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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重庆高金购置 X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重庆高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建设地点
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云卉路 1号公司 2号厂房 12号门外侧预

留 X射线检测室内

源项

放射源 无

非密封放射源 无

射线装置 Ⅱ类射线装置

建设项目环评

批复时间
2023年 12月 12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23年 12月 20日

取得辐射安全许

可证时间
/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投入运行时

间

2024年 1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4年 1月 24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两江新区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

限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

设施设计单位

丹东锐新射线仪器

有限公司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施工单位

丹东锐新射线仪器有

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投资总概算

***万
元

比例 **%

实际总概算 ***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实际总概算

***万
元

比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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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一

验收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施行修

订版；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月 1日

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

年 10月 1日施行修订版；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2019 年 3

月 2日修订实施；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年 11月 20日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21年 1

月 4日修订实施；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原环境

保护部令第 18号），2011年 5月 1日施行；

（8）《射线装置分类》（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告 2017

年第 66号）；

（9）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

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2020年 12月 13日；

（10）《重庆市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 9月 28日修正，2022

年 11月 1日施行；

（11）《重庆市辐射污染防治办法》（渝府令〔2020〕338号），

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

（1）《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

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5日实施；

（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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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5）《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128-2019）。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HJ1326-2023）

3、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1）《重庆高金购置 X 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2023 年 12 月；

（2）《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两

江）环准〔2023〕132 号，2023 年 12 月 12 日。

4、其他相关文件



4

续表一

验收执行标准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

（HJ1326-2023）规定，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污染物排放

标准原则上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所规定的标准。在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之后发布或修订

的标准对建设项目执行该标准有明确时限要求的，按新发布或

修订的标准执行。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所规定的标

准与现行标准一致，因此，根据《重庆高金购置 X射线检测系

统工业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文件批准书》（渝（两江）环准〔2023〕132 号）及《建

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确定本项目验

收标准按表 1-1执行。

表 1-1 本项目辐射剂量控制限值及污染物排放指标表

序

号
项目 控制限值 采用的标准

1
年剂量管

理目标值

辐射工作人员：5mSv

公众成员：0.1mSv

GB18871-2002

公司管理要求

2

剂量率参

考控制水

平

铅房屏蔽体外 30cm 处周围剂量

当量率：≤2.5μSv/h

GBZ117－2022

GBZ/T250－2014

3 通风要求
有效通风换气次数应不小于 3

次/h
GBZ11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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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建设内容

2.1 建设单位概况

重庆高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云

卉路 1号，始建于 2006年，是由广州高金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和香港国际长城发

展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成立的合营公司，注册资本 1200万美元。公司距离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重庆寸滩保税港和重庆火车北站距离均为 10公里左右，公司占地面积 8万

余平方米，现有员工 900余人，其中产品研发人员 270余人。主要经营大排量摩托车

整车、摩托车发动机以及传动系统的研发、制造和销售以及精密机器加工、模具设计

与制造、铝合金铸造。

公司主要有 1号厂房、2号厂房、3号厂房、润滑油站、机修间、食堂、污水处

理站、宿舍楼、办公楼等建筑。

2.2 验收项目背景

2023年7月，公司委托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重庆

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于12月编制了《重庆高金购置X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2023年12月，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以渝（两江）环准〔2023〕

132号批复该项目，本项目于2023年12月开工建设，于2024年1月建成。建成后公司委

托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并委托重

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重庆高金购置X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

2.3 项目建设内容和规模

在公司 2号厂房 12号门外侧预留 X射线检测室内配置一套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

系统（X射线管型号为 HPX-225-11，II 类射线装置，单管头，最大管电压为 225kV，

最大管电流为 8mA），采用固定式定向探伤的方式开展无损检测工作。

因项目铅房不是正北向布置，为本文描述方便，参考者面向铅房工件进出口铅门，

以工件进出铅门为前面、工件进出铅门正对面屏蔽体为后面、铅房门左侧和右侧描述

铅房四侧方位。

项目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内容对比见表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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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实际建设内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设内容一览表

