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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保护生态环境，评估尾矿库环境风险，制定本

标准。

本标准规定了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的一般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E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环境应急与事故调查中心提出。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卫星环境应用中心、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中国科

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环境保护部环境标准研究所、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5年 3月 6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5年 4月 1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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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导则（试行）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的一般原则、内容、程序、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运行期间的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不适用于贮存放射性尾矿、伴有放射性

尾矿的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

湿式堆存工业废渣库、电厂灰渣库的环境风险评估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

准。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国土资发[2004]69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尾矿库

指筑坝拦截谷口或围地构成的，用以堆存金属非金属矿山进行矿石选别后排出尾矿、湿

法冶炼过程中产生的废物或其他工业废渣的场所。

3.2

突发环境事件

指由于污染排放或者自然灾害、生产安全事故等因素，导致污染物或放射性物质等有毒

有害物质进入大气、水体、土壤等环境介质，突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环境质量下降，危及公

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或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或造成重大社会影响，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予

以应对的事件，主要包括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等突发环境污染事件和辐射污染事

件。

3.3

环境风险

指尾矿库在运行期间发生突发环境事件的可能性及突发环境事件可能造成的危害程度。

3.4

环境风险受体

指在突发环境事件中可能受到危害的企业外部人群、具有一定社会价值或生态环境功能

的单位或区域等。

3.5

环境风险评估

指根据尾矿库的环境风险特点，划分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识别尾矿库可能引发突发环

境事件的危险因素，并对其进行系统的环境风险分析，预测可能产生的后果，提出环境风险

防控和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对策建议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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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环境安全隐患

指在尾矿库运行期间，因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规程和管理制度等的规

定，或者可发展为不符合相关规定，而可能导致突发环境事件的不安全状态或缺陷。

3.7

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

指通过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环节，识别出的环境风险大、需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重点监

管、督促尾矿库企业深入开展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环境应急预案编制等

环境应急管理工作的尾矿库。

3.8

特征污染物

指尾矿成分和尾矿水成分中，能反映对周边环境影响特征的典型污染物。

3.9

环境危害性

指尾矿库中所含的特征污染物、势能等环境危害因子对周边环境的危害性。

3.10

周边环境敏感性

指尾矿库周边各类环境风险受体、环境要素等的敏感性。

3.11

控制机制可靠性

指尾矿库在降低突发环境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减小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的危害程度等方

面控制机制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4 总则

4.1 特征污染物控制要求

特征污染物控制执行环评批复相关要求，环评批复后国家或地方制定更加严格的污染物

排放标准的，执行新排放标准，排放标准和环评均未规定的污染物项目，可参照其他相关标

准执行。

4.2 环境风险受体调查评估范围

4.2.1 涉及水环境风险受体的调查评估范围：尾矿库下游不小于 10公里。
4.2.2 其他类型环境风险受体调查评估范围：

a）山谷型、傍山型、截河型尾矿库：尾矿库下游不小于 80倍坝高。
b）其他类型尾矿库：尾矿库下游不小于 40倍坝高。

4.2.3 实际操作时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扩大评估范围。

4.3 工作程序

4.3.1 总体流程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程序（详见图 1），由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准备、尾矿库环境
风险预判、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与报告编制四个阶段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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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工作程序

4.3.2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准备

前期准备工作主要内容包括相关资料和信息的收集等。

4.3.3 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

从类型、规模、周边环境敏感性、安全性、历史事件与环境违法情况五个方面，对尾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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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环境风险进行预判，判断是否属于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是否需要进一步开展环境风险评

估。

4.3.4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

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尾矿库的环境危害性（H）、周边环境敏感性（S）、控制机制可
靠性（R）三方面进行评分，采用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模型，将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环境风险
划分为重大、较大、一般三个等级，并按规则进行环境风险等级表征。

4.3.5 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与报告编制

对于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在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准备、风险预判、风险等级划分的基

础上，开展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及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相关文件编制；并记录尾矿

库环境风险评估的开展过程，总结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的相关工作内容，编制尾矿库环境风

