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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位于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红

旗路。其下属的放射源库位于大港油田马西地区。放射源库东、西、北

侧均为空地，南侧 200m 为马西火工库。 

建设单位放射源库内主要建构筑物包括贮源库、刻度车间、分装车

间、办公用房等。其中贮源库为独立建筑，内部自西到东依次为弱源库、

过渡间和强源库；分装车间内包括分装间、清洗间、沉淀池间、污物贮

存间、更衣间等房间。改扩建不涉及新增建设工程，涉及一台 WR-3000

型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放射源库的分装车间内新增 I-131 示踪剂的分

装工作，增加放射源库的贮源库容量、增加中子发生器，调整源库内的

放射源布置方案。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委托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对其核技术应用扩建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

价，并编制了《核技术应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天津市环保局于

2017 年 10 月对该项目进行了批复，批准文号为：津环保许可表[2017]081

号，见附件 2。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

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的要求，委托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

究所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监测。通过对该项目区域环境的辐射环境现状监

测和调查，检查项目实际环境影响是否和预测评价结果一致，并评价污

染防治措施的有效性；分析判断该项目自运行以来是否造成辐射污染，

以及对周围辐射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对存在或潜在的环境问题提出

可行的补救措施和应急措施；对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

检查项目工程组成，核实该项目的建设现状和所采取的辐射防护及管理

施的落实情况，并提出今后有关辐射防护的重点对象和建议，为建设部

门和管理部门做好辐射环境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现场调查人员 魏超 

现场调查时间 2018 年 7 月 27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俊辰 

现场检测人员 魏超/邢祥皓/付佳 

现场检测时间 2018 年 7 月 27 日/2018 年 11 月 2 日 

建设单位陪同人 刘俊辰 

建设项目存在

的职业病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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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扩建涉及新增清洗放射源工作、新增 I-131 示踪剂分装工作和增

加放射源库的贮源库容量。 

清洗放射源的过程中，Cs-137、Am-241/Be 放射源放出的 γ 射线、中

子射线可能对周边环境及公众产生辐射影响，清洗废水可能含有放射性

核素。 

分装放射性核素时，I-131 核素放出的 γ 射线可能对周边环境及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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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职业病危害

因素 

产生辐射影响；清洗废水和固体废物可能含有放射性核素。 

本项目使用的放射性核素特性见表 1。 

表 1 核素特性 

核素名称 半衰期 
衰变类型 

（反应类型） 

射线 

名称 

射线能量 

MeV 

毒性 

分组 

Cs-137 30a 
-
 γ  0.662 中毒 

Am-241/Be 

 

-- 

 

（α 、n） 

 

n 5 
极毒 

γ  0.059 

I-131 8.04d 
-
 γ  0.364 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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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放射防护检测 

（1）放射源库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铯源） 

A. 铯源清洗时检测方法描述：测量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 X-γ 辐

射剂量率，首先对各点位进行巡测，重点对 X-γ 辐射剂量率较高的位置

进行测量，一般距地面 1m 处。 

B. 检测点位描述 

强源库门外、操作间门、强源库门内右侧、强源库门内中侧、强源

库门内左侧、储物间、作业区北墙、弱源库南、强源库北、强源库东、

强源库南西侧办公室、保卫室、东侧办公室、弱源库西，共计 15 个测量

点位。检测时 2 Ci 铯源一枚置于自动清洗检查机内，处于清洗状态。 

C. 检测结果 

表 2. γ 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μSv/h） 

1 强源库门外 1.3 

2 操作间门 0.12 

3 
强源库门内右

侧 
2.4 

4 
强源库门内中

侧 
1.4 

5 
强源库门内左

侧 
2.6 

6 储物间 0.55 

7 作业区北墙 0.43 

8 弱源库南 0.14 

9 强源库北 0.14 

10 强源库东 0.14 

11 强源库南 0.15 

12 西侧办公室 0.15 

13 保卫室 0.15 

14 东侧办公室 0.15 

15 弱源库西 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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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底为 0.13 μSv/h，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检测时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有铯源 1 枚，活度为 7.4×10
10

