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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与建设单位核实，成都瑞奇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内部不涉及换源工作。当

放射源活度下降不能满足生产需要时，需要更换放射源，工作流程如下：

①放射源使用单位（成都瑞奇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按照《福射安全许可证）

许可的种类和范国，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申请购买新源，并按要求填报《放射性同

位素转让审批表》，经其批准同意后方可开展购源工作。

②获取四川省生态环境厅的批准后，放射源使用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运输单位将

源容器运输至放射源生产单位，在生产单位厂区内由生产单位完成装源工作。

③放射源生产单位委托有资质的运输单位将新源运输至放射源使用单位，在使

用单位现场倒源，倒源完成后，将废源的运回放射源生产单位。放射源使用单位在

废源收贮的活动完成后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备案。

根据环发[2007] 8号文的规定：探伤装置装源（包括更换放射源），应由放射

源生产单位进行操作，并承担安全责任，放射源生产单位也可委托有能力的单位选

行装源操作。生产、销售、使用探伤装置单位不得自行进行装源操作。放射源活度

不得超过该探伤装置设计的最大额定装源活度。

成都瑞奇智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得自行进行倒源操作，本项目放射源退役和

换源的所有工作必须由放射源生产单位负责，其中倒源的安全责任由放射源生产单

位负责，运输过程中的安全责任由运输单位负责。目前：成都瑞奇智造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已委托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负责承担废旧放射源回收，委托协

议见附件 12。

放射源贮存设施设计

本项目 192Ir、60Co曝光室靠近在工件门处地下分别设有储源坑，192Ir 储源坑

的设计尺寸为：800mm（长）×800mm（宽）×1000mm（深）、60Co储源坑的设

计尺寸为 1500mm（长）×1500mm（宽）×1700mm（深），坑盖采用钢板防护，

配有双锁，库容满足 1台 192Ir、和 1台 60Co探伤机贮存的空间要求。放射源储源

坑见图 9-7。

探伤机在曝光室室内探伤移动范围

本项目 X 射线探伤机、γ射线探伤机探伤时离地最大高度 1m，X 射线探伤

机移动范围见图 9-6，γ射线探伤机移动范围见图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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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6 X射线探伤机探伤移动范围

图 9-6 192Ir、60Co-γ射线探伤机、X射线探伤机探伤移动范围



39

污染源项描述

一、放射性污染

（1）X射线

由 X射线探伤机的工作原理可知，X射线是随机器的开、关而产生和消失。

本项目使用的 X射线探伤机只有在开机并处于出线状态时（曝光状态）才会发出

X射线。因此，在开机曝光期间，X射线成为污染环境的主要污染因子，污染途

径是 X射线外照射。

（2）γ射线

γ射线探伤机利用 192Ir、60Co衰变时发射的γ射线，γ射线具有较强贯穿能力，

因此γ射线探伤机的污染因子是γ射线；放射源贮存过程中γ射线穿过储源坑屏蔽体

(包括源坑、屏蔽墙、顶棚)泄漏到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中，对周围的工作人员和

公众产生γ射线外照射。

（3）β射线

由核素 60Co、192Ir 的辐射特性可知，核素 60Co、192Ir 能释放 β 射线，

由于β射线穿透能力很弱，设备的外包装可以完全屏蔽，使β射线不能释放到环

境中。另有曝光室墙体的屏蔽，β射线对外环境的影响可以忽略。

（4）废旧放射源

公司使用的放射源到一定时间后，不能满足无损检测要求，将退役成为废旧

放射源。经与建设单位核实，本项目放射源 192Ir 约 3个月更换一次，60Co约 5年

更换一次。公司应按照国家有关废旧放射源处置的相关规定要求，及时与供源单

位签订废旧放射源回收协议。

二、废气

本项目 X、γ射线探伤机在工作状态时，产生的 X、γ射线将会使探伤室内空

气电离产生一定量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探伤室内拟设置机械通风装置，少量的臭

氧和氮氧化物通过排气口排至探伤室外，对周围环境空气影响较小。

三、废水

清洗胶片时产生洗片废水约3000kg/a，工作人员生活污水产生量约0.6m3/d；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区预处理池处理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三级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再进入青白江区污水处理厂处理。青白江区污水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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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厂可同时接纳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

