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2 页 共 133 页

表 7-6 DAL化学实验室（D0AL202房）工作场所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F

场所名称 L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内手套箱

检测条件 80mCi的 131I（9月25日15：00标定源活度）置于铅罐内，铅罐打开，铅罐置于手套箱内

检测时间 19时 53分～19时 58分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点位所在

场所分区

F1 手套箱外表面 5cm 前方 1.03 控制区

F2 手套箱外表面 1m 前方 0.56 控制区

表 7-7 L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工作场所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G

场所名称 L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

检测条件 80mCi的 131I（9月25日15：00标定源活度）置于铅罐内，铅罐打开，铅罐置于手套箱内

检测时间 19时 58分～20时 17分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点位所在

场所分区
无源 有源

G1 防护门 上方 0.40 0.41 控制区

G2 防护门 下方 0.32 0.34 控制区

G3 防护门 左侧 0.31 0.33 控制区

G4 防护门 右侧 0.33 0.33 控制区

G5 防护门 中部 0.35 0.36 控制区

G6 墙体 1 大厅 0.33 0.34 控制区

G7 墙体 2 AC热工具库 0.57 0.57 控制区

G8 墙体 3 外墙 0.22 0.32 控制区

G9 墙体 4 二核AC厂门过渡区 0.32 0.31 控制区

表 7-8 LAL化学实验室（L0AL207房）检测布点示意图工作场所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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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所名称 LAL化学实验室（L0AL207房）检测布点示意图

检测条件 80mCi的 131I（9月25日15：00标定源活度）置于铁皮桶内，铁皮桶置于房间中间

检测时间 17时 21分～17时 32分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点位所在

场所分区

H1 防护门 上方 0.30 监督区

H2 防护门 下方 0.31 监督区

H3 防护门 左侧 0.30 监督区

H4 防护门 右侧 0.29 监督区

H5 防护门 中部 0.30 监督区

H6 墙体 1 通道 0.30 监督区

H7 墙体 2 L0AL205资料室 0.34 监督区

H8 墙体 3 L0AL208 0.32 监督区

H9 墙体 3 L0AL210 0.31 监督区

H10 墙体 4 L0AL209 0.30 监督区

H11 机房上方 L0AL309 0.26 监督区

表 7-9 K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内手套箱检测布点示意图工作场所

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I

场所名称 K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内手套箱

检测条件 80mCi的 131I（9月25日15：00标定源活度）置于铅罐内，铅罐打开，铅罐置于手套箱内

检测时间 19时 06分～19时 11分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点位所在

场所分区

I1 手套箱外表面 5cm 前方 1.43 控制区

I2 手套箱外表面 5cm 左侧 1.41 控制区

I3 手套箱外表面 5cm 右侧 1.43 控制区

I4 手套箱外表面 1m 前方 0.42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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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5 手套箱外表面 1m 左侧 0.45 控制区

I6 手套箱外表面 1m 右侧 0.44 控制区

表 7-10 K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检测布点示意图工作场所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J

场所名称 KAC热检修车间厂房（碘源操作间）

检测条件 80mCi的 131I（9月25日15：00标定源活度）置于铅罐内，铅罐打开，铅罐置于手套箱内

检测时间 19时 14分～19时 27分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点位所在

场所分区
无源 有源

J1 防护门 上方 2.48 2.47 控制区

J2 防护门 下方 2.07 2.40 控制区

J3 防护门 左侧 1.53 2.01 控制区

J4 防护门 右侧 2.07 2.08 控制区

J5 防护门 中部 2.00 2.02 控制区

J6 墙体 1 通道 1.69 1.69 控制区

J7 墙体 2 通道 0.61 0.63 控制区

J8 机房上方 设备存放间 5.2 5.3 控制区

表 7-11 KAL化学实验室（L8AL206室）检测布点示意图工作场所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K

场所名称 KAL化学实验室（L8AL206室）

检测条件 80mCi的 131I（9月25日15：00标定源活度）置于铁皮桶内，铁皮桶置于房间中间

检测时间 16时 43分～18时 49分

检测点编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检测点位所在

场所分区

K1 防护门 1 上方 0.36 监督区

K2 防护门 1 下方 0.35 监督区

K3 防护门 1 左侧 0.34 监督区

K4 防护门 1 右侧 0.32 监督区

K5 防护门 1 中部 0.30 监督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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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6 墙体 1 通道 0.34 监督区

