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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1.1 单位概况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创建于 1957 年，总占地面积 5.56 公顷，

是我国最大的集医疗、科研、教学、产业于一体的国家级科研型血液病专业医疗机构，也

是全国唯一的血液病三级甲等专科医院。全国唯一的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

也是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干细胞医学中心的依托单位；卫生部

国家核事故医学应急中心第一临床部。 

作为全国唯一的血液病三级甲等专科医院,院所设有贫血诊疗科、白血病诊疗科、造血

干细胞移植科、淋巴瘤诊疗科、儿童血液病诊疗科、MDS 诊疗科、血栓止血诊疗科、血液

病急救科、综合诊疗科、血液病理诊断科和临床检测科 11 个临床诊疗科室,环境设施完善。

全国唯一的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在院所,以干细胞研究为切入点,系统研究恶性

血液病的病理基础,围绕这一方向,建有实验血细胞库、干细胞分选中心、细胞影像中心、功

能基因及药物筛选中心、实验动物中心五大开放性技术平台。2009-2015 年院所连续七年荣

获中国医院排行榜专科（血液科）排名第一。2014-2016 院所连续三年荣获中国医院科技影

响力（血液病学）第一。 

院所开放床位 598 张，现有职工 937 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 876 人，其中，正高级职

称 32 人、副高级职称 98 人、博士生导师 18 人、硕士生导师 20 人、国家突出贡献专家 6

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 人、中组部千人计划 1 人、中组部青年千人计划 1 人、国家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 3 人、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3 人、天津市“131”人才第一层人选 3 人、

天津市授衔专家 2 人、CMB 杰出教授 1 人。 

1.2 任务由来 

2008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委托天津辐新环境保护研究服务中心

对其核医学实验室和低能辐照仪室核技术应用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于 2008 年 5 月 4

日取得了天津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批复文号：津环保许可表[2008]122 号，详见附件二。

此项目环评内容中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为本次验收内容。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于 2017 年，申请并取得了新的辐射安全

许可证，证书编号为：津环辐证[00166]，发证日期 2017 年 5 月 19 日，有效期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其活动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Ⅰ类放射源，使用Ⅱ、Ⅲ类射线装置，详见附件三。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于 2018 年 2 月委托核工业二七〇研究所进行了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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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监测表编制工作（委托书见附件一）。本次验收为阶段性验收，验收监测单位对中国医学

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组织验收项目的运行情况和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

现场验收检查，并以此为基础编制完成本验收监测表。 

1.3 验收规模 

本次验收的内容为 1 台型号为 GAMMACELL40 的低能辐照仪（内含 2 枚活度为 6×

1013Bq 的 137Cs 辐射源，根据环保部会议纪要，两枚辐射源活度之和超过了Ⅰ类，按照Ⅰ类

源进行管理），2 枚 137Cs 辐射源的使用情况如表 1-1 所示。 

表 1-1 本项目验收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情况一览表 

编

号 

核素

名称 
活度） 数量 类别 

用途 使用场

所 

半衰

期 
批复文号 许可文号 

目前

状态 

1 137Cs  6×1013Bq 2 Ⅰ类源 
辐照 

样品 

低能辐 

照仪室 
30a 

津环保许可表

[2008]122 号 

津环辐证

[00166]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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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则 

2.1 验收监测表编制依据 

2.1.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通过，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六号，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 号，2017 年 7 月 16 日修订，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2014 年 7 月

29 日修改并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 号修改，2008

年 12 月 6 日起施行；环境保护部令第 47 号第二次修正，2017 年 12 月 20 日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8 号，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7）《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环规环

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施行）； 

（8）《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13 号发布，

环境保护部令第 16 号修改，自 2010 年 12 月 22 日起施行）； 

（9）《关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原国家环境保

护总局，环发[2000]38 号，2000 年 2 月 22 日）； 

（10）《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原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 2005 年第 62 号，

2005 年 12 月 23 日起施行）； 

（11）《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告 

2017 年第 66 号，2017 年 12 月 5 日起施行）； 

（12）《天津市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2015 年天津市人民政府令第 20 号修改，

自 2015 年 6 月 9 日起施行）； 

（13）关于公开征求《关于规范建设单位自主开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17]12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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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技术规程规范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3）《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一般规定》(GB8999-1988)。 