四、固体废物

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约 3.0kg/d，依托厂区垃圾桶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

统一清运。

五、噪声

本项目产生的噪声主要来自 X射线探伤机和通风设备，建设单位拟采用低噪

声设备（噪声源强低于 65dB（A）），对厂界噪声的贡献较小，对项目所在区域

声环境影响较小。

六、危险废物

本项目拍片完成后，在暗室洗片槽洗片过程中将产生废显影液、废定影液，

在评片过程中将产生废弃胶片。废显影液中含有溴化钾、无水亚硫酸钠等强氧化

剂；废定影液主要含有硫代硫酸钠和无水亚硫酸钠等化学物质。根据《国家危险

废物名录（2021年本）》（生态环境部令 第 39号，2021年 1月 1日起实施）中

的危险废物划分类别，该废显影液、废定影液和废胶片属于感光材料危险废物，

其危废编号为 HW16，在危废储存桶外需贴上标识。

危废暂存间及暗室需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7-2001）中规定的要求，采取“防渗、防腐、防雨、防倾倒”等措施。具

体防渗要求有：危废暂存间及暗室为可密闭房间，具有防雨措施，采用防渗混凝

土+HDPE膜防渗，暂存间设置围堰，防止危废因倾倒而流失。

本项目 X射线探伤室拍片 15000张，192Ir-γ射线探伤室拍片 33000张、60Co-γ

射线探伤拍片 48000 张，共计年拍片 96000 张。按洗 1000张片用 20L 显（定）

影液，经估算项目工作过程中每年产生的废显（定）影液约 1920L，折算为重量

为 1920kg，因此废显（定）影产生量各位 960kg。每年产生废胶片约 960张（废

片率按 1%计算），重量约 2kg，产生的危险废物暂存于贴有危废标识的专用防腐、

防倾倒的塑料容器内，塑料容器放置于危废暂存间。公司将与有相应危废处理资

质的单位签订危废回收合同，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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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项目安全设施

一、平面布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成都市青白江区“蓉欧+”陆港产业园同辉路1966号成都瑞奇智造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区新增3间探伤室，分别为X射线探伤室、192Ir-γ射线探伤室、

60Co-γ射线探伤室。X射线探伤室位于生产A区5跨处，192Ir-γ射线探伤室位于生产

A区3跨处，60Co-γ射线探伤室位于场所生产A区2跨处。本项目建设区域50m评价

范围内，不涉及厂界外的区域。X射线曝光室东北侧紧邻X射线探伤辅助用房、

约46m～50m为192Ir-γ射线探伤辅助用房，距离X射线曝光室西南侧约30m～50m

为卷板区，距离X射线曝光室南侧约20m～38m为焊接区1，距离X射线曝光室东

南侧约45～50m为焊接区2。192Ir-γ射线曝光室西南侧紧邻192Ir-γ射线探伤辅助用

房、约45～50m为X射线探伤辅助用房，距离192Ir-γ射线曝光室东南侧约36m～50m

为焊接区3、约44m～50m为焊接区4，距离192Ir-γ射线曝光室东侧约18m～38m为

退火区、约30m～50m为喷漆区。60Co-γ射线曝光室东侧紧邻60Co-γ射线探伤辅助

用房、约6m～30m为退火区、约20m～50m为喷漆区，距离60Co-γ射线曝光室西

南侧约11m～16m为192Ir-γ射线探伤辅助用房，距离60Co-γ射线曝光室东南侧约

37m～50m为焊接区3、约43m～50m为焊接区4。探伤室顶部以上为车间上空，

下方无地下室。本项目探伤室平面布局示意图见图10-1、图10-2。从图中可知，

本项目3间探伤室的操作室与曝光室分开设置，探伤室布局设计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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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1 本项目X射线探伤室平面布局示意图

