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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编制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为了指导尾矿库企业编制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做好各

项环境应急准备工作，我部起草了《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编

制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编制指南》），《编

制指南》是对《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工作指南（试行）》附

三《尾矿库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的编制内容》（以下简称《编

制内容》）的完善和补充。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编制的必要性 

（一）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必然要求。《突

发事件应对法》、《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

[2013]101 号）要求企事业单位制定切实可行的应急预案，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对环境应急预案编制备案工作作出

了明确规定，我部印发的《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

办法》对环境应急预案提出了具体要求。为落实相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有必要制定编制指南，指导尾矿库企业解决何时

编、怎么编、编什么的问题。 

（二）提高预案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必然要求。当前，

很多尾矿库企业对预案编制不够重视，有的企业把环境应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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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案等同于安全生产相关预案，对事故可能次生的环境污染

疏于关注，导致造成突发环境事件；还有的企业不了解自身

风险，不掌握可调用应急资源，编制的环境应急预案流于形

式、过于原则，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因此，有必要制定

《编制指南》，规范预案内容，针对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情

景提出应急处置方案编制重点，切实指导尾矿库企业提高预

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编制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七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做好突发环境事件

的风险控制、应急准备、应急处置和事后恢复等工作。企事

业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备案。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第十八条规

定：应急预案应当根据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针对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具体规

定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工作的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和突发事

件的预防与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

复与重建措施等内容。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

六十二条规定：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危险

废物的单位，应当制定以外事故的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并

向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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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进行检查。 

（四）《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七条规

定：可能发生水污染事故的企业事业单位，应当制定有关水

污染事故的应急方案，做好应急准备，并定期进行演练。 

（五）《国务院关于加强环境保护重点工作的意见》（国

发[2011]35 号）指出要“完善以预防为主的环境风险管理

制度，实行环境应急分级、动态和全过程管理，依法科学妥

善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建立更加高效的环境风险管理和应

急救援体系，提高环境应急监测处置能力”。 

（六）《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

101 号）。 

（七）《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尾矿库

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2]32 号）。 

（八）《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

部、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印发深入开

展尾矿库综合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安监总管一[2013]58

号）。 

三、基本原则 

（一）体现以预案为中心的尾矿库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尾矿库一旦发生突发环境事件往往难以控制且对环境危害

严重。因此，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坚持以环境风险防范为核

心，强调把事件消灭在萌芽状态。尾矿库环境风险防范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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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有环境风险评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环境应急预

案管理等三项工作，其中环境风险评估是基础，环境安全隐

患排查治理是手段，环境应急预案是目标，《编制指南》充

分体现了预案的中心地位。 

（二）突出强调突发环境事件的情景分析。我们对我部

2006 年以来直接调度处置的 50 多起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特

点进行详细分析，总结了尾矿库可能发生的突发环境事件情

景，将事件情景作为尾矿库环境风险分析、预警条件设置和

处置措施准备的重要依据，将情景分析法贯穿于《编制指南》

编制的全过程，以此增强预案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实现尾矿库环境应急分级管理。我国 11600 多座

尾矿库中，部分周边无环境敏感点，即使全部泄漏也不会对

环境造成影响，再加上大多数地处偏远，基层环境监管力量

较为薄弱，难以全面监管到位。为此，《编制指南》需要对

不同环境风险等级的尾矿库设置不同的技术要求，一方面督

促、引导和激励尾矿库企业采取科学措施降低环境风险等

级，另一方面指导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据环境风险等级

实施有针对性、深入的、科学的监管。 

四、《编制指南》与《编制内容》的主要区别 

（一）基本结构不同。《编制指南》是对尾矿库企业如

何编制预案进行的具体指导，除规定了预案的内容外，还增

加了适用范围、预案定位、编制依据、工作程序等具有指导



 
 
—  38  —

性的内容。 

1.关于适用范围。主要适用于正常使用尾矿库所在企业

编制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 

2.关于预案定位。明确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属于尾矿库

企业专项预案。 

3.关于编制依据。说明了预案编制可能需要遵循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技术性规范，便于编制单位查找相关规定。 

4.关于工作程序。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等文件要求，根据尾矿

库环境应急预案定位和尾矿库环境应急管理特点，尾矿库企

业编制工作程序包括准备阶段、编制阶段、评审发布更新阶

段和培训演练阶段等。一是准备阶段应当成立编制组，给予

组织人员和经费保障；应当开展应急资源调查、环境风险评

估、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等工作，体现了风险评估、隐患

排查治理和预案之间的关系。二是尾矿库企业在编制阶段应

当从应急组织结构、预警监测和日常检查、预警、响应、应

急监测方案、应急终止等方面组织预案编制。三是评审发布

更新阶段应当确定评审内容和人员、预案发布备案程序、预

案更新的 6 种情形等。四是培训演练阶段应当对培训演练内

容、频次、对象、目的、组织形式等做出了要求，明确了演

练评估的内容与目的。 

（二）调整了预案的主要内容。与《编制内容》的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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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有： 
1.调整了“总则”的有关内容。一是细化了“编制目的”、

“适用范围”、“工作原则”、“预案体系说明”的内容；

二是将“编制依据”作为预案附件，增强预案阅读的连贯性；

三是删除了“事件分级”相关内容，事件级别应该由地方政

府和相关部门根据有关规定确定。 

2.删除了“尾矿库概况”章节，其中要求的“基本情况”

