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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技术指南（试行）
（ 征求 意 见稿 ）

1 总 则

1.1 编制目的

为指导和规范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建立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

治理制度，防范和化解尾矿库环境风险，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标

准、规范，编制本指南。

1.2 适用范围

本指南用于指导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开展尾矿库污染隐患排

查，及时发现并采取治理措施消除污染隐患；同时也可指导生态环

境部门对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的污染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监督

检查。

本指南适用于尾矿库的污染隐患排查治理，贮存放射性尾矿的

尾矿库除外。赤泥库、锰渣库、磷石膏库等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可以

参考本指南。

本指南未作规定事宜，应符合国家和行业有关标准的要求或规定。

1.3 编制依据

本指南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或其中的条款，凡是未注明日期的

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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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863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 18599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HJ 164 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防治尾矿污染环境管理规定》（原国家环境保护局令 第11号）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 第31号）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 第34号）

《环境监测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 第39号）

1.4 术语和定义

下列定义和术语适用于本指南。

（1）尾矿

金属非金属矿山开采出的矿石，经选矿厂选出有价值的精矿后

产生的固体废物。

（2）尾矿库

用以贮存尾矿的场所。尾矿库的封场也称闭库。

（3）尾矿库污染隐患

由于环境保护措施不到位，导致尾矿库及其附属设施存在发生

有毒有害物质渗漏、扬散、流失的风险，可能对水、气、土壤造成

潜在的污染。

2 总体要求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为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责任

主体（地方人民政府为无生产经营主体尾矿库的责任主体）。尾矿库

责任主体可根据自身技术能力情况，自行组织开展污染隐患排查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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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或者委托相关专业技术单位协助完成排查治理。

生态环境部门在日常监督检查中发现存在污染隐患的尾矿库，

可指导尾矿库责任主体参照本指南及时开展污染隐患排查治理。

3 工作流程及要点

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一般包括资料收集、污染隐患现场排

查、污染隐患治理、治理成效核查、台账信息建立等。

3.1 资料收集

重点收集尾矿库基本信息、环境管理信息、污染防治措施等。

建议收集的资料清单见下表，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减有关材料。

建议收集的资料清单

信 息 资 料 项 目

基本信息
尾矿库名称、责任主体、地址、生产状况、尾矿种类与属性、排尾和回水管道

分布、水文地质勘察资料等。

环境管理信息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报告、排污许可证（或排污登记）；

尾矿废水、地下水、周边土壤等环境监测报告；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报告、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环境应急预案专章）；历年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

理台账等。

污染防治措施
尾矿废水收集处理、排放口流量和视频监控、环境监测、防扬尘等污染防治措

施状况；环境应急物资储备情况等。

3.2 污染隐患现场排查

尾矿库责任主体可根据尾矿库实际生产运行状态，参照运营及

封场后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表开展尾矿库污染隐患现场排查，并逐

项记录污染隐患排查情况。

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表列出了尾矿库重点设施和重点排查环节

可能存在的污染隐患点，并相应提出了治理建议（治理建议供参考）。

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分为运营和封场后两类。尾矿库责任主体参照

附表 1-1 对停用等生产状况的尾矿库开展排查时，排查中不涉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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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隐患点可在备注中选填“不涉及”或注明特殊情况。

封场后的尾矿库若连续两年没有渗滤液产生或产生的渗滤液未

经处理即可稳定达标排放，且地下水水质连续两年不超出上游监测

井水质或区域地下水本底水平，可不再开展污染隐患排查。

尾矿库监测方案中特征污染因子可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

复有关要求基础上参考附表 3 确定。

3.3 污染隐患治理

尾矿库责任主体应根据污染隐患排查情况，因地制宜制定污染

隐患治理方案，并按照污染隐患治理方案及时实施治理。治理方案

应根据尾矿库企业实际情况，针对排查发现的污染隐患逐项提出具

体的治理措施、计划完成时间以及后续管理措施。

3.4 治理成效核查

尾矿库责任主体完成治理后，应逐项开展现场核验，并填写附

表2，其中关键排查环节的治理成效需拍照留存。

3.5 台账信息建立

尾矿库责任主体应建立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台账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尾矿库环境管理相关资料、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表、尾

矿库污染隐患治理方案、尾矿库治理成效核查表及相关证明材料等

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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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1

