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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属新余市分宜县钤

山镇管辖，坝址中心点地理坐标为:经度114°33′20″，纬度经度27°38′

31″，属低山丘陵地形。库区简易公路通往钤山镇乡道，交通较方便。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2011年1月由南昌安达安

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

安全预评价报告》；2011年4月由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编制了《新余市大

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初步设计说明书》及《安全专篇》，该

《安全专篇》取得了原新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新余市大砻下矿业

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长坑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余安

监管字〔2011〕146号）。2012年4月建成后，基本未投入使用，2012年矿山

停产，相应的选厂尾矿库也停产。后因企业破产，大砻下林场尾矿库成为了

无主尾矿库，现由钤山镇人民政府监管。因该尾矿库停产多年，钤山镇人民

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闭库销号。

根据相关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尾矿库在闭库之前，应由具有相应资

质的安全评价机构对该尾矿库的现状进行安全现状评价。2022 年 3 月 30

日，受钤山镇人民政府委托，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新余

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工作。

根据《安全评价通则》的要求，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安全

评价组于 2022 年 3 月 31 日进入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

矿库现场勘查、收集有关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尾矿库设计资料、安全技

术与安全管理措施资料和尾矿库现状资料。根据该尾矿库的筑坝方式、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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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排放型式、防排洪构筑物的特点和尾矿库的地理环境条件，针对矿山的

尾矿库管理体系、制度、措施和技术装备情况的调查分析，定性、定量地

分析其尾矿库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确定其尾矿库隐患，对

其安全管理状况给予客观的评价，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

措施及建议。

需要说明的是，本安全评价报告和结论是根据评价时企业的现实系统

状况做出。评价工作只对评价时企业的现实系统状况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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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全现状评价概述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评价对象：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

评价范围：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现状的周边环

境、总平面布置、生产系统、辅助设施及公用工程，包括尾矿坝体、尾矿库

排洪及尾矿库运行现状。

1.2 安全评价目的和内容

1.2.1 评价目的

尾矿库闭库的安全现状评价是在尾矿库终止运行前，通过对尾矿库的坝

体、排洪设施、安全监测设施及尾矿库的安全管理进行调查和分析，运用安

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及其危险程度的评价。对查找

出的事故隐患，有针对性的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使尾矿库的安全

风险控制在安全的范围内；为下一步闭库安全设施设计提供技术依据。

1.2.2 评价内容

通过对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以下简称“大砻

下林场尾矿库”）安全生产方面资料的收集以及现场安全状况调研，对如下

内容进行评价：

1.评价尾矿库闭库前各系统（坝体、排洪设施、安全监测等）是否满足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2.评价尾矿库安全生产保障体系总体状况，明确其是否满足闭库的安全

生产要求。

3.针对闭库前尾矿库状况，提出下一步闭库安全设施设计应采取的安全

对策措施以及闭库后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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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安全评价依据

1.3.1 法律法规

1.3.1.1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主席令第 65 号，2009 年 8 月 27 日第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修正，自 2009 年 8月 27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主席令第 39号，2010 年 12 月 25 日修订

通过，自 2011 年 3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主席令第 22 号，2014 年 4 月 24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修订，自 2015 年 1月 1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主席令第 23号，2016 年 7月 2 日第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第三次修正，自 2016 年 7月 2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主席令第 23号，2016 年 11 月 7 日第十二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修正，自 2016 年 11 月 7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主席令第 28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修改，自 2018 年 12 月 29 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主席令第 29号，第十三届人大会常委会第

十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3日修改通过，自 2019年 4月 23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88号，根据

2021 年 6 月 10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决定修正，自 2021 年 9月 1 日起施行）

1.3.1.2行政法规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79 号， 2000 年 1 月 10 日国务

院第 25次常务会议通过，2000 年 1月 30 日发布起施行。

《使用有毒物品作业场所劳动保护条例》2002 年４月 30 日国务院第 57

次常务会议通过，2002 年 5 月 12 日国务院令第 352 号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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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393 号，自 2004 年 2 月 1日

起施行。

《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令第 394 号，自 2004 年 3月 1 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93 号，自 2007 年 6

月 1日起施行。

《工伤保险条例》国务院第 375 号令，经 2010 年 12 月 8日国务院第 136

次常务会议修改发布，自 2011 年 1月 1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国务院令第 397 号 根据 2014 年 7月 9 日国务

院第54次常务会议通过 2014年 7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653号

修改公布，自 2014年 7月 29日起施行。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2015年 6月12日国务院令第662号公布，

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第 708 号公布，自 2019 年 4 月 1日

起施行。

1.3.1.3部门规章

《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实施细则》1999 年 3 月 18 日经贸委、公安部令第 8

号发布实施，根据 2011 年 6月 30 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 10号修改，

自 2011 年 6月 30 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事故隐患排查治理暂行规定》原安监总局令第 16号，自 2008

年 2月 1日起施行。

《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原安监总局令第 47号，自 2012 年 6

月 1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安监总局令第 36号，

安监总局令第 77号公布修正，自 2015 年 5月 1 日起施行。

《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目录（试行）》原安监总局令第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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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自 2015 年 7 月 1日起施行。

《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原安监总局令第 20号，原

安监总局令第 78号修改公布，自 2015 年 7月 1 日起施行。

《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原安监总局令第 38号，原安监总局令第 78

号公布修改，自 2015 年 7月 1 日起施行。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培训规定》原安监总局令第 3 号，原安监总局令第

80号修改公布，自 2015 年 7月 1 日起施行。

《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原安监总局令第 30号，原

安监总局令第 80号修改公布，自 2015 年 7月 1 日起施行。

《安全生产培训管理办法》原安监总局令第 44 号，原安监总局令第 80

号修改公布，自 2015 年 7月 1 日起施行。

《建设项目职业病防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原安监总局令第

90号，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应急管理部令第 2号公布，自 2019

年 9月 1日起施行。

1.3.1.4地方法规

《江西省地质灾害防治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11号）公布，

自 2013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江西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64号公布，自2015

年 7月 1日起施行。

《江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告第 95号，江西省第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修订通过，自 2017 年 10 月 1日起施行。

《江西省采石取土管理办法》（2018 年 5 月 31 日江西省第十三届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修正施行）。

《江西省消防条例》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公号第57号，2020 年 11月 25 日

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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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5地方政府规章

《江西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实施办法》省府令第 189号，

2011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

《江西省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办法》省府令第 238号公布，自 2018

年 12月 1日起施行。

1.3.1.6规范性文件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费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的通知》财政部、

安全监管总局，财企〔2012〕16号，2012年 2月 14日印发。

《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一批）的通

知》原安监总管一[2013]101号，2013年 9月 6日印发。

《关于严防十类非煤矿山生产安全事故的通知》原安监总管一〔2014〕

48号，2014年 5月 28日印发。

《关于发布金属非金属矿山禁止使用的设备及工艺目录（第二批）的通

知》原安监总管一[2015]13号，2015年 2月 13日印发。

《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通知》原

安监总管一〔2016〕14号，2016年 2月 5日印发。

《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重大变更范围的通

知》原安监总管一〔2016〕18号，2016年 2月 17日印发。

《关于加强停产停建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原安监总厅管一

〔2016〕25号，2016年 3月 24日印发。

《关于印发<遏制尾矿库“头顶库”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的通知》原安监

总管一〔2016〕54号，2016年 5月 20日印发。

《关于印发非煤矿山领域遏制重特大事故工作方案的通知》原安监总管

一〔2016〕60号，2016年 5月 27日印发。

《关于强化遏制非煤矿山重特大事故工作举措的通知》原安监总厅管一

函〔2016〕230号，2016年 12月 8日印发。

http://www.chinasafety.gov.cn/newpage/Contents/Channel_6288/2014/0530/235567/content_2355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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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规范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的通知》原安监总管一

〔2017〕33号，2017年 4月 12日印发。

《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的

通知》原安监总管一〔2017〕98号，2017年 9月 4日印发。

《关于印发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方案的通知》应急〔2020〕15

号，2020年 2月 21日印发。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的实施意见》赣府

发[2010]32号，2010年 11月 9日印发。

《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坚持科学发展安全发展促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

定好转的实施意见》赣府发[2012]14号，2012年 4月 23日印发。

《江西省安委会关于加强生产经营单位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指导意

见》赣安[2014]32号，2014年 12月 18日印发。

《关于印发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集中行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集

中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赣安明电[2016]5号，2016年 12月 12日印发。

《关于印发江西省安全风险分级管控体系建设通用指南的通知》赣安办

字〔2016〕55号，2016年 12月 26日印发。

《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实施

意见》赣发[2017]27号，2017年 9月 30日印发。

《关于做好非煤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延期换证工作的通知》原赣安

监管一字[2008]83号，2008年 4月 11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检测检验工作的通知》原赣安监管一字

[2008]84号，2008年 4月 14日印发。

《关于印发江西省非煤矿山安全检查表的通知》原赣安监管一字

[2008]338号，2008年 12月 31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颁发管理工作的

通知》原赣安监管一字[2009]383号，2009年 12月 3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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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在全省非煤矿山企业推行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工作的通知》原赣安

监管一字[2011]23号，2011年 1月 28日印发。

《关于实施全省非煤矿矿山企业安全生产责任保险有关事项的通知》

原赣安监管一字[2011]64号，2011年 3月 25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工作的通知》原赣安监

管一字[2011]261号，2011年 10月 8日印发。

《江西省安监局等七部门关于印发江西省深入开展尾矿库综合治理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原赣安监管一字〔2013〕261号，2013年 10月 17日印发。

《关于印发〈江西省非煤矿山集中开展“七打七治”打非治违专项行动实施

方案〉的通知》原赣安监管一字〔2014〕95号，2014年 8月 20日印发。

《关于规范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若干问题的试行意见》原赣安监管

政法字〔2014〕136号，2014年 12月 22日印发。

《关于切实做好全省非煤矿山停工停产及复工复产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

指导意见》原赣安监管一字〔2015〕20号，2015年 3月 2日印发。

《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煤矿山停产停建期间安全生产工作的通知》原赣安

监管一字〔2016〕154号，2016年 12月 19日印发。

《江西省安监局、江西省国土资源厅、江西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江西

省 2018年尾矿库“头顶库”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原赣安监管一字〔2018〕49

号，2018年 4月 19日印发。

《关于印发江西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风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应

急字[2020]64号，2020年 4月 30日印发。

1.3.2 标准规范

《矿山安全标志》 GB14161-2008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01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腐蚀性鉴别》 GB5085.1—2007

《危险废物鉴别标准 浸出毒性鉴别》 GB5085.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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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水电工程地质勘察规范》 GB50487—2008

《建筑抗震设计规范》 GB50011—2010

《尾矿堆积坝岩土工程技术规范》 GB50547—2010

《砌体结构设计规范》 GB50003—2011

《工业企业总平面设计规范》 GB50187—2012

《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 50863—2013

《尾矿设施施工及验收规范》 GB 50864—2013

《防洪标准》 GB50201—2014

《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 GB18306—2015

《岩土工程勘察规范》(2009年版) GBJ50021—2001

《厂矿道路设计规范》 GBJ 22—1987

《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GB/T16453.1-2008

《工程岩体分级标准》 GB/T50218—2014

《土工合成材料应用技术规范》 GB/T 50290—2014

《尾矿库安全规程》 GB39496-2020

《工业企业设计卫生标准》 GBZ1—2010

《岩土工程勘察技术规范》 (YS5202-2004，J300-2004)

《岩土工程监测规范》 YS5229—96

《土石坝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SL60—94

《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 SL203—97

《碾压式土石坝设计规范》 SL274—2001

《砌石坝设计规范》 SL25—2006

《水工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 SL191—2008

《碾压式土石坝施工规范》 DL/T5129—2013

《安全评价通则》 AQ8001-2007

《尾矿库安全监测技术规范》 AQ2030—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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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危险废物名录（修订版）》（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

会、2008年 8月发布）

《江西省暴雨洪水查算手册》2010年版

1.3.3 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1）《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现状实测图》；

（2）《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安全预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2011.1）；

（3）《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初步设计说明书》

及《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福

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 2011.4）；

（4）原新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

砻下林场长坑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余安监管字〔2011〕

146 号）。

1.3.4 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现状评价委托书、合同书；

2、评价组现场收集到的其他资料。

1.4 评价程序

安全评价程序包括：

1、准备阶段：明确被评价对象和范围，进行现场调查和收集国内外相关

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及评价项目资料。

2、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根据矿区周边环境、生产工艺的特点，

识别和分析其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

3、划分安全评价单元：在危险、有害因素识别和分析基础上，根据评价

的需要，将评价项目分成若干个评价单元。

4、选择评价方法：根据被评价对象的特点，选择科学、合理、适用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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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定量评价方法。

5、定性、定量评价：对危险、有害因素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

度进行定性、定量评价，为制定安全对策措施提供科学依据。

6、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针对矿区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或减

弱的技术和管理措施及建议。

7、做出安全评价结论：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分析辨识和单元评价结

果，指出建设项目应重点防范的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明确应重视的重要安

全对策措施，作出安全现状评价结论。

8、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评价程序见图 1—1。

图 1—1 安全评价工作程序图

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

前期准备

划分评价单元

做出评价结论

提出安全对策及建议

定性、定量评价

选择评价方法

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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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2.1.1 建设单位简介及项目背景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属新余市分宜县钤山

镇管辖，坝址中心点地理坐标为:经度 114°33′20″，纬度经度 27°38′

31″，属低山丘陵地形。库区简易公路通往钤山镇乡道，交通较方便。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2011年 1月由南昌安达安

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

安全预评价报告》；2011 年 4 月由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编制了《新余市大

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初步设计说明书》及《安全专篇》，该

《安全专篇》取得了原新余市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新余市大砻下矿业

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长坑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设施设计审查的批复》（余安