险评估报告。对于非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只需记录环境风险预判开展过程。

5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准备

根据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的各项工作需要，收集相关资料与信息，主要包括：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及相关批复文件、设计文件、竣工验收文件、安全生产评价文件、环境监理报告、

环境监测报告、特征污染物分析报告、应急预案、管理制度文件、日常运行台账等。

6 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

从尾矿库的类型、规模、周边环境敏感性、安全性、历史事件与环境违法情况五个方面，

利用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表（附录 A）对尾矿库环境风险进行初步分析，对于满足预判表中
任何条件之一的尾矿库即认定为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需要进一步开展后续的环境风险评估

工作。非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只需开展风险预判工作，并记录风险预判过程和预判结果。

7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

7.1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指标体系

利用层次分析法，从尾矿库的环境危害性（H）、周边环境敏感性（S）、控制机制可
靠性（R）三方面（图 2）进行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

图 2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指标体系

7.2 环境危害性（H）

采用评分方法，对类型、性质和规模三方面（表 1）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评分方法详
见附录 B）与累加求和，评估尾矿库环境危害性（H）。

表 1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H）等别划分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项目 指标分值

1

尾矿库环

境危害性

类型 矿种类型/固体废物类型/尾矿（或尾矿水）成分类型 48
2

性质

特征污染物

指标浓度情

况

浓度倍数情况
pH值 8

3 指标最高浓度倍数 14
4 浓度倍数 3倍及以上指标项数 6
5 规模 现状库容 24
依据尾矿库环境危害性等别划分表（表 2），将环境危害性（H）划分为 H1、H2、H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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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等别。

表 2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H）等别划分表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得分（DH）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等别代码

DH＞ 60 H1
30 ＜ DH ≤ 60 H2

DH≤ 30 H3

7.3 周边环境敏感性（S）

采用评分方法，对尾矿库下游涉及的跨界情况、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周边环境功能

类别情况三方面（表 3）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评分方法详见附录 C）与累加求和，评估尾
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S）。

表 3 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S）等别划分指标体系

序号 指标项目 指标分值

1

尾矿库周

边环境敏

感性

下游涉及的跨界

情况

涉及跨界类型 18

2 涉及跨界距离 6

3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54

4

周边环境功能类

别情况

水环境
下游水体

○地表水
9

5 ○海水

6 地下水 6

7 土壤环境 4

8 大气环境 3

依据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等别划分表（表 4），将周边环境敏感性（S）划分为 S1、
S2、S3三个等别。

表 4 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S）等别划分表

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得分（DS） 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S）等别代码

DS＞ 60 S1
30 ＜ DS ≤ 60 S2

DS≤ 30 S3

7.4 控制机制可靠性（R）

采用评分方法，对尾矿库的基本情况、自然条件情况、生产安全情况、环境保护情况和

历史事件情况五方面（表 5）指标进行评分（各指标评分方法详见附录 D）与累加求和，评
估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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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R）等别划分指标体系

依据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等别划分表（表 6），将控制机制可靠性（R）划分为 R1、

序号 指标项目 指标分值

1

尾

矿

库

控

制

机

制

可

靠

性

基本情况

堆存

堆存种类 1.5

2 堆存方式 1

3 坝体透水情况 2

4

输送

输送方式 1.5

5 输送量 1

6 输送距离 1.5

7

回水

回水方式 1

8 回水量 0.5

9 回水距离 1

10
防洪

库外截洪设施 2

11 库内排洪设施 2

12 自然条件

情况

是否处于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评定为

“危害性中等”或“危害性大”的区域，或者处于地质灾害易

灾区、岩溶（喀斯特）地貌区。

9

13 生产安全

情况
尾矿库安全度等别 15

14

环境保护

情况

环保审批 是否通过“三同时”验收 8

15

污染防治

水排放情况 3

16 防流失情况 1.5

17 防渗漏情况 2.5

18 防扬散情况 1.5

19

环境应急

环境应急设施

事故应急池建设情况 5

20 输送系统环境应急设施

建设情况
2

21 回水系统环境应急设施

建设情况
1.5

22 环境应急预案 6.5

23 环境应急资源 2

24 环境监测预警与

日常检查

监测预警 2

25 日常检查 2

26 环境安全隐患排

查与治理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 3

27 环境安全隐患治理 2.5

28 环境违法与环

境纠纷情况

近三年来是否存在环境违法行为或与周边存

在环境纠纷
7

29
历史事件

情况

近三年来发生

事故或事件情

况（包括安全和

环境方面）

事件等级 8

30 事件次数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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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R3三个等别。

