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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是一篇矿业工程领域的论文。我国铜矿尾矿资源主要集中在华东地区、西南地区及中南地区，

以干式堆存于排土场或湿排于尾矿库，由于缺乏多梯度多方向的利用模式，给矿区周边环境及安全带来极大的

威胁。加强国内铜矿尾矿资源化利用技术攻关，实现其规模化消纳，是保障矿区资源与环境安全的重要举措。

本文介绍了铜矿尾矿资源概况及分布，综述了铜矿尾矿在有价元素回收、建筑材料、充填、复垦等方面的利用

现状，并对铜矿尾矿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与合理开发利用进行了展望，为铜矿尾矿资源化技术的进

一步研究及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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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矿是选矿厂在特定经济技术条件下，将矿

石破碎、筛分、研磨、分级，再经重选浮选或氰

化等选别工艺流程，选出有用金属后有用成分含

量很低的剩余部分产物称之为尾矿。一般而言，

化工、黑色金属矿山中尾矿量占矿石总量的 50%～

80%，有色金属矿山中尾矿量会占到 70%～95%，

而金、铝、钨、钽和铌等稀有金属矿山中尾矿量

则高达 99% 以上[1]。

尾矿一般是由选矿厂排放的尾矿浆经自然脱

水后所形成的固体矿业废料，它是固体工业废料

的主要组成部分，其中含有一定数量的金属和非

金属，可视为一种“复合”的硅酸盐、碳酸盐等矿

物材料，并具有粒度细、数量大、成本低、可利

用性大的特点。

目前我国大量堆存的尾矿对环境造成较大的

负面影响，其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占

用大量土地，减少了今后开垦耕种的后备土地资

源；二是造成了资源的严重浪费[2]；三是造成严重

的环境污染。尾矿自身带有超标污染物或有害组

分，在选矿过程中又加入的各种化学药剂残存在

尾矿当中，在没有经过处理情况下，直接堆放在

地表，易严重污染周围环境。流经尾矿堆放场所

的地表水，通过与尾矿相互作用，溶解某些有害

组分，并携带转移，扩大了污染面，甚至有些矿

山的尾矿直接排入湖泊河流中，直接造成水体污

染，河道堵塞，造成大面积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

染[3]；四是造成严重的安全隐患。尾矿堆存时易流

动和塌漏，造成植被破坏和伤人事故，尤其在雨

季极易引起塌陷和滑坡。因此，如何有效地解决

尾矿问题成为摆在矿区及全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

鉴于此，本文以铜矿为例总结了铜矿尾矿资

源概况及分布区域，重点阐述了我国铜矿尾矿资

源利用现状，并对铜矿尾矿资源利用存在的问题

进行了探讨与合理开发利用进行了展望。

 1　铜矿尾矿资源概况

2021 年，我国尾矿总生产量约为 14.19 亿 t，
其中，铁矿生产量最大，约为 6.11 亿 t，占尾矿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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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量的 43.04%；其次为铜尾矿，产生量约为

3.92 亿 t，占 27.63%；黄金尾矿 161 亿 t，占 11.33%；

其他有色金属尾矿产生量约为 1.35 亿 t，非金属尾

矿产生量约为 1.21 亿 t[4]。2011-2021 年我国铜矿

尾矿产生量变化情况见图 1。
2019 年我国铜矿尾矿主要产生区域在华东地

区，大约占全国总排放量的 34.4%；其次是西南地

区，约占全国总量的 18.4%；第三是中南地区，约

占 17%。分省看，我国铜尾矿主要分布在江西德

兴市、内蒙古赤峰市、甘肃白银市、安徽铜陵市

和湖北大冶市等地区等。铜矿尾矿主要排放区域

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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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2011-2021 年铜矿尾矿产生量变化情况

Fig.1    Variation of copper mine tailings production from 2011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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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铜矿尾矿利用领域结构示意
Fig.2    Schematic of copper mine tailings utilization area

 

 2　铜矿尾矿资源利用现状

 2.1　国外铜矿尾矿资源利用现状

随着世界可开发利用矿产资源日益减少，原

矿品位日趋贫化，尾矿作为二次资源加以开发利

用变得极为重要，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

来，许多发达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包括尾矿

在内的固废资源综合利用。由于政府的重视和政

策措施得力，这些国家的尾矿开发利用成效显

著。国外尾矿的利用率可达 60% 以上，德国包括

尾矿在内的各种工业废料的利用率已达 80% 以

上，欧洲一些国家已向无废物矿山目标发展。

 2.1.1　研制选、冶新工艺，回收各种有用组分

前苏联、东欧、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

等发达国家针对尾矿资源的特点，开展选、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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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和新设备的研究，建立了一批二次选矿厂，

