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1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述项目的建设背景、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扩建）、开

采方式和采矿方法等基本情况，评价项目委托方及评价要求、评

价工作过程等。

1.评价对象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目录（试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5号）和有关法律

法规等，明确评价对象、评价项目名称和安全预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一般不包含炸药库和选矿厂。

1.2 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列出该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应遵循的安全生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

件。

每个层次内按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法律法规应为最新

版本，并标注其文号及实施日期，要有针对性和完整性，要有序

排列。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6743.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1746743.htm


1.2.2标准规范

列出预评价采用与建设项目相关的现行标准（包括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程、规范，并标注其标准号。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顺序排列，每个层次

内按照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标准规范应为最新版本，并为

现行有效。

所列标准应与本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相关，在报告中没有引

用到的标准规范不列入。

1.2.3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所依据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资料：

（1）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建设项目地质勘探报告或地质报告；

（3）建设项目矿岩力学性质试验报告等。

技术资料应列出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相关内容。

1.2.4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预评价委托书（任务书、合同书）；

（2）安全预评价的其他依据。

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历史沿革、经济类型、隶属关系等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背景及立项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隶属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矿区周

边环境（包括村庄、建构筑物、地表水体、河流）等。

2.2 自然环境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形地貌、气候（包括降雨量、风向、主导风

向、气温、高寒高原地区的冻土深度、最高洪水位或山洪特征）、

地震烈度、区域经济地理概况等。

2.3 建设项目地质概况

2.3.1矿区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在大地构造中的位置、出露地层、脉岩和区域

构造等区域地质情况。

简要介绍矿区地层、地质构造和岩石等矿区地质情况。

2.3.2水文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表水系，矿区水文地质类型、导水构造性质、

分布、埋藏条件、与矿体的空间关系，矿坑涌水量预测，并说明

其复杂程度等。

2.3.3工程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工程地质岩组、岩体结构特征、工程地质特征、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可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并说明其复

杂程度。



2.3.4矿床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体特征、矿石特征、夹石（层）分布规律及岩性

特征、顶底板围岩、矿岩物理力学性质（包括密度、弹性模量、

泊松比、内摩擦角、粘聚力等参数）等。

2.4 工程建设方案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工程建设方案主要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2.4.1矿山开采现状

改建或扩建工程，应简要说明矿山开采现状、特点及存在的

主要问题，本项目的利旧工程、现有辅助设施、老空区的治理措

施等。

2.4.2建设规模及工作制度

简要介绍地质储量及范围、设计可采储量、矿山生产规模、

工作制度等。

2.4.3总图运输

简要介绍矿区总体布置、总平面布置和内外部运输等。

如果改建或扩建工程导致其工业场地布局和开拓运输方式

发生了变化，并对开拓运输和原总图布置产生影响，应进行介绍；

如果只增加作业面扩大产能或采用新工艺，未对原开拓运输和总

图布置产生影响，可不作介绍。

2.4.4开采范围



简要介绍开采对象、开采范围、矿区开采顺序。露天地下联

合开采时，论述露天、地下的合理界限和相互关系等。

2.4.5开拓运输

简要介绍开拓运输方式、安全出口、岩体移动范围、主要开

拓工程、支护（包括井筒支护、巷道支护）、中段布置、提升和

运输设备设施等。

简要说明井下溜破系统组成和配置情况，包括破碎硐室安全

出口、破碎设备运动部件周边的安全护栏设置、运输皮带参数等。

2.4.6采矿工艺

简要介绍选用的采矿方法及采场结构参数、回采工艺和采空

区处理、采场支护（包括采场顶板和侧帮、底部结构等的支护）

等。对于采用充填采矿方法的矿山，应简要介绍充填材料及其物

理力学参数（包括密度、弹性模量、泊松比、内摩擦角、粘聚力），

充填料制备及输送、充填系统计量和控制等。

简要说明井下爆破器材库的位置、炸药和爆破器材储存量、

爆破器材库独立回风道设置情况等。

简要说明采掘作业面爆破作业的凿岩设备、炮孔参数、排间

距、炸药类型、装药方式、起爆方式。

采用地下原地浸出或原地爆破浸出采矿时，应说明防止溶液

向非采矿区域渗透所采取的处理措施及检测方法、技术手段等。

2.4.7通风系统



简要介绍专用进风井及专用进风巷道、专用回风井及专用回

风巷道和主要通风机、控制系统。

简要介绍通风方式、风量和风压计算、风流风量控制措施、

局部通风和主要通风装置和通风构筑物等。

2.4.8矿山供配电设施

简要介绍矿山供电电源、输送线路个数及线路长度、总降压

主变压器容量、地表向井下供电电缆、井下各级配电电压等级、

电气设备类型、高低压供配电中性点接地方式、照明设施等。

2.4.9防排水与防灭火系统

简要介绍矿井涌水量（包括矿山正常涌水量和最大涌水量估

算过程及结果），需要排除的采矿废水量、充填溢流水量、矿山

正常排水量和最大排水量、防排水方案、防排水设备设施和突水

预防措施（探、放水设备等），采用的排泥方式、排泥设备及管

路选择计算、排泥泵房的设置位置，主水仓、井底水仓、接力排

水水仓，井下消防供水系统和具有自燃倾向性矿山防灭火措施

等。

2.4.10 排土场（废石场）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日排岩量、排土场选址、排土工艺、排土

场堆置要素、防洪排水设施、排土场堆置物料力学性质（主要包

括重度、粘聚力、内摩擦角等参数）等。

2.4.11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简要介绍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

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建设方案。

2.4.12 压风及供水系统

介绍压风设备及辅助设施，供水系统及设备等。

2.4.13 安全管理及其他

新建工程，简要介绍企业生产组织及劳动定员、投资估算等。

改建或扩建工程，简要介绍企业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

理人员配备、专用安全设施投资、劳动定员、规章制度、应急救

援、热工及暖风等。

3.定性定量评价

针对建设项目的特点，分单元辨识项目投产后的危险、有害

因素，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预测事故后果严重等级；评价

项目建设方案与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符合性；采

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分析评价其安全性及其发生事故后的后果。

改建或扩建工程，应在每个评价单元中分析和评价中利旧系

统、与原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等。

评价单元一般划为：总平面布置、自然灾害、开拓、提升和

运输、采掘、通风、供配电设施、防排水与防灭火、排土场（废

石场）、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安全管理（改建或扩建工程）和

重大危险源辨识等。评价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建设特点，选择适合

本项目的评价单元。



一般宜选用但不局限于以下方法进行评价：安全检查表法、

预先危险性分析法、类比分析法等定性评价方法；解析法、工程

类比法、数值仿真和相似材料模拟、现场试验等定量评价方法对

矿岩稳定性、保安矿柱稳定性、爆破震动效应、地表塌陷错动范

围或地表移动影响范围、水灾蔓延、火灾烟流蔓延规律等进行评

价。

3.1 总平面布置单元

根据建设项目建设方案、区域工程地质、水文地质、地表移

动影响范围等，对采矿工业场地（主、副井工业场地）、辅助工

业场地（风井、充填井等工业场地）、相关建筑物和设施等总体

位置选择相互关系及影响进行安全分析与符合性评价。

分析矿山开采和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

崩落法和空场法开采矿山，应根据塌陷理论计算地表塌陷错

动范围；充填法开采矿山，宜采用类比法对地表塌陷错动范围进

行评价。

对可能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暴雨、山洪等灾害的矿区，

应提出由相关单位开展灾害评估的建议。

3.2 开拓单元

辨识开拓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

定性评价。



主要从安全出口（包括通往地表的安全出口、中段和分段的

安全出口，破碎站、装矿皮带道和粉矿回收水平的安全出口），

中段布置，井筒支护、巷道支护（含平巷、斜巷、斜井、斜坡道

等）和硐室支护，保安矿柱（“三下”开采保安矿柱、境界保安

矿柱、井筒保安矿柱、露天地下联合开采保安矿柱以及其他保安

矿柱）等方面进行符合性安全定性评价。

应采用“三下”开采保安矿柱留取理论或数值模拟对保安矿

柱进行稳定性计算。

保安矿柱稳定性计算可委托相关的科研院所或其他单位完

成，但应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3 提升和运输单元

辨识提升和运输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

危险度定性评价。

竖井主要从提升高度、提升方式（单罐笼、双罐笼），一次

最多允许提升人员数量，钢丝绳规格参数，不同工况下的钢丝绳

安全系数，悬挂装置及其安全系数，提升钢丝绳最大静张力和静

张力差、静张力比，钢丝绳静防滑安全系数、动防滑安全系数；

井筒断面、支护情况、梯子间设置；尾绳保护设施，提升容器防

过卷设施、防过放设施、防坠设施，井口和各中段马头门的安全

门、安全护栏、阻车器设置，提升和运输信号系统等方面进行符

合性评价。



带式输送机从胶带机的头部标高、尾部标高、水平长度、提

升高度等基本参数，胶带种类、带宽、带强、带速、胶带安全系

数、驱动滚筒及拉紧滚筒、改向滚筒参数选择，胶带机驱动方式

与驱动装置、拉紧方式与拉紧装置布置、胶带机控制方式；带输

送机的安全护罩、安全护栏、梯子、扶手；各种闭锁和机械、电

气保护装置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对斜井断面布置、斜井支护、斜井防跑车装置，躲避硐室、

人行道与轨道之间的安全隔离设施，梯子和扶手设置情况，井口

安全门、阻车器、安全护栏、挡车设施等方面进行定性评价。

有轨运输系统（含装矿硐室、卸矿硐室）从运输巷道断面布

置、采用的运输设备及其参数、人行道、躲避硐室、水沟、坡度

设置；装载站和卸载站的安全护栏、人行巷道的水沟盖板设置情

况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无轨作业要从人行道或躲避硐室、水沟及盖板、卸载硐室的

安全车挡和护栏及门禁系统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井下粗破碎系统主要从破碎设备运动部件周边的安全护栏

设置、运输皮带是否阻燃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3.4 采掘单元

辨识采掘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

定性评价。



主要从采掘作业场所及环境、采掘方法、设备及作业过程、

井巷支护、顶板管理和采空区处理等方面进行安全分析与评价。

如果采用充填采矿方法，需从矿山充填系统、充填材料、充填工

艺、充填情况检查及观测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根据井下爆破器材库位置设置及采掘作业面的爆破作业，对

井下爆破作业进行符合性评价。

地下原地浸出采矿和原地爆破浸出采矿的防渗工程及对溶

液渗透的监测系统，原地浸出采矿引起地表塌陷、滑坡的防护及

治理措施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根据爆破类型对井下爆破震动效应进行定量评价分析。

