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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

退役项目 

建设单位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法人代表 邓小文 联系人 崔明 联系电话 13802062725 

注册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复康路 19 号 

项目建设地点 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 

立项审批部门 / 
批准 

文号 
/ 

建设项目总投资 

（万元） 
88 

项目环保 
投资 

（万元）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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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2） 2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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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库退役 

1 项目概述 

1.1 建设单位概况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成立于 1976 年，为国家环境监测一级

站，隶属天津市生态环境局，统一负责全市行政区域内的生态环境质量监测工作，是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的社会公益性科学技术事业单位，履行为环境管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环境监测与

科研职能，同时行使“中国环境监测总站渤海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西站”的职责。1994 年首次通过

国家级计量认证，2003 年取得国家实验室认可资质，2009 年在全国率先通过了原环境保护部省

级“环境监测站建设标准”验收。2018 年为落实天津市环保管理体制改革要求，原天津市环境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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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中心更名为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不断提升监测能力，具备水（含大气降水）和废水、环境空气和

废气、土壤和水系沉积物、固体废物、煤质、海水、海洋沉积物、生物、生物体残留、噪声、

振动、室内空气、油气回收等 13 大类 339 项 528 项次监测能力和地表水及饮用水 109 项全分析

能力，数据有效性与世界接轨。2019 年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队伍在第二届全国生态环境监测专

业技术人员大比武中取得优异成绩，经过紧张激烈的角逐，代表队荣获团体一等奖的殊荣，参

赛队员荣获三个个人一等奖，一个三等奖。2020 年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并入天津市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具备了核与辐射的相关监测能力。相应地，天津市城市放

射性废物库的管理也归属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负责。 

1.2 废物库基本情况 

1.2.1 废物库建设情况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于 1989 年开始一期工程建设，占地面积 33 亩，库区长约 350m，

宽约 60m。建成由 5 间库房和 1 间进气通风室、1 间出气通风室组成的地上式放射性废物库（旧

库，即本项目拟退役的废物库），总建筑面积 253.7m2，总库容 500m3，其中，2 号库房地下设有

一个废放射源贮存坑。该放射性废物库于 1992 年正式投入使用，用于收贮天津市辖区及北京市

辖区内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该放射性废物库（以下简称废物库（旧库））隶属于原天津市

辐射环境管理所管理。 

随着核技术利用产业的蓬勃发展，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的产生量越来越大，亟待建设一

座新的放射性废物库，以满足天津市辖区内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的贮存。原天津市辐射环境

管理所于 2003 年开始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二期工程的建设，最终于 2004 年建成由 27 个存

储坑组成的、设计使用年限为 30 年的放射性废物库新库（以下简称废物库新库）。废物库新库

库房总建筑面积 1379m2，实际库容总容积为 1062.12m3。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内还配

备有办公楼、门卫室、监控室、消防水池、蒸发池、生物监测池等一系列完善的配套设施。 

1.2.2 废物收贮情况 

废物库（旧库）自 1992 年开始收贮废放射源、放射性废物，直至 2004 年底不再接收废放

射源、放射性废物。废物库（旧库）在此期间收贮废天津地区、北京地区放射源的统计情况分

别见表 1-1、表 1-2，收贮放天津地区、北京地区射性废物的统计情况分别见表 1-3、表 1-4。 

废物库（旧库）自 1992 年至 2004 年期间收贮天津地区和北京地区的废放射源、放射性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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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明细表见附件 4。 

表 1-1  废物库（旧库）收贮的废放射源统计情况（天津地区） 

序

号 
核素名称 

数

量 

包装情况或

桶号 

存放位

置 

序

号 

核素名

称 
数量 

包装情况

或桶号 

存放位

置 

1 钴-60 136 铅罐 1号库 17 钚-238 15 铅桶 1号库 

2 锡锢 1 原包装 1号库 18 铁-55 2 铅桶 1号库 

3 钴-59 1 原包装 1号库 19 镍-63 7 铅桶 1号库 

4 醋酸双氧铀 3瓶 铁黑桶0号 1号库 20 铒-173 2 铅桶 1号库 

5 镅铍中子源 13 石蜡 1号库 21 镉-109 5 铅罐 1号库 

6 铯-137 303 铅罐 1号库 22 氪-85 6 铅罐 1号库 

7 锶-钇 1 铅罐 1号库 23 钴-57 5 铅罐 1号库 

8 镅-241 147 铅罐 1号库 24 氢-3 2 铁皮箱 1号库 

9 镭-226 40 铅罐 1号库 25 锎-252 1 铁皮箱 1号库 

10 钠-22 11 铅罐 1号库 26 硝酸铀 29瓶 瓶装 1号库 

11 铊-204 14 
塑料盒外面

木箱 
1号库 27 碳-14 

1箱14

瓶 
不锈钢箱 1号库 

12 钷-147 3 铅皮封装 1号库 28 氢-3 
1箱14

瓶 
不锈钢箱 1号库 

13 锶-90 7 铅罐 1号库 29 磷-32 1 铅罐 1号库 

14 钚-239 1 铅罐 1号库 30 铕-152 1 铅罐 1号库 

15 碳-14液 1 
玻璃瓶水泥

固化 
1号库 31 钍-232 3 铅罐 1号库 

16 钡-133 6 不详 1号库 32 铱-192 1 铅罐 1号库 

表 1-2  废物库（旧库）收贮的废放射源统计情况（北京地区） 

序

号 

核素名

称 

数

量 

包装情况

或桶号 

存放位

置 

序

号 
核素名称 

数

量 

包装情况或

桶号 

存放位

置 

1 钚-239 10 35号桶等 4号库 22 钴-57 33 540号桶等 4号库 

2 镅-241 27 35号桶等 4号库 23 铀-235 12 342号桶等 4号库 

3 钇-88 1 35号桶等 4号库 24 氪-85 9 铅皮、板箱 4号库 

4 钴-60 193 35号桶等 4号库 25 镭铍中子源 4 铅罐、石蜡 4号库 

5 铁-55 9 35号桶等 4号库 26 醋酸双氧铀 9瓶 不详 4号库 

6 铯-137 156 35号桶等 4号库 27 钍-232 11 0871号桶等 4号库 

7 锌-65 3 35号桶等 4号库 28 钾-40 1 0871号桶等 4号库 

8 氢-3 68 35号桶等 4号库 29 钚铍中子源 1 0882号桶等 4号库 

9 钡-133 5 35号桶等 4号库 30 硫-35 2 0886号桶等 4号库 

10 钠-22 23 35号桶等 4号库 31 磷-32 3 0886号桶等 4号库 

11 铕-152 7 35号桶等 4号库 32 钆-153 2 自带包装 4号库 

12 碳-14 34 35号桶等 4号库 33 铥-99 1 936号桶等 4号库 

13 钛-44 3 35号桶等 4号库 34 镅铍中子源 8 石蜡罐 4号库 

14 铋-208 1 35号桶等 4号库 35 钙-45 7 1310号桶等 4号库 

15 镍-63 37 35号桶等 4号库 36 碘-129 1 1219号桶等 4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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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锶-90 177 35号桶等 4号库 37 钴-钾 1 1448号桶等 4号库 

