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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验收监测依据及评价标准 

建设项目名称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 

建设单位名称 甘肃省高速公路局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改建□ 

建设地点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 

辐射安全许可证许

可的种类及范围 
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辐射安全许可证许

可使用 
车辆检查用 X 射线装置 8 台 

环评内容 一台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 

本次验收内容 一台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18 年 05 月 开工日期 2018 年 11 月 

调试时间 
2019 年 12 月

~2020 年 01 月 
现场监测时间 2020 年 04 月 17 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甘肃省生态环

境厅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

中心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北京曼德克环

境科技有限公

司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北京曼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概算 347 万元 环保投资概算 28.6 万元 比例 8.24% 

实际总投资概算 347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28.6 万元 比例 8.24% 

1、验收监测依据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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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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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2003年10月1

日起施行；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国务院第682号令，2017年10月1日

起施行；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修订），国务院709号令，2019

年3月18日；  

（5）《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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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0日起施行；  

（6）《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保部令第3号，2008年12

月6日经《关于修改〈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决定》（环境保护

部令第3号）修改，2017年12月20日经《环境保护部关于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环境保

护部令第47号）修改，2019年8月22日经《生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

（生态环境部令第7号）修改；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部第18号令，2011年

5月1日起施行；   

（8）《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

告2017年第66号，2017年12月5日起实施； 

（9）《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卫生部第55号令，2007年11月）； 

（10）《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甘肃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十二次会议通过，2015年1月1日起施行； 

（11）《甘肃省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甘政办发〔2016〕189号，2016年11月15日）； 

（1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14）《电离辐射监测质量保证一般规定》（GB8999-1988）； 

（15）《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1993）； 

(16)  《辐射型货物和（或）车联检查系统》（GB/T19211-2015） 

（17）《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2015-01-13发

布，2015-06-01实施） 

（18）《关于环保验收是否可由原环评单位承担的疑惑回复》（部长信箱2019.4.22） 

（19）《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2019年08月； 

（20）《甘肃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

道车辆检查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甘环核表 [2019]23号），2019年10月30日。 

2、验收监测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表 1-1 工作人员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剂量限值 

对象 剂量限值 

职业照射 工作人员所接受的职业照射水平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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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量限值 ① 由管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 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任何追溯性平

均），20mSv； 

② 任何一年中的有效剂量，50 mSv； 

公众照射 

剂量限值 

实践使公众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的平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

值： 

① 年有效剂量，1 mSv； 

② 特殊情况下，如果 5 个连续年的年平均剂量不超过 1 mSv，则某一单一

年份的有效剂量可提高到 5 mSv。 

根据本项目环评报告及环评批复，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量管理限

值为《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个人剂量限值的 1/4，

所以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的剂量管理限值为 5mSv/a，公众照射的剂量管理限值

为 0.25mSv/a。 

（2）参照标准《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 

本标准适用于采用下列类型的辐射对货物、运输车辆、货运列车进行扫描成像的检

查系统： 

——加速器（最大电子能量小于 10MeV）产生的 X 射线； 

——密封放射源释放的 γ 射线； 

——（D，D）和（D，T）反应产生的快中子。 

本标准不适用于采用 X 射线机的检查系统、背散射式的检查系统及计算机断层扫描

检查系统。 

5.1 辐射工作场所的分区 

检查系统的辐射工作场所按以下方法进行分区： 

b)对有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的检查系统，应将辐射源室及有用线束区两侧距中心轴

不小于 1m 的区域划定为控制区。控制区以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大于 2.5μSv/h 的区域划

定为监督区。 

d）与辐射源安装在同一辆车上系统控制室划分为监督区。 

6.3 场所辐射水平 

6.3.1 边界周围剂量当量率 

检查系统监督区边界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6.3.2 驾驶员位置一次通过周围剂量当量 

对于有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或列车的检查系统，驾驶员一次通过的周围剂量当量应

不大于 0.1μSv。 

6.3.3 控制室周围剂量当量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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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查系统控制室内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操作人员操作位置的周围