分类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

门审批决定建设内容
本次验收建设内容

本次验

收变化

情况

主体

工程

X射线

实时成

像系统

1 套 X 射线数字成像检测系统

（Ⅱ类射线装置，最大管电压

225kV、最大管电流 8mA）。

已配置 1 套 X 射线数字成像

检测系统（Ⅱ类射线装置，

最大管电压 225kV、最大管电

流 8mA）。

无变化

辅助

工程

X 射线

检测室

依托公司 2 号厂房 12 号门外

侧的 X射线检测室，四周均为

彩钢板（9.4m长×5.5m宽×4.8
高），一体式铅房布置于 X检

测室内西北侧，操作台设置于

铅房外，使用面积约 51.7m2。

依托公司 2号厂房 12号门外

侧的 X 射线检测室，四周均

为彩钢板（9.4m 长×5.5m 宽

×4.8 高），一体式铅房布置

于 X 检测室内西北侧，操作

台设置于铅房外，使用面积

约 51.7m2。

无变化

储运

工程
行吊

依托 X射线检测室内行吊，对

较大较重的检测工件进行辅

助搬运。

依托 X射线检测室内行吊，

对较大较重的检测工件进行

辅助搬运。

无变化

公用

工程

供配电

系统

依托厂房供配电系统，厂房用

电来源于市政供电。

依托厂房供配电系统，厂房

用电来源于市政供电。
无变化

给水

系统
依托厂房给水管网。 依托厂房给水管网。 无变化

通风

铅房密封换气管内自带有 1个
排风扇，排风出口罩屏蔽补偿

为内 2mm钢+10mm 铅+外
2mm钢，位于铅房右上方，风

量约 500m3/h，换气次数约 50
次/h。

铅房密封换气管内自带有 1
个排风扇，排风出口罩屏蔽

补偿为内 2mm钢+10mm铅+
外 2mm钢，位于铅房右上方，

风量约 500m3/h，换气次数约

50次/h。

无变化

环 保

工程

污水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不新增人

员生活污水，项目工作人员生

活污水依托建设单位现有污

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市政污

水管网。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不新增

人员生活污水，项目工作人

员生活污水依托建设单位现

有污水处理站处理后进入市

政污水管网。

无变化

废气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内废

气由密封换气管直接引至 X
射线检测室东北墙外排放，排

放口离地高度约 3m。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内

废气由密封换气管直接引至

X射线检测室东北墙外排放，

排放口离地高度约 3m。

无变化

噪声 本项目无高噪声设备。 本项目无高噪声设备。 无变化

一般

固废

工作人员生活垃圾依托现有

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收集后交

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报废射

线装置去功能化后（不含阴极

射线管）交由物资回收单位处

置。

工作人员生活垃圾依托原有

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收集后交

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暂无

报废射线装置。

暂无报

废射线

装置

危险

废物

废阴极射线管交由资质的单

位处理，所有危险废物拟定期

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暂无废阴极射线管

暂无废

阴极射

线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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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

防护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自带屏蔽

铅房，铅房屏蔽能力能达到辐

射防护的要求。铅房采用钢+
铅+钢的屏蔽结构。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自带屏

蔽铅房，铅房屏蔽能力能达

到辐射防护的要求。铅房采

用钢+铅+钢的屏蔽结构。

无变化

2.4 项目平面布局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位于公司 2号厂房 12号门外侧预留 X射线检测室内，

X射线检测室下方为实土层，为 1F彩钢板房。X射线检测室西北至东南依次布

置为铅房/设备区、工件待检区、行吊检修区、工具架。空调由 X射线检测室的

北侧移至东侧，X射线检测室内有一台行车，采用地面遥控操作，检修区位于 X

射线检测室内东南侧，X射线检测室内未布置其他工作区域。

与环评阶段相比，项目布局未发生重大变化。

2.5 周围环境及保护目标

（1）项目周围环境概况

本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云卉路 1号公司 2号厂房 12号门外侧

预留 X射线检测室内，X射线检测室下方为实土层，为 1F彩钢板房。在 X射线

检测室内，铅房位于 X射线检测室西北侧，与 X射线检测室四壁均有一定的距

离（最近不足 1m）。实时成像系统的铅房四周为操作台及其他区域，在 X射线

检测室外，铅房东北侧（铅房右侧）为 2号厂房（1F,12m 高）；西北侧（铅房

后面）为门口过道（12号等）及绿化区、机修间；西南侧（铅房左侧）为厂区

道路、KV缸体毛坯库、爱思帝（重 庆）驱动系统公司厂区道路和气割作业区；

东南侧（铅房前面）为燃气控制柜及门口过道（13号）、润滑油站、铝锭置场、

树脂砂置场等。

（2）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调查，本次验收的铅房周围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2-2。

表 2-2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

号
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方位

水平距

离（m）

高差

（m）
敏感目标特征

影响

人群

影响

因素

1

X 射线检测室内操

作台及其他区域

铅房

四周
紧邻 0

操作位、过道、设备

区、工件待检区、行

吊检修区，约 2人

辐射工

作人员
电离

辐射

2号厂房

东北侧

（铅房右

侧）

约 3~50 0 铸造厂房，约 50人 公众

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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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门口过道（12号等）

及绿化区
西北侧

（铅房后

面）

约 0~10 0 过道及绿化区，约 15
人

公众

成员

电离

辐射

机修间
约

10~50 0 机修间，约 10人 公众

成员

3

厂区道路

西南侧

（铅房左

侧）

约 0~5 0 厂区道路，约 5人 公众

成员

KV缸体毛坯库 约 5~25 0 库房，约 2人 公众

成员

爱思帝（重庆）驱

动系统公司
约

25~50 0
厂房，邻本公司侧主

要为厂区道路及气割

作业区，约 15人

公众

成员

4

燃气控制柜及门口

过道（13号） 东南侧

（铅房前

面）

约 7~20 0
燃气控制柜设置围栏

保护，一般无人到达；

门口过道，约 5人

公众

成员

润滑油站、铝锭置

场、树脂砂置场等
约

20~50 0 润滑油站、堆场，约

5人
公众

成员

备注：厂区道路较长，本表仅以最近的西南侧方位进行描述。铅房距离 X 射线检测室西南和

西北侧彩钢板较近，不足 1m，保守按 0m考虑。

根据对比可知，项目建设地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分布情况均与环评一致，

总平面布置未发生重大变动，配置的设备最大能量未超过环评阶段能量。工程内

容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基本一致，故本项目建设内容未发生

重大变动。

源项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及建设单位提供的设备说明等资料可知，本次验收的 X 射线

数字成像检测设备相关参数见表 2-3，设备主要性能参数见表。

表 2-3 本项目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设备相关参数

序

号

射线装置

名称

射线装置

型号
厂家 数量 类别

射线

种类

电压

（kV）

电流

（mA
）

1

X射线数

字成像检

测设备

HPX-225-11型
（X射线管型号）

丹东锐新

射线仪器

有限公司

1台 Ⅱ类
X射

线
225 8

表 2-4 设备主要性能参数

X射线实时

成像系统

最大管电压 X射线管头为 225kV

最大管电流 X射线管头为 8mA

冷却方式 水冷

X射线束辐射角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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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射线实时