表 6 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R）等别划分表

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DR）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R）等别代码

DR＞ 60 R1
30 ＜ DR ≤ 60 R2

DR≤ 30 R3

7.5 环境风险等级划分

综合尾矿库环境危害性（H）、周边环境敏感性（S）、控制机制可靠性（R）三方面的
等别，对照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矩阵（表 7），将尾矿库环境风险划分为重大、较大、
一般三个等级。

表 7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矩阵

序号
情形

环境风险等级
环境危害性（H） 周边环境敏感性（S） 控制机制可靠性（R）

1

H1

S1
R1 重大

2 R2 重大

3 R3 较大

4
S2

R1 重大

5 R2 较大

6 R3 较大

7
S3

R1 重大

8 R2 较大

9 R3 一般

10

H2

S1
R1 重大

11 R2 较大

12 R3 较大

13
S2

R1 较大

14 R2 一般

15 R3 一般

16
S3

R1 一般

17 R2 一般

18 R3 一般

19

H3

S1
R1 较大

20 R2 较大

21 R3 一般

22
S2

R1 一般

23 R2 一般

24 R3 一般

25
S3

R1 一般

26 R2 一般

27 R3 一般

7.6 环境风险等级表征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可表征为“环境风险等级（环境危害性等别代码+周边环境敏感性
等别代码+控制机制可靠性等别代码）”。例如：环境危害性为 H1类，周边环境敏感性为
S2类，控制机制可靠性为 R3类的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可表征为“较大（H1S2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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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与报告编制

8.1 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

分析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结果及其风险特征，并对尾矿库环

境危害性和控制机制可靠性的各项指标（附录 B和附录 D）的得分进行分析，将得分大于

等于 1的指标，作为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因素，并标记在尾矿库平面示意图中。根据实

际需要，也可以将其他指标或内容作为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因素。

根据对尾矿库现状调查与分析，结合现有环境风险防控措施的有效性，对可能发生的突

发环境事件进行情景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8.2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相关文件编制

在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的基础上，汇总附录 D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指标中的尾矿库

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因素，形成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表；按照分类实施的原则，编制环境

安全隐患治理计划表；结合隐患排查与日常管理工作，编制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

作方案。对于一般环境风险尾矿库，可以只编制排查表和计划表。

8.3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

记录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的开展过程，总结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风险等级划分、风险

分析等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的相关工作内容，编制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报告，报告大纲详见

附录 E。

9标准实施与监督

本标准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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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尾矿库环境风险预判表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列入重点环境监管尾矿库 相关说明

类型

矿种类型（包括主矿种、附属矿种）/尾矿（或尾矿水）成分类型 固体废物类型

1. □相关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

2. □重金属矿种：铜、镍、铅、锌、锡、锑、钴、汞、镉、铋、砷、铊、钒、铬、锰、钼。

3. □贵金属矿种：金、银、铂族（铂、钯、铱、铑、锇、钌）。

4. □轻有色金属矿种：铝（铝土）、镁、锶、钡。

5. □稀土元素的矿种：钇、镧、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

6. □有色金属矿种：钨、钛。

7. □非金属矿种：化工原料或化学矿。

8. □涉及硫（包括主矿、共生矿）、磷（包括主矿、共生矿）。

9. □涉及酸性岩矿种或产生酸性废液的矿种。

10. □危险废物。

11. □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II类）。

规模 12. □尾矿库等别：四等及以上。

周边环境敏感性 所处区域 13. □处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

14. □处于江河源头区和重要水源涵养区。



HJ 740—2015

10

尾矿库下游评

估范围内或者

尾矿库输送管

线、回水管线

涉及穿越

15. □涉及跨省级及以上行政区边界。

16. □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来水厂取水口。

17. □重要江、河、湖、库等大型水体。

18. □重要湿地、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重要水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

