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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6 万居里 60
Co 辐照装置退役项目 

建设单位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法人代表 赵德刚 联系人 林平 联系电话 13908516319 

注册地址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省农科院内 

项目建设地点 贵州省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省农科院南区 

立项审批部门 无 批准文号 无 

建设项目总投资(万

元) 
70 

项目环

保投资

(万元) 

70 
投资比例（环保

投资/总投资） 
100%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其它 占地面积(m
2
) 1000 

应 

用 

类 

型 

放射

源 

□销售 □Ⅰ类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使用 □Ⅰ类（医疗使用） □Ⅱ类 □Ⅲ类 □Ⅳ类 □Ⅴ类 

非密

封放

射性

物质 

□生产 □制备 PET 用放射性药物 

□销售 / 

□使用 □乙 □丙 

射线

装置 

□生产 □Ⅱ类 □Ⅲ类 

□销售 □Ⅱ类 □Ⅲ类 

□使用 □Ⅱ类 □Ⅲ类 

其他 √退役 

项目概述 

1.1 单位概况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以下简称“农科院”，事业单位法人证书见附件 1）位于贵阳

市小河区金竹镇，占地面积 295 公顷，有 18 个专业研究所，涵盖粮、油、果、蔬、茶、

桑、药、畜牧、兽医、水产、土壤、肥料、植物保护、农业科技信息等 50 余个专业领

域。现有在职职工 1460 名，其中正高职称科技人员 114 人，副高职称 308 人，博士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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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享受国务院和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41 人，省“十层次”创新型人才 1 人，省“百层

次”创新人才 7 人；省核心专家 3 人、二级研究员 9 人，省管专家 16 人；贵州省最高科

学技术奖励 2 人，创新人才团队 9 个。建成 14 个省级农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3 个农业

部重点学科群野外科学观测试验站、1 个省级重点实验室，拥有 22 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是 12 个省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首席专家依托单位，国家种子改

良分中心 2 个，建有博士后工作站。建有 2 个院士工作站和 1 个院士工作分站，在海南

三亚和贵州兴义、惠水、关岭、独山等地建有科研试验和成果转化示范基地。从事核辐

射技术应用研究人员 21 人，其中博士 2 人，硕士 7 人。农科院综合所钴源室（以下简称

钴源室）经改制后成为农科院控股的贵州金农辐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农

辐照”）。 

农科院于 2009 年 2 月 26 日首次取得原环境保护部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其证书

编号为国环辐证[00318]，法人为刘作易，许可范围为使用Ⅰ类、Ⅴ类放射源，有效期至

2014 年 2 月 25 日。2014 年农科院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延期，许可范围为使用Ⅰ类、

Ⅱ类、Ⅲ类、Ⅳ类、Ⅴ类放射源，并于 2016 年进行了法人变更，变更为赵德刚，2018

年农科院再次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延期后续，并于 12 月 6 日取得环境保护部新颁发的

辐射安全许可证（见附件 2），有效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许可范围为使用Ⅰ类、Ⅱ

类、Ⅲ类、Ⅳ类、Ⅴ类放射源。辐照装置共退役 61 根放射源，其中，于 2011 年 2 月退

役 42 根，2017 年 6 月退役 19 根。历次换源及处置清单见后表 1-3。 

农科院建有两套辐照装置，分别为 6 万居里 60
Coγ 静态辐照装置（型号 HFY-YC）

和 50 万居里 60
Coγ 动态辐照装置（型号 HFY-DW1）。本次退役的辐照装置为其中的 6

万居里 60
Coγ 辐照装置（型号 HFY-YC）。 

农科院辐照装置日常管理及运行由其控股公司金农辐照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负责。 

随着核技术的发展，辐照加工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医疗器械、药品、农副产品、水产

品、食品、化妆品、中草药的杀虫灭菌和化工产品、高分子材料改性等，尤其是在抑制

大蒜、马铃薯类发芽及脱水杀菌、辐射保鲜、延长储藏期方面，是其他技术无法替代的。 

自辐照装置正式运行以来，随着研究开发应用领域不断的扩展和装源量逐步增大，

钴源室的研究和经济实力也随之不断壮大。钴源室在前 15 年主要开展农作物种子、果树

枝条等材料的辐射诱变处理。科技人员从经辐射处理的种子中进行选育，从而培育出优

质高产的作物和果树新品种。40 多年来，钴源室为全省各农业科学研究单位辐照处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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稻、玉米、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种子 5000 多份，果树枝条数万份，取得了较好的诱变效

果 。 

随着核辐射技术的不断开发、创新和在其它领域的扩展，自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始，

钴源室的科技人员先后开展了中成药灭菌、食品保鲜、医疗器械灭菌消毒；烟草的杀虫

灭菌；宝石的辐照改色等方面的研究、开发。并利用研究成果和国内外有关资料进行大

力宣传和推广应用辐照加工技术，使该技术在贵州省工、农、医、食品等领域得到了较

为广泛的应用。为促进贵州的经济发展，特别是贵州的中医药行业发展，做出了较大的

贡献。 

1.1.1 退役原因 

农科院静态辐照装置始建于 1964 年，设计装源量为 6 万居里，于 1973 年 9 月正式

投入使用，主要用于辐照育种。2010 年，农科院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对该辐照

装置进行了安全设计改造。到 2016 年，该辐照装置已投入使用 43 年，达到了国家核安

全局发布的《HAD401/07-2013 辐照装置退役》第 2.1.4 条规定中的年限，无法进行延期

运营。因此，农科院于 2016 年 6 月停用 6 万居里 60
Coγ 辐照装置，并启动废旧放射源

处置及辐照装置退役工作。 

1.1.2 环保审批的履行情况 

农科院近三年未新上核技术新建、改建和扩建需环保审批项目。 

1.1.3 辐射管理机构 

农科院设辐射安全领导小组，由总负责人、安全防护负责人、质检部负责人、生产

部负责人等成员组成，设专职辐射防护人员，见表 1-1。 

表 1-1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一览表 

序号 姓  名 性别 职务 职责 专/兼职 

1 林平 男 负责人 总负责人 兼职 

2 葛菁华 女 成员 安全防护负责人 专职 

3 李国林 男 成员 安全防护负责人 专职 

4 陈梦玉 女 成员 质检部负责人 兼职 

5 杨贞 女 成员 生产部负责人 兼职 

6 夏维军 男 成员 安全防护操作人员 专职 

7 阮老二 男 成员 安全防护操作人员 专职 

8 王志祥 男 成员 安全防护操作人员 专职 

9 史天河 男 成员 安全防护操作人员 专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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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刘  鑫 男 成员 安全防护操作人员 专职 

1.1.4 规章制度建设及落实 

农科院已经制定了《辐照装置操作制度》、《设备保养维护制度》、《控制室操作

人员值班制度》、《水处理系统操作制度》、《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制度》、《放射源

更换、加装管理制度》、《监测仪器使用和检验管理制度》、《辐射中心安全保卫制度》、

《辐射事故报告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现场辐射防护监测规定》、

《贮源井水水质监测规定》、《辐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安全保卫制度》、《外

来人员进入辐照场管理制度》、《监督区和控制区管理规定》、《设备维护和维修制度》

等安全管理制度。 

1.1.5 人员培训 

农科院规定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必须接受环保部认可培训机构组织的辐射防

护与安全培训，并经考试合格上岗。每 4 年参加一次复训，并制定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

计划。公司原有 9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持有辐射安全培训证书，且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其中 2 人持有注册核安全工程师资格证，为专职辐射安全管理人员。辐射工作人员及培

训情况见附件 3。 

1.1.6 个人剂量监测 

农科院安排所有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已委托贵州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进行个人剂量监测，监测频度为每 3 个月一次。在岗的辐射工作人员均已按照规范佩戴

了个人剂量计，并将每季度的个人剂量检测结果的个人剂量检测报告存档备案。2016 年

度个人剂量检测结果见附件 4。根据个人剂量统计结果，农科院 2016 年度辐射工作人员

的个人剂量当量为 0.08mSv，低于该项目的剂量约束值 5mSv。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

满足剂量约束值的有关要求，说明农科院采取的辐射防护和安全管理措施是可行的。 

1.1.7 工作场所及辐射环境监测 

辐射监测器材配备了固定式多路 x-γ 剂量率仪、单通道 γ 剂量率监测仪、α、β、γ

多功能辐射监测仪等多种仪器及防护用品，在放射源运行期间，满足自行监测要求。自

辐照装置停用后，固定式多路χ -γ 剂量率仪、单通道 γ 剂量率监测仪同时停用，其余设

备因未再及时维护保养，目前均已损坏，处于封存状态。详细情况见表 1-2。农科院辐射

装置年度监测由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进行，监测频度为每 6 个月一次，2016 年度辐射