生产中段在地面最低安全出口以下垂直深度超过 300m 或生

产建设规模为大、中型矿山，应根据采场的设计参数或矿体及围

岩物理性质进行解析法、数值模拟法或工程类比法进行以下定量

评价：

（1）空场法开采的矿山应根据采场结构参数对顶板稳定性

进行定量评价；

（2）阶段空场与分段空场嗣后充填采矿矿山，根据采场结

构参数进行稳定性定量评价，同时对充填体的作用效果进行分

析。

稳定性定量评价内容可委托相关的科研院所或其他单位负

责完成，但应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5 通风单元

辨识通风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

定性评价。

主要从通风设备设施，通风效果与质量，特殊作业点通风要

求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对矿山通风系统风量能力等应进行定量评价。

3.6 供配电设施单元

辨识矿山供配电设施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

进行危险度定性评价。

主要从矿山供电电源、线路及其长度、总降压主变压器容量

及地表向井下供电电缆，井下各级配电电压等级，电气设备类型，

高、低压供配电中性点接地方式，高、低压电缆，地表架空线转

下井电缆处防雷设施，高压供配电系统继电保护装置，照明设施，

总计算负荷、采矿部分计算负荷及一级负荷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

价。

3.7 防排水与防灭火单元

辨识矿山防排水与防灭火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

素并进行危险度定性评价。

重点针对矿井水害，结合矿山的水文地质条件和涌水量等基

本情况，主要从地面防治水设施及措施、井下排水系统及排水能

力、井下防透水措施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对矿山井下消防供水系统、灭火装置、消防器材配备、火灾

信号设置，具有自燃倾向性矿山防灭火技术措施等方面进行安全

分析与评价。

根据防排水要求，对设计的防排水能力进行校核。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矿山应采用定量评价方法分析突水蔓

延的范围，为提出防水对策措施提供依据。

对于有自燃倾向性的矿山应进行火灾烟流蔓延规律模拟分

析。

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矿山的突水蔓延和自燃倾向性矿山的火

灾烟流蔓延规律计算等定量评价可委托相关的科研院所或其他

单位负责完成，但应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8 排土场（废石场）单元

辨识排土场单元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

性评价。

主要从排土场选址、排土场堆置要素、排土作业方法及过程、

排土场截洪防洪及排水设施、排土场防止泥石流设施、排土场安

全防护设施、日常安全监测与检查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三级以上排土场应采用数值模拟或余推力法计算安全系数，

并对其稳定性进行定量评价。

3.9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单元



重点针对火灾、有毒有害气体、地压灾害、通风系统监测、

视频监控等，从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

压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的建设方案进行符

合性评价。

3.10 安全管理单元

改建或扩建工程，主要从安全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人员配备、

规章制度、应急救援和矿山特种设备管理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

价。

3.11 重大危险源辨识

依照重大危险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辨识建设

项目存在的重大危险源。

4.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根据定

性定量预评价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分单元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应的

安全技术与管理措施或建议，为《安全设施设计》的编写提供参

考，提出的安全措施或建议应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尽量推广

先进适用技术和工艺，同时安全措施也可是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

的研究成果。

5.评价结论

简要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指出评价对象应重点防范的

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明确应重视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明确评价



对象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在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能否得到控

制以及受控的程度如何。

给出评价对象从安全生产角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6.附图

报告宜附有以下图纸和照片，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

（1）矿区及周边区域地形图；

（2）总平面布置图；

（3）开拓系统纵投影图；

（4）典型采矿方法图；

（5）通风系统示意图；

（6）排水系统图；

（7）周边环境相关照片；

（8）评价项目组部分人员在现场调研照片。

以上相关图纸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相关图纸。

图纸应字迹线条清晰、签字盖章齐全、版面大小合适。有彩

色内容的图纸宜彩色打印。



附件 2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述项目的建设背景、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扩建）、开

采方式和开拓运输方案等基本情况，评价项目委托方及评价要

求、评价工作过程等。

1.评价对象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目录（试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5号）和有关法律

法规等，明确评价对象、评价项目名称和安全预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一般不包含地面炸药库和选矿厂。

1.2 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列出该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报告应遵循的安全生产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

件。

每个层次内按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法律法规应为最新

版本，并标注其文号及实施日期，要有针对性和完整性，要有序

排列。



1.2.2标准规范

列出预评价采用与建设项目相关的现行标准（包括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程、规范，并标注其标准号。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顺序排列，每个层次

内按照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标准规范应为最新版本，并为

现行有效。

所列标准应与本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相关，在报告中没有引

用到的标准规范不列入。

1.2.3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所依据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资料：

（1）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建设项目地质勘探报告或地质报告；

（3）建设项目试验报告等。

技术资料应列出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相关内容。

1.2.4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预评价委托书（任务书、合同书）；

（2）安全预评价的其他依据。

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历史沿革、经济类型、隶属关系等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背景及立项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隶属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矿区周

边环境（包括村庄、建构筑物、地表水体、河流）等。

2.2 自然环境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形地貌、气候（包括降雨量、风向、主导风

向、气温、高寒高原地区的冻土深度、最高洪水位或山洪特征）、

地震烈度、区域经济地理概况等。

2.3 建设项目地质概况

2.3.1矿区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在大地构造中的位置、出露地层、脉岩和区域

构造等区域地质情况。

简要介绍矿区地层、地质构造和岩石等矿区地质情况。

2.3.2水文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表水系，矿区水文地质类型、分布、埋藏条

件、与矿体的空间关系及其特征，矿坑涌水量预测，并说明其复

杂程度等。

2.3.3工程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工程地质岩组、岩体结构特征、工程地质特征、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可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并说明其复

杂程度。

简要说明露天矿山岩体主要物理力学参数（主要包括抗压强



度、抗剪切强度、自然容重、内摩擦角、粘聚力、弹性模量、泊

松比等参数）。

2.3.4矿床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体特征、矿石特征、夹石（层）分布规律及岩性

特征、顶底板围岩、矿岩物理力学性质（主要包括密度、弹性模

量、泊松比、内摩擦角、粘聚力等参数）。

2.4 工程建设方案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工程建设方案主要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内容。

2.4.1矿山开采现状

改建或扩建工程，应简要说明矿山开采现状、特点及存在的

主要问题，本项目的利旧工程、与原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现

有辅助设施等。

2.4.2建设规模及工作制度

简要介绍地质储量及范围、设计可采储量、矿山生产规模、

服务年限、工作制度等。

2.4.3总图运输

简要介绍矿区总体布置、总平面布置和内外部运输等。

如果改建或扩建工程导致其工业场地布局和开拓运输方式

发生了变化，并对原开拓运输和总图布置产生了影响，应进行介

绍；如果只增加作业面扩大产能或采用新工艺，未对原开拓运输



和总图布置产生影响的，可不作介绍。

2.4.4开采范围

简要介绍开采对象、开采范围、矿区开采顺序。露天地下联

合开采时，论述露天、地下的合理界限和相互关系等。

2.4.5开拓运输

简要介绍开拓运输方式，露天采场各台阶与采矿工业场地、

储矿仓、排土场等的联系，运输设备、设施等。

2.4.6采矿工艺

简要介绍露天采场境界方案、采剥方法、采剥工艺及参数、

穿孔爆破参数、装载等。

2.4.7通风防尘系统

简要介绍胶带运输斜井和平硐溜井等工程的通风防尘设施

等。

2.4.8矿山供配电设施

简要介绍矿山供电电源、线路及总降压主变压器容量、电气

设备类型、高低压供配电中性点接地方式、照明设施等。

2.4.9防排水系统

露天矿山简要介绍防洪设计标准，汇水量和涌水量、允许淹

没条件、防排水方案和排水设备设施，采场消防供水系统等。

2.4.10 排土场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日排岩量、排土场选址、排土工艺、排土



场堆置要素、防洪排水设施、排土场堆置物料力学性质（主要包

括密度、粘聚力、内摩擦角）等。

2.4.11 安全管理及其他

新建工程，简要介绍企业生产组织及劳动定员、投资估算等。

改建或扩建工程，简要介绍企业安全管理机构设置、安全管

理人员配备、专用安全设施投资、劳动定员、应规章制度、应急

救援、热工及暖通等。

3.定性定量评价

针对建设项目的特点，分单元辨识项目建设中的危险、有害

因素，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预测事故后果严重等级；评价

项目建设方案与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符合性；采

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分析评价其安全性及其发生事故后的后果。

改建或扩建工程，应在每个评价单元中分析和评价中利旧系

统、与原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等。

评价单元一般划为：总平面布置、自然灾害、矿山开拓运输、

采剥、通风系统（有井巷工程时）、矿山供配电设施、防排水、

排土场、安全管理（改建或扩建工程）、重大危险源辨识等。评

价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建设特点，选择适合本项目的评价单元。

一般宜选用但不局限于以下方法进行评价：安全检查表法、

预先危险性分析法、类比分析法、专家评议法、事故统计分析法

等定性评价方法；解析法、工程类比法、数值仿真和相似材料模



拟、现场试验等定量评价方法对边坡稳定性、爆破震动效应等进

行评价。

3.1 总平面布置单元

根据建设项目建设方案，以及区域工程地质、水文地质、露

天爆破警戒线等，以及矿山开采和周边环境的相互影响，对采矿

工业场地、相关建筑物和设施等总体位置选择相互关系及影响进

行安全分析与符合性评价。

对可能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暴雨、山洪等灾害的矿区，

应提出由相关单位开展灾害评估的建议。

3.2 开拓运输单元

辨识该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

性评价。

汽车运输从矿山运输线路级别、运输道路的缓坡段、运输道

路最小竖曲线半径、道路宽度、最小平曲线半径、最大纵坡，设

备设施及安全装置，矿山运输作业及作业环境等方面进行符合性

定性评价。

带式输送机从胶带机的头部标高、尾部标高、水平长度、提

升高度等基本参数，胶带种类、带宽、带强、带速、胶带安全系

数、驱动滚筒及拉紧滚筒、改向滚筒参数选择，胶带机驱动方式

与驱动装置、拉紧方式与拉紧装置布置、胶带机控制方式；带输

送机的安全护罩、安全护栏、梯子、扶手；各种闭锁和机械、电



气保护装置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铁路运输从对运输线路的安全护栏、防护网、挡车设施、道

口护栏的设置的说明，道路岔口交通警示报警设施的设置的说

明，布置在巷道内的铁路线从主要的设计参数、支护方式和参数

和相关安全设施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如果露天矿山有胶带运输斜井和平硐溜井等井巷工程，还需

