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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推行稀土行业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
廖海清 吴丰昌

探索与思考

督查中心工作模式该怎么调整？

◆但家文

◆罗岳平 秦迪岚 刘茘彬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
态。在适应新常态过程中，各级环保部
门还存在一些问题，急需加以解决。

一是人员队伍不适应。环保机构
人才总量相对其他部委较少。与严峻
的环境形势相比，“小马拉大车”影响到
一些重要环保职能的有效履行。环保
人员数量与严峻的环境形势和任务相
比，存在明显不足。

二是能力素质不适应。由于历史
原因，大部分环境监管人员都是在单位
组建时抽调而来，多数专业不对口，能
力素质参差不齐。随着工业和环境科
技的发展，新的行业工艺层出不穷，高、
精、尖的环境监管设备在环境领域运用
得越来越多，各种专业性较强的技术问
题 都 需 要 高 素 质 的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承
担。据环境保护部 2013 年第一期环境
监测管理培训班发布的报告显示，在监
测系统，全国监测站博士学历仅有 134
人，本科学历 10380 人，高级职称比例
很低。以西部某市环境监察执法支队
为例，环保相关专业人员只占 11.5%。
37 名环境监测专业技术人员中，高级
工程师 7 名，工程师 12 名，助理工程师
18 名。按照国家要求，环境监测站专
业技术人员比例必须达到 85%以上，但
目前尚差 12个百分点。

三是机构队伍不适应。当前我国
的行政管理体制从上到下呈倒金字塔
结构，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部门的内设机
构比较健全，人员编制相对较多，越到
基层人员编制越少。县和乡镇两级政
府作为国家行政管理的前沿阵地，处在
环境执法管理工作的第一线，工作范围
广、监管任务重，但监管力量却十分薄
弱。如西部某省 4408 个乡镇中，只有
750 多个乡镇设有环保机构，不到乡镇
总数的 18％，且大多与其他部门合署
办公。由于要经常深入到脏、乱、臭、险
等地方，还要承担夜间突查、监测和应
急处置等工作，任务重、风险高，环境监
管人员心理压力普遍较大。

四是基础保障不适应。一些基层
环保部门仍然存在办公条件简陋、经费
短缺、监管能力薄弱等问题。有些地区
的环境监管业务用房面积不能适应环境
监管标准要求，有的连办公用房都不能保
证，更谈不上监测业务用房。经费保障更
是一大难题。一些地方由于财力有限，对
于环境监测部门依法履行职能所需经费，
地方财政除将国控重点污染源监督性监
测纳入预算项目保障外，其他监测服务采

取以收入的一定比例核算工作成本，用
于环保职能监测工作经费。国家对小
微企业免征环境监测服务费行政事业
性收费后，由于财政减收，基层环保部
门资金保障也将面临一些困难。

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对基层
环保部门而言，既是新挑战，更是新机
遇，应从以下方面着力：

首先，健全完善环境监管链条。完
善行政执法部门间各司其职、各负其
责、相互配合、齐抓共管的工作机制，形
成监管合力，提高整体执法效能。在加
强省市环保机构建设的同时，要按照

“权责匹配，重心下移”原则，强化基层
环境监管，增加基层环保机构，以适应
新常态发展的需要。健全县以上人民
政府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环境保
护机构，落实人员编制。市级可积极探
索对设区环保部门的垂直管理。重点
乡镇要逐步设置环保机构，明确环保工
作人员，主要负责贯彻落实环境法律法
规、方针政策，开展环境保护有关监督、
检查，配合上级环保部门做好环境执
法，协助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等。

其次，强化环保部门班子队伍建
设。要把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
作作风好的优秀人才选进班子。优化
人 才 队 伍 ，严 把 进 人 关 ，保 证 人 员 质
量。强化教育培训，提升干部素质。在
经济发展快但环境容量不足、复合型污
染问题比较突出的地区，要把重点放在提
高干部队伍素质上，优化人才结构，提高
专业人才比例，提高环境管理和执法水
平。在欠发达地区，要按照工作需要增加
人员编制数量，做到环保工作有人抓、有
人管。要加快环境监察机构和监测站标
准化建设。加强农村地区环境监管，切
实解决农村饮用水和土壤污染问题。