Bq(2 

Ci)。 

（2）放射源库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镅铍中子源） 

A. 镅铍中子源清洗时检测方法描述：测量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

γ 和中子辐射剂量率，首先对各点位进行巡测，重点对 γ 和中子辐射剂量

率较高的位置进行测量，一般距地面 1m 处。 

B. 检测点位描述 

强源库门外、操作间门、强源库门内右侧、强源库门内中侧、强源

库门内左侧、储物间、作业区北墙、弱源库南、强源库北、强源库东、

强源库南西侧办公室、保卫室、东侧办公室、弱源库西，共计 15 个测量

点位。检测时 20 Ci 镅铍中子源一枚置于自动清洗检查机内，处于清洗状

态。 

C. 检测结果 

表 3. γ 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强源库门外 0.23 

2 操作间门 0.12 

3 强源库门内右侧 0.28 

4 强源库门内中侧 0.38 

5 强源库门内左侧 0.49 

6 储物间 0.62 

7 作业区北墙 0.16 

8 弱源库南 0.16 

9 强源库北 0.14 

10 强源库东 0.15 

11 强源库南 0.14 

12 西侧办公室 0.14 

13 保卫室 0.13 

14 东侧办公室 0.13 

15 弱源库西 0.13 

注：1.本底为 0.13 μSv/h，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检测时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有镅铍中子源 1 枚，活度为

7.4×10
11

Bq(20 Ci)。 

表 4. 中子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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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强源库门外 M 

2 操作间门 M 

3 强源库门内右侧 M 

4 强源库门内中侧 0.97 

5 强源库门内左侧 1.3 

6 储物间 1.5 

7 作业区北墙 1.5 

8 弱源库南 M 

9 强源库北 M 

10 强源库东 M 

11 强源库南 M 

12 西侧办公室 M 

13 保卫室 M 

14 东侧办公室 M 

15 弱源库西 M 

注：1.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场所本底低于仪器探测限（仪器示值为 0.0），检测结果低于仪器

探测限（仪器示值为 0.0）的以“M”表示，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3.检测时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有镅铍中子源 1 枚，活度为

7.4×10
11

Bq(20 Ci)。 

（3）放射源库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 

A. 放射源库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检测方法描述：模拟分装工作状

态条件下，测量辐射工作场所及分装仪表面放射性工作场所 α、β、γ 污

染，测量 α、β、γ 污染时，分别距离被测量物体表面 0.5cm、1.0cm 和 5.0cm。 

B. 检测点位描述 

测量 α 污染时，测量点位包括源桶周围、储源室地面、储源室侧分

装仪表面、走廊、分装室地面、分装室侧分装仪表面、清洗间、污水泵

房、鼓风机房和污物间。位点图如图 2 所示。 

测量 β 污染时，测量点位包括源桶周围、废源桶周围、储源室地面

①、储源室地面②、储源室侧分装仪表面、储源室地面③、走廊、分装

室地面、分装室侧分装仪表面、操作位、清洗间、污水泵房、鼓风机房、

污物室。 

测量 γ 污染时，测量点位包括分装仪右手、分装仪左手、分装仪观

察窗、分装仪人员位、分装仪右侧、装仪下部、分装仪出口、分装仪废

物桶、分装仪后面、分装仪正面上部、源罐表面 5cm 处、源罐表面 1m

处、废源罐表面 5m 处。 

C. 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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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α 污染测量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结果（Bq/cm

2） 

1 源桶周围 M 

2 储源室地面 M 

3 储源室侧分装仪表面 M 

4 走廊 M 

5 分装室地面 M 

6 分装室侧分装仪表面 M 

7 清洗间 M 

8 污水泵房 M 

9 鼓风机房 M 

10 污物室 M 

注：场所本底低于仪器探测限（α 为 0.38 Bq/cm
2），检测结果低于仪器

探测限的以“M”表示，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表 6. β 污染测量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结果（Bq/cm