装置监测报告见附件 5。在放射源处于工作状态时，测得辐照室各侧围墙外、辐照室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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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人员工作的场所的 γ辐射剂量率远小于 2.5Sv/h，对贮源井水中的氯离子、pH 值、电

导率进行取样分析，均满足氯离子含量小于 110
-6

mg/L，pH 值为 5.5-8.5，电导率为（1-10）

S/cm，总活度小于 10Bq/L。故该辐照装置人员可能活动的场所处于安全剂量水平，符

合《γ 辐照装置的辐射和安全防护规范》（GB10252-2009）、《γ 辐照装置的设计建造

和使用规范》（GB17568-2008）、《水池贮源型 γ辐照装置设计安全准则》（GB17279-1998）

规定的有关防护要求。 

1.1.8 辐射事故应急管理 

农科院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救援计划预案》，预案中明确了应急指挥机构、人员

组成及分工、应急部门及人员职责、应急器材，发生辐射事故时的报告、通讯联络方式、

应急处置方式等。 

1.1.9 监测仪器和防护用品 

辐射工作人员都配有个人剂量计，能够满足工作的需要。配置的所有辐射监测仪器

和防护用品情况同见表 1-2。 

表 1-2 辐射监测仪器、仪表和防护用品 

序号 仪器名称 型号 仪器状态 数量 

1 固定式多路 x-γ剂量率仪 HFY-60 停用 1 台 

2 单通道 γ剂量率监测仪 WF-3204B-1 停用 1 台 

3 照射量计 NYL-4 型 封存 1 台 

4 袖珍辐射仪 沪制 00000260 号 封存 2 台 

5 α、β、γ多功能辐射监测仪 900+ 封存 1 台 

6 γ辐射仪 FD-71 封存 1 台 

7 γ辐射仪 FD-71A 封存 1 台 

8 γ辐射仪 FD-3013 封存 2 台 

9 γ辐射仪 FD-3013B 封存 2 台 

10 铅围裙 / / 1 个 

11 个人剂量计 / / 10 个 

1.2 退役项目情况 

农科院本次退役的辐照装置为其 6 万居里 60
Co γ静态湿法辐照装置，退役范围主要

为钴源室及其配套房间，退役场所内未配套放射源暂存室或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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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钴源室始建于 1964 年，于 1973 年投入使用，包括辐照室、迷道、控制室三部分。

辐照室长 13 米，宽 11 米，面积约 143 平方米，迷道呈“J”形。 辐照室墙为混凝土，

主屏蔽墙厚 2m，迷道外墙厚 1.3m，迷道内墙厚 1.5m。设计装源量 6 万居里，储源水井

深 3.8m。钴源室平面图见图 1-1。 

 

图 1-1 钴源室平面图 

设备主要为一套 60
Co 源静态辐照装置。具体内容包括：60

Co 放射源（设计活度为 6 

万居里）、钴源升降系统、储源水井、安全联锁控制系统、剂量监测系统和水处理系统、

通风排气系统、消防系统、电源保护系统等。 

该辐照装置历史上前后共装源 61 枚 60
Co 放射源（钴源棒，均为 I 类放射源，明细

见表 1-3 第 1～42 项），其中 42 枚 60
Co 放射源于 2011 年由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

库收贮。在退役前该辐照装置共装有 20 枚放射源，分别为 19 枚 60
Co 放射源（钴源棒，

均为 I 类放射源，明细见表 1-3 第 43～61 项）和 1 枚 90
Sr 校验源，截止 2016 年 6 月停

运，总活度约 2.36 万居里。此次退役的放射源均为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生

产的 19 根钴源棒（分别为 2004 年 5 根、2008 年 7 根、2011 年 7 根），2017 年 6 月，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完成了 19 枚 60
Co 放射源回收工作。本次退役的 19 根

钴源棒相关购买证明材料见附件 6，处置回收协议见附件 7。另外 1 枚 90
Sr 校验源目前存

放在农科院 50 万居里 60
Coγ 动态辐照装置（型号 HFY-DW1）人员进出辐照室通道入口

处作为校验源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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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已退役放射源明细表 

序

号 
核素 编  码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

（Bq） 
生产厂家 去向 退役时间 

1 Co-60 0096C085306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 Co-60 0096C085307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 Co-60 0096C085309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4 Co-60 0096C085310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5 Co-60 0096C085311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6 Co-60 0096C085312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7 Co-60 0096C085313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8 Co-60 0096C085314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9 Co-60 0096C085315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0 Co-60 0096C085316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1 Co-60 0096C085317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2 Co-60 0096C0853371 199605 389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3 Co-60 0098C085318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4 Co-60 0098C085319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5 Co-60 0098C085320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6 Co-60 0098C085321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7 Co-60 0098C085322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8 Co-60 0098C085323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19 Co-60 0098C085324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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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素 编  码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

（Bq） 
生产厂家 去向 退役时间 

20 Co-60 0098C085325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1 Co-60 0098C085326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2 Co-60 0098C085327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3 Co-60 0098C085328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4 Co-60 0098C0853291 199810 414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5 Co-60 0000C085330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6 Co-60 0000C085331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7 Co-60 0000C085332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8 Co-60 0000C085333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29 Co-60 0000C085334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0 Co-60 0000C085335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1 Co-60 0000C085336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2 Co-60 0000C085338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3 Co-60 0000C085339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4 Co-60 0000C085340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5 Co-60 0000C085341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6 Co-60 0000C085342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7 Co-60 0000C085343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8 Co-60 0000C085344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39 Co-60 0000C085345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40 Co-60 0000C085346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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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核素 编  码 出厂日期 

出厂活度

（Bq） 
生产厂家 去向 退役时间 

41 Co-60 0000C085347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42 Co-60 0000C0853511 200102 40000G 中国核动力院 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20110506 

43 Co-60 0304C0853481 20040227 1.600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44 Co-60 0304C0853481 20040227 1.600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45 Co-60 0304C0853481 20040227 1.600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46 Co-60 0304C0853521 20040227 1.600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47 Co-60 0304C0853891 20040227 1.600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48 Co-60 0308C0003731 20080728 1.079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49 Co-60 0308C0003741 20080728 1.089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0 Co-60 0308C0003751 20080728 1.106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1 Co-60 0308C0003761 20080728 1.089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2 Co-60 0308C0003771 20080728 1.12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3 Co-60 0308C0003781 20080728 1.094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4 Co-60 0308C0003791 20080728 1.097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5 Co-60 0311C000343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6 Co-60 0311C000342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7 Co-60 0311C000341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8 Co-60 0311C000340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59 Co-60 0311C000339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60 Co-60 0311C000338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61 Co-60 0311C0003371 20110624 1.258E+14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 20170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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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6 月该辐照装置停用，此后进入退役工作准备阶段。 

 2017 年 6 月，农科院以合同的形式委托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完成

了本次 6 万居里 60
Coγ 辐照装置 19枚放射源的倒源回收工作。废旧源处置协议

见附件 7。放射源回收申请见附件 8。 

 2017 年 6 月 16 日，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对钴源辐照装置进行了 19

根钴源棒倒源工作，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原贵州省环

保厅）对现场进行了监督，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派出专业技术人员赴现场进

行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见附件 9。倒源前井水取样监测报告同见附件 9。从监

测结果可知，倒源前井水的各项指标符合 GB10252-2009《钴-60 辐照装置的辐

照防护与安全标准》的规定。 

 2017 年 6 月 19 日，农科院办理放射源启运备案相关手续，运输批准证明见附件

10。 

 2017 年 6 月 20 日，倒源结束后，装载 19 根钴源棒的车辆离开贵阳，运往四川

夹江县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启运前货包监测报告见附件 11。 

 2017 年 6 月 20 日，运输车辆成功到达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运输

结束后的空货包剂量检测报告及倒源过程中个人剂量监测报告同见附件 11。 

 2017 年 6 月 21 日，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收回了 19 枚放射源，中核高

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的资质证书及回收证明见附件 12。 

2019 年 7 月 19 日，农科院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确定由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承

担该辐照装置的退役工作，包括委托并指导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对该辐照装置进行源项

调查、环评报告表编制及终态验收监测，负责环评批复后对该辐照装置实施退役去污工

作，最终协助业主进行终态验收工作，合同见附件 13。 

2019 年 7 月 12 日，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到达现场对贮源井水进行采

样工作。 

2019 年 7 月 15 日，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对该辐照装置贮源井水分层

