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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矿选矿废渣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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镍钴矿选矿废渣主要产生于镍钴

矿石的破碎、磨矿、分选等过程

中，包括尾矿、废石、废水处理

污泥等。

来源

废渣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离子、

硫化物、有机物等污染物，具有

毒性、酸碱性、放射性等危害特

性。

性质

镍钴矿选矿废渣来源与性质



废渣的堆放和填埋会对土壤、水体和

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破坏生态平

衡，影响动植物生长。

长期接触或吸入废渣中的有害物质会

对人体造成损害，如引发呼吸系统疾

病、皮肤疾病、癌症等。

废渣对环境及人类健康影响

人类健康影响

环境影响



目前，国内外对镍钴矿选矿废渣的处置方法主要包括

堆存、填埋、有价元素回收和综合利用等。其中，堆

存和填埋存在占地面积大、二次污染严重等问题；有

价元素回收和综合利用虽然能够降低废渣的危害性并

实现资源化利用，但技术难度较大且成本较高。

研究现状

未来，随着环保要求的日益严格和资源循环利用技术

的不断发展，镍钴矿选矿废渣的安全处置和资源化利

用将成为研究重点。一方面，需要加强废渣中有价元

素的提取和分离技术研究，提高资源利用率；另一方

面，需要开发高效、低成本的废渣无害化处置技术，

降低环境风险。同时，还需要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和

执行，推动镍钴矿选矿废渣处置技术的规范化和产业

化发展。

发展趋势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安全处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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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废渣的形态特征进行
分类，如粉状、块状、泥
浆状等。

形态分类法 化学分析法 物理性质鉴别法

通过化学分析手段确定废
渣中的主要有害成分及其
含量。

利用废渣的物理性质（如
密度、粒度、磁性等）进
行鉴别。

030201

废渣分类与鉴别方法



通过添加固化剂或稳定剂，
使废渣中的有害成分转化
为低毒性或稳定性物质。

固化/稳定化技术

包括焚烧、热解等方法，
通过高温处理使废渣中的
有害成分分解或转化。

热处理技术

利用微生物的代谢作用降
解废渣中的有害成分，包
括生物浸出、生物吸附等。

生物处理技术

无害化处理技术



通过选矿或冶金手段从废渣中回收镍、钴等有价
金属。

回收有价金属

将废渣作为原料生产水泥、砖瓦等建筑材料，实
现资源化利用。

生产建筑材料

经过适当处理的废渣可作为土壤改良剂，提高土
壤肥力和改善土壤结构。

土壤改良剂

资源化利用途径



风险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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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源辨识

通过对选矿废渣的化学成分、物

理性质、毒性等进行全面分析，

识别出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

成危害的危险源。

风险评估

采用定性和定量评估方法，对识

别出的危险源进行风险评估，确

定风险等级，为后续的风险控制

措施提供依据。

风险监测

建立选矿废渣风险监测体系，定

期对废渣的贮存、运输、处置等

环节进行监测，及时发现潜在风

险。

风险识别与评估方法



针对识别出的风险，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如改进生产工
艺、加强废渣管理、提高员工安全意识等，以降低风险发
生的可能性。

预防措施

针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制定相应的应急预案，明确应
急处置程序、资源调配、人员疏散等方案，确保在紧急情
况下能够迅速响应并妥善处理。

应急预案制定

定期组织应急演练，提高员工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确保
应急预案的有效性。

应急演练

预防措施与应急预案制定



监管体系建立及执行情况

建立健全选矿废渣安全处置的监管体系，包括制定相关法

律法规、完善监管制度、明确监管部门职责等，确保废渣

的安全处置得到有效监管。

执行情况监督

加强对选矿废渣安全处置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对违反规

定的行为进行严肃处理，确保相关法律法规和制度得到有

效执行。

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

建立信息公开制度，及时向社会公布选矿废渣安全处置的

相关信息，鼓励公众参与监督，提高监管的透明度和公信

力。

监管体系建立



工程实践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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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案例介绍及经验总结

01

案例一：某大型镍钴矿选矿废渣安全处置项目

02

采用先进的物理化学处理方法，有效降低了废渣中

有害物质的含量。

实施严格的废渣分类和储存管理，避免了废渣对环

境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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