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录 
表 1 概述 .......................................................................................................................................................................1 
表 2 项目工程概况 .................................................................................................................................................... 11 
表 3 环评要求及落实情况 ....................................................................................................................................... 16 
表 4 验收监测............................................................................................................................................................ 18 
表 5 职业与公众受照剂量 ....................................................................................................................................... 28 
表 6 辐射安全管理 ................................................................................................................................................... 30 
表 7 验收监测结论与要求 ....................................................................................................................................... 32 
附图 .............................................................................................................................................................................. 34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 34 
附图 2：周边影像关系图 .................................................................................................................................. 35 
附图 3：公司平面布局示意图 .......................................................................................................................... 36 
附图 4：现场照片 .............................................................................................................................................. 37 

附件 .............................................................................................................................................................................. 38 
附件 1：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对《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 8 台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 38 
附件 2：辐射安全许可证 .................................................................................................................................. 40 
附件 3：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成立文件 .......................................................................................... 49 
附件 4：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 51 
附件 5：辐射防护管理相关制度 ...................................................................................................................... 79 
附件 6：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明 .................................................................................... 108 
附件 6：验收监测报告 .................................................................................................................................... 123 
附件 6：职业健康体检报告 ............................................................................................................................ 135 

 
 



1 

表 1 概述 

项目名称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 

建设单位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周军 联系人 王天文 

通讯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汪家湾路100 号 

联系电话 13809484685 传真 —— 邮政编码 550001 

建设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汪家湾路100 号 

工程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 

环境影响报告表

名称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贵州水陆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贵州省生态环境

厅 文号 黔环辐表

[2022]2号 时间 2022年1月7日 

竣工验收 
监测单位 贵州瑞丹辐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竣工验收 
编制单位 贵州瑞丹辐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工程总投资 
(万元) 38 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17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44.74% 

验收规模 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属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1.1 公司简介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原属贵阳市煤气公司安质科。自1994年来一直从事煤气

管道建设工程的无损检测工作。2004年经贵阳市煤气公司改制，于2004年9月6日注册成立

贵州省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2009年8月5日取得无损检测机构核准证，2018年10月取得

CMA资质认定证书，2018年12月取得中国特种设备检验协会评定的无损检测机构B级资质

证书，2020年取得测绘资质证书；目前公司具备射线、常规超声、磁粉、渗透、力学性

能、焊机检测、管道探测与测绘、外防腐层检测、管道检验检测等检测技术能力。项目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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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为使用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为贵州燃气集团下属公司或其他公司提供移动探伤检测服

务，用于对燃气管道、钢结构等设备等进行无损探伤检测（移动探伤）。 

1.2 验收任务由来 

2021年9月，公司委托贵州水陆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

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8台X射线探伤机型号均为

XXG-2505，额定参数均为250kV，5mA。该项目于2022年1月取得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环评

批复，批复文号为：黔环辐表[2022]2号。 

2022年6月29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向公司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黔环辐

证[00085]，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2027年3月1日。 

公司现有辐射安全许可证许可规模见表 1-1。 

表 1-1 现有辐射安全许可证许可规模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名称 

型号 
数
量 

分
类 

存放位置 
使用 
情况 

验收
情况 

备
注 

1 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 XXG-3505 3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已 
许 
可 

2 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 XXG-2505 21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3 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 XXQ-2505 1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4 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 KMTXXG-2505A 3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5 X 射线爬行器 YG-100C 2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6 X 射线爬行器 YG-100D 1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7 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 XXH-3505 1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已验
收 

8 移动式 X 射线探伤机 XXG-2505 8 Ⅱ 公司探伤机存放间 在用 
本次
验收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相关要求，受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于2024年6月对该项目进行了现场实地勘察和资

料核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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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验收目的 

1、核查建设项目在设计、施工和运行阶段对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及批复中所提出的辐射

防护措施及各级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批复要求的落实情况。 

2、核查建设项目所涉及的射线装置工作场所实际运行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影响情

况，以及已采取防护措施，分析各项防护措施实施的有效性；通过现场调查和实地监测，确

定建设项目产生的环境影响达标情况。 

3、核查公司环境管理机构设立情况、建设项目辐射工作人员符合性和防护仪器配置情

况，核查公司各项辐射规章制度的制定及执行情况，指出建设项目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改

进措施，以满足国家和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规定的要求。 

4、根据现场监测、核查结果的分析与评价，形成验收监测结论，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1.4 验收监测依据 

一、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9 号公布，2014 年 4 

月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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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号公布，2003

年 10 月 1 日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 修订）》，国务院令第 682 号公布，2017 年 

6月 21 日修订，2017 年 10 月 1 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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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公布，2014 年 

7月 29 日第一次修订，2019 年 3 月 2 日第二次修订后实施；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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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发布后施行；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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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号，2006.3.1 

施行，2008 年 11.21 第一次修订，2017.12.12 第二次修订，2019.8.22 第三次修订；生态

环境部令第 20 号修订，2021 年 1 月 4 日施行；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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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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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18 日公布，2011 年 5 月 1 日施行；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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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发布后施行；  

9、《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告制度的通知》，国家

环保总局环发[2006]145 号，2006 年 9 月 26 日发布； 

10、《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5 号，2021.1.1)；  

11、《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国家环保总局令第 5 号，1999.10.1)；  

12、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公告，生态环境

部公告 2018 年第 9 号，2018 年 5 月。 

二、行业标准、技术导则 

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3、《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4、《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 

5、《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三、技术文件依据 

1、《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贵州水陆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2021 年 9 月；  

2、《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审

批意见，贵州省生态环境厅，黔环辐表[2022]2号，2022 年 1 月 7 日；  

3、公司提供的辐射规章管理制度等支持性文件。 

1.5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限值 

一、《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年剂量限值  

根据 GB18871-2002 附录 B 内剂量限值和表面污染控制水平要求。  

①职业照射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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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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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准 11.4.3.2 规定，剂量约束值通常在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10%～30%的范围之内， 