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1.0μSv/h。 

3、验收监测范围 

根据《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环境影

响报告表》及其批复文件，本项目评价范围为射线装置实体屏蔽边界外 50m 范围内区域，

本次验收监测范围跟环评一致，确定为射线装置实体屏蔽边界外 50m 范围内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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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工艺流程及产物环节 

1、建设项目概况 

为遏制货车司机违法行为，减少通行费损失，甘肃省高速公路局拟在兰州南绕城高

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收费广场建设一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用于检

测通行“绿色通道”车辆装载运输的鲜活农产品，地理位置图见附图一。该绿色通道车

辆检查系统购置于北京曼德克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由该公司承担设备的安装、调试等所

有工作。 

甘肃省高速公路局委托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编制了《兰州南绕城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环评报告中建

设内容主要为一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

系统使用一台 X 射线机作为辐射源，额定管电压为 450kV，额定管电流为 10mA；根据

《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本项目使用的 X 射线机属于《关于发布<射

线装置分类办法>的公告》中“车辆检查用 X 射线装置”，为Ⅱ类射线装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要

求，建设单位完成了上述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取得甘肃省

环保厅的批复（甘环核表 [2019]23 号），于 2020 年 03 月申请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的

申领手续，许可证证号为：甘环辐证[A1998]号，有效期至 2021 年 06 月 06 日。 

本次验收对象即为上述一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额定管电压为

450kV，额定管电流为 10mA。具体情况见表 2-1。 

表 2-1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本次验收核技术利用项目 

序号 
射线装置名称及型

号 
数量 

管电压 

（kV） 

管电流 

（mA） 

射线装置

类别 
工作场所 用途 备注 

1 
MIX500N 型绿色通

道车辆检查系统 
1 台 450 10 Ⅱ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

路广家坪西固收费

站 

鲜活农产

品运输车

辆检查 

甘环核

表 

[2019]23

号 

目前，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配套环保设施

和主体工程均已建成，我局并于 2020 年 5 月 27 号在甘肃省高速公路局进行《环保设施

竣工日期公示》网址为：

http://www.gsgaosu.com/www/HdClsContentMain.asp?ClassId=4&BClass=5，《环保设施调

试起止日期公示》网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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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gsgaosu.com/www/HdClsContentMain.asp?ClassId=4&BClass=5，现已具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条件。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建设项目环境保

护管理条例》以及《甘肃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的规定，我局委托江西省核工业地质测

试研究中心对本项目开展验收监测工作，江西省核工业地质测试研究中心在收到委托后，

于 2020 年 4 月 17 日开展了现场监测，并根据现场监测和检查情况，出具了监测报告，

为本项目竣工环保验收提供了技术依据。我局对照环评报告表和环评批复对现场实际建

设的环保措施落实情况进行逐条逐项检查，根据现场实际检查结果和江西省核工业地质

局测试研究中心出具的验收监测报告及环评资料等材料，按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的要求编制完成了《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

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2、项目变动情况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性质、规模、生产工艺均与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3、项目周边情况及环境保护目标 

（1）项目周边情况 

本项目位于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收费站东侧为西固收费站管理

区域，南侧、北侧均为高速公路，西侧为空地。项目外环境关系示意图见附图二。 

本项目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四侧为高速公路、位于西固收费站从东往西数第二个

收费亭前方约 40m，本期绿色通道的控制室为辐射源箱侧的收费亭；等候区安全引导员

最近在监督区外。绿色通道占地面积为 5m2，控制室面积为 3m2。本项目绿色通道车辆检

查系统北侧、南侧为高速公路，西侧为厂房、东侧为西固收费站管理区域。项目平面布

置图见附图三。 

（3）项目环境保护目标 

根据现场检查，本次验收的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周边半径 50m范围内无常住居民，