成像系统

射线管焦点尺寸 d=0.4mm/1.0mm

电压、电流可调节范围 10~225kV连续和可调；3.5～8mA可调。

最大穿透（Al） 150mm

焦距 1300mm

工程设备与工艺分析

2.6 设备组成

本项目设备 X射线机系统主要由 X射线管、高频高压发生器、水冷却器组

成，其中 X射线管位于铅房内，高频高压发生器、水冷却器位于铅房外。X射

线管头、高频高压发生器、水冷却器外观典型照片见图 2-1。

X射线管头 高频高压发生器

水冷却器

图 2-1 X 射线管头、高频高压发生器、水冷却器外观典型照片

X射线机系统所有操作在操作台上进行，通过面板上的开关及电脑软件进行

操作。操作台外观典型照片见图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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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操作台外观典型照片

2.7 工作方式和工艺流程

（1）工作方式：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采用固定式探伤的方式开展无损检测工作，通过 C型

臂（长度固定）垂直方向移动（距离铅房地面约 400～2100mm）并可垂直方向

上下±30度摆动（中间位置可达到 45度），配合载物台来对工件进行定向照射 。

本项目探伤机工作时运动方式见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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垂直方向上两端 C型臂 30°偏转

垂直方向的中间位置 C型臂±45°偏转

图 2-3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工作时运动方式

（2）工艺流程：

设备开展 X射线无损检测工作如下，工艺流程图见图 2-4。

在工作前必须做好一切准备，根据探伤规范要求，调节好所需要的电流电压，

准备检测后，非辐射工作人员不得进入 X射线检测室，以免发生误照事故。

①检测前将系统电源打开，打开计算机图像显示器等。确保检测前平台无其

他物品影响检测。

②打开图像处理软件。铅门完全打开，打开电脑限位界面铅门开限位及 C

型臂中限位亮红色指示灯，按下操作台电脑启动按钮，系统进行启动操作（不出

射线），电脑启动指示灯闪烁，当指示灯常亮则表示电脑启动初始化完成。

平板探测器

C 臂

载物台
轨道

C 臂运动方向：

载物台运动方向：
30°

360°
30°

45°
45°

前
右

后左

管线口

管线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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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使用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对受检工件进行检测时，受检工件由工作人员

使用推车运至 X射线检测室内，待设备初始化完成后辐射工作人员将工件放置

于设备内载物台上。

检测过程为：确保无人员在铅门处逗留后关闭铅门，根据工件大小及形状设

置相应参数，打开射线检测工件。

检测期间，工件固定在载物台上，载物台相对位于铅房中部。实时成像系统

通过软件控制载物台位置、C型臂高度来检测工件，检测完毕后铅门打开，由工

作人员取走工件，以此方式检测下一个工件。

④全部工件检测完成，关闭高压电源，分析检测结果，出具电子分析报告（不

需洗片）。再关闭软件和计算机。最后关闭总电源。

图 2-4 项目 X射线无损检测工艺流程及产排污简图

2.8 主要污染源

本次验收的 X 射线探伤机主要污染源为开机并处于出束状态（曝光状态）

的 X射线球管，主要污染物为 X射线探伤机并处于出束状态（曝光状态）时发

出的 X射线。产生的 X射线能量在零和曝光管电压之间，为连续能谱分布，其

穿透能力与 X射线管的管电压和出口滤过有关。辐射场中的 X射线包括有用线

束、漏射线和散射线。另外，X射线与空气作用，产生少量的臭氧、氮氧化物。

本项目射线装置采用先进的数字显影技术，不会产生废显影液、废定影液和废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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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本项目运行后废水主要为工作人员产生的少量生活污水。固体废物主要为辐

射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及报废的 X射线设备。

X射线设备报废后，铅房交由有关部门回收利用；报废的阴极射线管去功能

化后交由物资回收单位处置，报废的阴极射线管作为危险废物交有资质的单位处

置。

2.9 劳动定员

本项目环评阶段拟配备 2名工作人员，项目现验收阶段配置 2名工作人员，

本项目劳动定员与环评阶段一致。以上 2名人员均取得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合格成

绩单且在有效期内。工作人员均配置有个人剂量计，进行了上岗前放射工作人员

职业健康检查，结论表明可从事放射工作。放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及

个人剂量开展情况见表 2-5。

表 2-5 放射工作人员情况一览表

序

号
姓名

性

别
部门

培训合格

证书编号
有效期

个人剂量

编号

1 杨祥

智
男

品质管

理部
FS23CQ1200243 2023 年 11月 20日至

2028 年 11 月 20日 12069001

2 程飞 男
品质管

理部
FS23CQ1200084 2023 年 03月 24日至

2028 年 03 月 24日 12063002

2.10 工作负荷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资料，预计本项目 X射线检测室内的无损检测每年曝光

最多约 31200次，单次曝光时间最长约 3min。探伤工作负荷见表 2-6，本项目工

作负荷与环评阶段一致。

表 2-6 工作负荷一览表

工作类型 单次最大曝光时间 年最大曝光次数 最大曝光时间

定向检测 3min 31200次 1560h/a、30h/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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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3.1 工作场所的布局和分区管理

（1）工作场所的布局和人流、物流通道设置情况

本项目设置于 2号厂房 12号门外侧，X射线检测室内主要可分为铅房、待检工

件暂存区。X射线检测室内布局单一，工作人员及待检工件路径会存在重合现象，公

司对工作人员进行统一培训：检测前将待检工件推至铅门旁做好检测准备，检测期间

普通工作人员不进入 X射线检测室内，检测完后即刻将工件送出 X射线检测室。本项

目人流物流路径规划图见图 3-1。

实时成像系统：待检工件由车间内其他工人运送至 X射线检测室放置于待检工件

区，普通工作人员离开 X射线检测室，随后由辐射工作人员将工件放至载物台上，辐

射工作人员到铅房旁侧操作台进行检测，检测完成的工件依次再放入推车内，由辐射

工作人员推送至 X射线检测室外，再由车间内其他普通工作人员运走。

图 3-1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人流物流路径规划示意图

（2）辐射工作场所分区管理

为了便于加强管理，建设单位按照《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要求对 X射线探伤室工作场所划出了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情况见