17 镭-226 20 
石蜡铅罐

桶 
4号库 38 锡-119 1 1057号桶等 4号库 

18 钷-147 7 645号桶等 4号库 39 钽-182 1 1057号桶等 4号库 

19 铊-204 26 528号桶等 4号库 40 铯-134 3 1479号桶等 4号库 

20 锶-钇 14 528号桶等 4号库 41 银-110 2 1372号桶等 4号库 

21 钚-238 3 540号桶等 4号库 42 锔-244 1 1199号桶等 4号库 

表 1-3  废物库（旧库）收贮的放射性废物统计情况（天津地区） 

序号 核素名称 数量 包装情况 存放位置 

1 碘-125 577 桶 1 号库 

2 碘-125 3 公斤 塑料袋 3 号库 

3 碘-125 572 桶 2 号库 

4 碘-125 383 桶 5 号库 

5 硝酸钍 17 玻璃瓶 1 号库 

6 硝酸钍 64 玻璃瓶 3 号库 

7 碳-14 1 桶 1 号库 

8 碳-14 10 桶 5 号库 

9 氢-3 4 桶 2 号库 

10 氢-3 10 桶 5 号库 

11 醋酸双氧铀 1 桶 1 号库 

12 醋酸双氧铀 5 桶 2 号库 

13 醋酸双氧铀 1 桶 5 号库 

14 醋酸铀 5 玻璃瓶 3 号库 

15 氧化钍 1 铅罐 2 号库 

16 铯-137 1 桶 5 号库 

17 白鼠固化 2 桶 5 号库 

表 1-4  废物库（旧库）收贮的放射性废物统计情况（北京地区） 

序号 核素名称 数量 包装情况 存放位置 

1 碘-125 427 桶 4 号库 

2 磷-32 119 桶 4 号库 

3 氢-3 145 桶 4 号库 

4 天然铀、钍 25 桶 4 号库 

5 钴-60 废物 3 桶 4 号库 

6 碳-14 8 桶 4 号库 

7 锌-65 5 桶 4 号库 

8 钴污染土 6 桶 4 号库 

9 醋酸双氧铀 4 桶 4 号库 

10 铊-201 4 桶 4 号库 

11 镭-226 1 桶 4 号库 

12 钍物质 1 桶 4 号库 

13 稀土 1 桶 4 号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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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铯-137 1 桶 4 号库 

15 铀-235 5 桶 4 号库 

16 钠-22 1 桶 4 号库 

17 碘-131 4 桶 4 号库 

1.3 项目由来 

1.3.1 废物倒运情况 

1）废物倒运情况统计 

废物库新库于 2004 年建成投运后，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

废物库（旧库）停止收贮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同时，由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组织人员

将废物库（旧库）中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全部倒运至废物库新库中贮存。其中，废物库新

库收贮废物库（旧库）中的废放射源统计情况见表 1-5，废物库新库收贮废物库（旧库）中的放

射性废物统计情况见表 1-6。 

废物库新库接收废物库（旧库）中的废放射源、放射性废物的情况说明见附件 5。 

表 1-5  废物库新库收贮废物库（旧库）中的废放射源统计情况 

序号 核素名称 数量 序号 核素名称 数量 

1 铯-137 459 26 镉-109 5 

2 钴-60 329 27 镭铍中子源 4 

3 锶-90 184 28 磷-32 4 

4 镅-241 174 29 钛-44 3 

5 氢-3 84 30 锌-65 3 

6 镭-226 60 31 铯-134 3 

7 碳-14 49 32 硫-35 2 

8 镍-63 44 33 钆-153 2 

9 铊-204 40 34 银-110 2 

10 钴-57 38 35 铒-173 2 

11 钠-22 34 36 锡锢 1 

12 硝酸铀 29 37 钴-59 1 

13 镅铍中子源 21 38 锎-252 1 

14 钚-238 18 39 铱-192 1 

15 锶-钇 15 40 钇-88 1 

16 氪-85 15 41 铋-208 1 

17 钍-232 14 42 钾-40 1 

18 醋酸双氧铀 12 43 钚铍中子源 1 

19 铀-235 12 44 铥-99 1 

20 钚-239 11 45 碘-129 1 

21 钡-133 11 46 钴-钾 1 

22 铁-55 11 47 锡-119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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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钷-147 10 48 钽-182 1 

24 铕-152 8 49 锔-244 1 

25 钙-45 7    

表 1-6  废物库新库收贮废物库（旧库）中的放射性废物统计情况 

序号 核素名称 数量（桶） 序号 核素名称 数量（桶） 

1 碘-125 1960 12 铊-201 4 

2 氢-3 159 13 碘-131 4 

3 磷-32 119 14 钴-60 废物 3 

4 硝酸钍 81 15 白鼠固化 2 

5 天然铀、钍 25 16 铯-137 2 

6 碳-14 19 17 镭-226 1 

7 醋酸双氧铀 11 18 钠-22 1 

8 钴污染土 6 19 钍物质 1 

9 醋酸铀 5 20 氧化钍 1 

10 锌-65 5 21 稀土 1 

11 铀-235 5    

2）废物倒运与收贮情况对比 

废物库（旧库）收贮的废放射源与倒运至废物库新库的废放射源对比情况见表 1-7，废物库

（旧库）收贮的放射性废物与倒运至废物库新库的放射性废物对比情况见表 1-8。 

表 1-7  废物库（旧库）收贮与倒运的废放射源对比情况 

序号 核素名称 收贮数量 倒运数量 备注 

1 铯-137 459 459  

2 钴-60 329 329  

3 锶-90 184 184  

4 镅-241 174 174  

5 氢-3 84 84 收贮清单中 1 箱 14 瓶按 14 枚计数 

6 镭-226 60 60  

7 碳-14 49 49 
收贮清单中 1 箱 14 瓶按 14 枚计数，含采用玻

璃瓶水泥固化的 1 枚碳-14 液。 

8 镍-63 44 44  

9 铊-204 40 40  

10 钴-57 38 38  

11 钠-22 34 34  

12 硝酸铀 29 29 收贮清单中为 29 瓶 

13 镅铍中子源 21 21  

14 钚-238 18 18  

15 锶-钇 15 15  

16 氪-85 15 15  

17 钍-232 14 14  

18 醋酸双氧铀 12 12 收贮清单中共 12 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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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铀-235 12 12  

20 钚-239 11 11  

21 钡-133 11 11  

22 铁-55 11 11  

23 钷-147 10 10  

24 铕-152 8 8  

25 钙-45 7 7  

26 镉-109 5 5  

27 镭铍中子源 4 4  

28 磷-32 4 4  

29 钛-44 3 3  

30 锌-65 3 3  

31 铯-134 3 3  

32 硫-35 2 2  

33 钆-153 2 2  

34 银-110 2 2  

35 铒-173 2 2  

36 锡锢 1 1  

37 钴-59 1 1  

38 锎-252 1 1  

39 铱-192 1 1  

40 钇-88 1 1  

41 铋-208 1 1  

42 钾-40 1 1  

43 钚铍中子源 1 1  

44 铥-99 1 1  

45 碘-129 1 1  

46 钴-钾 1 1  

47 锡-119 1 1  

48 钽-182 1 1  

49 锔-244 1 1  

表 1-8  废物库（旧库）收贮与倒运的放射性废物对比情况 

序号 核素名称 收贮数量 倒运数量 备注 

1 
碘-125 

1960 1960 
收贮清单中 3 公斤塑料袋包装按数量 1 计入，

其它包装均为废物桶 

2 氢-3 159 159 废物桶包装 

3 磷-32 119 119 废物桶包装 

4 硝酸钍 81 81 玻璃瓶包装 

5 天然铀、钍 25 25 废物桶包装 

6 碳-14 19 19 废物桶包装 

7 醋酸双氧铀 11 11 废物桶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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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钴污染土 6 6 废物桶包装 