第三，以政策推动提升监管能力。
协调财政部门按照国家要求，认真落实
环保投入保障政策。目前，环保部门稳
健运行的保障政策较多，关键在于落
实。如新《环境保护法》第八条规定，各
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大保护和改善环境、
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财政投入，提高
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第五十条规定，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财政预算中安排
资金，支持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生
活污水和其他废弃物处理、畜禽养殖和
屠宰污染防治、土壤污染防治和农村工
矿污染治理等环境保护工作。这些为
环保部门稳健运行提供了法律、法规和
政策支持。各地应出台保障的具体办
法，确保充足的环保投入。

作者单位：四川省广元市环保局

国务院办公厅前不久出台的《关
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明确要
求对环境监管执法实行网格化管理。
细化监管区域，明确责任主体，有利于
将常规监管落实到位。

划分网格是环保系统常用的工作
方法。很多工作都涉及网格设计，如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大气污染排放源
清单调查，都是按一定的网格开展工
作。生态调查、遥感监测等工作也需
要设计合理网格尺寸的样方。此外，
很多地方正在积极建立环境监管网格
体系，推行网格化管理。采用网格化
工作模式，将监管力量下沉到各个环
境网格中，可以做到人员固定、监管目
标明确，真正实现定岗定责。

但是，由于目前没有统一的标准，
每个专项都是按照各自理解来确定网
格起点和网格大小等要素，互相不兼
容。如果对多种专项成果进行综合分
析，由于网格不能重叠，很难集成成
果。有鉴于此，笔者对统一环境网格
提出如下建议：

划分环境网格是一项应用广泛的
基础工作，应得到重视并尽快制订相
应标准。面上的调查或者管理几乎都
需要划定网格，以实现精确定位、分片
负责等技术或管理目标。统一环境网
格后，就可以以地块为单位，分别建立
其污染源、土壤、生态等身份证信息。
就管理而言，如果关注某个环境网格，
只要点击这一地块的经纬度或地标特
征物，所有身份证信息就可以展示出
来，对综合分析及决策而言非常便利。

环境网格应以 4×4km2 为基础尺
寸，并统一网格起点。4×4km2的环境
网格具有较好的延展性，如果要加密，
可 在 网 格 内 继 续 细 分 为 2 × 2km2 、
1×1km2 、0.5×0.5km2 甚 至 更 小 ；而
在 平 原 、荒 漠 等 地 区 ，4×4km2 的 环
境 网 格 可 根 据 需 要 扩 大 到 8×8km2

或 16×16km2 等。

目前，国家各种专项工作，以及一
部分省（市）划定了用途迥异的环境网
格，其起点有多种考虑。鉴于全国高
速公路以天安门为零公里起点，可以
比照将第一个 4×4km2 网格放在天安
门广场，以其为中心，外推全国网格。

加强对环境网格的应用。划定环
境网格后，要将这一成果发布，特别是
公 开 每 个 网 格 的 起 始 点 和 中 心 经 纬
度，使省、市、县三级了解本辖区内的
网格分布情况，甚至还可以与社会网
格化管理结合起来。

对环境监管任务进行网格化分解
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并已在山西、
辽 宁 、浙 江 、山 东 、河 南 等 省 成 功 实
践。划定环境监管网格，有利于固定
监管对象，确保责任到人，防止出现监
管死角。将排污主体锁定到具体的环
境网格后，再确定其监管等级。在一

个环境网格内，要区别对待环境安全
隐患大和相对安全的排污单位。通过
网格化划分，排污单位与环境网格可
以建立起对应关系，每个排污单位划
入所在地的环境网格；关注某个环境
网格，其网格内分布有哪些排污单位
也一目了然。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
有利于快速锁定排污单位，并通过监
管责任人员了解其全面信息。

环境网格一旦划定，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就构成了相对封闭的区域。
负责单个或几个相邻环境网格的监管
人员要沉下心，全面掌握分管环境网
格内污染源的分布、排放状况，做熟悉
业务的网主。对每个网主，要定其责，
考核其履责情况，严厉问责其失职渎
职行为。

此外，每个环境网格内的污染源、
环境质量 现 状 等 差 别 较 大 ，可 根 据
环 境 风 险 大 小 实 现 分 类 管 理 。 总 体
上，可将环境网格划分为红、黄、蓝三
大类。确定环境网格的颜色后，再制
成图，监管重点就可显示出来，据此还
可平衡每位监管人员的工作量。
作者单位：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

