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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概述 

项目名称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 

建设单位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蔡大洋 联系人 陶家群 

通讯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扁山村（后午电建二公司一焊工培训中心1
幢） 

联系电话 13809484685 邮政编码 550001 

建设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扁山村（后午电建二公司一焊工培训中心1
幢） 

工程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行业类别 O 其他服务业 

环境影响报告表

名称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 
单位 贵州亿航创博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 

环境影响评价 
审批部门 

贵州省生态环境

厅 文号 黔环辐表

[2024]9号 时间 2024年2月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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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项目环保投资 

(万元) 26 环保投资占 
总投资比例 31.3% 

验收规模 5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定向），属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1.1 公司简介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位于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扁山村（后午电

建二公司一焊工培训中心1幢），曾用名贵州金晟特无损检测有限公司，拥有国家建设部核

准的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国家商务部核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承包工程经营

资格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许可证(锅炉安装、起重机械安装、起重

机维修)；国家电力监管委员颁发的“承装类一级、承修类一级、承试类二级电力设施许可

证”等，可承建国内、外各类火力发电厂的整体建筑、安装工程；核电站常规岛建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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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高压、超高压变电站及电网建筑、安装工程；光伏电站、风力发电场建筑、安装工

程；各类工业及民用建筑、安装工程，各种压力等级的锅炉及管道安装工程等。 

1.2 验收任务由来 

2023年9月，公司委托贵州亿航创博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中电建贵州工程

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共包含10台X射线探伤机，

一台周向X射线探伤机，固定在探伤室内使用；9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定向）流动场所

使用。该项目于2024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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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9号。 

2024年4月28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向该公司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黔环

辐证[00015]，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放射源、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2029年4月28日。

该辐射安全许可证包含了环评中的9台X射线探伤机，另一台周向型X射线探伤机因计划变

动，暂缓办理。 

目前，环评10台X射线探伤机中，仅2台为RD-2805A型、2台为RD-1803型、1台为RD-

3005型的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定向）购置完成，达到了验收条件，列入本次验收范围内。 

本次验收X射线探伤机情况见表 1-1。 
表1-1   本次验收设备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分类 额定参数 存放位置 

与环评

相比 
使用 
场所 

1 
移动式 X 射

线探伤机

（定向） 
RD-2805A 2 Ⅱ 280kV，5mA 

公司探伤机

存放间 
完全 
一致 

流动 
场所 

2 
移动式 X 射

线探伤机 

（定向） 
RD-1803 2 Ⅱ 180kV，5mA 

公司探伤机

存放间 
完全 
一致 

流动 
场所 

3 
移动式 X 射

线探伤机

（定向） 
RD-3005 1 Ⅱ 300kV，5mA 

公司探伤机

存放间 
完全 
一致 

流动 
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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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于2024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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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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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贵

州亿航创博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2024 年 1 月；  

2、《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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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9号，2024 年 2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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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验收仅涉及的X射线探伤机为流动场所移动探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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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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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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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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μ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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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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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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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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素，选择最佳的设备布置，并采取适当的防护措施。 

根据《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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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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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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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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 

2.1.2 项目性质 

扩建。 

2.1.3 项目位置 

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地处贵州省贵阳市清镇市红枫湖镇扁山村（后午

电建二公司一焊工培训中心1幢），本项目移动X射线探伤机存放于公司设备存放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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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台X射线探伤机，1台周向X射线探伤机（固定探伤室使用），9台定向X

射线探伤机（移动探伤使用），属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验收规模：环评10台X射线探伤机中的5台定向X射线探伤机，分别为2台RD-2805A

型、2台RD-1803型、1台RD-3005型，达到了验收条件，列入本次验收范围内。其型号、

技术参数与环评规模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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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2805A 2台 Ⅱ类 280kV 5mA 定向 
流动场所 
现场探伤 