对这些井巷工程的支护等方面进行评价。

3.3 采剥单元

辨识该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

性评价。

露天矿山主要从地质条件、采场境界及作业环境，采掘要素

（安全平台、清扫平台、运输平台）、采剥方法、设备及作业过

程，露天采场边坡、道路边坡、破碎站和工业场地边坡的安全加

固及防护措施，穿孔爆破工艺、方法和作业过程，设计规定保留

的矿（岩）体或矿段，溜井底放矿硐室的安全通道及井口的安全

挡车设施、格筛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最终边坡高度 60m 以上的采场边坡应采用极限平衡法等计

算方法对边坡稳定性进行计算。

最终边坡高度 200m 以上（含 200m）的采场边坡稳定性计算

应结合数值模拟确定其破坏模式，并结合极限平衡法计算稳定性

系数。



对爆破震动效应进行定量评价分析。

采场边坡稳定性计算定量评价可委托相关的科研院所或其

他单位负责完成，但应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4 通风系统单元

辨识通风系统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

险度定性评价。

如果露天矿山有胶带运输斜井和平硐溜井等井巷工程，则主

要从通风设备设施，通风效果与质量，特殊作业点通风要求等方

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矿山通风系统风量能力应进行定量评价。

3.5 矿山供配电设施单元

辨识供配电设施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

危险度定性评价。

主要从供电线路的回路数、矿山供配电设施、输送线路长度，

高（低）压供配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采场供配电系统的各级

配电电压等级、采场架空供电线路、供电电缆以及保护和避雷设

施、采场各用电设备和配电线路的继电保护装置、采场及排土场

照明设施，总计算负荷、采矿部分计算负荷及一级负荷等方面进

行符合性评价。

3.6 防排水单元

辨识矿山防排水单元可能存在的主要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



危险度定性评价。

重点针对矿山水害，结合矿山的地形地貌、气象、水文地质

条件和涌水量等基本情况，主要从露天采场的排水系统及排水能

力、防洪措施等方面进行安全分析与评价。

根据防排水要求，对防排水能力进行校核。

3.7 排土场单元

辨识排土场单元可能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

性评价。

主要从排土场选址、排土场堆置要素、排土作业方法及过程、

排土场截洪防洪及排水设施、排土场防止泥石流设施、排土场安

全防护设施、日常安全监测与检查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三级以上排土场应采用数值模拟或余推力法计算安全系数，

对其稳定性进行定量评价。

排土场安全系数计算定量评价可委托相关的科研院所或其

他单位负责完成，但应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8 安全管理及其他单元

改建或扩建项目，主要从安全管理机构设置、管理人员配备、

规章制度、应急救援和矿山特种设备管理等方面进行安全符合性

评价。

3.9 重大危险源辨识单元

依照重大危险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辨识建设



项目存在的重大危险源。

4.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根据定

性定量预评价存在的问题或不足，分单元有针对性地提出对应的

安全技术与管理措施或建议，为《安全设施设计》的编写提供参

考，提出的安全措施或建议具有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尽量推广先

进适用技术和工艺，同时安全措施也可是具有先进性和前瞻性的

研究成果。

5.评价结论

简要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指出评价对象应重点防范的

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明确应重视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明确评价

对象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在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能否得到控

制以及受控的程度如何。

给出评价对象从安全生产角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6.附图

报告宜附有以下图纸和照片，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

（1）矿区及周边区域地形图；

（2）总平面布置图；

（3）最终境界平面图；

（4）典型勘探线剖面图；



（5）排水系统图；

（6）评价项目组部分人员在现场调研照片。

以上图纸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相关图纸。

以上图纸应字迹线条清晰、签字盖章齐全、版面大小合适。

有彩色内容的图纸宜彩色打印。



附件 3

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建设项目
安全预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述项目基本情况、项目性质（新建、改建、扩建）、评价

项目委托方及评价要求、评价工作过程等。

1.评价对象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及范围

根据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全

设施目录（试行）》（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5号）和有关法律

法规等，明确评价对象、评价项目名称和安全预评价范围。

评价范围宜从空间角度或生产系统角度进行描述。

评价范围包括库内回水浮船或运输船，但一般不包括尾矿库

输运管道和回水管道。

1.2 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列出预评价依据的现行国家有关安全生产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规范性文件。

每个层次内按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法律法规应为最新

版本，并标注其文号及实施日期，要有针对性和完整性，要有序

排列。



1.2.2标准规范

列出预评价采用与建设项目相关的现行标准（包括国家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规程、规范，并标注其标准号。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顺序排列，每个标准

层次内按照发布时间的先后顺序列出。列出的标准规范应为最新

版本，并为现行有效。

所列标准应与本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相关，在报告中没有引

用到的标准规范不列入。

1.2.3项目技术资料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预评价所依据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但不

限于下列资料：

（1）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2）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报告；

（3）建设项目试验报告；

技术资料应列出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相关内容。

1.2.4其他评价依据

（1）安全预评价委托书（任务书、合同书）；

（2）安全预评价的其他依据。

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项目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历史沿革、经济类型、隶属关系等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背景及立项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等。

2.2 自然环境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形地貌、气候（包括降雨量、风向、主导风

向、气温、冻土深度）、地震烈度等。

2.3 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质情况，库区地层、地质构造和岩石等库区

地质情况，库区自然地质现象，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和特征，库

区工程地质岩组、岩体结构特征、工程地质特征等工程地质情况。

应重点说明存在哪些不良地质条件。

2.4 建设方案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建设方案主要内容，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2.4.1尾矿库现状

改建或扩建工程，应详细描述尾矿库原设计情况、生产运行

情况、尾矿库现状及本次加高扩容或改造工程对现有尾矿库设施

的利用情况。

2.4.2库址选择

简要介绍尾矿库位置、地形地貌、库区周边环境、上游同一

沟谷内情况、下游居民及重要设施情况等。

2.4.3库容、等别



简要介绍尾矿库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相关基础数据，主要包括

库容、尾矿坝坝高、等别、主要构筑物级别、最小安全超高、最

小干滩长度、防洪标准、尾矿坝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最小浸润线

埋深、浸润线控制等。

2.4.4尾矿坝

简要介绍初期坝（主要包括初期坝位置、初期坝类型、坝基

处理、坝体结构参数和筑坝材料等）、尾矿堆积坝（主要包括筑

坝方法、子坝结构参数、坝肩截水沟、坝面排水沟及护坡等）、

排渗设施和防渗措施等。

湿式堆存简要介绍入库尾矿的组分、粒径分布、含水量、密

度、材料力学性能参数、尾矿生产量、排尾方式等。

尾矿干式堆存简要介绍尾矿筑坝碾实要求、排放方式、台阶

高、布料范围；尾矿脱水指标、入库尾矿含水率、入库尾矿材料

力学性能参数等。

2.4.5防排洪

简要介绍尾矿库防排洪系统方式及布置等。

2.4.6安全监测

简要介绍位移、浸润线、干滩、库水位和降水量等安全监测

方案。

三等及三等以上尾矿库应简要介绍在线监测系统方案。

2.4.7干式尾矿运输



简要介绍干式尾矿运输方式及其主要设施。

2.4.8库内船只

简要介绍库内回水浮船或运输船及其设施情况。

2.4.9辅助设施

简要介绍库区值班房、通信设施、坝上照明、上坝道路、电

气照明、防雷及接地、库区通信、报警系统等。

2.4.10 安全标志

简要介绍尾矿库库区及周边设置的安全标志，包括尾矿库、

交通、电气安全标志。

2.4.11 安全管理及其他

新建工程，简要介绍企业生产组织及劳动定员、投资估算等。

改建或扩建工程，简要介绍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机构设

置、安全管理人员配备、规章制度、专用安全设施投资、应急救

援等情况。

3.定性定量评价

针对建设项目的特点，分单元辨识项目建设中的危险、有害

因素，分析可能发生的事故类型，预测事故后果严重等级；评价

项目建设方案与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的符合性；采

用定性定量的方法分析评价其安全性及其发生事故后的后果。

对加高扩容或改造工程，在每单元中应分析和评价工程中利

旧工程与原系统的相互关系和影响等。评价单元一般划为：库址



选择、尾矿坝、防排洪系统、干式尾矿运输、安全监测、辅助设

施、安全标志、安全管理（加高扩容或改造工程）、重大危险源

辨识等。评价项目可以根据项目建设特点，选择适合本项目的评

价单元。

一般宜选用但不局限于以下方法进行评价：安全检查表法、

预先危险性分析法、故障类型和影响分析法、类比分析法、事故

树等定性评价方法；相似材料模型试验、溃坝范围数值模拟、稳

定性分析、洪水计算、调洪演算、防洪系统水力计算及模拟等定

量评价方法。

3.1 库址选择单元

评价库区可能出现的自然客观因素（地震、泥石流、山体垮

塌、溶洞、台风、冰雹、严寒冰冻、暴风、暴雨等）对项目生产

的影响。

对可能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等灾害的矿区，应提出由相关

单位开展灾害评估的建议。

分析尾矿库对周边环境的影响。堆积坝高于 10m以上的尾矿

库应采用数值模拟方法模拟确定尾矿库溃坝范围；对于非一次性

筑坝（包括分期实施）的一等、二等尾矿库可同时开展相似材料

模拟试验，根据数值模拟和相似材料模拟试验结果，综合确定尾

矿库溃坝后对下游的影响。

采用数值计算方法分析同一沟谷内上游尾矿库溃坝、距离少



于排土场 2倍高度的周边排土场等周边环境对本项目的影响。

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评价库址选择方案的安全性、合理性，

以及与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关于尾矿库选址要求的符合性。

尾矿库溃坝范围数值模拟或相似材料模拟试验可由具备能

力的相关单位负责完成，但须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2 尾矿坝单元

辨识和分析该单元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性

安全评价，重点围绕坝体溃决、坝坡失稳、洪水漫顶、渗流破坏、

结构破坏等危险、有害因素进行分析。

针对尾矿库初期坝的类型、坝址、坝基处理、坝体结构参数

和筑坝材料，堆积坝的结构参数和筑坝材料，尾矿的排放工艺和

作业过程，筑坝的方式和工艺，尾矿坝的防排渗设施、坝肩坝坡

排水，坝体的地震液化风险等方面，评价其安全合理性以及与相

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应计算尾矿坝的抗滑稳定安全系数。对于一等、二等尾矿坝

的抗滑稳定性，除了要按拟静力法计算外，还应进行专门的动力

抗震计算，即要求在动有限元基础上进行地震液化分析、地震稳

定分析和地震永久变形分析。

应采用渗流分析说明排渗设施是否满足尾矿坝坝体控制渗

流稳定的要求。

3.3 防排洪系统单元



辨识该单元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性评价。

主要从防洪标准、洪水计算、调洪演算、防排洪系统布置、

防洪系统水力计算等方面，评价分析尾矿库防排洪系统方案的安

全合理性，以及与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一等、二等尾矿库宜开展排洪系统水工模型试验，依照试验