环境网格需规范统一

环境保护部六大区域环保督查中
心（以下简称督查中心）监管范围覆盖
全 国 内 地 31 个 省 市 和 自 治 区 。 近 年
来，督查中心的督查工作任务越来越
繁重。如何进一步转变督查理念，强
化督政职能，成为当前督查中心面临
的重要问题。

督 查 中 心 目 前 并 行 的 有 两 种 工
作模式：一种是中心各业务处以督查
业务来划分工作职责，根据承担的督
查职责对辖区内所有省（区、市）开展
督查工作，即所谓以条为主的工作模
式；另一种是中心各业务处分别以辖
区内 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
督 查 对 象 ，全 面 负 责 这 个 省（区 、市）
所有的督查工作，即所谓以块为主的
工作模式。

以条为主工作模式的优点是，工作
职责分工可以做到专业化。如以总量
减排、《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执法稽
查和重金属污染防治等各条线的督查业
务来划分工作职责，与环境保护部各司
局和省级环保部门各处室对口协调比较
好，能较好地掌握整个辖区内每条线上
相关环保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心工作
人员对分工负责的督查业务也比较熟
悉和专业。

不足之处是，中心内部的督查工作
统筹协调难度越来越大，督查效率难以
大幅提升。如不同的处室根据自身负
责的不同督查工作业务，会先后对同一
个地级市或钢铁企业开展总量减排、

《大气十条》、执法稽查、重金属污染防
治等各项督查工作，难以避免重复督
查、交叉督查、扎堆督查和跟脚督查现
象，增加了地方环保部门和企业的负
担。虽然通过综合督查的方式可以有
效减少这种情况的发生，但实践中难以
完全根除产生这种弊端的根源。同时，
由于任何一个业务处都无法了解一个
省（区、市）环境保护的全貌，这对于督
查中心掌握各省（区、市）环境保护的总
体情况和开展督政都是不利的。此外，
以条分工的方式也不利于年轻干部的

全面培养和成长。
以块为主工作模式的优点是，有利

于每个业务处掌握 1~2 个省（区、市）环
境保护工作的整体情况，统筹协调对省

（区、市）的总量减排、《大气十条》、区域
大气环保规划和危险废物处理等各项
督查工作，显著提高督查效能，避免重
复督查、交叉督查、扎堆督查和跟脚督
查等现象的发生，可以减轻地方环保部
门和企业的接待负担，同时也有利于年
轻干部在较短时间内成长为比较全面
的督查业务骨干。

但是，不足之处是中心内部各处
室 较 难 及 时 汇 总 掌 握 辖 区 内 每 条 线
上的督查工作开展情况，其督查职责
分 工 与 环 境 保 护 部 各 司 局 和 省 级 环
保 部 门 各 处 室 的 对 口 协 调 有 一 定 难
度 。 工 作 人 员 虽 然 成 长 较 快 并 且 业
务 比 较 全 面 ，都 能 独 当 一 面 ，但 是 如
果自身努力不够，将难以成为各项督
查业务的尖子。

为有效消除督查工作中存在的这
些问题，以当前国家对各督 查 中心的
顶层设计和赋予的督查工作职责而言，
笔者认为，督 查 中心较好的工作模式
应该兼具上述两种模式的主要优点并
加以有机整合，形成以块为主、条块结
合的新工作模式，即对各省（区、市）的
督查工作以块为主，对环境保护部各司
局的督查业务以条为主，力求做到以块
为主、条块结合，相得益彰。

这种新的工作模式，既有利于督
查中心与环境保护部各司局业务工作
的对口衔接，及时统计汇总辖区内各条
线上督查工作的开展情况；又有利于督
查中心统筹安排好对地方和企业的各
项督查工作，全面掌握各省（区、市）环
保工作开展的总体情况、存在的主要问
题和潜在风险。进一步转变督查理念，强
化督政职能，创新督查方式，突出督查重
点，提高督查工作的针对性、时效性和实
效性。尽可能避免督查中心与环境保
护部机关各司局和地方环保部门的职
责交叉和重复检查，更好地履行中心监
督、指导、协调、服务的工作职责。
作者单位：环境保护部西南环保督查中心

基层环保部门怎样适应新常态？

◆张厚美

稀土是极为珍贵的战略资源，在
国 民 经 济 的 众 多 领 域 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我国是稀土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稀土分布于 22 个省区，目前大量开采
的 稀 土 矿 床 主 要 有 包 头 混 合 型 稀 土
矿，以江西和广东为代表的离子吸附
型稀土矿，以四川冕宁为代表的氟碳
铈矿等。