但剂量约束的使用不应取代最优化要求，剂量约束值只能作为最优化值的上限。 

二、《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 

本标准规定了X射线和γ射线探伤的放射防护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使用600kV及以下的X射线探伤机和γ射线探伤机进行的探伤工作（包括

固定式探伤和移动式探伤）。 

6.1 探伤室放射防护要求 

6.1.1 探伤室的设置应充分注意周围的辐射安全，操作室应避开有用线束照射的方向并

应与探伤室分开。探伤室的屏蔽墙厚度应充分考虑源项大小、直射、散射、屏蔽物材料和结

构等各种因素。无迷路探伤室门的防护性能应不小于同侧墙的防护性能。 

6.1.2 应对探伤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分区管理应符合GB 18871的要求。 

6.1.3 探伤室墙体和门的辐射屏蔽应同时满足： 

a）关注点的周围剂量当量参考控制水平，对放射工作场所，其值应不大于100μSv/周，

对公众场所，其值应不大于5μSv/周； 

b）屏蔽体外30cm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平应不大于2.5μSv/h。 

6.1.4 探伤室顶的辐射屏蔽应满足： 

a）探伤室上方已建、拟建建筑物或探伤室旁邻近建筑物在自辐射源点到探伤室顶内表

面边缘所张立体角区域内时，探伤室顶的辐射屏蔽要求同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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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对没有人员到达的探伤室顶，探伤室顶外表面30cm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参考控制水

平通常可取100μSv/h。 

6.1.5 探伤室应设置门-机联锁装置，应在门（包括人员进出门和探伤工件进出门）关闭

后才能进行探伤作业。门-机联锁装置的设置应方便探伤室内部的人员在紧急情况下离开探

伤室。在探伤过程中，防护门被意外打开时，应能立刻停止出束或回源。探伤室内有多台探

伤装置时，每台装置均应与防护门联锁。 

6.1.6 探伤室门口和内部应同时设有显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灯和声音提示装

置，并与探伤机联锁。“预备”信号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以确保探伤室内人员安全离开。“预

备”信号和“照射”信号应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应与该工作场所内使用的其他报警信号有明显

区别。在醒目的位置处应有对“照射”和“预备”信号意义的说明。 

6.1.7 探伤室内和探伤室出入口应安装监视装置，在控制室的操作台应有专用的监视

器，可监视探伤室内人员的活动和探伤设备的运行情况。 

6.1.8 探伤室防护门上应有符合GB 18871要求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6.1.9 探伤室内应安装紧急停机按钮或拉绳，确保出现紧急事故时，能立即停止照射。

按钮或拉绳的安装，应使人员处在探伤室内任何位置时都不需要穿过主射线束就能够使用。

按钮或拉绳应带有标签，标明使用方法。 

6.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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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11 探伤室应配置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装置。 

7 移动式探伤的放射防护要求 

7.1 作业前准备 

7.1.1 在实施移动式探伤工作之前，使用单位应对工作环境进行全面评估，以保证实

现安全操作。评估内容至少应包括工作地点的选择、接触的工人与附近的公众、天气条

件、探伤时间、是否高空作业、作业空间等。应考虑移动式探伤对工作场所内其他的辐射

探测系统带来的影响（如烟雾报警器等）。 

7.1.2 使用单位应确保开展移动式探伤工作的每台探伤机至少应配备两名专职工作人

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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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移动式探伤工作如在委托单位的工作场地实施准备和规划，使用单位应与委托

单位协商适当的探伤地点和探伤时间、现场的通告、警告标识和报警信号等，避免造成混

淆。委托单位应给予探伤作业人员充足的时间以确保探伤工作的安全开展和所需安全措施

的实施。 

7.2 分区设置 

7.2.1 探伤作业时，应对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将工作场所划分为控制区和监督

区。并在相应的边界设置警示标识。现场射线探伤工作应在指定为控制区的区域内进行。 

7.2.2 一般应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15μSv/h 的区域划为控制区。 

7.2.3 控制区边界上合适的位置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并悬挂清晰可见的“禁止进入

射线工作区”警告牌，探伤作业人员应在控制区边界外操作，否则应采取专门的防护措

施。 

7.2.4 控制区的边界尽可能设定实体屏障，包括利用现有结构（如墙体）、临时屏障

或临时拉起警戒线（绳）等。 

7.2.5 移动式探伤作业工作过程中，控制区内不应同时进行其他工作。为了使控制区

的范围尽量小，应使用合适的准直器并充分考虑探伤机和被检物体的距离、照射方向、时

间和现场屏蔽等条件。视情况采用局部屏蔽措施。 

7.2.6 每一个探伤作业班组应至少配备一台便携式X-γ剂量率仪，并定期对其开展检定

/校准工作。应配备能在现场环境条件下可听见、看见或产生震动信号的个人剂量报警

仪。 

7.2.7 探伤作业期间还应对控制区边界上代表点的剂量率进行检测，尤其是探伤的位

置在此方向或射线束的方向发生改变时，适时调整控制区的边界。 

7.2.8 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 μ Sv/h 的范围划为监督

区，并在其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必要时设专人警戒。 

7.2.9 移动式探伤工作在多楼层的工厂或工地实施时，应防止移动式探伤工作区上层

或下层的人员通过楼梯进入控制区。 

7.2.10 探伤机控制台（X射线发生器控制面板或γ射线绕出盘）应设置在合适位置或设

有延时开机装置，以便尽可能降低操作人员的受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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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安全警示 

7.3.1 委托单位（业主单位）应配合做好探伤作业的辐射防护工作，通过合适的途径

提前发布探伤作业信息，应通知到所有相关人员，防止误照射发生。 

7.3.2 应有提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灯和声音提示装置。“预备”信号和“照射”信

号应有明显的区别，并且应与该工作场所内使用的其他报警信号有明显区别。夜晚作业时

控制区边界应设置警示灯。 

7.3.3 X和γ射线探伤的警示信号指示装置应与探伤机联锁。 

7.3.4 在控制区的所有边界都应能清楚地听见或看见“预备”信号和“照射”信号。 

7.3.5 应在监督区边界和建筑物进出口的醒目位置张贴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警示语等