运营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表

尾矿库名称 尾矿库地址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 是否为无主库 是 □ 否 □

生产运行状态 运营 □ 停用 □
停用三年以内 □

停用三年以上 □

现场排查单位 排查时间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一、尾矿库台账信息

1
检查尾矿库相关环境管理制

度落实情况

□ 是

□（1）未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补充开展相应的环境管理工作并完善尾

矿库环境管理、污染防治等相关资料。

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地下

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规定，建立

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开展监测

并公开监测结果。

□首次开展尾矿

库污染隐患排

查，不涉及第

（5）点。

□（2）未开展项目竣工验收。

□（3）未依法取得排污许可证或未完成登记。

□（4）未制定自行监测方案（监测方案中应包

含地下水、土壤监测内容，存在尾矿废水排

放的尾矿库还需包含尾矿废水监测内容）。

□ 是
□（5）未落实上一次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流程中的各项措施。

补充上一次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

缺项工作，形成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全

过程闭环。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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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二、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2
检查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

理制度建立和落实情况

□ 是

□（6）未建立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建立健全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制度，

明确责任部门和责任人员以及相关责

任。

补充开展一次全面的污染隐患排查。

□（7）未明确承担污染防治工作的部门和专职

技术人员。

□（8）未明确单位负责人和相关人员的责任。

□（9）未开展汛期前污染隐患排查。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三、环境应急准备

3

检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或环境应急预案专章）备

案情况

□ 是

□（10）未向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案突发环境

事件应急预案（或环境应急预案专章）（含超

过三年未更新备案）。

开展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

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环境

应急预案专章）并向当地生态环境部

门备案；至少每 3 年进行一次回顾性

评估，修订并更新备案。

□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检查环境应急物资储备情况
□ 是

□（11）未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环

境应急预案专章）要求，存储充足的环境应

急物资。

按照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或环境

应急预案专章）要求，参考《环境应

急资源调查指南》补足必要的环境应

急物资，或与应急物资生产、储存等

厂商签署物资保障协议，保障应急状

态时物资充足。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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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5

检查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方案及组织过程的相关证明

材料

□ 是
□（12）未按要求组织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

演练。

定期组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并

留存演练过程照片等相关材料。

□ 不存在以上问题

四、尾矿库防扬尘

6 检查尾矿库滩面防扬尘情况

□ 是 □（13）干滩存在明显扬尘或滩面干燥起尘。

补充防扬尘措施（洒水降尘、雾炮机、

抑尘网、抑尘剂等），采取其中的一种

及以上防扬尘措施，满足摊面无明显

扬尘。

□ 不存在以上问题

7
检查尾矿库堆积坝外坡面防

扬尘情况

□ 是
□（14）堆积坝外坡面有明显扬尘，或堆积

坝坝面干燥起尘。

对尾矿库堆积坝外坡面采取覆绿或用

碎石覆面等措施，满足坝面无明显扬

尘。

□ 不存在以上问题

8
检查干排尾矿库带式输送

情况

□ 是
□（15）干排尾矿库尾矿输送带未采取封闭

等措施。

干排尾矿采用带式输送的，应当采取

封闭等措施，防止尾矿流失和扬散。
□不涉及此项。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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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五、排尾管道

9

检查排尾管道有无“跑冒滴

漏”情况（查看管道巡查记

录、沿管道巡查，或借助无

人机等设备巡查，重点关注

管道连接处）

□ 是
□（16）排尾管道存在“跑冒滴漏”污染或

“跑冒滴漏”痕迹。

对管道“跑冒滴漏”部分及时进行修

补或更换；

加强管道日常巡查和维护，并做好管

道巡查记录。

□ 不存在以上问题

10
检查排尾管道穿越敏感区域

的防护情况

□ 是

□（17）排尾管道穿越敏感区域（农田、河

流、湖泊等）时未采取地上明管或架空管

道，并设置管沟、套管等设施。

新（改、扩）建尾矿库排尾管道穿越

敏感区域部分采取地上明管或架空管

道，建设管沟、管套等预防措施并配

套建设环境应急事故池；对穿越敏感

区域的管道重点巡查。

□排尾管道未穿

越敏感区，不涉

及此项。

□ 不存在以上问题

六、回水管道

11

检查回水管道有无 “跑冒

滴漏”情况（查看管道巡查

记录、沿管道巡查，或借助

无人机等设备巡查，重点关

注管道连接处）

□ 是
□（18）回水管道存在“跑冒滴漏”污染或

“跑冒滴漏”痕迹。

对管道“跑冒滴漏”部分及时进行修

补或更换；加强管道日常巡查和维护，

并做好管道巡查记录。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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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2
检查回水管道穿越敏感区域