近年来，我国稀土产能迅速增加，
但是在行业发展中存在过度开采、生
态环境破坏和资源浪费等问题。稀土
资源储量迅速下降，稀土生产过程中
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客观认识
稀土行业的环境问题，开展稀土开发
与生产过程的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
对我国科学制订相关发展战略和产业
政策，妥善化解各种矛盾，在国际政治
经济中争取主动具有重要意义。

稀土行业环境风险评估与
管理取得重要进展

当前，稀土行业环境风险评估与
管理体系建设工作初现端倪，在风险
源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划分、监测体
系和风险管控等方面取得重要进展。

2005 年，徐光宪等 15 位院士联名
发表《关于保护白云鄂博钍和稀土资
源，避免黄河和包头受放射性污染的
紧急呼吁》，引起了一定的社会反响。
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积极开展钍污染
控制相关研究工作。

环境保护部从稀土行业污染控制
角度出发，于 2012 年启动环保公益重
大项目“典型地区稀土开发与生产环
境风险评估与监管技 术 研 究 ”，投 入
资金 1200 余万元。开展典型区域稀
土 开 发 相 关 污 染 源 清 单 、稀 土 开 发
与 生 产 过 程 的 生 态 风 险 和 人 体 健 康
风 险 评 估 技 术 ，以 及 稀 土 开 发 与 生
产 过 程 环 境 污 染 监 控 与 预 警 技 术 体
系等研究，提出典型稀土行业污染防
治与管理对策，为我国稀土开发与生
产污染问题的环境监管和应急处置提
供科技支撑。

目前，针对包头地区稀土行业环
境问题开展的风险源清单构建、生态
风险及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技术、稀土
开发与生产过程环境污染监控与预警
技术等，都取得了重要进展。

在生态风险评估技术方面，通过
开展稀土开采、洗选和冶炼过程中的
生态风险受体评价研究，建立生态风
险评价指标体系，并细化包头混合型
稀土矿生态风险受体评价指标体系，
在进行包头地区生态风险单要素评价
的基础之上，划分生态风险等级。结
合 风 险 源 识 别 和 受 体 评 价 的 主 要 结
论，初步确定主要的特征因子，并确定
拟采用土壤种子库、植物生物量分配
等生态评价方法，进行稀土开发、洗

选、冶炼过程的相应生态机制研究。
在人体健康风险评估技术方面，

分析测定各类污染源区（矿山开采场、
加工厂、尾矿区等）工人及周边居民呼
吸暴露量，揭示了颗粒物（TSP、PM10）
中重金属（铅、镉、铬、锌）、钍以及氟化
物的日均暴露量。对于人体健康的暴
露途径主要考虑：呼吸暴露（通过大
气）、饮水暴露（地下水）、摄食暴露（地
表水、水生生物、污染土壤、植物可食
部分），对污染物经不同暴露途径产生
健康风险的贡献率和关键参数取值进
行敏感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包头
地区稀土开发与生产对矿区和冶炼区
的工人，以及周边居民的有效暴露途
径为呼吸暴露。

根据稀土开发和生产污染物的环
境风险特征、潜在危害性后果与风险
释放特征，考虑环境风险的类型与环
境状况、经济水平、环境管理水平等实
际客观条件，建立了包括 4 个准则层、
10 个主题层和 22 个指标层在内的稀
土行业开发与生产过程中的污染物环
境风险分级指标体系。提出一种基于
熵权和 AHP 组合赋权的稀土开发与生
产过程中污染物风险模糊综合评价方
法，即首先通过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
标主观权重，然后用熵权法对指标层
指标的主观权重进行修正，最后用多
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对稀土开发与生
产过程污染物风险进行综合评价，建
立稀土开发与生产污染物的环境风险
分级评定技术体系，为稀土行业风险
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在 污 染 源 清 单 和 风 险 评 估 基 础
上，结合《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的规定和要求，筛选出对人体健康和
生态环境有重大影响的稀土特征污染
物，将本研究建立或改进的分析技术，
与已成熟的稀土开发与生产过程中特
征污染物监测技术相结合。剔除过于
陈旧且准确性差的检测技术，筛选和
综合集成合理、精确的典型区域污染
物监测与分析技术方法体系。同时，
根据稀土开发与生产过程中产生或排
放的污染物特点，构建监控技术评价
指标体系，充分考察仪器检测的准确
性、回收率、分析时间等评价指标，筛
选 不 同 环 境 介 质 特 征 污 染 物 检 测 方
法，初步形成稀土特征污染物监测与
分析技术方法体系。