2.1.3 工程资料及批复文件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委托书。 

（2）《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核医学实验室和低能辐射仪室核

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批复。 

（3）建设单位提供的其它工程基础资料。 

2.2 验收监测目的、评价标准 

2.2.1 验收监测目的 

（1）检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执行情况。 

（2）检查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文件要求的各项辐射防护设施的实际建设、管理、运行状

况及各项辐射防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通过现场监测及对监测结果的分析评价，明确项目是否符合辐射防护相关标准，在

此基础上，分析各项辐射防护设施和措施的有效性；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改进措施或建议。 

（4）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管提供依据。 

（5）为建设单位日常管理提供依据。 

2.2.2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本标准适用于实践和干预中人员所受电离辐射照射的防护和实践中源的安全。 

关于公众照射：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b）特殊情况下，如果 5 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mSv，则某一单一年份的有效

剂量可提高到 5mSv； 

c）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15mSv； 

d）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mSv。 

同时，应对剂量限值进行约束，约束值通常应在公众照射剂量限值的 10％-30％（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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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mSv/a-0.3 mSv/a 范围之内）。 

关于职业照射：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的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 

b）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mSv； 

c）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150mSv； 

d）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500mSv。 

依据环评文件，本项目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约束值取 0.1mSv/a，职业工作人员年有效

剂量约束值取 2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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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工程概况 

3.1 地理位置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位于天津市和平区南京路 288 号，具体地

理位置见图 3-1。 

 

图 3-1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地理位置图 

3.2 项目概况 

本次验收监测工作主要针对表 1-1 所述的 1 台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进行监测验收。验收监

测期间各设备运行正常，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运行正常，符合验收监测条件。 

3.3 射线装置介绍 

本次验收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使用的 1台 137Cs源低能辐射仪，

具体为：GAMMACELL40型 137Cs源低能辐射仪（内含2枚活度为6×1013Bq的 137Cs辐射源，

根据环保部会议纪要，两枚辐射源活度之和超过了Ⅰ类，按照Ⅰ类源进行管理）。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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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工作原理及功能 

GAMMACELL40 型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内含 2 枚活度为 6×1013Bq 的 137Cs 辐射源，根

据环保部会议纪要，两枚辐射源活度之和超过了Ⅰ类，按照Ⅰ类源进行管理。低能辐照仪在

某一预定时间段内通过较高能量的具有电离辐射效应的射线照射生物体，产生电离和激发，

释放出轨道电子，形成自由基，从而使被照射的生物体产生生物效应或受到不可恢复的损伤

和破坏，达到实验研究的目的。 

3.3.3 低能辐照仪操作流程 

GAMMACELL40 的低能辐射仪主要用于样品照射、细胞培养与分裂抑制等试验研究，

其操作流程如下： 

1、钥匙打开低能辐照仪外室大门开关。 

2、通过内室门观察低能辐射仪控制系统是否在关闭状态,确认是关闭状态打开内室大

门。 

3、钥匙打开低能辐射仪控制系统。 

4、按下照射箱开关按钮,打开照射箱,放入照射样品,推进照射箱。 

5、按照照射剂量设定照射时间,按下自动调节按钮。 

6、推出内室,进入外室,按下位于外室的低能辐射仪控制系统按钮,确定红灯亮,开始照

射。 

7、走出外室,锁闭外室大门,设定时间到后,进入外室大门,通过内室门观察低能辐射仪控

制系统是否己进入关闭状态。 

8、确认后进入内室大门,按下照射箱开关按钮,打开照射箱,取出照射样品,推进照射箱,钥

匙关闭低能辐射仪控制系统。 

9 关锁内室大门,在外室登记，关锁内室大门。 

3.4 主要污染因子及污染途径 

本项目主要污染因子为低能辐射仪中的 137CS放射源产生的 γ射线透过屏蔽体后对环境产

生的辐射影响。 

正常情况下的污染途径主要是低能辐射仪工作时 137Cs放射源产生的 γ射线对周围公众产

生的外照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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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验收监测 

为掌握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使用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时，室外

辐射剂量率水平，监测单位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已于 2017 年 7 月 19 日对本项目工作场

所的辐射剂量率水平进行了监测，并出具了监测报告，详见附件十八。  

4.1 验收监测因子 

本次验收监测因子为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4.2 验收监测内容 

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的要求以及《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

究所）核医学实验室和低能辐射仪室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评价意见和天津

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评的审批意见，结合本次验收项目的工艺特点，本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监测内容为： 