2 
X 射线 
探伤机 

RD-1803 2台 Ⅱ类 180kV 5mA 定向 
流动场所 
现场探伤 

3 
X 射线 
探伤机 

RD-3005 1台 Ⅱ类 300kV 5mA 定向 
流动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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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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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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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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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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仪进入控制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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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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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2 事故工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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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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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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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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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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μ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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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中共包含10台X射线探伤机，一台周向X射

线探伤机，固定在探伤室内使用；9台移动式X射线

探伤机（定向）流动场所使用。 
而本次验收规模中为环评10台X射线探伤机中

的5台，分别为2台RD-2805A型、2台RD-1803型、1
台RD-3005型的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定向），为流

动场所移动探伤，其型号、最大管电压、最大管电

流等参数与环评完全一致。存放场所为中电建贵州

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设备存放间，亦与环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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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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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了“辐射

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公

司使用放射源、放射装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

理和发生事故的应急处理。其组成如下： 
组  长：蔡大洋(法定代表人，公司总经理) 
副组长：任健(主管射线检测副总经理，辐射防

护负责人) 
柳海(主管安全生产副总经理) 
张连超(副总经理兼总工) 
李 毅(安全总监) 
成  员：徐维勤(安全环保部)程启金(检测中心) 
仁民国(办公室)、朱晓霞(财务资金部)、陈国民

(物资装备部)、金守鹏(人力资源部)、央兴德(工
程管理部)、倪招明(党群工作部)、刘清玉(综合

履约部)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是公司辐射

安全生产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负责研究和决定

公司辐射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协

调解决辐射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和问题。 
2、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辐射

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检测

中心，办公室主任为检测中心主任，并设专职

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人员。 
3、公司印发了《辐射与防护系列管理制度的通

知》，制定了一系列辐射相关的管理制度《辐

射安全与防护岗位职责》、《辐射安全与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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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X射

线探伤机非固定场所使用管理规定》、《放射

源管理规定》、《辐射监测方案》、《辐射监

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

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

再培训管理制度》、《“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

安全申报系统”信息维护制》、《废显(定)影液

管理制度》等。 
4、探伤时，公司将现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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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进入警告牌，并设置了声光

报警器等，且安排人员进行警戒、值守，叫离

无关人员。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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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公司配备了451P型辐射巡检仪，委托有资质的

技术服务机构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配备了FY-
Ⅱ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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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警戒线若干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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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环评要求与验收情况对比 

环评要求与验收情况对比见表 3-2 

表 3-2 环评要求与验收情况对比 
情形 环评要求 验收落实情况 

现场

探伤 

项目拟为每台探伤机现场探伤时配备 3
名职业人员。 

除 γ 探伤机职业工作人员外，本项目共配备

了 9 名辐射职业人员，分三组，轮流外出进行探

伤作业。 

现场探伤时，单位提前勘探现场。根据

现场情况进行控制区和监督区的初步划

分，并进行试曝光，已检验确认 15μSv/h
的控制区边界，同时利用现场结构、地

形，及利用移动铅板贴在被探伤工件背

后进行局部屏蔽，在控制区边界拉好警

戒线，悬挂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警示牌。 

经验收核查和监测，本项目现场探伤时，进

行了控制区、监督区的划分，并在控制区边界拉

好警戒线，悬挂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警示牌，叫

离无关人员。探伤时充分利用现场环境条件和铅

板防护，经现场检测结果，其控制区的划分满足

GBZ117-2022 中规定的控制区边界不大于

15μSv/h 的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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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