2） 

1 源桶周围 3.9 

2 废源桶周围 2.1 

3 储源室地面① 1.5 

4 储源室地面② 0.96 

5 储源室侧分装仪表面 0.94 

6 储源室地面③ 0.89 

7 走廊 0.96 

8 分装室地面 0.89 

9 分装室侧分装仪表面 0.64 

10 操作位 0.80 

11 清洗间 0.29 

12 污水泵房 0.30 

13 鼓风机房 0.26 

14 污物室 0.28 

注：场所本底为 0.26 Bq/cm
2，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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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γ 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分装仪右手 0.56 

2 分装仪左手 0.52 

3 分装仪观察窗 0.25 

4 分装仪人员位 0.25 

5 分装仪右侧 0.16 

6 分装仪下部 0.34 

7 分装仪出口 0.24 

8 分装仪废物桶 0.19 

9 分装仪后面 0.47 

10 分装仪正面上部 0.31 

11 源罐表面 5cm 处 1.7 

12 源罐表面 1m 处 0.20 

13 废源罐表面 5m 处 0.19 

注：1.本底为 0.13 μSv/h，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检测时分装仪内有 131
I 源，活度为 7.4×10

7
Bq(2 mCi)。 

（4）记号井现场 

A. 记号井现场模拟作业现场检测方法描述：模拟分装工作状态条件

下，测量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 γ 和中子辐射剂量率，首先对各点位

进行巡测，重点对 γ 和中子辐射剂量率较高的位置进行测量。 

B. 检测点位描述 

井口周围、井口北侧空地、井口东侧工房①、井口西侧空地、井口

南侧工房③、井口南侧工房②。 

C. 检测结果 

表 8. γ 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井口周围 0.056 

2 井口北侧空地 0.067 

3 井口东侧工房① 0.081 

4 井口西侧空地 0.074 

5 井口南侧工房② 0.073 

6 井口南侧工房③ 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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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本底为 0.056 μSv/h，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检测时中子发生器位于井下 150 米，水下 50 米。中子能量 14 MeV。 

表 9. 中子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井口周围 M 

2 井口北侧空地 M 

3 井口东侧工房① M 

4 井口西侧空地 M 

5 井口南侧工房② M 

6 井口南侧工房③ M 

注：1.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场所本底低于仪器探测限（仪器示值为 0.0），检测结果低于仪器

探测限（仪器示值为 0.0）的以“M”表示，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3.检测时中子发生器位于井下 150 米，水下 50 米。中子能量 14 MeV。 

（5）放射源库放射源箱 

A. 放射源库放射源箱检测方法描述：放射源库放射源箱贮储在放射

源库的弱源库区，放射源箱贮储源状态条件下，测量放射源箱周围 γ

和中子辐射剂量率，首先对各点位进行巡测，重点对 γ 和中子辐射

剂量率较高的位置进行测量。 

B. 检测点位描述 

1-24 号放射源箱表面 5cm 处。 

C. 检测结果 

表 10. γ 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1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0.62-0.88 

2 2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0.27-0.55 

3 3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0.23-0.30 

4 4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48-0.78 

5 5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99-1.0 

6 6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18-0.35 

7 7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0.14-0.24 

8 8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0.12-0.13 

9 9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10-0.15 

10 10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1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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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1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16-0.46 

12 12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78-1.0 

13 13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24-0.30 

14 14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65-0.86 

15 15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1.0-1.5 

16 16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73-1.6 

17 17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1.2-1.4 

18 18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89-1.5 

19 19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92-2.2 

20 20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55-1.2 

21 21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52-0.86 

22 22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29-0.83 

23 23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47-0.88 

24 24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0.56-1.0 

注：1.本底为 0.13 μSv/h，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检测时放射源箱内有源，1、2、3、7、8 号源箱为镅铍中子源，其

