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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伴生放射性矿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编制背景 

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伴生放射性矿普查结果，截至 2017

年末，全国共有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 464 家，全国 107 家排

放废水的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中只有 9 家企业建有放射性废

水专用处理设施，全国的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累积贮存量为 20.30

亿吨，其中铀（钍）系单个核素活度浓度超过 10 贝可/克的固体废

物为 224.95 万吨，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和处置的辐射环境隐患

突出，放射性污染防治形势不容乐观。 

2003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以下简称《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施行，第五章规定了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

放射性污染防治相关要求。为深入贯彻《放射性污染防治法》，规

范和指导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辐射环境保护工作，近年来我部陆

续发布实施了相关制度和标准。《国务院关于核安全与放射性污染

防治“十三五”规划及 2025 年远景目标的批复》（国函〔2017〕29

号）对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放射性污染防治提出了明确的目标

和要求。2018 年，《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

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辐射〔2018〕1 号）发布，要求伴生

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开展环境辐射监测，确保达标排放。202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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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生放射性物料贮存及固体废物填埋辐射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试

行）》（HJ1114-2020）发布，明确了伴生放射性物料贮存和固体废

物填埋的技术要求。2020 年，《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

理名录》（公告 2020 年第 54 号）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

监督管理名录（第一批）》（环办﹝2013﹞12 号）中的稀土、锆及

氧化锆、铌/钽、钒和石煤等 5类矿产扩展到伴生放射性矿普查的锡、

铝、铅/锌、铜、铁、钼、镍、锗、钛、金、磷酸盐、煤等 16 类矿

产，并纳入辐射环境保护监管范畴。 

尽管上述文件逐步规范了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辐射环境保

护要求，但有的仅针对其中的特定环节或特定事项提出管理要求，

有的则主要聚焦在技术层面，而对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辐射环境

保护进行全方位、系统性管理的文件一直缺失，是我国辐射环境管

理体系中亟需完善的部分。 

此外，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产生量大、分布广，伴生放射性固

体废物处置一直是伴生放射性矿辐射环境保护的重点与难点。由于

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长达上亿年，以及不同类型的废物管理制

度之间的分割，导致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无法进入工业固体废物和

危险废物填埋场、核工业低中放废物处置场、以及铀矿冶尾矿（渣）

库，很多冶炼废渣长期暂存于企业厂区内，辐射环境隐患突出，需

要及时进行安全处置。 

综上，为了加强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和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

处置的辐射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保护生态环境和公众安全，完善辐

射环境管理体系，编制《伴生放射性矿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办法》是

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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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内容 

本办法正文部分共有 6章，内容分别如下：  

第一章为总则，主要规定了编制的目的和依据、适用范围、伴

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界定、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名录、各

级监管部门责任、企业责任等。  

第二章为环境影响评价与验收，主要规定了伴生放射性矿开发

利用和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等活动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编制与

审批权限、三同时、竣工辐射环保验收等具体要求。 

第三章为三废治理，主要规定了废物最小化、排放要求、固废

贮存、固废处置、污染治理、设施关闭和监护、境外废物输入等具

体要求。 

第四章为环境管理，主要规定了单位管理、人员培训、跨省转

移、辐射监测、应急预案、信息报送等具体要求。 

第五章为罚则，主要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了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竣工

辐射环境保护验收、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等相关罚则。 

第六章为附则，主要规定了伴生放射性矿、伴生放射性物料、

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等用语的含义。 

三、需要说明的事项 

（一）办法的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

置中的放射性污染防治。 

“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出自《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在《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释义中，“开发利用”指的就是“开采和选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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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公告 2020 年第 54 号）

中给出了具体的矿产类别和工业活动，对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的范围再次进行了明确界定，主要是“开采、选矿和冶炼”。 

在本办法制定过程中，有同志提出存在将伴生放射性物料用于

修路、建房、生产陶瓷等产品、甚至生产消费品（如负离子粉保健

品、负离子卫生巾等）的案例，应当一并考虑。经研究，此类情况

更属于产品质量的范畴，国务院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国家标准化委

员会已经对产品和材料制定了一些质量标准，如《建筑材料放射性

核素限量》（GB6566）、《有色金属矿产品的天然放射性限值》

（GB20664）等。根据《产品质量法》，此类标准的监督执行部门也

并非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因此，其他利用或者掺杂伴生放射性物料

生产产品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产品质量的规定和标准，不适用本

办法。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第七款规定：伴生放射性矿，

是指含有较高水平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的非铀矿（如稀土矿和磷酸

盐矿等）。结合《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

度》（GB27742-2011）和监管工作的实践，本办法中伴生放射性矿

是指原矿、中间产品、尾矿、尾渣或者其他残留物中铀（钍）系单

个核素活度浓度超过 1贝可/克的非铀（钍）矿，伴生放射性物料、

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也是按照此原则来界定，与已发布的各文件保

持一致。 

（二）相关环评的审批 

1、关于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前款规定以外的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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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审批权限，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规定。在实践中，部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环评文件是由市（县）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条，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

用单位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报省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因

此，若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单位界定为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