水样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表明，贮源井水上层和中层水质中的 60
Co 活度浓度小于仪器

探测限，没有发现异常。底层水质中的 60
Co 活度浓度为 0.46Bq/L（检测报告中单位为

Bq/Kg），初步判定存在底泥污染。检测报告见附件 14。 

2019 年 8 月 5 日，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的实施方案，见附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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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5 日，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同意该辐照装置贮源井水的排放，复函见附件

16。 

2019 年 9 月 17 日，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公司使用抽水车收集该辐照装置贮源

井水后排入农科院的下水道，为确保抽水过程中底泥不被抽走，抽水全程使用剂量率仪

表进行实时监测，排水结束后使用消防用水冲洗下水道入水口。 

根据国防科技工业电离辐射一级计量站对该辐照装置贮源井水的水质监测结果表

明，下层水中存在一定的 60
Co 放射性核素，怀疑底泥有一定污染，因此在排水过程中，

贮源井内还剩余了约 5cm 高的井水。 

2019 年 11 月 27 日，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对井内残留的井水和底泥进行了收集，

随后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农科院 6 万居里 60
Coγ 辐照装置开展了源项调查工

作。 

2019 年 12 月 3 日，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该项目的源项调查报告，见附

件 17。 

为确保钴源辐照装置现有场址退役后能够达到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农科院委托

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其辐照装置退役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委托书见附件

18。按《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的有关规定，本项目编制环境影响评价

报告表。本次评价的主要内容为钴源辐照装置退役后场址及其周围环境的辐射环境影响

是否满足无限制开放的要求。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接受委托后，进行了现场踏勘，

并在拟退役场址源项调查的基础上，编制本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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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放射源 

序号 核素名称 
总活度（Bq）/ 

活度（Bq）×枚数 
类别 活动种类 用途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备注 

无         

注：放射源包括放射性中子源，对其要说明是何种核素以及产生的中子流强度（n/s）。 

表 3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序

号 

核素 

名称 

理化 

性质 

活动 

种类 

实际日最大

操作量（Bq）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用途 操作方式 使用场所 贮存方式与地点 

无           

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和操作方式见《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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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射线装置 

（一）加速器：包括医用、工农业、科研、教学等用途的各种类型加速器 

序

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加速 

粒子 

最大 

能量（MeV） 

额定电流（mA）/

剂量率（Gy/h）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二）X 射线机，包括工业探伤、医用诊断和治疗、分析等用途 

序号 名称 类别 数量 型号 最大管电压（kV） 最大管电流（mA） 用途 工作场所 备注 

无          

          

（三）中子发生器，包括中子管，但不包括放射性中子源 

序

号 
名称 

类

别 

数

量 
型号 

最大管电

压（kV） 

最大靶电

流（μA） 

中子强

度(n/s) 
用途 工作场所 

氚靶情况 

备注 活度

（Bq） 
贮存方式 数量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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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废弃物（重点是放射性废弃物） 

名称 状态 
核素 

名称 
活度 

月排

放量 

年排放

总量 

排放口 

浓度 

暂存

情况 

最终去 

向 

放射源 固态 Co-60 约2.36万Ci - 19枚 - - 

成都中核

高通同位

素股份有

限公司（退

役后由原

销售单位

负责回收） 

底泥 固态 Co-60 1.42E+04Bq/kg - 0.01m
3
 - - 贵州省城

市放射性

废物暂存

库 

交换柱滤

芯 
固态 Co-60 3.93E+04Bq/kg - 0.05m

3
 - - 

废离子交

换树脂 
固态 Co-60 19.5 Bq/kg - 100kg - - 

满足清洁

解控水

平，由贵

州中佳环

保有限公

司回收 

以下空白         

         

         

         

         

         

         

         

         

         

         

         

         

         

         

注：1．常规废弃物排放浓度，对于液态单位为mg/L，固体为mg/kg，气态为mg/m3；年排放总量用kg。 

2．含有放射性的废物要注明，其排放浓度、年排放总量分别用比活度（Bq/L或Bq/kg或Bq/m3）和活度（B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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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评价依据 

法规 

文件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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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九号，2014

年 4 月 24 日公布， 2015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二十四

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并实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七十三号，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5）《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修订，2017 年 6 月

21 日公布，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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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3 月 2 日起施行）；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7

号修订，2019 年 8 月 22 日公布并实施； 

（8）《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

令，2011 年 4 月 18 日公布，2011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 

（9）《关于发布放射源分类办法的公告》，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第 62 号，

2005 年 12 月 23 日起实施； 

（10）《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环保部、工信部、科工局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 

（11）《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环境保护部令第 44 号，及

修改单，生态环境部部令第 1 号，2018 年 4 月 28 日起实施； 

（12）《建设项目竣工环保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2017

年 11 月 20 日公布并实施； 

（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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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9 月 20 日公布，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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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

标准 

（1）《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  

（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3）《γ辐照装置的辐照防护与安全标准》（GB10252-2009）； 

（4）《拟开放场址土壤中剩余放射性可接受水平规定》（暂行）（HJ53-2000）； 

（5）《放射性污染的物料解控和场址开放的要求》（GBZ167-2005）； 

（6）《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 

（7）《放射性废物分类》（2017 年第 65 号）； 

（8）《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

容和格式》（HJ10.1-2016）； 

（9）《核辐射环境质量评价的一般规定》（GB 11215-89）。 

其他 

（1）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辐照室退役源项调查报告； 

（2）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辐照室退役实施方案；  

（3）业主单位提供的其他项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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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评价范围 

参考《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内容和

格式》（HJ10.1-2016）的规定，“放射源和射线装置应用项目的评价范围，通常取装

置所在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 50m 的范围”，本项目主要评价钴源辐照装置退役过程

中、退役后原有场址辐射环境质量及可开放性程度，因此评价范围主要为钴源辐照室

实体屏蔽墙外 50m 范围。 

保护目标 

农科院的钴源室位于贵阳市小河区金竹镇省农科院南区，项目地理位置图见图

7-1。所在建筑的北侧为厂房（动态辐照场），南侧为绿地，西侧为办公区（工作人员

约 10 人），东侧为绿地。辐照室周围 50m 均在公司内部，退役项目评价范围示意图

见图 7-2。 

表 7-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序号 辐射工作场所 周围场所 方位 相对距离 

1 钴源室 

绿地 东侧 6m 

绿地 南侧 6m 

办公区（平房，约 10 人） 西侧 30m 

厂房（动态辐照场） 北侧 3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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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退役项目所在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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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退役项目评价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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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标准 

7.1 年剂量约束值 

（1）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 

根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在退役过程中，放射性工作人员

的剂量约束值为 5mSv。由于放射性工作人员还从事其他退役等放射性工作，因此，本

次退役活动中对放射性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进一步限制为 0.5mSv。 

（2）退役过程中公众的剂量约束值 

根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在退役过程中，公众的剂量约束

值取 0.1mSv。 

（3）退役后公众的剂量约束值 

根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退役后该场址对公众剂量约束值

取 0.1 mSv。 

7.2 退役目标 

该钴源辐照装置退役后，其场址达到无限制开放要求。 

7.3 表面污染水平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表面污染解控水平为 0.8Bq/cm
2。 

表 7-2 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水平 

                                                         单位：Bq/cm
2
 

表面类型 β放射性 

井壁、墙壁、地面等 0.8 

7.4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拟无限制开放场址的土壤中放射

性核素活度浓度限值分别为：60
Co 0.03Bq/g。 

7.5 贮源井井水排放标准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贮源井水向环境排放时，所含放

射性污染物的活度浓度应控制在 10Bq/L 以下，排放总活度不应超过 1×10
5
Bq，排放后

应使用不少于 3 倍排放量的水进行冲洗。 

7.6 贮源井底沉积物的解控水平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贮源井底沉积物的活度浓度解控



21 

 

水平推荐值为 60
Co：10Bq/g。 

7.7 固体废物解控水平 

依据《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固体废物量为 3t 以下者，物料活

度浓度通用解控水平推荐值为：60
Co 10Bq/g。 

7.8 放射性废物分类 

放射性废物的分类参考《放射性废物分类》（2017 年第 65 号）的要求执行。 

 豁免及解控水平：≤10
4
Bq/kg； 

 极低放废物： >10
4
Bq/kg，≤10

5
Bq/kg； 

 低放废物：>10
5
Bq/kg，≤410

11
Bq/kg。 

豁免及解控的剂量准则：在合理预见的一切情况下，被豁免的实践或源（或者被

解控的物质）使任何个人一年内所受到的有效剂量在 10μSv 量级或更小，而且即使在

发生低概率的意外不利情况下，所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1mSv。 

极短寿命放射性废物：废物中所含主要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很短，长寿命放射性

核素的活度浓度在解控水平以下，极短寿命放射性核素半衰期一般小于 100 天。 

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废物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接近或者略高于豁免水平或解