结果，评价分析相关建设方案的安全性和合理性。

水工模型试验可由具备相应能力的其他单位负责完成，但须

作为预评价报告的一部分。

3.4 干式尾矿运输单元

辨识该单元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性评价。

主要从尾矿汽车运输的相关安全设计（运输线路安全护栏、

道路挡车设施、汽车避让道、卸料平台挡车设施等），或者尾矿

带式运输机运输的相关安全设计（输送机系统各种闭锁和电气保

护设施、设备安全护罩、安全护栏等）等方面，评价分析建设方

案的安全合理性，以及与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3.5 安全监测单元

评价分析安全监测设施建设方案的安全合理性，以及与相关

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3.6 辅助设施单元

辨识该单元存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并进行危险度定性评价。

针对尾矿库管理站、守坝值班房、上坝道路、坝上照明、库



区通信、报警系统、库区护栏、应急救援器材、电气设备接地设

施等其他方面，评价分析建设方案的安全合理性，以及与相关法

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针对浮船固定设施、救生器材，评价分析建设方案的安全合

理性，以及与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3.7 安全标志单元

针对尾矿库库区及周边应设置的符合要求的安全标志，包括

尾矿库、交通、电气安全标志等，评价分析建设方案与相关法律

法规、标准规范的符合性。

3.8 安全管理单元

对加高扩容或改造工程，主要从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组织机构

及管理人员配备、安全教育及培训、特种作业人员持证情况、规

章制度、现场管理及生产安全检查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3.9 重大危险源辨识单元

依照重大危险源管理的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辨识建设

项目存在的重大危险源。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针对项目建设方案的危险、有害因素，定性和定量评价，以

及安全评价中发现的问题和不足，依据国家相关安全法律、法规、

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借鉴类似尾矿库，分评价单元提出具有针对

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5.评价结论

简要列出主要危险、有害因素，指出评价对象应重点防范的

重大危险有害因素；明确应重视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明确评价

对象潜在的危险、有害因素在采取安全对策措施后，能否得到控

制以及受控的程度如何。

给出评价对象从安全生产角度是否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规章、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6.附图

报告宜附有以下图纸和照片，可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调整：

（1）库区及周边区域地形图；

（2）总平面布置图；

（3）防排洪系统图；

（4）坝高-库容曲线图；

（5）尾矿坝剖面图；

（6）评价项目组部分人员在现场调研照片。

以上图纸为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相关图纸。

以上图纸应字迹线条清晰、签字盖章齐全、版面大小合适。

有彩色内容的图纸宜彩色打印。



附件 4

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述项目的建设背景、项目性质、地理位置、矿山规模、开

采方式和采矿方法等基本情况，评价项目委托方及评价工作过程

等。

1.评价范围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描述评价项目名称，根据《安全设施设计》明确安全验收评

价范围。评价范围主要是该项目的安全设施，包括基本安全设施

和专用安全设施。

1.2 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应遵循的现行的有关安全

生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

有关规范性文件，并标注其文号及施行日期。

每个层次内按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法律法规应为最新

版本，并标注其文号及实施日期，要有针对性和完整性，要有序

排列。

1.2.2标准规范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应遵循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有关规范。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顺序排列，每个层次

内按照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标准规范应为最新版本，并为

现行有效。

所列标准应与本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相关，在报告中没有引

用到的标准规范不列入。

1.2.3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文件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合法证明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及重大设计变更批复

文件。

所列的文件包括发文单位、日期和文件号等相关内容。

1.2.4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文

件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资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2）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资料和设计变更；

（3）建设项目地质勘察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4）相关专题研究（试验）报告；

（5）建设项目施工记录（含隐蔽工程施工记录及中间验收

记录）、竣工报告及竣工图；

（6）建设项目施工监理记录和施工监理报告。

1.2.5其他评价依据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所依据的其他有关资料，如

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委托书（任务书、合同书）等。

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历史沿革、经济类型、隶属关系等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背景及立项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周边环境等。

2.2 自然环境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形地貌、气候（包括降雨量、风向、主导风

向、气温、冻土深度、最高洪水位或山洪特征）、地震烈度等。

2.3 地质概况

2.3.1矿区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床在区域地质单元中的构造位置，矿区主要地

层、构造、岩浆岩体、影响开采技术条件的风化、蚀变特征，矿

床成因类型。

2.3.2矿床地质特征

简要介绍矿体形态、规模、埋藏条件、矿石性质、矿体围岩

等。

2.3.3水文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水文地质类型、条件及其特征，矿坑涌水量等。

2.3.4工程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工程地质岩组、岩体结构特征、工程地质特征、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可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等。

2.4 建设概况

简要介绍矿山项目实际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2.4.1矿山开采现状（改、扩建项目）

简要介绍矿山原有情况、安全生产现状、利旧工程等。

2.4.2开采范围

简要介绍开采方式、开采范围、首采中段及开采顺序。联合

开采时，简述露天、地下的界限和相互关系等。

2.4.3生产规模及工作制度

简要介绍地质储量及范围、矿山开采储量、矿山生产规模、

服务年限、产品方案、工作制度等。

2.4.4采矿方法

简要介绍采用的采矿方法、回采顺序、矿块构成要素、采准

切割、矿房及矿柱回采、采空区处理等。

2.4.5开拓运输系统

简要介绍开拓方式，主要开拓工程的位置、结构形式、支护

和装备，中段高度和标高；矿石、废石、人员、材料、设备的提

升、运输方法和系统等。

2.4.6充填系统

对于采用充填采矿方法的矿山，简要介绍充填材料、充填料

制备及输送、充填供排水和排泥、充填系统计量和控制等。



2.4.7通风

简要介绍通风方式、风量和风压计算、风流风量控制措施、

局部通风和主要通风的设备设施、空气预热和制冷降温等。

2.4.8井下防治水与排水系统

简要介绍矿井涌水量、排水方式与系统、水仓容积、水仓和

水泵房的布置、排水设备、突水预防等。

2.4.9井下供水及消防

简要介绍供水系统及井下消防供水系统、消防器材配置、火

灾信号设置和具有自燃倾向性矿山防灭火工程技术措施等。

2.4.10 供配电

简要介绍用电负荷、电源、供电系统、变（配）电所、输电

线路、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及接地措施、电气照明

等。

2.4.11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简要介绍监测监控系统、人员定位系统、紧急避险系统、压

风自救系统、供水施救系统和通信联络系统等。

2.4.12 总平面布置

简要介绍矿区区域概况、厂址、工程组成、总体布置、工业

场地和总平面布置、企业内外部运输与矿区道路等。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出坑岩石量、排土场位置、排土方式和作

业过程、排土场堆置要素、排土场运输方式及线路布置、防洪排

水设施和主要设备等。



2.4.13 个人安全防护

简要介绍矿山工作人员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情况。

2.4.14 安全标志

简要介绍矿山生产地点设置的安全标志，包括矿山、交通、

电气安全标志情况。

2.4.15 安全管理

简要介绍企业安全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教育培训及取证、安

全生产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现场管理、安全检查等

安全管理情况。

2.4.16 安全设施投入

简要说明项目投资决算和安全设施投资明细等。

2.4.17 设计变更

简要说明建设项目设计修改变更情况。

2.4.18 其他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2.5 施工及监理概况

简要介绍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开工、竣

工日期及其工程进度控制情况，重点分项工程、隐蔽工程施工组

织、质量控制和交工验收等基本情况。

2.6 试运行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各生产系统运行状况、安全设

施运行效果、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情况、日常安全管理、安全生产



事故等情况。

2.7 安全设施概况

用表格形式分别列出建设项目的基本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

设施目录。

3.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对照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结合现场实际检查、竣

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监理记录、检测检验、监测数据等相关

资料，采用安全检查表方法检查基本安全设施、专用安全设施和

安全管理等是否符合《安全设施设计》要求，进行逐项检查，评

价其符合性，检查的结果为“符合”与“不符合”两种。对于每个符

合性评价部分，应有相应的附件来证明。

对于每项设施，《安全设施设计》中提出了具体的参数要求，

以《安全设施设计》中相关参数作为检查依据评价其符合性；如

果没有提出具体的参数要求，则应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

作为检查依据来评价其符合性。

《安全设施设计》中不涉及到的内容不列入评价内容。

验收评价单元一般划为：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矿床开采、

提升运输系统、井下防治水与排水系统、通风系统、充填、供配

电、井下供水和消防系统、安全避险“六大系统”、总平面布置、

个人安全防护、安全标志、安全管理等单元。评价项目可以根据

项目的特点，选择适合本项目的评价单元。

3.1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检查矿山建设企业

的合法证件，对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程序及实施情况的合法

性进行评价。主要对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单位资质、

监理单位资质、工程地质勘察单位资质、周边居民及建构筑物搬

迁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3.2 矿床开采

对安全出口、硐室及其安全通道和独立回风道、井巷工程支

护、保安矿柱与防火隔离设施、采矿方法和采场、井下爆破器材

库位置及爆破作业等方面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符合性评价。

3.2.1安全出口

对安全出口（包括中段、破碎站、皮带装矿水平及粉矿回收

水平等的安全出口）的形式、井口和井底的标高、平硐的标高，

井巷内部用于安全出口的设施以及服务的中段水平的符合性进

行评价。

3.2.2硐室及其安全通道和独立回风道

（1）对动力油储存硐室的独立回风道、硐室口防火门和栅

栏门以及硐室内防静电措施和防爆照明设施；维修硐室的硐口的

栅栏门设置；变配电硐室防水门、防火门、栅栏门和出口的符合

性进行评价。

（2）当井下不设动力油储存硐室时，对井下动力油的配送

及采取的安全措施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3.2.3井巷工程支护



对井筒支护、巷道支护、硐室支护等与设计的符合性进行评

价。

3.2.4保安矿柱与防火隔离设施

对境界矿柱、井筒保安矿柱、中段（分段）保安矿柱与有自

燃发火倾向区域的防火隔离设施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3.2.5采矿方法和采场

（1）对采场支护、采场安全出口等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2）对凿岩、装药、爆破、通风和出矿等采场生产作业活

动所采取安全措施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3）对自动化作业采区安全门设置、采空区及其他危险区

域处理方式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4）对人行天井的梯子间、防护网、隔离栅栏设置、井口

防护设施设置、废弃天井井口处理措施，矿石、废石溜井井口的

安全车挡格筛设置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5）当矿石具有放射性时，对开采时采取的防护措施的符