天然渔场、资源性缺水地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富营养化水域等。

19. □水产养殖区，且规模在 20亩及以上。

20. □下游涉及人口聚集区，且人口规模在 100人及以上。

21. □下游涉及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其他具有

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22. □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基本草原、种植大棚，农产品基地等，且规模在 20亩及以上。

23. □涉及环境风险企业、二次环境污染源或风险源。

安全性

24. □属于危库\险库\病库。

25. □处于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技术要求（试行）》评定为“危害性中等”或“危害性大”的区域。

26. □处于地质灾害易灾区。

27. □处于岩溶（喀斯特）地貌区。

28. □已被相关部门鉴定为“三边库”、“头顶库”的尾矿库。

历史事件与环境

违法情况

29. □近 3年内发生过较大及以上等级的生产安全事故或突发环境事件。

30. □近 3年内存在恶意环境违法行为或因环境问题与周边存在纠纷。

注：

（1） 类型：指矿种类型（包括主矿种、附属矿种）/固体废物类型/尾矿（或尾矿水）成分类型，以环境危害大的计算。

（2） 表中复选框“□”表示可以多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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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规范性附录）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指标评分表

指标因子 评分依据 评分 相关说明

类型

（48分）

1. □相关的生产过程中使用了列入《重点环境管理危险化学品目录》的危险化学品。

2. □危险废物。

3. □重金属矿种：铜、镍、铅、锌、锡、锑、钴、汞、镉、铋、砷、铊、钒、铬、锰、钼。

4. □贵金属矿种（采用氰化物采选工艺）：金、银、铂族（铂、钯、铱、铑、锇、钌）。

5. □有色金属矿种：钨。

48

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II类）。

7. □贵金属矿种（采用无氰化物采选工艺）：金、银、铂族（铂、钯、铱、铑、锇、钌）。

8. □轻有色金属矿种：铝（铝土）、镁、锶、钡。

9. □稀土元素的矿种：钇、镧、铈、镨、钕、钷、钐、铕、钆、铽、镝、钬、铒、铥、镱、镥。

10. □稀有金属矿种：铌、钽、铍、锆、锶、铷、锂、铯。

11. □稀散元素矿种：锗、镓、铟、铪、铼、钪、硒、碲。

12. □有色金属矿种：钛。

13. □非金属矿种：化工原料或化学矿。

14. □涉及硫（包括主矿、共生矿）、磷（包括主矿、共生矿）。

15. □涉及酸性岩矿种或产生酸性废液的矿种。

24

16.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I类）。

17. □黑色金属矿种：铁。

18. □轻有色金属矿种：钠、钾、钙。

19. □非金属矿种：冶金辅助原料矿。

20. □非金属矿种：建材原料矿。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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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非金属矿种：粘土、轻质材料、耐火材料非金属矿。

22. □非金属矿种：特种非金属矿。

23. □非金属矿种：能源矿种。

24. □非金属矿种：其他非金属矿种。

性质

（28

分）

特征

污染

物指

标浓

度情

况

（28

分）

浓度

倍数

情况

（22

分）

pH值

（8分）

1. ○ [0，4）。 8

2. ○ [4，6）。 6

3. ○ [6，9]。 0

4. ○（9，11]。 5

5. ○（11，14]。 7

指标最高

浓度倍数

（14分）

1. ○有指标浓度倍数为 10倍及以上。 14

2. ○有指标浓度倍数 3倍及以上，且所有指标浓度倍数均在 10倍以下。 7

3. ○所有指标浓度倍数均在 3倍以下。 0

浓度倍数 3倍及以

上的指标项数

（6分）

1. ○ 5项及以上：。 6

2. ○ 2至 4项：。 4

3. ○ 1项：。 2

4. ○无。 0

规模

（24

分）

现状库容

（24分）

1. ○大于等于 3000万方。 24

2. ○大于等于 1000万方，小于 3000万方。 18

3. ○大于等于 100万方，小于 1000万方。 12

4. ○大于等于 20万方，小于 100万方。 6

5. ○小于 20万方。 0

注：

（1） 类型：指矿种类型（包括主矿种、附属矿种）/固体废物类型/尾矿（或尾矿水）成分类型，以环境危害大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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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附录）

