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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情况

1、编制过程简介

编制背景

依据《马鞍山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试行）》（马标准联〔2018〕1号），马鞍山市两山绿色生态

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及参与单位申报的地方标准《流态固化尾矿应用回填工程技术规程》已拟立项，(编

号：16#)，且于 2024年 12月 20日公示结束。根据其要求，成立了《流态固化尾矿应用回填工程技术

规程》编制组， 按照编制工作大纲认真开展编制工作。

编制组成员有张毅、邓先功、葛雪祥、樊传刚、凌贤长、周国钧、吕龙、韩宏灯、柴梦雨、王蕾、

胡笳、李风军、樊曦、王栋、李宁、汪浩、张春山、张扬、程鹏、吴波、陈智、朱纬、江斌、丁传宝、

马龙、华伟庆、郭彦晨、吴立飞、揣新、张伟、吴铁。

起草过程

标准起草过程：起草单位及参与单位积极筹备本规程编制工作，在市场监督管理局立项公示结束后

马上筹备了启动会议事项，于 2024年 12月 23日，起草单位和参与单位共同召开了编制启动会，成立

了编制组，制定编制工作大纲，负责规程编制的全部工作。编制组设专家组、编写组、办公室、审查组。

根据《马鞍山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试行）》（马标准联〔2018〕1号），编制工作分为初稿编制、征

求意见、送审、报批四个阶段。



审查情况：2025 年 04月 25日，马鞍山两山绿色生态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在公司组织召开了《流态

固化尾矿应用回填工程技术规程》地方标准审查会，来自中国十七冶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专家组成审查

专家组。专家委员会认真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汇报，审阅了相关材料，经质询和讨论，提出了 5条修改建

议，并一致认为，《流态固化尾矿应用回填工程技术规程》制定符合马鞍山本地尾矿处理以及综合利用

相关要求，规程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并通过该规程，建议修改完善后报批。

2、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必要性

尾矿是选矿作业中产生的有用组分含量低且目前无法经济用于工业生产的组分，也是工业固体废弃

物中的主要组成成分。随着矿产资源开采品位的降低，矿山企业磨矿技术的不断提高，致使排入尾矿库

的尾矿颗粒粒径也逐渐出现“细化”现象，直接影响了尾矿库坝体的安全稳定。目前，我国各类尾矿堆

放量超百亿吨，已经严重束缚了矿产行业的绿色发展，加强对尾矿资源化利用符合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和

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要求。马鞍山市是一座因钢设市、因钢立市的资源型城市，长期的矿山资源开采对当

地采矿区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当前，马鞍山市大力推进固体废物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利用，

建设国家“无废城市”。在此背景下，尾矿等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已成为马鞍山市可持续

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尾矿回填技术是一种将尾矿经过处理后回填到地下空区的方法，既解决了尾矿堆

存带来的环境问题，又实现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因此，制定一部流态固化尾矿应用回填技术规程是十分

必要的。

意义

尾矿是我国产量最高的大宗固废之一，大量堆积的尾矿既造成了资源的浪费，也危害了周围生态环

境安全。尾矿堆积导致大量的土地被占用，尾矿的综合治理可实现对尾矿资源环保高效利用，既改善了

环境又实现了对资源的综合利用，意义重大。将尾矿应用于建设工程的回填以及各类区域的充填，使原

本无用的尾矿重新发挥了价值，实现了资源的二次利用，提高了资源的整体利用率；将尾矿用于回填工

程，减少了尾矿在地表的堆积量，降低了环境污染的风险；可以有效减少尾矿堆放所需土地，缓解土地

资源压力。在工程效益层面，预拌流态固化尾矿具有良好的流动性和可塑性，能够根据工程需要进行精

确填充，适用于采空区、地面塌陷区、地下空洞、废弃地下空间、溶洞等的充填，以及基槽、房心土、

管道沟槽等回填，可有效恢复地质结构的稳定性，保证工程质量和安全。利用尾矿进行回填可以减少材

料采购和运输成本，降低工程成本，流态固化尾矿的施工工艺相对简单，不需要进行复杂的处理和加工，

可直接进行泵送或灌注，能够快速完成回填作业，缩短工程建设周期。

3、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制定规则

符合标准化导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

则》的规定起草，确保规程的结构和编写统一规范，包括规程的格式、章节安排、术语定义、条文表述

等方面，使其具有科学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便于使用者理解和执行。

充分调研与协商：编制小组对马鞍山地区尾矿的产生、分布、性质以及工程回填的实际需求和应用

场景进行实地调研；广泛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资料以及类似工程的经验；充分征求了马鞍山相