合性评价。

3.2.6井下爆破器材库位置及爆破作业

对井下爆破器材库独立回风道设置、井下爆破安全设施的符

合性进行评价。

3.3 提升运输系统

3.3.1竖井提升系统

（1）箕斗井提升：对提升装置、罐道、提升容器、钢丝绳、



视频监控、尾绳保护设施、防过卷设施、防过放设施、防坠设施，

井口、卸载站、装载站的安全护栏以及提升机房内盖板、梯子和

安全护栏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罐笼井提升：对提升装置、罐道、提升容器、钢丝绳、

视频监控、井口门禁系统、井筒内梯子间、提升容器防过卷设施、

防过放设施、防坠设施，井口和各中段马头门的摇台或者其他承

接装置、安全门、安全护栏、阻车器设置，提升机房内盖板、梯

子和安全护栏以及多绳摩擦提升的尾绳保护设施等进行符合性

评价。

（3）混合提升：对提升装置、罐道、提升容器、钢丝绳、

视频监控、井口门禁系统、井筒的梯子间、提升容器防过卷设施、

防过放设施、防坠设施，卸载站、装载站安全护栏，井口和各中

段马头门的摇台或者其他承接装置、安全门、阻车器、安全护栏，

提升机房内盖板、梯子和安全护栏以及多绳摩擦提升的尾绳保护

设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4）电梯井提升：对钢丝绳、罐道、轿厢、控制系统、梯

子间及安全护栏、电梯和梯子间进口的安全防护网等进行符合性

评价。

3.3.2斜井提升系统

对提升容器、钢丝绳、提升系统连锁控制、视频监控、斜井

内轨道防滑措施、防跑车装置、躲避硐室、人行道与轨道之间的

安全隔离设施、井下甩车道和吊桥、梯子和扶手、井口安全门、



阻车器、安全护栏、挡车设施和门禁系统以及提升机房内的安全

护栏和梯子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3.3带式输送机系统

对带式输送机、斜井通风、排水、消防、各种闭锁和机械、

电气保护装置、胶带输送机的安全护罩、安全护栏、梯子、扶手

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3.4斜坡道和无轨运输系统

（1）对斜坡道运行车辆、车载灭火器配备以及人行道宽度、

躲避硐室、缓坡段和错车道、交通信号系统、斜坡道口门禁系统

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无轨作业中段（分段）的主要运行车辆、人行道或

躲避硐室、水沟及盖板、卸载硐室的安全车挡和护栏及门禁系统

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3.5有轨运输系统

对运输设备、人行道、躲避硐室、水沟、以及装载站和卸载

站的安全护栏、人行巷道的水沟盖板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3.6主溜井及破碎系统（含箕斗装矿系统）

（1）对破碎站设备与上部主溜井料位和下部成品矿仓料位

的连锁控制、给矿皮带机与提升系统和成品矿仓的料位连锁控制

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主溜井井口安全护栏、安全标志、主溜井底部安全

设施、主溜井安全检查、料位检测与报警设施、大块破碎设备的



安全防护措施、破碎设备运动部件周边的安全护栏等进行符合性

评价。

3.4 井下防治水与排水系统

（1）对地下水疏/堵工程及设施（含疏干井、放水孔、疏干

巷道、防水门、水仓、疏干设备、防水矿柱、防渗帷幕及截渗墙

等）、露天开采转地下开采的矿山露天坑底防洪水突然灌入井下

的设施（包括露天坑底所做的假底、坑底回填等）的符合性进行

评价。

（2）对水泵、排水管路及排水系统控制系统、防水门、涌

水量监测设施、探放水设备、降雨量观测站、救生设施、水泵房

及变电所内盖板、安全护栏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3.5 通风系统

（1）对通风井巷、通风机、通风构筑物、空气预热与制冷

降温等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通风井巷内的风量、风速、检测及报警设施、风井

井口和马头门处的安全护栏、风机进风口的安全护栏和防护网的

符合性进行评价。

3.6 充填系统

（1）对充填管路减压、排气、压力监测、充填搅拌站内及

井下的安全护栏及其他防护措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充填系统事故池、采场充填挡墙、充填站内及井下

充填系统的安全护栏及其他防护措施（包括物料输送机和其他相



关设备、砂浆池、砂仓等）的符合性进行评价。

3.7 供配电

（1）对供电电源、供电线路及总降压主变压器、高（低）

压供配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井下供配电系统的各级配电电压

等级、井下照明设施、地表架空线转下井电缆处防雷设施、地面

建筑物防雷设施、避灾硐室应急供电设施及等电位联接设施、牵

引变电所接地设施、变配电硐室应急照明设施等进行符合性评

价。

（2）对井下低压配电系统故障（间接接触）防护装置、井

下直流牵引变电所电气保护设施、直流牵引网络安全措施、爆炸

危险场所电机车轨道电气安全措施、设有带油设备的电气硐室安

全措施、井下各用电设备和配电线路的继电保护装置、裸带电体

基本（直接接触）防护设施、保护接地的进行符合性评价。

3.8 井下供水和消防系统

对供水水池、供水设备、供水管道、消防供水系统、消防水

池、消防器材、火灾报警系统、防火门、消火栓的进行符合性评

价。

3.9 安全避险“六大系统”

3.9.1监测监控系统

对有毒有害气体监（检）测、通风系统监测、视频监控、地

压监测、系统维护与管理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9.2井下人员定位系统



对人员定位系统硬件、软件、系统维护与管理等进行符合性

评价。

3.9.3紧急避险系统

对自救器与逃生用矿灯、紧急避险设施、紧急避险设施外部

标识、标志、管缆及设备接入、避灾硐室进出口隔离门、避灾硐

室对有毒有害气体处理能力、避灾硐室内配备的检测报警装置与

备用电源、避灾硐室内配备的生存设施、避灾硐室支护等进行符

合性评价。

3.9.4压风自救系统

对压风自救设备、出口风压、风量、日常检查与维护等进行

符合性评价。

3.9.5供水施救系统

对供水施救设备、出口水压、水量、日常检查与维护等进行

符合性评价。

3.9.6通信联络系统

对有线通信联络硬件、有线通信联络功能、有线通信联络线

缆敷设、无线通信联络系统、维护与管理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 总平面布置

3.10.1 矿床开采的保护与监测措施

对矿床开采的保护与监测措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2 工业场地

（1）对为保证地下开采和工业场地的安全而进行的河流改



道、河床加固（含导流堤、明沟、隧洞、桥涵等）、地表截排水

（截水沟、排洪沟、防洪堤）等工程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降雨和地表水观测点设置及地表变形和塌陷等监测、

对工业场地边坡、护坡和安全加固措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3 建（构）筑物防火

对井（硐）口工业场地的各建筑物（重点是对井口安全有影

响的建筑物）的火灾危险性、耐火等级、防火距离、厂区内消防

通道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4 排土场（废石场）

（1）对排土场安全平台、阶段高度、运输道路缓坡段等进

行符合性评价。

（2）对排土场底部排渗设施、地基处理措施、排土场监测、

截水沟、排水沟、排水隧洞、截洪坝、照明及拦挡设施等进行符

合性评价。

3.11 个人安全防护

对矿山工作人员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包括防护用品的

发放、防护用品的佩戴）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2 安全标志

对矿山生产地点设置的安全标志（包括矿山、交通、电气安

全标志）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3 安全管理

3.13.1 组织与制度



对安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安全教育及培训、特种作业人

员持证情况、规章制度、安全投入、安全教育和培训（场地、费

用）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3.2 安全运行管理

对生产计划、现场管理及生产安全检查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3.3 应急救援

对矿山救护队或兼职救护队的人员组成及技术装备、应急预

案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根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或不足以及矿山项目

存在的特殊安全因素，依据国家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规、标准

和规范的要求，借鉴类似矿山的安全生产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5.评价结论

简要说明评价对象安全设施建设和《安全设施设计》的符合

性。明确说明评价对象是否符合安全设施验收的条件，评价结论

分为“符合”和“不符合”两种。

以下情况评价结论为“符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6〕14号）

附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没

有否决项的检查结论为“不符合”且验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



为“不符合”的项少于 5%。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评价结论为“不符合”：

一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附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有否决项检查的结论为“不符

合”。

二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附表《金属非金属地下矿山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验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为

“不符合”的项超过 5%（含 5%）。

6.附件

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项目立项审

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和其

他企业生产合法证件等，各评价单元的主要证明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设计变更通知书、质量检验评定表、验收记录、检测检

验证书、各类资格证书、安全检查记录和培训记录、现场照片等。

附件应有序排列编号，要齐全、简洁（如：安全管理制度附

目录、记录等抽取一次等）。

附件可单独成册。

7.附图

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应附以下图纸，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1）地形地质图；

（2）总平面布置竣工图；

（3）矿山井上下对照图；

（4）矿山开拓系统纵投影竣工图；

（5）矿山典型采矿方法图；

（6）矿山主要中段平面竣工图；

（7）矿山主要井筒剖面竣工图；

（8）主要井巷断面竣工图；

（9）提升系统竣工图；

（10）安全避险“六大系统”竣工图；

（11）通风系统竣工图；

（12）排水系统竣工图；

（13）供电系统竣工图。

没有竣工图不能组织验收。

竣工图纸应与现场实际相符。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按照实际

的施工情况出图，且应有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有关人员签字确

认，并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竣工图中的字体、线条和各种标记应清晰可读，签字齐全，