探伤 

项目拟规定控制区进行清场处理，不进

行探伤以外的其他工作，并利用移动铅

板贴在被探伤工件背后进行局部屏蔽主

射线。 

经现场核查，现场探伤时，拉好警戒线，叫

离无关人员，确保控制区内进行清场处理，并利

用铅皮进行屏蔽防护。 

每台探伤机进行探伤时拟配套一台 X-γ
剂量率仪、个人剂量报警仪，并要求定

期检定或校准。 

经现场探伤核查，探伤现场配套有 451P 型

辐射巡检仪及 FY-Ⅱ型个人剂量报警仪，其中

451P 均已完成了送检工作。 

项目规定职业人员对控制区边界进行巡

测，以确保满足 15μSv/h 边界要求。 

经现场核查，本项目职业人员已对控制区边

界进行巡测，且经验收监测验证，其控制区边界

的划分满足 15μSv/h 边界要求。 

项目规定以 2.5μSv/h 的范围划为监督

区，该区域严禁无关人员进入，并设置

“无关人员禁止入内”警告牌，并安排人

周边巡视。 

经验收核查和监测，本项目现场探伤时，进

行了监督区的划分，严禁无关人员靠近及进入，

且设置了“无关人员禁止入内（射线作业监督

区）”警告牌。并安排专人进行周边巡视。 

项目规定划分控制区，拉好警戒线，悬

挂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警示语，专人巡

视。 

经现场核查，探伤现场已划分控制区，拉好

警戒线，悬挂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设置了“禁止

进入 X 射线区（射线作业控制区）”警告牌及警

示语。 

项目拟配备探伤机控制台均有延时曝光

功能。 
经现场核查，本项目移动 X 射线探伤机控制

台均有延时曝光功能。 

项目拟规定探伤前，向周边人员进行沟

通，提前告知项目内容、辐射安全及注

意事项。 

经现场核查，探伤现场工作人员均已向周边

人员告知相关事项，督促无关人员尽量远离。 

项目拟配备多个声光报警器，以确保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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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现场核查，项目配备了多个声光报警器。 

项目拟规定现场探伤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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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现场核查，监督区边界及建筑物出口醒目

位置均张贴了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和警告牌（带警

示语句）。 

环 保

验 收

项目 

场所设施 

现场探伤时，探伤机控制台上有延时曝光功

能、急停按钮功能、钥匙开关，钥匙开关由专人

保管，并配备了声光报警器、警戒线、警告牌、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个人剂量监测及警示标志 

配备了人手一个个人剂量计，FY-Ⅱ型个人

剂量报警仪，451P 型便携式辐射监测仪，安全警

示线（含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基本能够满足日

常开展工作的需要。 

其他个人防护用品 
配备了铅防护眼镜、铅防护衣等个人防护用

品。 

危废暂存场所 配备了两个大容量的危废专用贮存桶。 

相关人员资料 本项目职业人员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测、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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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安全防护知识培训等，并建档备查。 

管理制度 

公司印发了《辐射与防护系列管理制度的通

知》，制定了一系列辐射相关的管理制度《辐射

安全与防护岗位职责》、《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规

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辐射安全和

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X 射线探伤机非固定

场所使用管理规定》、《放射源管理规定》、《辐射

监测方案》、《辐射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

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辐射

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度》、《“全国核技术

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信息维护制》、《废显(定)
影液管理制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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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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 

监测天气：天气：阴，温度：2℃，相对湿度：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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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对操作位及公众可到达区域进行监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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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7。 

表4-2   环境γ辐射监测结果（单位：nSv/h） 

序号 监测位置 监测次数 监测值范围 
监测结果 

平均值 标准差 

1 建筑物内 5 105.0~107.0 106.0 1.0 

2 道    路 5 98.0~101.0 100.0 1.2 

3 原    野 5 83.0~88.0 85.6 1.8 

 周围背景（关机） 5 83.0~86.0 84.6 1.5 

表4-3  RD-1803（编号23090954）型移动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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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区边界 5 1122.0~1183.2 1148.5 26.6 

X1-2 监督区边界 5 1173.0~1203.6 1185.2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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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1-3 监督区边界 5 2060.4~2091.0 2076.7 15.5 