图 3-2和表 3-1，现场情况见附图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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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本项目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情况

控制区 监督区 与环评及批复对比

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内 X射线检测室内，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外区域 一致

图3-2 分区示意图

3.2 屏蔽设施建设情况和屏蔽效能

（1）铅房屏蔽

为了对铅房处于出束状态时发出的 X射线进行屏蔽，本项目主要采取钢+铅+钢进

行屏蔽防护，项目铅房相关屏蔽防护情况见表 3-2。

表 3-2 本项目铅房屏蔽防护情况表

屏蔽体
屏蔽材料及防护厚度

备注
环评阶段 实际建设

铅房前面、后

面、右侧屏蔽

体

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 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 一致

左侧、顶棚及

底面屏蔽体
内 2mm钢+16mmPb+外 2mm钢 内 2mm钢+16mmPb+外 2mm钢 一致

排风出口罩 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 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 一致

电缆及冷却

水管进出口罩
内 2mm钢+10mmPb+外 2mm 钢 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 一致

防护门
内 2mm钢+10mmPb+外 2mm 钢

（工件与检修人员共用）

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

（工件与检修人员共用）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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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表 3-2可知，本项目铅房实际的屏蔽防护与环评阶段一致，满足《放射

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要求。

3.3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的设置和功能实现情况

（1）安全防护措施

本项目的安全防护措施主要包括门机联锁、声光警示、紧急停机、警告标志、

视频监控等，与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对比情况见表 3-3。通过

现场查看及检验，本项目落实了环评报告及其批复中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防护

措施照片见附图 6。

表 3-3 铅房安全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表

序

号

环评报告表及

其批复中的安

全防护措施

实际采取的安全防护措施
检验

方式
检验结果

1 门机联锁

X 射线装置铅防护门设置门机联锁。铅

门未关闭的情况下 X 射线不能出束；门

关闭后，在 X 射线出束的情况下，铅门

不能打开；门打开时立即停止 X 射线照

射，关上门不能自动开始 X 射线照射。

现场

测试

已达到门机

联锁效果。

2 灯机联锁

铅房外顶部设置有一组工作状态指示

灯，分为红绿黄三色，三色均亮代表 X
射线出束警示；绿色、黄色同时亮代表

设备启动正常，未出射线；黄色代表设

备故障；铅房内设置一组工作状态指示

灯，分为红绿黄三色，三色均亮代表 X
射线出束警示；绿色、黄色同时亮代表

设备启动正常，未出射线；黄色代表设

备故障；同时在 X射线出束时蜂鸣器响

应

现场

测试
已达到灯机

联锁效果。

3
工作状态指

示灯

铅房外设 1个工作状态指示灯，分为红

绿黄三色，三色均亮代表 X射线出束警

示；绿色、黄色同时亮代表设备启动正

常，未出射线；黄色代表设备故障

现场

测试

现场

查看

已设置声光

警示装置

4 紧急停机

实时成像系统操作台上设 1 个急停

按钮，在 X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铅门右侧

内外各设置 1 个急停按钮。急停按钮相

互串联，按下任何一个按钮，X射线设

备高压电源立即被切断，设备停止出束，

急停按钮旁设置中文标识和相关说明。

此外，防护门内还有紧急开门旋钮，铅

房内出现滞留人员情况下，内部可自行

开启铅门。在铅房内放一个撬棒，可从

内侧将门撬开，以便停电时使用。

现场

测试

现场

查看

可达到紧急

停机效果并

张贴有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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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警告标志
铅防护门上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识和中

文警示说明。

现场

查看
已张贴

6 视频监控

X 射线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内配备 3 个监

视摄像头，并连接到操作台，能全方位

拍到铅房内的工作情况；X 射线检测室

内配备 1 个摄像头，可以清楚地观察到

铅房防护门以及 X 射线检测室内情况。

现场

查看
已设置

7 应急开门

铅房门内侧设置应急开门旋钮，并配备

撬棒，在紧急情况下可从内侧打开防护

门。

现场

查看
已设置

（2）个人防护用品与辅助防护设施

本项目按照环评及其批复要求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配置的个

人剂量报警仪和辐射监测设施基本情况见表 3-4。

表 3-4 本项目监测设施配置情况表

设备名称 数量 监测对象/用途 备注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1台 剂量监测 新购

个人剂量报警仪 1台 个人剂量 新购

个人剂量计 2枚 剂量监测 每人配备 1枚

固定式场所辐射

探测报警装置
1套 剂量报警 新购

3.4 放射性三废处理设施的建设和处理能力

项目铅房工作时产生臭氧和氮氧化物量极少，所产生废气由铅房的密封换气

管直接引至 X 射线检测室东北墙外排放，排放口离地高度约 3m，排放后废气经

大气扩散和分解后，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项目放射工作人员产生的废水依托建设单位现有污水处理站处理，生活垃圾

交环卫部门处理，射线装置内的阴极射线管去功能化后交由物资回收单位处置，

报废的阴极射线管作为危险废物交重庆云青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处置。

项目产生的放射性三废均能妥善处置，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5 辐射安全管理情况

（1）辐射安全管理机构

建设单位成立了辐射工作安全管理小组，明确了领导小组的职责，专职负责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作的成员学历为本科学历。因此，建设单位的辐射安