和“工程概况”已经包含在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报告中。 

3.删除了“尾矿库运行过程中存在的危险因素和易发生

的事故种类”章节，相关内容放在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阶段

予以分析阐述。 

4.将“组织机构和职责”调整为“应急组织与指挥”，

主要区别包括：一是按照“内部应急组织机构与职责”和“外

部指挥与协调”的结构，梳理了相关内容；二是细化了对内

部应急组织机构和相关职责的具体指导。 

5.将“预防与预警”调整为“预警”，主要区别包括：

一是删除了“危险源监控”小节，相关内容在环境风险评估、

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以及预案的“预警监测与日常检查”、

“预警条件和预警分级”中予以体现；二是删除了“预防与

应急准备”小节，相关内容纳入“保障措施”中予以规定；

三是将“监测与预警”调整为“预警监测与日常检查”，对

如何开展相关工作进行了具体规定；四是增加了“预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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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预警分级”小节，对如何设定预警条件和预警分级做了具

体规定。 

6.将“应急响应”调整为“应急处置”，主要区别包括：

一是删除“响应流程”小节，不再对应急响应流程和步骤进

行一般性规定；二是将“分级响应”调整为“应急响应分级”，

对如何设定不同应急响应措施做出具体规定；三是删除“启

动条件”小节，在“应急响应分级”中明确规定预警级别与

应急响应级别相对应；四是将“信息报告与处置”调整为“信

息报告和通报”，分别按照“内部接警与上报”和“对外信

息报告与通报”予以阐述；五是删除了“应急准备”内容，

体现预警即响应原则；六是细化了对“应急监测”内容的规

定；七是细化了“应急处置”内容，按照不同尾矿库突发环

境事件情景，对现场处置方法分别予以指导；八是增设了“配

合有关部门应急响应”的有关要求。 

7.删除了“安全防护”章节，相关内容已在不同尾矿库

突发环境事件情景应急处置方案予以细化。 

8.删除了“次生灾害防范”章节，相关内容应当主要由

尾矿库安全生产相关应急预案予以规定。 

9.将“善后处置”调整为“后期处置”，增设“评估与

总结”小节，细化了对相关内容的规定。 

10.调整“应急保障”为“保障措施”，强调了“人力资

源保障”、“财力保障”和“物资保障”，将通讯和技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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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纳入“其他保障”中予以规定。 

11.删除了“预案管理”章节，相关内容已经在“工作程

序”等章节中做出了具体规定。 

12.对附件进行了调整。 

（三）增设了尾矿库场外环境应急专篇内容。《编制指

南》明确，重大环境风险尾矿库企业应当组织编制尾矿库场

外环境应急专篇，在征求相关部门的意见并修改后，一并报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场外环境应急专篇的主要内容包

括：提出的建设环境风险防控设施、应急设施以及应急物质

储备等建议；提出地方政府和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急监测方

案，明确监测结果分析的具体工作要求；提出应急处置措施

建议，编制应急处置方案，明确方案具体内容和实施单位建

议，其中明确尾矿库企业可以配合的现场处置工作。 

五、需要说明的重点问题 

（一）关于《编制指南》的适用范围。《编制指南》仅

适用于正常使用的尾矿库，这样规定主要有如下原因：一是

正常使用的尾矿库管理较为规范，便于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

体责任；二是闭库、回采、在建的尾矿库不具备完整的尾矿

库构造，无法利用《尾矿库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方法》进行定

量评估，难以编制针对性和操作性强的环境应急预案；三是

闭库、回采工作主要是由安全生产监管、工业信息等部门在

推动。因此，《编制指南》不适用于废弃、无主、闭库、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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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在建等非正常使用的尾矿库。 

（二）关于尾矿库相关预案之间的衔接。尾矿库是矿山

采选和冶炼企业的一部分，目前尾矿库相关预案主要有四

类：一是重点监管尾矿库企业按照《编制指南》，针对尾矿

库环境应急管理特点，在尾矿库企业环境应急预案的框架

下，单独编制的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二是尾矿库企业按照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管理暂行办法》要求编制的环境应

急预案，可能会有尾矿库环境应急预案内容；三是地方政府

及其相关部门为了保障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置工作

的高效有序开展，按照《突发事件应对法》要求在尾矿库环

境应急预案的基础上编制的尾矿库环境应急专项预案；四是

尾矿库企业编制的尾矿库安全生产相关预案，可能会对有效

预防和妥善处置尾矿库生产安全事故次生的环境污染等做

出规定。《编制指南》明确了以上四类预案之间的衔接方法。 

（三）关于尾矿库场外环境应急专篇。尾矿库突发环境

事件具有特殊性，一旦发生会影响尾矿库企业厂区外环境，

应急处置工作需要尾矿库企业、政府和相关部门、周边企事

业单位和群众的合作才能完成。因此，《编制指南》要求重

大环境风险尾矿库企业编制场外环境应急专篇作为尾矿库

环境应急预案的一个章节。尾矿库场外环境应急专篇的工作

思路是：由企业编制，重点说明尾矿库突发环境事件现场处

置中企业、政府以及相关部门的工作内容，在征求相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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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见并修改后，一并报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备案。这样规定

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有利于实现企业环境应急工作和政府

应急工作之间的有效衔接，提高现场处置工作的效率和针对

性；二是为政府编制尾矿库环境应急专项预案奠定基础；三

是有利于切实落实企业环境安全主体责任。 

（四）关于预警即响应。《编制指南》规定的“预警即

响应”，是指尾矿库企业在预警监测或者日常检查工作中，

发现达到预警条件的危险因素时，要及时按照预案的规定发

布预警，并即刻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的过程。这样规定更

加符合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预警、第一时间响应”

的应急工作原则；省略了预警措施、应急响应准备等环节，

一是利于应急工作人员的理解和落实；二是能切实提高应急

工作效率；三是利于细化应急响应措施，提高预案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