东约 60m 为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管理区域办公楼，本项目周围保护目

标见表 2-2。 

表 2-2 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分

类 
环境敏感点 

最近距离

（m） 
人数 备注 

管理限值

（mSv/a） 

职

业

人

员 

控制室操作人员 40m 

6 人 

为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

坪西固收费站原有工作人

员。工作人员分为 3 个班次，

每班次 2 人上岗。 

5 
等候区安全引导员 27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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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众

人

员 

司乘人员 1.7m 2~3 人 
平均每年检查车厢数量 10万

辆 

0.25 
临时驻留人员，为从旁

边车道经过车辆 
2m 不等 

流动人员 
西固收费站管理区域办

公楼 
60m 不等 

3、项目投资及环保投资 

本次验收项目实际投资总概算 347 万元，其中实际环保投资 28.6 万元，环保投资比

例 8.24%；工程实际环保投资明细见表 2-3。 

表 2-3  本工程环评环保投资估算和实际环保投资对比一览表 

辐射安全措施 内容 
环评投资金额 

（万元） 

实际投资

金额（万

元） 

辐射

防护

措施

（一

次投

入，定

期检

查更

新） 

系统 

自检 
系统自带感应系统：检查车辆通过情况 10.5 10.5 

屏蔽 

小室 

检查系统设计屏蔽小室，在屏蔽小室上安装

安全门 
5.8 5.8 

自动 

联锁 

当发生故障时，自动切断高压，X 射线停止

出束 
0.8 0.8 

安全 

快门 
X 射线管出束窗口装有铅屏蔽的安全快门 3.2 3.2 

紧急止动

开关 

在绿色通道设备的机柜和配电箱上配备多个

急停开关 
4.0 4.0 

视频监控

装置 

系统设计有自动车牌识别系统，包括视频监

控装置等 
1.2 1.2 

安全警示

标志 

检查车道入口处，辐射源箱体表面设置醒目

的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0.3 0.3 

警示 

系统 

在检查系统门架上安装一组绿、红、黄三色

出束警灯和警铃 
0.5 0.5 

监测

设备 

便携式X-γ剂量监测仪（一次投入） 0.3 0.3 

个人剂量报警仪（一次投入，定期检查更新） 0.5 0.5 

个人剂量仪（一次投入，定期检查更新） 0.5 0.5 

个人防护用品（一套0.5mmPb的铅防护服，定期更新，为

应急情况下用品） 
1.0 1.0 

环保投资合计 28.6 28.6 

本项目总投资 347 347 

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 8.24% 8.24% 

4、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1）工作原理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利用射线辐射成像原理，射线源发出的扇形射线

穿透封闭车厢和内部货物，被另一侧探测器接收。由于物品不同部位密度不同，因此对

射线的吸收程度不同，探测器输出的信号强弱也不同，将强弱不同的信号经图像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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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在计算机屏幕上，就形成了车辆内部物品的轮廓和形态，通过视线查看就可知封闭

车厢内装载物品，原理如图 3-3 所示。 

 
 

图 2-1 工作成像原理-系统示意图 

 

图 2-2  X 光穿透被检测货车示意图操作流程 

（2）工作流程 

①当系统检测到整个监督区无车辆及人员，且当通行的车辆开近停车杆前时，车辆

压到地面感应线圈 1 时，栏杆将抬起，仅放行一辆车进入检查区域，如下图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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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工作状态演示图 1 

②当通行车辆压到地面感应线圈 2 时摄像机抓拍车头、车身，车辆离开感应线圈 1

时，自动栏杆将关闭，如下图 2-4： 

 

图 2-4  工作状态演示图 2 

③当通行车辆压到地面感应线圈 3 时，车头此时已经通过检测区域，检查系统发出

出束指令，X 射线机启动高压产生 X 射线，接着检测系统打开 X 射线快门对货车车厢载

货区进行扫描，如下图 2-5： 

 

图 2-5  工作状态演示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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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当地面感应线圈 4 检测到车辆车尾已过，检查系统关闭 X 射线，快门停止出束，