其环评文件审批权限需调整为省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考虑到

各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的数量、天然放射性核素的监管技

术难度等因素，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由省级

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是合理的。 

根据《生态环境部审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建设项目目录（2019

年本）》（公告 2019 年第 8号），目前仅有国务院有关部门核准的

煤炭开发项目可能涉及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绝大多数伴生放射

性矿开发利用项目由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同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版）》

（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的放射性污

染治理项目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表，本办法进一步明确由省级生

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2、关于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 

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

理名录（2021 年版）》（生态环境部令第 16 号）等，伴生放射性固

体废物处置单位应当在处置设施建设和关闭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

书，报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审批。 

（三）伴生放射性废物的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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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办法制定过程中，对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产生的废物如

何定性有着不同的观点。我司会同法规司组织行业内专家和部分地

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此进行了专题讨论。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核技

术利用单位、铀（钍）矿和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应当合理

选择和利用原材料，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尽量减少放射性

废物的产生量。《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六十二条第八款规定：放

射性废物，是指含有放射性核素或者被放射性核素污染，其浓度或

者比活度大于国家确定的清洁解控水平，预期不再使用的废弃物。

《放射性废物安全管理条例》释义中指出：放射性废物包括稀土等矿

产资源产生的废物。《放射性废物分类》（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

指出：与核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的管理相比，矿物开采、加工处

理过程中产生的含有较高水平天然放射性核素的废物的数量巨大，

需要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综上，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都明确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

产生的废物属于放射性废物，只是应当与核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物

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 

（四）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管理的其他要求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第四十五条规定：产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

单位，应当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其产生的

放射性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后，送交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单位处置，

并承担处置费用。对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的管理是本办法的重点内

容之一。 

本办法对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贮存、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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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射性污染治理、处置设施监护等要求作出了具体规定。伴生放射

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可以自行建设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设施，也

可以送交专门从事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单位开展集中处置。无

论由哪个单位开展处置工作，都应当满足相关法律法规及《伴生放

射性物料贮存及固体废物填埋辐射环境保护技术规范（试行）》

（HJ1114-2020）等相关文件的要求。考虑到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与

铀（钍）矿冶废物的天然相似性，鼓励利用铀（钍）矿冶设施处置

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 

1.关于贮存期限 

目前可参照的主要是核设施放射性废物和危险废物的贮存期

限。 

《关于我国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处置的环境政策》（国发〔1992〕

45 号）、《核动力厂环境辐射防护规定》（GB6249-2011 ）、《核

电厂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暂时贮存技术规定》（GB 14589-93）、

《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暂时贮存规定》（GB 11928-89）等文

件和标准规定了放射性废物的贮存期限，基于废物贮存容器的寿命，

贮存期限一般不超过 5年。 

但是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一般不采用容器贮存，考虑到贮存只

是处置的过渡措施，以及贮存于企业厂区带来的辐射环境问题与可

持续发展压力，贮存时间不宜过长。参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

法》中贮存危险废物不得超过一年的要求，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贮

存期不应当超过一年，及时送交处置单位处置。 

2.关于就近原则 

目前，核设施的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是全国集中建设。但是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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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并不适用该方案，应当与核设施产生的放射性废

物采取不同的管理方式。经组织行业内专家和部分地方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讨论，认为应当参照危险废物，由所在地人民政府统筹建设

处置设施。 

参照《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危险废物转移环境管理

办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除相邻省、自治区、直辖市，

以及企业集团内部共享的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外，不鼓励

跨省、自治区、直辖市处置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 

（五）与已发布文件的衔接 

关于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伴生放射性矿

开发利用单位名录、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企业环境辐射监测、

监督性监测、信息报送等管理要求，在已发布文件中也有体现或作

了专门规定，本办法对已发布的文件进行了整合。 

同时，本办法对部分已发布的文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伴生放射

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规辐

射〔2018〕1号）规定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建立伴生放射性矿开发

利用单位名录，本办法同时补充明确了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在完

成放射性污染治理、妥善处置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后，可以申请调出伴

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名录，形成可进可出的闭环。 

（六）相关罚则 

在监管实践中，部分建设单位和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伴生

放射性矿开发利用的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

处置等还存在认识不统一的情况，需要予以明确。 

建设单位在环评编制时未对放射性核素水平进行检测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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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未按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格式与内容

（试行）》（环办函〔2015〕1 号）编制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属

于环评文件质量范畴，依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

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9 号）的有关规定给予处理。 

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存在企业既不愿建设处置设施、也

不愿承担送交处置费用的问题。《关于持续加强稀土行业秩序整顿

的通知》（工信部联原〔2018〕265 号）中要求中国稀有稀土股份有

限公司、五矿稀土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厦门钨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稀土集团有限公司、

广东省稀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分别负责建设区域稀土放射性废物处

理处置设施，但至今无一建设。对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既不

自行建设伴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设施、也未及时送交专门从事伴

生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置单位处置的行为，根据《放射性污染防治法》

明确了相关罚则，督促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单位及时处置伴生放

射性固体废物。 

对未按照《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

开办法（试行）》（国环规辐射〔2018〕1 号）的有关规定开展环境

监测和信息公开工作、不按规定编制辐射环境应急预案或开展辐射

环境应急工作的，补充责令改正、可以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的

罚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