控水平，长寿命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非常有限。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下

限值为解控水平，上限值一般为解控水平的 10～100 倍。 

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废物中短寿命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可以较高，长寿命放射性

核素含量有限，需要长达几百年时间的有效包容和隔离，可以在具有工程屏障的近地

表处置设施中处置。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的活度浓度下限值为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活度

浓度上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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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 辐射环境本底水平 

根据《贵州省环境陆地 γ 辐射剂量水平调查》（辐射防护，1986 年第 04 期），

贵州省原野 γ 辐射剂量率（均指离地面 1m 高处空气吸收剂量率，不包含宇宙射线，

下同）范围为（13.1～145.8）nGy/h，建筑物内 γ 辐射剂量率范围为（11.3～192.9）

nGy/h，道路 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10.5～131）nGy/h。 

8.2 辐射现状 

在退役实施之前，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退役实施方案，并指导核工业

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拟退役场址农科院钴源辐照装置场址内的辐照室、辐照室周围

房间和周边外环境进行现场测量及取样分析。 

8.2.1 调查范围及内容 

源项调查的范围是辐照室、辐照室周围房间以及辐照室周边外环境。源项调查的

内容包括室内及周边外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室内 β 表面污染水平、周边土壤样品

Co-60 活度浓度、过滤器滤芯及离子交换树脂样品 Co-60 活度浓度、辐照室水井底泥

样品 Co-60活度浓度。 

8.2.2 监测项目及监测设备 

本次源项调查的监测项目主要包括： 

（1）外照射监测（室内及周边外环境 γ辐射剂量率）； 

（2）表面污染监测（室内 β表面污染）； 

（3）辐照室周边地表土壤样品 Co-60 活度浓度测量； 

（4）辐照室离子交换树脂样品 Co-60 活度浓度测量； 

（5）过滤器滤芯样品 Co-60 活度浓度测量； 

（6）辐照室水井底泥样品 Co-60 活度浓度测量； 

（7）辐照室内倒源工具及收集底泥所用器具。 

本次监测采用的监测设备见表 8-1。 

表 8-1  监测设备及性能指标 

仪器名称 型号 主要技术性能指标 

X-γ剂量率仪 FH40G-X+FHZ672E-10 
测量范围：1nGy/h～100μGy/h； 

能量响应：30keV～4.4M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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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β表面污染测量

仪 
Como170 

α 道探测效率：43%；βγ 道探测效率：51%； 

探测下限： 

LLDα=0.02Bq/cm
2，LLDβ=0.18Bq/cm

2。 

高纯锗 γ谱仪 GMX50P4-83 

能量范围：30~2500keV 

谱仪积分本底计数率：1.46s
-1；相对效率：

30% 

对 60
Co1332.5keVγ 射线，能量分辨率小于

2.3keV 

个人剂量监测 OSL 
能量范围：0.02mSv~10Sv 

能量相应：5keV~40MeV 

8.2.3 监测结果 

8.2.3.1 γ辐射剂量率 

辐照室外及周围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 8-2，辐照室内 γ 辐射剂量率监

测结果见表 8-3，水处理设备及倒源器件 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 8-4。 

表 8-2  辐照室外及周围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单位：nGy/h 

序号 监测地点 监测结果* 

1 大门外 15m 处 56.8±0.7 

2 大门外 5m 处 61.8±1.4 

3 大门外 1m 处 74.2±0.4 

4 辐照中心北面 1m 处 56.4±1.4 

5 辐照中心北面 5m 处 59.4±1.4 

6 辐照中心南面 1m 处 76.4±1.1 

7 辐照中心南面 5m 处 78.2±0.7 

8 辐照中心东面 1m 处 79.8±1.9 

9 辐照中心东面 5m 处 74.2±0.7 

注：*检测结果包含宇宙射线，检测设备在北京地区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为 19.8nSv/h。 

检测报告中检测结果为 nSv/h，此处进行了换算 1nSv/h=1.2nGy/h（使用 137
Cs 进行刻度）。 

由表 8-2 可知，农科院 6 万居里 60
Co γ 辐照装置周边道路 γ 辐射剂量率水平为

（56.4～79.8）nGy/h，处于贵州省道路 γ 辐射剂量率正常范围之内（13.1~145.8）

nGy/h。 

表 8-3  辐照室内 γ 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单位：n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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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地点 监测结果* 

1 控制室前部 72.7±0.6 

2 控制室后部 73.7±1.9 

3 大厅右侧 78.7±0.8 

4 大厅右前侧 73.3±0.2 

5 大厅左前侧 77.5±0.5 

6 大厅左侧 74.6±0.8 

7 大厅中部 74.0±1.2 

8 货物堆放区中部 81.5±0.7 

9 货物堆放区右侧 78.2±0.2 

10 货物堆放区右前侧 86.2±0.7 

11 货物堆放区左前侧 86.5±0.5 

12 货物堆放区左侧 78.0±0.6 

13 水处理间前侧 105±3 

14 水处理间后侧 124±1.2 

15 储物间前侧 94.2±1.2 

16 储物间后侧 98.9±0.2 

17 储物间左侧 91.2±0.5 

18 辐照室右侧 79.0±0.6 

19 辐照室左前 79.3±3.6 

20 辐照室右前 80.2±0.6 

21 贮源井井口 91.2±0.5 

22 源架上方 75.5±2.0 

23 通风进口 74.5±0.7 

24 排风口 84.4±0.4 

25 倒源器件（污染手套） 257±3.2 

26 迷道 1m 处 84.1±0.2 

27 迷道 4m 处 79.2±0.6 

28 迷道 8m 处 79.0±0.8 

29 迷道 11m 处 74.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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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渗透膜 120±3.6 

31 树脂桶 92.5±2.2 

32 过滤器 229±2.9 

33 原水箱 86.2±2.4 

34 贮源井井壁东 126±6.1 

35 贮源井井壁东 127±3.6 

36 贮源井井沿 115±0.7 

37 井沿下 1m 处东 148±1.2 

38 井沿下 1m 处西 127±3.6 

39 井沿下 1m 处南 133±1.2 

40 井沿下 1m 处北 133±1.2 

41 井沿下 2m 处东 142±4.8 

42 井沿下 2m 处西 139±1.2 

43 井沿下 2m 处南 146±1.2 

44 井沿下 2m 处北 148±1.2 

45 井沿下 3m 处东 145±1.2 

46 井沿下 3m 处西 146±1.2 

47 井沿下 3m 处南 150±1.2 

48 井沿下 3m 处北 157±1.2 

49 水面上缘东 179±2.4 

50 水面上缘西 172±3.6 

51 水面上缘南 168±2.4 

52 水面上缘北 174±2.4 

53 辐照中心西面 1m 处 80.0±0.4 

54 辐照中心西面 5m 处 77.8±0.4 

55 主井井底 136±3.1 

56 副井井底 184±2.6 

注：*检测结果包含宇宙射线，检测设备在北京地区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为 19.8nSv/h。 

检测报告中监测结果为 nSv/h，此处进行了换算 1nSv/h=1.2nGy/h（使用 137
Cs 进行刻度）。 

辐照室内及周围房间的 γ辐射剂量率水平为（72.7～184）nGy/h，处于贵州省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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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物内γ 辐射剂量率的正常范围之内（11.3~192.9）nGy/h。 

表 8-4  水处理设备及倒源器件 γ 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单位：nGy/h 

序号 监测地点 监测结果* 

1 倒源器件（污染手套） 257±3.2 

2 渗透膜 120±3.6 

3 树脂桶 92.5±2.2 

4 过滤器 229±2.9 

5 原水箱 86.2±2.4 

8.2.3.2 表面污染 

辐照室内及周边 β 表面污染监测结果见表 8-5，贮源井 β 表面污染监测结果见表

8-6。 

表 8-5  辐照室内及周边 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单位：Bq/cm
2
 

序号 检测地点 检测结果 

1 辐照室北外墙面 ＜LLDβ 

2 辐照室北外墙地面 ＜LLDβ 

3 辐照室东外墙面 ＜LLDβ 

4 辐照室东外墙地面 ＜LLDβ 

5 辐照室南外墙面 ＜LLDβ 

6 辐照室南外墙地面 ＜LLDβ 

7 辐照室西外墙面 ＜LLDβ 

8 辐照室西外墙地面 ＜LLDβ 

9 辐照室倒源器件表面（污染手套） 0.67 

10 操作室前门 ＜LLDβ 

11 操作室后门 ＜LLDβ 

12 操作室地面 ＜LLDβ 

13 操作室西墙 ＜LLDβ 

14 操作室北墙 ＜LLDβ 

15 操作室东墙 ＜LLDβ 

16 操作室南墙 ＜LLDβ 

17 井边水池表面 ＜LLDβ 

18 迷道 1m 处墙面 ＜LLD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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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迷道 1m 处地面 ＜LLDβ 

