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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位于天津港东疆港区南

端西侧。公司投资总额 56 亿元人民币，注册资本 23 亿元人民币，由

天津港股份有限公司和 PSA 天津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主要从事

专业的集装箱码头装卸、堆存业务，同时充分利用码头资源，开展保

税项目船舶作业、码头拆装箱、箱管、修箱、洗箱等码头延伸服务和

非集装箱船舶靠泊服务等业务。 

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海关机检查验建设项目

位于天津自贸试验区（东疆保税港区）美洲路 3889 号，查验大厅周

围无高层建筑和敏感目标，工程建设面积约 1447.14 m2，包含两座查

验设备基础机围护结构、设备用房及相应的配套设施。 

为了分析和预测天津港太平洋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海关机

检查验建设项目的职业病危害放射性因素及其对工作人员和公众健

康的影响程度，并在此基础上对放射防护设施的最优化及合理、可行

的职业卫生措施和管理对策提出建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

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和《建设项目职业病防

护设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天津港太平洋国际

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于 2018 年 9 月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

究所对该建设项目进行职业病危害放射防护预评价。接受委托后，中

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成立了评价小组，编制了预评价方案，

组织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成此评价报告。 

现场调查人员 魏超/高杰 

现场调查时间 2018 年 10 月 10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马钊 

现场检测人员 / 

现场检测时间 / 

建设单位陪同人 /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 

FS6000DE 系统的加速器系统为 6/3MeV 驻波直线加速器，产生

X 射线最高能量为 6MeV，正常运行情况下在束流的中心轴方向上，

距离靶点 1m 远处 X 射线输出剂量率不大于 600mGy/min，有用射线

束为窄扇形束，距靶 2.12m 处 X 射线束水平宽度 9.65m，加速器非主

射束方向的泄漏率不大于 2×10-5，其中后向泄漏率不大于 4×10-6，

由于钨(W)发生光中子反应(γ,n)的阈值为 8.0MeV，因此在本建设项目

中不考虑中子贯穿辐射和感生放射性。 

(1)正常运行状态下的辐射危害主要由射线装置加电出束产生的 X 射

线包括漏射线和散射线。 

(2)异常或事故状态下，检查系统如发生机器故障，维修人员错误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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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或其他原因，人员误入或滞留在围栏而连锁失效等，射线装置加电

出束产生的 X 射线包括有用线束、漏射线和散射线。 

(3)设备安装、调试过程中射线装置加电出束产生的 X 射线包括有用

线束、漏射线和散射线。 

 

 

 

 

建设项目存在的职

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结果 

拟安装的同方威视集装箱/车辆快速检查系统进行现场扫描时，

系统扫描车速度为 5-15 km/h，平均扫描车速度为 10 km/h，假设受检

物长 12.2 m，则每次检测出束平均时间为 4.4 s，每台设备在极限情

况下，每小时检测 200 辆车，每小时出束时间是 880 s。每班工作约

250 天，每班一天工作 12 小时（四班三运转），则一年中每班工作人

员实际接触射线的时间约为 734 h。 

    按上述条件和类比项目辐射防护检测结果估算，场所周围的检查

系统放射工作人员和本单位非放射工作人员（属于公众）的居留因子

分别取 1 和 1/40，则最大年受照剂量可分别估算为： 

(1)放射工作人员：1.71μSv/h×734h×1=1.255mSv； 

(2)公众：1.71μSv/h×734h×1/40=0.031mSv。 

    可见，从估算结果表明：放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年剂量分别满

足 4mSv/a 和 0.2mSv/a 的年剂量管理目标值的要求。 

 

 

 

 

 

 

 

评价结论与建议 

通过职业卫生管理和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析，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安监总安健[2012]73 号)，本评价报告得出以下结论： 

(1) 本项目产生的主要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为 FS6000DE 集装

箱检查系统产生的 X 射线，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安监总安健

[2012]73 号《关于公布建设项目职业病危害风险管理目录(2012 年版)

的通知》的规定，考虑其具体使用方式以及现场辐射水平，其职业病

危害从放射防护方面考虑应当为职业病危害较重的建设项目。 

(2) 本项目针对存在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拟设置警告标志、

设置防护屏蔽墙等相应的放射防护设施和措施，符合有关法规和标准

的要求，在正常运行工况下，基本能够有效控制放射性职业病危害的

影响。 

针对本项目中的主要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因素，建设单位应在下一

步的工作中将本报告补充的各项技术防护措施和管理措施全部落实，

并严格按国家有关的制度和规程进行操作，切实保障工人的身体健

康，预防职业病的发生。 

 

技术审查专家组评

审意见 

1. 评价单位完善《预评价报告》。 

2. 建设单位严格落实《预评价报告》提出的相关建议，保证放射防

护设施及仪器仪表的有效使用。 

3. 建设单位制订应急演练计划并加以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