监管字〔2011〕146 号）。2012 年 4 月建成后，基本未投入使用，2012 年矿

山停产，相应的选厂尾矿库也停产。后因企业破产，大砻下林场尾矿库成为

了无主尾矿库，现由钤山镇人民政府监管。因该尾矿库停产多年，钤山镇人

民政府根据有关规定对其进行闭库销号。

根据相关等法律、法规的要求，尾矿库在闭库之前，应由具有相应资质

的安全评价机构对该尾矿库的现状进行安全现状评价。2022 年 3 月 30 日，受

钤山镇人民政府委托，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承担了新余市大砻下

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工作。

2.1.2 地理位置及交通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属新余市分宜县钤山

镇管辖，坝址中心点地理坐标为:经度 114°33′20″，纬度经度 27°38′

31″，属低山丘陵地形。库区简易公路通往钤山镇乡道，距离钤山镇约 17km，

距分宜县城约 30公里，交通较方便。详见库区交通位置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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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库区交通位置图

2.1.3 库区周边环境

经现场调查，该尾矿库坝体位于库区的东面，库区下游 300m有一条乡道，

沿着乡道下游约 500m是大砻下村，约有 30栋民房，常住人口约 100人，据

“头顶库”的判定标准，该尾矿库为“头顶库”。除此之外，库区下游 1000m

范围无全国和省重点保护名胜古迹，库区地质构造简单，无不良地质现象，

库区范围内不压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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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库区周边卫星图

2.2 自然环境概况

1、地形地貌

坝址区为低山丘陵地形，植被较发育。坝址位于狭长的沟谷凹口处，北、

南、西三面环山，山谷延伸方向由西向东，长约 470.0m。尾矿库南部山体最

高标高 408.2m，北部山体标高 389.1m，西南部山体标高 406.1-417.5m，北西

部山体标高 435.0m，坝轴线地面标高 313.0m，地形相对高差 46.1-110.0m，地

势由西向东渐低。

2、气象水文

本区处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性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根据新余

气象站 1997-2005年水文观测资料,年平均降雨量 1675.1mm, 其中 4-6月占全

年降雨量的 60%，最大年降雨量 2100.0mm(1997 年 )，最小年降雨量

1397.9mm(2001 年)，最大日降雨量 133.3mm(2001 年 4 月 20 日)，2010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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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最大一次暴雨量 190.0mm，连续最长降雨日数 17天(1998年 6月 11日一 27

日)，日平均降雨量 17mm。全年总蒸发量 1300-1500mm。一般年降水量大于

年蒸发量。风向以西北风较多。平均风速 2.0m/s。每年 4~8月常有雷击。区

内气温适宜，有利各种植物生长，区内植被十分发育。

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GB18306-2015），该区基本地震加速度

值为 0.05g，地震烈度为Ⅵ度，区域地壳稳定性一般，属需抗震设防区。

2.3 建设项目地质概况

2.3.1 工程地质概况

（一）、地形地貌及地质概况

坝址区为低山丘陵地形，植被较发育。坝址位于狭长的沟谷凹口处，北、

南、西三面环山，山谷延伸方向由西向东，长约 470.0m。尾矿库南部山体最

高标高 408.2m，北部山体标高 389.1m，西南部山体标高 406.1-417.5m，北西

部山体标高 435.0m，坝轴线地面标高 313.0m，地形相对高差 46.1-110.0m，

地势由西向东渐低。

坝址区出露地层岩性主要为震旦系上统变质岩,岩性为绿泥绢云千枚岩，

岩石质地坚硬程度一般，岩石风化程度较高。

（二）地层岩性

库区地层简单，为第四系全新统残坡积层及震旦系下统浅变质千枚岩岩

层。

1、第四全新统残坡积层(Q4del)

分布于库区两岸山坡表层,岩性多为粉质粘土、含少量变质砂岩碎石，可

塑，表层含有较多植物根茎，厚度 1.3-1.5 米不等。

2、震旦系下统浅变质千枚岩岩层(Zbsn12)

岩性主要为绿泥绢云千枚岩，呈北西西-南东东向展布，地层产状 190°

∠44°。片理裂隙较发育，风化程度较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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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 2 组闭合裂隙:

第一组:走向北东 40°，倾角近于 90°，裂距 10-20cm，裂面附泥质和铁

质；

第二组:走向东西方向，倾向南，倾角 35°，裂面被泥铁质充填。

（三）地质构造

大地构造位于华南褶皱系北缘之武功隆起区，北邻萍乡～广丰深断裂及

萍乐坳陷带。

区域构造以神山倒转背斜为主体，北翼为萍乡～广丰深断裂切割破坏，

南西部北西向断裂发育。

库区构造以褶皱为主，山脊总体走向北东向，岩层走向与山体走向基本

一致。

（四）斜坡特征

1、自然斜坡

在库区内组成主要自然斜坡有 X-1-X-4。

X-1 自然斜坡:位于尾矿库东侧，为岩土混合斜坡，斜坡坡向北为斜交坡，

坡顶标高 383.0 米，坡底标高 320.0 米,坡高 63.0 米，坡长 140.0 米，坡度

28°。斜坡上部为第四系残坡积层土所覆盖，含粉质粘土，呈可塑-软塑状态，

厚度 1.8-3.2 米；下部岩性为绿泥绢云千枚岩，强风化带厚 5.0-7.6 米，山

坡上最厚，闭合裂隙较发育，呈块状，千枚状构造附铁锰质薄膜和泥质充填。

斜坡上植被发育。

X-2 自然斜坡:为尾矿库中部斜坡。斜坡坡向北东，坡顶标高 387.0 米，

坡底标高 340.0 米，坡高 47.0 米，为斜交坡，坡长 130.0 米，坡度 20°，为

岩土混合边坡。上部由含碎石粉质粘土组成，厚度 1.2-4.2 米，呈可塑状态;

下部由绿泥绢云千枚岩组成，千枚状构造，强风化带厚度 4.6 米，闭合裂隙

较发育，被泥铁质充填。斜坡上植被发育。

X-3 自然斜坡:为尾矿库西部斜坡，斜坡坡向东，坡顶标高 406.0 米，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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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标高 360.0 米，坡高 46.0 米，斜坡长 136.0 米，坡度 20°，为斜交坡。上

部由含碎石粉质粘土组成，厚度 1.5-5.0 米，可塑状态。下部由绿泥绢云千

枚岩组成，强风化带厚度 5-6.5 米,闭合裂隙发育，被泥铁质充填，斜坡上植

被发育。

X-4 自然斜坡:位于尾矿库中部北侧斜坡，斜坡坡向南，坡顶标高 377.0

米，坡底标高 330.0 米，坡高 47.0 米，斜坡长 112.0 米，坡度 25°。上部由

含碎石粉质粘土组成，厚度 3 米左右，呈可塑状态。下部由绿泥绢云千枚岩

组成，强风化带厚度 4 米左右。闭合裂隙较发育，被泥铁质充填，斜坡上植

被发育。

以上自然斜坡 X-1-X-4 在自然状态下处于稳定状态，未发现滑坡、坍塌、

泥石流、沉陷等不良地质现象的发生。

（五）工程地质特征

地层岩性：库区内出露地层有第四系残坡积层，震旦系上部松山群杨家

桥组千枚岩类。

①表土：分布在山坡及沟谷中表层，岩性由含碎石粘土组成，结构疏松，

见大量植物根系。山坡上厚度 0.5 米，洼地中最厚度 1.2 米平均厚度 0.81 米。

②粉质粘土：含少量碎石，浅黄色，手搓呈粗条，有砂粒感，含少量砂

岩颗粒。干强度中等，韧性中等，呈软塑状态。厚度 1.3-6.6 米，平均厚度

3.84 米，层位分布稳定。

③绿泥绢云千枚岩：为本区的基底岩石，层位分布稳定。从上至下分三

个风化带，其特性如下：

③-I、强风化带：棕黄色、桔红色，矿物成份已被破坏，保留原岩结构，

手捏可粉碎，伏于残坡积层之下，二者界线清楚，为软弱岩体，厚度 4.6-7.6

米，平均厚度 6.07 米。闭合裂隙较发育，被铁质、泥质充填。

③-II、中风化带：埋藏于强风化带之下，浅灰-灰黄色，千枚状构造，

裂隙不发育，偶见闭合裂隙被铁质充填，锤击可碎，为半坚硬岩体。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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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7 米，平均厚度 4.22 米，本层与强风化带呈过渡关系，界线尚清。

③-III、微风化带：埋藏于中风化带之下，灰绿-灰白色，裂隙不发育，

岩石完整坚硬，以短柱状为主，厚度 1.1-3.2 米，平均厚度 2.13 米。

④新鲜基岩:裂隙不发育，岩石呈短柱状、中柱状，锤击声脆属坚硬岩石，

与微风化带无明显的分界线

2.3.2 库区水文地质概况

1、气象

本区处于亚热带季风型湿润性气候区，四季分明，雨量充沛。根据新余

气象站 1997-2005 年水文观测资料,年平均降雨量 1675.1mm, 其中 4-6 月占

全年降雨量的 60%，最大年降雨量 2100.0mm(1997 年)，最小年降雨量

1397.9mm(2001 年)，最大日降雨量 133.3mm(2001 年 4 月 20 日)，2010 年 4

月最大一次暴雨量 190.0mm，连续最长降雨日数 17天(1998 年 6 月 11 日一 27

日)，日平均降雨量 17mm。全年总蒸发量 1300-1500mm。一般年降水量大于年

蒸发量。

2、地表水

区内地表水系不发育，旱季干涸，接受大气降水的补给，由北向南低洼

处排泄，具有就地补给、就地排泄的特点。在尾矿坝上游 1: 2000 地形图上

量取汇水面积约 0.23 平方公里范围内在降雨时地表迳流量以下式求:

Q=F.A.α(米
3
/日)

式中： α-地表迳流系数(取 0.75)

A-历年平均降雨量(米)

F-汇水面积(米
2
)

其计算结果见下表

地表迳流量计算结果表

集水面积F(米
2
) 历年日平均 最大一次暴雨

最大一次连续暴雨

（日平均）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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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雨量 A

（米）

径流量 A

（米
3
/日）

降雨量 A

（米）

径流量 A

（米
3
/日）

降雨量

A（米）

径流量 A

（米
3
/日）

230000.0 0.0046 700.4 0.190 28928.0 0.017 2588.3

计算结果表明，在库区 0.23 平方公里集水范围内，每日平均地表迳流量

700.4 米
3
/日，最大一次暴雨时地表迳流量 28928.0 米

3
/日，最大一次连续降

雨时地表迳流量 2588.3 米
3
/日。

3、地下水

①残坡积层水，残坡积层遍布于山坡和洼地中，由含碎石粉质粘土组成。

地下水赋存于粉质粘土中，钻探时冲洗液未见消耗，两坝肩山坡钻孔中未见

地下水位。地下水分水岭与地表水分水岭一致，地下水流向由南东向北西迳

流，排泄到下游小溪沟中。根据注水试验结果透水率 q=0.25-0.8(Lu)，

K=4.2E-05-6.5E-05 厘米/秒，含水性差，属微透水层。

②风化裂隙水，强风化闭合裂隙较发育，多被泥铁质充填，注水试验结

果透水率 q=0.1-0.5(Lu),K=1.5B-05-9.2E-05 厘米/秒，属微透水层。故库区

内水文地质条件属简单类型。

2.4 尾矿库现状

尾矿库基本情况详见表 2-1。

尾矿库基本情况调查表

表 2-1 日期： 2022年 3月

企业名称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

矿山名称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 *行业类别 冶金

尾矿库名称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 投产时间 2012 年

尾矿库地址 分宜县钤山镇 尾矿库服务期限 8 年

*设计单位 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 *设计审批单位 原新余市安监局

设计库容（万

m3）
38.87 万 m

3
已堆积库容约(万 m3) 约 1.0 万 m

3

*设计主坝高 28.6m *目前主坝高（m） 26.01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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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尾矿库等别 五级 *库型 山谷型

*筑坝方式 一次性筑坝 *安全评价单位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

询有限公司

安全评价意见 尾矿库为“头顶库”且停产多年，需尽快闭库。

尾矿库及库区

存在的主要安

全问题

1、尾矿库下游建有居住、生产等设施；

2、坝体下游坡度不符合设计要求；

3、顶宽度小于设计宽度；

4、坝顶高程与设计不符；

5、坝肩排水沟局部破损；

6、通过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计算，尾矿坝坡在正常工况下和洪水工

况下坝坡抗滑稳定系数均不满足规范要求，故尾矿库现状坝体不稳定，需对

其进行治理；

7、坝面排水沟局部有淤堵、垮塌等现象；

8、溢洪道未建设完成，下游未设置消力池；

9、坝体上杂草及灌木茂盛，未发现沉降位移监测和浸润线观测设施，

企业停产多年，未提供任何观测记录，排水斜槽处未发现水位观测装置和水

位报警装置，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近五年生产安

全事故情况
近三年来未发生生产安全事故

*备注

2.4.1 尾矿库工程建设简介

大砻下林场尾矿库于 2011年 4月由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设计，并编制

了《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专篇》（以

下简称《安全专篇》）。

《安全专篇》设计的主要内容简介：

2.4.1.1尾矿库库容及等级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设计尾矿拦挡坝顶高程

340.0m，地面高程 313m，清基深度 1.6m，则尾矿拦挡坝总坝高 28.6m，尾矿

库总库容 38.87万 m3。按《规范》规定：尾矿总坝高小于 30m、总库容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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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万 m3，可定为五等库，库内主要水工构筑物等级为 5级。相应尾矿库防