9 醋酸铀 5 5 玻璃瓶包装 

10 锌-65 5 5 废物桶包装 

11 铀-235 5 5 废物桶包装 

12 铊-201 4 4 废物桶包装 

13 碘-131 4 4 废物桶包装 

14 钴-60 废物 3 3 废物桶包装 

15 白鼠固化 2 2 废物桶包装 

16 铯-137 2 2 废物桶包装 

17 镭-226 1 1 废物桶包装 

18 钠-22 1 1 废物桶包装 

19 钍物质 1 1 废物桶包装 

20 氧化钍 1 1 铅罐 

21 稀土 1 1 废物桶包装 

由表 1-7 和表 1-8 可知，废物库（旧库）自 1992 年至 2004 年收贮的废放射源、放射性废物，

已于 2004 年 12 月全部倒运至废物库新库。 

1.3.2 废物清运情况 

为了确保天津市的辐射环境安全，同时保障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举办，由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牵头，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对废物库新库内的放射性废物、废放

射源进行清运。清运工作于 2007 年 9 月正式开始实施。 

1）2007 年 9 月 12 日，由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3 名现场负责人及 10 名工作

人员组成的工作团队进入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并于 2007 年 9 月 13 日正式开始整备

废物库新库中贮存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先将全部放射源从包装物中取出，并根据不同核

素分门别类放置到铅制容器中，然后将所整备放射源全部放置到特制钢箱中。 

2）2007 年 11 月 30 日，合同中约定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的整备工作全部结束。中核清

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对每个包装体表面辐射剂量率水平进行了监测，监测结

果显示包装体表面辐射剂量率在（0.001～1）mSv/h。 

3）2007 年 12 月 5 日，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负责运输的车辆进入天津市城

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将所整备的放射源、放射性废物全部装车。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监

测科工作人员对运输车辆表面及驾驶室进行了辐射剂量率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运输车辆表面及

驾驶室内辐射剂量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4）2007 年 12 月 6 日，运输工作正式开始，所有运输车辆于当日全部离开天津市城市放射

性废物库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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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07 年 12 月 7 日，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监测科工作人员对废物库（旧库）内 5 个

库房进行了表面沾污监测，监测结果显示 5 个库房内表面污染水平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6）2007 年 12 月 14 日，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撤离天津市城市放射

性废物库库区。至此，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新库内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的整备清

运工作全部结束。 

根据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与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治理合同，经

现场核查，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共确认合同范围内的废放射源 1406 枚，总活度

约 5.55×1013Bq；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经监测、分类、分拣、整备与包装，共形

成 100 桶 II 型钢桶放射性废物货包，总重约 28.4t。 

其中，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从废物库新库中清运走的废放射源数量与从废

物库（旧库）接收的废放射源数量对比情况见表 1-9。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放射性废物、废

放射源清运工程的交接文件见附件 6。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旧库的监测情况说明见附件 7。

表 1-9  废物库新库清运废放射源与从废物库（旧库）接收的废放射源对比情况 

序

号 
核素名称 

清原公司清

运数量 

从废物库（旧

库）接收数量

序

号
核素名称 

清原公司

清运数量 

从废物库（旧

库）接收数量

1 铯-137 420 459 26 镉-109 4 5 

2 钴-60 155 329 27 镭铍中子源 0 4 

3 锶-90 44 184 28 磷-32 1 4 

4 镅-241 205 174 29 钛-44 0 3 

5 氢-3 9 84 30 锌-65 1 3 

6 镭-226 74 60 31 铯-134 1 3 

7 碳-14 0 49 32 硫-35 0 2 

8 镍-63 11 44 33 钆-153 0 2 

9 铊-204 6 40 34 银-110 3 2 

10 钴-57 8 38 35 铒-173 1 2 

11 钠-22 22 34 36 锡锢 0 1 

12 硝酸铀 3 29 37 钴-59 0 1 

13 镅铍中子源 20 21 38 锎-252 1 1 

14 钚-238 44 18 39 铱-192 1 1 

15 锶-钇 8 15 40 钇-88 1 1 

16 氪-85 17 15 41 铋-208 1 1 

17 钍-232 30 14 42 钾-40 0 1 

18 醋酸双氧铀 1 12 43 钚铍中子源 0 1 

19 铀-235 1 12 44 铥-99 0 1 

20 钚-239 12 11 45 碘-129 2 1 

21 钡-133 5 11 46 钴-钾 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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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铁-55 5 11 47 锡-119 0 1 

23 钷-147 5 10 48 钽-182 0 1 

24 铕-152 2 8 49 锔-244 0 1 

25 钙-45 2 7     

由表 1-9 可知，中核清原环境技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从废物库新库中清运走的废放射源中还

包括废物库新库投运后从社会上接收的废放射源，如镅-241、镭-226、钚-238、氪-85 等；从废

物库（旧库）中接收的数量较多的废放射源没有全部清运走，还遗留了部分贮存在废物库新库

中，如铯-137、钴-60、锶-90、镍-63、铊-204 等。 

1.3.3 废物库（旧库）已改建情况 

废物库（旧库）内存储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倒运工作完成后，经检测，废物库（旧库）

5 间库房内表面污染水平满足国家标准要求。由于废物库新库已经建成投运，废物库（旧库）不

再收贮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为了能充分利用废物库（旧库），对其进行了改建。改建方案为：

拆除废物库（旧库）内 5 间库房之间的隔断墙，将废物库（旧库）的防护门由 5 扇调整为 3 扇。

废物库（旧库）改建前、后的平面布局示意图分别见图 1-1、图 1-2。 

 

图 1-1    废物库（旧库）改建前平面布局示意图 

 

图 1-2    废物库（旧库）改建后平面布局示意图 

1.3.4 废物库（旧库）现状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的外观现状如图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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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 

此前，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利用废物库（旧库）暂存空

废物桶、旧设备、旧办公用品、叉车等。2020 年 11 月，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

射环境管理所）组织人员对废物库（旧库）内暂存物品进行了清理。废物库（旧库）内暂存物

品清理前后，内部情况如图 1-4 所示。 

 
图 1-3    废物库（旧库）外观现状 

 
a. 清理前的贮存库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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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清理后的贮存库内部 

 

c. 进气通风室内部风机 

 
d. 出气通风室内部风机 

图 1-4    废物库（旧库）内部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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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位于天津市津南区

北闸口镇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院区内。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周边环境为：东侧为冬枣

种植基地，再东边紧邻二八线道路；南侧为冬枣种植基地，再南边紧邻津港高速；西侧为空地，

空地西边为天津市康达染料化工厂、天津中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北侧为进库道路，路北为村

民自行搭建的汽车吊暂存厂房。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周边关系图见附图

2。 

1.5 本项目退役设施情况 

本项目需退役的废物库（旧库）位于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院区西侧，南邻废物库新库，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总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 

废物库（旧库）由一个贮存库和两个通风室组成，总建筑面积 253.7m2。库体为单层地面砖

墙承重的砖混结构，层高 4.5m，屋面为空心板上加设 6cm 钢筋混凝土整浇层，天然地基条形基

础，地面为钢筋混凝土地坪，砖墙内外有 2cm 的混凝土抹面。贮存库的 3 扇门均为双扇手动推

拉门。贮存库内有一个长 5m、宽 1.2m、1.5m 深的废放射源贮存坑，坑内有积水，水深 0.65m。

废放射源贮存坑上方设有单轨电动葫芦。 

贮存库两侧的进气通风室和出气通风室内均设有过滤器、风机、排风管道等通风设施，贮

存库内部两侧均安装有排风管道。目前，该通风设施已不能正常工作，本次退役计划对该通风

设施进行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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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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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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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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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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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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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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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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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射性固体