图10-2 本项目192Ir、60Co-γ射线探伤室平面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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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本项目外环境分析可知，探伤室布置相对独立，检测过程中产生的 X

射线、γ射线经实体屏蔽防护后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影响是可以接受的。总体来看，

探伤室的平面布置既能满足被检测工件检测的需要，又便于进行分区管理和辐射

防护，从辐射安全防护的角度分析，其总平布置是合理的。

二、两区管理

为便于管理，切实做好辐射安全防范工作，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要求在放射工作场所内划出控制区和监督区。

控制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控制正常照射或防止污染扩散以及在一定程度上

预防或限制潜在照射，要求或可能要求专门防护手段和安全措施的限定区域。在

控制区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设立醒目的警告标志并给出相应的辐射水平和

污染水平的指示。运用行政管理程序如进入控制区的工作许可证和实体屏蔽（包

括门锁和联锁装置）限制进出控制区，放射性操作区应与非放射性工作区隔开。

监督区：未被确定为控制区，正常情况下不需要采取专门防护手段或安全措

施，但要不断检查其职业照射状况的制定区域。在监督区入口处的合适位置张贴

辐射危险警示标记；并定期检查工作状况，确认是否需要防护措施和安全条件，

或是否需要更改监督区的边界。

本次环评将探伤室实体区域划为控制区，将操作室、暗室、晾片室、评片室、

废物暂存间及工件门前 1 米内区域划为监督区，地上用醒目的黄线标识进行划

定，在探伤机工作期间不允许非操作人员在此范围内活动。本项目室内探伤辐射

工作场所两区划分见表 10-1。

表 10-1 探伤室探伤“两区”划分与管理

项目 控制区 监督区

两区划分范围 曝光室内部区域

操作室、暗室、评片室、废物暂存

间等辅助用房及工件门前 1 米内

区域

辐射防护措施

对控制区进行严格控制，探伤机在曝

光过程中严禁任何人员进入。根据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6.4.1.4c）
在控制区的进出口及其他适当位置

处设立醒目的符合附录F规定的警告

标志

监督区为工作人员操作仪器的工

作场所，禁止非相关人员进入，避

免受到不必要的照射。根据《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6.4.2.2b）在监

督区入口处的适当地点设立表明

监督区的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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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区划分示意图见下图 10-3、图 10-4：