洪标准为：初期洪水重现期 20~30年，中、后期洪水重现期 50~100年。尾矿

库最小安全超高 0.4m，考虑到波浪爬高和风壅高度，经计算，为 0.21m，设

计采用安全超高 0.7m，洪水重现期 100年。

2.4.1.2尾矿坝

1、坝型选择

设计本着就近、就地取材、节约造价的原则，拟建库区取土易、取石难，

故将尾矿坝坝型定为均质土坝，一次性建坝，筑坝土料就近为坝址上游

200-300m 的山体，清基土不得上坝。库内开挖取土，既解决筑坝土源问题，

又可以增大堆填库容，可谓一举两得。

2、坝体构造

尾矿拦挡坝坝顶高程为 340.0m，坝顶宽 4.0m，坝顶轴线长 93.5m，坝体

上游边坡 1:2.0，并于 328m 高程设一级马道，宽 2.0m；下游边坡 1:2.5，并

于 328m 高程设一级马道，宽 2.0m。根据工勘资料，清基 1.6m 深，清去草皮、

腐植土、浮土等，清至强风化基岩以下 0.5m 处，清基后坝底高程为 311.4m，

总坝高 28.6m;上游坝面采用复合土工膜(规格为:400g/m
2
无纺土工布/0.75mm

HDPE 防渗膜/400g/m 无纺土工布)防渗，其上采用块石护坡，厚 30cm，块石护

坡与复合土 工膜之间采用一层粗砂垫层、厚 10cm,在砌筑块石护坡时采用边

铺粗砂边砌筑，以确保复合土工膜不被块石刺破。为顺畅排出上游渗水，在

上游坝脚沿坝轴线设置一排水体，结构采用土工布内包碎石，然后采用两根

排渗盲沟将渗水导入下游。块石护坡在库底、两岸及坝顶 均锚固于人工开

挖的 0.5x0.5m 的锚固沟内，并需用土料人工填塞密实，锚固长度不小于 1.0m。

下游坝坡采用草皮护坡下游坡脚处设置一干砌块石排水棱体，排水棱体顶部

高程 316.0m，顶部宽；度 1.5m，高 8.0m，上游坡度 1:1，下游坡度 1:1.5，

排水棱体采用人工干砌块石筑成，设计干砌块石孔隙率 28～30%，棱体上游坡

面铺一层 400g/m
2
无纺土工布作反滤层用，土工布嵌入坝基及坝肩的深度不得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NCAD-K-X-2022-03621

小于 0.5m，并需用土料人工填塞密实，为保护干砌块石不扎坏土工布，可在

布上铺一层碎石及粗砂垫层，各厚 10cm。排水棱体采用的块石要求新鲜、微

风化，饱和抗压强度不小于 40MPa，软化系数不低于 0.8，石料级配适宜，含

泥量不超过 3%。

3、筑坝要求

库内取土应合理放坡进行开挖，筑坝土石料不得含有草皮、树根、 耕

植土、淤泥土，遇水崩解、膨胀的一类土。坝的设计压实度为 0.96，本坝主

要采用土料筑坝，宜采用大型击实仪进行全样击实试验，求得含量下的全样

最大干密度 pmax和最优含水量，再将最大干密度乘以 0.96，作为控制筑坝土料

填筑的干密度。填土水溶盐含量(按质量计)不大于 3%,有机质含量不大于 5%，

坝体渗透系数不大于 1x10
-4
cm/s，碎石直径小于 30cm。宜采用机械羊足碾压。

满足设计要求的干密度所需要进行的碾压遍数及每层铺土厚度，由现场试验

取得。要求分层铺土，分层碾压，铺土厚度不得大于 40cm(具体铺土厚度由碾

压试 验取得)，筑坝时每升高 2.0-3.0m 应取样做干容重检测试验。每一工

作层面取样数 N>3，干密度符合设计要求时，方可继续筑坝。

库内取土范围及要求:拟在尾矿库北部山丘作为料场取土筑坝，即可以节

约经济，又可以扩大库容。根据地表环境调整，拟采用 I区和 II 区作为取土

料场，经计算本土料场土料与需求量相当。本场地为粉质粘土(碎石含量 15%

左右)，尾矿库四周岩性相同，土料性质基本相同。可作为填坝料土。在料场

取土时遇到的为土质边坡和强风化岩质边坡，向上游边坡取土时，建议边坡

坡率粉质粘土和强风化带按 1:1.5，中风化带按 1:0.5-1:0.75 放坡。放坡后

坡脚坡面并用挡墙水泥块石护坡，设置排水孔和排水沟等防护措施，防止边

坡失稳。

岸坡处理:坝基底与岸坡清理要求将坝断面范围内的草皮、树根、耕植土、

淤泥、蛮石及其它废料全部清除;坝断面范围内的低强度、高压缩性的软土亦

需清除；对坝基底的凹坑,清理后用筑坝土料回填压密,泉眼应根据涌水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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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和泉眼类型研究进行处理；坝基和坝肩均应清至强风化绿泥绢云千枚岩

0.5m;坝体与岸坡结合应采用斜面联接，岸坡的开挖应大致平顺,不得挖成台

阶状、反坡或突然变坡。基础施工应按尾矿设施施工规程的要求进行，同时

应避开雨季。基坑开挖时，应设置排水系统，有效阻隔周边地下水及地表水

渗入，保证基底干燥。基坑开挖应做好支护工作，开挖弃土不得直接堆放在

坑壁周围，保证坑壁稳定。基础开挖至设计标高后，应组织勘察、设计、监

理等相关单位进行验槽，并及时封底。

2.4.1.3尾矿坝坝面排水及坝肩排水

坝肩截洪沟和坝面排水沟具体要求:为防止山坡和坝面雨水对尾矿坝坝

肩、坝面的冲刷，同时也为有效收集坝体内渗流出水，应沿尾矿坝下游坡与

两岸山坡结合处的山坡上设置坝肩截水沟，并在拦挡坝下游坝面上设置坝面

排水沟。

坝肩排水沟横断面为矩形，净断面尺寸为 B×H=0.3m×0.3m，坝面排水沟

分横沟和纵沟两种，横沟沿马道内侧布置，底坡度 i=1%，纵沟间隔 50m 设置

一条，纵、横沟横断面均为矩形，净断面尺寸为 B×H=0.3m×0.3m，横沟和纵

沟相互连通，形成坝面排水网，有效地将下游坝面的雨水和渗水排往下游。

坝肩排水沟及坝面排水沟均采用 C20 轻型预制钢筋混凝土结构，1～2m 一节，

两节接缝处只需 M10 水泥砂浆填塞即可，这种轻型排水沟施工简便、快捷，

比传统的浆砌石排水沟造价低，施工快，便于维护。

2.4.1.4排洪排水构筑物

1、排洪设施

为确保尾矿库的安全，防止溃坝，必须设置溢洪道。溢洪道可设在尾矿

坝左岸山谷。溢洪道进水口底部标高为+338.2m，溢洪道采用正向溢洪堰，采

用八字形进口段，由 4.5m渐变至 3.0m，高 1.8~1.75m，底坡 i=0.01，壁厚和

底板厚均为 0.3m, C25钢筋砼结构；设计泄流水头 H0=1.1m，溢洪道实际泄

流量 5.83m3/s (大于最大洪峰流量 4.65 m3/s)。泄槽段为矩形钢筋砼结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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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尺寸为宽×高：3×1.2m，壁厚和底板厚均为 0.3m，底坡 i=0.341，C25钢

筋砼结构，出口接浆砌块石消力池兼回水池，池长 6.0m，宽 4.0m，深 2.0m。

2、排水设施

根据现场实际地形，以及考虑到环保要求，便于矿方日后正常运行管理，

设计选用排水斜槽+连接井+排水涵管+回水池，以供日常排水用。各排洪构筑

物主要特征值如下:

（1）排水斜槽：水平长度 117.4m，水力纵坡 0.138。斜槽进水口最低高

程定为 322.85m，最高进水口高程为 340m，当遭遇洪水时，排水系统与溢洪

道联合泄洪。采用单格矩型斜槽，尺寸 B×H=0.9m×0.9m, 平盖板，C25钢

筋混凝土结构，槽身厚度 250mm。斜槽盖板现场预制，放置在斜槽周边，随

着库内尾矿上升，逐步添加盖板。盖板厚 200mm, 长 1110mm，宽 300mm。

盖板封堵后，其上平铺一层 400g/m2无纺土工布, 起到反滤作用，防止尾砂

从盖板之间的缝隙渗漏，斜槽一次性建完。

（2）排水涵洞：长 327.6m，纵坡为 i=0.053。采用 C25钢筋混凝土现浇，

为方便施工立模，采用矩形断面，净断面尺寸B×H=0.8m×0.8m 壁厚 250mm，

满足垂直荷载 70t/m2要求。为适应地基基础的变化，排水涵洞在地基基础变

化处及与连接井相连处增做沉降缝，填料需填塞严实，接缝处可采用橡胶止

水带止水。

（3）在排水斜槽与坝下排水涵洞连接处或涵洞转弯处设置连接井，尺寸

为：内径 2.5m，外径 3.5m，井高 4.05m，圆柱形，C25钢筋混凝土结构。

（4）出口设消力池兼回水池，并兼顾溢洪道消力池，池长 6.0m，宽 2.0m，

深 2.0m，采用浆砌块石结构。

2.4.1.5观测设施

根据《规范》第 3.5.9 条“4 级及 4 级以上的尾矿坝，应设置坝体位移和

坝体浸润线的观测设施”。该尾矿坝为 5 级构筑物，但为安全检查要求设置

坝体位移观测设施，另外在尾矿坝后坡每个平台上标示其相应高程。矿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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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专人定时观测并记录整理观测成果，进行分析，作为判定尾矿坝工作状态

的依据。

1、坝体位移观测

（1）目的

为及时掌握尾矿坝的变形情况及规律，研究其有无滑坡、滑动等 趋势，

来确保尾矿坝运用的稳定和安全。

（2）测点布置

该尾矿库呈规则山谷型，故在尾矿坝布置 2 条观测横断面，共布置 8 个

观测点。观测点布置在马道的外缘。

（3）观测方法

水平变形观测采用视准线法或边角网法。垂直变形观测采用水准 仪。

（4）观测时间

尾矿坝使用初期每月观测三次，当尾矿坝位移量已基本稳定，并已掌握

其变化规律后，可逐渐减少观测次数。但遇地震、暴雨、库内 高水位、渗

透破坏现象加剧等情况时，应增加观测次数。

2、尾矿坝水位观测

在排水斜槽壁上游增设水位观测标尺，标明正常运行水位和警戒水位。

遇上游水位超正常高水位或经常保持高水位以及坝体异常、渗透破坏严重时

应增加测次，必要时每天观测一次。

3、库内水位报警装置

根据相关工程经验，取坝体下游 80倍总坝高左右的沟长作为垮坝影响范

围。

在尾矿库排水斜槽处设置水位报警器，并预备 400 g/m
2
土工布缝制的 B

×H=2.0×10.0m 的土工布袋 100 个，尾矿坝下游 2.4km 范围内间隔 500m 设置

高音喇叭。

当库水位上升到距尾矿坝坝顶 1.2m 时，进行预报，对尾矿库进行紧急设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NCAD-K-X-2022-03625

防。一方面加强对尾矿库排洪系统、排水系统和库周围环境等的巡视，及时

发现并排出险情；另一方面在尾矿坝坝顶上游修建应急防洪子堤，防洪子堤

采用尾砂充填的土工布袋修筑，高度约 1m。

当库内水位上升至距坝顶 0.7m 时，进行正式报警。选厂必须立即停产，

并通知尾矿坝下游 2.4km 范围内人员疏散转移。

当库内水位上升至距坝顶 0.5m 时，要求尾矿坝下游 2.4km 范围内人员必

须完全疏散转移。

2.4.1.6辅助设施

1、尾矿库通信

从公司内部电信网引 2 对申话中继线，在尾矿库管理房等处设置生产调

度电话，并同时配各无线通讯工具，通信可靠性能得到保障。

2、照明

尾矿坝坝头两端分别设置夜间探照灯，以满足夜间监测和救援管理的

需要。

3、管理房

由于尾矿库的废水、废气及扬尘等对人体有害，须按国家职业安全有关

规范和规定对尾矿库管理人员设立尾矿库管理房。因尾矿库距离选矿厂很近，

值班人员到坝上非常方便，因此尾矿库管理站设在选矿厂内，值班室装有固

定电话，并安排专职人员职守，库区及选矿厂流动通讯，采用对讲机联系，

确保尾矿库值守人员与矿部的沟通联系

同时并配备必须的劳动保护用品，加强个体保护。库区内应备有小船以

便管理人员安装模板和检查维修排水构筑物，管理人员上船作业时必须穿戴

救生设备。

2.4.2 尾矿库库址

经现场调查，该尾矿库坝体位于库区的东面，库区下游 300m 有一条乡道，

沿着乡道下游约 500m 是大砻下村，约有 30 栋民房，常住人口约 100 人，据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NCAD-K-X-2022-03626

“头顶库”的判定标准，该尾矿库为“头顶库”。除此之外，库区下游 1000m

范围无全国和省重点保护名胜古迹，库区地质构造简单，无不良地质现象，

库区范围内不压矿。

2.4.3 库容及等级

根据最新测量成果发现：现有尾矿库坝顶高程为 337.41m，坝底基面高程

311.4m，坝高为 26.01m，据尾矿库管理人员介绍库内堆积尾砂约 1.0万方。

结合工程现状，根据《尾矿库安全规范》规定，该尾矿库为五等尾矿库。

2.4.4 尾矿坝

经现场检查和实测图纸，坝体为碾压均质土坝，未严格按照原设计施工。

现坝顶标高 337.41m，坝底标高 311.4m，坝高 26.01m，顶宽 3.85m，坝轴线

长 109m。坝体外坡在+325.48m 标高和+313.8m 标高处分别已设置马道，从上

至下第一级马道宽 3.16m，第一级马道以上坡比为 1:2.1，以下坡比为 1:2.0；

第二级马道宽 2.49m，第二级马道以下坡比为 1:1.5。外坡标高 306.96m 以下

设堆石排水棱体。坝体内坡在+325.47m 标高处分别已设置一马道，马道宽

2.57m，马道以上坡比为 1:2.0，以下坡比为 1:2.0，现尾砂已堆至+323.81m

标高。

根据现场踏勘发现：坝外坡长满杂草且下游坝坡比不符合设计要求，坡

面未发现明显的渗水、漏水现象，坝体无开裂、变形现象。

2.4.4 尾矿坝坝面排水及坝肩排水

根据实测图纸和现场踏勘，在尾矿坝下游坡与两岸山坡结合处的山坡上

设置了坝肩截水沟，坝肩排水沟横断面为矩形，净断面尺寸为 B×H=0.3m×

0.3m。在坝体下游坝面上设置坝面排水沟，坝面排水沟分横沟和纵沟两种，

在 325.48m 马道、313.80m 马道上内侧设置了坝面横排水沟，底坡度 i=1%，

在 325.48m 马道上坡面设置了两条纵沟，在 313.80m 马道上坡面设置了一条

纵沟，横沟和纵沟相互连通，形成坝面排水网。

2.4.5 排洪排水构筑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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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排洪设施