废物 
固体 

60Co、
137Cs

等 

/ / 0.03m3 / 
暂存在废物

桶内 

退役工作完成

后送天津市城

市放射性废物

库新库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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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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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于 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通过，自 2015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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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号，

自 200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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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 号，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第二次修正）；

4.《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第一次修改，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 

5.《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709 号第二次

修改，自 2019 年 3 月 2 日起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7 号第

三次修改，自 2019 年 8 月 22 日起施行）；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 18 号，自

2011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8.《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第一次修

改，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施行）；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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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9 年 11 月 1 日起施行）； 

10.《放射性废物分类》（环境保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国防科技工业

局，2017 年第 65 号，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11.《放射源分类办法》（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公告，2005 年第 62 号，2005 年

12 月 23 日发布）； 

1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自 2017

年 11 月 20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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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 
 

术 
 

标 
 

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放射性废物管理规定》（GB14500-2002）； 

3.《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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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1.《委托书》，见附件 1； 

2.《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原子能出版社，2015 年）； 

3.《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退役项目检测报告》（核工业北

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2020 年 9 月），见附件 8； 

4.《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退役项目检测报告》（核工业北

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2020 年 12 月补充检测），见附件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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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保护目标与评价标准 

7.1 评价范围 

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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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对评价范围和保护目标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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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主要评价废物库（旧

库）退役后原有场址辐射环境质量及可开放性程度，因此本项目评价范围为废物库（旧库）

墙体外 50m 的范围。 

7.2 保护目标 

根据项目特点和周围环境情况，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为退役设施周围的公众人

员。本项目评价范围及保护目标见附图 4，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7-1。 

表 7-1  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评价中心 保护对象 人员类型 相对方位 相对距离(m) 人口数（人）

废物库（旧库） 

废物库（旧库）内退

役作业人员 
职业工作人员 / 1 4 

库区内办公用房 公众人员 NE 38 3 

汽车吊暂存厂房 公众人员 N 43 3 

西侧厂房 公众人员 W 48 8 

 

 

7.3 评价标准 

7.3.1 剂量约束值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相关规定，结合本

项目特点，确定退役实施期间放射性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为 1mSv/a，由放射性释

放所造成的公众最大个人有效剂量约束值为 0.1mSv/a。 

7.3.2 表面污染水平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工作场所的

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见表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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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2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q/cm2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 
控制区 4 40 40 

监督区 0.4 4 4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控制区、监督区 0.4 0.4 4 

手、皮肤、内衣、工作服 0.04 0.04 0.4 

工作场所中的设备和用品，经去污使其污染水平降到表中所列设备类（控制区）的控

制水平的 1/50 以下时，即 α≤0.08 Bq/cm2、β≤0.8Bq/cm2，经审管部门确认同意后，可当作

普通物品使用。 

7.3.3 放射性核素的豁免活度浓度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规定，本项目涉

及的主要放射性核素的豁免活度、活度浓度见表 7-3。 

表 7-3  放射性核素的豁免活度、活度浓度 

序号 核素 活度（Bq） 活度浓度（Bq/g） 

1 Co-60 1×105 10 

2 Cs-137 1×104 10 

7.3.4 废放射源贮存坑污水排放标准 

根据《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废放射源贮存坑内积存的污水向环境

排放时，放射性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见表 7-4。 

表 7-4  放射性污染物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序号 污染物 最高允许排放浓度（Bq/L） 

1 总 α放射性 1 

2 总 β放射性 10 

7.4 退役目标 

废物库（旧库）经过退役施工整治，将库内暂存物品进行分类、整备和处置，然后进

行终态环境监测、终态验收评审，达到场址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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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 环境质量和辐射现状 

8.1 项目地理和场所位置 

本项目拟退役的废物库（旧库）位于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院区内，天津市城市放

射性废物库位于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翟家甸村西侧约 300m 处。具体位置见附图 1、附

图 2。 

8.2 环境现状评价的对象、监测因子和监测点位 

1）环境现状评价对象 

本项目为废物库退役项目，环境现状的评价对象为废物库（旧库）内的辐射水平和表

面污染水平、废放射源贮存坑内积水、通风管道内积聚的灰尘。 

2）监测因子 

本项目的监测因子为 γ辐射剂量率和 α、β表面污染水平，以及废放射源贮存坑内积

水、通风管道内积聚的灰尘。 

3）监测点位 

在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内及周围环

境布点。 

监测点位具体分布情况见图 8-1～图 8-4。 

8.3 监测方案及质量保证措施 

1）监测方案 

（1）监测目的：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

库）辐射环境现状监测。 

（2）监测内容：γ辐射剂量率及 α、β表面污染水平，废放射源贮存坑内积水中总 α

放射性、总 β放射性，通风管道内积聚的灰尘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及 60Co、137Cs 活度浓度

（3）监测仪器： 

①γ辐射剂量率仪，设备编号：YQ-HJ-0001、YQ-HJ-0003； 

②α、β表面污染测量仪，设备编号：YQ-HJ-0010、YQ-HJ-0011； 

③低本底 α、β检测仪，设备编号：YQ-KY-0026； 

④高纯锗多道 γ谱仪，设备编号：YQ-KY-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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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布点原则： 

①本项目 γ 辐射剂量率现状监测采样网格布点的方式，在贮存库中设了 81 个监测点

位，在进气通风室内设了 6 个监测点位，在出气通风室内设了 7 个监测点位，在废旧通风

管道堆放区设了 20 个监测点位，共 114 个监测点位；并在库区内办公楼前设了 1 个对照

点。 

②本项目 α、β表面污染水平现状监测共设了 110 个监测点位，其中，在贮存库内设

了 71 个监测点位，在进气通风室内设了 9 个监测点位，在出气通风室内设了 10 个监测点

位，在废旧通风管道堆放区设了 20 个监测点位。 

③废放射源贮存坑内积水中取了 1 个水样，在 γ辐射剂量率异常的通风管道内取了 1

个灰尘样品。 

（5）监测方法： 

①γ 辐射剂量率监测按照《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1993）中

的相关要求开展。 

②α、β 表面污染监测按照《表面污染测定 第 1 部分：β 发射体（Eβmax＞0.15MeV）

和 α发射体》（GB/T14056.1-2008）中的相关要求开展。 

③水中总 α放射性浓度按照《水中总 α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EJ/T1075-1998）

进行检测，水中总 β放射性浓度按照《水中总 β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EJ/T900-1994）进

行检测分析。 

④灰尘样品中核素活度浓度按照《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 γ 能谱分析方法》

（GB/T11743-2013）进行检测分析。 

2）质量保证措施 

（1）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同时满足标准要

求。 

（2）监测方法、分析方法均采用国家标准，监测人员和实验室分析检测人员均经考

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3）监测仪器每年定期经计量部门检定，检定合格后方可使用。 

（4）每次测量前、后均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5）由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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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测报告经过审核后，由授权签字人签发。 

8.4 监测结果及评价 

1）辐射环境本底水平 

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2015 年）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津南区天然贯穿