K7 墙体 2 L8AL201冷室 0.25 监督区

K8 墙体 3 L8AL205室 0.32 监督区

K9 墙体 4 L8AL207室 0.31 监督区

K10 机房上方 L8AL312 0.25 监督区

K11 防护门 2 上方 0.27 监督区

K12 防护门 2 下方 0.30 监督区

K13 防护门 2 左侧 0.30 监督区

K14 防护门 2 右侧 0.31 监督区

K15 防护门 2 中部 0.30 监督区

（2）表面污染

表 7-12 工作场所表面污染检测结果

场所代码 场所名称
点位

编号
检测点位置描述

检测结果

（Bq/cm2）
场所分区

A
DAC热检修

车间厂房（碘

源操作间）

A1 地面 1# ＜MDL

控制区

A2 地面 2# ＜MDL

A3 地面 3# ＜MDL

A4 桌面 ＜MDL

B
DAL化学实验

室（D0AL202
房）

B1 地面 1# ＜MDL

控制区

B2 地面 2# ＜MDL

B3 地面 3# ＜MDL

B4 桌面 ＜MDL

C
LAC热检修车

间厂房（碘源

操作间）

C1 地面 1# 0.49

控制区

C2 地面 2# ＜MDL

C3 地面 3# 0.27

C4 桌面 0.54

D
LAL化学实验

室（L0AL207
房）

D1 地面 1# ＜MDL
控制区

D2 地面 2# ＜MD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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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3 地面 3# ＜MDL

D4 桌面 ＜MDL

E
KAC热检修

车间厂房（碘

源操作间）

E1 地面 1# ＜MDL

控制区

E2 地面 2# ＜MDL

E3 地面 3# ＜MDL

E4 桌面 ＜MDL

F
KAL化学实验

室（L8AL206
室）

F1 地面 1# ＜MDL

控制区

F2 地面 2# ＜MDL

F3 地面 3# ＜MDL

F4 桌面 ＜MDL

根据上表可知，上述工作场所铅罐 5cm剂量率最大为 11.0μSv/h，1m处剂量率最

大 1.39 μSv/h；铁皮桶 5cm剂量率最大为 0.60μSv/h，1m处剂量率最大 0.36 μSv/h；手

套箱 5cm剂量率最大为 1.43μSv/h。

根据上表检测结果显示，该工作场所表面污染为 0.54Bq/cm2，满足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工作场所放射性β表面污染水平检测结果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台、设备、墙壁、地面控制区内β表面污染水平

不大于 40Bq/cm2，在监督区的β表面污染水平不大于 4Bq/cm2）。

2.公众人员与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每个核电站每年一般进行一次实验，特殊情况下（如检测吸附装置不合格更换后

的验收检测）一年 2次，每次实验需要进行药物分装，单次分装不超过 30分钟，每次

实验时间不超过 120分钟。

（1）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

公司为本项目配备 4 名辐射工作人员，2 人一组轮流负责本项目工作。参考公司

提供的 2020年度个人剂量检测报告，公司在其他核电站进行该项目实验对工作人员受

到的有效剂量最大为 0.090mSv。预期该项目运行对工作人员受照的剂量可以满足不超

过年剂量约束值 5mSv的要求。

（2）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非密封性放射性物质暂存过程中对公众的附加剂量估算：暂存过程中公众为顶部



第 37 页 共 133 页

工作人员和化学环境实验室其他功能实验室实验工作人员。一般需要进行实验时，公

司才会向药厂购买药物，药物储存时间通常不超过一周，按照 1年两次实验，保守按

照 7天，每天按照 8小时进行计算，根据目前铅罐表面上方 1m处的剂量率最大为 1.39

μSv/h，该部分公众的附加剂量为 0.155mSv。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分装过程中剂量估算：根据分装工作场所的检测结果，分装场

所外有源的剂量率和无源的剂量率接近，该部分工作负荷对公众的附加剂量可以忽略

不计。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实验过程中剂量估算：实验场所相邻区域的检测数据最大为

0.30μSv/h，基本处于本底范围，该部分工作负荷对公众的附加剂量可以忽略不计。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和公众估算年受照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

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也满足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管理目

标值（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



第 38 页 共 133 页

表八、结论与要求

验收监测结论：

1.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内容为：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在大亚湾核电基地控制区

内开展 131I 标记甲基碘气体法测定核电站通风系统碘吸附器效率项目。该项目包括非

密封放射性物质暂存场所、分装场所、实验场所、实验结果分析场所，位于广东核电

合营有限公司、岭澳核电有限公司、岭东核电有限公司化学环境实验室、热检修车间

厂房以及大亚湾核电基地控制区内有关通风系统等，属乙级、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工作场所。

2.监测工况

2021年 9月 28日，苏州热工研究院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委托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

有限公司对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暂存场所、分装场所、实验场所、实验结果分析场所进

行验收监测，现场监测时，辐射防护措施正常运行。

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和公众的年估算受照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均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公

众年均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也满足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目标管

理值（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 5mSv，对于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0.25mSv）。

4.环境管理检查

公司已经完成了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审批意见的

要求，完善了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在防护和管理上执行了国家的相关制度。

5.结论

项目已落实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文件和其它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

工作人员和公众受照剂量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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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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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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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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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存放确认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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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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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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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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