图 10-3 X射线探伤室两区划分示意图

图 10-4 192Ir、60Co-γ射线探伤室两区划分示意图



45

三、辐射安全及防护措施

（1）工作场所实体辐射防护情况

表 10-2 探伤室实体防护设施表

探伤

室
探伤室墙体墙体 工件门 迷道门 进排风孔 穿线孔

X射线

四周墙体采用 600mm
厚钢筋混凝土，顶部

采用 450mm 厚钢筋

混凝土作为防护层

工件门位于探伤

室东南侧，采用

32mmPb铅板作

为防护门。

迷道门位于探

伤室东侧，采用

15mmPb铅板作

为防护门。

进风孔位于曝

光室顶部东南

侧；排风孔位于

曝光室底部北

侧，拟采用

35mm铅防护罩

进行屏蔽。

穿线孔位于曝

光室墙体东

侧，拟采用

35mm铅防护

罩进行屏蔽

192Ir

东北侧墙体 1200mm
厚钢筋混凝土，其余

三侧墙体采用 800mm
厚钢筋混凝土，顶部

采用 600mm 厚钢筋

混凝土作为防护层

工件门位于探伤

室东南侧，采用

800mm 厚钢筋混

凝土作为防护门。

迷道门位于探

伤室南侧，采用

10mmPb铅板作

为防护门。

进风孔位于曝

光室顶部东南

侧；排风孔位于

曝光室底部北

侧，拟采用

35mm铅防护罩

进行屏蔽。

穿线孔位于曝

光室墙体南

侧，拟采用

35mm铅防护

罩进行屏蔽

60Co

四周墙体采用

1200mm厚钢筋混凝

土，顶部采用 900mm
厚钢筋混凝土作为防

护层

工件门位于探伤

室东南侧，采用

1200mm厚钢筋

混凝土作为防护

门。

迷道门位于探

伤室东侧，采用

15mmPb铅板作

为防护门。

进风孔位于曝

光室顶部东南

侧；排风孔位于

曝光室底部北

侧，拟采用

35mm铅防护罩

进行屏蔽。

穿线孔位于曝

光室墙体东

侧，拟采用

35mm铅防护

罩进行屏蔽

通排风系统：探伤室设置有排风机通风，位于探伤室顶部，风机风量约

6000m3/h，噪声源强小于 65dB（A）。

（2）辐射安全防护装置与措施

本项目共建三间探伤室，主要开展 X、γ 射线室内探伤活动。根据《工业探

伤放射防护标准》（GBZ 117-2022）、及《关于γ 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要求》

（环发〔2007〕8 号文）等标准和规定，本项目探伤室投入使用前，必须具备以

下辐射安全和防护措施：

1、应对探伤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将探伤室和屏蔽墙壁围成的内部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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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为控制区，与墙壁外部相邻区域划为监督区。

2、各探伤室的迷道门安装时应尽量减小与墙体间的门缝，搭接的长度须大

于等于 10倍的间隙。X射线工件门、γ射线工件门应与墙体尽量贴合，同时工件

门与墙体的搭接长度约 0.5m，可以有效防止射线外泄。

3、探伤室工件门和工作人员出人门均须安装门-机联锁安全装置和灯光警示

装置，防护门与所有探伤机联锁，只有在门关闭后探伤机才能进行透照检查。

4、192Ir、60Co-γ射线探伤室内应安装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剂量率水平应显

示在控制室内，并与门-机联锁相联系。当剂量探头量监测探伤室内剂量升高（即

密封源离开探伤机屏蔽体），防护门无法从外部打开，只有密封源收回探伤机内

后，探伤室内剂量水平下降至安全阈值以下，防护门才能从外部打开；探伤室内

可以通过电动开关打开防护门。在 X 射线探伤室内安装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

警装置，将辐射探测报警装置探头安装曝光室墙壁上，数字显示装置应安装在控

制台，当辐射剂量超过预定水平时，该装置的音响和（或）灯光警告装置发出警

告信号。

5、γ 源探伤过程中防止防护门打开，工件门设计为电动门，设控制按钮；

工作人员出入门设计为电动门，并配一把锁。

6、探伤室入口处及被探物件出入口处必须设置声光报警指示灯箱，该声光

报警指示灯箱在探伤机工作时应自动接通以给出声光警示信号，灯箱应醒目显示

“禁止入内”。

7、照射状态指示装置应与 X射线探伤装置联锁。

8、探伤室防护门上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如图 10-5所示。

图 10-5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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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探伤室内侧壁、迷道及操作台上安装紧急停机按钮，并给出清晰的标记

