４　检查坝体裂缝和滑坡时，应检查坝体有无纵、横向裂缝和滑坡迹象。发现坝体出现裂缝时，应查

明裂缝的长度、宽度、深度、走向、形态和成因，判定危害程度；发现坝体出现滑坡迹象时，应查明潜在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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坡位置、范围和形态以及滑坡的动态趋势。

９．３．５　检查坝体渗漏时，应包括坝体浸润线，坝体外坡及下游渗漏，坝体排渗设施。坝体浸润线检查应

查明浸润线的位置、形态；坝体外坡及下游渗漏检查应查明坝体外坡及下游有无渗漏出逸点，出逸点的

位置、形态、流量及含砂量等；坝体排渗设施检查应查明排渗设施是否完好、排渗效果及排水水质。

９．３．６　检查坝面维护设施时，应检查坝肩截水沟和坝坡排水沟断面尺寸，衬砌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

沟内淤堵，沿线山坡稳定性等；应检查坝坡土石覆盖等护坡实施情况。

９．４　放矿安全检查

９．４．１　尾矿库放矿安全检查应重点检查放矿及筑坝方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对于寒冷地区的尾矿库，

还应检查是否采取冬季放矿措施及冬季是否具备正常运行的条件。

９．４．２　干式尾矿库的排矿作业安全检查应包括下列内容：

———检查尾矿运输道路和巡视道路的安全状况是否满足安全要求；

———检查机械设备运行是否满足安全要求；

———检查排矿筑坝方式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检查排矿台阶设置、拦挡坝设置、排水坡度、坡向是否符合设计要求。

９．５　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

９．５．１　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应包括周边山体稳定性，违章建筑、违章施工和违章采选作业等

情况。

９．５．２　检查周边山体滑坡、塌方和泥石流等情况时，应详细观察周边山体有无异常和急变，并根据岩土

工程勘察报告，分析周边山体发生滑坡的可能性。

９．５．３　检查库区范围内是否存在危及尾矿库安全的行为，主要内容应包括违章爆破、采石和建筑，违章

进行尾矿回采、取水，外来尾矿、废石、废水和废弃物排入，放牧和开垦等。

９．５．４　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还应包括库区防、排渗设施的可靠性检查，库区生产道路是否通畅检查，临

时及永久性安全警示标识的设置是否完备、清晰。

９．６　监测系统安全检查

９．６．１　尾矿库监测系统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应包括监测内容、监测设施布置及监测设施的维护。

９．６．２　监测内容安全检查应检查监测内容及监测预警值的设置是否满足设计要求。监测设施安全检

查应检查监测设施的设置是否满足设施要求，监测设施是否有损坏，是否运行正常。

９．６．３　监测设施维护安全检查应检查监测设施是否定期检查和维护，监测设施的可靠性和完整性，人

工监测设施与在线监测设施是否定期比对和校正。

９．７　其他设施安全检查

９．７．１　其他设施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应包括照明设施、管理站、通信设施、应急管理设施等。

９．７．２　检查尾矿库照明设施时，应检查照明设施是否满足夜间安全生产使用要求，照明线路、设备及其

布置是否安全规范。

９．７．３　检查尾矿库管理站时，应检查尾矿库管理站位置、规格，值班和日常安全检查记录情况，管理站

及作业、管理人员与外部通信设施是否畅通。

９．７．４　检查尾矿库应急管理设施时，应检查应急救援物资配备情况，应急道路是否畅通。

１０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管理

１０．１　生产经营单位应落实尾矿库应急管理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工作责任制

０２

犌犅３９４９６—２０２０



和应急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及时发放到尾矿库各部门、岗位和应急救援队伍。

１０．２　编制应急救援预案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尾矿坝溃坝；

———坝坡深层滑动；

———洪水漫顶；

———水位超警戒线；

———排洪设施损毁；

———排洪系统堵塞；

———发生暴雨、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地震等灾害。

１０．３　应急救援预案内容应包括：

———应急机构的组成和职责；

———应急救援预案体系；

———尾矿库风险描述；

———预警及信息报告；

———应急响应与应急通信保障；

———抢险救援的人员、资金、物资准备；

———应急救援预案管理。

１０．４　生产经营单位每年汛前应至少进行一次应急救援演练，并长期保存演练方案、记录和总结评估报

告等资料。

１０．５　生产经营单位应每三年进行一次应急救援预案评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及时修订预案：

———制定预案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发生重大变化；

———应急指挥机构及其职责发生调整；

———尾矿库生产运行面临的潜在风险发生重大变化；

———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

———在预案演练或者应急救援中发现需要修订预案的重大问题；

———其他应修订的情形。

１０．６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应急值班制度，配备应急值班人员，汛期实施２４ｈ值班值守。