20 迷道 4m 处墙面 ＜LLDβ 

21 迷道 4m 处地面 ＜LLDβ 

22 迷道 8m 处墙面 ＜LLDβ 

23 迷道 8m 处地面 ＜LLDβ 

24 迷道 11m 处墙面 ＜LLDβ 

25 迷道 11m 处地面 ＜LLDβ 

26 过滤器左 1 0.25 

27 过滤器左 2 0.48 

28 过滤器左 3 ＜LLDβ 

29 井沿下 1m 东侧 0.21 

30 井沿下 1m 南侧 0.23 

31 井沿下 1m 北侧 0.22 

32 井沿下 1m 西侧 0.23 

33 井沿下 2m 东侧 0.20 

34 井沿下 2m 南侧 0.23 

35 井沿下 2m 西侧 0.21 

36 井沿下 2m 北侧 0.21 

37 井沿下 3m 东侧 0.27 

38 井沿下 3m 南侧 0.19 

39 井沿下 3m 西侧 0.21 

40 井沿下 3m 北侧 ＜LLDβ 

41 水面上边缘东侧 0.21 

42 水面上边缘南侧 0.21 

43 水面上边缘西侧 0.23 

44 水面上边缘北侧 0.24 

注： LLD（β）=0.18 Bq/cm
2。 

表 8-6  贮源井 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 

单位：Bq/cm
2
 

序号 监测地点 监测结果 

1 主井井底 1﹟ 0.21 

2 主井井底 2﹟ 0.23 

3 主井井底 3﹟ 0.22 

4 主井井底 4﹟ 0.23 

5 主井井壁东侧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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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主井井壁西侧 0.22 

7 主井井壁南侧 0.21 

8 主井井壁北侧 0.21 

9 副井井底 0.28 

10 副井井壁东侧 ＜LLDβ 

11 副井井壁西侧 0.18 

12 副井井壁南侧 0.18 

13 簸箕 0.19 

14 下井用梯子 0.20 

15 水舀子 ＜LLDβ 

16 海绵 ＜LLDβ 

17 装源管 0.26 

18 水处理系统进水管 ＜LLDβ 

注： LLD（β）=0.18 Bq/cm
2。 

由表 8-5 和表 8-6 可知，农科院 6 万居里 60
Coγ 辐照装置周围房间、辐照室内（不

含井覆面）β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小于仪表探测限（0.18 Bq/cm
2），辐照室内井覆面、

倒源器件（污染手套）表面、处理水和底泥所用器具及过滤器外表面存在较低水平的

β表面污染，但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

定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0.8Bq/cm
2）。 

8.2.3.3 样品取样分析结果 

根据样品采集方案，源项调查共取外环境土壤样品 4 个、底泥样品 1 个、离子交

换树脂样品 1 个、过滤器滤芯 3 个，共计 9 个样品。分析结果见表 8-7。 

表 8-7 样品实验室分析结果 

序号 样品编号 检测项目 结果（Bq/g） 

1 辐射大楼东侧土壤 
60

Co <2E-4 

2 辐射大楼南侧土壤 
60

Co <2E-4 

3 辐射大楼西侧土壤 
60

Co <2E-4 

4 辐射大楼北侧土壤 
60

Co <2E-4 

5 滤芯 1 
60

Co 39.3 

6 滤芯 2 
60

Co 24.7 

7 滤芯 3 
60

Co 1.15 

8 离子交换树脂 
60

Co 1.95E-2 

9 底泥 
60

Co 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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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60
Co 的探测下限为 0.2Bq/kg。 

由表 8-7 可知，过滤装置中 1 号及 2 号滤芯以及贮源井底泥均有一定放射性污染，

超过清洁解控水平，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 

离子交换树脂中有极少量的放射性污染，但属于清洁解控水平。 

辐照室周边土壤为正常的环境水平，该辐照装置运行期间未对外环境土壤造成影

响。 

8.3 结论 

通过 2019 年 11 月 27 日的源项调查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农科院钴源辐照室及周

围房间室内和周边外环境 γ辐射剂量率水平均在贵州省室内和室外正常本底范围内。

室内地面、墙面及物品等的表面污染监测结果均低于《γ 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对普通物品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水井井壁、倒源器件（污染手套）

及底泥收集器具的 β表面污染检测结果均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

中对普通物品的 β 表面污染控制水平（0.8Bq/cm
2）。过滤器滤芯样品及水井底泥样

品的放射性分析结果超过清洁解控水平，但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离子交换树脂

的放射性分析结果低于《γ 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中 Co-60

的解控水平推荐值（10Bq/g）。辐照室外周围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均低于《γ 辐照

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限值（0.03 

Bq/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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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工艺设备和工艺分析 

9.1 退役过程概述 

农科院委托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作为该辐照装置退役的总包方和实施单位，

负责指导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辐照装置进行放射性源项调查、退役环境影响报告表的

编制及退役工作完成后的终态验收监测，并负责环评批复后对该辐照装置实施退役及

去污等工作。 

在退役前，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对辐照装置退役现场的辐射环境及放射源运

输铅罐进行了监督性监测。放射源退役后，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指导配合核工业

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拟退役场址进行源项调查，并由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编

制环境影响报告表，待相关部门批准后对该辐照装置实施退役去污工作，以实现无限

制开放。整个退役过程可总结如下： 

（1）放射源回收实施单位进行退役前的准备工作，包括： 

①倒源前场址周围的辐射环境现状调查，配备倒源的工具及材料，准备运输容

器和运源车辆、人员及相关的应急预案和质量保证等文件。 

②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进行现场倒源工作，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原

贵州省环保厅）及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对整个倒源过程进行现场监督，贵州省辐射

环境监理站对装源货包和车辆进行监测。经相关部门同意后实施放射源的运输。 

（2）放射源运输完成后，农科院委托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总包方指导

配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拟退役场址辐射环境现状进行监测，并编制源项调查报告。 

（3）农科院委托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作为总包方配合环评编制单位对退役

过程和场址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并出具环境影响报告表。 

（4）经审管部门批准后，由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对该场址实施退役活动。 

（5）退役活动完成后，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指导配合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终态验收监测，完成终态验收监测后，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协助农科院自行组

织开展终态验收（竣工环保验收），保证该场址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整个退役流程框图见图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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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生态环境厅
（原贵州省环保厅）

由实施单位进行倒
源、源的装运

贵州省辐射环境
监理站

公司办理放射源启运备案手续，获得运输批准后，开
始运输前的准备工作、倒源前的准备工作，

对运输货包和车辆进行监测，
确认安全后开始运输

委托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
负责退役工作

监督 监督

退役活动

第三方机构对退役项目进行源项调查
以及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业主单位自行组织竣工环保验收，
评价是否达到无限制开放要求

退役场址无限制开放

否

是

 

图 9-1 退役流程框图 

9.2 退役之前的倒源过程分析 

2017年6月，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在农科院的协助下，对辐照室贮

源井中的放射源进行倒源工作，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对整个倒源过程进行了全过

程辐射监测，并接受了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原贵州省环保厅）的现场监督检查。 

倒源前后，贵州省辐射环境监理站分别对该辐照装置贮源井水进行了取样检测

（见附件 9）。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贮源井中的钴源在倒源前没有发生破损，在倒

源过程中也没有发生破损。 

9.3 放射性废物 

根据源项调查报告（附件 17）结论：农科院 6 万居里 60
Co γ辐照装置周边道路 γ

辐射剂量率处于贵州省道路 γ辐射剂量率正常范围之内，室内 γ辐射剂量率水平均在

贵州省室内正常本底范围内。室内地面、墙面及水处理系统表面、倒源器件等物品

未发现表面污染超标现象。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及过滤器滤芯 3 样品放射性分析结果低

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中 Co-60 的解控水平推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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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Bq/g）。过滤器滤芯 1、滤芯 2 及水井底泥样品的放射性分析结果超过清洁解控

水平，但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辐照室外周围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均低于《γ

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Co-60 活度浓度限

值（0.03 Bq/g）。因此本项目的退役活动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为过滤器滤芯及水井底