从尾矿中再选了大量有用组分。如哈萨克斯坦巴

尔喀什选矿厂采用浮选、再磨和精选流程，从尾

矿中回收铜和钼，并得到绢云母精矿；美国采用

药剂和细菌浸出法从尾矿中回收铜、金等组分，

回收的铜已占其铜总产量的 10%。智利楚基卡马

塔铜矿山采用大浸出槽硫酸浸出－电解工艺，从

堆存多年的尾矿中回收铜，每年从中产出铜

5.25 万 t，已从尾矿中累计回收铜 90 万 t。
 2.1.2　研发尾矿新材料和新产品，高效整体利用

尾矿

利用从尾矿中选出的组分，特别是某些非金

属组分，进行深加工，开发其某些特殊性能，制

造高附加值产品。国外许多功能陶瓷、复合陶

瓷、化工产品等有一部分是从尾矿中再选矿物深

加工获得的。

尾矿的整体利用很大部分是应用于建材工业

中，作为建材原料。因为尾矿是矿石经过选矿过

程中的破碎、磨矿、分选等工序的产物，矿物多

为粒径<0.5 mm 的细小颗粒，与传统建筑用砂、建

材粘土、陶瓷玻璃原料组分很接近，稍加以调配

即可用于生产。如高硅尾矿（SiO2>60%）可用作

建筑材料、公路用砂、陶瓷、玻璃、微晶玻璃花

岗石及硅酸盐新材料原料。例如，乌克兰将某矿

山积存的 5 亿多 t 尾矿适当分级后用作混凝土的粗

细骨料外，还用细粒级的尾矿生产硅酸盐建材制

品。俄罗斯某矿山建起了以尾矿为主要原料的水

泥厂和玻璃厂。加拿大魁北克矿山用磨细的尾矿

烧制出耐火硅砖。美国绝大多数尾矿被用作混凝

土填料和铺路材料，以及用铁燧石岩尾矿制成轻

质砖。日本将铁尾矿与 10% 的硅藻土混合，烧制

成轻质骨料等[5]。

 2.2　国内铜矿尾矿资源利用现状

铜矿尾矿虽然是矿山产生的固体废弃物，但

它也是一种有用的宝贵资源。目前全国每年产生

3 亿多 t 铜矿尾矿，堆存有几十亿 t，数量巨大，

尾矿利用率较低。

我国的尾矿综合利用研究起步较晚，研究程

度和实际利用水平都明显落后于某些发达国家，

基本处于起步阶段。大多停留在仅仅回收有价金

属元素的阶段，即使有少量研究者和企业利用尾

矿生产建筑材料、填料等，但因其数量规模较

小，尚达不到对尾矿规模化消纳利用的目的。

目前，以铁矿、铜矿尾矿资源为代表的矿山

尾矿开发利用和环境综合治理已受到我国政府部

门的高度重视。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国政府和

有关部门陆续颁布了《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

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

源法》、《全国环境保护工作纲要》和《中国

21 世纪议程》等一系列涉及尾矿资源环境问题的

法规和政策性文件，强调了尾矿的资源性和对环

境的危害性，以及其开发利用的重要性。工业和

信息化部、科技部、国土资源部、国家安全监管

总局等有关部门组织编制了《金属尾矿综合利用

专项规划 (2010-2015)》，首次以规划的形式明确

了尾矿综合利用的重点领域、重点技术与重点项

目，为整体推动金属尾矿资源综合利用勾绘了蓝

图[6]。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出台的《关于“十

四五”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的指导意见》进一

步明确了尾矿利用的方向及政策支撑，推动了我

国对尾矿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对环境的综合治理。

目前，国内在铜矿尾矿方面利用领域见图 2。
 2.2.1　有价元素回收

过去铜矿回收领域由于选矿工艺技术、设备

等因素的局限，通常排放的尾矿中流失有较多

的各种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稀有金属和非金

属矿物等组分，造成了资源的极大浪费。随着

社会的发展，过去不能利用而被丢弃的尾矿现

在可依靠科技进步加以回收利用 [7]。同时，铜矿

尾矿因为多呈颗粒细小的粉末状，在对其进行

有价元素回收时可以直接进行再选，能节省磨

矿工艺中的能耗，降低再回收的生产成本，增

加企业的经济效益。

江西铜业集团的德兴铜矿攻克“含铜废石”堆

浸技术难关，研发了“微生物堆浸电萃取﹣电积”