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指标评分表

指标因子 评分依据 评分 特别说明

（2） 特征污染物浓度倍数：指特征污染物的实测浓度与该特征污染物的排放标准或质量标准（排放标准优先）的比值。取样于尾矿库库区积液、库区渗滤液或输送管中的水样

品，以排在前面的优先。

（3） 指标最高浓度倍数：指所有特征污染物指标浓度倍数的最大值。

（4） 表中复选框“□”表示可以多选，按其中最高得分计算；单选框“○”表示只能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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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游

涉 及

的 跨

界 情

况

（ 24

分）

涉及跨界类型

（18分）

1. ○国界。 18 可能涉及到跨国界。

2. ○省界。 12
可能涉及到跨省级行政区

边界。

3. ○市界。 6
可能涉及到跨地市级行政

区边界。

4. ○县界。 3
可能涉及到跨县级行政区

边界。

5. ○其他。 0 其他情况。

涉及跨界距离

（6分）

1. ○ 2公里及以内。 6
指沿着尾矿库事故后污染

物的可能流向的曲线距

离。

2. ○ 2公里以外，5公里及以内。 4

3. ○ 5公里以外，10公里及以内。 2

4. ○ 10公里以外。 0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54分）

所在区域

1. □处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国家禁止开发区域、水土流失重点防治

区、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等。

2. □处于江河源头区和重要水源涵养区。

54 即不符合相关政策。

尾矿库下

游涉及水

环境风险

受体

3. □服务人口 1万人及以上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自来水厂取水口。 54

4. □服务人口 2000人及以上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自来水厂取水口。

5. □重要湿地、天然林、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天然集中分布区、重要水

生生物的自然产卵场及索饵场、越冬场和洄游通道、天然渔场、资源

性缺水地区、封闭及半封闭海域、富营养化水域等。

6. □流量大于等于 15立方米/秒的河流。

7. □面积大于等于 2.5平方千米的湖泊或水库。

8. □水产养殖 100亩及以上。

36



HJ 740—2015

15

9. □服务人口 2000人以下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或自来水厂取水口。

10. □流量小于 15立方米/秒的河流。

11. □面积小于 2.5平方千米的湖泊或水库。

12. □水产养殖 100亩以下。

18

尾矿库下

游涉及其

他类型风

险受体

13. □人口聚集区：累计人口 2000人及以上。 54

14. □人口聚集区：累计人口 2000人以下，200人及以上。

15. □国家级（或 4A级及以上）的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

地质公园、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及其他具

有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16. □国家基本农田、基本草原、种植大棚、农产品基地等 1000亩及以