如下图 2-6： 

 

图 2-6  工作状态演示图 4 

⑤完成扫描后立即在显示终端上显示，操作员根据显示信息判断车辆装载的货物情

况即是否存在混装、是否装载有非鲜活农产品，决定是否放行或者开箱进一步检查。车

辆放行后，收费员敲击检查系统小键盘确认后，检查系统栏杆才能恢复原始状态，开始

感应来车，从第一步开始进行循环的工作状态。 

在检测过程中，被准直成窄片的 X 射线穿过车厢后摄入阵列探测装置，探测装置的

输出信号与其所在位置接受的 X 射线强度成正比。把各探测元的信号采集并按序列排列

并显示出来，就获得图像的一条扫描线。随着被检客体检查的进行，车厢图像的一条条

扫描线顺序显示出来，形成反映车厢内部物质分布状况的二维辐射投影图像在检查室屏

幕中显示出来，供检查人员识别。被检车辆驶离检测面后扫描结束，快门自动关闭，等

待下一次检测。整个检查过程驾驶员驾车慢速通过检查区域，根据设计车速，正常每次

检查 X 射线机出束 2s，最长不超过 10s，驾驶员不需下车。 

在工作过程中本项目每班配备两名工作人员，一人在操作亭内进行设备操作，另外

一人在车辆等候区进行车辆引导，避免因跟车距离过小对后车司机造成误照射情况和司

机盲目通过造成车辆拥堵的情况。 

详细的工作流程见图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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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工作流程图 

（3）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由本项目设备的工作原理可知。本项目使用的车辆检查用 X 射线装置开机工作时，

能产生具有能量的 X 射线，不开机状态不产生辐射。由于 X 射线能量较低，故不必考虑

感生放射性问题。因此，本项目运行期间在开机出线状态下，X 射线成为污染因子，污

染途径为直接外照射。因此，运行期间主要污染物为 X 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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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物和辐射防护措施  

一、主要污染源项 

由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的工作原理可知，只有在开机并处于出束状态时才会发出

具有能量的 X 射线。X 射线装置在出束过程中会电离空气中的氧气产生臭氧。本项目产

生的臭氧量很小且位于室外，且臭氧的化学性质活泼，因此产生的臭氧的环境影响可以

忽略不计。所以本项目产生的污染物为开机期间的 X 射线。 

项目的工艺流程及产生的污染物跟环评中一致。 

二、辐射防护措施及污染物排放情况 

表 3-1  辐射防护措施落实情况对比表 

环评报告要求 现场验收情况 

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

统辐射防护屏蔽 

1、X 射线源室机柜尺寸：3700×1100×1900mm；机柜内壁：1-2mm

铅当量；准直器：30mm 厚铅桶，中心开 2mm 宽的均匀缝隙；快

门：20mm 厚 L 型铅屏蔽快门。 

2、探测器子系统背面采用“J”型的铅板进行屏蔽，屏蔽体的宽度

约 655mm，探测器立柱背面采用 30mm 铅板，两侧采用 10mm 铅

板进行屏蔽，铅板采用互相交错形式。 

3、后期在验收过程中驾驶位监测值超标，为保证项目运行辐射安

全，在原来环评的基础上在探测器西北面增加了一层 2mm 厚铅

板。 

自动训机设置 自动训机设置能正常运行，可以有效避免人员收到额外照射。 

车辆位置感应系统 车辆位置感应系统能正常运行，保证系统协调、安全工作。 

安全联锁装置 
安全联锁装置能正常工作，可有效防止人员收到误照射和额外照

射 

紧急止动装置 紧急止动装置能正常工作，可以紧急情况下切断 X 射线出束。 

电离辐射警告标示及

制度上墙 

 

在检查系统检查车道入口，辐射源箱体表面，人可视范围内设置

符合标准要求的电离辐射警示标识，检查系统操作亭内装裱上墙

了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制度、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 

视频监控系统 

 