根据实测图纸和现场踏勘，尾矿库溢洪道设在尾矿坝左岸山谷(区分左右

的原则：站在坝上，面朝下游，左手为左，右手为右)。溢洪道采用正向溢洪

堰，采用八字形进口段，由 4.5m渐变至 3.0m，高 1.8~1.75m，溢洪道进口段

高程为 336.14m，水力纵坡 0.117，长 30m，泄槽段为矩形钢筋砼结构，断面

尺寸为宽×高：3×1.2m。

2、排水设施

根据实测图纸和现场踏勘，现库内采用排水斜槽+连接井+排水涵管排水，

统一将库区水排至下游回水池内。

排水斜槽：水平长度 117.4m，水力纵坡 0.138。斜槽最高进水口高程为

340m，目前进水高度+324.96m，采用单格矩型斜槽，尺寸 B×H=0.9m×0.9m,

平盖板，C25钢筋混凝土结构，槽身厚度 250mm。斜槽盖板现场预制，放置

在斜槽周边，随着库内尾矿上升，逐步添加盖板。

因委托方未提供工勘资料和施工隐蔽工程资料，无法确定排水涵洞、连

接井的尺寸材质，从实测图可知排水涵洞长 319.5m，纵坡为 i=0.061。

现场查看，库内已积水，水面标高为+323.14m，干滩长度约为 14m。

2.4.6 观测设施

坝体上杂草及灌木茂盛，未发现沉降位移监测和浸润线观测设施，企业

停产多年，未提供任何观测记录，排水斜槽处未发现水位观测装置和水位报

警装置及高音喇叭。

2.4.7 辅助设施

①照明设施

尾矿库未设置照明设施。

②通讯

尾矿库管理人员采用移动电话通讯。

③值班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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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尾矿库上游侧选厂内设置了值班室，无应急物资。

④安全标志

在库区范围未设置安全标志。

⑤库区道路

有库区简易道路通往尾矿坝顶,库区道路能通行救援车辆。

2.5 尾矿库安全管理现状

因企业破产，大砻下林场尾矿库成为了无主尾矿库，现由钤山镇人民政

府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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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据统计，在世界上的各种重大灾害中，尾矿坝灾害仅次于地震、霍乱、

洪水和氢弹爆炸等灾害而居于第 18位。它一旦发生事故，必将对下游地区人

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巨大危害，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后果触目惊心！

我国尾矿库曾发生过几起重大事故。1962年 9月 26日，云南某尾矿库发

生溃坝事故，死亡 171人，受伤 92人，受灾人口 13970余人，直接经济损失

达 2000多万元；1985年 8月 25日，湖南某尾矿库发生洪水毁坝事故，死亡

49人，直接经济损失 1300多万元；1988年 4月 13日，陕西某尾矿库排洪隧

洞发生塌陷事故，直接经济损失达 3200多万元。近期 2008年 9月 8日发生

的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 9.8尾矿库溃坝特别重大事故，造成

死亡 277人死亡、4人失踪、33人受伤。

尾矿库事故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因资金不足无力建设；有的因设计不

周造成先天不足；有的因施工质量不良留下隐患；有的因生产维护不当或管

理不善造成；也有的是因外部条件所限造成。原因很多，总的来说可归为自

然因素、设计因素、施工因素、管理因素、社会因素、技术因素六大类。

尾矿库是矿山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可缺少的主要设施。尾矿库储

存着大量的尾矿砂（泥）和水，犹如一个处于高位能的泥石流形成区，一旦

失事，灾害十分严重。尾矿库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有各种危险、有害因素

威胁着尾矿坝的安全，如果这些危险、有害因素不能得到有效控制或尽量消

除将会发生尾矿坝重大事故，如尾矿坝的垮坝、溃坝，洪水漫顶等，大量尾

矿和水形成的泥石流一涌而泻，将给下游的工农业生产、居民的生命财产安

全、交通运输和环境保护等各方面带来灾害，后果不堪设想。

根据该尾矿库的筑坝、放矿、防渗、防洪等的特点，以及地质特征，自

然条件和周边环境等情况，经综合分析，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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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存在以下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3.1.1 坝体垮塌

坝体垮塌是严重事故，虽不多见，但也有不少先例，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3.1.1.1坝体垮塌的主要原因

造成坝体坝垮塌事故，主要是由于坝体稳定性不好、水的破坏作用和管

理不善，分析原因主要有：

1、基础坝不稳固或堆积坝坝基不稳固；

2、筑坝设计不合理，或未按设计要求筑坝；

3、筑坝前未对坝肩、岸坡进行彻底清理，或未对泉眼、洞穴等做可靠处

理；

4、坝体尺寸不合理，或坝体高度过高，或坝基或坝顶过窄，或坝体内、

外坡度过陡；

5、放矿不规范、不合理，长期独头放矿，或反向放矿；

6、库内水位过高，浸润线过高；

7、排渗设施设计不合理，或未按设计要求施工；

8、排洪能力设计不足，或排洪构筑物未达设计要求的质量、能力；

9、排洪构筑物、排渗设施遭损坏，又未及时修复，使排洪、排渗的功能

不能满足要求；

10、尾矿粒度组成发生变化，矿泥增多，又未采取措施，使坝体稳固性

受到较大影响；

11、管理不善，麻痹大意，未能及时发现问题，或发现问题后，没有及

时采取措施治理等。

3.1.1.2严重后果

坝体垮塌后果十分严重，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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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给下游工业、农业、村庄和居民的人身安全和财产造成严重危害和损

失；

2、严重污染下游环境，影响工农业生产和人们的健康；

3、造成矿山停产，修建坝体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和时间；

4、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严重；

5、其他危害，如有时会破坏公路，中断运输等。

3.1.2 尾矿坝渗流破坏

尾矿水受重力作用，由高水位区向低水位区流动，水在尾矿坝体，坝肩

和坝基土中的运动，称作尾矿坝的渗流。

3.1.2.1渗流破坏的主要类型

1、坝面局部管涌、流土、 隆起、坍塌；

2、后期坝下游坡面，沉积滩面或库水区出现陷坑；

3、坝肩和岸坡接触处出现裂缝；

4、坝体下游坡面或坝肩渗水量增加或渗透水浑浊；

5、坝顶高不一致；

6、坝底、坝肩漏砂。

3.1.2.2渗流破坏的主要原因

1、筑坝没按设计要求精心施工，施工质量没达设计要求；

2、每一期堆积坝冲填之前，没进行坝基和岸坡处理，或处理不彻底、不

完善；

3、坝肩和岸坡接触面没做妥善处理或清理不彻底；

4、排渗、反滤层等重要措施设计不能满足渗流要求；

5、排渗构筑和反滤层施工质量不高，未达要求；

6、排渗设施在运行过程中出现淤塞或局部破损坍塌；

7、对库底溶洞或裂隙事先没有查清，或没有采取合理方案和正确施工，

使之有效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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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尾矿排放违规，方式不当；

9、管理不善，没有认真的经常的检查与观测，没能及时发现问题，及时

采取措施，防止事故发生。

3.1.2.3渗流破坏的后果

1、污染河流和下游环境；

2、局部停产，暂停排放；

3、渗透变形达到一定程度时，将导致坝体整体垮塌。

3.1.3 坝坡失稳

3.1.3.1坝坡失稳的主要原因

尾矿坝的坝坡失稳是因坝体下游坡的抗滑稳定性遭到破坏而发生的，发

生坝坡失稳的主要原因是：

1、坝基没有正确处理；

2、坝体高度过高；

3、下游坡面坡度过陡；

4、下游坡面没有护坡和排水设施，稳固性降低；

5、日常观测不够或没及时采取措施治理。

3.1.3.2坝坡失稳的后果

1、加固坝体，施工周期长，耗资大，且技术不很成熟；

2、坝体的明显失稳，会造成坝体滑动、甚至垮坝。

3.1.4 尾矿库洪水漫顶

尾矿库事故，特别是灾难性事故，主要原因是水患造成。这是所说的水

是指两类：一类是正常运行时的库内水位，另一类是汛期外来的洪水。如果

不能严格控制库内水位和建筑相应排洪能力的排洪系统，就会发生洪水漫顶

危险，直接威胁尾矿坝库区的安全。

3.1.4.1造成洪水漫顶的主要原因

1、没有按设计控制好规定的库内水位、安全超高和调洪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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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没能达到设计要求的干滩长度和平均坡度；

3、对当地水文气象条件掌握不准确，洪水计算方法不当，设计的排水系

统不合理，排水构筑物的结构尺寸不能满足要求；

4、对排水构筑物的安全检查没能做到经常化、制度化，对构筑物的变化、

裂缝、坍塌、淤堵等损坏现象没有及时发现，或发现后没有及时修复，造成

排水功能降低或失效；

5、预防措施不到位，生产管理不善等。

3.1.4.2造成后果

1、为防汛而降低库内水位，使库池水位骤降，尤其大幅度骤降，会引起

坝体和岸坡坍塌，使坝体和岸坡的稳定性严重受损；

2、泄洪能力不足，会造成泥砂漫顶，给下游和周边造成环境污染，还会

损坏农田及建筑物；

3、洪水位过高，流量过大时，造成洪水漫顶，会冲毁坝体，尤如巨大泥

石流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等。

3.1.5 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

排水、排洪构筑物堵塞、错动、断裂等破坏，导致排洪能力急剧下降，

库水位上升，安全超高不够；排水构筑物错动、断裂常常造成大量尾矿泄漏，

垮塌造成堵塞，直接危及坝体安全。

3.1.5.1造成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

1、排洪构筑物堵塞主要原因有：1）进水口杂物淤积； 2）构筑物垮塌。

3）长期对排洪构筑物不进行检查、维修，致使堵塞、露筋、塌陷等隐患未能

及时发现。

2、排洪构筑物断裂、垮塌常由下列原因引起： 1）基础资料不确切、设

计方案及技术论证方法不当、不遵循设计规范、对库水位及浸润线深度的控

制要求不明确，或要求不切实际等方面； 2）设计人员技术不高或经验不足

所造成； 3）未按设计要求施工； 4）排洪管线等处的不良地质条件未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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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地基不均匀沉陷；出现不均匀或集中荷载；水流流态改变等。5）排洪构

筑物有蜂窝、麻面或强度不达标，当负荷逐渐增大时，会造成掉块、漏筋、

断裂、甚至倒塌等病害。

3.1.5.2严重后果

排水排洪构筑物堵塞，库内水位过高；排洪构筑物断裂、垮塌，造成尾

砂泄漏、沉积滩面发生塌陷。污染下游环境，甚至造成坝体垮塌，会带来十

分严重后果。

3.1.6 地震灾害和环境影响

3.1.6.1地震灾害

地震灾害会对尾矿库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如技术和管理措施不足，将会

引起严重事故。该坝区抗震设防烈度为Ⅵ度，区域地壳稳定性一般，属需抗

震设防区，应重视防地震灾害的问题。

造成事故主要原因：1、没能严格控制库内水位；2、震前未认真检查坝

体、岸坡的稳定性，或发现问题没及时处理和加固；3、震前没有采取必要的

预防措施或未做准备工作等。

3.1.6.2环境影响

这是所说环境影响是从两个方面：一是周边环境对库区安全的影响，另

是尾矿库对周边环保的影响。

1、库区范围内森林的滥伐、滥砍会破坏山地岸坡的水土保持，严重时会

造成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给库区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2、尾矿库澄清水放排的水质不符合要求，渗透水的泄漏等都有可能对周

边环境造成污染。

3、库内尾砂的无序开采、周围的违章建筑等会严重威胁库区安全。

3.2 其他危险有害因素

3.2.1 触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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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使用一些电器设备、供电线路、雷电等存在着电危害。

1、触电危害的主要原因

1）电器设备、线路在设计、安装上存在缺陷，或在运行中缺乏必要的检

修维护，造成漏电、短路、接头松脱、绝缘失效等；

2）没有必要的安全技术措施（如漏电保护、安全电压等）或安全技术措

施失效；

3）雷雨时期，需要巡库，可能发生雷击伤害事故；

4）运行管理不当，管理制度不完善，组织措施不健全；

5）操作失误，或违章作业等。

2、危害后果

触电伤害是由电流的能量造成的，当电流流过人体时，人体受到局部电

能作用，使人体内细胞的正常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会引起压迫感、打

击感、痉挛、疼痛、呼吸困难、血压异常、昏迷、烧伤、严重的会引起窒息、

心室颤动导致死亡。

3.2.2 机械伤害、物体打击

机械伤害最常见的伤害之一，各种机械设备都有可能造成机械伤害。尾

矿坝主要有：泵、电机等转动设备。物体打击亦常发生，如坠落物砸伤，金

属物刺伤等。

3.2.3 高处坠落

高处坠落是指在高度超过 2 米以上的高处坠落，并造成伤害的事故。高

处坠落事故是较常见的。事故的主要原因：

1、高处作业未有安全措施，应使用安全绳时未使用，或不准确使用；

2、过陡的斜坡没有台阶；

3、应安装扶手、栏杆处，没有安装或安装不规范。

3.2.4 淹溺

尾矿库积水处很多，尤其是丰水季节会出现大量外来水，积水较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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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着淹溺危险，主要场所：

1、库池存水处，尤其是在丰水季时，水位高的库池汇水处；

2、其他积水场所。

3.3 危险、有害因素辩识结论

通过以上辨识和分析，在尾矿库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坝体垮塌、尾矿

坝渗流破坏、坝体失稳、洪水漫坝、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以及地震灾害、

环境影响、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和溺水等危险、有害因素。

其中坝体垮塌、尾矿坝渗流破坏、坝体失稳、洪水漫坝、排水排洪构筑物破

坏可能酿成重大事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当加以重点防范。对其他的危

险有害因素，虽不大可能引起重大事故，但若发生也会给财产安全和人身健

康带来损失，仍须采取措施、加强防范、避免事故的发生。

3.4 重大危险源辨识

因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关于开展重大危险源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