上。

17. □重大环境风险企业或重大二次环境污染源、风险源。

36

18. □人口聚集区：累计人口 200人以下。

19. □涉及省级及以下（或 4A级以下）：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

林公园、地质公园、世界文化或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以

及其他具有特殊历史、文化、科学、民族意义的保护地等。

20. □国家基本农田、基本草原、种植大棚、农产品基地等 1000亩以下。

21. □一般、较大环境风险企业或其他二次环境污染源、风险源。

18

尾矿库输

送管线、

回水管线

涉及穿越

22. □服务人口在 2000人及以上的饮用水水源保护区、自来水厂取水口。 36

23. □规模在 100亩及以上的水产养殖区。

24. □江、河、湖、库等大型水体。
18

周边

环境

功能

水环

境

（15

下游

水体

（9

地表水
1. ○地表水：一类。

9

主要适用于源头水、国家

自然保护区。

2. ○地表水：二类。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



HJ 740—2015

16

类别

（22

分）

分） 分） 用水地表水源地一级保护

区、珍稀水生生物栖息地、

鱼虾产卵场、在仔稚幼鱼

的索饵场等。

3. ○地表水：三类。 6

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地表水源地二级保护

区、鱼虾类越冬场、巡游

通道、水产养殖区等渔业

水域及游泳区。

4. ○地表水：四类。 3

主要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

区及非人体直接接触的娱

乐用水区。

5. ○地表水：五类。 0
主要适用于农业用水区及

一般景观要求水域。

□海水

（不涉

及海水

则不计

算该

项）

1. ○海水：一类。 9

适用于海洋渔业水域、海

上自然保护区和珍稀濒危

海洋生物保护区。

2. ○海水：二类。 6

适用于水产养殖区，海水

浴场，人体直接接触海上

运动或娱乐区，以及与人

类食用直接相关的工业用

水区。

3. ○海水：三类。 3
适用于一般工业用水区，

滨海风景旅游区。

4. ○海水：四类。 0 适用于海洋港口水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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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开发作业区。

地下水

（6分）

1. ○地下水：一类。

6

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

的天然低背景含量。适用

于各种用途。

2. ○地下水：二类。

主要反映地下水化学组分

的天然低背景含量。适用

于各种用途。

3. ○地下水：三类。 4

以人体健康基准值为依

据。主要适用于集中式生

活饮用水水源及工、农业

用水。

4. ○地下水：四类。 2

以农业和工业用水要求为

依据。除适用于农业和部

分工业用水外，适当处理

后可做生活饮用水。

5. ○地下水：五类。 0
不宜饮用，其他用水可根

据使用目的选用。

土壤环境

（4分）

1. ○土壤：一类。 4

主要适用于国家规定的自

然保护区、集中式生活饮

用水源地、茶园、牧场和

其他保护地区的土壤，土

壤质量基本上保持自然背

景水平。

2. ○土壤：二类。 3
主要适用于一般农田、蔬

菜地、茶园、果园、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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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土壤，土壤的质量基本

上不对植物和环境造成危

害和污染。

3. ○土壤：三类。 1

主要适用于林地土壤及污

染物容量较大的高背景值

土壤和矿产附近等地的农

田土壤（蔬菜地除外）。

土壤质量基本上不对植物

和环境造成危害和污染。

大气环境

（3分）

1. ○大气：一类。 3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

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地

区。以保护自然生态及公

众福利为主要对象。

2. ○大气：二类。 1.5

城镇规划中确定的居住

区、商业交通居民混合区、

文化区、一般工业区和农

村地区。以保护人体健康

为主要对象。

3. ○大气：三类。 0
特定工业区。以保护人体

健康为主要对象。

注：

（1） 下游涉及的跨界情况：指沿着尾矿库事故后污染物的可能流向 10公里评估范围（根据实际情况可以适当扩大评估距离）内存在行政区边界的情况。如果涉及多种类型，

以等级最高的行政区边界进行计算。

（2）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包括 1）“所在区域”敏感性情况；2）“尾矿库下游涉及水环境风险受体”敏感性情况；3）“尾矿库下游涉及其他类型风险受体”敏感性情况；

4）“尾矿库输送管线、回水管线涉及穿越”敏感性情况共计 4方面 24种的情形。评估时需要综合考虑这 4方面情况，取其中得分最高的作为最后“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



HJ 740—2015

19

况”的得分。

（3） 下游水体：主要考虑地表水。如果下游同时还涉及海水，则评估时需综合“地表水”、“海水”两方面得分，取其中得分最高的作为最后“下游水体”方面得分。

（4） 一般、较大、重大环境风险源企业：指依据《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风险评估指南（试行）》评估具有一般、较大、重大环境风险等级的企业。

（5） 重大二次环境污染源、风险源：指尾矿库下游可能危及的，依据当地地方相关标准、文件或其他行业标准被划分为具有重大等级的环境污染源或风险源。

（6） 其他二次环境污染源、风险源：指尾矿库下游可能危及的，依据当地地方相关标准、文件或其他行业标准被划分为具有除重大等级之外的其他等级的环境污染源或风险源。

（7） 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评分时：如果涉及多种情况，则按最高分计算。

（8） 表中复选框“□”表示可以多选，按其中最高得分计算；单选框“○”表示只能单选。

附录 D

（规范性附录）

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指标评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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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因子 评分依据 评分 相关说明