辐射水平如表 8-1 所示。 

表 8-1  天津市津南区天然贯穿辐射水平，nGy/h 

监测区域 范围 平均值 

原野 80.6～105.6 97.3 

室内 118.3～155.1 135.2 

道路 69.9～108.4 88.9 

2）监测结果 

（1）第一次监测 

2020 年 8 月，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对废物库（旧库）内的 γ 辐

射剂量率及 α、β 表面污染水平现状进行了监测，并出具了检测报告（编号：

2020HYYFX-04384，见附件 8）。第一次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8-2、表 8-3，第一次监测布点

图分别见图 8-1、图 8-2。 

表 8-2  废物库（旧库）γ辐射剂量率第一次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nGy/h）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nGy/h）

1 废物库（旧库）1# 94.0±3 29 废物库（旧库）29# 120±2 

2 废物库（旧库）2# 94.5±3 30 废物库（旧库）30# 109±1 

3 废物库（旧库）3# 106±5 31 废物库（旧库）31# 106±2 

4 废物库（旧库）4# 103±2 32 废物库（旧库）32# 103±2 

5 废物库（旧库）5# 104±2 33 废物库（旧库）33# 94.6±3 

6 废物库（旧库）6# 105±2 34 废物库（旧库）34# 100±3 

7 废物库（旧库）7# 106±2 35 废物库（旧库）35# 102±1 

8 废物库（旧库）8# 109±2 36 废物库（旧库）36# 100±2 

9 废物库（旧库）9# 109±2 37 废物库（旧库）37# 99.2±2 

10 废物库（旧库）10# 112±2 38 废物库（旧库）38# 103±2 

11 废物库（旧库）11# 117±3 39 废物库（旧库）39# 110±2 

12 废物库（旧库）12# 117±3 40 废物库（旧库）40# 98.4±2 

13 废物库（旧库）13# 117±2 41 废物库（旧库）41# 94.2±2 

14 废物库（旧库）14# 117±2 42 废物库（旧库）42# 94.8±2 

15 废物库（旧库）15# 116±2 43 废物库（旧库）43# 103±2 

16 废物库（旧库）16# 117±2 44 废物库（旧库）44#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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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废物库（旧库）17# 136±2 45 废物库（旧库）45# 105±2 

18 废物库（旧库）18# 111±1 46 废物库（旧库）46# 107±1 

19 废物库（旧库）19# 107±1 47 废物库（旧库）47# 110±2 

20 废物库（旧库）20# 136±3 48 废物库（旧库）48# 94.6±1 

21 废物库（旧库）21# 123±4 49 废物库（旧库）49# 125±7 

22 废物库（旧库）22# 117±3 50 废物库（旧库）50# 124±4 

23 废物库（旧库）23# 110±1 51 废物库（旧库）51# 118±4 

24 废物库（旧库）24# 111±1 52 废物库（旧库）52# 119±3 

25 废物库（旧库）25# 116±3 53 废物库（旧库）53# 124±5 

26 废物库（旧库）26# 114±2 54 废物库（旧库）54# 119±5 

27 废物库（旧库）27# 116±4 55 办公室外草地 55# 110±1 

28 废物库（旧库）28# 116±3    

表 8-3  废物库（旧库）表面污染水平第一次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α、β表面污染水平（Bq/cm2） 

α β 

1 废物库（旧库）1#墙面 1m <LLDα <LLDβ 

2 废物库（旧库）2#墙面 2m <LLDα <LLDβ 

3 废物库（旧库）3#墙面 1m <LLDα <LLDβ 

4 废物库（旧库）4#地面 <LLDα <LLDβ 

5 废物库（旧库）5#地面 <LLDα <LLDβ 

6 废物库（旧库）6#地面 <LLDα <LLDβ 

7 废物库（旧库）7#地面 <LLDα <LLDβ 

8 废物库（旧库）8#地面 <LLDα <LLDβ 

9 废物库（旧库）9#地面 <LLDα <LLDβ 

10 废物库（旧库）10#地面 <LLDα <LLDβ 

11 废物库（旧库）11#地面 <LLDα <LLDβ 

12 废物库（旧库）12#地面 <LLDα <LLDβ 

13 废物库（旧库）13#地面 <LLDα <LLDβ 

14 废物库（旧库）14#地面 <LLDα <LLDβ 

15 废物库（旧库）15#地面 <LLDα <LLDβ 

16 废物库（旧库）16#地面 <LLDα <LLDβ 

17 废物库（旧库）17#地面 <LLDα <LLDβ 

18 废物库（旧库）18#地面 <LLDα <LLDβ 

19 废物库（旧库）19#地面 <LLDα <LLDβ 

20 废物库（旧库）20#地面 <LLDα 0.12 

21 废物库（旧库）21#地面 <LLDα <LLDβ 

22 废物库（旧库）22#地面 <LLDα <LLDβ 

23 废物库（旧库）23#地面 <LLDα <LLDβ 

24 废物库（旧库）24#墙面 1m <LLDα <LLDβ 

25 废物库（旧库）25#墙面 2m <LLDα <LLDβ 

26 废物库（旧库）26#墙面 1m <LLDα <LLDβ 

27 废物库（旧库）27#墙面 1m <LLDα <LLD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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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废物库（旧库）28#墙面 2m <LLDα <LLDβ 

29 废物库（旧库）29#墙面 1m <LLDα <LLDβ 

30 废物库（旧库）30#墙面 1m <LLDα <LLDβ 

31 废物库（旧库）31#墙面 2m <LLDα <LLDβ 

32 废物库（旧库）32#墙面 1m <LLDα <LLDβ 

33 废物库（旧库）33#墙面 2m <LLDα <LLDβ 

34 废物库（旧库）34#墙面 1m <LLDα <LLDβ 

35 废物库（旧库）35#墙面 2m <LLDα <LLDβ 

36 废物库（旧库）36#墙面 1m <LLDα <LLDβ 

37 废物库（旧库）37#墙面 2m <LLDα <LLDβ 

38 废物库（旧库）38#墙面 1m <LLDα <LLDβ 

39 废物库（旧库）39#墙面 1m <LLDα <LLDβ 

40 废物库（旧库）40#墙面 2m <LLDα <LLDβ 

41 废物库（旧库）41#墙面 1m <LLDα <LLDβ 

42 废物库（旧库）42#墙面 2m <LLDα <LLDβ 

43 废物库（旧库）43#墙面 1m <LLDα 0.15 

44 废物库（旧库）44#墙面 2m <LLDα <LLDβ 

45 废物库（旧库）45#地面 <LLDα <LLDβ 

46 废物库（旧库）46#墙面 1m <LLDα <LLDβ 

47 废物库（旧库）47#墙面 2m <LLDα <LLDβ 

48 废物库（旧库）48#墙面 1m <LLDα <LLDβ 

49 废物库（旧库）49#墙面 2m <LLDα <LLDβ 

50 废物库（旧库）50#地面 <LLDα <LLDβ 

LLDα=0.01 Bq/cm2 ，LLDβ=0.11 Bq/cm2 

 

 
图 8-1  γ辐射剂量率第一次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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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2  表面污染第一次监测布点图 

（2）第二次补充监测 

2020 年 12 月，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对废物库（旧库）内的 γ辐

射剂量率及 α、β 表面污染水平现状进行了补充监测；在废放射源贮存坑内积水中取了 1

个水样，在 γ辐射剂量率异常的通风管道内取了 1 个灰尘样品，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