意见》（原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安监管协调字[2004]56 号）已于 2016 年

废除（《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宣布失效一批安全生产文件的通知》安监总

办〔2016〕13 号）；故该尾矿库不再属于重大危险源申报的范围。

3.5 危险、有害因素分析辨识结果

通过以上辨识和分析，在尾矿库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坝体垮塌、尾矿

坝渗流破坏、坝体失稳、洪水漫坝、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以及地震灾害、

环境影响、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和溺水等危险、有害因素。

其中坝体垮塌、尾矿坝渗流破坏、坝体失稳、洪水漫坝、排水排洪构筑物破

坏可能酿成重大事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当加以重点防范。对其他的危

险有害因素，虽不大可能引起重大事故，但若发生也会给财产安全和人身健

康带来损失，仍须采取措施、加强防范、避免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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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印发〈金属非金属矿山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判定标准（试行）〉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7〕98 号）所列的尾矿

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十二条，对照该尾矿库现状进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

隐患判定，判定结果详见表 3-1。

表 3-1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表

序

号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名称 矿山现状 判定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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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区和尾矿坝上不存在未按

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开采、

挖掘、爆破等活动。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2

坝体出现贯穿性横向裂缝，且出现较大范

围管涌、流土变形，坝体出现深层滑动迹

象。

坝体未出现贯穿性横向裂

缝，无管涌、流土变形，坝

体未出现深层滑动迹象。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3 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 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
存在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4
坝体超过设计坝高，或超过设计库容储存

尾矿。

坝体未超过设计坝高，未超

过设计库容储存尾矿。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5
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大于设计堆积上升速

率。

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小于设

计堆积上升速率。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6
未按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对坝体稳定性进

行评估。
已对坝体稳定性进行评估。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7 浸润线埋深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
尾矿坝无沉降位移和浸润线

观测监测设施。

存在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8 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小于设计规定。
安全超高和干滩长度大于设

计规定。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9
排洪系统构筑物严重堵塞或坍塌，导致排

水能力急剧下降。

排洪系统构筑物无堵塞或坍

塌，排水能力符合设计要求。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10 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进库。
无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

者废水进库。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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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多种矿石性质不同的尾砂

混合排放。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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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名称 矿山现状 判定结果

12 冬季未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冰下放矿作业。 尾矿库停产多年，现无作业。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根据企业提供的《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

工程（水文）地质勘察报告》及《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

矿库初步设计安全专篇》（福建省冶金工业设计院 2005 年 6月编制）大砻下

林场尾矿库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尾矿坝无沉降位移和浸润线观测监测

设施。从上表判定结果可知，该尾矿库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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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价方法选择和评价单元划分

划分评价单元的目的是为便于评价工作的有序进行，并有利于提高评价

工作的准确性。安全评价方法是对系统的危险因素、有害因素及其危险、危

害程度进行分析、评价的工具。

4.1 评价单元划分原则

根据矿山危险有害因素的特点，确定安全评价单元划分的原则是：

1、生产类型或作业场所相对独立的，按生产类型或场所划分评价单元，

对所划分的评价单元进行事故类型和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2、伤害或破坏类别相对独立的，按伤害或破坏类别划分评价单元，对所

划分的评价单元进行危险、有害因素分析；

3、选择事故可能性较大的危险、危害因素作为独立的评价对象，进行定

性或定量的安全评价，并提出事故预防措施建议；

4、选择可能造成重大事故的危险、危害因素作为独立的评价对象，用先

进科学的评价方法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提出针对性的事故预防措施建议。

4.2 评价单元划分

按照评价单元的划分原则和方法，考虑该工程项目中危险、有害因素的

危害程度以及露天开采的特殊工艺，划分如下评价单元：总平面布置及库区

环境、尾矿坝、防洪排水、安全监测、尾矿库安全隐患判定等 5个评价单元。

4.3 评价方法选择

安全评价方法是对系统的危险、有害因素及其危险、危害程度进行定性、

定量的分析、评价的方法。评价方法的选择是根据评价的动机、结果的需要，

考虑评价对象的特征以及评价方法的特点而确定的。

根据该矿山企业危险、有害因素的特征以及为安全评价导则的要求，本

评价报告采用安全检查表分析法、事故树分析法、调洪演算、尾矿库坝体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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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性分析评价法。

4.4 评价方法简介

4.4.1 安全检查表分析法

安全检查表分析是将一等系列分析项目列出检查表进行分析以确定系统

的状态，这些项目包括设备、贮运、操作、管理等各个方面。评价人员通过

确定标准的设计或操作以建立传统的安顿检查表，然后用它产生一系列基于

缺陷或差异的问题。所完成的安全检查表包括对提出的问题回答“是”、“否”、

“不符合”或“需要更多的信息”。

1、安全检查表编制的主要依据：1）有关法律、法规、标准；2）事故案

例、经验、教训；

2、安全检查表分析三个步骤：1）选择或确定合适的安全检查表；2）完

成分析；3）编制分析结果文件。

3、评价程序：1）熟悉评价对象；2）搜集资料，包括法律、法规、标准、

事故案例、经验教训等资料；3）编制案例检查表； 4）按检查表逐项检查；

5）分析、评价检查结果。

4.4.2 事故树分析法（FAT）

事故树也称故障树，事故树分析是对既定的生产系统或作业中可能出现的

事故条件及可能导致的灾害后果，按工艺流程、先后次序和因果关系绘成等程

序方框图，表示导致灾害、伤害事故（不希望事件）的各种因素这间的逻辑关

系。通过各事件发生的各种关系，分析系统的安全问题或系统的运行功能问题，

并确定灾害、伤害的发生途径及灾害、伤害之间的关系。

事故树分析法评价的基本程序如下：

1、熟悉系统。要详细了解系统状态及各种参数，绘出工艺流程图或布置

图。

2、调查类似事故，了解事故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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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顶上事件，要分析的事件即为顶上事件。

4、调查原因事件，调查与事故有关的所有原因事件和各种因素。

5、画出事故树。从顶上事件起，一级一级找出直接原因事件，到所要分

析的深度，按其逻辑关系，画出事故树。

6、定性、定量分析。

7、得出评价结论。

4.4.3 尾矿坝稳定分析

尾矿坝体的稳定程度，是判断尾矿库安全与否的重要根据，影响尾矿坝

体稳定的因素很多。一般情况下，下游坡坡度越陡、坝体内浸润线的位置越

高、库内的水位越高、坝基和坝体土料的抗剪强度越低，抗滑稳定的安全系

数就越小，反之安全系数就越大等。尾矿坝体稳定性计算就是进行尾矿坝体

稳定模拟计算和分析。通过模拟计算和分析，来确定尾矿坝体稳定性能否满

足规范要求。

4.4.4 尾矿库调洪演算

尾矿库常见的重大事故，经常是由于库内洪水未能从排洪构筑物有效排

出，而尾矿库又没有足够的调洪库容。从而造成洪水漫坝，产生溃坝事故。尾

矿库调洪演算就是进行尾矿库洪水模拟分析。通过模拟计算，来确定尾矿库的

现状能否满足调洪要求。

各评价单元评价方法选择见表 4-1。

表 4-1 各评价单元评价方法选择表

序

号
评价单元 评价方法

1 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 安全检查表法

2 尾矿坝 安全检查表法、事故树分析法、尾矿坝稳定性分析

3 防洪排水 安全检查表法、调洪演算

4 安全监测 专家评议法

5 尾矿库安全隐患判定 安全检查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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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定性定量评价

5.1 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

5.1.1 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根据《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等的相关内容对总平面布置

及库区环境单元编制安全检查表进行符合性评价，详见表 5-1-1。

表 5-1-1 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安全检查表

序

号
检查项目及安全要求

检查

依据
检查情况

评价

结论

1
尾矿库下游不宜建设居住、生产设

施。

《GB3949

6-2020》

第 6.8.1条

库区下游 300m 有一条乡道，沿

着乡道下游约500m是大砻下村，

约有 30 栋民房，常住人口约 100

人。

不符合

2
严禁在库区和尾矿坝上进行乱采、滥

挖和非法爆破等。

《GB3949

6-2020》

第 6.8.2条

尾矿库区和尾矿坝上没有乱采、

滥挖和非法爆破等现象。
符合

3

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主要内容：周边

山体稳定性，违章建筑、违章施工和

违章采选作业等活动。

《GB3949

6-2020》

第 9.5.1条

现场勘察，尾矿库库区周边山体

稳定，无违章建筑、违章施工和

违章采选作业等活动。

符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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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工程地质勘察报

告，分析周边山体发生滑坡可能性。

《GB3949

6-2020》

第 9.5.2条

在检查周边山体滑坡、塌方和泥

石流等情况时，能做到详细观察

周边山体有无异常情况，发现问

题，及时解决。

符合

5

检查库内范围内危及尾矿库安全的

主要内容：违章爆破、采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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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

6-2020》

第 9.5.3条

库区无违章爆破、采石和建筑，

违章进行尾矿回采、取水，及外

来尾矿、废石、废水和废弃物排

入，放牧和开垦等危及尾矿库安

全的活动。

符合

5.1.2 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评价小结

通过安全检查表评价及现场勘查，该尾矿库坝体位于库区的东面，库区

下游 300m有一条乡道，沿着乡道下游约 500m是大砻下村，约 30栋民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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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住人口约 100人，据“头顶库”的判定标准，该尾矿库为“头顶库”。库区周边

山体整体稳定性较好，未发现滑坡、塌方及泥石流现象。库区内没有违章建

筑、违章施工和违章采选作业情况。库区周边无爆破、采矿及外来尾矿、废

石、废水和废弃物排入等。外界修通了至坝体的公路，坝体、尾矿库两岸均

有巡库小路，比较通畅。

存在的问题是：尾矿库下游有居住、生产等设施。

5.2 尾矿坝单元

5.2.1 尾矿坝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根据《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初步设计安全专篇》

（简称《安全专篇》）《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等的相关内容

对尾矿坝单元编制安全检查表进行符合性评价，详见表 5-2-1。

表 5-2-1 尾矿坝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序号 检查项目及安全要求 检查依据 现场记录
评价

结论

1

尾矿坝滩顶高程必须满足生产、防

汛、冬季冰下放矿和回水要求。尾矿

坝堆积坡比不得陡于设计规定。

GB39496-2020

第 6.3.3条

尾矿坝滩顶高程满足生产、

防汛、冬季冰下放矿和回水

要求。尾矿坝外坡比设计坝

外坡坡比陡。

不符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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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6.3.3条
矿浆排放未冲刷坝体。 符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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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6.3.4条

坝前多点均匀放矿，维持坝

体均匀上升，无任意在库后

或一侧岸放矿现象。

符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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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6.3.4条

尾矿滩面均匀平整，没有积

水坑。
符合

5 尾矿坝堆积坡比应符合设计要求。
GB39496-2020

第 6.3.5条
无堆积坝。 无关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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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坝体加高方案是否与批复的《安全专

篇》一致。
《安全专篇》

坝体加高方案与批复的《安

全专篇》一致。
符合

7 坝顶高程是否与《安全专篇》一致。 《安全专篇》

设 计 尾 矿 坝 顶 高 程 为

+340.0m, 坝 顶 高 程 为

+337.41m，与《安全专篇》

不一致。

不符合

8
坝顶宽度及坝轴线长是否与批复的

《安全专篇》一致。
《安全专篇》

设计尾矿坝坝顶宽度 4m，

现尾矿坝坝顶宽度 3.85m。
不符合

9
坝体外内坡比是否与《安全专篇》一

致。
《安全专篇》

设计坝体上游边坡 1:2.0，并

于 328m高程设一级马道，

宽 2.0m；下游边坡 1:2.5，

并于 328m高程设一级马

道，宽 2.0m；坝体外坡在

+325.48m标高和+313.8m

标高处分别已设置马道，从

上至下第一级马道宽

3.16m，第一级马道以上坡

比为 1:2.1，以下坡比为

1:2.0；第二级马道宽 2.49m，

第二级马道以下坡比为

1:1.5。故坝体外坡比比设计

陡。

不符合

10
坝面护坡的型式、结构尺寸等是否与

批复的《安全专篇》一致。
《安全专篇》

坝面护坡的型式、结构尺寸

等与《安全专篇》一致。
符合

11

尾矿坝安全检查内容：坝的轮廓尺

寸，变形，裂缝、滑坡和渗漏，坝面

维护设施等。

GB39496-2020

第 9.3.1条

现场检查，坝体无变形、裂

缝、滑坡等现象。
符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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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查明潜在滑坡位置、范围和

形态以及滑坡的动态趋势。

GB39496-2020

第 9.3.4条

经现场检查，坝体无裂缝滑

坡。
符合

13 检查坝体渗漏时，应包括坝体浸润 GB39496-2020 现场检查，坝体无渗漏。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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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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9.3.5条

14

检查坝面保护设施。检查坝肩截水沟

和坝坡排水沟断面尺寸，沿线山坡稳

定性，护砌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

沟内於堵等；检查坝坡土石覆盖保护

层实施情况。

GB39496-2020

第 9.3.6条

现场检查，坝肩排水沟局部

破损。
不符合

5.2.2 尾矿坝事故树分析法

尾矿库事故的主要表现形式有溃坝及洪水漫顶，事故会造成大量的人员

伤亡、建筑物损毁和环境污染。事故产生的原因是很多的，在本次评价中，

主要利用事故树对尾矿库溃坝及洪水漫顶事故进行分析。

5.2.2.1坝体垮塌事故树分析

1、画出事故树

以坝体垮塌作为顶上事件，逐步展开，用推理法找出原因和影响，确定

引起顶上事件必须的有效原因和中间事件，直至找出各基本事件。事故树图

见图 5—1。

加强管理是预事故的主要方面。就事故本身而言，每期事故的发生是偶

然，但因管理失控，违规施工，违章作业而造成事故发生是必然。为此，从

本质上避免事故发生，就必须改善管理，严格管理，要认真按照国家安监总

局第 38号令《尾矿库安全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对尾矿库实行正规化、制

度化、科学化管理。一方面要请有资质的单位设计、勘查和施工，另一方面

更重要的是加强日常管理，及早发现隐患，及时妥善处理，以防事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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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事故树的最小割集