有彩色内容的图纸宜采用彩图。

如果项目竣工与原有施工图少于三处修改（包括增加、修改

和删除）的地方，可以在原有施工图修改的地方手工标识、签字

盖章后，原有施工图纸上加盖竣工章可以作为竣工图纸，其余施



工图不能作为竣工图。

附图可单独成册。

8.附录

地下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需要建设单位提供资

料目录如下：

（1）矿山概况。

a.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b.立项批准文件（或核准、备案文件）。

c.采矿许可证。

（2）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文件。

a.安全预评价报告。

b.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评审意见和批复文件。

c.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重大变更的评审意见和批复文件。

（3）项目技术文件。

a.项目初步设计。

b.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c.《安全设施设计》的设计变更通知单。

d.地质勘探报告、工程勘查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e.其他的一些专题性研究。

（4）项目建设情况。

a.施工单位资质。

b.监理单位资质。



c.单项工程、单位工程验收资料，评级情况，工程质量认证

资料。

d.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记录。

e.施工总结和监理总结报告。

f.反映安全设施实际情况的图纸，包括：地形地质图，总平

面布置竣工图，矿山井上下对照图，矿山开拓系统纵投影竣工图，

矿山典型采矿方法图，矿山主要中段平面竣工图，矿山主要井筒

剖面竣工图，主要井巷断面竣工图，提升系统竣工图，安全避险

“六大系统”竣工图，通风系统竣工图，排水系统竣工图，供电

系统竣工图等。

（5）安全设施说明（以具体的安全设施设计为准）。

a.安全设施、设备、装置台账及试运行情况。

b.矿井上、下的消防器材台账。

c.特种设备台账。

d.防爆电气、消防报警设施台账。

e.矿山安全检验、检测和测定的数据资料及仪表、设施台账。

f.防治井下突水、涌水的安全措施及探放水设施台账。

g.安全应急救援物资台账（含排土场应急物资）。

h.主通风机、井下辅助通风机、局部通风机的数量及其安放

位置统计表。

i.井下通风构筑物（风门、风窗、风桥等）的数量及其位置

统计表。



j.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其使用情况资料。

k.采空区及其他危险区域的探测、封闭、隔离措施台账；保

安矿柱的留设、预防冲击地压（岩爆）及防治矿井外因火灾的安

全措施。

l.废弃井口的封闭或隔离设施台账。

m.矿井梯子间台账。

n.矿山电气设备及井下电缆台账。

o.安全避险“六大系统”设备台账、巡检记录、自救器及便

携式气体检测报警仪发放记录。

（6）安全管理资料。

a.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人员聘任文件。

b.安全生产责任制。

c.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d.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预案的备案表、应急预案的演练

记录、总结。

e.兼职矿山救护队相关人员名单、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清单、

矿山救援协议。

f.特殊工种培训、考核记录及其操作资格证书。

g.安全检查记录、安全不符合项整改情况及其反馈、复查记

录资料。

h.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证明。

i.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等资料。



j.项目投资决算总额及安全设施投资表。

k.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台账发放记录。

l.试运行期间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m.其他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措施。

（7）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所需的其他资料和数据。



附件 5

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述项目的建设背景、项目性质、地理位置、矿山规模、开

采方式和采矿方法等基本情况，评价项目委托方及评价工作过程

等。

1.评价范围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描述评价项目名称，根据《安全设施设计》明确安全验收评

价范围。评价范围主要是该项目的安全设施，包括基本安全设施

和专用安全设施。

1.2 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应遵循的现行的有关安全

生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

有关规范性文件，并标注其文号及施行日期。

每个层次内按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法律法规应为最新

版本，并标注其文号及实施日期，要有针对性和完整性，要有序

排列。

1.2.2标准规范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应遵循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有关规范。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顺序排列，每个层次

内按照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标准规范应为最新版本，并为

现行有效。

所列标准应与本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相关，在报告中没有引

用到的标准规范不列入。

1.2.3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文件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合法证明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及重大设计变更批复

文件。

所列的文件包括发文单位、日期和文件号等相关内容。

1.2.4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文

件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资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2）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资料和设计变更；

（3）建设项目地质勘察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4）相关专题研究（试验）报告；

（5）建设项目施工记录（含隐蔽工程施工记录及中间验收

记录）、竣工报告及竣工图；

（6）建设项目施工监理记录和施工监理报告。

1.2.5其他评价依据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所依据的其他有关资料，如

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委托书（任务书、合同书）等。

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历史沿革、经济类型、隶属关系等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背景及立项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周边环境等。

2.2 自然环境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形地貌、气候（包括降雨量、风向、主导风

向、气温、冻土深度、最高洪水位或山洪特征）、地震烈度等。

2.3 地质概况

2.3.1矿区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床在区域地质单元中的构造位置，矿区主要地

层、构造、岩浆岩体、影响开采技术条件的风化、蚀变特征，矿

床成因类型。

2.3.2矿床地质特征

简要介绍矿体形态、规模、埋藏条件、矿石性质、矿体围岩

等。

2.3.3水文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水文地质类型、条件及其特征，矿坑涌水量等。

2.3.4工程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矿区工程地质岩组、岩体结构特征、工程地质特征、



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可能出现的工程地质问题等。

2.4 建设概况

简要介绍矿山项目实际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内容。

2.4.1矿山开采现状（改、扩建项目）

简要介绍矿山原有情况、安全生产现状、利旧工程等。

2.4.2总平面布置

简要介绍矿区区域概况、厂址、工程组成、总体布置、工业

场地和总平面布置、企业内外部运输与矿区道路等。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出坑岩石量、排土场位置、排土方式和作

业过程、排土场堆置要素、排土场运输方式及线路布置、防洪排

水设施和主要设备等。

2.4.3开采范围

简要介绍开采方式、开采范围、开采顺序。联合开采时，论

述露天、地下的界限和相互关系等。

2.4.4生产规模及工作制度

简要介绍地质储量及范围、矿山开采储量、矿山生产规模、

服务年限、产品方案、工作制度等。

2.4.5采矿方法

简要介绍露天开采境界、台阶参数、采剥方法、穿孔爆破与

铲装作业等。

2.4.6开拓运输



简要介绍开拓运输方式，说明露天采场各台阶与采矿工业场

地、储矿仓、排土场等的联系；简要介绍运输线路和设备，主要

运输设施的位置、结构形式、支护和装备等。

2.4.7采场防排水

简要介绍露天防排水条件、设计标准、允许淹没条件等；山

坡露天开采防洪截水方式，截洪、导水沟的布置形式和主要技术

规程等；凹陷露天开采的排水方式、排水系统布置和排水设备等。

2.4.8供配电

简要介绍用电负荷、电源、供电系统、变（配）电所、输电

线路、继电保护及自动装置、过电压保护及接地措施、电气照明

等。

2.4.9通信系统

简要介绍通信种类、通信设备、电缆敷设等。

2.4.10 个人安全防护

简要介绍矿山工作人员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情况。

2.4.11 安全标志

简要介绍矿山生产地点设置的安全标志，包括矿山、交通、

电气安全标志情况。

2.4.12 安全管理

简要介绍企业安全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教育培训及取证、安

全生产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现场管理、安全检查等

安全管理情况。



2.4.13 安全设施投入

简要说明项目安全设施投资决算和安全设施投资明细等。

2.4.14 设计变更

简要说明建设项目设计修改变更。

2.4.15 其他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2.5 施工及监理概况

简要介绍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开工、竣

工日期及其工程进度控制情况，重点分项工程、隐蔽工程施工组

织、质量控制和交工验收等基本情况。

2.6 试运行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各生产系统运行状况、安全设

施运行效果、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情况、日常安全管理、安全生产

事故等情况。

2.7 安全设施概况

用表格形式分别列出建设项目的基本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

设施目录。

3.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对照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结合现场实际检查、竣

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监理记录、检测检验、监测数据等相关

资料，采用安全检查表方法检查基本安全设施、专用安全设施和

安全管理等是否符合《安全设施设计》要求，进行逐项检查，评



价其符合性，检查的结果为“符合”与“不符合”两种。对于每个符

合性评价部分，应有相应的附件来证明。

对于每项设施，《安全设施设计》中提出了具体的参数要求，

以《安全设施设计》中相关参数作为检查依据评价其符合性；如

果没有提出具体的参数要求，则应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

作为检查依据来评价其符合性。

《安全设施设计》中不涉及到的内容不列入评价内容。

验收评价单元一般划为：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露天采场、

采场防排水系统、矿岩运输系统、供配电、总平面布置、通信系

统、个人安全防护、安全标志、安全管理等单元。评价项目可以

根据项目的特点，选择适合本项目的评价单元。

3.1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检查矿山建设企业

的合法证件，对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及实施情况的合法性

进行评价。主要对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单位资质、

监理单位资质、工程地质勘察单位资质、周边居民及建构筑物搬

迁等方面进行符合性评价。

3.2 露天采场

（1）对露天采场平台宽度、台阶高度、台阶坡面角、运输

道路的缓坡段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爆破安全距离界线、露天采场边界围栏、爆破安全

设施（含躲避设施、警示旗、报警器、警戒带等）等进行符合性



评价。

（3）对不稳定边坡（含破碎站边坡）处理和加固方法、边

坡监测方法及监测点布置、溜井口的安全护栏、挡车设施、格筛

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4）对废弃巷道、采空区和溶洞的充填、封堵措施或隔离

设施、危险区域处理方法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5）对水力开采运矿沟槽上安全设施（盖板或金属网等）、

挖掘船开采时挖掘船上的救护设备、作业人员救生器材等进行符

合性评价。

3.3 采场防排水系统

（1）对为保证采矿安全而设计的河流改道（含导流堤、明

沟、隧洞、桥涵等）和河床加固工程、露天采场封闭圈以外的防

洪堤、拦水坝、沉沙池、消能池（坝）、截水沟、排洪沟、截排

水隧洞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水泵、排水管道、水位与流量监测系统进行符合性

评价。

（3）对大水矿山露天采场内外部地表疏干井和边坡放水孔、

帷幕注浆进行符合性评价。

3.4 矿岩运输系统

3.4.1铁路运输

对安全线、避让线、制动检查所、限界架、道口护拦、警示

报警设施；安全护栏、防护网、线路护轮轨、防溜车设施、减速



器、阻车器、挡车设施与警示标志、防爬设施、曲线轨道加固措

施、运输巷道防护措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4.2汽车运输

对道路边坡加固和防护措施、运输巷道防护措施、运输道路

上的安全护栏、挡车设施、紧急避险道、声光报警装置、卸载点

安全挡车设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4.3带式输送机运输

对带式输送系统各种闭锁和机械、电气保护装置、运输巷道

防护措施、带式输送机的安全护罩、安全护栏、梯子、扶手等进

行符合性评价。

3.4.4架空索道运输

（1）对架空索道的承载钢丝绳、牵引钢丝绳、制动系统、

控制系统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线路经过厂区、居民区、铁路、道路时的安全防护

措施、线路与电力、通信架空线交叉时的安全防护措施、站房安

全护栏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4.5斜坡卷扬运输

对提升装置（包括制动系统、控制系统、提升钢丝绳及其连

接装置）、提升容器（包括箕斗、矿车和人车）、阻车器、安全挡

车设施、轨道两侧的堑沟、安全隔挡设施、轨道防滑措施、人行

道、梯子和扶手、斜坡上的防止跑车装置、提升机房内的安全护

栏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4.6溜井及破碎系统

对溜井底放矿硐室的安全通道、安全挡车设施、格筛和安全

标志以及安全护栏、护罩、盖板、扶手、防滑钢板、主风机进风

口的安全护栏和防护网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5 供配电

（1）对供电电源、供电线路及总降压主变压器、高（低）

压供配电系统中性点接地方式、采场供配电系统的各级配电电压

等级、向采场供电的变配电室防火门及金属线网门、照明设施、

地面建筑物防雷设施、牵引变电所接地设施、采场变配电室应急

照明设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低压配电系统故障（间接接触）防护装置、直流牵

引变电所电气保护设施、直流牵引网络安全措施、爆炸危险场所

电机车轨道电气安全措施、用电设备和配电线路的继电保护装

置、裸带电体基本（直接接触）防护设施、保护接地等进行符合

性评价。

3.6 总平面布置

3.6.1工业场地

（1）对为保证露天开采和工业场地的安全而进行的的河流

改道及河床加固（含导流堤、明沟、隧洞、桥涵等）、地表截排

水（地表截水沟、排洪沟/渠、防洪堤、拦水坝、截排水隧洞、

沉沙池、消能池/坝等）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2）对工业场地边坡、护坡和安全加固措施等进行符合性