提示信息。 

7.4 边界巡查与检测 

7.4.1 开始移动式探伤之前，探伤工作人员应确保在控制区内没有任何其他人员，并

防止有人进入控制区。 

7.4.2 控制区的范围应清晰可见，工作期间应有良好的照明，确保没有人员进入控制

区。如果控制区太大或某些地方不能看到，应安排足够的人员进行巡查。 

7.4.3 在试运行（或第一次曝光）期间，应测量控制区边界的剂量率以证实边界设置

正确。必要时应调整控制区的范围和边界。 

7.4.4 开始移动式探伤 工作之前，应对便携式 X γ剂量率仪进行检查，确认能正常工

作。在移动式探伤工作期间，便携式 X γ剂量率仪应一直处于开机状态，防止射线曝光异

常或不能正常终止。 

7.4.5 移动式探伤期间，工作人员除进行常规个人监测外，还应佩戴个人剂量报警

仪。个人剂量报警仪不能替代便携式 X γ剂量率仪，两者均应使用。 

7.5 移动式探伤操作要求 

7.5.1 X射线移动式探伤 

7.5.1.1 周向式探伤机用于移动式探伤时，应将 X 射线管头组装体置于被探伤物件内

部进行透照检查。做定向照射时应使用准直器（仅开定向照射口）。 

7.5.1.2 应考虑控制器与 X 射线管和被检物体的距离、照射方向、时间和屏蔽条件等



9 

因素，选择最佳的设备布置，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根据《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评价内容及批复，以5.0mSv作为辐射工作人员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以0.25mSv作为公众

成员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三、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贵州省陆地环境天然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见表 1-2。 

表 1-2 贵州省陆地环境天然辐射水平（nGy/h） 
地区 监测目标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差 

贵阳市 

原野 20.1-145.8 65.2 20.8 

道路 18.3-99.5  38.8 17.4 

建筑物内 34.9-151.9  81.3  25.4 

六盘水市 

原野 25.3-144.0 62.6 21.6 

道路 10.5-83.7 38.0 14.7 

建筑物内 12.2-155.4 66.8 31.6 

遵义市 

原野 22.7-113.5 68.5 13.4 

道路 21.0-115.2 49.4 14.3 

建筑物内 34.9-172.8 98.9 28.8 

铜仁市 

原野 31.4-103.0 57.8 18.2 

道路 27.1-102.1 52.2 21.2 

建筑物内 46.3-137.9 85.9 17.3 

黔西南州 

原野 30,6-123.1 71.1 18.2 

道路 23.6-112.6 58.1 15.0 

建筑物内 34.0-137.1 86.1 22.2 

毕节市 

原野 24.4-99.5 56.7 15.0 

道路 11.3-72.4 37.5 14.7  

建筑物内 11.3-156.3 80.1 26.0 

安顺市 

原野 21.8-142.2 74.7 22.8 

道路 14.0-131.0  14.4 19.9 

建筑物内 27.1-192.9 91.1 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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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东南州 

原野 27.1-113.5 70.4 14.4 

道路 21.8-87.3 57.3 9.5 

建筑物内 30.6-132.7 77.1 15.6 

黔南州 

原野 13.1-105.6 53.7 21.2 

道路 14.0-110.0 44.7 16.4 

建筑物内 36.7-162.4 77.2 23.0 

注：表中数据摘自《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中贵州省各地原野、道路、建筑物内的

γ辐射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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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项目工程概况 

2.1 项目基本情况 

2.1.1 项目名称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 

2.1.2 项目性质 

新建。 

2.1.3 项目位置 

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地处贵阳市云岩区汪家湾路100 号，本项目移动X射线探

伤机存放于公司设备间。 

项目所在地理位置见附图 1，周边关系影像见附图 2，公司总平面布置见附图 3。 

2.1.4 验收规模 

环评规模：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属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验收规模：与环评规模一致。验收监测时射线装置正常运行。本次验收规模见表2-1所

示。  

表 2-1 射线装置验收一览表 

序号 装置名称 型号 数量 类别 最大管电压 最大管电流 方向 使用场所 

1 
X 射线 
探伤机 

XXG-2505 8 台 Ⅱ类 250kV 5mA 定向 现场探伤 
 

2.2 工程分析 

2.2.1 工作原理 

X射线探伤，即无损X射线检测技术，是利用不同材料对X射线吸收的差异性，使胶片

感光形成黑度不同的图像，从而反映出被检测物体内部的缺陷。 

X射线无损检测过程中，由于被检工件内部结构密度不同，其对射线的阻挡能力也不

一样，物质的密度越大，射线强度减弱越大，底片感光量就小。当工件内部存在气孔、裂

缝、夹渣等缺陷时，射线穿过有缺陷的路径比没有缺陷的路径所透过的物质密度要小得多，

其强度减弱较小，即透过的射线强度较大，底片感光量较大，从而可以从底片曝光强度的

差异判断焊接的质量、缺陷位置和被检样品内部的细微结构等。X射线探伤机核心部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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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管，它是一个内真空的玻璃管，其中一端是作为电子源的阴极，另-端是嵌有靶材料

的阳极。当两端加有高压时，阴极的灯丝热致发射电子。由于阴极和阳极两端存在电位差，

电子向阳极运动，形成静电式加速，获取能量。具有一-定动能的高速运动电子，撞击靶材

料，产生X射线。 

2.2.2 工作流程 

本项目移动式X射线探伤在委托方探伤工地进行，其工作流程如下: 