事故树的结构函数 T:

C1=X7＋X8

B1= X5+X6+C1+X4= X4+X3+X5+X7+X8

B2=X4+X9

B3= X6+C1+X4+X10= X43+X5+X7+X8+X10

B4=X11+X12+X13

B5=X2+X3+X4

B6=X14+X15

B7=X16+X17+X18

A1= X1＋B1+B2+B3+B4+B5 = 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

A2= B6+B7= X14+X15+X16+X17+X18

T=A1A2=（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X14+X15+X16+X17+X18)

即结构函数为：

T= X1X14+X1X15+X1X16+X1X17+X1X18+X2X14+X2X15+X2X16+X2X17+X2X18

…………

…………

+X13X14+X13X15+X13X16+X13X17+X13X18

事故树的最小割集有 65组：

G1={X1,X14} 、G2={X1,X15 } 、G3={X1,X16 }、G4={X1,X17 }、G5={X1,X17 }

G6={X1,X14} 、G7={X1,X15 } 、G8={X1,X16 }、G9={X1,X17 }、G10={X1,X17 }

…………

…………

G61={X1,X14} 、G62={X1,X15 } 、G63={X1,X16 }、G64={X1,X17 }、G65={X1,X17 }

2）事故树的最小径集

C1

＇
=X7＇X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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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1＇=C1＇X5＇X6＇X4＇= X4＇X5＇X6＇X7＇X8＇

B2＇=X4＇X9＇

B3＇=C1＇X4＇X6＇X10＇

B4＇=X11＇X12＇X13＇

B5＇=X2＇X3＇X4＇

B6＇=X114＇X15＇

B7＇=X16＇X17＇X18＇

A1＇= X1＇B1＇B2＇B3＇B4＇B5＇

=X1＇X72＇X3＇X4＇X5＇X5＇X7＇X8＇X9＇X10＇X11＇X12＇X13＇

A2＇=B6＇B7＇

=X14＇X15＇X16＇X17＇X18＇

T＇=A1＇+A2＇

=（X1＇X72＇X3＇X4＇X5＇X5＇X7＇X8＇X9＇X10＇X11＇X12＇X13＇）+（X14＇X15＇X16＇

X17＇X18＇）

T =P1P2

=( 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 X14+X15+X16+X17+X18)

即事故树的最小径集有 2组

P1={ X1，X2，X3，X4，X5，X6，X7，X8，X9，X10，X11，X12，X13}

P2={ X14，X15，X16，X17，X18 }

根据近似公式求结构重要度系数 I： Ii= 




ii

nj

px 2
1

1

Ii——基本事件 Xi结构重要度的近似值；

nj——基本事件 Xi所在最小割（径）集中包含基本事件的个数；

利用上面经验公式计算各基本事件在事故树中的重要程度，结果如下；

I1=I2=I3=………= I18=0.5

事故树最小割集有 65组，其中任何一组最小割集的基本事件发生，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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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就会发生。该事故树最小割集较多，说明尾矿库风险是较大的。最小径

集有 2 组，由估算结果可知，18个事件均十分重要。应加强尾矿库的日常管

理，暴雨季节更应重点防范。

5.2.2.2尾矿坝单元洪水漫顶事故树分析

1、画出事故树

以洪水漫顶作为顶上事件，逐步展开，用推理法找出原因和影响，确定

引起顶上事件必须的有效原因和中间事件，直至找出各基本事件。事故树图

见图 5—2。

2、最小割集和结构程度

1）求最小割集

写出事故树结构函数表造成，用布尔代数结化简：

T=A.·B=（X1+C）（X1+X5+E）

=（X1+X2+X3+X4）[X1+X5+X6（X4+X7）]

=X1X1+X1X5+X1X4X6+X1X6X7+X2X1+X2X5+X2X4X6+X2X6X7+X3X1+X3X5+

X3X4X6+X3X6X7+X4X1+X4X5+X4X4X6+X4X6X7

=X1+X1X2+X1X3+X1X4+X1X5+X2X5+X3X5+X4X5+X4X6+X1X4X6+

X2X4X6+X3X4X6+X1X6X7+X2X6X7+X3X6X7+X4X6X7

事故树有 16个最小割集：

K1={X1}，K2={X1，X2}，K3={X1，X3}，K4={X1，X4}，

K5={X1，X5}，K6={X2，X5}，K7={X3，X5}，K8={X4，X5}，

K9={X4，X6}，K10={X1，X4，X6}，K11={X2，X4，X6}

K12={X3，X4，X6}，K13={X1，X6，X7}，K14={X2，X6，X7}

K15={X3，X6，X7}，K16={X4，X6，X7}

2）构重要度分析

分析各基本事件的发生对顶上事件发生的影响程度叫结构重要度。按上述计算

结果，利用最小割集分析判断方法，得出结构重要度排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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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X4＞X2=X3=X5＞X6=X7。

图 5-2 事故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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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

（1）基本原理及方法

坝体稳定计算的目的是校核尾矿库坝坡的稳定性，目前国内外边坡稳定

计算方法包括极限平衡法、有限元法和概率统计法等。本次采用极限平衡法

中的瑞典圆弧法。根据考虑孔隙压力影响的方法，分为有效应力法和总应力

法，本次计算采用总应力法。

瑞典圆弧法受力分析图如图 5-3所示。

图 5-3 瑞典圆弧法受力分析图

瑞典圆弧法坝坡稳定安全系数计算公式为：









]/sin)[(
}sectan]sinseccos{[

RMaVW
abcaQaubaVW

K
C

）（

式中：W——土条的重量；

VQ、 ——分别为水平和垂直惯性力（向上为负，向下为正）；

——土条底部滑裂面上土料的内摩擦角；

——条块重力线与通过此条块底面中点的半径之间的夹角；

b——土条宽度；

、c ——土条底面的有效应力抗剪强度指标；

CM ——水平地震惯性力对圆心的力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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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圆弧半径。

（2）规范规定最小安全系数

根据《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50863-2013）第 4.4.1条规定，尾矿坝坝

坡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见表 5-2-2。

表 5-2-2 坝坡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表

坝的级别

运行情况
1 2 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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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 1.05 1.00

根据《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1-2000）第 1.0.2条规定：“设

计裂度为 6度时，可不进行抗震计算。”本地区地震裂度小于 6度，稳定计

算不考虑地震荷载。

大砻下林场尾矿库为五等库，其坝坡抗滑稳定的最小安全系数指标为：

正常运行: K≥1.15

洪水运行: K≥1.05

特殊运行: K≥1.00

（3）主要物理力学指标取用分析

根椐《安全专篇》资料，《尾矿设施设计规范》（GB50863-2013）和参

照类似工程，建立本次数值模拟计算模型。各土层的物理力学指标见表 5-2-3。

表 5-2-3 各土层及尾矿物理力学指标表

指标

岩土指标

天然

重度

r

饱和

重度

γ

承载力特

征值 fak

（fa）

压缩

模量

Es

固结快剪
饱和抗

压强度

极限标

准值

基底

摩擦

系数

软化

系数

渗透

系数 K
Ck Фk

KN/m³ KPa MPa KPa ° MPa （cm/s）

表土 12.1 13.72 / 4.5 14.0 15.0 / / / ＜1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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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质粘土 12.76 14.5 / 5.54 15.2 16.6 / / / 6.5E–4

备注 1、fa为岩石的承载力特征值，fak为土层的承载力特征值；2、岩石为饱和抗剪断强度；

3、带“*”的为工程经验值；渗透系数参照室内渗水试验。

（4）坝体稳定性分析

尾矿坝边坡稳定计算分析采用北京理正岩土软件《理正岩土系列软件 7.0》

程序。该程序具有较高的精度和较好的实用性，可以满足实际工程的技术精

度要求。

尾矿坝稳定性计算的荷载分为以下五类，即：①正常高水位的渗透压力；

②坝体自重；③坝体及坝基中的孔隙压力；④最高洪水位有可能形成的稳定

渗透压力；⑤地震惯性力。根据《水工建筑物抗震设计规范》（DL5073-2000）

第 1.0.2条规定：“水工建筑物适用范围：设计裂度为 6度时，可不进行抗震

计算。”本地区地震裂度小于 6度，稳定计算不考虑地震荷载。稳定分析仅

考虑正常运行和洪水运行两种工况。计算结果见表 5-2-4。

表 5-2-4 坝坡抗滑稳定计算结果表

坝顶标高 运行工况 抗滑安全系数 规范要求 结论

尾矿坝

337.41m标高

正常工况 1.109 1.15 不满足

洪水工况 1.041 1.05 不满足

由上表可知，尾矿坝坡在正常工况下坝坡抗滑稳定系数满足规范要求，

但在洪水工况下坝坡抗滑稳定系数不满足规范要求，故尾矿库现状坝体不稳

定，需对其进行治理。

尾矿坝坝坡正常工况稳定分析简图见图 5-4、洪水工况稳定分析简图见图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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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正常工况稳定分析简图

图 5-5 洪水工况稳定分析简图

（5）稳定计算成果分析

按照规程规范要求本工程为小于 6 度地震区，可不进行地震设防。从计

算结果可知：抗滑稳定性在正常和设计两组工况下均不能满足规范最小值要

求，需要对坝体进行整治。

5.2.4 尾矿坝单元评价小结

1、经现场检查和实测图纸，坝体为碾压均质土坝，未严格按照原设计施

工。现坝顶标高 337.41m，坝底标高 311.4m，坝高 26.01m，顶宽 3.85m，坝

轴线长 109m。坝体外坡在+325.48m标高和+313.8m标高处分别已设置马道，

从上至下第一级马道宽 3.16m，第一级马道以上坡比为 1:2.1，以下坡比为

1:2.0；第二级马道宽 2.49m，第二级马道以下坡比为 1:1.5。外坡标高 306.96m

以下设堆石排水棱体。坝体内坡在+325.47m标高处分别已设置一马道，马道

宽 2.57m，马道以上坡比为 1:2.0，以下坡比为 1:2.0，现尾砂已堆至+323.81m

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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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全检查表评价，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存在的不足是：1）坝体下游坡

度不符合设计要求；2）顶宽度小于设计宽度；3）坝顶高程与设计不符；4）

坝肩排水沟局部破损。

2、通过事故树分析对尾矿库坝体垮塌及洪水漫顶事故的评价。

1）尾矿库坝体垮塌事故的事故树分析评价，事故树最小割集有 65 组，

其中任何一组最小割集的基本事件发生，顶上事件就会发生。该事故树最小

割集较多，说明尾矿库风险是较大的。最小径集有 2 组，由估算结果可知，

18个事件均十分重要。应加强尾矿库的日常管理，暴雨季节更应重点防范。

管理不善、排洪能力不足、排渗设施不够、放矿不合理、库内水位过高是主

要的原因，对上述几个重要方面必须严格控制。

2）尾矿库雨季洪水漫顶事故的事故树分析评价，可以看出，引发事故有

7个基本事件，16种途径。（1）影响最大的基本事件是 X1，即从结构重要度

分析看：设计误差。尾矿库从建设，投入使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存在着大

量可变因素。尽管进行了大量探索研究，但尚没有一个系统理论。在尾矿库

设计过程中，仍需采用经验数据，假定值，以及设计者的个人阅历。虽然，

经过填重选择，但难免与实际投产后有出入，存在着一定误差。（2）其次影

响很大的基本事件是 X4，即管理不善。这一点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尾矿库事

故很多都是由于管理不善所造成的。管理目的是使各项指标达到设计要求，

还要通过管理发现设计中的不足，积极主动地及时给予弥补和完善，确保安

全。这是所说管理，主要是指安全技术管理，如检测、观测、控制库内水位，

干滩坡度、长度，按规程要求正确放矿，经常检查、维护洪水系统，雨季防

洪准备等。（3）对其他的基本事件引发的事故要引起重视，不断观查，不断

改进，确保安全。

3、通过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计算，尾矿坝坡在正常工况下和洪水工况

下坝坡抗滑稳定系数均不满足规范要求，故尾矿库现状坝体不稳定，需对其

进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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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防洪排水单元

5.3.1 防洪排水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根据《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及《尾矿设施设计规范》

（GB50863-2013）等相关规定，运用安全检查表法，将相关法规、技术标准

和规范中的相关规定与现场检查情况逐项检查评价，以判定尾矿坝在安全上

的符合性。详细内容见下表 5-3-1尾矿坝安全检查表。

表 5-3-1 排水构筑物现状安全检查表

序号 检查项目及安全要求 检查依据 现场记录
评价

结论

1

进水构筑物的型式应根据排水量大小、尾

矿库的地形条件和是否兼做回水设施等因

素确定。当排水量较大时，宜采用框架式

排水井；排水量较小时，宜采用窗口式排

水井或斜槽；排水井内经不宜小于 1.5m。

GB50863-2013

第 6.3.1条

现库内采用排水斜

槽+连接井+排水涵

管排洪水

符合

2 排水管或斜槽的净高不宜小于1.2m。
GB50863-2013

第 6.3.3条

斜槽的净高 0.9m

小于 1.2m
不符合

3

排洪构筑物安全检查主要内容：构筑物有

无变形、位移、损毁、淤堵，排水能力是

否满足要求等。

GB39496-2020

第 9.2.5条

坝肩排水沟局部有

淤堵、垮塌等现象。
不符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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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9.2.6条

未提供工勘资料和

施工隐蔽工程资料，

无法确定连接井的

尺寸材质

不符合

5

排水斜槽检查内容：断面尺寸、槽身变形、

损坏或坍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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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9.2.7条
排水斜槽无淤堵。 符合

http://cpro.baidu.com/cpro/ui/uijs.php?app_id=0&c=news&cf=1001&ch=0&di=128&fv=11&is_app=0&jk=5935fc62722a7a6f&k=%C5%C5%CB%AE%B9%DC&k0=%C5%C5%CB%AE%B9%DC&kdi0=0&luki=6&n=10&p=baidu&q=00009009_cpr&rb=0&rs=1&seller_id=1&sid=6f7a2a7262fc3559&ssp2=1&stid=0&t=tpclicked3_hc&tu=u1698901&u=http%3A%2F%2F3y%2Euu456%2Ecom%2Fbp%5F7rx0858oct8xswn2y1ad%5F6%2Ehtml&url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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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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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9.2.8条