余号源箱为钚铍中子。1、2、3、5、7、8、9、10、11、12、13、14、15、

16、21、22、23、24 号箱放射源活度为 1.48×10
10

Bq(400 mCi)。4、6、17、

18、19、20 号箱放射源活度为 1.85×10
10

Bq(500 mCi)。 

表 11. 中子辐射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测点

位 
位置描述 

周围剂量当量率

（μSv/h） 

1 1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M 

2 2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M 

3 3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M 

4 4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5 5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6 6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7 7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M 

8 8 号镅铍源箱表面 5cm M 

9 9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0 10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1 11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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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2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3 13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4 14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5 15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6 16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7 17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8 18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19 19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20 20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21 21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22 22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23 23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24 24 号钚铍源箱表面 5cm M 

注：1.γ 辐射剂量率本底为 0.13 μSv/h，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 

2. 中子辐射剂量率场所本底低于仪器探测限（仪器示值为 0.0），

检测结果低于仪器探测限（仪器示值为 0.0）的以“M”表示，检测

结果未扣除本底。 

3. 放射源信息见表 12。 

表 12. 放射源箱内放射源信息表 

箱号 放射源类型 放射源活度 国家编码 

1 镅铍源 1.48×10
10 

Bq 
GB81AB0621

04 

2 镅铍源 1.48×10
10 

Bq 
GB84AB0621

24 

3 镅铍源 1.48×10
10 

Bq 
US89AB0624

84 

4 钚铍源 1.85×10
10 

Bq 
0107PB00023

4 

5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8PB00085

4 

6 钚铍源 1.85×10
10 

Bq 
0110PB00018

4 

7 镅铍源 1.48×10
10 

Bq 
RU11AB0006

74 

8 镅铍源 1.48×10
10 

Bq 
RU11AB0006

84 

9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7PB00002

4 

10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7PB00025

4 

11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8PB0008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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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8PB00086

4 

13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9PB00026

4 

14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9PB00027

4 

15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9PB00028

4 

16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9PB00029

4 

17 钚铍源 1.85×10
10 

Bq 
0106PB00007

4 

18 钚铍源 1.85×10
10 

Bq 
0108PB00201

4 

19 钚铍源 1.85×10
10 

Bq 
0108PB00202

4 

20 钚铍源 1.85×10
10 

Bq 
0110PB00017

4 

21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6PB00006

4 

22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6PB00004

4 

23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6PB00003

4 

24 钚铍源 1.48×10
10 

Bq 
0106PB00005

4 

（6）放射源库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清洗液放射源泄露 

A. 放射源库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清洗液放射源泄露检测方法

描述：委托单位清洗放射源后取自动清洗检查机内清洗液，利用 γ 能谱

分析方法，测量清洗液中放射性核素 

B. 检测点位描述 

取样时，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两个清洗池内的清洗液均取出。 

C. 检测结果 
137

Cs 和 241
Am 检测结果小于 L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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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结论 

（1）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

司天津分公司核技术应用扩建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 

（2）现场监测结果表明，建设单位辐射工作人员年所接受的年有效

剂量不超过 2mSv/a。能够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规定：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

使之不超过下述限值：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

不可作任何追溯平均），20mSv（附录 B1.1.1），本项目取其十分之一，即

2mSv/a 作为职业工作人员的剂量约束值。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

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年有效剂量，1mSv

（附录 B1.2.1），本项目取其十分之一，即 0.1mSv/a 作为公众人员的剂量

约束值。 

（3）现场检查结果表明，该项目射线机房门安全联锁装置、工作状

态指示灯和电离辐射警示标志等安全防护设施运行正常；已经为辐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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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和个人健康档案。 