(1) 现场探伤工作之前，工作人员对工作环境进行评估，与委托单位协商适当的地

点和探伤时间； 

（2）发布X射线探伤通知，工作人员将探伤设备放到指定的拍片位置； 

（3）根据经验初步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设置安全警戒措施； 

（4）对探伤现场进行清场，确保场内无其他人员且各种辐射安全措施到位后，连接好

X射线探伤机控制部件； 

（5）探伤工作人员远距离操作探伤机进行试曝光，探伤工作人员携带辐射巡测仪对

控制区、监督区边界进行修正，重新确定监督区边界并开始延时曝光检测，探伤人员退至

控制区外； 

（6）达到预定照射时间和曝光量后关闭探伤机，探伤人员携带个人剂量计、带报警功

能的直读剂量计和巡测仪进入控制区，收回X射线探伤机，取下胶片，曝光结束，探伤工

作人员解除警戒并离场，； 

（7）工作人员对探伤胶片进行洗片、读片，判断工件焊接质量、缺陷等，本项工作不

在探伤现场进行。 

本项目移动探伤机工作流程及产物环节如下图2-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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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探伤工程流程及产污环节 

2.3 污染因子及污染分析 

2.3.1 正常工况 

1、现场探伤 

工业移动射线探伤机的工作方式为开放式，通电后将电能转化为电子流轰击重金属

靶，用其产生的X射线进行金属构件无损探伤。由于被检产品表面和探伤机周围突出物体

的散射作用，部分X射线可对环境产生能量流污染。X射线探伤机使用时的污染因子为X射

线，污染途径为外照射。而产生少量非放射性废气经空气扩散后对周围环境和人员影响较

小。 

2、室内探伤 

工业探伤项目以 X 射线探伤机作为射线源，通过韧致辐射产生 X 射线后对钢管进

行检查，只有当所有的准备工作就绪，警示系统开启，探伤室内无人员停留、探伤室防护

门关闭后，探伤机开启出束产生 X 射线，当系统不通电时，无射线产生。因此本项目使

用的探伤机只有在开机，并处于扫描出束时才会发出 X 射线，探伤检查期间，X 射线成

为影响环境的主要污染因子，具体如下： 

工件检查扫描时产生贯穿辐射、漏射辐射和散射辐射，其中散射、漏射线可能会对防

护门区域形成较强的杂散射辐射，可能对探伤室外的工作人员和周围的公众产生辐射影

响，影响途径为 X 射线外照射。 

探伤室内探伤机工作时释放的 X 射线能使空气电离，产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保

持适当的通风后，探伤室内的产生的臭氧和氮氧化物浓度迅速降低。 

由于探伤物件需要人携带进入探伤室内，工作人员进入探伤室时需佩戴剂量报警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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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伤室门需保持打开状态。工作人员离开探伤室后，确保探伤室内没有人后才能关闭探伤

室铅门。 

2.3.2 事故工况 

1、现场探伤 

1.1 探伤作业时，人员没有全部撤出控制区而受到照射； 

1.2 探伤作业过程中，操作人员或公众误入控制区内造成超剂量照射； 

1.3 操作人员操作不当或者防护不当，造成超剂量照射等。 

上述情况下的污染途径均为 X 射线外照射。 

2、室内探伤 

2.1 辐射工作人员或其他人员在X射线机出束后尚未撤离探伤室，X射线机的运行可能

造成误照射； 

2.2 安全联锁装置或报警系统发生故障的情况下，有人误入正在运行的 X 射线机探

伤室； 

2.3 在维修 X 射线装置的时候，误出束，造成维修人员的误照射等。 

综上，本次验收主要考虑其X射线及非放射性有害气体。 

2.4 辐射场所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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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控制区的适当

位置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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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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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离辐射

警示标识；并定期检查工作状况，确认是否需要防护措施和安全条件。 

2.4.1 室内探伤 

将探伤机房划为控制区，探伤机房外相邻区域划为监督区，进行分区管理。 

2.4.2 现场探伤 

现场探伤由于位置和作业方式不固定，因此分区范围也不固定，按照以下方式确定监

督区和控制区范围，并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 

根据《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要求，须将作业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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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于15μSv/h 的区域划为控制区，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 μ 

Sv/h 的范围划为监督区，并在其边界上悬挂清晰可见的“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

必要时设专人警戒。建设单位严于国家标准要求，因地制宜，充分利用现场探伤环境，

以2.5μSv/h为边界，划定控制区，相邻区域划为监督区，进行分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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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环评要求及落实情况 

3.1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与验收情况对比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与验收情况对比见表 3-1。  

表 3-1 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与验收情况对比 
环评批复意见 验收时落实情况 

一、该项目在设计和建设时，须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标准等执行，并严格按照

《报告表》所列地点、规模、内容进行建设。 

本项目购置了8台移动X射线探伤机，型号均为

XXG-2505，最大管电压为250kV，最大管电流为

5mA，存放场所为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设备

间（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汪家湾路100 号）。与环

评报告表一致。 

二、项目

在建设、

运行期

间，须严

格落实

《报告

表》和

《评估意

见》提出

的各项污

染防治措

施、辐射

防护规定

和安全管

理要求。 

(一)明确专人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

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并严格遵照执行。 
(二)使用场所须设有防止工作人员或公

众受到意外照射的辐射防护屏蔽措施和

安全设施，辐射工作开始前，须使用辐

射监测仪器按相关标准划分控制区和监

督区范围，设置放射性警示标志并专人

巡检，保证射线装置工作期间，控制区

内无人员进入，监督区范围内无公众人

员进入并在工作场所周围划出安全区和

设置放射性警示标志、警示灯等，禁止

无关人员进入，定制定本单位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做到定期修订、定期开展辐

射安全自查和巡测工作，确保设备达标

运行。 
(三) 做好职业人员辐射安全和防护专

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和考核工

作，保证辐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四)做好相关人员个人防护工作，配备

相应的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确保职

业人员及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国

家相关标准的剂量约束值。 

1、公司已设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立调整了

“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组  长为

程 嵩 （总经理），副组长为曹智灵（副总经

理）、周铭铨（总工程师）、魏鸿杰（总经理

助理），成  员为张正保、王天文、黎辉、胡

朝顺、 陈军武、王鉴，由王天文具体负责我公

司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工作，并明确了辐射安

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职责。 
2、公司制定了《X射线装置操作规程》、《辐

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

护、保管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个人剂量监测管理

制度》、《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辐射人员岗

位职责》、《射线装置购置使用及报废制

度》、《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

法规培训计划》、《辐射监测仪使用与管理制

度》、《固定式铅房管理制度》《射线装置安

保管理制度》、《射线装置安全联锁定期巡检

及维修维护制度》、《射线检测作业现场防护

管理制度》等。 
3、探伤时，公司将本项目探伤工作场所进行了

分区管理，并在明显位置粘贴了电离辐射警示标

志、警示语，并设置了电离辐射危害告知栏等，

并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成立了辐射事故应

急工作领导小组，并明确了相关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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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职业人员均取得了辐射安全和防护培