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满足相关要求。本项目开展后，项目辐射环境管理可直接

纳入现有管理机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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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管理制度落实情况

目前，公司辐射环境管理制度有：《辐射工作安全防护管理制度》《X射线

机探伤室辐射防护规章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台账管理制度》《X射线

探伤工岗位职责》《人员培训计划》《辐射安全防护监测方案》《X射线探伤机

操作规程》《辐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等。上述管理制度和应急预案考虑到了公

司现有核技术利用项目类别以及相关辐射设备的操作使用和安全防护，制度基本

健全，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公司按上述制度执行，到目前为止未曾发生过放射

事故。现已张贴上墙。

（3）其他

公司建立了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及健康体检档案。定期安排放射工作

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检、辐射防护与安全培训与复训。

建设单位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进行辐射环境

管理，对建设单位的辐射环境安全管理检查结果见表 3-5。

表 3-5 辐射环境安全管理检查结果一览表

类

别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综

合

1 许可证是否有效 正在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

2 辐射工作人员
数量：2 人

名单：杨祥智、程飞

3 辐射环境管理人员（机构） 辐射工作安全管理小组

4 持有培训合格证的数量 数量：2 人

5
是否正确使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

申报系统（网址 http://rr.mee.gov.cn）
是

6 单位核安全文化建设情况 已开展

档

案

资

料

1 档案管理是否规范
制度完善☑ 制度及时更新☑

落实各类制度的记录齐全☑

2

许可

证

1）许可证正副本 无

2）许可证核发、延续、变更资料 无

3）安全和防护年度自查评估报告 无

3

环评

资料

1）环评文件 有

2）验收文件 本次验收

4 1）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文件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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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文件
2）辐射安全管理规定（综合性文件） 有

3）辐射工作设备操作规程 有

4）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 有

5）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有

6）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 有

5

台账

1）射线装置台账 有

2）射线装置购买、报废登记记录 有

6

监测

检查

1）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辐射水平监测记录 有

2）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检修记录（包

括检查时间、检查人员、检查项目、检查方

法、检查结果、处理情况）

有

3）历次接受环保行政部门现场检查记录和整

改记录
无

7

个人

剂量

1）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无，已签订个人剂量监测委托

协议书

2）剂量检测数值异常或超标的情况调查 目前无异常或超标的情况

3）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发放、回收记录 有

8

培训
从业人员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复训档案 有

9

应急

1）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有

2）辐射应急演习记录 无

10

废物

处置

1）射线装置报废处置的资料 无

2）危险废物送交有相应资质的单位处置 有

3）危险废物转移联单 有

3.6 环保设施投资及“三同时”落实情况

本项目验收阶段实际总投资 104万元，与环评阶段一致，本项目验收阶段实

际环保投资为 18.2万元，与环评阶段一致。

表 3-6 项目环保设施及投资一览表

内容 措施 投资（万元）

管理制度、应急措施 制作图框，上墙
1

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张贴正确，有中文说明

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
门机联锁、灯机联锁、紧急停机按钮、警

示灯等
计入设备投资

防护监测设备
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便携式 X-γ
剂量率仪、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装置

9.2

环保手续办理 / 8
合计 /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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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时项目已建成，通过现场检查，本项目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营，满足“三同时”要求。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落实情况见表 3-7，建设单位落实了影

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满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要求。

表 3-7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落实情况一览表

序

号
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情况 实际执行情况

落实

情况

1
建设

内容

HPX-225-11型固定式探伤定向X射线

数字成像检测设备 1 台，最大电压≤

225kV，电流≤8mA。（HPX-225-11 为

X 射线管型号）

HPX-225-11 型固定式探伤定向 X 射

线数字成像检测设备 1 台，最大电压

≤225kV，电流≤8mA。（HPX-225-11

为 X 射线管型号）

已落

实

2
环保

资料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环评批复、有资

质单位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等。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渝（两江）环准

〔2023〕132 号、重庆泓天环境监测

有限公司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等。

已落

实

3

辐射

环境

管理

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年

度评估等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

有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

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

人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年度评估

等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已落

实

门机联锁：铅房设置门—机联锁装

置；

声光警示：铅房门口和内部同时设置

显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

灯和声音提示装置，照射状态指示灯

与 X 射线探伤装置联锁；

警告标志：铅房防护门上设置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控制台锁定开关：控制台设置防止非

工作人员操作的锁定开关；

紧急停机：项目实时成像系统操作台

上设 1 个急停按钮，在 X 射线实时成

像系统铅门右侧内外各设置 1个急停

按钮。急停按钮相互串联，按下任何

一个按钮，X 射线设备高压电源立即

被切断，设备停止出束，急停按钮旁

设置中文标识和相关说明。此外，防

护门内还有紧急开门旋钮，铅房内出

现滞留人员情况下，内部可自行开启

铅门。在铅房内放一个撬棒，可从内

侧将门撬开，以便停电时使用。

门机联锁：铅房设置门—机联锁装

置；

声光警示：铅房门口和内部同时设置

显示“预备”和“照射”状态的指示

灯和声音提示装置，照射状态指示灯

与 X 射线探伤装置联锁；

警告标志：铅房防护门上设置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和中文警示说明；

控制台锁定开关：控制台设置防止非

工作人员操作的锁定开关；

紧急停机：项目实时成像系统操作台

上设 1 个急停按钮，在 X 射线实时成

像系统铅门右侧内外各设置1个急停

按钮。急停按钮相互串联，按下任何

一个按钮，X 射线设备高压电源立即

被切断，设备停止出束，急停按钮旁

设置中文标识和相关说明。此外，防

护门内还有紧急开门旋钮，铅房内出

现滞留人员情况下，内部可自行开启

铅门。在铅房内放一个撬棒，可从内

侧将门撬开，以便停电时使用。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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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辐射