和说明。确保出现紧急事故时，能立即停止照射。按钮的安装，应使人员处在 X

射线探伤室内任何位置时都不需要穿过主射线束就能够使用。

10、探伤室应设置机械通风装置，排风管道外口避免朝向人员活动密集区。

每小时有效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3次。

11、探伤室应设有视频监控系统，且须覆盖到储源坑，全方位监控探伤室内

情况，若有人员滞留于探伤室内，可以在控制室内及时观察发现。

12、探伤室门外 1m处划定黄色警戒线，告诫无关人员不得靠近。各项辐射

环境管理规章制度应张贴于工作现场处，并严格落实到探伤工作中。

13、应定期对探伤室的防护门-机联锁装置、门源联锁装置、紧急停机按钮、

出束信号指示灯等安全措施进行检查。

14、辐射工作人员操作及进出探伤室时时需配戴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

仪和便携式剂量测量仪。

15、储源坑设于探伤室内地面，因此探伤室应加设红外线防盗报警装置；探

伤室应设置 24小时持续有效的视频监控系统；保证储源坑达到防水要求，确保

不会有水流入坑内；储源坑盖应有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实行双人双锁制度；认真

做好防水、防火、防盗、防丢失、防破坏、防射线泄漏的“六防”工作。储源坑及

放射源的管理，还须满足：

◆每个月对探伤装置的配件进行检查、维护，每 3个月对探伤装置的性能进

行全面检查、维护，发现问题应及时维修，并做好记录。严禁使用铭牌模糊不清

或安全锁、联锁装置、输源管、控制缆、源辨位置指示器等存在故障的探伤装置。

◆探伤作业时，至少有 2名操作人员同时在场，每名操作人员应配备一台个

人剂量报警仪和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计应定期送交有资质的检测部门进行测

量，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每次探伤工作前，操作人员应检查探伤装置的安全锁、联锁装置、位置指

示器、输源管、驱动装置等的性能。

◆探伤作业完成后，放射源贮存储源坑前，探伤人员对探伤装置进行目测检

查，确认设备没有被损坏。采用有效的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对γ射线探伤机表面进

行检测，确认放射源回到源容器的屏蔽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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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换放射源时，探伤装置使用单位应向所在地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交

《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审批表》，申请转入放射源。

16、放射源换源工作必须由放射源生产单位进行，换源时穿上专门的辐射防

护服，并佩带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仪。

17、退役或不用的放射源 192Ir、60Co按照事先达成的废源回收协议，委托有

资质的单位运输，返回供应商，并有详细的交接记录，档案长期保存。

18、公司须建立探伤机与放射源的档案和台帐，贮存、使用探伤机时及时进

行登记、检查，做到帐物相符，并要求有专人负责保管。

19、公司须制定相关制度，禁止将 γ 射线探伤机移出探伤室外作业。

20、探伤室应设置地下穿墙“U”型管道，控制电缆线及γ探伤机的输源导管均

从埋地“U”型管道中穿过，该结构应不破坏屏蔽墙的防护效果。

21、公司须给所有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和个人剂量报警仪，工作期

间必须正常佩戴；同时配置个人防护用品，如铅背心、铅手套、铅防护眼镜等。

22、每套门机联锁设置有 4个接入插口（每个插口配有标识，对应 1个工作

信号指示灯），每个插口对应插入 1台探伤机自带的信号输入接头，用于门机联

锁的控制。γ射线探伤室内更换探伤机探伤时，将探伤机自带的插头插入门机联

锁装置插口，工作信号指示灯亮，门机联锁可正常工作。

（4）人员的安全与防护

这里主要指对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和周围相邻区域（评价范围内）的其他人

员（公众）的防护。现场探伤作业时，为控制辐射对人体（主要是操作人员）的

照射，综合采取屏蔽防护、时间防护和距离防护措施。

①屏蔽防护

现场探伤通过有效实体如钢筋混凝土、铅板、钢板等对射线进行屏蔽，使现

场操作人员受照剂量最小。

②时间防护

在探伤操作时，必须熟练、迅速、准确，尽量缩短探伤机曝光时间。

③距离防护

在探伤机出束时，尽量增大与探伤机间的距离，以降低受照剂量。

④个人剂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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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工作人员均应配备有个人剂量计，并要求上班期间必须佩带。建设单位

定期（每季度一次）将个人剂量计送有资质单位进行检测，检测结果存入个人剂

量档案。

四、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对照分析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第 18号令）、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

《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和防护监督检查大纲》生态环境部（国家核安全局），《关

于 X 射线探伤装置的辐射安全要求》（川环发[2007]42 号）和《四川省核技术

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监督检查大纲》（川环函[2016]1400号）相关要求，将本项