并出具了检测报告（编号：2020HYYFX-05690，见附件 9）。第二次补充监测结果见表 8-4～

表 8-7，第二次补充监测布点图分别见图 8-3、图 8-4。 

表 8-4  废物库（旧库）γ辐射剂量率第二次补充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nGy/h）
序号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

（nGy/h）

1 进气通风室进气室内 1# 143 31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31# 122 

2 进气通风室滤芯 2# 152 32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32# 140 

3 进气通风室过滤室内 3# 148 33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33# 126 

4 进气通风室鼓风机 4# 136 34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34# 121 

5 原叉车停放地点地面 5# 125 35 行车吊钩 35# 138 

6 原叉车停放地点地面 6# 128 36 出气通风室进气室内 36# 164 

7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7# 122 37 出气通风室滤芯 37# 163 

8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8# 131 38 出气通风室过滤室内 38# 178 

9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9# 134 39 出气通风室鼓风机 39# 129 

10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10# 

119 40 
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

40# 
1.82×103

11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11# 115 41 废旧通风管道 1 内壁 41# 142 

12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12# 127 42 废旧通风管道 1 外壁 42# 122 

13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13# 139 43 废旧通风管道 2 内壁 43# 140 

14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14# 147 44 废旧通风管道 2 外壁 44# 128 

15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15# 128 45 废旧通风管道 3 内壁 45#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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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16# 125 46 废旧通风管道 3 外壁 46# 120 

17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17# 141 47 废旧通风管道 4 内壁 47# 140 

18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18# 120 48 废旧通风管道 4 外壁 48# 100 

19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19# 131 49 废旧通风管道 5 内壁 49# 98.3 

20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20# 120 50 废旧通风管道 5 外壁 50# 101 

21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21# 129 51 废旧通风管道 6 内壁 51# 146 

22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22# 122 52 废旧通风管道 6 外壁 52# 129 

23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23# 130 53 废旧通风管道 7 内壁 53# 204 

24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4# 78.9 54 废旧通风管道 7 外壁 54# 149 

25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5# 78.1 55 废旧通风管道 8 内壁 55# 139 

26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6# 81.4 56 废旧通风管道 8 外壁 56# 122 

27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7# 78.9 57 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 57# 1.32×103

28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8# 90.1 58 废旧通风管道 9 外壁 58# 131 

29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9# 86.7 59 废旧通风管道 10 内壁 59# 155 

30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30# 122 60 废旧通风管道 10 外壁 60# 128 

表 8-5  废物库（旧库）表面污染水平第二次补充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α、β表面污染水平（Bq/cm2） 

α β 

1 进气通风室进气室墙壁 1# <LLDα <LLDβ 

2 进气通风室滤芯 2# <LLDα <LLDβ 

3 进气通风室过滤室墙壁 3# <LLDα <LLDβ 

4 进气通风室鼓风机 4# <LLDα <LLDβ 

5 源叉车停放地点地面 5# <LLDα <LLDβ 

6 原叉车停放地点地面 6# <LLDα <LLDβ 

7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7# <LLDα <LLDβ 

8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8# <LLDα <LLDβ 

9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9# <LLDα <LLDβ 

10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10# <LLDα <LLDβ 

11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11# <LLDα <LLDβ 

12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12# <LLDα <LLDβ 

13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13# <LLDα <LLDβ 

14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14# <LLDα <LLDβ 

15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15# <LLDα <LLDβ 

16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16# <LLDα <LLDβ 

17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17# <LLDα <LLDβ 

18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18# <LLDα <LLDβ 

19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19# <LLDα <LLDβ 

20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20# <LLDα <LLDβ 

21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21# <LLDα <LLDβ 

22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墙面 22# <LLDα <LLDβ 

23 原空废物桶堆放区地面 23# <LLDα <LLDβ 

24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4# <LLDα <LLD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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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5# <LLDα <LLDβ 

26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6# <LLDα <LLDβ 

27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7# <LLDα <LLDβ 

28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8# <LLDα <LLDβ 

29 废放射源储存坑坑壁 29# <LLDα <LLDβ 

30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30# <LLDα <LLDβ 

31 原杂物堆放区墙壁 31# <LLDα <LLDβ 

32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32# <LLDα <LLDβ 

33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33# <LLDα <LLDβ 

34 原杂物堆放区地面 34# <LLDα <LLDβ 

35 行车吊钩 35# <LLDα <LLDβ 

36 出气通风室进气室墙面 36# <LLDα <LLDβ 

37 出气通风室滤芯 37# <LLDα <LLDβ 

38 出气通风室过滤室墙面 38# <LLDα <LLDβ 

39 出气通风室鼓风机 39# <LLDα <LLDβ 

40 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 40# <LLDα <LLDβ 

41 废旧通风管道 1 内壁 41# <LLDα <LLDβ 

42 废旧通风管道 1 外壁 42# <LLDα <LLDβ 

43 废旧通风管道 2 内壁 43# <LLDα <LLDβ 

44 废旧通风管道 2 外壁 44# <LLDα <LLDβ 

45 废旧通风管道 3 内壁 45# <LLDα <LLDβ 

46 废旧通风管道 3 外壁 46# <LLDα <LLDβ 

47 废旧通风管道 4 内壁 47# <LLDα <LLDβ 

48 废旧通风管道 4 外壁 48# <LLDα <LLDβ 

49 废旧通风管道 5 内壁 49# <LLDα <LLDβ 

50 废旧通风管道 5 外壁 50# <LLDα <LLDβ 

51 废旧通风管道 6 内壁 51# <LLDα <LLDβ 

52 废旧通风管道 6 外壁 52# <LLDα <LLDβ 

53 废旧通风管道 7 内壁 53# <LLDα <LLDβ 

54 废旧通风管道 7 外壁 54# <LLDα <LLDβ 

55 废旧通风管道 8 内壁 55# <LLDα <LLDβ 

56 废旧通风管道 8 外壁 56# <LLDα <LLDβ 

57 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 57# <LLDα <LLDβ 

58 废旧通风管道 9 外壁 58# <LLDα <LLDβ 

59 废旧通风管道 10 内壁 59# <LLDα <LLDβ 

60 废旧通风管道 10 外壁 60# <LLDα <LLDβ 

表 8-6  废放射源储存坑积水检测结果 

序号 样品名称 样品编号 
检测结果 

总 α（Bq/L） 总 β（Bq/L） 

1 水样 库坑水 ＜LLD 5.09 

水中总 α、总 β的检出限分别为 0.05 Bq/L 和 0.05 Bq/L。 

表 8-7  废旧通风管道内壁灰尘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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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品

名称 

样品编

号 

检测结果 
238U

（Bq/kg） 

226Ra

（Bq/kg）

232Th

（Bq/kg）

40K

（Bq/kg）

137Cs

（Bq/kg） 

60Co

（Bq/kg）

1 土壤 

通风管

道内壁

灰尘 

54.3 32.7 86.4 166 20.2 ＜LLD 

土壤中 238U、226Ra、232Th、60Co 的检出限分别为 6.3 Bq/kg、3.2Bq/kg、2.6Bq/kg、2.3Bq/kg 

图 8-3  γ辐射剂量率第二次监测布点图 

图 8-4  表面污染第二次监测布点图 
 

3）监测结果评价 

（1）从表 8-2、表 8-4 中监测结果可知，在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处和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处的 γ 辐射剂量率出现异常，其值分别为 1.82×103nGy/h、1.32×103nGy/h，说明

排风系统存在一定程度的污染。废物库（旧库）内其它点位处的 γ辐射剂量率水平为 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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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nGy/h，与天津市津南区天然辐射本底处于同一水平。 