的防护情况

□ 是

□（19）回水管道穿越敏感区域（农田、河

流、湖泊等）时未采取地上明管或架空管

道，并设置管沟、套管等设施。

新（改、扩）建尾矿库排尾管道穿越

敏感区域部分采取地上明管或架空管

道，建设管沟、管套等预防措施并配

套建设环境应急事故池；对穿越敏感

区域的管道重点巡查。

□回水管道未穿

越敏感区，不涉

及此项。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七、回水池

13

检查回水池防渗、防漫流情

况（查看建设项目相关资料

及回水池现场）

□ 是

□（20）回水池未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
采取不低于对应尾矿库防渗要求的防

渗措施。

□无回水池，不涉

及此项。
□（21）回水池存在漫流或漫流痕迹。

对回水系统进行改造，调整废水泵出

量或增大回水池容积；采取防漫流措

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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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八、环境应急事故池

14
检查环境应急事故池建设和

运行情况（资料和现场）

□ 是

□（22）未针对 V 型管、泵房、废水处理设

施等建设环境应急事故池。

建设满足尾矿输送系统、回水系统、

尾矿水处理系统等非正常情况下的环

境应急事故池。

□无环境应急事

故池，不涉及此

项。

□（23）环境应急事故池中有废水或其他杂

物存放。
清理环境应急事故池中废水或其他杂

物，扩大环境应急事故池使其容积满

足应急需要。

□（24）环境应急事故池容积无法满足泵房

和废水处理设施突发停电或检修、排尾或

回水管道泄漏等收集管道内尾矿或废水的

应急需要。

□（25）环境应急事故池未采取有效的防渗

措施。

采取不低于对应尾矿库防渗要求的防

渗措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九、渗滤液收集设施

15
检查渗滤液收集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
□ 是

□（26）尾矿库导渗管有渗滤液流出但未建

设渗滤液收集设施。

有渗滤液渗出的尾矿坝下游应设置渗

滤液收集设施，保证渗滤液全部收集。

□无渗滤液渗出，

不涉及此项。

□（27）渗滤液收集设施未采取有效的防渗

措施。

采取不低于对应尾矿库防渗要求的防

渗措施。

□（28）尾矿库坝上、坝肩、坝底，渗滤液

未全部流入渗滤液收集设施（包括途中通

过支流或其他方式流入外环境）。

对渗滤液收集系统进行改造，确保所

有渗滤液全部有效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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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5
检查渗滤液收集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

□ 是
□（29）渗滤液收集设施存在漫流或漫流痕

迹。

对渗滤液收集设施进行改造，采取防

漫流措施，如调整渗滤液泵回量、扩

大渗滤液收集设施或对渗滤液进行处

理达标排放。

□无渗滤液渗出，

不涉及此项。

□ 不存在以上问题

十、尾矿废水排放

16

检查尾矿废水排放情况（查

阅监测报告，必要时可现场

采样）

□ 是

□（30）向环境排放（含汛期外排和非正常

工况外排）尾矿废水（包含尾矿库的澄清

水、渗滤液/渗水等）未达标。

建设并规范运行尾矿废水治理设施，

落实自行监测要求，确保尾矿废水达

标排放。
□无尾矿废水排

放，不涉及此

项。

□ 不存在以上问题

17 检查排放口规范设置情况

□ 是

□（31）未按要求规范设置排放口并设立标

志。 排放尾矿废水的尾矿库，按照有关规

定设置规范排放口并设立标志，依法

安装流量计和视频监控。
□无尾矿废水排

放，不涉及此

项。

□（32）排放口的流量计、视频监控未正常

运行。

□（33）流量计和视频监控记录不完备。

流量计和视频监控保证正常运行；排

放口视频监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 个月。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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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十一、尾矿废水监测

