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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指标及计算方法编写说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建立资源节约型社会、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意见》的主要

目标，我国“十三五”规划建议也提出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坚持节约优先，树立节约

集约循环利用的资源观，加快制定修订一批能耗、水耗、地耗等方面的标准，实施能效和排

污强度“领跑者”制度，加快标准升级步伐。 

国土资源部作为矿产资源管理、规划、保护和合理应用的职能部门，向来注重矿产资源

集约节约利用的标准建设，2011年在第二届“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中增加了“矿

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挂靠在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

所，制定了《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领域标准化“十三五”规划》。 

矿产资源综合利用近年来标准研究较多，并有一项标准出台，但是，矿山固体废弃物循

环利用术语与计算方法仍是空白。制定本标准可以从根本上厘清矿山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

相关概念，为进一步调查评价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矿山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水平，促进

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提高奠定理论基础，为提高促进矿业领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技术

和标准支撑。 

根据相关政策、形势需要及国土资源标准化工作安排，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

用研究所起草了本标准。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1.2 工作过程 

2017年3月，中国地质科学院郑州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编制小组，编制小组

由地质、勘查、采矿、选矿、冶金、综合利用等专业的相关人员组成，这为该标准全面、系

统、准确的制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后标准研究课题组对新疆国土资源厅、四川国土厅、

浙江省国土厅、河北省国土厅、冕宁县国土局、米易县国土局、会理县国土局、富蕴县国土

局、若羌县国土局、哈密市国土局及以上相关地区矿山企业进行了调研，调查了解矿山固体

废弃物循环利用方式及管理、评价、考核等相关指标。 

2017年12月，编写组根据研讨确定的思路、前期资料分析，按照《GB-T 1.1-2009 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并遵循国家相关政策，编写完成了

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18年1月18日-9月，标准编写组多次召开会议对编写完成的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讨论，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8年9月-12月，根据征求意见修改形成送审稿。 

2019年1月27-28日，标准在“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

技术委员会”召开的标准审查会上通过了审查。会上各位委员对标准名称提出修改建议，建

议修改为《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指标及计算方法》。 

2020年2月-5月，编写组根据审查意见，经过讨论并与委员充分沟通交流，完成了委员

意见处理汇总表，修改完成了《矿山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指标及计算方法》(报批稿)。 

2019年9月，标准所属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研究课题于通过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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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2月，标准提交“全国国土资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分技术

委员会”秘书处进行报批前审查。 

2 编制原则、主要内容的论据、新旧标准的对比 

2.1 编制原则 

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矿山固废循环利用水平。 

有利于促进矿山固体废弃物减量化。 

计算结果均衡考虑了矿山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设计单位、管理部门等的诉求。 

本标准规定了金属非金属矿山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过程中的术语定义和计算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金属非金属矿山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的调查、评价、设计和管理。 

2.2 主要内容论据 

2.2.1 废石与尾矿概念 

废石与尾矿概念在业内具有共识，但不同出处定义稍有不同，本规范中明确强调了其“固

体废弃物”这一特点。 

2.2.2 废石产生量与尾矿产生量 

在矿山调研过程中，发现矿山企业对废石与尾矿的产生量、排出量理解存在偏差，在统

计“产生量”时许多矿山企业将其理解成“排放量”，仅将排入排土场、尾矿库的废石量、

尾矿量计入废石产生量、尾矿产生量，人为的减小了废石、尾矿的产生量；导致计算尾矿、

废石利用率时结果偏高。 

基于此，本标准将废石、尾矿产生量定义为“某矿山或者某区域所有矿山当期产生的废

石（或尾矿）质量。”还特别强调指出“废石产生量包括排入排土场的废石量，也包括不出

坑直接用于采矿充填的废石量。” 

2.2.3 废石利用与尾矿利用 

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下，废石与尾矿利用方式有多种方式，废石利用方式包括回收有价

组分、用作建筑材料、用于采矿充填等；尾矿利用方式包括全组分利用和有价组分回收利用。

全组分利用包括生产尾矿砖、水泥、陶瓷材料、微晶玻璃等建筑制品，也可用于井下采空区

充填，还可用于筑路。 

废石与尾矿的利用方式不同，消纳的废石与尾矿存量也不同，为鼓励消纳尾矿存量、综

合利用资源，将废石与尾矿定义为“在当前技术、经济条件、政策和环境许可下，以废石（尾

矿）资源化、减量化为目的，回收废石（尾矿）中有价组分或整体利用废石的活动。” 

2.2.4 废石利用率与尾矿利用率 

将废石与尾矿利用率定义为“废石（尾矿）利用量占当期废石（尾矿）产生量的百分比。” 

废石与尾矿的利用方式不同，消纳的废石与尾矿存量也不同，建筑、采矿充填等利用方

式消纳废石与尾矿量大，而回收有价组分消纳废石与尾矿量少但实现了资源综合利用，从促

进废石与尾矿减量的角度考虑，特别强调指出“废石利用量包括建筑、采矿充填等消耗的废

石质量，也包括回收有价组分得到的精矿质量”“尾矿利用量包括建筑、采矿充填等消耗的

尾矿质量，也包括回收有价组分得到的精矿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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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石综合利用时，采用堆浸法从废石中回收有价组分的，其综合利用量按得到有价组分