提铜技术，最大限度地利用了铜资源，形成了规

模化生产，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铜、金、银的回

收率分别达 86.60%、62.32%、65.09%，采用水力

旋流器对铜尾矿进行分级及重力选硫，年回收硫

精矿 1000 t，铜 9.2 t，金 3.4 kg，产值达 1300 多

万元[8]。

甘肃白银集团在五十多年的矿业开发过程

中，白银公司产生了大量的废石、废渣、尾矿。

第一尾矿库、第二尾矿库、多金属尾矿库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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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尾矿库堆存铜选矿尾矿总量超 5000 余万 t，其

中含硫选矿尾矿约 2000 多万 t。露天矿废石堆厂

现存含铜 0.2% 以下低品位废石 9300 万方，约

2.5 亿  t。白银公司开展了固体废弃物的综合利

用，但综合利用率不高。利用方式主要是利用锌

熔铸浮渣回收尾矿氧化锌生产超细高活性氧化

锌；利用选矿尾矿作为井下充填材料，年利用量

18 万 t；利用选矿尾矿生产新型墙体材料小型空心

砌块和装饰砌块，年利用尾矿量 10 万 t。
李广[9] 等针对福建某选铜尾矿，采用采用“两

粗两精-粗精矿再磨再选”工艺获得含硫 48.78%
（有效硫 46.29%）、回收率为 50.39% 的优- II 级
硫精矿，再通过“再筛分”获得含硫 51.83%（有效