目的设施、措施进行对照分析，见表 10-3、10-4。

表 10-3 本项目 X射线探伤室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对照分析表

项目 具体要求 本项目实际情况

探伤室建筑屏

蔽设计

探伤室建筑（包括辐射防护墙、门、迷道）的防护厚度

应充分考虑 X射线，X射线的散射、漏射效应。
设计中具备

操作台锁定开

关

辐射工作人员在操作台按下锁定开关后，X射线探伤机

对操作指令不予执行。打开锁定开关后，方可操作探伤

机。

设计中具备

门机联锁 探伤室工件进出大门和迷道门应与探伤机联锁。 设计中具备

门灯联锁

探伤室防护门外侧及控制台上拟设置工作状态警示灯，

并与门联锁，工作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在进行探伤作业

时，防护门不能被打开。

设计中具备

紧急止动

装置

在曝光室迷道内应设置紧急逃生按钮，各个紧急逃生按

钮相互串联，按下按钮，工件进出门和迷道门可从紧急

逃生按钮处打开。

设计中具备

视频监控

系统

曝光室内安装 1套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和对讲装置，并连

接到操作室操作台。视频探头安装于曝光室内，能拍到

曝光室内探伤机的工作情况，并能看到迷道门和工件大

门处的情况，保证曝光室内各个地方都能拍摄到，不留

死角；视频监控屏幕位置位于操作室操作台上，工作人

员能在操作室内实时监控探伤过程，如果出现异常能迅

速启动紧急停机装置。工件进出门处安装视频监控，防

止人员误入。

设计中具备

钥匙控制

每个探伤机的电源启动钥匙与人员通道门的钥匙以及

控制台上的钥匙应牢固连接。该串钥匙应与便携式 X
辐射剂量仪连在一起，随操作员进出探伤室。

设计中具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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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告标志