１０．７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的应急救援队伍，应急救援人员应培训合格并定期

组织训练。

１０．８　生产经营单位应设置尾矿库应急物资库，储备满足预案要求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物资，并定

期进行检查、维保及更新补充。应急物资库的建设地点布置应遵循下列原则：

———应建在尾矿坝附近且基础稳定的区域；

———应与应急道路直接相通；

———不应直接建在尾矿坝上或尾矿库下游。

１０．９　尾矿库发生险情或事故后，生产经营单位应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科学组织抢险救援，并按有

关规定报告事故情况。

１１　尾矿库安全评价

１１．１　一般规定

１１．１．１　尾矿库新建、改建、扩建项目及回采建设项目应进行安全预评价和安全验收评价；尾矿库生产

运行期及闭库前应进行安全现状评价。

１１．１．２　尾矿库安全评价前期应进行现场踏勘，踏勘项目应包括地形地貌、不良地质现象、周边人文地

理环境，安全验收评价还应包括工程施工、监理和试运行情况，安全现状评价还应包括尾矿坝运行情况、

１２

犌犅３９４９６—２０２０



排洪设施完好程度、安全监测设施运行情况。

１１．１．３　生产经营单位应根据各项评价的目的和要求分别向评价单位提供下列资料：

———尾矿库现状地形图及上、下游有关资料；

———水文气象资料；

———尾矿库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尾矿库安全设施设计资料；

———尾矿库安全设施施工资料；

———尾矿库运行管理资料，包括安全风险管控、隐患排查治理、监测监控等安全管理和事故及其处

理情况；

———其他有关资料。

１１．２　安全预评价

１１．２．１　安全预评价应对可行性研究报告提出的建设方案进行安全可靠性评价，评价重点应包括：

———库址选择的合理性评价，包括尾矿库对下游居民和重要设施等周边环境的安全影响，以及自然

灾害、地质环境灾害和人文环境等周边环境对尾矿库的安全影响；

———尾矿坝坝址和坝型选择的合理性评价，对坝体渗流稳定性和抗滑稳定性进行定量计算，并对尾

矿坝安全状况进行分析判断；

———排洪系统布置的合理性及排洪能力的可靠性评价，采用水量平衡法进行调洪演算，并对防排洪

安全状况进行分析判断；

———尾矿库安全监测系统的完整性及可靠性评价；

———辨识尾矿库投产运行后在运行过程中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分析其可能导致发生事故

的诱发因素、可能性及严重程度；

———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危险有害因素预防和控制措施的可靠性评价。

１１．２．２　安全预评价报告应有明确的评价结论，评价结论应包括：

———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指出建设项目应重点防范的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明确应重视的安全

对策措施建议；

———可行性研究报告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符合性；

———明确建设项目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在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能否得到控制以及受控的程度。

１１．３　安全验收评价

１１．３．１　安全验收评价应对建设项目是否具备安全验收条件进行评价，评价的重点应包括：

———安全设施是否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安全设施与批复的安全设施设计及施工图的符合性及其确保安全生产的可靠性；

———安全生产责任制、安全管理机构及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制度、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建立情况

等安全管理相关内容是否满足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其落

实情况；

———辨识分析致使已建成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和措施失效的危险、有害因素，并确定其危险度；

———是否有完备的经监理和业主确认的隐蔽工程记录；

———各单项工程施工参数与质量是否满足国家和行业规范、规程及设计要求；

———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和建议。

１１．３．２　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有明确的评价结论，评价结论应包括：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与安全设施设计及施工图的符合性及其有效性；

———致使已建成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和措施失效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危险度；

———对建设项目是否具备安全验收条件做出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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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４　安全现状评价

１１．４．１　安全现状评价应对尾矿库运行及管理状况进行评价，评价的重点应包括：

———尾矿库自然状况的说明及评价，包括尾矿库的地理位置、周边人文环境、库形、汇水面积、库底

与周边山脊的高程、工程地质概况等；

———尾矿坝设计及现状的说明与评价，包括初期坝的结构类型、尺寸、尾矿堆坝方法、堆积标高、库

容、堆积坝的外坡坡比、坝体变形及渗流、采取的工程措施等，并根据勘察资料或经验数据对尾

矿坝稳定性进行定量分析；

———尾矿库防洪设施设计及现状的说明与评价，包括尾矿库的等别、防洪标准、暴雨洪水总量、洪峰

流量、排洪系统的型式、排洪设施结构尺寸及完好情况等，并复核尾矿库防洪能力及排洪设施

的可靠性能否满足设计要求；

———安全监测设施的可靠性评价，包括安全监测设施的监测项目、数量、位置、精度、监测周期、预警

功能等方面；

———尾矿库在下个评价周期间的坝体稳定性和排洪系统的安全分析；

———安全管理的完善程度及评价。

１１．４．２　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应有明确的评价结论，评价结论应包括：

———尾矿坝稳定性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尾矿库防洪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尾矿库的安全监测设施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尾矿库与周边环境的相互安全影响；