训合格证，且均在有效期内，并定期完成了职业

健康体检。 
5、公司配备了16台REN500E型和10台CM7001型
辐射巡测仪、委托有资质的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了

个人剂量监测、配备了40台CM7102个人剂量报警

仪及配备了铅防护衣、铅板等个人防护用品及设

施。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人均1套，大功率喊话器

若干套，安全警示线14套（含电离辐射警示标

志、安全公告牌、声光报警器等），多方面的防

护措施确保职业人员及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国家相关标准的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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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验收监测 

为掌握该公司本项目X射线探伤机正常运行情况下探伤场所周围的辐射环境水平，根

据现场条件和相关监测标准、规范的要求进行合理布点监测。 

4.1 监测对象 

探伤工作场所（监督区、控制区）周围辐射环境水平。  

4.2 监测项目 

X-γ辐射剂量率。 

4.3 监测时间与条件 

监测时间：2024年6月07日； 

监测天气：天气：晴，温度：20℃，相对湿度：60%。 

4.4 监测技术规范 

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的要求和方法进行现场测量。每个监测点辐射剂量率读取5个测量值为一组，取

其平均值，校准后作为最终测量结果。 

4.5 监测单位 

本次验收由具备生态环境监测资质的贵州瑞丹辐射检测科技有限公司开展监测，检验

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222412341824。 

4.6 监测仪器 

监测仪器为Dosimeter AT1123型便携式X-γ剂量率仪，监测仪器主要技术参数见表4-1。 

表 4-1 监测仪器参数一览表 
设备名称 便携式X-γ剂量率仪 

设备型号 Dosimeter AT1123 

设备编号 54646 

测量范围 
吸收剂量率：50nSv/h～10Sv/h 
能量范围：0.015MeV～10MeV 

检定单位 上海市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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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定证书编号 2023H21-20-4733549001 

检定有效期至 2024年08月02日 

4.7 监测点位 

X射线探伤正常进行时，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的要求，对探

伤机工作现场控制区、监督区边界辐射水平进行进行监测，分析其控制区、监督区范围

划分的合理性，并对操作人员位及公众位进行监测，用于估算职业人员及公众的剂量。 

4.8 验收监测的质量保证措施 

1、监测方法严格采用国家颁布的标准，监测人员均通过国家环保部辐射环境监测技

术中心的考核，做到持证上岗。 

2、使用的仪器经上海计量测试技术研究院检定/校准，并保证在有效期内。 

3、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并用稳定场对仪器进行校验。 

4、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5、监测数据经三级审核后，最后由技术负责人审定，存档待查。 

4.9 监测结果 

4.9.1 本项目监测点位处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4-2~4-10。 

表4-2   环境γ辐射监测结果（单位：nSv/h） 

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值范围 监测次数 平均值±标准差 

1 建筑物内 92.0~95.0 5 93.6±1.3 

2 道    路 84.0~88.0 5 85.6±1.5 

3 原    野 78.0~84.0 5 80.6±2.3 

 周围背景（关机） 103.0~108.0 5 105.6±1.8 

表4-3  XXG-2505（编号240321）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1-1 操作位 5 724.2~775.2 746.6±19.6 

X1-2 控制区边界 5 601.8~683.4 648.7±39.2 

X1-3 控制区边界 5 397.8~428.4 410.0±13.3 

X1-4 控制区边界 5 285.6~326.4 314.2±16.8 

X1-5 控制区边界 5 295.8~326.4 310.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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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6 控制区边界 5 222.4~231.5 226.4±3.4 

X1-7 控制区边界 5 188.7~194.8 191.8±2.3 

X1-8 控制区边界 5 510.0~530.4 520.2±7.2 

X1-9 控制区边界 5 2142.0~2172.6 2162.4±12.5 

X1-10 控制区边界 5 2254.2~2284.8 2270.5±11.6 

X1-11 控制区边界 5 2050.2~2142.0 2095.1±34.3 

X1-12 控制区边界 5 622.2~642.6 632.4±10.2 

X1-13 控制区边界 5 510.0~581.4 561.0±29.7 

X1-14 控制区边界 5 225.4~231.5 229.7±2.7 

X1-15 控制区边界 5 205.0~209.1 206.9±1.7 

X1-16 控制区边界 5 479.4~530.4 508.0±19.6 

X1-17 控制区边界 5 387.6~408.0 393.7±9.1 

X1-18 控制区边界 5 326.4~387.6 361.1±23.5 

X1-19 控制区边界 5 377.4~428.4 406.0±19.6 

X1-20 控制区边界 5 397.8~408.0 403.9±5.6 

X1-21 控制区边界 5 228.5~231.5 229.9±1.5 

 天空反散射（巡测） 5 109.0~117.0 112.0±3.7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86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铁建城商铺群（未投入使用）； 

2、现场探伤时，控制区从严管理，将监督区与控制区统一以2.5μSv/h 划定。 

表4-4  XXG-2505（编号240322）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2-1 操作位 5 683.4~714.0 697.0±15.6 