安全

防护

措施

机械通风；铅房设置机械通风，有效

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3 次/h；

视频监控系统：铅房内拟配备 2 个监

视摄像头，并连接到操作台，能全方

位拍到铅房内的工作情况；X 射线检

测室内拟设 2 个摄像头，能观察到铅

房防护门以及 X 射线检测室内情况。

视频监控屏幕位置设置在操作台上，

工作人员能在操作台上实时监控探伤

过程铅房内、铅防护门口情况，如果

出现异常能迅速启动紧急制动装置。

监测设备：每名辐射工作人员各配置

1 枚个人剂量计，配置 1 台个人辐射

报警仪，1 台便携式 X-γ辐射剂量率

仪，1 套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装

置。

机械通风；铅房设置机械通风，有效

通风换气次数不小于 3 次/h；

视频监控系统：铅房内配备 3 个监视

摄像头，并连接到操作台，能全方位

拍到铅房内的工作情况；X射线检测室

内配备 1 个摄像头，可以清楚地观察

到铅房防护门以及 X 射线检测室内情

况。视频监控屏幕位置设置在操作台

上，工作人员能在操作台上实时监控

探伤过程铅房内、铅防护门口情况，

如果出现异常能迅速启动紧急制动装

置。

监测设备：每名辐射工作人员各配置

1 枚个人剂量计，配置有 1 台个人辐

射报警仪，1 台便携式 X-γ辐射剂量

率仪及 1 套固定式场所辐射探测报警

装置。

已落

实

5
人员

要求

按照要求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培

训，考核合格后上岗，考核成绩在有

效期内。

已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考核

合格成绩在有效期内。

已落

实

6
危险

废物

危险废物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置，签订

相应处置协议。危险废物暂存场所采

取相应防渗、防泄漏等措施，建立危

险废物产生与处置台账。

危险废物交由重庆云青环保科技有限

公司处置，已签订处置协议。危废暂

存间采取混凝土防渗措施，暂无危险

废物产生。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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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4.1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4.1.1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结论

（1）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结论

建设单位拟对 X射线检测室进行分区管理，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内为控制区，X 射

线检测室内，实时成像系统铅房外区域为监督区。

设备自带有多种固有安全性，如：开机时系统自检、高压异常报警、曝光后自动

休息、长时间未用后强制训机、过电流保护、过电压保护、失电流保护、继电保护等，

能很好地保证探伤机自身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铅房前面、后面、右侧屏蔽体采用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左侧屏蔽体

为内 2mm钢+16mmPb+外 2mm钢；顶棚、底面屏蔽体为内 2mm钢+16mmPb+2mm钢，

地下无建筑；铅门为内 2mm钢+10mmPb+外 2mm钢。屏蔽体设计厚度能满足《工业

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屏蔽防护的要求，屏蔽体外 30cm 处周围剂量

当量率小于 2.5μSv/h。防护门与铅房屏蔽体之间有足够的搭接宽度，铅房主体结构焊

接密闭，开设铅防护门，设置排风出口罩、电缆及冷却水管进出口罩。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密闭换气管罩设置 1个，位于铅房右侧屏蔽体上方，铅房内

设置 2mm钢+10mmPb+2mm钢的防护罩，密封换气管孔径约 50mm；电缆及冷却水管

进出口罩设置 1个，位于铅房右侧屏蔽体下方，电缆及冷却水管呈向下的“U”型穿

越，穿越尺寸约 120mm，穿越处离地高度约 450mm，铅房内设置 2mm 钢

+10mmPb+2mm钢的防护罩，密封换气管与电缆及冷却水管进出口均位于非主射方向

上，散射线均需经过多次反射才能穿出，经多次散射后剂量很低。不影响屏蔽效果。

铅房设置门机联锁、工作状态指示灯及灯机联锁、控制台锁定开关、紧急停机、

视频监控系统，在防护门外张贴电离辐射警告等标志，配备符合开展项目要求的监测

仪器设备。铅房设置机械排风系统，确保铅房具有良好的通风。

综上所述，本项目拟采取的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满足《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

（GBZ117-2022）及《工业 X射线探伤室辐射屏蔽规范》（GBZ/T250-2014）的相关要

求。

（2）环境影响分析结论

根据估算，铅房各屏蔽体外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 2.5μSv/h，辐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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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成员的年附加有效剂量均低于剂量管理目标的要求（辐射工作人员

≤5mSv/a，公众成员≤0.1mSv/a），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要求。本项目所致周围 50m范围内环境保护目标的影响较小，

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三废”，少量臭氧和氮氧化物废气通过密封换气管引

至 X射线检测室东北墙外离地高约 3m处排放，废气不在 X射线检测室内聚集，

产生的废气不会对 X射线检测室内工作人员造成影响。废气排风口避开了人员活

动密集区，项目产生的废气对周围环境影响小。

生活垃圾依托建设单位现有的生活垃圾收集系统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统一

处理；使用一定年限后铅房回收利用；报废的射线装置按照相关要求射线装置内

的阴极射线管去功能化后交由物资回收单位处置，报废的阴极射线管属于危险废

物（废物代码：900-044-49），交有资质的单位处置；项目产生的固废均能妥善

处置，不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3）辐射与环境保护管理

建设单位尚未开展过核技术利用项目，尚无辐射环境管理体系。无相应的辐

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管理人员，辐射工作人员尚未到岗及取得辐射防护

与安全培训合格证，尚未制定健全的规章制度和应急预案。因此，目前尚不具备

从事辐射活动的能力。待建设单位全部落实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的防护措施和管理

制度，能满足辐射环境管理要求后，方具备从事本项目辐射活动的能力。在严格

执行规定的辐射安全和环境管理制度前提下，项目的运行安全是有保障的。

4.2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本项目于 2023年 12月 12日取得了《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