（4）现场检查结果表明，建设单位制订了《测井放射性物品及作业

人员管理办法》规定了公司经理是公司放射安全和防护管理第一责任人，

对放射安全和防护管理工作全面负责。HSE 管理委员会是放射安全和防

护管理的最高管理机构，下设辐射安全管理分委会，负责放射安全和防

护工作的统一管理。质量安全环保科室公司放射性物品的归口管理部门，

负责放射性物品、放射性物品安全防护以及作业人员的全面管理。测井

放射性物品及作业人员管理办法》规定的管理内容包括放射作业人员的

管理、放射性物品的防护及安全设施的管理、放射物品的管理、外部市

场放射性物品的管理、放射性废物及报废放射性物品的管理、放射性物

品的检查、监测及维护保养、放射性物品丢失、被盗、落井、人员误照

射等紧急情况、事件、事故的应急管理，执行《测井公司应急处置预案》

和现场应急处置程序等。该建设单位成立了辐射安全防护领导小组，已

制定了《辐射环境及个人剂量监测方案》、《天津市核技术应用单位辐射

安全责任书》、《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制度》、《辐射安全

管理小组及成员分工职责》、《放射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放射

事故应急处理预案》、《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规定》等各项辐射防

护管理制度。 

（5）现场检查结果表明，该单位基本落实了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

的要求，各项管理制度及环保措施情况已基本落实。 

综上所述，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天津分公司核技术应用扩建

项目（辐射安全许可证书编号：津环辐证[00135]）项目，基本落实了辐

射安全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护等各项措施，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2. 建议 

（1）在项目运行中，要继续严格执行各项辐射防护的要求和环境保

护的规定，对项目加强管理，长期落实各项辐射安全措施。 

（2）加强对辐射工作人员及附近工作人员的宣传教育，防止各类辐

射事故发生，提高守法与自我防范意识。 

（3）建设单位应采取措施监督工作人员正确使用个人防护用品和辐

射监测仪器。 

（4）建设单位应加强对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工作，积极组

织工作人员参加由省级环保组织的“辐射安全和防护培训”，做到所有辐

射工作人员持证上岗。 

（5）对辐射工作场所及其周围环境定期进行监测，并建立环境监测

档案，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将上年度监测结果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报市环保部门。 

（6）建设单位应定期检查防护用品的使用年限和防护效果，根据相

关要求定期更换和检测。配置的剂量报警仪和辐射监测仪器应做检定或

校准。 

（7）做好辐射故应急处理准备工作，防止发生辐射事故。一旦发生

事故，按规定及时上报市环保部门。 

（8）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和分装仪按要求定期检修及维护，并做

好相应的记录，保证其安全无故障运行。依据 GBZ 128-2016 的要求，规

范剂量计的佩带工作，防止个人剂量计的污染及受照射的情况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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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建议单位应制定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和分装仪操作规程，并

要求放射工作人员依照操作规程进行作业。 

（10）建设单位应做好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工作，发现

禁忌症人员及时按照要求进行复查或依照法律法规要求及时调理放射性

工作岗位。 

（11）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自主检测制度，并做好自主监测记录。 

（12）建设单位应明确放射工作人员职责，明确放射源自动清洗检

查机操作人员和 I-131 示踪分装操作人员，同时放射工作人员不应同时承

担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相关工作和 I-131 示踪分装工作。保证放射工作

人员所受剂量增加不会超过标准限值。 

（13）建议建设单位在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和分装仪工作场所设

置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和分装仪使用的操规程。 

（14）建议建设单位定期更换放射源自动清洗检查机内的清洗液，

并进行清洗液的放射性污染检测，防止放射源泄漏。 

（15）建议建设单位定期对蒸发池周围环境进行监测，防止蒸发池

内的放射性物质泄漏。 

 

 

技术审查专家

组评审意见 

 

 

1. 补充相关检测结果。 

2. 明确项目操作人员、核实放射工作人员年剂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