X2-2 控制区边界 5 591.6~622.2 610.0±13.3 

X2-3 控制区边界 5 408.0~448.8 428.4±19.1 

X2-4 控制区边界 5 316.2~367.2 346.8±20.4 

X2-5 控制区边界 5 306.0~357.0 328.4±19.6 

X2-6 控制区边界 5 224.4~265.2 252.8±18.4 

X2-7 控制区边界 5 173.4~214.2 188.7±15.3 



21 

X2-8 控制区边界 5 530.4~561.0 544.7±11.6 

X2-9 控制区边界 5 2152.2~2172.6 2158.3±9.1 

X2-10 控制区边界 5 2172.6~2223.6 2193.0±19.1 

X2-11 控制区边界 5 2060.4~2091.0 2074.7±11.6 

X2-12 控制区边界 5 622.2~663.0 644.6±18.2 

X2-13 控制区边界 5 601.8~632.4 616.1±11.6 

X2-14 控制区边界 5 234.6~255.0 244.6±7.2 

X2-15 控制区边界 5 193.8~224.4 212.2±11.2 

X2-16 控制区边界 5 571.2~612.0 589.6±15.1 

X2-17 控制区边界 5 397.8~438.6 408.0±17.7 

X2-18 控制区边界 5 346.8~357.0 355.0±4.6 

X2-19 控制区边界 5 408.0~428.4 418.2±7.2 

X2-20 控制区边界 5 397.8~438.6 422.3±18.5 

X2-21 控制区边界 5 214.2~244.8 226.4±13.3 

 
天空反散射

（巡测） 
5 102.0~120.0 112.8±7.3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8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铁建城商铺群（未投入使用）； 

2、现场探伤时，控制区从严管理，将监督区与控制区统一以2.5μSv/h 划定。 

表4-5  XXG-2505（编号240324）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3-1 操作位 5 693.6~734.4 712.0±18.2 

X3-2 控制区边界 5 652.8~673.2 661.0±8.5 

X3-3 控制区边界 5 438.6~459.0 442.7±9.1 

X3-4 控制区边界 5 275.4~316.2 295.8±19.1 

X3-5 控制区边界 5 316.2~346.8 328.4±11.2 

X3-6 控制区边界 5 234.6~238.7 236.6±1.6 

X3-7 控制区边界 5 186.7~191.8 188.9±1.8 

X3-8 控制区边界 5 581.4~612.0 597.7±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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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9 控制区边界 5 2152.2~2203.2 2180.8±19.6 

X3-10 控制区边界 5 231.5~235.6 233.6±1.6 

X3-11 控制区边界 5 211.1~215.2 213.2±1.6 

X3-12 控制区边界 5 581.4~612.0 595.7±11.6 

X3-13 控制区边界 5 591.6~622.2 610.0±13.3 

X3-14 控制区边界 5 233.6~236.6 234.8±1.1 

X3-15 控制区边界 5 207.0~212.0 209.2±2.2 

X3-16 控制区边界 5 591.6~642.6 622.2±21.6 

X3-17 控制区边界 5 387.6~448.8 414.1±23.5 

X3-18 控制区边界 5 316.2~367.2 336.6±19.1 

X3-19 控制区边界 5 387.6~418.2 406.0±13.3 

X3-20 控制区边界 5 387.6~438.6 418.2±21.6 

X3-21 控制区边界 5 241.7~244.8 243.2±1.2 

 天空反散射（巡测） 5 109.0~119.0 113.6±3.7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8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铁建城商铺群（未投入使用）； 

2、现场探伤时，控制区从严管理，将监督区与控制区统一以2.5μSv/h 划定。 

表4-6   XXG-2505（编号240323）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4-1 操作位 5 1907.4~1938.0 1929.8±13.3 

X4-2 控制区边界 5 2019.6~2070.6 2042.0±22.1 

X4-3 控制区边界 5 2060.4~2121.6 2093.0±24.4 

X4-4 控制区边界 5 2101.2~2131.8 2115.5±13.7 

X4-5 控制区边界 5 2060.4~2121.6 2086.9±22.3 

X4-6 控制区边界 5 1876.8~1927.8 1903.3±21.2 

X4-7 控制区边界 5 1907.4~1938.0 1919.6±11.2 

X4-8 控制区边界 5 1907.4~1938.0 1921.7±13.7 

X4-9 控制区边界 5 2060.4~2101.2 2086.9±15.5 

X4-10 控制区边界 5 1275.0~1448.4 1364.8±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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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11 控制区边界 5 760.0~850.0 792.0±37.0 

X4-12 控制区边界 5 330.0~440.0 394.0±40.4 

X4-13 天空反散射 5 198.0~228.0 212.6±11.5 

X4-14 天空反散射 5 147.0~180.0 166.0±14.3 

X4-15 天空反散射 5 330.0~410.0 360.0±31.6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8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八寨路施工库房； 

2、现场探伤时，控制区从严管理，将监督区与控制区统一以2.5μSv/h 划定。 

表4-7  XXG-2505（编号240320）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5-1 操作位 5 1876.8~2152.2 2001.2±109.7 

X5-2 控制区边界 5 2091.0~2142.0 2115.5±19.9 

X5-3 控制区边界 5 2040.0~2101.2 2076.7±23.5 

X5-4 控制区边界 5 2040.0~2070.6 2054.3±15.5 

X5-5 控制区边界 5 2080.8~2142.0 2103.2±25.4 

X5-6 控制区边界 5 1958.4~1999.2 1980.8±18.2 

X5-7 控制区边界 5 1958.4~2019.6 1980.8±25.4 

X5-8 控制区边界 5 1907.4~1948.2 1933.9±15.5 

X5-9 控制区边界 5 1887.0~1917.6 1909.4±13.3 

X5-10 控制区边界 5 1468.8~1611.6 1534.1±57.1 

X5-11 控制区边界 5 775.2~919.0 848.8±64.5 

X5-12 控制区边界 5 489.6~561.0 516.1±29.4 

X5-13 天空反散射 5 188.0~212.0 202.2±10.2 

X5-14 天空反散射 5 115.0~131.0 125.6±6.1 

X5-15 天空反散射 5 316.2~408.0 359.0±39.1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8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八寨路施工库房； 