依据现有研究成果形成的系列文
件，有力支撑了国家稀土战略资源与
生态环境保护政策制定工作。从稀土
行业的发展历程与现状，我国稀土工
业发展中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加强
稀土工业污染防治的政策建议 3 方面
出发，编制《加强稀土行业污染防治工
作，保护生态环境与战略资源》政务信
息专报，并被中共中央办公厅政策研

究室采纳。综合考虑稀土特征污染物
的环境状况、潜在危害性、风险释放、
经济水平、环境管理水平等因素，编制

《环境风险评估技术指南——稀土企
业环境风险等级划分方法》。

构建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体
系，推动稀土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稀 土 行 业 环 境 风 险 评 估 与 管 理
体 系 构 建 工 作 开 展 已 有 两 年 多 ，这
几 年 的 实 践 为 区 域 稀 土 行 业 环 境 风
险 评 估 与 管 理 体 系 全 面 构 建 积 累 了
丰 富 的 经 验 ，但 也 存 在 一 些 不 足 和
问题亟待解决。

包头是我国最大的稀土采选和冶
炼 区 域 ，也 是 较 大 的 钢 铁 冶 炼 工 业
区。稀土矿伴生于铁矿，稀土精矿是
铁矿选矿的副产物。相对于钢铁行业
而言，稀土行业整 体 规 模 小 ，钢 铁 行
业 也 排 放 一 些 稀 土 行 业 特 征 污 染
物 。 如 何 有 效 甄 别 钢 铁 行 业 和 稀 土
行 业 的 污 染 物 贡 献 份 额 ，准 确 评 估
稀 土 行 业 的 生 态 风 险 和 人 体 健 康 风
险 ，选 择 适 当 的 监 测 指 标 和 监 控 点
位，设置预警体系参数，是这一地区
环境监控预警、风险评估与管理重大
难题。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获得
大量钢铁和稀土企业产排污现状与历
史数据，建立包头混合稀土矿采选冶
过程的污染源清单。

我 国 拥 有 全 部 17 种 稀 土 元 素 资
源，它们分布于各地区不同矿种中，不
同矿种开发利用中的环境问题存在差
异。目前，稀土行业环境风险评估与
管 理 体 系 构 建 主 要 围 绕 包 头 地 区 开
展。包头混合稀土矿仅是一种比较典
型的矿种，不同类型矿种在特征污染
物类型、产排污量、产排污方式等方面
存在较大差异。如何实现现有稀土行
业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在全国范
围推广和应用，是稀土行业环境风险
评估与管理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

目前，我国在稀土行业环境风险
评估与管理体系建设方面的投入力度
不足，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政策，加强
地方环保部门和企业的参与和配合，
全面阐释稀土行业的环境风险，建立
行业监测监控预警体系，并据此出台
适合稀土行业可持续性发展的法律法
规和政策，实现生态环境和战略资源

保护并举的重大目标。
一是加强行业污染源研究。在有

效 识 别 稀 土 行 业 特 征 污 染 物 的 基 础
上，以区域为基础，开展稀土相关行业
特征污染物识别研究，筛选共有污染
物指标。通过对稀土及相关行业的物
料衡算及现场实测，估算区域共有污
染物的产生和排放总量及各行业贡献
量，建立相对准确的稀土行业污染物
清单，有效支撑稀土行业的环境风险
评估与监管工作。

二是完善环境管理体系。针对现
有环境质量标准中未涉及的特征污染
物，应开展相应特征污染物的环境质
量基准研究。提出污染物的环境基准
值，提出地方环境质量限值，制定具有
针对性的环境质量标准，为稀土行业
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体系构建提供重
要阈值。同时，应充分考虑稀土行业
工艺类型的升级改造对特征污染物类
型的影响，构建特征污染物排放标准
及环境质量限值更新联动机制。

三是完善监测监控体系。开展在
线自动监测、常规监测一体的多尺度
污染物监控技术研究，对污染物的浓
度和分布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形成稀
土开发和生产过程的污染负荷动态监
控技术平台。针对有较大风险的稀土
污染物，开展定期环境质量监测，形成
适合稀土环境监管需求的、较为完善
的区域污染监控体系。