（1）检查项目在验收监测期间的运行工况是否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要

求，监测正常运行工况下 137Cs 源低能辐射仪室外辐射剂量率水平。 

（2）监测、检查落实环评报告表和环保部门批复提出的各项辐射污染防治措施情况及

其效果。 

（3）检查已制定的各项辐射管理制度是否符合相关法规要求。 

（4）检查项目建设、运行期间的环境管理情况。 

4.3 监测工况 

验收监测时，1 台型号为 GAMMACELL40 的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处于无故障状态，选

择正常辐照作业时进行监测。 

4.4 验收监测方法和质量保证措施 

4.4.1 监测方法 

本项目监测因子为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方法依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61-2001）进行监测。 

4.4.2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措施 

（1）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2）监测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 

（3）监测仪器每年按规定定期经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4）对监测仪器进行各种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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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 

（6）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7）监测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4.5 监测结果 

4.5.1 137Cs 低能辐照仪监测结果 

GAMMACELL40 型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的监测结果如下表所示。 

表 4-1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序号 测量点位置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μSv/h） 
备注 

1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东墙外 0.5m 处巡测 0.25 

两枚活度相

同的 137Cs 源

编码分别为

CA88CS0503

52 

CA88CS0665

82 

2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南墙外 0.5m 处巡测 0.14 

3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西墙外 0.5m 处巡测 0.13 

4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北墙外 0.5m 处巡测 0.16 

5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上层巡测 无法达到 

6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外门左缝巡测 0.19 

7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外门下缝巡测 0.22 

8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外门右缝巡测 0.29 

9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外门表面巡测 0.16 

由表 4-1 的监测结果可知，该项目 137Cs 源辐照仪室周围 X-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最大

值为 0.29μSv/h，根据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出束时间 90h/a 及公众居留因子 1/4 可计算出，公

众所受年有效剂量最大值为 0.29×90×1/4=0.825×10-2mSv，满足剂量限值和剂量约束值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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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现场监测照片 

 

铯源辐照仪室排风口 

 

铯源辐照仪 

 

铯源辐照仪室监控摄像头 1 

 

铯源辐照仪室监控摄像头 2 

 

电离辐射标志 
 

铯源辐照仪室γ剂量率探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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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预案 
 

岗位职责 

 

设施维修保养制度 

 

放射源采购制度 

图 4-1  现场检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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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检查结果 

5.1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 

5.1.1 管理机构 

为加强辐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工作，防止放射性污染，保障放射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健康

与安全，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按《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 号）的要求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常

子奎为负责人，另有 11 名成员组成，明确了相关人员的职责，符合要求。 

5.1.2 管理制度及落实情况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根据本单位现有核技术应用情况，按《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3 号）的要求制定了《辐射安

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及工作制度》、《辐射安全管理与防护管理规定》、《射线装置安全

操作规程》、《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事故处理应急预案》、《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

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放射性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制度》、《辐射监

测方案》、《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与维修制度》等规

章制度，制度比较健全和完善，具有比较强的操作性。该单位在日常工作中按照这些规章

制度进行操作，基本能满足现有核技术应用项目的管理需求。管理制度见附件四～附件十

五。 

5.2 法规执行情况 

5.2.1 环境影响评价 

2008 年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委托天津辐新环境保护研究服务

中心对其核医学实验室和低能辐射仪室核技术应用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天津市环境

保护局于 2008 年 5 月 4 日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予以批复。 

5.2.2 辐射安全许可证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于 2017 年 5 月，申请并取得了新的辐射

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津环辐证[00166]，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Ⅰ类放射源，使用

Ⅱ、Ⅲ类射线装置；发证机关：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发证日期 2017 年 5 月 19 日，有效期

至 2018 年 10 月 14 日。详见附件四。 

5.2.3 监测计划 

1）建设单位现在拟采购 1 台便携式 X-γ 剂量率仪对低能辐照仪室周围墙外及门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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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γ剂量率水平进行 1 次/月的监测。 

2）拟采购 2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 

3）在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工作场所安装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实时监测工作场所的辐

射剂量，若超标会自动报警； 

4）每年委托有监测资质的单位对射线装置和放射性同位素周围环境的辐射水平进行监

测，并出具监测报告。 

5）在今后的日常工作中单位加强检测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定期进行放射防护监测，并

委托环保部门监督检测。 

5.2.4 事件与事故 

根据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提供的 2016 年 11 月 25 日-2017 年 8

月 23 日个人剂量检测报告，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均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年剂量限值和环评文件中剂量约束值的要求，同时环保检查时未