2、现场探伤时，控制区从严管理，将监督区与控制区统一以2.5μSv/h 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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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8   XXG-2505（编号240325）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6-1 操作位 5 1907.4~1968.6 1933.9±23.5 

X6-2 控制区边界 5 2040.0~2101.2 2082.8±27.4 

X6-3 控制区边界 5 2111.4~2172.6 2142.0±22.8 

X6-4 控制区边界 5 2162.4~2203.2 2180.8±16.8 

X6-5 控制区边界 5 2060.4~2121.6 2089.0±22.1 

X6-6 控制区边界 5 1938.0~1999.2 1976.8±25.4 

X6-7 控制区边界 5 1989.0~2050.2 2017.6±28.3 

X6-8 控制区边界 5 2060.4~2111.4 2086.9±18.5 

X6-9 控制区边界 5 2193.0~2223.6 2211.4±13.3 

X6-10 控制区边界 5 1244.4~1407.6 1311.7±63.1 

X6-11 控制区边界 5 928.2~1081.2 1018.0±61.8 

X6-12 控制区边界 5 408.0~520.2 450.8±42.9 

X6-13 天空反散射 5 316.2~367.2 344.8±22.1 

X6-14 天空反散射 5 155.0~171.0 162.6±6.0 

X6-15 天空反散射 5 428.4~520.2 479.4±34.6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8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八寨路施工库房； 

2、现场探伤时，控制区从严管理，将监督区与控制区统一以2.5μSv/h 划定。 

表4-9   XXG-2505（编号240318）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7-1 防护门 

上 5 105.0~108.0 106.0±1.2 

下 5 100.0~105.0 102.4±2.3 

左 5 103.0~109.0 106.4±2.2 

右 5 106.0~109.0 107.2±1.1 

中 5 98.0~103.0 101.0±2.1 

X7-2 东屏蔽体 5 89.0~92.0 90.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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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7-3 东屏蔽体 5 92.0~96.0 94.0±1.6 

X7-4 东屏蔽体 5 86.0~90.0 87.8±1.5 

X7-5 东屏蔽体 5 87.0~93.0 90.2±2.4 

X7-6 东屏蔽体 5 83.0~87.0 85.0±1.9 

X7-7 东屏蔽体 5 92.0~95.0 93.4±1.5 

X7-8 东屏蔽体 5 85.0~90.0 87.4±1.8 

X7-9 机房上方 5 83.0~88.0 84.4±2.2 

X7-10 楼梯(敏感点) 5 90.0~93.0 91.0±1.4 

X7-11 楼梯(敏感点) 5 80.0~85.0 82.8±1.9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9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内部（铅房）。 

表4-10    XXG-2505（编号240319）型X射线探伤机监测结果(单位：nSv/h) 
测点 
编号 

监测地点 
监测

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标准偏差） 

X8-1 防护门 

上 5 97.0~101.0 98.8±1.8 

下 5 101.0~106.0 103.0±1.9 

左 5 102.0~106.0 104.4±1.5 

右 5 97.0~102.0 99.4±1.8 

中 5 104.0~108.0 105.6±1.5 

X8-2 东屏蔽体 5 86.0~91.0 88.4±1.8 

X8-3 东屏蔽体 5 90.0~96.0 93.2±2.2 

X8-4 东屏蔽体 5 87.0~89.0 87.6±0.9 

X8-5 东屏蔽体 5 89.0~93.0 90.6±1.5 

X8-6 东屏蔽体 5 85.0~88.0 86.4±1.1 

X8-7 东屏蔽体 5 87.0~90.0 89.0±1.4 

X8-8 东屏蔽体 5 85.0~87.0 85.8±0.8 

X8-9 机房上方 5 99.0~101.0 100.0±0.7 

X8-10 楼梯(敏感点) 5 88.0~90.0 89.0±1.0 

X8-11 楼梯(敏感点) 5 90.0~96.0 93.6±2.3 

备注：1、监测条件：电压：19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内部（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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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知，使用探伤室探伤时，探伤室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最大为106.0 nSv/h，与

周围环境本底值相当，未见异常。 

现场探伤时其划分边界的剂量率满足标准 GBZ117-2022中规定 “一般应将作业场所

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uSv/h 的区域划为控制区 ”及“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周围

剂量当量率大于 2.5u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的要求。 

4.9.2 本项目监测点示意图如下图4-1~4-3所示。 

 

图4-1   铁建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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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2  铅房 

 

图4-3  八寨路施工库房 



28 

表 5 职业与公众受照剂量 

5.1 年有效剂量估算公式 

TDRWH r ×××=  

式中： H ——年有效剂量当量，Sv/a； 

T ——年受照时间，h； 

W ——物理权重因子，对X、γ取1； 

R ——组织权重因子，评价全身均匀照射，R取1； 

Dr ——X 剂量率，Sv/h。 

5.2 居留因子 

不同环境条件下的居留因子见表5-1。 

表5-1 居留因子的选取 
场所 居留因子T 停留位置 

全居留 1 操作间、暗室等职业人员工作区域 

部分居留 1/2～1/5 过道、通道等区域 

偶然居留 1/8～1/40 废品存放间、劳保室等无人看守区域 

5.3 照射时间确定 

本项目为8台移动X射线探伤机，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探伤机外出探伤负荷为：10次/

月，每次外出曝光时间最大总计约2h，则年曝光时间为240h；因此，按保守考虑，职业人

员受照时间为240h/a，公众受照时间为24h/a（居留因子取1/10），职业人员和公众所受年

有效剂量估算结果如表5-2所示。 

表5-2  职业人员和公众所受年有效剂量估算 

保护对象 剂量率取值（nSv/h） 年受照时间(h) 年有效剂量(mSv) 

职业人员 操作位最大值：2001.2 240 0.48 

公众 警戒线外最大值：2270.5 24 0.05 

备注：经上表检测结果可知，探伤室内探伤时周围剂量当量率与本底值相当，

故其所贡献的附加年有效剂量与现场探伤相比基本可以忽略不计，故仅考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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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探伤所贡献的附加年有效剂量。 