X1-4 监督区边界 5 2029.8~2080.8 2054.3 21.2 

X1-5 操作位 5 856.8~897.6 879.2 16.8 

X1-6 监督区边界 5 1397.4~1448.4 1419.8 19.6 

X1-7 监督区边界 5 1397.4~1428.0 1405.6 13.3 

X1-8 监督区边界 5 1438.2~1489.2 1460.6 19.6 

X1-9 监督区边界 5 1407.6~1458.6 1440.2 19.6 

X1-10 监督区边界 5 1958.4~1989.0 1978.8 14.4 

X1-11 监督区边界 5 2019.6~2080.8 2042.0 25.4 

X1-12 监督区边界 5 1989.0~2050.2 2019.6 22.8 

X1-13 监督区边界 5 1836.0~1876.8 1860.5 18.5 

X1-14 监督区边界 5 1734.0~1795.2 1754.4 26.0 

X1-15 监督区边界 5 2427.6~2458.2 2446.0 13.3 

X1-16 监督区边界 5 2448.0~2468.4 2458.2 10.2 

X1-17 监督区边界 5 2182.8~2223.6 2199.1 18.5 

X1-18 控制区边界 5 11016.0~11628.0 11322.0 260.0 

X1-19 控制区边界 5 10404.0~10710.0 10526.4 133.0 

X1-20 控制区边界 5 9384.0~9792.0 9669.6 167.6 

X1-21 控制区边界 5 5518.2~5926.2 5803.8 182.5 

X1-22 控制区边界 5 6834.0~7344.0 7058.4 196.2 

X1-23 控制区边界 5 8078.4~8486.4 8282.4 161.3 

X1-24 控制区边界 5 3376.2~3784.2 3600.6 182.5 

X1-25 控制区边界 5 3978.0~4590.0 4243.2 266.0 
备注： 
1、监测条件：电压：17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厂区内篮球场模拟工地现场。 

表4-4  RD-3005（编号23090959）型移动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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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区边界 5 2019.6~2070.6 2044.1 18.5 

X2-2 监督区边界 5 2111.4~2172.6 2142.0 22.8 

X2-3 监督区边界 5 2060.4~2111.4 2089.0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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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2-4 监督区边界 5 2080.8~2131.8 2101.2 21.6 

X2-5 操作位 5 2040.0~2091.0 2068.6 18.2 

X2-6 监督区边界 5 1825.8~1866.6 1844.2 15.1 

X2-7 监督区边界 5 1866.6~1887.0 1878.8 8.5 

X2-8 监督区边界 5 979.2~1020.0 999.6 16.1 

X2-9 监督区边界 5 1897.2~1938.0 1921.7 18.5 

X2-10 监督区边界 5 2244.0~2284.8 2264.4 16.1 

X2-11 监督区边界 5 2193.0~2254.2 2221.6 22.1 

X2-12 监督区边界 5 2111.4~2162.4 2140.0 19.6 

X2-13 监督区边界 5 2152.2~2182.8 2170.6 11.2 

X2-14 监督区边界 5 2131.8~2162.4 2154.2 13.3 

X2-15 监督区边界 5 2284.8~2335.8 2305.2 21.6 

X2-16 监督区边界 5 2325.6~2346.0 2339.9 9.1 

X2-17 监督区边界 5 2335.8~2366.4 2348.0 13.3 

X2-18 控制区边界 5 14076.0~14688.0 14422.8 234.8 

X2-19 控制区边界 5 14382.0~14994.0 14688.0 228.1 

X2-20 控制区边界 5 12750.0~13362.0 13056.0 228.1 

X2-21 控制区边界 5 10710.0~11220.0 10975.2 211.5 

X2-22 控制区边界 5 12648.0~12750.0 12668.4 45.6 

X2-23 控制区边界 5 14484.0~14994.0 14790.0 190.8 

X2-24 控制区边界 5 7058.4~7262.4 7119.6 91.2 

X2-25 控制区边界 5 7078.8~7690.8 7405.2 221.1 
备注： 
1、监测条件：电压：17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厂区内篮球场模拟工地现场。 

表4-5  RD-1803（编号23090955）型移动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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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区边界 5 1173.0~1203.6 1191.4 11.2 