18
查阅监测报告，检查尾矿废

水自行监测落实情况

□ 是

□（34）监测方案中尾矿废水特征污染因子

监测项目未齐全。

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

根据尾矿主要成分参考附表 3，明确特

征污染因子监测项目。
□无尾矿废水排

放，不涉及此

项。
□（35）尾矿废水的监测频次未达到每月至

少监测 1次的要求。

对尾矿废水定期监测（包含特征污染

物），原始监测记录、流量计监测记录

等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 年。

□ 不存在以上问题

19
检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监测

情况

□ 是

□（36）未对周边受纳水体有毒有害水污染

物开展监测。

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尾矿库，应

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对周边受纳水体

开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监测。 □无有毒有害水

污染物排放，不

涉及此项。
□（37）周边受纳水体有毒有害水污染物超

标。

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

染，并开展调查与风险评估，因地制

宜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十二、尾矿废水处理设施

20

查阅监测报告和运行维护记

录，检查尾矿废水处理设施

建设和运行情况

□ 是

□（38）存在尾矿废水超标排放的尾矿库未

按要求建设废水处理设施。

建设尾矿废水处理设施，确保尾矿废

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无尾矿废水产

生或尾矿废水

无需处理即可

达标排放，不涉

及此项。

□（39）尾矿废水处理设施记录不完整，或

未正常运行。

对尾矿废水处理设施进行维修，确保

设施正常运行，并准确记录。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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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十三、地下水水质监测井

21

检查地下水水质监测井建设

和监测情况（查阅水文勘察

资料）

□ 是

□（40）未建立或者未规范建立地下水水质

监测井。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及《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要求，补充建设地下水监

测井；地下水监测井的设置需经论证

能够满足要求。 监测井数量

总数：

上游：

侧向：

下游：

年监测次数：

□（41）地下水监测方案特征污染因子监测

项目不齐全。

根据尾矿特性，制定特征污染因子监

测项目。

□（42）地下水监测方案中污染物的检测方

法不正确。

根据地下水评价标准，结合检测方法

适用范围，选择正确的检测方法。

□（43）未按要求定期监测地下水（一般为

一个季度监测一次，且两次监测之间间隔

不少于 1个月）。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对尾矿库区域

内地下水进行定期监测；建立地下水

监测台账。

□（44）存在地下水被污染的迹象（检查并

对比分析地下水监测报告）。

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

染，并开展调查与风险评估，因地制

宜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十四、其他

22
检查周边有无尾矿乱堆乱放

情况（可借助无人机等设备）

□ 是 □（45）尾矿库区周边存在尾矿随意堆放。

对随意堆放的尾矿进行清理，保证尾

矿妥善处理，防止对周边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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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23
检查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评

估情况

□ 是

□（46）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定期进

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评估。

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定期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监测和评估。

□（47）存在土壤被污染的迹象。

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

污染，并开展调查与风险评估，因地

制宜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24 其他

□ 是 □（48）（填写检查发现的其他污染隐患）

□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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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2

封场后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表

尾矿库名称 尾矿库地址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 是否为无主库 是 □ 否 □

现场排查单位 排查时间 现场排查负责人（签字）

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一、尾矿库台账信息

1
检查尾矿库相关环境管理制

度落实情况

□ 是

□（1）未落实上一次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流程中的各项措施。

补充上一次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治理

缺项工作，形成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全

过程闭环。

□首次开展尾矿

库污染隐患排

查，不涉及第

（1）点。

□（2）未制定自行监测方案（监测方案中应

包含地下水、土壤监测内容，存在尾矿废

水排放的尾矿库还需包含尾矿废水监测内

容）。

按照有关法律和《环境监测管理办法》

《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信息公开办法》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地下

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规定，建立

监测制度，制定监测方案，开展监测

并公开监测结果。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二、渗滤液收集设施

2
检查渗滤液收集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
□ 是

□（3）尾矿库导渗管有渗滤液流出但未建设

渗滤液收集设施。

有渗滤液渗出的尾矿坝下游应设置渗

滤液收集设施，保证渗滤液全部收集。

□无渗滤液渗出，

不涉及此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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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2
检查渗滤液收集设施建设和

运行情况

□ 是

□（4）未采取有效的防渗措施。
采取不低于对应尾矿库防渗要求的防

渗措施。

□无渗滤液渗出，

不涉及此项。

□（5）尾矿库坝上、坝肩、坝底，渗滤液未

全部流入渗滤液收集设施（包括途中通过

支流或其他方式流入外环境）。

对渗滤液收集系统进行改造，确保所

有渗滤液全部有效收集。

□（6）渗滤液收集设施存在漫流或漫流痕

迹。

对渗滤液收集设施进行改造，采取防

漫流措施，如扩大渗滤液收集设施或

对渗滤液进行处理达标排放。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三、尾矿废水排放

3

检查尾矿废水排放情况（查

阅监测报告，必要时可现场

采样）

□ 是
□（7）排放的尾矿废水(主要是渗滤液/渗水

等)未达标。

建设并规范运行尾矿废水治理设施，

落实自行监测要求，确保尾矿废水达

标排放。
□无尾矿废水排

放，不涉及此

项。
□ 不存在以上问题

4 检查排放口规范设置情况
□ 是

□（8）未按要求规范设置排放口并设立标

志。 排放尾矿废水的尾矿库，按照有关规

定设置规范排放口并设立标志，依法

安装流量计和视频监控。 □无尾矿废水排

放，不涉及此

项。

□（9）排放口的流量计、视频监控未正常运

行。

□（10）流量计和视频监控记录不完备。

流量计和视频监控保证正常运行；排

放口视频监控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3 个月。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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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四、尾矿废水监测