5.4 辐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 

在本项目X射线探伤机开机状态下，对辐射工作人员影响的区域主要在操作位、警戒

线外区域，则根据年有效剂量的计算公式可得，操作位辐射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约为

0.48mSv/a，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规定的20mSv/a剂量限值，也低

于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5.0mSv/a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5.5 公众受照剂量分析 

本项目公众主要为现场探伤区域警戒线外的活动人员，包括未列入辐射职业人员的其

他工作人员，则根据年有效剂量的计算公式可得，公众成员在本项目X射线探伤机影响下

所受的年有效剂量为0.05mSv/a，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

2002）中规定 1mSv/a的剂量限值，也低于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 0.25mSv/a 年管理剂量约

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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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辐射安全管理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 号公布）、《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原环境保护部令第 3 号)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

的要求，射线装置使用单位应落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

措施。为此对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检查。  

6.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  

公司已设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立并调整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

组长为程 嵩（总经理），副组长为曹智灵（副总经理）、周铭铨（总工程师）、魏鸿杰

（总经理助理），成员为张正保、王天文、黎辉、胡朝顺、 陈军武、王鉴，由王天文具

体负责我公司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工作，并明确了相关职责。 

6.2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1、工作制度  

2、公司制定了《X射线装置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

维护、保管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安全教育培训制度》、《个人剂量监测管

理制度》、《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辐射人员岗位职责》、《射线装置购置使用及报废

制度》、《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计划》、《辐射监测仪使用与管

理制度》、《固定式铅房管理制度》、《射线装置安保管理制度》、《射线装置安全联锁

定期巡检及维修维护制度》、《射线检测作业现场防护管理制度》等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并

依照实施，落实了各制度要求。 

3、操作规程  

公司制定了《X射线装置操作规程》，辐射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操作 X 射线探

伤机。  

4、应急预案 

公司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并将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5、监测方案 

公司制定了《辐射环境监测方案》，配备了16台REN500E型和10台CM7001型辐射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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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仪，同时委托具有检测资质的单位对其辐射工作环境进行监测，并定期向生态环境部门

上报监测数据。 

6、人员培训 

公司制定了《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培训计划》，本项目配置了30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过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处于有效期内；并定期完成

了职业健康体检。 

7、个人剂量 

公司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为操作射线装置的辐射工作人员佩戴了个人剂量计，开展个

人剂量监测，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做到1人1档。 

8、年度评估 

公司将按照相关要求编制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于每年的1月31日前

向所在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 

9、辐射防护用品 

公司配置了监测设备，见表 6-1。 

表 6-1 监测设备配置情况一览表 
仪器或用品名称 型号 仪器或用品状态 数量 

辐射监测仪 REN500E 正常 16台 

辐射监测仪 CM7001 正常 10台 

个人剂量报警仪 CM7102 正常 40台 

个人剂量计 / 正常 3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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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验收监测结论与要求 

7.1 结 论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对其新增8台移动X

射线探伤机建设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和履行了环境影响审批手续。 

1、项目基本概况 

2021年9月，公司委托贵州水陆源生态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贵州安发工程检测

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该8台X射线探伤机型号均

为XXG-2505，额定参数均为250kV，5mA。该项目于2022年1月取得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环评批复，批复文号为：黔环辐表[2022]2号。 

2022年6月29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向公司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黔环

辐证[00085]，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2027年3月1日。 

本项目移动X射线探伤机于2024年6月投入试运行，实际使用为8台XXG-2505型X射

线探伤机，与环评一致。 

2、现场监测结果 

2.1 使用铅房探伤时，铅房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最大为106.0 nSv/h，与周围环境本底

值相当，未见异常。 

2.2 现场探伤时其划分边界的剂量率满足标准 GBZ117-2022中规定 “一般应将作业

场所中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15uSv/h 的区域划为控制区 ”及“应将控制区边界外、作业时

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uSv/h的范围划为监督区”的要求。。 

3、职业与公众受照结果 

根据监测结果估算，辐射工作人员最大年受照剂量为0.48mSv/a，低于《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辐射工作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也低

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5.0mSv/a。 

根据监测结果估算，探伤工作场所周围公众成员最大年受照剂量为0.05mSv/a，低于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 1mSv/a 的剂量限值，

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年管理约束限值 0.25mSv/a。 

4、现场检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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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成立了已设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立调整了“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

组”，确定了小组组长、副组长及成员，明确了相关职责，并设立了负责辐射安全与防

护管理工作的专职人员。 

2) 公司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管理制度，包括《X射线装置操作规程》、《辐射防护

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保管制度》、《仪器设备管理制度》、《安全

教育培训制度》、《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辐射人员岗

位职责》、《射线装置购置使用及报废制度》、《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

法规培训计划》、《射线检测作业现场防护管理制度》等，并得以实施。 

3) 公司将按照要求编制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前向所

在地生态环境部门提交。 

4) 本项目配备了30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考核，处于有效期

内。已委托有资质的单位为操作射线装置的辐射工作人员佩戴了个人剂量计，开展个人剂

量监测，建立了个人剂量、职业健康档案，做到了1人1档。 

5) 本项目配备了26台辐射巡检仪、40台个人剂量报警仪和人手一个个人剂量计，并配

备了若干套安全警示线（含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安全公告牌、声光报警器等）、对讲机、

防护用品、铅板等。 

综上所述，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8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项目落实了辐射

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该项目对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成员是安全的，

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7.2 建议 

1、加强现场探伤的安全管理，按规定落实好控制区与监督区的划分，明确现场探伤职

业人员职责，做好相应的警戒工作； 

2、适时修订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开展应急演练； 

3、每年至少进行一次对辐射工作场所周围环境进行辐射监测，编写年度评估报告,定

期上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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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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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周边影像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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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公司平面布局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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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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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附件 1：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对《贵州安发工程检测有限公司新增 8台移动式 X射线

探伤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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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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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领导小组成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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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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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辐射防护管理相关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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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合格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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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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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职业健康体检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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