X3-2 监督区边界 5 1091.4~1142.4 1117.9 23.5 

X3-3 监督区边界 5 2019.6~2070.6 2042.0 19.6 

X3-4 监督区边界 5 2060.4~2091.0 2074.7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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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3-5 操作位 5 734.4~785.4 763.0 18.2 

X3-6 监督区边界 5 1499.4~1530.0 1505.5 13.7 

X3-7 监督区边界 5 1499.4~1550.4 1530.0 20.4 

X3-8 监督区边界 5 1519.8~1570.8 1550.4 21.6 

X3-9 监督区边界 5 1387.2~1438.2 1403.5 23.5 

X3-10 监督区边界 5 1897.2~1948.2 1919.6 19.6 

X3-11 监督区边界 5 1938.0~1978.8 1962.5 15.5 

X3-12 监督区边界 5 1876.8~1927.8 1899.2 22.1 

X3-13 监督区边界 5 1805.4~1846.2 1829.9 17.1 

X3-14 监督区边界 5 1713.6~1744.2 1725.8 13.3 

X3-15 监督区边界 5 2346.0~2386.8 2364.4 16.8 

X3-16 监督区边界 5 2335.8~2376.6 2360.3 18.5 

X3-17 监督区边界 5 2346.0~2386.8 2370.5 18.5 

X3-18 控制区边界 5 11016.0~11628.0 11322.0 260.0 

X3-19 控制区边界 5 9996.0~10302.0 10077.6 133.0 

X3-20 控制区边界 5 8772.0~9282.0 8996.4 232.6 

X3-21 控制区边界 5 6018.0~6324.0 6222.0 124.9 

X3-22 控制区边界 5 5712.0~6120.0 5936.4 182.5 

X3-23 控制区边界 5 5610.0~5916.0 5732.4 133.0 

X3-24 控制区边界 5 2356.2~2386.8 2372.5 11.6 

X3-25 控制区边界 5 2958.0~3264.0 3141.6 167.6 

备注： 
1、监测条件：电压：17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 
2、监测地点：厂区内篮球场模拟工地现场。 

表4-6   RD-2805A（编号23090957）型移动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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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区边界 5 1907.4~1938.0 1921.7 13.7 

X4-2 监督区边界 5 2091.0~2131.8 2107.3 18.5 

X4-3 监督区边界 5 1999.2~2050.2 2021.6 19.6 

X4-4 监督区边界 5 2091.0~2131.8 2107.3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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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4-5 操作位 5 2091.0~2131.8 2111.4 16.1 

X4-6 监督区边界 5 1805.4~1866.6 1829.9 25.6 

X4-7 监督区边界 5 1815.6~1836.0 1821.7 9.1 

X4-8 监督区边界 5 1897.2~1938.0 1909.4 16.8 

X4-9 监督区边界 5 1907.4~1968.6 1936.0 24.4 

X4-10 监督区边界 5 2080.8~2142.0 2109.4 22.1 

X4-11 监督区边界 5 2121.6~2142.0 2129.8 8.5 

X4-12 监督区边界 5 2121.6~2162.4 2137.9 18.5 

X4-13 监督区边界 5 2193.0~2223.6 2209.3 15.5 

X4-14 监督区边界 5 2121.6~2172.6 2150.2 19.6 

X4-15 监督区边界 5 2284.8~2346.0 2309.3 25.6 

X4-16 监督区边界 5 2315.4~2346.0 2333.8 13.3 

X4-17 监督区边界 5 2295.0~2346.0 2323.6 19.6 

X4-18 控制区边界 5 13872.0~14382.0 14096.4 182.5 

X4-19 控制区边界 5 12546.0~12954.0 12770.4 182.5 

X4-20 控制区边界 5 13158.0~13668.0 13362.0 190.8 

X4-21 控制区边界 5 9384.0~9996.0 9690.0 216.4 

X4-22 控制区边界 5 11220.0~11424.0 11322.0 102.0 

X4-23 控制区边界 5 13158.0~13668.0 13362.0 190.8 

X4-24 控制区边界 5 5610.0~6018.0 5752.8 170.7 

X4-25 控制区边界 5 8466.0~8874.0 8731.2 198.8 

备注： 
1、监测条件：电压：27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铅板防护； 
2、监测地点：厂区内篮球场模拟工地现场。 