5
查阅监测报告，检查尾矿废

水自行监测落实情况

□ 是

□（11）监测方案中尾矿废水特征污染因子

监测项目未齐全。

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要求，

根据尾矿主要成分参考附表 3，明确特

征污染因子监测项目。
□无尾矿废水排

放，不涉及此

项。
□（12）尾矿废水的监测频次未达到每月至

少监测 1次的要求。

对尾矿废水进行定期监测（包含特征

污染物），原始监测记录、流量计监测

记录等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5年。

□ 不存在以上问题

6
检查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监测

情况

□ 是

□（13）未对周边受纳水体有毒有害水污染

物开展监测。 排放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的尾矿库，应

当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对周边受纳水体

开展有毒有害水污染物监测。
□无有毒有害水

污染物排放，不

涉及此项。

□（14）周边受纳水体有毒有害水污染物超

标。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五、尾矿废水处理设施

7

查阅监测报告和运行维护记

录，检查尾矿废水处理设施

建设和运行情况

□ 是

□（15）存在尾矿废水超标排放的尾矿库未

按要求建设废水处理设施。

建设尾矿废水处理设施，确保尾矿废

水处理后达标排放。 □无尾矿废水产

生或尾矿废水

无需处理即可

达标排放，不涉

及此项。

□（16）尾矿废水处理设施记录不完整，或

未正常运行。

对尾矿废水处理设施进行维修，确保

设施正常运行，并准确记录。

□ 不存在以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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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六、地下水水质监测井

8
检查地下水水质监测井建设

情况（查阅水文勘察资料）

□ 是

□（17）未建立或者未规范建立地下水水质

监测井。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及《地下水环境监测

技术规范》要求，补充建设地下水监

测井；地下水监测井的设置需经论证

能够满足要求。 监测井数量

总数：

上游：

侧向：

下游：

年监测次数：

□（18）地下水监测方案特征污染因子监测

项目不齐全。

根据尾矿特性，制定特征污染因子监

测项目。

□（19）地下水监测方案中污染物的检测方

法不正确。

根据地下水评价标准，结合检测方法

适用范围，选择正确的检测方法。

□（20）未按要求定期监测地下水（至少每

半年 1 次，且两次监测之间间隔不少于 1

个月）。

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

污染控制标准》要求，对尾矿库区域

内地下水进行定期监测；建立地下水

监测台账。

□（21）存在地下水被污染的迹象（检查并

对比分析地下水监测报告）。

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污

染，并开展调查与风险评估，因地制

宜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七、其他

9

检查尾矿库周边有无尾矿乱

堆乱放情况（可借助无人机

等设备）

□ 是 □（22）尾矿库区周边存在尾矿随意堆放。

对随意堆放的尾矿进行清理，保证尾

矿妥善处理，防止对周边生态环境造

成影响。

□ 不存在以上问题



— 21 —

序号 排查环节 是否存在污染隐患 污染隐患点 治理建议 备注

10
检查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评

估情况

□ 是

□（23）未按照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定期进

行土壤污染状况监测和评估。

按照相关技术规范，定期开展土壤污

染状况监测和评估。

□（24）存在土壤被污染的迹象。

应及时查明原因，采取措施防止新增

污染，并开展调查与风险评估，因地

制宜采取风险管控措施。

□ 不存在以上问题

11 其他

□ 是 □（25）（填写检查发现的其他污染隐患）

□ 未发现其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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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尾矿库治理成效核查表

尾矿库名称 尾矿库地址

尾矿库运营、管理单位 是否为无主库 是 □ 否 □

生产运行状态 运营 □ 封场后 □ 其他□ 停用 □

停用三年以内 □

停用三年以上 □

核验单位 核验时间 核验人员（签字）

序号
污染隐患点

（填写存在的污染隐患点）

治理措施

（对治理措施进行简要描述）
是否治理完成 治理完成日期 现场核验情况 备注

一、尾矿库台账信息

1 是 □

否 □

… 是 □

否 □

二、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制度

…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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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隐患点