硫含量 >48%）、作业回收率 66.02% 的优- I 级硫

精矿，大幅度提升了硫精矿的综合回收率，同时

也提高了硫精矿资源附加值。

吴迪等针对内蒙古某多金属矿浮选尾矿中未

能有效回收的萤石资源，通过预先磁选抛废提高

萤石入选品位，采用有机抑制剂 HG-1 代替酸化水

玻璃，在原料 CaF2 品位 17.65% 的条件下，获得

CaF2 品位 97.26%，回收率 63.15% 的高品质萤石

精矿，实现了该尾矿中萤石资源的综合回收[10]。

李纪 [11] 等以湖北某尾矿为研究对象，采用

CCF 浮选柱回收尾矿中的铜，经过一次粗选一次

扫选和两次精选作业，可从含铜 0.38% 的尾矿中

获得铜品位 16% 以上，铜回收率 76% 以上的铜精

矿，实现矿产资源综合回收利用。

 2.2.2　制作建筑材料

尾矿是一种复合型矿物原料，颗粒细而均

匀，一般尾矿粒度<0.074 mm 的量占总量的 50%～

75%，其组成和物化性质与建筑材料在工程特性等

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为尾矿在建筑材料方面

的应用创造了条件。将其分级分类后可用尾矿生

产建筑材料，如水泥、混凝土集料、硅酸盐尾砂

砖、溶渣花砖、瓦、微晶玻璃、加气混凝土、铸

石、泡沫材料、陶粒、泡沫玻璃和耐火材料等，

具有广阔的前景，是尾矿综合利用的有效方法[12]。

（1）制作砖瓦等建筑材料

利用铜尾矿制备砖瓦具有工艺简单、投资

少、见效快等优点，其对铜尾矿的消纳发挥积极

作用。赵风清[13] 等对铜尾矿制蒸养标准砖进行研

究，利用铜尾矿，结合粉煤灰，在碱性复合激发

剂存在的情况下，通过湿热养护工艺制成承重标

准砖，产品抗压强度达到 18.1 MPa，抗折强度达

到 3.6 MPa，具有良好的抗冻融性和稳定性。

冯启明[14] 等以四川某铜尾矿为原料，添加适

量的水泥、石灰、混凝土发泡剂和废弃聚苯泡沫

粒,成功制备了轻质免烧砖；对免烧砖进行性能测

试后发现，当尾矿用量达到 70%～80% 时，免烧

砖的抗压强度为 3.6～10.4 MPa，符合建筑物承重

和非承重砌块的使用要求。

（2）用作水泥、混凝土原料

水泥生产企业在生产中常要加入硅料、钙料

等含硅含钙矿物作为水泥生产原料，而铜矿尾

矿中多含有硅酸盐矿物，可作为水泥硅料的原

料使用。

施正伦[15] 等对铜尾矿按质量比为 5% 的掺量

配制水泥生料，在实验室高温炉不同温度条件下

进行水泥熟料煅烧，结果显示，添加铜尾矿能降

低水泥熟料烧成能耗，减少水泥生产成本，提高

熟料产量和质量。

林海威[16] 等将云南省某铜尾矿库的铜尾矿磨

细后作为掺料等量取代水泥胶凝材料掺入透水混

凝土中，并对其性能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当

铜尾矿的掺量小于 5% 时，混凝土立方体的抗压强

度随着铜尾矿掺量的增加而增大；当掺量达到

5% 时，28、60 d 透水水泥混凝土立方体抗压强度

达到最大，分别为 24.0、24.5 MPa；继续加入铜尾

矿，其抗压强度反而减小。

陈杜娟 [17] 等以甘肃某选铜尾渣为研究对象，

采用硫浮选-浮选尾矿脱泥-石英反浮选的工艺方案

对其进行了综合回收，所得硫精矿可销售至硫酸

厂，石英精矿可作冶炼造渣原料，尾矿可作烧制

硅酸盐水泥的原料，实现了该尾矿资源的全综合

利用。

（3）制作微晶玻璃

微晶玻璃是指将含有成核剂的特定组成的基

础玻璃通过熔融法、烧结法、溶胶一凝胶法等使

得其玻璃相与微晶相均匀分布的无机非金属材

料，具有机械强度高、耐磨、化学性质稳定等优

良特性，可应用于建筑装饰材料、研磨设备等。

铜矿尾矿因与微晶玻璃具有相似的化学组成，都

含 SiO2、A1203、CaO、K2O、Na2O 等成分，故可

用来制备微晶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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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倩 [18] 等针对商洛某铜尾矿，以 Cr203 为晶

核剂，研究了不同烧结温度对铜尾矿制备微晶玻

璃性能的影响。并对试样的密度、莫氏硬度、抗

压强度以及耐腐蚀性进行测试。结果表明：烧结

后试样的密度、抗压强度、以及莫氏硬度的变化

趋势都是随着温度的上升，先增大后减小；试样

的耐酸碱性随着烧结温度的上升，也先增大后减

小，当烧结温度为 1100 ℃ 时，各项性能较优。

南宁[19] 等采用烧结法以某尾矿库现存尾矿为

主要原料制备微晶玻璃。对基础玻璃熔制较佳工

艺进行了优化，并探究晶化温度和保温时间对微

晶玻璃的抗压强度、密度以及热膨胀系数的影

响，为当地的尾矿资源化开辟一条新途径。

（4）制作陶瓷

尾矿中含有大量的硅酸盐矿物，富含 SiO2 和

A1203，此外还含有 Fe2O3、CaO、Na2O 和 K2O 等

低熔点成分，具有作为陶瓷坯体瘠原料和熔剂原

料的基础，可生产尾矿釉面砖等陶瓷制品。利用

尾矿生产陶瓷制品，不但可以充分利用废弃尾

矿，缓解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还可大大改善陶瓷

材料的隔音、隔热性能。丁向群[20] 等利用铜尾矿

为主要原料，以磷酸盐为主的无机液体黏结剂、

碳粉为主的固体发泡剂、金属氧化物和金属氢氧

化物为固化剂，通过调整各原料的用量，在 900 ℃
时成功制备出轻质陶瓷材料。

 2.2.3　用于采空区充填

采用充填法的矿山每采一吨矿石需回填

0.25～0.4 m3 或更多的充填材料，矿山采空区的回

填是直接利用铜尾矿最行之有效的途径之一。该

方法具有来源充足、物流快速和就地取材等优

点，并且还能省掉增建、扩建尾矿库的费用。目

前，矿山充填经历了干式充填、水力充填、胶结

充填以及膏体充填阶段。近年来我国金属价格回

升，充填技术得到了迅速的发展，新建矿山多采

用充填式采矿，真正实现了“无尾矿山”。

中国甘肃的金川公司曾进行了一系列尾砂充

填实验，包括全尾砂和细砂二合一充当骨料、分

级尾砂用作胶凝充填骨料、全尾砂胶凝充填等实

验。实验结果表明，尾砂在低掺入浓度以及全水

速凝条件下充填效果较好，可有效解决井下充填

料缺乏、细泥筑坝等难题，并且可省去选矿厂脱

泥工序[21]。

充分利用铜尾矿来充填采空区，可有效减少

了大宗固废的排放，为当下绿色矿山的建设提供

了技术支撑，产生了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已经成为铜矿山固废资源化利用和保护环境