四 是 形 成 风 险 管 理 机 制 。 依 据
稀 土 行 业 环 境 风 险 分 级 评 定 技 术 体
系 和 稀 土 污 染 物 环 境 质 量 标 准 ，构
建 稀 土 行 业 企 业 风 险 分 级 长 效 管 理
机 制 ，构 建 稀 土 行 业 重 大 污 染 事 故
应 急 响 应 机 制 与 突 发 性 污 染 事 故 分
级响应预案。

总之，保护稀土战略资源和生态
环境，需要客观认识稀土行业的环境
问题，深入剖析不同矿物组成、采选和
冶炼工艺类型的环境污染差异性，建
立行业污染源与风险源识别方法，研
发稀土行业的人体健康与生态风险综
合评估技术，形成稀土开发与生产过
程环境监测预警、风险评估和风险控
制一体的管理体系，建立并推行稀土
行业环境风险评估与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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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稀土资源丰富，矿物类型繁
多，稀土采选和冶炼过程中引发的环
境问题和潜在的生态环境风险也有所
不同。

一 是 稀 土 矿 采 选 中 的 环 境 问
题。目前几个主要稀土矿都存在此
类问题。

白云鄂博稀土和钍资源随铁矿采
出，矿石被运至包钢选矿厂，选出铁精
矿和稀土精矿。放射性钍主要集中于
稀土精矿，稀土精矿含钍量为 0.24%，比
原矿高6 倍，大多排入包头西北角的尾矿
库，尾矿累计堆存约1.5 亿吨。尾矿坝全
长 12公里，坝体标高 1056米，占地面积
约 11 平 方 公 里 ，水 封 面 积 约 占 1/2。
坝底无任何防渗措施，又处于干燥、少
雨、多强风的地区，易产生扬砂，是具
有潜在放射性最大的污染源。

四川牦牛坪稀土矿自 1989 年开采
以来，由于过去采矿中存在乱采滥挖

行为，采矿区废渣废矿乱堆乱放，采场
塌陷，河道堵塞，水土流失，给矿山生
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各选矿厂选矿
过程中排出的尾矿流入尾矿坝，而尾
矿坝没有防渗措施，废水渗入地下，给
河流造成污染。

南方离子型矿区历经了 3 次工艺
变革。20 世纪 70 年代初，稀土生产采
用池浸工艺；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采
用堆浸工艺。池浸和堆浸工艺开采对
矿 区 生 态 环 境 主 要 造 成 两 方 面 的 破
坏：对地表植被的直接破坏；开采中产
生大量尾砂占压土地，对堆置场地原

有生态系统造成破坏。目前，原地浸
矿工艺替代了池浸和堆浸工艺。原地
浸矿工艺不开挖山体，极少破坏地表
植被，每 1 吨稀土产品产出尾矿比池浸
工 艺 少 90% 以 上 。 但 因 为 注 液 井 设
计、施工不当或生产现场管理不到位，
在原地浸矿生产过程中有可能发生采
场滑坡事故。滑坡产生的泥沙对矿区
环境造成污染，大面积的滑坡有可能
对矿区整个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二是稀土矿分离和冶炼中的环境
问题。稀土分离和冶炼的主要特征污
染物是放射性钍、氨氮、氟化物等。自

2011 年《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颁
布以来，稀土分离和冶炼的工艺有所
改 变 ，由 原 来 的 氨 皂 工 艺 逐 步 转 化
为 钠 皂 工 艺 ，氨 氮 不 再 是 稀 土 行 业
主要特征污染物，全盐量成为这一行
业的特征污染物。据统计，仅包头地
区稀土行业的全盐产生量达 38 万吨/
年。而我国现行的工业污水排放标准
和环境质量标准均未设置全盐排放的
限值。

此外，浓硫酸高温焙烧和烧碱法
两种稀土冶炼分析工艺，分别产生富
含放射性钍的水浸渣和酸溶渣，水浸
渣总放比活度 2.1×105 Bq/kg，酸溶渣
总放比活度 3×105 Bq/kg，按放射性废
物分类标准属于低放废物。目前，仅
包头市建有放射性渣库，赣州等离子
型矿区没有建设放射性渣库，所产生
的放射性渣均由企业堆放暂存，存在
很大的生态安全隐患。

稀土行业环境问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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