泥，其中过滤器滤芯大约 0.05m
3，底泥大约 0.01m

3。 

9.4 退役实施方案 

为做好该退役工作，项目实施单位退役实施前编制《6 万居里 Co-60 辐照装置退

役实施方案》（见附件 15）。 

根据退役实施方案，辐照装置退役主要过程如下： 

9.4.1 前期准备 

（1）根据监测报告结果，估计各类废物产生量，采购废物包装容器； 

（2）项目物资、服务、工程等采购； 

（3）功能间改造与设置：分别设置卫生通过间（包括淋浴间/工作服间/现场办

公室/值班室等）、现场工作间、整备后货包存放间等。 

对现场进行整改，划分放射性控制区域，防止污染交叉扩散，保障工作人员安

全。 

9.4.2 污染调查 

为了使调查结果尽可能接近于真实情况，调查污染现状时，采用 γ 剂量率测

量、表面污染测量、室内污染地面测量、湿法井底泥取样、室外地面全面扫描测量

的方法，不遗漏任何可能存在污染的区域。 

调查时使用 γ 剂量率仪和 α /β 表面污染监测仪进行巡测找出异常区域，确定

异常区域的范围，检查墙壁有无溅落污染，判断辐射类型等。判定污染方式和核

素，然后测量出辐射水平值。 

9.4.3 辐照室去污 

辐照装置在完成放射源回取和去污后，应对辐照室内地面、墙面、工具、过滤

器等进行全面监测，对高出表面污染控制限值的表面采用刮、擦、打磨等物理方法

配合去污剂进行去污，对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方可能要进行多次去污，直到达到解控

水平为止。测量和去污过程中要重点关注贮源井井沿的热点和排水口等区域。收集

擦拭物及散落的污染物装桶固化，按照放射性废物最小化的原则，严禁把非放射性



33 

 

废物放入放射性废物桶。 

房间全部去污完成后，应将房间的门封闭，以防二次污染。 

9.4.4 放射性废物的整备包装、转运 

9.4.4.1 物资准备 

选定整备场地并采取防污染扩散措施，准备 200L 钢桶（符合 EJ1042－1996 要求

的放射性废物专用）、监测仪表（γ辐射剂量率仪和 α、β表面污染仪等）、整备工具

（镊子、长柄钳、磅秤、照相机、酒精、清水、脱脂棉、棉纱、废物垃圾袋、记录

表格和记录笔等。） 

9.4.4.2 废物最小化 

本着“废物最小化原则”，在对放射性废物采样分析后进行最小化处理，以减

少放射性废物的体积和重量，主要措施有： 

a) 分拣：根据上述所采集的典型样品的分析结果及废物分类方法，对放射性废

物进行分类整备和处置。 

b) 压缩：对于部分放射性软废物，将其分成若干小块，然后用质量密度较大的

废物压实，可以有效减小这类软废物的体积。 

9.4.4.3 放射性废物的处置 

由源项调查报告可知，辐照室外水处理系统过滤器滤芯和水井底泥受到了沾

污。其中，底泥（包含装底泥的容器）估计 10kg 左右，体积约为 0.01m
3；两个过滤

器滤芯估计 30kg，体积约 0.05m
3。废物体积总共为 0.06m

3，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

物。将废物放入钢筒中固定，整体作为放射性废物处理，送入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

物暂存库收储。 

现场退役过程中处理底泥和井水所用劳保用品、底泥收集盆、水舀子以及梯子

等工具等约为 0.3m
3，属于豁免及解控水平废物，经审管部门同意后做为一般废物处

理。 

污染源项描述 

由源项调查报告可知，该钴源辐照装置室内外 γ剂量率水平均处于贵州省的正常

本底范围，井水底泥和过滤器滤芯 1、滤芯 2 经检测，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 

（1）正常工况的污染途径 

从源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辐照室外 γ 剂量率水平为 56.4~69.8nGy/h，均为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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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在正常退役过程中，公众不会进入该建筑，也不会接触辐照室，因此，在整

个退役过程中，公众不会受到额外的 γ外照射。井水底泥和过滤器滤芯的检测结果表

明，存在较低水平的放射性污染，可能是由于在倒源过程中所用铅罐存在微量的污

染，虽然水体检测不出来放射性，但是底泥和过滤器滤芯中放射性核素的含量是水

体富集的结果，经过水处理系统的运转将水体中的微量放射性核素富集，因此可以

检测到放射性核素 Co-60。 

退役治理过程包括井水底泥的收集与处理、以及其他放射性固体废物的回取、

整备，治理时间大概十天。此项目退役过程中工作人员所受辐射影响的途径主要为 γ

外照射。 

（2）事故工况下的污染途径 

从源项调查结果和和实施过程分析可知，该项目退役过程中发生事故的概率很

小，即使发生事故一般情况下也不会对环境造成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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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辐射安全与防护 

项目安全设施 

10.1 监测计划 

10.1.1 退役实施的监测 

10.1.1.1 退役前辐射监测 

（1）γ剂量率监测 

为摸清拟退役辐照装置周围环境及室内辐射水平，为退役过程中的辐射环境影

响评价提供基础数据，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指导配合北京核工业化工冶金研究

院在退役实施前对辐照装置内及周围环境 γ剂量率进行监测。 

（2）表面污染监测 

为了解辐照室墙壁、地面、井壁及水处理系统等的表面污染状况，北京国原新

技术有限公司指导配合北京核工业化工冶金研究院对各辐照室内墙壁、地面、井壁

及水处理系统等进行了表面污染监测。 

（3）贮源井井水样品分析 

为确认辐照装置退役前贮源井的水是否满足《钴-60 辐照装置的辐照防护与安全

标准》（GB10252-2009）中关于水中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控制要求，在废水排放之前，

对贮源井水中放射性活度浓度进行监测。 

（4）土壤及水处理系统样品 

为确认退役前拟退役场所土壤及水处理系统中离子交换树脂和过滤器滤芯的污

染状况，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指导配合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拟退役场

所周围土壤及辐照室内的交换树脂、过滤器滤芯进行了取样分析。 

10.1.1.2 退役过程中的监测 

为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在整个退役过程中，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对现场 γ剂

量率水平进行全过程监测。 

10.1.1.3 个人剂量监测 

为确认工作人员受照剂量不超标，参加退役的全部工作人员均佩戴个人剂量计，

对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进行监测。 

10.1.2 退役后场址终态监测 

10.1.2.1 监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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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态监测目的：验核项目终态时，各项技术指标是否满足退役目标值的要求。 

10.1.2.2 监测项目 

在该辐照装置退役后，按照《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导则的要求，

退役作业完成后，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指导配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农科院拟退

役场址进行终态监测，并出具监测报告，主要监测方案如下： 

（1）γ剂量率监测 

通过对辐照装置及周围环境剂量率进行监测，检查 γ剂量率水平是否异常。应监

测点位见表 10-1，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 10-1 终态监测 γ 剂量率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号 监测位置 

1 辐照室配套房间 

2 辐照室迷道 

3 辐照室贮源井 

上部 

中部 

下部 

4 辐照室室内 

5 辐照室防护门外 

6 大厅 

7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北侧 

8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东侧 

9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南侧 

10 辐照室所在建筑外西侧 

（2）辐照室内外表面污染水平 

辐照室内的表面污染水平应监测点位见表 10-2，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 10-2 终态监测表面污染水平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号 监测位置 

1 辐照室地面 

2 辐照室东墙 

3 辐照室南墙 

4 辐照室西墙 

5 辐照室北墙 

6 辐照室贮源井墙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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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贮源井底部 

8 辐照室迷道地面、墙壁 

9 辐照室配套房间 

（3）周围土壤样品放射性水平 

辐照室周围土壤放射性水平应监测点位见表 10-3，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表 10-3 终态监测土壤放射性水平监测布点 

监测点位号 监测位置 

1 辐照室所在建筑东墙外 

2 辐照室所在建筑南墙外 

3 辐照室所在建筑西墙外 

4 辐照室所在建筑北墙外 

10.1.2.3 监测方法 

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的要求，监测方法原则上采用国

家标准分析方法，无标准分析方法的，选用经过验证可行的方法。各监测项目采用

的标准分析方法见表 10-4。 

表 10-4 各监测项目的标准分析方法 

序号 监测项目 
测定方法依据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1 γ 辐射剂量率 GB/T14583-1993 环境地表 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2 α、β表面污染 GB/T14056.1-2008 
《表面污染测定第一部分 β 发射体（最大

β 能量大于 0.15Mev）和 α发射体》 

3 土壤中 γ 核素分析 GB11743-201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10.1.2.4 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是使监测结果具有适当的置信度而采取的有计划的系统行动，其目的