发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核技术应用项目运行期间发生辐射安全

事件和事故。 

5.2.5 人员管理 

5.2.5.1 工作人员的知识培训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已组织了 7 名放射工作人员参加了有资

质的单位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通过了考核，领取合格证书后持证上岗。放射性

工作人员培训合格证书见附件十九。 

5.2.5.2 个人剂量检测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对从事放射性操作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

剂量的检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统计见表 5-1，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2016 年 11

月 25 日至 2017 年 8 月 23 日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见附件十五（2017 年第四季度放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计已送天津市疾病控制中心进行检测，现检测报告还未完成）。 

5.2.5.3 职业健康检查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定期组织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检

查，2017 年对生物学实验室的 7 名放射工作人员进行了体检，体检情况见表 5-1，个人体检

报告见附件十六。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低能辐照室现有 7 名工作人员从事放射

工作，均进行了个人剂量检测和职业健康检查，并且参加了有资质的单位组织的辐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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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防护培训，并通过了考核，领取合格证书后持证上岗，详见表 5-1。 

表 5-1  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检测、体检及培训情况统计表 

序

号 
姓名 体检日期 

辐射安全和防

护专业知识培

训证书号 

累积剂量（mSv） 

备注 2017 年第

一季度 

2017 年第

二季度 

2017 年第

三季度 
累积剂量 

1 姜丽慧 
2017年 5月

16 日 

津环培证字第

2017001004 号 
0.08 0.08 0.07 0.23 

2017 年

第四季

度放射

工作人

员个人

剂量计

已送天

津市疾

病控制

中心进

行检测，

现检测

报告还

未完成； 

2 张军 
2017年 5月

16 日 

津环培证字第

2017001007 号 
0.06 0.02 0.06 0.14 

5 江山 
2017年 5月

16 日 

复训编号 

D1704111 
0.05 0.05 0.10 0.20 

7 伊慧明 
2017年 5月

16 日 

津环培证字第

2017001006 号 
0.05 M 0.08 0.13 

9 王晓雪 
2017年 5月

16 日 

津环培证字第

2016001005 号 
0.03 0.03 0.10 0.16 

12 穆茜 
2017年 5月

16 日 

津环培证字第

2017001009 号 
0.04 0.07 0.11 0.22 

13 张静 
2017年 5月

16 日 

津环培证字第

2017001008 号 
0.05 M 0.04 0.09 

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试运行期间（2017 年 7 月～9 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低能辐照室放射工作人员所受的最大有效剂量为 0.11mSv（2017

年第三季度），保守考虑，放射性工作人员所受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11×4=0.44mSv/a。 

5.2.6 年度评估报告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要求，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

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定期开展辐射安全状况检查，基于实际运行情况，完成辐射安全年

度评估报告，并按时向天津市环境保护局和和平区环境保护局备案。 

年度评估报告包括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定、辐射工作人员所受年有效剂

量、辐射防护与监测设备、辐射安全和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监测等方面的内容。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提交了 2017 年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详见附件二十。 

5.3 辐射监测与防护设备 

1）拟配备 1 台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和 2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 

2）137Cs 源低能辐照仪室配备了一套固定式剂量率监测系统，用于实时监测工作场所的

辐射剂量率水平。 

3）个人剂量监测：所有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计，用于个人剂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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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如下图所示： 

  

图 5-1 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 

5.4 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表 5-3 环评批复要求及其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现场调查与检测结果 
落实 

情况 

1 

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认

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

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放射安全和防护条例》等法律、法规

要求。 

根据法律法规要求，成立了辐射安全管

理委员会，法定代表人常子奎为负责

人，负责本项目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

管理工作。 

已落

实 

2 

扩建使用上述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

装置必须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

证》，严禁无许可证从事使用活动。 

已取得新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已落

实 

3 

辐射工作场所及其入口处必须设置

明显的电离辐射标识和中文警示说

明。 

X-ray 生物学辐照仪室和低能辐照仪室

房间入口处均设有电离辐射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 

已落

实 

4 

建立健全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辐

射事故应急措施等规章制度。 

制定了相应的管理规章制度，详见附件

四～附件十五。 

已落

实 

5 

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

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

规的考核。 

从事辐射工作的 7 名工作人员，全部参

加了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的培训，

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已落

实 

6 

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

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个人剂量报

警仪等仪器。 

拟配备 1 台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和 2

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已在 137Cs 源低能

辐照仪室配备了固定式剂量监测系统；

每位放射性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

计。 

已落

实 

7 
辐射工作场所要有防止误操作、防止

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

137Cs 原地能辐照仪室也是自屏蔽良好，

工作场所入口设有工作状态指示灯。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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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措施。 