的一个有效手段。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

及铜矿资源的持续开发利用，中国铜尾矿充填技

术将会在更大流量、更低成本的充填设备、工艺

及充填系统智能化等方面进一步提高。

 2.2.4　制作聚合物填料

有些铜矿尾矿含有石榴子石、硅灰石、云母

等一些具有特种性能的非金属矿物，这些尾矿经

过一定的处理后往往作为塑料橡胶、涂料等一些

产品的填充料，可大大改善其强度、电性能等。

湖北大冶铜矿从尾矿中回收石榴子石精矿用

作橡胶填充料，可有效提高胶料的耐磨强度和抗

老化性能等，并改善了加工性能，降低了胶料成

本，石榴子石精矿的用量为橡胶量的 50%～100%。

王巧玲[22] 对选矿尾矿中回收的绢云母产品进

行表面改性及其在橡胶中应用实验，并与其他橡

胶补强剂进行对比。5 种改性剂改性的绢云母在天

然橡胶和丁苯橡胶中的应用实验结果表明，通过

改性可以改善绢云母表面活性，提高从选矿尾矿

中回收的绢云母精矿产品在橡胶中的应用性能。

对比实验结果表明，改性绢云母胶料拉伸强度及

定伸应力优于轻质碳酸钙胶料而低于半补强炭黑

胶料，而硬度和拉断伸长率大于其他两种胶料。

尾矿中回收的绢云母经改性后可以在天然胶及丁

苯胶中推广应用，并具有较大的经济效益、环境

效益和社会效益。

 2.2.5　制备农用肥料

由于尾矿中含有 Zn、Mn、Cu、Mo、P 等植

物生长必备微量元素，经过一系列的处理，可以

将尾矿制成化肥，已达到提高土壤肥力的作用。

例如马鞍山矿山研究院将磁选尾矿加入到化肥中

制成磁化尾矿复合肥，并建成一座年产 10000 t 的
磁化尾矿复合肥厂，取得了明显成效。中国地质

科学院矿产综合利用研究所针对四川拉拉铜矿尾

矿，采用尾矿焙烧制备硅肥的工艺，可产出有效

硅（以 SiO2 计）质量分数 38.75% 的多功能矿物

硅肥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肥料中砷、镉、铅、

汞生态指标》（GB/T 23349-2009）要求，可以作

为无机、有机无机复合肥或其他农业及生态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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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料[23-24]。