是通过对监测过程的全面质量控制，保证测量结果的代表性、可比性、准确性和可

靠性。 

监测的单位严格按照有效的标准、规范、质量管理体系文件等技术和管理规定

进行监测工作，确保监测数据准确、有效。 

（1）监测实验室和监测人员素质要求 

参加本项目监测工作的单位和实验室具有辐射环境监测资质并通过计量认证；监

测人员具备辐射防护基本知识，掌握辐射环境监测技术和管理控制程序，并经培训考

核，持证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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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设备检定 

强制检定的监测仪器每年检定一次，设备员制定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计划，对

在用仪器设备严格按照检定/校准周期组织检定，对总 α、总 β 测量装置、γ 谱仪等测

量装置定期进行效率刻度、本底测量。 

（3）采样过程的质量控制 

采样器和现场使用的计量仪表均符合国家相关技术标准的规定，使用前经检

验，确定其性能良好后方可采样。每个样品均有采样记录，同时记录了有关的环境

参数，记录人员在采样记录单上签名。每个样品都附有样品标签或卡片，保证标签

字迹清楚，并与实物相符。采样后尽快进行预处理，并送实验室分析测量。样品到

达实验室后，样品保管人员和送样人员根据送样单和样品标签认真清点样品。 

10.2 污染防治措施 

整个退役过程由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单位，为了防治或减轻污

染，项目实施单位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1）成立了钴源退役工作小组 

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了钴源退役工作领导小组，全面负责钴源退役工

作。具体人员及分工见表 10-5。 

表 10-5 钴源退役工作小组 

序号 姓名 职责 

1 陈洪涛 项目负责人 

2 王凯 项目技术负责人 

3 徐奉保 现场负责人 

4 张振涛 现场实施人员 

5 郭剑雄 现场实施人员 

6 姜海英 现场实施人员 

7 刘玉柱 现场实施人员 

（2）做好详细方案 

为保证退役过程安全，在倒源前，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详

细的《Co-60 工业倒源方案》及《放射源运输运输及应急方案》。 

本项目的实施单位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制定了《6 万居里 Co-60 辐照装置退

役实施方案》。 

（3）全过程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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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退役前、退役过程中现场辐射水平及个人受照剂量进行监测，对倒源前、倒

源过程中的贮源井水总 β放射性进行了全面的监测，对运输车辆和货包进行了监测，

并在源装运完成后对整个退役场址进行了源项调查，退役完成后进行竣工环保验收

监测。 

（4）人员资质 

整个退役过程均由经过辐射防护相关知识培训的有资质的工作人员操作。人员

培训信息见表 10-6。 

表 10-6 退役参加人员培训情况 

序号 姓名 证书编号 初训日期 复训日期 

1 陈洪涛 B1224014 2012.8 2016.9 

2 王  凯 B1823013 2018.11 / 

3 徐奉保 B1224037 2012.8 2016.9 

4 张振涛 B1823017 2018.11 / 

5 郭剑雄 B1823016 2018.11 / 

6 姜海英 B1823015 2018.11 / 

7 刘玉柱 B1823014 2018.11 / 

（5）制定应急计划 

为确保退役过程中的安全，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制定了《Co-60 工

业倒源方案》、《放射源运输及应急方案》，确定了倒源应急机构、职责和处理措施。

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制定了《6 万居里 Co-60 辐照装置退役实施方案》，《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 

三废的治理  

本着“废物最小化原则”，在对放射性废物采样分析后进行最小化处理，以减

少放射性废物的体积和重量，节约运输成本并减少对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空间的占用，主要措施有：对豁免及解控水平废物经审管部门同意后，按一般废物

处理；将极低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经去污、整备、包装至钢桶内，运至贵州省城市

放射性废物暂存库。 

根据源项调查结果可知，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将产生总量约 0.06m
3 的极低水平放

射性固体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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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退役项目，无建设阶段的环境影响。  

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11.1退役前的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2017年 6月 20日，成都中核高通同位素股份有限公司在农科院的协助下，对钴源

室中的放射源进行倒源工作。 

整个倒源过程中的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见附件 9。从附件中可以得知，倒源人员的

个人附加累积剂量最大值为夏维军：3.61μGy，按 1μSv =1.2μGy 进行换算（使用 137Cs

进行刻度），个人附加剂量最大值为 3.61/1.2=3.01μSv，远小于本项目中工作人员的剂

量约束值 0.5mSv。 

11.2退役过程中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放射源运输结束后，在该辐照装置退役前，农科院委托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

作为项目总包方指导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拟退役场址进行了监测，北京国原

新技术有限公司出具了源项调查报告（见附件 17）。 

从源项调查结果可以得知，场址内的环境空气中γ 吸收剂量率水平为（72.7～

79.8）nGy/h，处于贵州省的环境本底水平（13.1~145.8）nGy/h 之内。在退役过程中，

公众均在厂址之外，不会进入该建筑，因此在退役过程中，公众不会受到额外的 γ 照

射。 

从源项调查结果可知，各房间、设备表面污染水平均小于探测下限，倒源器件表

面监测结果略高于检测限，属于清洁解控水平；辐照室周边土壤中未测出核素

Co-60；水处理系统过滤器滤芯 3 及离子交换树脂样品中 60Co 的含量水平属于清洁解控

水平；底泥样品及水处理系统过滤器滤芯 1、滤芯 2 中 60Co 的含量水平属于极低水平

放射性废物。其中，底泥中 Co-60 的活度浓度为 1.42×10
4
Bq/kg，三根过滤器滤芯中

Co-60 的活度浓度分别为 3.93×10
4
Bq/kg、2.47×10

4
Bq/kg、1.15×10

3
Bq/kg。水体中没有

检测出 Co-60。 

按照《γ 辐照装置退役》的规定，排水过程中对水面和排水口进行了剂量率监测。

为防止将底泥排出井外，剩余井水距底泥约 5cm 高时停止排水，然后将水和底泥一起

收集于容器中，蒸干水分，收集所用容器等同于底泥处理，估算其总重约为 10kg，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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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出 Co-60 活度为 1.42×10
5
Bq。 

三根过滤器滤芯滤芯总重约 45kg，假设每根滤芯质量相等，则滤芯 Co-60 总活度

为 

（3.93×10
4
+2.47×10

4
+1.15×10

3）×45/3=9.8×10
5
Bq。 

由以上计算可知，滤芯和底泥中 Co-60 总活度为（1.42+9.8）×10
5
=1.1×10

6
Bq。 

保守假设工作人员在收集、处理底泥以及处理滤芯的时间为 10 天，每天工作 6 个

小时，距离为 30cm，计算工作人员所受的 γ外照射。 

首先计算放射源活度，计算公式如下： 

放射源活度 A=（X′×r
2）/Г——————————（1） 

式中： 

A：放射源活度，Bq 

X′：特定核素产生的剂量率，Gy/s； 

Г：电源空气比释动能系数，Г（Co-60）=8.68E-17Gy·m
2
/(Bq·S) 

r：测量位置距源距离，m。 

由公式（1）可计算出，X’=A*Г/r
2
=1.1×10

6
×8.68×10

-17
×3600/0.3

2
=3.8μGy/h 

即：滤芯和底泥中的 Co-60 在 30cm 处产生的剂量率为 3.8μGy/h。 

保守假设工作人员均在剂量率最高的地方工作，退役治理过程大约 10天，日处理

时间为 6h，计算工作人员所受的 γ 外照射，计算公式如下： 

累计 γ外照射 C i i
D DT   ——————————（2）   

式中，：整个退役过程中工作人员所受的 γ剂量率，Gy； 

iD
：i 监测点位的 γ剂量率； 

iT
：退役过程中在 i 监测点处处理时间。 

经计算可得出工作人员在处理底泥和过滤器滤芯过程中受的 γ外照射剂量为：228

μGy。按 1μSv=1.2μGy 换算（使用 137
Cs 进行刻度），工作人员所受 γ 外照射剂量

为 190μSv。 

在废物运输过程中，考虑到废物已经包装在钢桶内，且司机以及随车人员与废物

所处的距离远大于处理废物时的 30cm，运输时间也远低于废物处理时间（10 天，每天

6h），因此，在废物运输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所受的 γ 外照射剂量远低于处理废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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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的剂量 190μSv。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退役过程中对工作人员的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低于工作人员

个人剂量约束值 0.5mSv。 

在退役过程中，公众不会进入退役厂址，因此，对公众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11.3退役过程中放射性三废的产生量及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源项调查结果，退役活动中产生的废物为水处理系统过滤器滤芯和水井底泥，