基本

情况

（15分）

堆存

（4.5分）

堆存种类

（1.5分）

1. ○混合多用途：多种不同类型的尾矿或固体废物、废水的排放场所。 1.5

2. ○单一用途：仅一种类型尾矿或固体废物、废水的排放场所。 0

堆存方式

（1分）

1. ○湿法堆存。 1

2. ○干法堆存。 0

坝体透水情况

（2分）

1. ○透水坝，无渗滤液收集设施。 2

2. ○透水坝，但有渗滤液收集设施。 1

3. ○不透水坝。 0

输送

（4分）

输送方式

（1.5分）

1. ○沟槽 + 自流（无人为加压）。 1.5

2. ○管道输送 + 泵站加压。 1

3. ○管道输送 + 自流（无人为加压）。 0.5

4. ○车辆运输。

5. ○传送带运输。
0

输送量

（1分）

1. ○大于等于 10000方/日。 1

2. ○大于等于 1000方/日，小于 10000方/日。 0.5

3. ○小于 1000方/日。 0

输送距离

（1.5分）

1. ○大于等于 10千米。 1.5

指实际的曲线距离。2. ○大于等于 2千米而小于 10千米。 0.75

3. ○小于 2千米。 0

回水

（2.5分）

（仅在有回

水系统时计

回水方式

（1分）

1. ○沟槽 + 自流（无人为加压）。 1

2. ○管道输送 + 泵站加压。 0.5

3. ○管道输送 + 自流（无人为加压）。 0

回水量 1. ○大于等于 10000方/日。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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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该项） （0.5分） 2. ○大于等于 1000方/日，小于 10000方/日。 0.25

3. ○小于 1000方/日。 0

回水距离

（1分）

1. ○大于等于 10千米。 1

指实际的曲线距离。2. ○大于等于 2千米而小于 10千米。 0.5

3. ○小于 2千米。 0

防洪

（4分）

库外截洪设施

（2分）

1. ○无。 2

2. ○有，雨污不分流。 1

指外部雨水未能通过截洪沟直接流向外

界，而是进入尾矿库渗滤液收集池、事故

池等设施。

3. ○有，雨污分流。 0

指外部雨水能直接通过截洪沟流向外界，

而不进入尾矿库相关设施（比如库区、渗

滤液收集池、事故池等）。

库内排洪设施

（2分）

1. ○无。 2
指不仅作为排洪通道，还作为日常回水或

排水通道。

2. ○有，作为日常尾矿水排放或回水通道。 1

指汛期作为库区泄洪通道，而日常生产

中，通过库内排洪设施将库区澄清水引到

渗滤液收集池等设施。

3. ○有，仅作为排洪通道。 0
指通常情况下该通道关闭，不连通外界，

仅在汛期紧要情况下连通外界。

自然条件情况

（9分）

1. ○开展了地质灾害危险性

评估

1-A. ○危害性中等或危害性较大。 9

1-B. ○危害性小。 0

2. ○未开展地质灾害危险性 2-A. ○处于地质灾害易灾区或岩溶（喀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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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 斯特）地貌区。

2-B. ○不处于地质灾害易灾区或岩溶

（喀斯特）区地貌区。
0

生产安

全情况

（15分）

尾矿库安全度等别

（15分）

1. ○危库。 15

未核定则按最高分进行评分。
2. ○险库。 11

3. ○病库。 7

4. ○正常库。 0

环境保

护情况

（50分）

环保审批

（8分）

是否通过“三同时”

验收

（8分）

1. ○否。 8
是否有环评报告书或报告表，且通过了

“三同时”验收及相关批复。2. ○是。 0

污染防治

（8.5分）

水排放情况

（3分）

1. ○不达标排放。 3

未知则按最高分进行评分。
2. ○达标排放，但不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1.5

3. ○达标排放，且满足总量控制要求。 0.75

4. ○不对外排放尾矿水或渗滤液等。 0

防流失情况

（1.5）

1. ○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1.5
主要针对堆积坝及其他可能流失尾矿的

位置。

参照设计、环评及相关批复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进行评分。
2. ○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0

防渗漏情况

（2.5）

1. ○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2.5
主要针对库区底部及库区内边坡。

参照设计、环评及相关批复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进行评分。2. ○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0