准书》（渝（两江）环准〔2023〕132号），批复内容如下；

重庆高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重庆高金购置 X 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项目代码：

2308-500112-04-05-729799）环评文件及相关报批申请材料收悉。经研究，现审

批如下：

一、项目建设地址和主要建设内容及规模：项目位于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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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云卉路 1号。拟在公司 2号厂房 12号门外侧预留 X射线检测室内配置一套 X

射线数字成像检测系统（I类射线装置，单管头，最大管电压为 225kV，最大管

电流为 8mA)，采用固定式定向探伤的方式开展无损检测工作。项目总投资 104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8.2万元。

二、依据你公司委托重庆宏伟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6912004062）所编写的《重庆高金购置 X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报批版）》及专家评审意见，原则同意报告表明确的该项目应

执行的环境标准及排放限值、拟采用的环境保护措施以及该项目的环境影响结论

和有关降低环境影响的工作建议；你单位应按照报告表明确的内容组织实施，并

确保各项污染指标达标排放且不扰民。

三、该项目的设计、建设与运行应严格执行有关法规、标准、总量控制指标

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

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

件。有下列情形的，应及时向我局申报：

（一）增加或改变排污口设置，导致污染物排放方式或去向与环评不符合的；

（二）增加或改变原辅材料、生产工艺，导致增加新的污染因子的；

（三）增加产品、原辅材料或生产工艺，导致环境风险增大，废水、废气和

固体废物增加，使得环保设施不相匹配的；

（四）项目投产后出现环境污染或扰民情形的。

四、该项目在建设和营运过程中，应加强环境管理工作，同时依法履行相关

环保手续。

（一）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和制度，加强施工期及运营期的环境管理

与监测工作。

（二）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入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投运前，应按照相关规定开

展环境保护验收以及办理辐射安全许可、排污许可手续，并通过网站或其他公众

便于知晓的方式公开环保设施竣工时间、调试期限、验收报告等信息，同时向我

局报备；验收公示期满 5个工作日内，将项目验收相关信息填报于全国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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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四

环境影响评价管理信息平台。

五、该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日常监督管理工作由重庆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

执法总队六支队按照有关职责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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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5.1 监测单位资质

本次验收监测单位为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重庆市质量技

术监督局颁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有效的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保证

了监测工作的合法性和有效性。

5.2 人员能力

本次参加验收监测人员全部具有出具数据的合法资格，监测数据实行了审核

制度，最后由授权签字人签发。

5.3 验收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验收监测过程中的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措施如下：

（1）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

（2）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良好。

（3）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27

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6.1 验收监测方法

本次验收监测使用的监测方法见表 6-1。

表 6-1 本项目监测方法一览表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监测、评价依据

周围剂量当量率 仪器法

《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
《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准书》渝（两江）

环准[2023]132号
6.2 监测仪器

本项目验收监测使用监测仪器见表 6-2所示。

表 6-2 验收监测仪器情况表

仪器名称
仪器

型号
仪器编号

计量检定证书编

号
有效期至 校准因子

辐射防护用 X、γ
辐射剂量当量率仪

451P 0000006490 2023102703155 2024.11.9 1.14

测量范围：0.01μSv/h~50mSv/h。

6.3 监测布点

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2024年1月24日对本项目的电离辐射工作环

境进行了验收监测。验收监测因子为周围剂量当量率，验收监测点位详细布置见

图 6-1。

备注：△为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点。监测时探伤机置于与测试点可能的最近位置处；监

测时使用的探伤机为定向机，楼上、楼下均无建筑。

图6-1 X射线检测室验收监测点位布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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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6-1可知，本次验收监测在铅房四周墙体、顶棚和防护门外布设了监测

点位，同时在管线口及排风管道处均布设了监测点位，也在工作人员操作位布设

了监测点位，验收监测布点能对本次验收的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正常使用所致周

围辐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了解。因此，本次验收监测布点全面，符合环境影响报

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满足环境保护竣工验收要求，布点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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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

7.1 验收监测期间运行工况记录

验收监测单位接受委托后，于 2024年 1月 24日派出监测人员，并在建设单

位相关人员的陪同下，对本次验收的辐射工作场所周围进行了监测。

监测条件为电压 225kV，电流 8mA，△1-△9、△13-△20 监测时有工件；

△10-△12监测时无工件。

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的基本情况详见表 7-1。

表 7-1 基本情况一览表

型号 编号 生产厂家
额定电压

（kV）

额定电压

（mA）
出厂时间 启用时间

ZXFlaseeD/T

225PT 型
2350

丹东锐新射线仪

器有限公司
225 8 2023.11.15 2023.12

7.2验收监测结果

根据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出具的监测报告可知，验收监测时 X射线实

时成像系统的基本情况见表 7-1。

根据监测结果得出结论：X射线实时成像系统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出束时，

本项目 X 射线探伤室外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为 0.11～0.13μSv/h（未扣除本

底 0.10μSv/h），均满足《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GBZ117-2022）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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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也满足环境