（2）从表 8-3、表 8-5 中监测结果可知，废物库（旧库）地面、墙面等点位处的 α

表面污染水平均低于仪器检测下限 0.01Bq/cm2；废物库（旧库）地面、墙面等点位中，只

有两个点位处的 β 表面污染水平有仪器读数，换算后的结果分别为 0.12Bq/cm2、

0.15Bq/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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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其它点位 β表面污染水平均低于仪器检测下限 0.11Bq/cm2。

（3）从表 8-6 中检测结果可知，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中的总 α 放射性低于仪器检

出限 0.05Bq/L；总 β 放射性检测结果为 5.09Bq/L，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4）从表 8-7 中检测结果可知，γ 辐射剂量率出现异常的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灰尘

样品中，除了检出天然放射性核素 238U、226Ra、232Th、40K 外，还检出了 137Cs，活度浓

度为 20.2Bq/kg，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豁免

活度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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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工程设备和工艺分析 

9.1 退役过程概述 

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于 2004 年已将废物库（旧库）中贮存的放射性废物、废放

射源全部倒运至废物库新库中，然后对废物库（旧库）5 间库房内地面、墙体进行表面污

染监测，未发现表面沾污点。为了充分利用废物库（旧库），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对

废物库（旧库）进行部分改造后，用于暂存空废物桶、旧办公用品、旧设备、叉车等。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已委托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

有限公司对本退役项目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委托核工业北

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对废物库（旧库）的贮存库和进气通风室、出气通风室分

别进行了 γ辐射剂量率监测和表面污染监测，并对通风管道内壁灰尘和废放射源储存库内

积水进行了取样检测。 

本项目退役实施单位为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在进

行退役前需做好以下准备工作： 

1）对废物库（旧库）内暂存的物品进行清点造册，核实是否作报废处理。 

2）委托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对退役过程和场址进行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出具环境影响报告表。 

3）经审管部门批准后，由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实

施退役活动。 

4）退役活动完成后，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配合指导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

终态验收监测，完成终态验收监测后，中核第四研究设计工程有限公司协助天津市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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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退役过程流程框图如图 9-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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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1  退役流程总体框图 

9.2 放射性废物 

根据废物库（旧库）现状监测报告（附件 8、附件 9）的结论：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

轮处和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处的 γ辐射剂量率出现异常，说明存在放射性污染；室内地面、

墙面、滤芯、鼓风机均未发现表面污染超标现象；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中总 α放射性、

总 β放射性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因此，

本项目退役活动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为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及废旧通风管道内壁擦拭去

污产生的废棉纱、废砂纸等，产生量约 0.03m3。 

9.3 退役实施方案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负责本项目退役的实施，具体

方案如下所述。 

9.3.1 前期准备 

1）根据监测报告结果，估算废物产生量。 

2）准备棉纱、砂纸、废物桶等项目退役所需物资。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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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准备环境级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仪、便携式表面污染监测仪各 1 台，用于退役实

施过程中的监测。 

建设单位制定退役计划

第三方机构对退役项目进行源项调查（现

状监测）及辐射环境影响评价

实施退役

建设单位自行组织终态验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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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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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通风系统去污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本项目拟退役场址中存在放射性污染的主要是通风系统，应对鼓

风机、过滤器、通风管道进行全面监测，边监测边拆除，对 γ辐射剂量率异常或表面污染

水平超标的表面采用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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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 表面污染水平≤0.8Bq/cm2，γ 辐射剂量率

达到天津市津南区本底水平）为止。收集擦拭物及散落的污染物装入废物桶，按照放射性

废物最小化的原则，严禁将非放射性废物装入放射性废物桶。通风系统去污完成后，应将

房间的门封闭，以防二次污染。 

9.3.3 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处理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中总 α 放射性、总 β 放射性均低于《污

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可直接外排。由于本项目退

役场址位于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院区内，配套设计有放射性废水蒸发池，可将废放射

源储存坑内积水舀出后排入放射性废水蒸发池，进行自然蒸发处理。 

9.3.4 放射性废物的处置 

本项目退役活动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为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及废旧通风管道内壁擦

拭去污产生的废棉纱、废砂纸等，产生量约 0.03m3，全部装入废物桶，送天津市城市放

射性废物库新库暂存。 

污染源项描述 

根据现状监测报告可知，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处和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处的 γ辐射

剂量率出现异常，说明存在放射性污染；废物库（旧库）内其他监测点位的 γ辐射剂量率

处于天津市津南区本底水平；室内地面、墙面、滤芯、鼓风机均未发现表面污染超标现象；

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中总 α 放射性、总 β 放射性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8978-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1）正常工况的污染途径 

从现状监测结果可以看出，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处和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处的 γ

辐射剂量率分别为 1.82×103nGy/h、1.32×103nGy/h，其他点位的 γ 辐射剂量率均为本底

水平。在正常退役过程中，公众不会进入废物库（旧库）内，因此在整个退役过程中，公

众不会受到额外的 γ外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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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役过程中，工作人员对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和废旧通风管道进行擦拭去污的过程

中，会受到额外的 γ外照射。因此，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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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工况的污染途径 

从现状监测结果和实施过程分析可知，本项目退役过程中发生辐射事故的概率很小，

即使发生事故，一般情况下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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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退役前辐射监测 

（1）γ辐射剂量率监测 

为掌握废物库（旧库）室内 γ辐射水平，为退役过程中的环境评价提供源项数据，核

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院分析测试中心对拟退役场址室内 γ辐射剂量率进行了监测。 

（2）表面污染监测 

为了解废物库（旧库）室内墙壁、地面等的表面污染状况，核工业北京化工冶金研究

院分析测试中心对拟退役场址室内墙壁、地面等进行了表面污染监测。 

（3）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样品分析 

为确认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是否被污染，在废水排放前，对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

的总 α放射性、总 β放射性进行检测。 

（4）废旧通风管道内积聚灰尘样品分析 

在对废旧通风管道进行监测的过程中，发现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 γ辐射剂量率异常，

为掌握通风系统的污染状况，对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积聚灰尘进行了取样分析。 

2）退役过程中的监测 

（1）参加退役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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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项目实施过程中对现场 γ辐射剂量率进行全程监测。 

（3）对被污染的通风系统进行擦拭去污的过程中，对其表面污染水平和 γ 辐射剂量

率进行监测，边监测边实施。 

10.1.2 退役后场址终态监测 

1）γ辐射剂量率监测 

通过对退役场址及周围环境辐射水平进行监测，检查废物库（旧库）室内 γ辐射剂量

率水平是否正常。 

2）表面污染监测 

对退役场址地面、墙面的 α、β表面污染水平进行监测，以判断是否满足解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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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污染防治措施 

整个退役过程由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负责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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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退役工作小组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成立了退役工作小组，全面负

责本项目退役工作。 

2）全过程监测 

对退役前、退役过程中、退役实施后均制定了详细的辐射监测计划。 

3）人员培训 

退役开始前，对参与退役工程的工作人员进行辐射防护相关知识的培训。 

三废治理 

本项目退役活动产生的放射性废物为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及废旧通风管道内壁擦

拭去污产生的废棉纱、废砂纸等，产生量约 0.03m3，全部装入废物桶，送天津市城市放

射性废物库新库暂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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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环境影响分析 

建设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属于放射性工作场所退役项目。 

运行阶段对环境的影响 

11.1 退役过程中的环境影响分析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在出气通风室鼓风机涡轮处和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处的 γ