HJ 740—2015

23

防扬散情况

（1.5）

1. ○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1.5
主要针对库区干滩及堆积坝体边坡。

参照设计、环评及相关批复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进行评分。2. ○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0

环境应急

（26.5分）

环境应急设施

（8.5）

事故应急池建设情况

（5）

1. ○无。 5 主要指针对库区和坝体防范措施建设情

况。比如漫坝、坝体裂缝泄漏等。

参照设计、环评及相关批复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进行评分。

2. ○有，但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3

3. ○有，且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0

输送系统环境应急设施建设情

况（2）

（如果采用车辆运输，则不计算

该项）

1. ○无。 2 主要指针对输送管道等输送系统的防范

措施建设情况。比如防止输送管线爆裂

等。

参照设计、环评及相关批复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进行评分。

2. ○有，但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1

3. ○有，且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0

回水系统环境应急设施建设情

况

（1.5分）

（仅在有回水系统时计算该项）

1. ○无。 1.5 主要指针对回水管等回水系统的防范措

施建设情况。比如防止回水管爆裂等。

参照设计、环评及相关批复等文件的相关

要求进行评分。

2. ○有，但不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1

3. ○有，且符合环评等相关要求。 0

环境应急预案（6.5） 6.5
按照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报备及落实等

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环境应急资源（2分） 2
按照应急资源的储备、管理、维护等情况

进行综合评分。

环境监测预警与日常检查（4分） 监测预警（2） 2
按照监测预警方案的制定、开展及相关台

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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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检查（2） 2
按照日常检查工作方案的制定、开展及相

关台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与治理（5.5）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3） 3
按照环境安全隐患排查工作方案的制定、

开展及相关台账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分。

环境安全隐患治理（2.5） 2.5
按照安全隐患的发现、治理及报告等情况

进行综合评分。

环境违法与

环境纠纷情

况

（7分）

近三年来是否存在

环境违法行为或与

周边存在环境纠纷

（7分）

1. ○是。 7

2. ○否。 0

历史

情况

（11分）

近三年来发

生事故或事

件情况（包

括安全和环

境方面）

（11分）

事件等级

（8分）

1. ○发生过重大、特大事故。 8

以发生过最高等级事件或事故进行评分。
2. ○发生过较大事故。 6

3. ○发生过一般事故。 4

4. ○无。 0

事件次数

（3分）

1. ○ 2次及以上。 3

一般、较大、重大、特大事件或事故次数。2. ○ 1次。 1.5

3. ○ 0次。 0

注：表中单选框“○”表示只能单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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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E

（资料性附录）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报告编制大纲

1 前言

2 总则

2.1 编制原则

2.2 编制依据

包括：政策法规、技术指南、标准规范、其他文件等。

3 资料准备与环境风险识别

3.1 尾矿库基本信息

3.2 尾矿库周边环境风险受体情况

3.3 尾矿库涉及特征污染物情况

3.4 生产工艺

3.5 生产安全管理

3.6 现有环境风险防控与应急措施情况

3.7 现有应急物资与装备、救援队伍情况

3.8 现有相关环境安全管理制度情况

4 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情况

4.1 环境风险预判情况

4.2 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情况

4.2.1 尾矿库环境危害性评估情况

4.2.2 尾矿库周边环境敏感性评估情况

4.2.3 尾矿库控制机制可靠性评估情况

4.2.4 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及其表征情况

4.3 环境风险分析情况

4.3.1 环境风险特征分析情况

4.3.2 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危险因素分析情况

4.3.3 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分析情况

4.4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相关文件编制

4.4.1 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表编制情况

4.4.2 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治理计划表编制情况

4.4.3 尾矿库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编制情况

5 相关结论与对策建议

6 附件

尾矿库地理位置图（特别是水系、流域分布）、尾矿库平面布置图（坝体、库区、输送、

回水、防洪、渗滤液收集池、事故池等）、周边环境风险受体分布图、尾矿及所有水（各类

清净地表水、渗滤水、回水、排放污水等）的流向图、尾矿库危险因素平面分布图、尾矿库

风险预判表、尾矿库环境风险等级划分各指标评分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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