总量约为 0.06m3，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 

11.4退役后场址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源项调查报告结论：钴源辐照室室内和周边外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水平均在贵

州省室内和室外正常本底范围内。室内地面、墙面及物品等未发现表面污染超标现

象。离子交换树脂样品及过滤器滤芯 3 样品的放射性分析结果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

（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物料中 60
Co 的解控水平推荐值（10Bq/g）在审管部门批

复后作为一般废物处置；底泥样品中和过滤器滤芯 1、滤芯 2 中 60Co 的含量水平属于

极低放射性废物，在去污、整备后由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存库收贮。辐照室外周

围土壤中 60
Co 活度浓度低于《γ辐照装置退役》（HAD 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

场址土壤中 60
Co 活度浓度限值（0.03 Bq/g）。 

根据源项调查结果，本项目的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都可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退役后的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可作为非放射性场所使用。辐照室外土壤中没有测出

60
Co，并且γ 剂量率值处于贵州省本底水平范围之内，退役后场址周边无需经过额外的

去污过程，可达到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事故影响分析 

从源项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辐照室内放射性污染水平较低，本次退役活动不会发

生放射性事故，其对环境造成的辐射影响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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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辐射安全管理 

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的设置 

整个退役过程中，业主单位农科院委托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为项目实施单

位。为了防治或减轻污染，项目实施单位在农科院的组织下成立了领导小组，全面实

施该辐照装置的退役工作，其具体职责如下： 

1、组织机构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项目部

辐
射
防
护
组

去
污
组

运
输
组

现
场
应
急
组

 

图 12-1 本项目退役领导小组 

2、退役领导小组 

农科院作为业主单位，全面负责该辐照装置退役工作；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

为项目实施单位，负责该辐照装置退役过程中具体实施，并成立了相应的工作组。各

单位、部门相关职责如下： 

（1）农科院：组织、指挥、协调退役拆除各阶段的工作；对工作计划、具体安

排、安全、质量进行审核批准，协调与外单位的相关工作，对退役操作进行监督审

查，对阶段和总体工程进行内部验收。 

（2）北京国原新技术有限公司 

项目部：对项目技术、进度、安全和成本控制全面负责，负责现场施工的组织、

实施、操作人员的安排、根据辐射监测人员的监测结果掌握操作人员进入操作现场的

时机，对整个退役过程操作负责。 

辐射防护组：负责现场操作中辐射防护和辐射监测工作，主要工作包括：现场操

作人员个人防护用品、γ个人剂量仪发放，进入辐照室人员控制，监测操作中 γ剂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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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随时为操作人员提供信息，保证操作安全。 

运输组：放射性废物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运输，运输组主要负责协调项目放射性废

物的运输工作。 

去污组：项目实施过程中，若发现污染，负责污染处理。 

现场应急组：在项目出现应急事件时，负责按照应急处理程序进行应急操作。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为做好本次退役工程，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一系列的现场管理制度和规定，并严

格执行，拟制定的制度和规定包括：《进出现场管理规定》、《现场安全管理规定》、

《辐射防护管理规定》、《施工现场消防管理制度》、《安全防护用品采购、使用制

度》、《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辐射监测 

项目实施过程中将进行全过程监测。对退役前、退役过程中现场辐射水平及个人

受照剂量进行监测，并对辐照室的迷道、地面及倒源前、倒源后的贮源井水中 Co-60

活度浓度等进行了全面的监测；源装运完成后委托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对整个

退役场址进行了源项调查；退役后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整个退役场址进行竣工环保

验收监测。 

辐射事故应急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的《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6 万居里 Co-60 辐照装置退役实施方案》、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详细确定了退役过程中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的机构、职责和采

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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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结论： 

（1） 实践的正当性 

农科院拟退役的钴源室于 1973 年投入使用，已经达到了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γ

辐照装置退役》（HAD401/07-2013）第 2.1.4 条规定中的年限，辐射安全很难达到新

的环保要求，如果继续运营，产生的危害性将远大于其获得的社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因此，农科院决定关停该钴源辐照装置，并办理相关放射源转让及辐照装置退役

手续。农科院申请将该钴源辐照装置进行退役处理，符合实践的正当性。 

（2） 源项调查结论 

辐照室周边土壤为正常的环境本底水平，井水底泥和水处理过滤器滤芯有一定的

污染，属于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经过估算，退役过程中对工作人员的最大个人有效

剂量为 190μSv；在整个倒源及装运过程中，对工作人员造成的最大个人有效附加剂量

检测结果为 3.01μSv。远小于其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 0.5mSv。退役过程中，也不产

生新的放射性废物。退役过程中公众不会进入退役场所，对公众的影响可以忽略。 

（3） 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周围50米内的γ 辐射剂量率均处于贵州省天然本底范围内，监测点表面污

染水平均处于 GB18871-2002 中规定的工作场所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之内。辐照

室外周围土壤中的放射性核素 60
Co 的活度浓度低于《 γ 辐照装置退役》

（HAD401/07-2013）中规定的拟开放场址土壤中 60Co 活度浓度限值（0.03Bq/q）。退

役过程中有少量的极低水平放射性废物，经去污、整备后由贵州省城市放射性废物暂

存库收贮。本项目的辐照室及其配套房间均满足无限制开放的要求。 

（4） 辐射防护安全管理 

农科院设有辐射安全领导小组，负责全院的辐射安全管理和监督工作。有较健全

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人员培训计划、健康体检制度、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 

综上所述，贵州省农业科学院 6 万居里 Co-60 辐照装置退役项目，在落实报告中

提出的辐射防护措施、各项规章制度、监测计划的前提下，退役过程中和退役后场址

残留的放射性核素对环境的影响能满足国家法规和标准的要求，从辐射环境保护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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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本项目是可行的。 

建议和承诺： 

承诺： 

（1） 在退役过程中，将严格按照退役实施方案执行，做好退役过程中的辐射防护措

施和监测； 

（2） 退役工作完成后及时按照规定申请竣工环保验收； 

（3） 在退役过程中，绝不弄虚作假，绝不违规操作。 

建议： 

（1） 退役完成后及时变更辐射安全许可证。 

（2） 退役完成后，应根据“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

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及时自主组织该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编

制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进行网上公示，接受社会和相关部门监督检查。 

（3） 退役过程中，对工作人员加强培训，并且尽量缩短工作人员的受照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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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审批 

   

下一级环保部门预审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审批意见： 

 

 

 

 

 

 

 

 

 

 

 

 

 

 

                                                公  章 

 

  经办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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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法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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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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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情况及证书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辐射工作人员培训情况 

序

号 
姓名 

出生

日期 
学历 工种 培训机构 证书号 

初训 

日期 

复训 

日期 

1 林平 1965.8 大专 总负责人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

究所培训中心、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

学院 

D1302249 

F1803121 
2013.11 2018.5 

2 葛菁华 1971.9 博士 

负责人

（注册核

安全工程

师）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

学院 
F1601127 2016.3 / 

3 李国林 1987.2 硕士 

负责人

（注册核

安全工程

师） 

环境保护部核与辐射

安全中心 
H1808048 2018.11 / 

4 杨  贞 1982.9 大专 
生产部经

理 

四川大学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 

G1303106 

B1730019 
2013.8 2017.8 

5 夏维军 1971.2 高中 操作人员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

究所培训中心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

学院 

D1202031 

F1602073 
2012.11 2016.3 

6 阮老二 1984.6 高中 操作人员 

苏州大学放射医学研

究所培训中心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

学院 

D1202032 

F1606079 
2012.11 2016.11 

7 王志祥 
1969.1

1 
高中 操作人员 

四川大学物理科学与

技术学院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 

G1303014 2013.8 2017.8 

8 史天河 
1967.1

2 
高中 操作人员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

院 

核工业辐射防护与核

安全培训中心 

B1306017 

C1702024 
2013.5 2017.3 

9 刘  鑫 1987.5 本科 操作人员 
南华大学核科学技术

学院 
F1505063 2015.10 

注：

2019 年

6 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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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年度个人累积剂量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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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贵州省农业科学院年度辐射装置监测报告 

（1）2016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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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6 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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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19 根钴源购源合同 

（1）2004 年购买的 5 根国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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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08 年购买的 7 根国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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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1 年购买的 7 根国产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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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19 枚废旧源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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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放射源回收申请 



110 

 

 



111 

 

附件 9 源转移监督性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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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运输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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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起运前空货包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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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放射源倒源单位资格证书及回收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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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退役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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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排水前井水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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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退役实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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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同意井水排放函 



161 

 

 



162 

 

附件 17 源项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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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环评委托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