表4-7  RD-2805A（编号23090956）型移动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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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区边界 5 1887.0~1948.2 1917.6 22.8 

X5-2 监督区边界 5 2142.0~2172.6 2156.3 15.5 

X5-3 监督区边界 5 1978.8~2019.6 2003.3 15.5 

X5-4 监督区边界 5 2152.2~2193.0 2170.6 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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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5-5 操作位 5 2101.2~2142.0 2121.6 16.1 

X5-6 监督区边界 5 1938.0~1968.6 1950.2 13.3 

X5-7 监督区边界 5 1846.2~1876.8 1856.4 12.5 

X5-8 监督区边界 5 1917.6~1927.8 1923.7 5.6 

X5-9 监督区边界 5 1958.4~1989.0 1974.7 15.5 

X5-10 监督区边界 5 2152.2~2193.0 2176.7 15.5 

X5-11 监督区边界 5 2193.0~2233.8 2211.4 16.8 

X5-12 监督区边界 5 2152.2~2193.0 2176.7 15.5 

X5-13 监督区边界 5 2152.2~2172.6 2164.4 8.5 

X5-14 监督区边界 5 2254.2~2315.4 2293.0 24.4 

X5-15 监督区边界 5 2397.0~2427.6 2415.4 11.2 

X5-16 监督区边界 5 2325.6~2376.6 2344.0 19.6 

X5-17 监督区边界 5 2376.6~2407.2 2395.0 13.3 

X5-18 控制区边界 5 12852.0~13464.0 13056.0 260.0 

X5-19 控制区边界 5 10812.0~11118.0 10934.4 111.7 

X5-10 控制区边界 5 9282.0~9690.0 9465.6 167.6 

X5-21 控制区边界 5 8772.0~9282.0 8955.6 221.1 

X5-22 控制区边界 5 11424.0~11832.0 11628.0 161.3 

X5-23 控制区边界 5 14280.0~14688.0 14504.4 167.6 

X5-24 控制区边界 5 4080.0~4386.0 4222.8 136.8 

X5-25 控制区边界 5 6528.0~6834.0 6650.4 133.0 
备注： 

1、监测条件：电压：270kV，电流：5mA，曝光时间：持续出束，铅板防护； 

2、监测地点：厂区内篮球场模拟工地现场。 

由上表可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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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μ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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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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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2 本项目监测点示意图如下图4-1所示。 

 

监测分区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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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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共配职业人员9人员，分三组，每组三人。根据公司实际情况，探伤机外出探伤

最大负荷为：120天/年，每天外出曝光时间最大总计约4h，则年曝光时间为480h。因此，

按保守考虑，职业人员受照时间为480h/a，公众受照时间为48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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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控制区边界最大值：14790.0 480 2.37 

公众 监督区边界最大值：2458.2 48 0.12 

5.4 辐射工作人员受照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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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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区外辐射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最大

约为2.37m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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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m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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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对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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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公司已设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全

面负责公司使用放射源、放射装置的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和发生事故的应急处理。其组

成如下： 

组  长：蔡大洋(法定代表人，公司总经理) 

副组长：任健(主管射线检测副总经理，辐射防护负责人) 

柳海(主管安全生产副总经理) 

张连超(副总经理兼总工) 

李 毅(安全总监) 

成  员：徐维勤(安全环保部)、程启金(检测中心)、仁民国(办公室)、朱晓霞(财务资

金部)、陈国民(物资装备部)、金守鹏(人力资源部)、央兴德(工程管理部)、倪招明(党群工

作部)、刘清玉(综合履约部)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是公司辐射安全生产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负责研