未提供工勘资料和

施工隐蔽工程资料，

无法确定排水管的

尺寸材质

不符合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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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9.2.9条

未提供工勘资料和

施工隐蔽工程资料，

无法确定排水涵洞

的尺寸材质

不符合

8

溢洪道、截洪沟检查内容：断面尺寸，沿

线山坡滑坡、塌方，护砌变形、破损、断

裂和磨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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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9496-2020

第 9.2.10条
溢洪道没有消力池 不符合

5.3.2 尾矿库调洪演算

1、防洪标准

该尾矿库为五等库，根据《规范》尾矿库的防洪标准为：初期洪水重现

期 20~30年，中、后期洪水重现期 50~100年。尾矿库洪水设计标准取 100年

一遇，尾矿库汇水面积 0.23km2。

2、洪水计算

（1）主要参数

根据工程所处地理位置，采用《江西省暴雨洪水查算手册》（江西省水

文总站，2010 年）查算工程控制流域中心的设计暴雨参数。

尾矿库汇水面积：F=0.23km
2

沟谷主河槽长 L=0.83km；

沟谷主河槽纵坡降 J=0.089

年最大 24 小时点暴雨均值：H24＝110mm；

年最大 24 小时点暴雨变差系数：CV＝0.45；

偏差系数：CS＝3.5CV；

前期雨量 Pa=80.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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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渗强度：μ=1.8mm/h；

汇流参数 m=0.295；

暴雨递减指数：n＝0.674,1＜t＜24h；

在新版《手册》中，本流域中心位置处第Ⅳ产流区，第Ⅳ汇流区。尾矿

库坝址以上流域面积 0.23km
2
，集雨面积较小，因此不作点、面暴雨修正，直

接以点暴雨代替面暴雨。

（2）洪水计算成果

利用《江西省暴雨洪水查算手册》中推理公式及相关参数对其进行洪水

计算：

Q=0.278h×F/t

t=0.278L/m/J
1/3
/Q

1/4

上式中：Q－洪峰流量（m
3
/s）；

h－净雨量（mm）；

F－汇流面积（km
2
）；

t－汇流历时（h）；

L－主河长（km）；

m－汇流参数；

J－加权平均比降；

洪水计算成果见表 5-3-2：

表 5-3-2 洪 水 计 算 成 果 表

洪水重现期

（年）

设计频率雨量

H24P（mm）

洪峰流量

Qm（m
3
/s）

一次洪水总量

Wp（10
4
m
3
）

100 277.1 4.65 5.30

考虑到库内尾矿库调洪库容小，故忽略库内库外的调洪作用，为安全起

见，本次设计将 100 年一遇标准的设计洪峰流量定为最大设计泄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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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排洪设施过流能力复核

根据实测图纸和现场踏勘，尾矿库溢洪道设在尾矿坝左岸山谷(区分左右

的原则：站在坝上，面朝下游，左手为左，右手为右)。溢洪道采用正向溢洪

堰，采用八字形进口段，由 4.5m 渐变至 3.0m，高 1.8～1.75m，溢洪道进口

段高程为 336.14m，水力纵坡 0.01，长 30m，泄槽段为矩形钢筋砼结构，断面

尺寸为宽×高：3×1.2m。

泄流能力按明槽均匀流计算，排洪系统预留 0.3m的安全超高。计算公式：

RiACQ 

式中：A— 过水断面面积；

C— 谢才系数，

按曼宁公式 6
11 R

n
C  ，或查表可得。

N—糙率，取 0.017；

R— 水力半径；

i — 底坡。

排洪系统过流能力计算见下表 5-3-3。

排洪系统过流能力计算 表 5-3-3

项 目

设计尺寸

D或 B×H

（m）

汇水

面积

（km2）

洪峰

流量

（m3/s）

过水断

面面积

（m2）

水力

半径

（m）

谢才

系数

底坡

%

过流

能力

（m3/s）

溢洪道 3×1.2 0.23 4.65 3.6 0.86 57.4 1 5.16

从上表可知，库内排洪系统过流能力大于相应流域内的最大洪峰流量，

但溢洪道未建设完成，下游未设置消力池。

5.3.3 防洪排水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小结

根据实测图纸和现场踏勘，尾矿库排洪采用溢洪道排洪，溢洪道设在尾

矿坝左岸山谷(区分左右的原则：站在坝上，面朝下游，左手为左，右手为右)。

溢洪道采用正向溢洪堰，采用八字形进口段，由 4.5m渐变至 3.0m，高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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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m，溢洪道进口段高程为 336.14m，水力纵坡 0.01，长 30m，泄槽段为矩

形钢筋砼结构，断面尺寸为宽×高：3×1.2m

库内采用排水斜槽+连接井+排水涵管排水，统一将库区水排至下游回水

池内。

排水斜槽：水平长度 117.4m，水力纵坡 0.138。斜槽最高进水口高程为

340m，目前进水高度+324.96m，采用单格矩型斜槽，尺寸 B×H=0.9m×0.9m,

平盖板，C25钢筋混凝土结构，槽身厚度 250mm。斜槽盖板现场预制，放置

在斜槽周边，随着库内尾矿上升，逐步添加盖板。

因委托方未提供工勘资料和施工隐蔽工程资料，无法确定排水涵洞、连

接井的尺寸材质。

存在的问题是：1）坝面排水沟局部有淤堵、垮塌等现象；2）未提供工

勘资料和施工隐蔽工程资料，无法确定排水涵洞、连接井的尺寸材质；3）排

水斜槽高度不符合要求；4）溢洪道未建设完成，下游未设置消力池。

5.4 安全监测设施单元

《安全专篇》设计在尾矿坝布置 2条观测横断面，共布置 8个观测点。

观测点布置在马道的外缘。在排水斜槽壁上游增设水位观测标尺，标明正常

运行水位和警戒水位。在尾矿库排水斜槽处设置水位报警器在尾矿坝下游

2.4km 范围内间隔 500m 设置高音喇叭。

坝体上杂草及灌木茂盛，未发现沉降位移监测和浸润线观测设施，企业

停产多年，未提供任何观测记录，排水斜槽处未发现水位观测装置和水位报

警装置，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5.5 尾矿库隐患判定

根据《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第 6.9 条尾矿库隐患及重大

险情处理规定，将尾矿库安全隐患按其严重程度分为三类，即：1、一般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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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事故隐患；2、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3、重大险情。当同一尾矿库存

在二类及以上安全隐患时，本评价报告将以最严重的安全隐患类型判定该尾

矿库。

5.5.1 尾矿库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根据《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第 6.9.1条规定，尾矿库存在

下列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一时，为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详见下表 5-6-1）。

表 5-6-1 尾矿库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表

序

号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形 尾矿库现状 判定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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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洪水位时能同时满足

设计规定的安全超高和干滩

长度的要求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2
排洪设施出现不影响安全使用的裂缝、腐

蚀或磨损；

排洪设施没有出现裂缝、腐

蚀或磨损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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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矿坝下游坡面偏陡
存在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4
坝体浸润线理深小于 1.1倍控制浸润线埋

深；
未设计坝体浸润线观测设施

是一般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5 坝面局部出现纵向或横向裂缝； 坝面局未现纵向或横向裂缝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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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式堆存尾矿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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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面排水沟局部损坏

是一般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8 坝肩无截水沟，山坡雨水冲刷坝肩； 坝肩有截水沟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9 堆积坝外坡未按设计设置维护设施； 无堆积坝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10
其他不影响尾矿库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非

正常情况。

没有其他不影响尾矿库基本

安全生产条件的非正常情况

不是一般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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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 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根据《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第 6.9.2条规定，尾矿库存在

下列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一时，为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详见下表 5-6-2）。

表 5-6-2 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表

序

号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形 尾矿库现状 判定结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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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区和尾矿坝不存在未按批

准的设计方案进行开采、挖

掘、爆破等活动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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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体没有纵向裂缝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3 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 坝外坡坡比陡于设计坡比
是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4
坝体超过设计坝高，或者超设计库容贮存

尾矿；

坝体没有超过设计坝高，没

有超设计库容贮存尾矿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5
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大于设计堆积上升速

率；

尾矿堆积坝上升速率小于设

计堆积上升速率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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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

1.109 小于表 7规定值

（1.15）的 0.98 倍（1.127）

是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7 坝体浸润线埋深小于控制浸润线埋深； 未设置坝体浸润线观测设施
是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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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设计洪水位时能同时满足

设计规定的安全超高和干滩

长度的要求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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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洪设施不完善

是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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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式堆存尾砂，有可靠的防

范措施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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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多种尾砂排放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12 冬季未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冰下放矿作业； 冬季按照设计要求采用冰下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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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形 尾矿库现状 判定结果

放矿作业 事故隐患。

13 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或者废水进库；
没有设计以外的尾矿、废料

或者废水进库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14 其他危及尾矿库安全运行的情况。
没有危及尾矿库安全运行的

情况

不是重大生产安全

事故隐患。

5.5.3 尾矿库重大险情判定

根据《尾矿库安全规程》（GB39496-2020）第 6.9.3条规定，尾矿库存在

下列生产安全事故隐患之一时，为重大险情（详见下表 5-6-3）。

表 5-6-3 尾矿库重大险情判定表

序

号
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情形 尾矿库现状 判定结果

1 坝体出现严重的管涌、流土等现象的；
坝体没有出现严重的管涌、

流土等现象的；
未构成重大险情。

2

坝体出现严重裂缝、坍塌和滑动迹象的；

一经验算，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小

于表 7规定值的 0.95倍；

坝体抗滑稳定最小安全系数

1.109 大于表 7规定值

（1.15）的 0.95 倍（1.093）

未构成重大险情。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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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可能出现洪水漫顶；

在设计洪水位时能同时满足

设计规定的安全超高和干滩

长度的要求

未构成重大险情。

4

排水井显著倾斜，有倒塌迹象的；一排洪

系统严重堵塞或者坍塌，不能排水或排水

能力急剧降低；

排水能力正常 未构成重大险情。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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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湿式堆存尾矿 未构成重大险情。

6 其他危及尾矿库安全的重大险情。
没有其他危及尾矿库安全的

重大险情
未构成重大险情。

5.5.4 尾矿库安全隐患判定结果及隐患整改建议

尾矿库存在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时，生产经营单位应在限定的时间进

行整治，消除事故隐患。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NCAD-K-X-2022-03664

尾矿库存在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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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矿库存在重大险情时，生产经营单位应立即停产，启动应急预案，进

行抢救。

根据上述判定结果，该尾矿库同时存在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及重大生

产安全事故隐患，本评价报告判定该尾矿库存在重大安全事故隐患，建议应

立即停产，管理单位应制定并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消除事故隐患。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NCAD-K-X-2022-03665

6.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6.1 总平面布置及周边环境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1、在库区道路设置安全警示标志，并对道路进行维护，确保行车安全。

2、未经尾矿库管理单位同意、技术论证及原尾矿库建设审批的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部门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库区从事爆破、采砂等危害尾矿

库安全的活动。

3、严禁在尾矿坝上和库区周围进行乱采、滥挖和非法爆破等。严禁外来

尾矿、废石、废水和废弃物排入，严禁放牧和开垦。

4、加强对库坝作业人员防滑、防坠落、防淹溺、防陷入等方面的安全教

育，要求尾矿工和库坝安全巡查、检测人员在工作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防止

高处坠落(滑落)、淹溺、陷入等事故的发生。

5、进一步完善尾矿库周边危险地段的安全防护设施和安全警示标志。

6.2 尾矿坝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6.2.1 尾矿坝安全检查

1、尾矿坝安全检查内容：坝的轮廓尺寸、变形、裂缝、滑坡和渗漏、坝面保

护等。尾矿坝的位移监测可采用视准线法和前方交汇法；尾矿坝的位移监测每

年不少于 4次，位移异常变化时应增加监测次数；尾矿坝的水位监测包括库水

位监测和浸润线监测；水位监测每月不少于 1 次，暴雨期间和水位异常波动时

应增加监测次数。

2、检测坝的外坡坡比。每 l00 m坝长不少于 2处，应选在最大坝高断面

和坝坡较陡断面。水平距离和标高的测量误差不大于 l0mm。尾矿坝实际坡陡

于设计坡比时，应进行稳定性复核，若稳定性不足，则应采取措施。

3、检查坝体位移。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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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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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检查坝体有无纵、横向裂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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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善处理。

5、检查坝体滑坡。坝体出现滑坡时，应查明滑坡位置、范围和形态以及

滑坡的动态趋势。

6、检查坝体渗漏。应查明有无渗漏出逸点，出逸点的位置、形态、流量

及含沙量等。

7、检查坝面保护设施。检查坝肩截水沟和坝坡排水沟断面尺寸，沿线山

坡稳定性，护砌变形、破损、断裂和磨蚀，沟内淤堵等；检查坝坡土石覆盖保

护层实施情况。

6.2.2 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

1、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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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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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根据工程地质勘察报告，分析周边山体发生滑坡可能性。

3、检查库区范围内危及尾矿库安全的主要内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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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防洪排水系统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6.3.1 尾矿库水位控制与防汛

1、汛期前应做好防汛工作，明确防汛安全生产责任制，建立值班、巡查

等各项制度，组建防洪抢险队伍；备足抗洪抢险所需物资，落实应急救援措

施；及时了解和掌握汛期水清和气象预报情况，确保上坝道路、通讯、供电

线路可靠和畅通。汛期前应对排洪设施进行检查、维修和疏浚，确保排洪设施

畅通。清除排洪口前水面漂浮物；库内设清晰醒目的水位观测标尺，标明正常

运行水位和警戒水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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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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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况不宜骤降。

