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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库事故案例分析与事故预测》

前言

尾矿库是许多矿山重要的生产设施，它运行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矿山的生产安全和人民的生命和
财产安全。因此，世界各国在矿山建设中都非常重视尾矿库的建设和管理。美国克拉克大学公害评定
小组的研究表明，尾矿库事故的危害在世界93种事故、公害的隐患中，名列第18位。它仅次于核爆炸
、神经毒气、核辐射等危害，而比航空失事、火灾等其他60种灾害严重，直接引起百人以上死亡的事
故并不鲜见。近年来，我国尾矿库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给社会及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造成了极大
威胁和损害。如1994年7月13日，湖北省大冶有色金属公司龙角山铜矿尾矿库溃坝，死亡28人，失踪3
人；2000年10月18日，地处南丹县大厂镇酸水湾的鸿图选矿厂的尾砂库突然塌坝，造成下游华锡集团
铜坑矿住宅区部分房屋及部分民房倒塌，共造成28人死亡；2007年11月25日，辽宁省海城市鼎洋矿业
有限公司尾矿库发生溃坝事故，造成15人死亡，2人失踪，38人受伤；2008年9月8日，山西省临汾市襄
汾县新塔矿业有限公司发生尾矿库溃坝事故，造成281人死亡，给社会带来极坏的影响。这些触目惊心
的事故灾难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尾矿库事故危害的严重性。因此加强尾矿库安全研究，加大监管力度，
提高监管水平，防范尾矿库事故，确保尾矿库安全运行就显得十分迫切而重要。为了准确地掌握我国
尾矿库及安全情况的现状，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等管理部门多次组织人员对我国尾矿库情况进
行调研，取得了大量数据。据初步统计，目前我国尾矿库数量已达到1万多座。2006年，国家科技部将
“尾矿库风险分级及监测、预警关键技术研究”列为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课题
（2006BAK04801），作者参与了该课题的研究并负责“在役尾矿库现场调研、资料收集和数据统计分
析”的任务研究。在课题研究的基础上，形成了本书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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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尾矿库事故案例分析与事故预测》是基于尾矿库事故统计分析的尾矿库事故预警预测的著作。书中
介绍了尾矿库的基础知识，归纳和总结了影响尾矿库安全的主要因素，并结合“十一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项目（2006BAK04B01）的研究，通过对我国尾矿库以及国内外尾矿库事故典型案例的总结和分
析，研究了溃坝模式、致灾机理等尾矿库事故基础理论，重点研究了基于SPSS的尾矿库事故预测模型
，为尾矿库事故预警预测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尾矿库事故案例分析与事故预测》是一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著作，可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人员、
科技工作者和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参考，也可为尾矿库安全生产的现场技术和管理提供帮助和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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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从工程的角度看这个地方的主要地质问题是：沿洞线地质变化大，均一性差，事故区进口一段
有5～6m，没有塌，两个塌坑之间有10m以上的岩体没有塌，而且这部分保留的岩体有一部分是在原
来施工时发生过高达8m塌方的顶部。岩层倾角缓，对隧洞拱顶稳定不利，特别是沿层面有一层破碎夹
泥层，其厚度为几十公分至一米。这种软弱层面和其他的几组节理裂隙组合使坍塌方体往往形成“歪
头状”，这表明隧洞很可能承受偏压荷载。岩石接近地表风化强烈，裂隙多被泥土状物质充填，遇水
易于冲刷，降低了裂隙面之间的抗剪强度。岩石遇水容易软化，事故区临近取样试验测得软化系数
为0.84～O.4，说明岩石遇水后，强度大大降低。隧洞顶部覆盖岩石较薄，特别是一些坍方体上部的岩
层厚度更薄，不符合坍落拱的形成条件，故有些段落坍落拱的理论不再适用。而且这部分岩体上还堆
积着尾矿，如果岩体的强度不能承受尾矿荷载，这部分荷载势必要作用到衬砌上去。由于岩体裂隙比
较发育、透水性强，加上岩层厚度比较小，容易形成大比降的渗流，对岩体稳定很不利。b.隧洞开挖
过程中，洞口及洞身处发生大量塌方，最大坍落高度在洞顶以上为8m，宽达10～13m（包括设计宽度
），开挖时对塌方段采用了临时支护，衬砌时未进行回填，普遍存在隧洞衬砌与顶部和两侧围岩脱空
，没有形成洞身与围岩的整体联合作用。c.由于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隧洞的结构设计是在未做地质
勘察的情况下进行的，隧洞开挖后又未能对实际的工程地质条件作出正确的判断，竣工的隧洞结构又
和设计条件不一致。因此，作用于隧洞衬砌上的实际荷载与原设计荷载相差较大。第一，隧洞的垂直
山岩压力按普氏理论计算，根据洞口的地质条件明显偏大，因此设计的围岩压力较实际的偏小。第二
，由于处于库内，洞顶未做回填混凝土处理，进洞未做洞脸，渗透水压力必然很大，但设计考虑衬砌
与围岩紧密结合，并在加密排水孔的条件下，未计外水压力，因此结构承受的外水压力与设计条件不
相符。在库水位升高和渗透压力的作用下，岩体稳定性将进一步降低，木支护长期使用势必会腐朽而
失去支承能力，隧洞运行条件逐渐恶化以致岩体失稳现落，外荷载超过了隧洞衬砌结构的承载能力而
使隧洞遭到破坏。d.建设过程中，由于各个管理环节的问题，在施工、竣工验收和新一号井修建时，
对隧洞围岩的不良条件和原非永久性支撑可能给生产带来的不良后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未能及时
采取必要的加固处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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