 2.2.6　用于生态修复

铜矿矿区在经过长期开采后，形成了尾矿废

弃地，而由于尾矿的物理化学性能导致该地生态

系统退化，使其成为寸草不生的裸地。因此，尾

矿废弃地的复垦受到了各国的高度重视，已成为

当前的研究热点之一。目前对铜尾矿废弃地的复

垦主要有物理法、化学法以及生物法等，生物法

因具有不轻易造成二次污染、方法简单、费用较

低等优点而成为铜尾矿复垦的主流方式。

毛文权 [25] 等为改善矿区复垦地土壤生态环

境，对铜陵市狮子山 3 个尾矿库复垦地和 1 个对

照样地的土壤动物进行研究。样地土壤动物个体

数和类群数方差分析表明，香樟林获得土壤动物

个体数和类群数显著高于其他样地，刺槐林地与

其他样地的个体数无显著性差异，类群数有显著

性差异，芒草地和白茅草地个体数和类群数之间

无显著性差异。RDA 分析表明，弹尾目与土壤

pH 值、TP 显著相关；凋落物层厚度、土壤 TN、

TC、TOC 与双尾目、蚯蚓、双翅目幼虫、鼠妇呈

极显著的正相关，与鞘翅目幼虫呈显著负相关。

香樟林地对照下的复垦地生态恢复综合评价表现

为刺槐林地恢复效果较好，芒草地和白茅草地的

恢复效果不显著。

目前铜尾矿废弃地植被复垦依旧存在一些问

题，如当某些铜尾矿中的硫含量较高时，硫在空

气中暴露时间过长后会被氧化，使得尾矿处于酸

性环境，进一步将铜尾矿中的重金属酸浸出来，

导致重金属污染，从而影响复垦地上的植被生长。

 3　铜矿尾矿利用存在的问题

我国在铜矿尾矿综合利用方面虽然取得了很

大的成绩，但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要求，与国内其他领域工业固体废弃物的

利用水平及多梯度分质分级整体利用的国际先进

水平相比，存在着较大差距：

（1）综合利用率低

《工业绿色发展规划（2016-2020 年）》指

出，2015 年我国大宗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

在 65% 左右，其中尾矿的综合利用率仅为 22%，

与发达国家综合利用率（60%）相比还存在很大的

差距[26]。

（2）利用形式单一，高附加值产品少、缺乏

市场竞争力

目前，铜矿尾矿在工业上的应用，大多仅停

留在有价元素的回收利用和剩余非金属矿物在砂

石、水泥等普通建材方面的应用，而高档的建筑

材料如微晶玻璃、高档陶瓷、玻化砖等，由于制

造工艺过程相对复杂，制造成本相对较高，导致

市场竞争力较低，因此，到目前为止，大部分高

附加值产品研究仅仅停留在实验室研究阶段，未

能大规模工业应用。

（3）国家投入资金不足，政策法规不完善

长期以来，铜矿尾矿利用项目在资金上得不

到保证，投入严重不足。目前，我国很少有专项

资金支持尾矿资源的综合利用，矿山企业融资渠

道没有解决，再加上矿山行业普遍效益较差，尾

矿利用资金筹措非常困难，导致企业没有意愿也

没有能力关注并解决铜矿尾矿的综合利用问题。

在政策扶持上，国家虽然先后出台了资源综

合利用减免所得税、部分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企业

减免增值税的优惠政策，但尚缺乏强制性政策措

施和法律法规去完善尾矿资源化利用体系，导致

矿山企业对尾矿的综合利用缺乏积极性。

 4　结论与展望

（1）尾矿资源规模化消纳利用是当务之急，

也是长远之需；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责任；是

环境建设，也是民生工程。尾矿资源规模化消纳

利用要以提高利用率和效益为目标，以技术创新

为动力，以企业为实施主体，以税收优惠政策为

杠杆，以政府资金引导为手段，加强项目建设，

建立标准体系，完善政策措施，共同促进尾矿综

合利用事业又快又好的发展。

（2）企业与市场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尾

矿利用意识。树立长远观念，把尾矿利用作为实

现矿业持续发展的必要措施。要运用各种手段和

形式，加强尾矿利用的宣传教育，使全行业真正

认识到尾矿利用对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提高矿

山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努力实现合理配置资源和

可持续发展。

（3）搞好尾矿综合利用，还有许多技术问题

需要解决，因此，必须加大科技攻关的力度，应

重点解决尾矿中伴生元素的综合回收技术，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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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生产高附加值以及大宗用量的尾矿产品的实用

技术等，开展尾矿矿物工艺学的研究。国家应大

力支持尾矿利用科技攻关工作，通过科技攻关及

成果的推广，逐步提高我国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

利用的整体水平，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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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and Progress of Resource Utilization Technology of
Copper Tailings in China

Guo Wanjin1,  Wu Minghai2,  Wang Yang3,  Deng Wei4,  Wang Xiaohui4,  Mao Yilin4

(1.Baiyu Yinxing Mining Co., Ltd , Ganzi, Sichuan, China; 2.Sichuan Xinyuan Mining Co., Ltd, Ganzi
Sichuan, China; 3.Bayannur Western Copper Co., Ltd , Bayannur, Inner Mongolia, China; 4.Institute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ineral Resources, CAGS, Research Center of Multipurpose Utilization of

Metal Mineral Resources of China Geological Survey, Chengdu, Sichuan, China)
Abstract: This is an essay in the field of mining engineering. Copper tailing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east
China, southwest China and central South China, which are stored in dry dumps or wet discharge in tailings
pond. The lack of multi-gradient and multi-direction utilization mode, brings great threat to the environment
and  safety  around  the  mining  area.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mining area to strengthen the technical research on the utilization of domestic copper mine
tailings and realize its large-scale consumption.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general situ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copper  mine  tailings  resources,  summarizes  the  utilization  status  of  copper  mine  tailings  in  valuable
element  recovery,  building  materials,  filling,  reclamation  and  other  aspects,  and  discuss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utilization of copper mine tailings resources and gives a prospect of reasonable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furthe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copper mine tailings resources.
Keywords: Mining  engineering; Copper  tailing; Resource  utilization; Recovery  of  valuable  elements;
Building material; Recla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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