究和决定公司辐射安全生产工作的重大政策和措施，协调解决辐射安全生产的重大事项

和问题。 

2、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办公室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办公

室设在检测中心，办公室主任为检测中心主任，并设专职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人员。 

6.2 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其落实情况 

1、工作制度  

公司印发了《辐射与防护系列管理制度的通知》，制定了一系列辐射相关的管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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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辐射安全与防护岗位职责》、《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

卫制度》、《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X射线探伤机非固定场所使用管理

规定》、《放射源管理规定》、《辐射监测方案》、《辐射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

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度》、

《“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信息维护制》、《废显(定)影液管理制度》、《X

探伤机出入库管理台账》等，并依照实施，落实了各制度要求。 

2、操作规程  

公司制定了《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规程》，辐射工作人员严格按照操作流程操作 X 射

线探伤机进行现场探伤。  

3、应急预案 

公司制定了《辐射事故专项应急预案》，成立辐射事故专项应急领导小组作为公司

辐射事故应急管理与应对的最高领导决策机构，其组成为： 

组  长：公司总经理 

副组长：分管安全生产副总经理、分管业务副总经理 

成员：公司高管、各部门负责人 

工作职责： 

（1）组织建立公司应急管理体系，统一领导、统筹协调应急管理工作； 

（2）落实上级单位有关应急工作的重要要求和指令，研究应急管理重大决策和部

署； 

（3）审查批准公司应急预案； 

（4）审批公司预警信息，发布应急响应启动和终止指令； 

（5）负责指派人员到现场组织、指挥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对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中的

重大问题进行决策部署，全面指导突发事件应急救援处置工作； 

（6）审批上报的突发事件及处置进展信息； 

（7）应急响应结束后，安排相关部门和人员进行事故事件调查和总结。 

4、监测方案 

公司制定了《辐射监测方案》，配备了451P型辐射巡检仪进行自主监测，同时委托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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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检测资质的技术服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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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人员培训 

公司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度》，本项目配置了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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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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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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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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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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对其10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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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台周向X射线

探伤机因计划变动，暂时未办理登记入辐射安全许可证。 

1、项目基本概况 

2023年9月，公司委托贵州亿航创博环保技术咨询有限公司编制了《中电建贵州工程

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共包含10台X射线探伤机，

一台周向X射线探伤机，固定在探伤室内使用；9台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定向）流动场

所使用。该项目于2024年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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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9号。 

2024年4月28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向该公司颁发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为黔

环辐证[00015]，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放射源、使用Ⅱ类射线装置，有效期至2029年4月

28日。 

本次验收为环评10台X射线探伤机中的2台RD-2805A型、2台RD-1803型、1台RD-

3005型的移动式X射线探伤机（定向），其型号、最大管电压、管电流等技术参数均与环

评完全一致。 

2、现场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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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μ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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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μ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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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m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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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m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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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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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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司已设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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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发了《辐射与防护系列管理制度的通知》，制定了一系列辐射相关的管理制度

《辐射安全与防护岗位职责》、《辐射安全与防护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

制度》、《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X射线探伤机非固定场所使用管理规

定》、《放射源管理规定》、《辐射监测方案》、《辐射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

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度》、

《“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信息维护制》、《废显(定)影液管理制度》、《X

探伤机出入库管理台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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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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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做到了1人1档。 

5) 本项目配备了451P型辐射巡检仪、FY-Ⅱ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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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X射线探伤机应用项目落实了辐射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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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职业人员的培训，增强责任意识，提高辐射安全防护和临时处置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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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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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适时修订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做好职业人员的辐射安

全防护培训工作，并开展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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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电建贵州工程能源环保有限公司 X射线探伤机应

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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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辐射安全许可证及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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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辐射安全相关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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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辐射事故专项应急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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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成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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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辐射工作人员清单及培训合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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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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