辐射剂量率出现异常，分别为 1.82×103nGy/h、1.32×103nGy/h，其它点位处的 γ 辐射剂

量率水平为 78.1～204nGy/h，与天津市津南区天然辐射本底处于同一水平。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废物库（旧库）地面、墙面等点位处的 α 表面污染水平均

低于仪器检测下限 0.01Bq/cm2；废物库（旧库）地面、墙面等点位中，只有两个点位处的

β表面污染水平有仪器读数，换算后的结果分别为 0.12Bq/cm2、0.15Bq/cm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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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其它点位 β表面污染水平均低于仪器检测下限 0.11Bq/cm2。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可知，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中的总 α 放射性低于仪器检出限

0.05Bq/L；总 β放射性检测结果为 5.09Bq/L，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可知，γ辐射剂量率出现异常的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灰尘样品中，

除了检出天然放射性核素 238U、226Ra、232Th、40K 外，检出了 137Cs，活度浓度为 20.2Bq/kg，

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豁免活度浓度。 

11.1.1 公众所受剂量 

从现状监测结果可以看出，废物库（旧库）内 γ辐射剂量率为（78.1～1.82×103）nGy/h。

在退役过程中，公众均在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库区之外，不会接触废物库（旧库）室

内场所。因此，退役过程对公众的辐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11.1.2 工作人员所受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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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废旧通风管道

的擦拭去污作业和出气通风室内鼓风机的拆除、擦拭去污作业。 

保守考虑，废旧通风管道的的擦拭去污作业所需时间为 2d，每天工作 6h，工作人员

的受照剂量率取 1.32×103nGy/h；出气通风室内鼓风机的拆除、擦拭去污作业所需时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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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d，工作 6h，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率取 1.82×103nGy/h。 

本项目工作人员所受的 γ外照射剂量计算公式如下： 

610iH D T                            （11-1）

式中 

H：退役过程中工作人员所受的 γ外照射剂量，mSv； 

Di：i退役作业点位处的 γ辐射剂量率，nGy/h； 

T：退役过程所需时间，h； 

10-6：转换系数，mSv/nGy。 

计算出工作人员在整个退役过程中受的 γ外照射剂量为 2.68×10-2mSv。 

综上，退役过程中对工作人员造成的年最大个人有效剂量为 2.68×10-2mSv，低于退

役过程中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 1mSv/a。 

11.2 退役后场址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实施退役后，将废物库（旧库）内通风系统拆除、去污处理，废放射源储存坑

内积水排出后，对库内地面、墙面进行清扫、整理，使得拟退役场址最终达到无限制开放

要求。因此，该拟退役场址退役后，将其作为其它工作场所，其对公众的辐射环境影响能

够满足法规、标准的要求。 

事故影响分析 

从现状监测结果可以看出，废物库（旧库）内放射性污染水平较低，本次退役活动不

会发生辐射事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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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物库（旧库）退役由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负责实

施，为防治和减轻污染，项目实施单位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

所）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废物库（旧库）的退役工作。辐射安

全与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成员如下： 

组长：高建政    13302136533 

副组长：崔明    13802062725 

成员：潘立伟    13920580582 

      孙桂新    13820019158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 

为保障项目退役过程中的辐射安全，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

理所）制定并执行了以下制度：《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安全管理制度》、《天津市城市

放射性废物库安全操作管理制度》、《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门卫制度》、《天津市城市放

射性废物库工作人员安全防护规定》、《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个人剂量管理规定》、《天

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突发辐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暂存

源安全管理规定》。 
 

辐射监测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对废物倒运后的废物库（旧库）

室内的 γ辐射剂量率、表面污染水平进行了全面监测，同时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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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剂量进行监测。退役完成后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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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内容及要求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一览表 

竣工环保验收项目 验收内容及要求 

γ辐射剂量率 
对拟开放场址进行γ辐射剂量率水平监测，要求与天津市津南区

天然γ辐射环境剂量率水平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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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污染 

对拟开放场址贮存库、通风室内部墙壁、地面等进行表面污染监

测，α表面污染水平小于0.08Bq/cm2，β表面污染水平小于

0.8Bq/cm2。 

 
 

辐射事故应急 

项目实施单位制定了《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突发辐射环境污染事件应急预案》，

应急预案详细确定了核与辐射突发事件应急的机构、职责和事故情况下应采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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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结论与建议 

13.1 结论 

1）项目概况 

本项目为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退役

项目，退役设施主要包括贮存库、通风室等。废物库（旧库）建于 1989 年，用于收贮天

津市及北京市辖区内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2003 年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新库建

成后，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将废物库（旧库）中贮存的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全部倒

运至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新库中。废物库（旧库）不再收贮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

经检测，库内地面、墙面表面污染水平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后，对废物库（旧库）的 5 间库

房进行了改建，用于存放空废物桶、旧设备、旧办公用品等。 

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拟对废物库（旧库）实施退役。 

2）退役源项 

根据现状监测结果，废物库（旧库）室内通风系统存在较低水平的污染，其它点位处

的 γ辐射剂量率水与天津市津南区天然辐射本底处于同一水平，表面污染水平满足标准要

求。 

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中的总 α 放射性低于仪器检出限 0.05Bq/L；总 β 放射性检测

结果为 5.09Bq/L，均低于《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

γ辐射剂量率出现异常的废旧通风管道 9 内壁灰尘样品中，除了检出天然放射性核素

238U、226Ra、232Th、40K 外，还检出了 137Cs，活度浓度为 20.2Bq/kg，低于《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豁免活度浓度。 

3）退役方案 

首先，对通风系统进行拆除、去污，边监测边拆除，对污染角为严重的地方要进行多

次去污，直到达到解控水平为止；收集擦拭物及散落的污染物装入废物桶，送天津市城市

放射性废物库新库暂存。然后将废放射源储存坑内积水排入院区内的放射性废水蒸发池进

行处理。 

4）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退役实施过程中对工作人员造成的最大有效剂量为 2.68×10-2mSv，满足工作

人员剂量约束值 1mSv 的要求。本项目对公众造成的个人有效剂量可忽略不计。 

5）辐射安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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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领

导小组，负责本项目的辐射安全管理与监督工作。有健全的安全管理制度、安全操作管理

制度、工作人员安全防护规定、个人剂量管理规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管理制度。 

6）结论 

综上，天津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原天津市辐射环境管理所）废物库（旧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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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场址可达到

无限制开放使用的要求。 

13.2 建议和承诺 

1）拟退役项目在退役过程中，严格按照退役实施方案执行，并做好退役中的辐射监

测。 

2）拟退役场址实施退役工作完成后 30 日内按照规定进行终态环保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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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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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目录： 

附图 1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周边关系图 

附图 3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总平面布置图 

附件 4  天津库旧库退役评价范围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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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1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地理位置图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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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周边关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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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总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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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废物库（旧库）退役评价范围示意图 

天津中兴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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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承诺书（建设单位） 

附件 3  承诺书（评价单位） 

附件 4  废物库（旧库）收贮废放射源、放射性废物明细表 

附件 5  废物库新库接收废物库（旧库）中的废放射源、放射性废物的情况说明 

附件 6  废物库新库放射性废物、废放射源清运工程的交接文件 

附件 7  天津市城市放射性废物库旧库的监测情况说明 

附件 8  废物库（旧库）现状监测报告 

附件 9  废物库（旧库）现状监测报告（补充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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