（填写存在的污染隐患点）

治理措施

（对治理措施进行简要描述）
是否治理完成 治理完成日期 现场核验情况 备注

三、环境应急准备

… 是 □

否 □

四、尾矿库防扬尘

… 是 □

否 □

五、排尾管道

… 是 □

否 □

六、回水管道

… 是 □

否 □

七、回水池

… 是 □

否 □
留存现场照片

八、环境应急事故池

… 是 □

否 □
留存现场照片

九、渗滤液收集设施

… 是 □

否 □
留存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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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污染隐患点

（填写存在的污染隐患点）

治理措施

（对治理措施进行简要描述）
是否治理完成 治理完成日期 现场核验情况 备注

十、尾矿废水排放

… 是 □

否 □
留存现场照片

十一、尾矿废水监测

… 是 □

否 □
留存现场照片

十二、尾矿废水处理设施

… 是 □

否 □

十三、地下水水质监测井

… 是 □

否 □
留存现场照片

十四、其他

… 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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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尾矿库特征污染因子汇总表

名称 尾矿主要成分 潜在污染因子 主要管控因子 主要关注环境问题

金矿

尾矿库

金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

Fe、MgO 等。

铜（Cu）、铅（Pb）、砷（As）、

锌（Zn）、镉（Cd）、汞（Hg）、

氰化物（氰化工艺）

铜（Cu）、铅（Pb）、砷（As）、

锌（Zn）、氰化物（氰化工艺）

地下水氰化物、砷超标问题；

土壤砷超标问题。

铜矿尾

矿库

铜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

Fe2O3、CaO 等。

铜（Cu）、砷（As）、锌（Zn）、

铅（Pb）、镉（Cd）、汞（Hg）

铜（Cu）、砷（As）、锌（Zn）、

铅（Pb）、镉（Cd）、汞（Hg）

地下水铜、锌、砷等重金属

超标问题；土壤重金属超标

问题。

铅锌矿

尾矿库

铅锌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

Fe、K2O、MgO、CaO 等。

铅（Pb）、锌（Zn）、铜（Cu）、

砷（As）、镉（Cd）、汞（Hg）、

铊（Tl）

铅（Pb）、锌（Zn）、砷（As）、

镉（Cd）、铜（Cu）、汞（Hg）、

铊（Tl）

地下水铅、锌、砷、镉等重

金属超标问题；土壤铅、砷、

镉等重金属超标问题。

锡矿尾

矿库

锡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CaCO3、

Fe2O3、SO3、As2O3等。

锡（Sn）、铅（Pb）、砷（As）、

镉（Cd）、汞（Hg）、锌（Zn）、

铜（Cu）

砷（As）、铜（Cu）、锌（Zn）、

镉（Cd）、铅（Pb）

地下水铅、砷等重金属超标

问题；土壤砷等重金属超标

问题。

锑矿尾

矿库

锑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

CaCO3等。

锑（Sb）、铅（Pb）、锌（Zn）、

砷（As）、镉（Cd）、汞（Hg）
锑（Sb）、砷（As）、锌（Zn）

地下水锑、砷等重金属超标

问题；土壤锑、砷等重金属

超标问题。

镍矿尾

矿库

镍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Fe、

Al2O3、MgO、CaO、Ni 等。

镍（Ni）、铜（Cu）、砷（As）、

镉（Cd）、铁（Fe）

镍（Ni）、铜（Cu）、砷（As）、

镉（Cd）

地下水重金属超标问题；土

壤重金属超标问题。

钼矿尾

矿库

钼尾矿中主要化学成分为：SiO2、Al2O3、

TFe、K2O、MgO、CaO 等。

钼（Mo）、铅（Pb）、砷（As）、

镉（Cd）、汞（Hg）、铁（Fe）、

锰（Mn）

钼（Mo）、铁（Fe）、锰（Mn）

钼矿尾矿库的尾矿及废水中

的重金属和钼对周边地下

水、地表水的影响。

铁矿尾

矿库

铁尾矿中主要成分为：SiO2、Al2O3、CaO、

MgO、K2O、Na2O、Fe2O3等。

铁（Fe）、镍（Ni）、锰（Mn）、

铜（Cu）、硫（S）、铅（Pb）、
铁（Fe）、锰（Mn）

硫铁矿应关注酸性废水造成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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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尾矿主要成分 潜在污染因子 主要管控因子 主要关注环境问题

锌（Z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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