3、洪水过后应对坝体和排洪构筑物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与清理，发现问

题及时修复，同时，采取措施降低库水位，防止连续降雨后发生垮坝事故。

4、根据气象预报和库情，制定出各种抢险措施计划和预案，从思想、组织、

物质、交通、联络、报警信号等各个方面做好抢险准备工作；其次，加强汛期

巡检，及早发现险情，及时采取抢护措施。

6.3.2 防洪安全检查

1、检查尾矿库设计的防洪标准是否符合规程规定。当设计的防洪标准高

于或等于本规程规定时，可按原设计的洪水参数进行检查。

2、尾矿库水位检测，其测量误差应小于 20mm。

3、尾矿库坝顶高程的检测，应沿坝顶方向布置测点进行实测，其测量误

差应小于 20mm。当坝顶一端高一端低时，应在低标高段选较低处检测 1～3

个点；当坝顶高低相同时，应选较低处不少于 3个点；其他情况，每 100m坝

长选较低处检测 1～2个点，但总数不少于 3个点。各测点中最低点作为尾矿

库坝顶标高。

4、根据尾矿库实际的地形、水位和尾矿沉积滩面，对尾矿库防洪能力进

行复核，确定尾矿坝安全超高是否满足设计要求。

5、排洪构筑物安全检查主要内容：构筑物有无变形、位移、损毁、淤堵，

排水能力是否满足要求等，并及时修复损毁的排洪构筑物。

6、排水构筑物运行管理应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进行重点监控和维护。

对排洪构筑物状况进行经常性检查，严防水面杂物漂浮，严防有滚石、树干、

树枝或杂物封堵或堵塞排水管道，发现排水构筑物诸如变形、裂缝、於堵、

损毁等问题时，及时查明原因，进行妥善处理，确保其畅通无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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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闭库设计对策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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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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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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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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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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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尾矿库闭库后，正常运行条件下库内不应存水。

6.5 其他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为确保尾矿库正常、安全，尾矿库闭库前应切实落实以下事项：

1、加强尾矿库的维护与管理，汛期来临之前，应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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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检查尾矿坝的稳定性和排水、泄洪系统的防、泄洪能力，发现隐患，

及时处理；

2）及时清除排水构筑物周边的树木杂草，尤其要做好排水构筑物的清堵

除堵工作，避免杂物淤积而出现洪水漫顶或溃坝现象；

3）备好充足的应急抢险物资器材；

4）汛期应加强库区巡查，实行 24 小时监控和通讯，及时发现并处理事

故隐患，及时发现并清除尾矿库排水构筑物的淤堵物，确保排洪系统畅通。

2、尾矿库闭库应委托有资质的设计、施工、监理单位进行实施；

3、提前做好尾矿库的闭库处理设计和安全维护方案，报上级主管部门审

批实施；

4、尾矿库闭库后，不经改造不得储水蓄洪，还要做好防尘、防冲刷、防

破坏等工作；

5、闭库工程施工及验收应执行《尾矿设施施工及验收规程》和其他有关

规程；

6、闭库后的尾矿库未经论证和批准，不得储水调洪。严禁在尾矿坝和库

内进行乱采、滥挖、违章建筑和违章作业；

7、闭库后的尾矿库，未经设计论证和批准，不得重新启用或改作他用；

8、闭库后的尾矿库如需要更换管理单位，必须经企业主管部门批准和履

行法律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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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评价结论

本次安全现状评价是根据国家颁布的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及相关文

件规定，本着科学、公正、合法、自主的原则，对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

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评价项目安全管理的适宜性及生产场所安全设施等是否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的要求，运用安全检查表、事故树分析、调洪

演算、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等评价法，对该尾矿库进行安全现状评价，评

价结论如下：

7.1 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存在着坝体垮塌、尾矿

坝渗流破坏、坝体失稳、洪水漫坝、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以及地震灾害、

环境影响、触电、高处坠落、机械伤害，物体打击和溺水等危险、有害因素。

其中坝体垮塌、尾矿坝渗流破坏、坝体失稳、洪水漫坝、排水排洪构筑物破

坏可能酿成重大事故，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应当加以重点防范。对其他的危

险有害因素，虽不大可能引起重大事故，但若发生也会给财产安全和人身健

康带来损失，仍须采取措施、加强防范、避免事故的发生。

7.2 各单元评价结果

1、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

通过安全检查表评价及现场勘查，该尾矿库坝体位于库区的东面，库区

下游 300m有一条乡道，沿着乡道下游约 500m是大砻下村，约 30栋民房，

常住人口约 100人，据“头顶库”的判定标准，该尾矿库为“头顶库”。库区周边

山体整体稳定性较好，未发现滑坡、塌方及泥石流现象。库区内没有违章建

筑、违章施工和违章采选作业情况。库区周边无爆破、采矿及外来尾矿、废

石、废水和废弃物排入等。外界修通了至坝体的公路，坝体、尾矿库两岸均

有巡库小路，比较通畅。存在的问题是：尾矿库下游有居住、生产等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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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尾矿坝单元

经现场检查和实测图纸，坝体为碾压均质土坝，未严格按照原设计施工。

现坝顶标高 337.41m，坝底标高 311.4m，坝高 26.01m，顶宽 3.85m，坝轴线

长 109m。坝体外坡在+325.48m标高和+313.8m标高处分别已设置马道，从上

至下第一级马道宽 3.16m，第一级马道以上坡比为 1:2.1，以下坡比为 1:2.0；

第二级马道宽 2.49m，第二级马道以下坡比为 1:1.5。外坡标高 306.96m以下

设堆石排水棱体。坝体内坡在+325.47m 标高处分别已设置一马道，马道宽

2.57m，马道以上坡比为 1:2.0，以下坡比为 1:2.0，现尾砂已堆至+323.81m标

高。

通过安全检查表评价，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存在的不足是：1）坝体下游坡

度不符合设计要求；2）顶宽度小于设计宽度；3）坝顶高程与设计不符；4）

坝肩排水沟局部破损；5）通过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计算，尾矿坝坡在正常

工况下和洪水工况下坝坡抗滑稳定系数均不满足规范要求，故尾矿库现状坝

体不稳定，需对其进行治理。

3、防洪排水单元

根据实测图纸和现场踏勘，尾矿库排洪采用溢洪道排洪，溢洪道设在尾

矿坝左岸山谷(区分左右的原则：站在坝上，面朝下游，左手为左，右手为右)。

溢洪道采用正向溢洪堰，采用八字形进口段，由 4.5m渐变至 3.0m，高 1.8～

1.75m，溢洪道进口段高程为 336.14m，水力纵坡 0.01，长 30m，泄槽段为矩

形钢筋砼结构，断面尺寸为宽×高：3×1.2m

库内采用排水斜槽+连接井+排水涵管排水，统一将库区水排至下游回水

池内。

排水斜槽：水平长度 117.4m，水力纵坡 0.138。斜槽最高进水口高程为

340m，目前进水高度+324.96m，采用单格矩型斜槽，尺寸 B×H=0.9m×0.9m,

平盖板，C25钢筋混凝土结构，槽身厚度 250mm。斜槽盖板现场预制，放置

在斜槽周边，随着库内尾矿上升，逐步添加盖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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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委托方未提供工勘资料和施工隐蔽工程资料，无法确定排水涵洞、连

接井的尺寸材质。

存在的问题是：1）坝面排水沟局部有淤堵、垮塌等现象；2）未提供工

勘资料和施工隐蔽工程资料，无法确定排水涵洞、连接井的尺寸材质；3）溢

洪道未建设完成，下游未设置消力池。

4、安全监测设施单元

《安全专篇》设计在尾矿坝布置 2 条观测横断面，共布置 8 个观测点。

观测点布置在马道的外缘。在排水斜槽壁上游增设水位观测标尺，标明正常

运行水位和警戒水位。在尾矿库排水斜槽处设置水位报警器在尾矿坝下游

2.4km 范围内间隔 500m 设置高音喇叭。

坝体上杂草及灌木茂盛，未发现沉降位移监测和浸润线观测设施，企业

停产多年，未提供任何观测记录，排水斜槽处未发现水位观测装置和水位报

警装置，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7.3 评价结论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对照《尾矿库安全规程》

（GB39496-2020）第 6.9条尾矿库隐患及重大险情处理规定，该尾矿库存在

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

通过对大砻下林场尾矿库定性定量分析及现场勘查发现大砻下林场尾矿

库存在以下问题：

1、尾矿库下游建有居住、生产等设施；

2、坝体下游坡度不符合设计要求；

3、顶宽度小于设计宽度；

4、坝顶高程与设计不符；

5、坝肩排水沟局部破损；

6、排水斜槽高度不符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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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通过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计算，尾矿坝坡在正常工况下和洪水工况

下坝坡抗滑稳定系数均不满足规范要求，故尾矿库现状坝体不稳定，需对其

进行治理；

8、坝面排水沟局部有淤堵、垮塌等现象；

9、未提供工勘资料和施工隐蔽工程资料；

10、溢洪道未建设完成，下游未设置消力池；

11、坝体上杂草及灌木茂盛，未发现沉降位移监测和浸润线观测设施，

企业停产多年，未提供任何观测记录，排水斜槽处未发现水位观测装置和水

位报警装置，不能满足安全生产要求。

12、企业提供的图纸无签名、盖章，图纸绘制不符合要求。

据上述情况，本评价认定该无主尾矿库存在重大生产事故隐患，管理部

门应制定并实施重大事故隐患治理方案，消除事故隐患。

建议：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根据“头顶库”的判定

标准，该尾矿库为“头顶库”，停用时间已超过 3年，且存在重大生产事故隐患，

为维持尾矿库的长期安全稳定，根据《关于印发江西省防范化解尾矿库安全

风险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赣应急字[2020]64号）规定，该无主尾矿库应

进行闭库治理并销号。建议该无主尾矿库的管理部门委托有资质的设计单位

进行闭库设计，并报应急管理部门审批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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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人员与尾矿库管理人员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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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附件

1、设计审查批复

2、现场照片

9.附图

1、尾矿库现状图；

2、尾矿坝 A-A’剖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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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顶照片



新余市大砻下矿业有限公司大砻下林场尾矿库闭库安全现状评价报告

南昌安达安全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NCAD-K-X-2022-03682

库面照片


	1.安全现状评价概述
	1.1评价对象和范围
	1.2安全评价目的和内容
	1.2.1评价目的
	1.2.2评价内容

	1.3安全评价依据
	1.3.1法律法规
	1.3.1.1法律
	1.3.1.2行政法规
	1.3.1.3部门规章
	1.3.1.4地方法规
	1.3.1.5地方政府规章
	1.3.1.6规范性文件

	1.3.2标准规范
	1.3.3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1.3.4其他评价依据

	1.4 评价程序

	2.建设项目概述
	2.1建设单位概况
	2.1.1建设单位简介及项目背景
	2.1.2地理位置及交通
	2.1.3库区周边环境

	2.2自然环境概况
	2.3建设项目地质概况
	2.3.1工程地质概况
	2.3.2库区水文地质概况

	2.4尾矿库现状
	2.4.1尾矿库工程建设简介
	2.4.1.1尾矿库库容及等级
	2.4.1.2尾矿坝
	2.4.1.3尾矿坝坝面排水及坝肩排水
	2.4.1.4排洪排水构筑物
	2.4.1.5观测设施
	2.4.1.6辅助设施

	2.4.2尾矿库库址
	2.4.3库容及等级
	2.4.4尾矿坝
	2.4.4尾矿坝坝面排水及坝肩排水
	2.4.5排洪排水构筑物
	2.4.6 观测设施
	2.4.7辅助设施

	2.5尾矿库安全管理现状

	3危险、有害因素辨识
	3.1主要危险、有害因素辨识与分析 
	3.1.1坝体垮塌
	3.1.1.1坝体垮塌的主要原因
	3.1.1.2严重后果

	3.1.2尾矿坝渗流破坏
	3.1.2.1渗流破坏的主要类型
	3.1.2.2渗流破坏的主要原因
	3.1.2.3渗流破坏的后果

	3.1.3坝坡失稳
	3.1.3.1坝坡失稳的主要原因
	3.1.3.2坝坡失稳的后果

	3.1.4尾矿库洪水漫顶
	3.1.4.1造成洪水漫顶的主要原因
	3.1.4.2造成后果

	3.1.5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
	3.1.5.1造成排水、排洪构筑物破坏的主要原因：
	3.1.5.2严重后果

	3.1.6地震灾害和环境影响
	3.1.6.1地震灾害
	3.1.6.2环境影响


	3.2其他危险有害因素
	3.2.1触电
	3.2.2机械伤害、物体打击
	3.2.3高处坠落
	3.2.4淹溺 

	3.3危险、有害因素辩识结论
	3.4重大危险源辨识
	3.5危险、有害因素分析辨识结果
	3.6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4评价方法选择和评价单元划分
	4.1评价单元划分原则
	4.2评价单元划分
	4.3评价方法选择
	4.4评价方法简介
	4.4.1安全检查表分析法
	4.4.2事故树分析法（FAT）
	4.4.3尾矿坝稳定分析
	4.4.4尾矿库调洪演算


	5定性定量评价
	5.1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
	5.1.1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5.1.2总平面布置及库区环境单元评价小结 

	5.2尾矿坝单元
	5.2.1尾矿坝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5.2.2尾矿坝事故树分析法
	5.2.2.1坝体垮塌事故树分析
	5.2.2.2尾矿坝单元洪水漫顶事故树分析

	5.2.3尾矿库坝体稳定性分析
	5.2.4尾矿坝单元评价小结

	5.3防洪排水单元
	5.3.1防洪排水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
	5.3.2尾矿库调洪演算
	5.3.3防洪排水单元安全检查表评价小结

	5.4 安全监测设施单元
	5.5 尾矿库隐患判定
	5.5.1 尾矿库一般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5.5.2 尾矿库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判定
	5.5.3尾矿库重大险情判定
	5.5.4 尾矿库安全隐患判定结果及隐患整改建议


	6.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6.1总平面布置及周边环境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6.2尾矿坝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6.2.1尾矿坝安全检查
	6.2.2尾矿库库区安全检查

	6.3防洪排水系统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6.3.1尾矿库水位控制与防汛
	6.3.2防洪安全检查

	6.4闭库设计对策措施建议
	6.5其他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7.评价结论
	7.1建设项目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
	7.2各单元评价结果
	7.3评价结论

	8.附件
	9.附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