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求。

表 7-2 铅房外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

测量

位置
测量位置描述

结果

（μSv/h）

测量

位置
测量位置描述

结果

（μSv/h）

△1 铅房表面30cm 0.11 △8 铅房表面30cm 0.11

△2-1 防护门左门缝表面30cm 0.11 △9 铅房表面30cm 0.11

△2-2 防护门下门缝表面30cm 0.11 △10 铅房表面30cm 0.11

△2-3 防护门右门缝表面30cm 0.13 △11 铅房表面30cm 0.11

△2-4 防护门上门缝表面30cm 0.11 △12 铅房表面30cm 0.11

△2-5
防护门中间门缝表面

30cm
0.11 △13 工作人员操作位 0.11

△2-6 防护门左侧表面30cm 0.11 △14 管线口表面30cm 0.11

△2-7 防护门右侧表面30cm 0.13 △15 铅房顶表面30cm 0.11

△3 铅房表面30cm 0.11 △16 铅房顶表面30cm 0.11

△4 铅房表面30cm 0.11 △17 铅房顶表面30cm 0.13

△5 电源柜表面30cm 0.11 △18 铅房顶表面30cm 0.11



30

续表七

△6 铅房表面30cm 0.11 △19 铅房顶表面30cm 0.11

△7 铅房表面30cm 0.11 △20
排风管道表面

30cm
0.11

备注：结果=平均值（为 5次测量值平均）×校准因子，以上监测数据均未扣除本底

0.10Sv/h。

7.3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防护效果

7.3.1 年受照射有效剂量估算

由于项目建成投用时间较短，故本次调查采用剂量估算方式来分析评价人员

受到的照射剂量。人员受到的 X-γ射线产生的外照射所致的年有效剂量用下式进

行估算：

HEr=H*（10）×t×10-3.......（式 7-1）

式中：HEr：X或γ射线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mSv；

H*（10）：X或γ射线周围剂量当量率，µSv/h；

t：X或γ射线照射时间，小时。

（1）放射工作人员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工作负荷和本次验收监测时工作人员操作位周围剂量

当量率监测结果估算得到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见表 7-3。

表 7-3 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射有效剂量估算结果

工作场所
操作位周围剂量当量率

（Sv/h）
照射时间

（h）
年附加有效剂量

（mSv/a)
管理目标限

值（mSv/a)
是否

达标

X射线检测室 0.11 1560h 0.172 5 是

根据表 7-3可知，本项目 X射线检测室对辐射工作人员的年附加有效剂量远

小于管理目标限值 5mSv/a。

（2）公众成员

公众成员所受剂量主要为辐射工作场所周围停留所致，根据本次验收监测结

果可知，除防护门门缝监测点位外，其余公众成员活动场所周围剂量当量率接近

本底值，根据估算可知，本项目 X射线探伤室对公众成员的年附加有效剂量很小，

能满足管理目标限值 0.1mSv/a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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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估算表

工作场所

屏蔽体外公众成员能到达

处最大周围剂量当量率

（Sv/h）

照射时间

（h）
年附加有效剂量

（mSv/a)
管理目标限

值（mSv/a)
是否

达标

X射线检测室 0.13 1560h 0.041 0.1 是

备注：防护大门外为待检区，居留因子取 1/5。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工作人员及公众成员年受照射有效剂量估算结果可知：

本项目铅房四周墙体、顶棚、防护门、管线口及排风管道处防护设施能够有效屏

蔽 X射线，铅房的防护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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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8.1结论

本项目根据验收监测及现场核查得出如下结论：

（1）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及达标情况

①根据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可知，额定条件最大的

周向机在额定电压、额定电流条件出束时，本项目铅房外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

为 0.11～0.13μSv/h（未扣除本底 0.10μSv/h），均满足《工业探伤放射防护标准》

（GBZ117-2022）中屏蔽防护要求，也满足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要求。

②根据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的监测结果结合本验收监测报告表估算可

知，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受到的年附加有效剂量满足管理目标值 5mSv/a要求，本项

目对公众成员的年附加有效剂量能满足管理目标值 0.1mSv/a要求。

（2）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现场检查结论

通过检查竣工验收资料、验收监测数据、现场验证等方式表明建设单位采取的

各项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可以正常运行，符合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

定要求。

（3）辐射环境管理

建设单位成立了辐射工作安全管理小组负责辐射防护管理工作。制定了一系列

辐射环境管理制度和工作制度，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环境管理制度体系

完备，具备从事该项目的辐射环境管理能力。

（4）“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已开展了环境影响评价并取得了审批部门的审批决定，履行了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审批手续。通过现场检查，本项目的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运营，满足“三同时”要求。

（5）综合结论

根据现场核查和验收监测可知，重庆高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重庆高金购置

X射线检测系统工业技改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的要求，

配套建设了相应的辐射安全防护设施，落实了相应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措施，

满足竣工环保验收条件，验收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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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八

8.2 反馈意见

（1）建设单位应当在验收报告编制完成后 5个工作日内，公开验收报告，公示

的期限不得少于 20个工作日。

（2）验收报告公示期满后 5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应当登录全国建设项目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信息平台，填报建设项目基本信息、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情况等相关信

息。建设单位应当将验收报告以及其他档案资料存档备查。

（3）定期监测防护门门缝等薄弱处，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4）项目后期在环评审批的建设规模内配置 X射线探伤机后应及时进行监测并

完善辐射安全许可证台账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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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附图：

附图 1 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公司平面布置及周围环境布置卫星图

附图 3 项目所在位置及保护目标布置示意图

附图 4 X 射线检测室平面布置图

附图 5 设备平立面图

附图 6 管线口及排风管道防护剖面图

附图 7 项目现场图片

附件：

附件 1 环评批复文件

附件 2 验收监测报告

附件 3 操作规程

附件 4 管理制度及应急预案

附件 5 辐射工作人员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成绩报告单

附件 6 工作人员体检报告

附件 7 危险废物处置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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