关部门、企业、科研机构、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多轮协商和讨论，使规程内容符合马鞍山实际工程要求，

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体现地方特色：在遵循国家相关标准和原则的基础上，充分考虑马鞍山的自然环境、地质条件、资

源状况、产业特点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突出地方特色和优势，使地方标准更具针对性和实用

性。

制定依据

国家相关标准：参考相关的国家标准，如 GB36600《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 GB/T50080《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土工试验方法标准》、CJ/T

526《软土固化剂》，CJ/T 486《土壤固化外加剂》在尾矿的成分限值、固化材料的要求、回填材料的

放射性控制、土工试验方法等方面与国家或行业标准保持一致，以保证工程质量和环境安全。

地方实际情况：马鞍山市曾经作为资源型城市，钢铁冶炼是马鞍山市重要的支柱产业之一，产业固

有结构导致马鞍山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产生量均位居全省前列，做好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和

无害化处置已成为我马鞍山市可持续发展必须面临的重大课题。2020年，马鞍山市政府将向山地区生

态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打响新时代绿色生态转型“向山大会战”，尾矿综合利用

对于推动马鞍山“无废城市”建设具有重要意义。马鞍山市通过推进尾矿综合利用项目，致力于打造全

国矿区生态修复示范区，推动全市固体废物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利用，力争在 2025年底实现固废

源头有效减量和综合利用水平明显提升。尾矿经固化处理后用于回填，可实现尾矿从废弃物到有用资源

的转变，提高了矿产资源综合利用率，缓解资源紧张局面，推动资源可持续利用，可有效降低环境污染，

节省尾矿处理成本，保障工程质量，促进产业发展升级。

行业发展趋势：规程制定过程中关注国内外流态固化尾矿回填技术的发展动态，积极吸收先进的技

术成果和经验，将成熟的新技术、新方法、新工艺纳入规程中，推动本地区相关行业的技术进步和可持

续发展。随着新型尾矿固化材料的研发和应用，规程中可以对其性能要求和使用方法进行规定，以鼓励

行业采用更环保、更高效的材料和技术。

现有相关标准情况

现有相关标准主要包括：产品标准，工程标准(包括产品应用标准) 。

(1) 固化剂产品标准：

① CJ/T 526—2018《软土固化剂》，适用范围为固化软土及其 他细粒类土的无机类非水泥固化剂，

规定范围为无机类，定义了软土固化剂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

运输和贮存等。软土固化剂的分类和标记、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 则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适用于固化软土及其他细粒类土的无 机类非水泥胶凝材料。

② CJ/T486-2015《土壤固化外加剂》，适用范围为无机类、有机高分子类、有机无机复合类和离子

类土壤固化外加剂的生产及检验。

(2) 固化剂应用标准：

① CJJ/T286-2018《土壤固化剂应用技术标准》，范围是土壤固化剂使用在道路的路面工程设计、

施工及验收。

② T/CECS 689-2020《固废基胶凝材料应用技术规程》，规范固废基胶凝材料替代水泥，固废基胶

凝材料应用于混凝土材料方面的技术规定。

(2) 固化土填筑方面技术标准

① T/CECS 1037《预拌流态固化土填筑技术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建设工程中预拌流态固化尾矿填筑的设计、施工和验收。



② T/CECS 1175《自密实固化土填筑技术规程》。

(3) 尾矿充填方面标准

① YB/T 4959-2021 《冶金矿山尾矿胶结充填技术规范》

规定了冶金矿山尾矿胶结充填开采、设计和运行等，文件适用于冶金矿山尾矿胶结充填开采、设计、

运行。

② T/CECS 10091-2020 《尾矿充填固化剂》

标准规定了尾矿充填固化剂的组成与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标准适用于尾矿充填固化剂。

4、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详细说明）

主要条款：

本标准的章节由：总则、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设计、施工、质量检验和验收六部分组成。