———尾矿库下个评价周期间的坝体稳定性和防洪能力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安全对策；

———对尾矿库是否具备继续生产运行的安全生产条件做出明确结论。

１２　尾矿库工程档案

１２．１　生产经营单位应建立尾矿库工程档案管理制度，尾矿库工程档案应包括尾矿库建设和管理活动

中形成的有关历史记录，应确保其完整准确、安全保管和有效利用。

１２．２　尾矿库工程档案应按工程建设、生产运行、回采和闭库等阶段分别进行档案管理。

１２．３　尾矿库建设及回采工程档案应包括下列文件及资料：

———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等与项目建设相关的批准文件；

———永久水准基点标高、坐标位置、控制网、不同比例的地形图等测绘资料；

———库区、坝体、主要构筑物在不同阶段的岩土工程勘察资料；

———不同设计阶段的有关设计文件、图纸和设计变更等设计资料；

———安全预评价、安全验收评价、安全现状评价等安全评价资料；

———工程施工过程中有关施工、监理单位的文件、报告、图纸、影像以及记录等施工、监理资料；

———试运行期间的相关记录以及试运行报告等试运行资料；

———工程竣工时有关施工、监理、设计、评价以及建设单位的文件、报告、图纸以及记录等工程竣工

验收资料。

１２．４　尾矿库生产运行档案应包括年度作业计划、生产记录、安全检查记录及处理、事故及处理等。

１２．５　尾矿库闭库工程档案应包括勘察报告、安全现状评价、闭库设计、施工及验收等资料。

１２．６　其他档案应包括尾矿库运行期管理的往来文件以及基层报表和分析资料等资料。

１２．７　在线监测数据、影像等采用电子版文件保存的资料，应进行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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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尾矿库典型参数示意图

　　图Ａ．１至图Ａ．７给出了湿式尾矿库和干式尾矿库的不同堆坝方式的典型参数示意图。

说明：

犞　———全库容；

犞Ｙ ———有效库容；

犞Ｔ ———调洪库容；

犎ｉ ———运行期坝顶标高；

犎ｈ ———设计洪水位标高；

犎ｔ ———调洪起始水位标高；

犎１ ———尾矿坝高；

犎２ ———堆坝高度或堆积高度；

犎３ ———调洪高度；

犎４ ———非地震运行条件下的安全超高；

犎５ ———防洪高度。

图犃．１　上游式尾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说明：

同图Ａ．１。

图犃．２　中线式尾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说明：

同图Ａ．１。

图犃．３　下游式尾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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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犅———防洪宽度；

其余同图Ａ．１。

图犃．４　库前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说明：

犅———防洪宽度；

其余同图Ａ．１。

图犃．５　库周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说明：

同图Ａ．１。

图犃．６　库中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说明：

同图Ａ．１。

图犃．７　库尾式尾矿排矿筑坝法典型参数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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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尾矿定名表

表Ｂ．１给出了尾矿按粒度组成和塑性指数确定尾矿类别和尾矿定名的准则。

表犅．１　尾矿定名表

尾 矿

类别 名称
判 别 标 准

砂

性

尾

矿

尾砾砂 粒径大于２ｍｍ的颗粒质量占总质量的２５％～５０％

尾粗砂 粒径大于０．５ｍｍ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５０％

尾中砂 粒径大于０．２５ｍｍ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５０％

尾细砂 粒径大于０．０７４ｍｍ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８５％

尾粉砂 粒径大于０．０７４ｍｍ的颗粒质量超过总质量的５０％

粉性

尾矿
尾粉土 粒径大于０．０７４ｍｍ的颗粒质量不超过总质量的５０％，且塑性指数不大于１０

黏性

尾矿

尾粉质黏土 塑性指数大于１０，且小于或等于１７

尾黏土 塑性指数大于１７

　　定名时应根据颗粒级配由大到小以最先符合者确定。

塑性指数应由相应于７６ｇ圆锥仪沉入土中深度为１０ｍｍ时测定的液限计算确定。

０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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