质量统计；通过强磁、光电拣选、X射线拣选等预选方法从废石中回收产品进入后续选别流

程的，其综合利用量按进入后续选别流程的矿石质量统计。 

尾矿再选的，尾矿利用量仅包括选矿得到的精矿产品质量，而不是进入选别流程的尾矿

质量。 

2.2.5 废石（尾矿）排放强度 

根据废石（尾矿）排放强度定义“生产单位质量精矿，某矿山或者某区域所有矿山的废

石（尾矿）产生量”。 

矿山生产多种精矿产品的，以主产品精矿为考核对象，其它精矿产品质量以比价法折算

为主产品精矿质量。 

在统计矿石或区域精矿质量时，应注意剔除尾矿综合利用回收的精矿质量。 

3 验证数据分析 

按本标准给出的术语解释和计算方法可得到矿山固体废弃物年产生量、利用量、利用率。 

例1：铁矿山甲开采方式为地下开采，采矿方法为充填法开采，2017年采矿过程中共产

生废石100万吨，其中26万吨直接用于井下充填开采，另外74万吨运出坑口后经强磁选回收3

万吨矿石作为原矿进入选矿系统，另有10万吨用于矿石道路建设、3万吨销售给周边居民，

其余58万吨废石排入排土场。 

则该矿山2017年度排石产生量、废石利用量、废石利用率分别为： 

废石产生量=100万吨 

废石利用量=26万吨+3万吨+10万吨+3万吨=42万吨 

废石利用率Rr= %42%100
100

42
  

     例2：接上例铁矿山甲选矿厂2017年入选矿石500万吨（包括从废石中回收的3万吨原

矿），选别得到160万吨铁精矿和340万吨尾矿。尾矿砂在尾矿车间分级后分出80万吨粗粒部

分全部用于井下充填，该矿山当年开展尾矿制作免烧砖消耗尾矿1.5万吨，其余尾矿排入尾

矿库B。该矿山已闭库的尾矿库A中含有可回收利用的组份，尾矿库A中的48万吨尾矿进入尾

矿再选系统，最终得到精矿0.8万吨（未计入160万吨精矿中），其余47.2万吨尾矿排入尾矿

库B。铁矿山乙选矿厂2017年入选铁矿石100万吨，产生尾矿66万吨。尾矿砂在尾矿车间分级

后得到20万吨粗粒部分全部用于井下充填，其余44万吨排入尾矿库。此外该矿山还将尾矿库

中尾矿分级得到70万吨粗粒部分用于井下充填。 

则矿山甲2017年度尾矿产生量、尾矿利用量、尾矿利用率、废石排放强度、尾矿排放强

度分别为： 

尾矿产生量=340万吨 

尾矿利用量=80万吨+1.5万吨 +0.8万吨 =82.3万吨 

尾矿利用率Rt= %21.24%100
340

3.82
 ； 

废石排放强度DIcr= 吨/吨625.0
160

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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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排放强度DIct= 吨/吨125.2
160

340
  

矿山乙2017年度尾矿产生量、尾矿利用量、尾矿利用率、尾矿排放强度分别为： 

尾矿产生量=66万吨 

尾矿利用量=20万吨+70万吨=90万吨 

尾矿利用率Rt= %36.136%100
66

90
  

尾矿排放强度DIct= 吨/吨94.1
34

66
  

例3：甲、乙、丙、丁四个铁矿矿山，其年度废石产生量、尾矿产生量、废石利用量、

尾矿利用量分别见下表，汇总计算四个矿山的废石利用率、尾矿利用率。 

矿

山 

废石产生

量 

（万吨） 

铁精矿产

量 

（万吨） 

尾矿产生

量 

（万吨） 

废石排放

强 度

（t/t） 

尾矿排放

强度

(t/t) 

废石利用

量 

（万吨） 

尾矿利用

量 

（万吨） 

甲 120 20 60 6 3 20 2 

乙 35 6.5 20 5.38 3.08 5 0 

丙 10 1.1 30 0.91 2.73 10 12 

丁 420 350 600 1.2 1.71 80 130 

废石利用率： 

%66.19%100
4201035120

8010520
4 




rR

 

尾矿利用率： 

%28.20%100
600302060

1301202
4 




tR

 

废石排放强度： 

t/t55.1
3501.15.620

4201035120
4 




crDI  

尾矿排放强度： 

t/t88.1
3501.15.620

600302060
4 




ctDI  

4 采用国内外先进标准对比分析 

经查询，目前国内外无其他相关标准，本标准制定过程未采用其它标准。 

5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无。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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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重大分歧。 

7 强制、推荐和指导性建议 

本标准属于全国矿产资源领域相关标准，适合国土资源管理、研究、调查、评价和标准

制定等部门使用，拟采用推荐性行业标准执行。 

8 贯彻实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建议通过国土资源各级主管部门组织设计院、研究院等相关单位学习并

实施。 

9 废止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 其他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