评价。

3.6.2建（构）筑物防火

对总平面布置中各建筑物的火灾危险性、耐火等级、防火距

离、厂区内消防通道设置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6.3排土场（废石场）

（1）对排土场安全平台、阶段高度、运输道路缓坡段等进

行符合性评价。

（2）对排土场底部排渗设施、地基处理措施、排土场监测、

截水沟、排水沟、排水隧洞、截洪坝、照明及拦挡设施等进行符

合性评价。

3.7 通信系统

对联络通信系统、信号系统、监视监控系统进行符合性评价。

3.8 个人安全防护

对矿山工作人员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包括防护用品的

发放、防护用品的佩戴）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9 安全标志

对矿山生产地点设置的安全标志（包括矿山、交通、电气安

全标志）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 安全管理

3.10.1 组织与制度

对安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安全教育及培训、特种作业人

员持证情况、规章制度、安全投入、安全教育和培训（场地、费



用）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2 安全运行管理

对生产计划、现场管理及生产安全检查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3 应急救援

对矿山救护队或兼职救护队的人员组成及技术装备、应急预

案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根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或不足以及矿山项目

存在的特殊安全因素，依据国家相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

和规范的要求，借鉴类似矿山的安全生产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

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5.评价结论

简要说明评价对象安全设施建设和《安全设施设计》的符合

性。明确说明评价对象是否符合安全设施验收的条件，评价结论

分为“符合”和“不符合”两种。

以下情况评价结论为“符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6〕14号）

附表《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没

有否决项的检查结论为“不符合”且验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

为“不符合”的项少于 5%。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评价结论为“不符合”：



一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附表《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有否决项检查的结论为“不符

合”；

二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附表《金属非金属露天矿山

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验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为

“不符合”的项超过 5%（含 5%）。

6.附件

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项目立项审

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和其

他企业生产合法证件等，各评价单元的主要证明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设计变更通知书、质量检验评定表、验收记录、检测检

验证书、各类资格证书、安全检查记录和培训记录、现场照片等。

附件应有序排列编号，要齐全、简洁(如：安全管理制度附

目录、记录等抽取一次等)。

附件可单独成册。

7.附图

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报告应附以下图纸，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

调整：

（1）地形地质图；

（2）总平面布置竣工图；



（3）露天开采现状图；

（4）排土场现状图；

（5）开拓运输系统基建终了竣工图；

（6）露天采场排水系统基建终了竣工图；

（7）排土场排水系统基建终了竣工图；

（8）全矿（含露天）供电系统竣工图。

没有竣工图不能组织验收。

竣工图纸应与现场实际相符。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按照实际

的施工情况出图，且应有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有关人员签字确

认，并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竣工图中的字体、线条和各种标记应清晰可读，签字齐全，

有彩色内容的图纸宜采用彩图。

如果项目竣工与原有施工图少于三处修改（包括增加、修改

和删除）的地方，可以在原有施工图修改的地方手工标识、签字

盖章后，原有施工图纸上加盖竣工章可以作为竣工图纸，其余施

工图不能作为竣工图。

附图可单独成册。

8.附录

露天矿山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需要建设单位提供资

料目录如下：

（1）矿山概况。

a.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b.立项批准文件（或核准、备案文件）。

c.采矿许可证。

（2）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文件。

a.安全预评价报告。

b.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评审意见和批复文件。

c.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重大变更的评审意见和批复文件。

（3）项目技术文件。

a.项目初步设计。

b.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c.《安全设施设计》的设计变更通知单。

d.地质勘探报告、工程勘查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e.其他的一些专题性研究。

（4）项目建设情况。

a.施工单位资质。

b.监理单位资质。

c.单项工程、单位工程验收资料，评级情况，工程质量认证

资料。

d.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记录。

e.施工总结和监理总结报告。

f.反映安全设施实际情况的图纸，包括：地形地质图，总平

面布置竣工图，露天开采终了境界平面图，露天开采现状图，排

土场现状图，开拓运输系统竣工图，露天采场排水系统竣工图，



排土场排水系统竣工图，供电系统竣工图等。

（5）安全设施说明（以具体的安全设施设计为准）。

a.安全设施、设备、装置试运行情况。

b.采场、工业场地消防器材台账。

c.特种设备台账。

d.防爆电气、消防报警设施台账。

e.矿山安全检验、检测和测定数据资料及仪表、设施台账。

f.安全应急救援物资台账（含排土场应急物资）。

g.矿用产品安全标志及其使用情况资料。

（6）安全管理资料。

a.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人员聘任文件。

b.安全生产责任制。

c.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d.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预案的备案表、应急预案的演练

记录、总结。

e.兼职矿山救护队相关人员名单、应急救援器材设备清单、

矿山救援协议。

f.特殊工种培训、考核记录及其操作资格证书。

g.安全检查记录、安全不符合项整改情况及其反馈、复查记

录资料。

h.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证明。

i.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等资料。



j.项目投资决算总额及安全设施投资表。

k.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台账发放记录。

l.试运行期间生产安全事故情况。

m.其他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措施。

（7）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所需的其他资料和数据。



附件 6

金属非金属矿山尾矿库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
评价报告编写提纲

前言

简述项目的建设背景、项目性质、地理位置、尾矿库等别等

基本情况，评价项目委托方及评价工作过程等。

1.评价范围与依据

1.1 评价对象和范围

描述评价项目名称，根据《安全设施设计》明确安全验收评

价范围。安全验收评价范围主要是该项目的安全设施，包括基本

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设施。

1.2 评价依据

1.2.1法律法规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应遵循的现行的有关安全生产

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和有关

规范性文件，并标注其文号及施行日期。

每个层次内按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法律法规应为最新

版本，并标注其文号及实施日期，要有针对性和完整性，要有序

排列。

1.2.2标准规范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应遵循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有关规范。



按照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顺序排列，每个层次

内按照发布时间顺序列出。列出的标准规范应为最新版本，并为

现行有效。

所列标准应与本建设项目的安全生产相关，在报告中没有引

用到的标准规范不列入。

1.2.3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文件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合法证明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及重大设计变更批复

文件。

所列的文件包括发文单位、日期和文件号等相关内容。

1.2.4建设项目技术资料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有关技术资料（包括文

件名称、编制单位和日期等相关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下列资料：

（1）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2）建设项目施工图设计资料和设计变更；

（3）建设项目地质勘察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4）相关专题研究（试验）报告；

（5）建设项目施工记录（含隐蔽工程施工记录及中间验收

记录）、竣工报告及竣工图；

（6）建设项目施工监理记录和施工监理报告。

1.2.5其他评价依据

列出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所依据的其他有关资料，如建设



项目安全验收评价委托书（任务书、合同书）。

2.建设项目概述

2.1 建设单位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单位历史沿革、经济类型、隶属关系等基本情

况，建设项目背景及立项情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行政区划、地理位置及交通等。

2.2 自然环境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形地貌、气候（包括气候类型降雨量、风向、