其中“设计”和“施工”是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总则

明确标准适用于特定地区内流态固化尾矿在各类工程回填中的应用，如采空区、地面塌陷

空洞、废弃地下空间、溶洞的充填，基槽、房心土、管道沟槽等流态固化尾矿回填工程。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标准中引用的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如 GB36600《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

险管控标准》，GB/T 50080《普通混凝土拌合物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1《混凝土物

理力学性能试验方法标准》、GB/T 50082 《普通混凝土长期性能和耐久性能试验方法标准》、

GB/T 50123《土工试验方法标准》，这些文件为尾矿及回填工程的相关指标和要求提供了依据。

术语和定义

对标准中涉及的关键术语，如流态固化尾矿、尾矿固化剂、固化剂掺入比、水固比等进行

明确定义，以便于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

设计

（1）原材料要求：

规定尾矿开展利用前需进行固废属性鉴别，排除危险废物。同时，其重金属含量应满足 GB

36600 规定的二类用地筛选值的限值要求。尾矿放射性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GB 6566《建筑材

料放射性核素限量》的有关规定。工程施工前应对尾矿固化材料有机质、重金属浸出和放射性

进行检测，以符合上述相关标准要求。

（2）配合比设计

设计原则：根据尾矿基工程回填材料的目标用途进行室内配合比试验设计，考虑工程设计

指标参数，宜采用单因素试验、正交试验方案等综合确定固化材料配合比。

试验要求：通过一系列试验，确定满足工程要求的尾矿与尾矿固化材料的最佳配合比，包

括强度、流动度等指标的测试。

（3）技术要求

强度指标：规定不同应用场景下，流态固化尾矿回填材料的强度应达到相应标准，如用于

采空区回填时，需满足一定的抗压强度要求，以承受支撑荷载等。建筑物地下室有抗渗设计时，

肥槽回填固化尾矿的渗透系数应满足设计要求，且不宜大于 1×10-6cm/s。

（4）其他性能指标：可能还包括泌水性、收缩性等指标要求，以满足施工和工程长期使用



的性能需求。例如，流动性要保证材料在浇筑过程中能自动流淌密实，无需过度振捣。

施工

施工准备：包括场地清理、测量放线、施工设备调试等工作，确保施工条件满足要求。

材料搅拌：明确搅拌设备的选择、搅拌时间和速度等参数，保证尾矿与固化材料充分混合

均匀。

浇筑与摊铺：规定浇筑方式（如泵送、溜槽等）和摊铺厚度，以及相邻浇筑层之间的间隔

时间等，确保浇筑质量。

养护：制定养护措施，如养护时间、养护条件（温度、湿度等），保证回填材料强度正常

增长。

质量检验与验收

包括原材料质量检验、拌合性能检验、硬化性能检验以及工程竣工后的验收检测。

检验方法：依据相关国家标准和规范，规定各项指标的检验方法，如重金属含量的检测方

法、强度试验方法等。

验收标准：明确工程验收时各项指标的合格标准，以及验收的程序和组织方式等，确保工

程质量符合设计要求。

主要技术指标、参数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参数

流动性能：流态固化尾矿是将尾矿与固化剂等混合后形成具有类似流体特性的材料，衡量

尾矿在自重或外力作用下流动的能力，通常以流动度值表示，单位为毫米。

强度指标：无侧限抗压强度指的是流态固化尾矿试件在无侧向限制的情况下，抵抗轴向压

力的极限强度。该指标能有效评估尾矿固化后的整体强度特性，是判断流态固化尾矿能否满足

工程需求的重要依据之一，根据使用场景的不同，流态固化尾矿无侧限抗压强度要求也不同。

配合比参数：根据尾矿固化工程回填材料的目标用途进行室内配合比试验设计使尾矿与固

化材料达到最佳比例，满足工程所需的强度、流动性等性能要求

5、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6、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无

7、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8、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贯彻标准要求：涉及流态固化尾矿回填工程的各方主体，包括建设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以及相关

政府监管部门等，都必须组织专门的学习活动。在工程的规划、设计、施工以及验收的全流程中，均要

严格按照地方标准的规定执行。应保持对行业动态的关注，积极参加各类技术培训和交流活动，及时了

解标准的修订情况以及新的技术成果。

措施建议：组织宣贯培训，利用媒体平台宣传，建立监督检查机制，开展技术研发与创新等

9、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10、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没有的请填写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