8 

落实报告表中放射性废气、废水、固

体废物的处置方案，严防污染事故的

发生。 

本项目验收内容为 137Cs源低能辐照仪，

使用时不产生放射性废水废气固体废

物。 

不涉

及 

9 

每年 1 月 31 日前向市环保行政主管

部门报送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

报告。 

已提交 2017 年度评估报告。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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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建议 

6.1 结论 

1、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扩建使用Ⅱ、Ⅲ类医用射线装置项目

及核医学实验室和低能辐照仪室核技术利用项目都落实了相应的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辐射

安全许可制度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中所确定的辐射

防护和安全措施已基本落实。 

2、监测结果表明，137Cs 低能辐照仪在正常运行工况下，四周墙外巡测最大辐射空气吸

收剂量率为 0.29μSv/h。根据低能辐照仪的使用时间及公众居留情况可知，公众所受年有效

剂量满足剂量限值和剂量约束值的要求。 

3、现场检查结果表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辐射安全管理机

构健全，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制度基本完善，辐射防护管理工作基本规范，相关法规要求

基本落实。 

4、本项目从事辐射工作的人员共计 7 人，7 人通过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

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持证上岗。 

5、配备了必要的辐射监测等仪器。 

6、制订了比较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7、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放射性工作人员所受最大年有效剂量为 0.44mSv/a，

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年有效剂量限值和环评给出

的剂量约束值的要求。 

综上所述，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已基本落实核医学实验室和

低能辐照仪室核技术应用项目的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具备使用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所需安

全防护措施条件，其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符合辐射防护和环境保护的要求，项目建

设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第 16 号修改）的有关规定，

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6.2 建议 

1、应定期对放射性工作场所进行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发现剂量较高的情况进行分

析，查找原因并尽快解决，每年将监测仪器送至有计量资质的单位检定。 

2、按照法规要求做好 137Cs 源的退役处置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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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 目 名 称 
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血液学研究所）核医学实验室和低能辐照仪室核技术应用项

目 
建 设 地 点 天津市南开区白堤路 238 号 

行 业 类 别  建 设 性 质 □新 建                  ■改 扩 建               □技 术 改 造 

设 计 生 产 能 力 1 台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年  月 实 际 生 产 能 力 1 台 137Cs 源低能辐照仪 投入试运行日期  

投 资 总 概 算 （ 万 元 ） 270 环 保 投 资 总 概 算 （ 万 元 ） 40 所占比例（%） 36 

环 评 审 批 部 门 天津市环境保护局 批 准 文 号 
津环保许可表[2008]122 号 

 
批 准 时 间 2017 年 4 月 11 日 

初 步 设 计 审 批 部 门  批 准 文 号  批 准 时 间  

环 保 验 收 审 批 部 门  批 准 文 号  批 准 时 间  

环 保 设 施 设 计 单 位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实际总投资（万元） 140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1 所占比例（%） 15 

废水治理（万元）  废气治理（万元）  
噪声治理（万

元） 
 固废治理（万元）  

绿化及生态

（万元） 
 其它（万元）   

新 增 废 水 处 理 设 施 能 力 t/d 新 增 废 气 处 理 设 施 能 力            Nm3/h 年 平 均 工 作 时 h/a 

建 设 单 位  邮 政 编 码  联 系 电 话  环 评 单 位   

污染

物排

放达

标与

总量

控制

（工

业建

设项

目详

填）  

污 染 物 

原有排 

放量 

(1)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浓度 

(2) 

本期工程允

许排 

放浓度 

(3) 

本期工程产生量 

(4) 

本期工程自身

削减量 

(5)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量 

(6) 

本期工程核

定排 

放总量 

(7) 

本期工程“以

新带老”削减

量 

(8) 

全厂实际排

放总量 

(9) 

全厂核定排

放总量 

(10) 

区域平衡替代削

减量 

(11) 

排放增减

量 

(12) 

废 水              

    化 学 需 氧 量              

    氨       氮             

    石 油 类             

废 气             

    二 氧 化 硫              

    烟     尘             

    工 业 粉 尘             

    氮 氧 化 物             

工 业 固 体 废 物             

与
项
目
有
关
的
其

它
特
征
污
染

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