主导风向、气温、冻土深度）、地震烈度等。

2.3 地质概况

简要介绍区域地质情况，库区地层、地质构造和岩石等库区

地质情况，库区自然地质现象，水文地质条件、类型和特征，库

区工程地质岩组、岩体结构特征、工程地质特征等工程地质情况。

应重点说明存在哪些不良地质条件。

2.4 建设概况

简要介绍尾矿库项目实际建设的主要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内容。

2.4.1尾矿库现状

改建或扩建工程，应简要介绍原有尾矿库情况、安全生产现

状、利旧工程等。

2.4.2尾矿库库址

简要介绍尾矿库位置、地形地貌、库区周边环境、下游居民



及重要设施情况等。

2.4.3库容、等别及建设标准

简要介绍尾矿相关基础数据、尾矿库库容、尾矿坝坝高、尾

矿库等别、主要构筑物级别、最小安全超高、最小干滩长度、防

洪标准、尾矿坝抗滑稳定安全系数、最小浸润线埋深等设计标准。

2.4.4尾矿坝

简要介绍初期坝（主要包括初期坝类型、坝基处理、坝体结

构及主要尺寸、筑坝材料等）、尾矿堆积坝（主要包括筑坝方法、

子坝结构及主要尺寸、坝肩截水沟、坝面排水沟及护坡等）和排

渗设施、防渗设施等。

2.4.5防洪系统

简要介绍尾矿库洪水计算、调洪演算、排洪方式，防洪排水

构筑物型式、布置、主要尺寸、建筑材料等。

2.4.6安全监测

简要介绍位移、浸润线、渗流、干滩、库水位、降水量、视

频监控及地质灾害等安全监测设施、设备、日常观测及管理等。

三等及三等以上尾矿库简要介绍在线监测系统建设情况。

2.4.7干式尾矿运输

简要介绍干式尾矿运输方式及其主要设施。

2.4.8库内船只

简要介绍库内回水浮船或运输船情况。

2.4.9辅助设施



简要介绍交通道路布置情况，包括库区巡查道路，尾矿坝、

排洪系统与值班室及外部道路的连通道路和尾矿坝应急上坝道

路等;尾矿库通讯设施设置情况;尾矿库照明设施设置情况;尾矿

库管理站设置情况;报警系统设置;库区安全护栏设置情况。

2.4.10 个人安全防护

简要介绍尾矿库工作人员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情况。

2.4.11 安全标志

简要介绍尾矿库库区及周边设置的安全标志，包括尾矿库、

交通、电气安全标志。

2.4.12 企业安全管理

简要介绍企业安全组织机构设置、人员教育培训及取证、安

全生产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预案、救护队人员和设备配备、

现场管理、安全检查等安全管理情况。

2.4.13 安全设施投入

简要说明项目投资决算和安全设施投资明细等。

2.4.14 设计变更

简要说明建设项目设计变更。

2.4.15 其他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2.5 施工监理概况

简要介绍项目施工、监理单位基本情况，建设项目开工、竣

工日期及其工程进度控制情况，重点分项工程、隐蔽工程施工组



织、质量控制和交工验收等基本情况。

2.6 试运行概况

简要介绍建设项目试运行期间各生产系统运行状况、安全设

施运行效果、出现的问题及解决情况、日常安全管理、安全生产

事故等情况。

2.7 安全设施目录

用表格形式分别列出建设项目的基本安全设施和专用安全

设施目录。

3.安全设施符合性评价

对照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设计》，结合现场实际检查、竣

工验收资料、施工记录、监理记录、检测检验、监测数据等相关

资料，采用安全检查表方法检查基本安全设施、专用安全设施和

安全管理等是否符合《安全设施设计》要求，进行逐项检查，评

价其符合性，检查的结果为“符合”与“不符合”两种。对于每个符

合性评价部分，应有相应的附件来证明。

对于每项设施，《安全设施设计》中提出了具体的参数要求，

以《安全设施设计》中相关参数作为检查依据评价其符合性；如

果没有提出具体的参数要求，则应以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程

作为检查依据来评价其符合性。

《安全设施设计》中不涉及到的内容不列入评价内容。

尾矿库验收评价单元一般划为：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尾

矿坝、防排洪、地质灾害及雪崩防护、安全监测、排渗、干式尾



矿运输、库内船只、辅助设施、个人安全防护、安全标志和安全

管理等单元。评价项目可以根据项目的特点，选择适合本项目的

评价单元。

3.1 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等规定，检查尾矿库建设企

业的合法证件，对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及实施情况的合法

性进行评价。主要对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施工单位资质、

监理单位资质、工程地质勘察单位资质、下游居民及建构筑物搬

迁等方面进行评价。

3.2 尾矿坝

3.2.1初期坝

对初期坝（或干式堆存尾矿库的拦挡坝、一次性筑坝的一期

坝）的位置、型式、结构参数、坝基处理、筑坝材料及筑坝要求

等方面是否符合设计要求进行符合性评价。

对于干式堆存的尾矿，还需从干式尾矿的排放和堆坝方式，

干式尾矿的平整和压实及隐蔽工程验收情况等方面进行符合性

评价。

3.2.2副坝（挡水坝）

对副坝（挡水坝）的坝址、型式、结构参数、坝基处理、筑

坝材料及筑坝方式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2.3堆积坝

改建或扩建工程对筑坝所采用的筑坝设备、材料、坝体型式、



堆筑要求、坝面防护设施（堆积坝护坡、坝面排水沟、坝肩截水

沟）、堆积坝平均坡比、放矿、子坝上升速度、浸润线等进行符

合性评价。

3.3 防排洪系统

3.3.1库内排水设施

对防排洪方式（排水井、排水斜槽、排水隧洞、排水管、溢

洪道、消力池、拦洪坝、截洪沟等），尾矿库防排洪系统的布置、

防排洪构筑物的断面型式及主要结构尺寸等方面是否符合设计

要求进行符合性评价。

3.3.2库周截排洪设施

对尾矿库库周截排洪设施的方式、构筑物的位置、地基处理、

建筑材料、结构参数、施工质量、隐蔽工程验收情况等进行符合

性评价。

3.4 地质灾害与雪崩防护设施

对尾矿库泥石流防护设施、库区滑坡治理设施、库区岩溶治

理设施、高寒地区的雪崩防护设施的布置、型式、结构参数、基

础处理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5 安全监测设施

对库区气象监测、地质灾害监测、库水位监测、干滩监测、

坝体位移监测、坝体渗流监测及视频监控、在线监测系统（三等

及以上尾矿库）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6 排渗



对尾矿库库底及尾矿坝坝体排渗设施的布置，排渗设施的型

式（贴坡排渗、自流式排渗管、管井排渗、垂直-水平联合自流

排渗、虹吸排渗、辐射井、排渗褥垫、排渗盲沟<管>）及排渗设

施的建设时期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7 干式尾矿运输安全设施

对干式尾矿运输的安全设施设置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采用汽车运输时，对运输线路的布置、设备的型号和规格、

安全护栏、挡车设施、汽车避让道、卸料平台的安全挡车设施等

进行符合性评价。

采用皮带运输时，对运输线路的布置、设备的型号和规格、

系统的各种闭锁和电气保护装置、设备的安全护罩、安全护栏、

梯子、扶手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8 库内船只

对于有回水浮船、运输船设施的尾矿库，对保护船只及船只

上工作人员安全的设施，包括安全护栏、救生器材、浮船固定设

施、电气设备接地措施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9 辅助设施

对交通道路布置情况（包括库区巡查道路，尾矿坝、排洪系

统与值班室及外部道路的连通道路和尾矿坝应急上坝道路）、尾

矿库通讯设施设置（包括尾矿库生产作业人员、巡视人员与安全

生产管理机构通信配备情况）、尾矿库照明设施设置、尾矿库管

理站设置、报警系统设置、库区安全护栏设置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0 个人安全防护

对尾矿库工作人员配备的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包括防护用品

的发放、防护用品的佩戴）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1 安全标志

对尾矿库库区及周边应设置的符合要求的安全标志（包括尾

矿库、交通、电气安全标志）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2 安全管理符合性评价

3.12.1 组织与制度

对安全组织机构及人员配备、安全教育及培训、特种作业人

员持证情况、规章制度、安全投入、尾矿库安全教育和培训（场

地、费用）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3.12.2 安全运行管理

对排矿方式、放矿计划、现场管理及生产安全检查等进行符

合性评价。

3.12.3 应急救援

对矿山救护队或兼职救护队的人员组成及技术装备、应急预

案等进行符合性评价。

4.安全对策措施建议

根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中发现的问题或不足，依据国家相关

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规范的要求，借鉴类似尾矿库的安全生

产经验，提出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安全对策措施建

议。



5.评价结论

简要说明评价对象安全设施建设与《安全设施设计》的符合

性。明确说明评价对象是否符合安全验收的条件，评价结论分为

“符合”和“不符合”两种。

以下情况评价结论为“符合”：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安

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安监总管一〔2016〕14号）

附表《尾矿库安全设施竣工验收表》中没有否决项的检查结论为

“不符合”且验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为“不符合”的项少于 5%。

符合以下情况之一的，评价结论为“不符合”：

一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附表《尾矿库安全竣工验收

表》中有否决项检查的结论为“不符合”；

二是《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关于规范金属非金属矿山建设项目

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的指导意见》附表《尾矿库安全竣工验收

表》中验收检查项总数中检查结论为“不符合”的项超过 5%（含

5%）。

6.附件

建设项目合法证明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建设项目立项审

批、核准或备案文件、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批复文件和其

他企业生产合法证件等，各评价单元的主要证明材料，包括（但

不限于）设计变更通知书、质量检验评定表、验收记录、检测检



验证书、各类资格证书、安全检查记录和培训记录等。

附件应有序排列编号，要齐全、简洁(如：安全管理制度附

目录、记录等抽取一次等)。

附件可以单独成册。

7.附图

尾矿库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应附以下竣工图纸，可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调整。

（1）总平面布置竣工图；

（2）尾矿坝（断面）竣工图；

（3）防洪系统竣工图；

（4）安全监测设施竣工图。

尾矿库没有竣工图不能组织验收。

竣工图纸应与现场实际相符。竣工图应由施工单位按照实际

的施工情况出图，且应有施工单位、监理单位的有关人员签字确

认，并加盖相应单位公章。

竣工图中的字体、线条和各种标记应清晰可读，签字齐全，

有彩色内容的图纸宜采用彩图。

如果项目竣工与原有施工图少于三处修改（包括增加、修改

和删除）的地方，可以在原有施工图修改的地方手工标识、签字

盖章后，原有施工图纸上加盖竣工章可以作为竣工图纸，其余施

工图不能作为竣工图。

附图可以单独成册。



8.附录

尾矿库建设项目安全设施验收评价需要建设单位提供资料

目录如下：

（1）生产经营单位概况。

a.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b.立项批准文件（或核准、备案文件）。

（2）落实安全设施“三同时”程序文件。

a.安全预评价报告。

b.项目《安全设施设计》评审意见和批复文件。

c.项目《安全设施设计》重大变更的评审意见和批复文件。

（3）项目技术文件。

a.项目初步设计。

b.项目《安全设施设计》。

c.《安全设施设计》的设计变更通知单。

d.地质勘探报告、工程勘查报告、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e.其他的一些专题性研究。

（4）项目建设情况。

a.施工单位资质。

b.监理单位资质。

c.单项工程、单位工程验收资料，评级情况，工程质量认证

资料。

d.隐蔽工程的检查验收记录。



e.施工总结和监理总结报告。

f.反映安全设施实际情况的竣工图纸，包括：总平面布置竣

工图，尾矿坝（断面）竣工图，防洪系统竣工图，安全监测设施

竣工图等。

（5）安全设施说明（以具体的安全设施设计为准）。

a.原材料的质量证明（各部位用的钢筋、水泥、混凝土试块、

砂石料、土石料、土工合成材料等的质量证明；符合设计规定的

强度要求试验资料等）。

b.完备的隐蔽工程验收资料及其施工记录。重点是排洪隧

洞、排洪井基础、排渗棱体、坝体清基及清基标高、岩溶处理、

排水隧道或管道、隧洞衬砌进行现场强度检验、喷射混凝土喷射

厚度、锚杆材料及类型、直径、布置情况、排渗井、防排渗设施

的地基处理、坝基（含坝肩）开挖及处理、坝体填筑、排水管截

水环等。

c.各单项工程施工验收资料及汇签记录。特别是初期坝结构

参数、坝体碾压密实度、堆石坝孔隙率、压实干容重、防洪系统

参数、排渗系统、监测系统的施工验收。

d.监测设施。尾矿库的浸润线、库水位、坝体位移等安全监

测设施竣工验收会签资料、监测报告和整编资料

（6）安全管理资料。

a.安全生产管理机构、专职安全生产人员聘任文件。

b.安全生产责任制。



c.安全生产管理规章制度。

d.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应急预案的备案表、应急预案的演练

记录、总结。

e.事故事件处理记录。

f.特殊工种培训、考核记录及其操作资格证书。

g.安全检查记录、安全不符合项整改情况及其反馈、复查记

录资料。

h.为职工缴纳工伤保险的证明。

i.安全教育、培训台账等资料。

j.项目投资决算总额及安全设施投资表。

k.个人安全防护用品发放记录。

l.放矿计划。

m.试运行期间安全生产事故情况。

n.其他安全管理和安全技术措施。

（7）安全设施验收评价所需的其他资料和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