曝光室工作人员入口门外和探伤工件出入大门外应设

置固定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灯箱，探伤

作业时，应有声光警示，控制区边界应设置明显可见的

警告标志。

设计中具备

通风系统

根据曝光室空间大小、X射线机的管电压和管电流以及

探伤作业时间，曝光室内应设置相应排风量的通风系

统，使臭氧浓度低于国家标准要求。

设计中具备

入口处工作状

态显示
灯箱应醒目显示“预备”、“照射”。 设计中具备

防护设施 X射线探伤室安装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装置 设计中具备

表 10-4 本项目γ射线探伤室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对照分析表

项目 具体要求 本项目实际情况

探伤室建筑屏

蔽设计

探伤室建筑（包括辐射防护墙、门、迷道）的防护厚度

应充分考虑γ射线，γ射线的散射效应。
设计中具备

操作台锁定开

关

辐射工作人员在操作台按下锁定开关后，X射线探伤机

对操作指令不予执行。打开锁定开关后，方可操作探伤

机。

设计中具备

源位置显示 源位置可在电脑显示器上显示。 设计中具备

紧急回源装置
预停电等紧急情况，操作紧急回源装置可使源回收至探

伤机内。
设计中具备

回源不到位报

警装置
回源不到位，可发出报警提示。 设计中具备

固定式剂量监

测系统
γ射线探伤室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与门机联锁 设计中具备

门机联锁 探伤室工件进出大门和迷道门应与探伤机联锁 设计中具备

门灯联锁

探伤室防护门外侧及控制台上拟设置工作状态警示灯，

并与门联锁，工作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在进行探伤作业

时，防护门不能被打开。

设计中具备

门源联锁

探伤室防护门外侧及控制台上拟设置工作状态警示灯，

并与源联锁，工作状态指示灯显示正在进行探伤作业

时，防护门不能被打开。

设计中具备

紧急止动

装置

在曝光室迷道内应设置紧急逃生按钮，各个紧急逃生按

钮相互串联，按下按钮，工件进出门和迷道门可从紧急

逃生按钮处打开。

设计中具备

视频监控

系统

曝光室内安装 1套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和对讲装置，并连

接到操作室操作台。视频探头安装于曝光室内，能拍到
设计中具备


	附件：
	附件1  委托书
	附件2  辐射安全许可证
	附件6  关于调整辐射防护领导小组的通知
	附件9  本项目辐射环境本底检测报告
	附件10 废旧放射源回收转让协议
	附件11 危险废物委托处置服务合同
	附图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2  本项目所在厂区外环境关系图
	附图6  探伤室通排风图、穿线孔结构图
	附图7  本项目人流、物流图
	附图8  本项目两区划分图
	表1  项目概况
	项目概述
	一、建设单位简介及项目由来
	二、产业政策符合性
	三、项目概况
	（一）项目名称、性质、地点
	（二）建设内容与规模
	（三）本项目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情况
	（四）本项目涉及射线装置和放射源
	（五）项目外环境关系、选址合理性及实践正当性分析
	（1）厂区外环境
	图1-1  厂区外环境关系图
	（2）本项目外环境
	（六）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表2  放射源
	表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表4  射线装置
	表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表6  评价依据
	表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保护目标
	评价标准
	一、环境质量标准
	二、污染物排放标准


	表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检测项目
	检测设备
	使用环境
	名称及编号
	技术指标
	校准情况
	名称:环境监测用X-γ辐射空气比释动能率仪
	型号:NT6101
	编号:
	TJHJ2021-49
	校准单位: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校准字号:
	2022H21-20-4028522001
	校准日期：
	2022年07月28日
	有效期至：
	2023年07月27日
	天气:阴
	温度:
	12.3℃
	湿度:
	49%
	四、监测结果

	表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一、施工期
	二、运营期
	（3）X 射线探伤机工作原理和探伤工作流程
	典型的 γ 射线设备内部结构见图 9-4。

	污染源项描述

	表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项目安全设施
	一、平面布局合理性分析
	二、两区管理
	三、辐射安全及防护措施
	四、辐射安全防护设施对照分析
	监测设备应配备便携式辐射监测仪、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应急物质应配备灭火器材。
	每次工作前探伤作业人员对应每台探伤机，检查安全装置、联锁装置的性能及警告信号、 标志的状态。只有确认
	建设单位按照表10-3、10-4中提出的要求落实，本项目辐射防护措施合理可行。
	五、环保投资

	三废的治理

	表11  环境影响分析
	施工期环境影响分析
	由于X射线探伤机只有在无损检测过程中才会产生辐射，其产生的射线是随机器的开、关而产生和消失的。在X射
	γ射线探伤机只有在项目建成后，经生态环境部门批准方可购置放射源。因此，在建设过程中对周围环境无辐射影
	根据环发〔2007〕8号精神：“探伤装置装源（包括更换放射源）应由放射源生产单位进行操作，并承担安全
	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
	                ........
	式中d：屏蔽层厚度，mm；
	根据《辐射所致臭氧的估算与分析》（王时进、娄云，中华放射医学防护杂志，1994年4月第14卷第2期）
	①点状γ射线密封源所致的O3产额
	式中：P——O3的产额，mg/h；
	八、废水
	九、固体废物
	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约3.0kg/d，依托厂区垃圾桶统一收集后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事故影响分析
	一、事故风险识别
	二、源项分析及最大可能性事故分析
	根据污染源分析，本项目环境风险因子为X射线、γ射线，危害因素为X射线、γ射线超剂量照射。
	1、本项目X射线室内探伤工作场所可能发生的辐射事故如下：
	三、辐射事故影响分析
	四、事故风险防范措施
	五、事故应急措施


	表12  辐射安全管理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一、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机构
	为了贯彻执行国家放射性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落实国家生态环境部颁布的有关辐射安全管理文件精神，加强公司
	二、辐射工作人员配置
	辐射安全档案资料管理和规章管理制度
	辐射监测
	一、工作场所监测
	（1）公司自我监测
	（2）监测内容和要求
	此外，建设单位需定期和不定期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监测，随时掌握辐射工作场所剂量变化情况，发现问题及时维
	二、个人剂量检测
	三、年度监测报告情况

	辐射事故应急
	表13  结论与建议
	结论
	一、项目概况
	二、本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三、本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四、工程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现状
	五、环境影响评价分析结论
	六、环保设施与保护目标
	七、事故风险与防范
	八、辐射安全管理的综合能力
	九、项目环保可行性结论
	十、项目环保竣工验收检查内容

	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