本项目安装防盗报警系统，对检查系统实施 24 小时监控。检查系

统辐射工作场所设置监视用摄像装置，以观察辐射工作场所内人

员驻留情况和设备运行状态。 

监督区控制区划分 

 

控制区为探测器长度区域内辐射源和探测器之间的检测通道

区域（即检测区域及其两侧各 1m 范围内检测通道区域）；监督

区为检查装置南侧 1m，北侧 3.3m 的车道范围内。控制区监督区

分区图详见附图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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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其他非放射性污染源及环保措施 

（1）废气 

X 射线装置在出束过程中会电离空气中的氧气产生臭氧。本项目的环境为室外，且产

生的臭氧量很小，并且由于臭氧的化学性质活泼，因此产生的臭氧的环境影响可以忽略

不计。 

（2）废液 

系统采用数字化终端成像系统，完成扫描后立即在显示终端上显示，不涉及使用定

影液、显影液。工作人员经过培训达到放射工作要求后调至辐射工作岗位，其办公及生

活设施利用收费站原有办公及生活设施。 

（3）固体废弃物 

本项目射线装置采用数字化终端成像系统，电脑成像，无洗片过程，不会产生废弃

X 光片，设备维修更换的废旧 X 射线管、由设备厂家回收处置。 

故本项目不存在固体废弃物、废液和废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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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环境影响报告表评价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与建议 

1 项目概况 

为遏制货车司机违法行为，减少通行费损失，甘肃省高速公路局在兰州南绕城高速

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收费广场建设一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用于检测

通行“绿色通道”车辆装载运输的鲜活农产品。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使用一

台 X 射线机作为辐射源，按照射线装置分类管理办法，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2 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使用 X 射线对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进行检测，属于高新技术在道路运输行业的运用。

2010 年 11 月 26 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

步完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政策的紧急通知》（交公路发[2010]715 号]，该文件提出

“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要积极争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根据实际工作

需要，可在重要路段的“绿色通道”收费道口配备数字辐射透视成像等检测设备，逐步建

立以自动检测为主、人工查验为辅的鲜活农产品运输“绿色通道”检测体系，利用科技手

段，尽可能缩短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的查验时间，提高合法运输车辆的通行效率。”因此，

在高速公路使用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新技术应用项

目，符合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 

本项目不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规定的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项目。

根据国务院《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暂行规定》（国发[2005]40 号）第十三条“《产业结构调

整指导目录》由鼓励、限制和淘汰三类目录组成。不属于鼓励类、限制类和淘汰类，且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的，为允许类。允许类不列入《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因此，本项目为允许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 实践正当性分析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的应用，对于缩短鲜活农产品运输车辆的查验时

间有其他技术无法替代的特点，对减少绿色通道通行费损失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具有

明显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本项目在采取了辐射防护措施的前提下对周边辐射环境影

响较小。因此，本项目的应用对受电离辐射照射的个人和社会带来的利益要远大于因其

引起的辐射危害，项目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中关于辐射防护“实践正当性”的要求。 

4 选址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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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建成后，被检车辆在接受检查后如符合通过绿色通道的要求，则发放绿色通

道通行卡，否则在车道收费亭处正常缴费，该布局符合“分区合理、工艺流畅、物流短捷；

突出环保、远近结合、和谐统一”的原则。收费站收费岗距检查装置最近距离为 40m，检

测过程中产生的电离辐射，经过屏蔽防护和距离衰减后，对周围工作人员和公众所致的

辐射剂量符合本次评价确定的剂量约束值的要求。项目周围 50m 范围内无常住居民。本

项目周围相对空旷，建设无制约因素，故本项目选址合理可行。 

5 辐射安全与防护分析结论 

本项目通过工作场所布局、分区；设备自身的辐射防护屏蔽设计；设备固有安全性、

安全联锁装置、紧急止动开关、视频监控装置、安全警示标志、警示系统等措施进行辐

射安全防护，能够满足辐射防护需求。 

6 项目所在地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拟建位置周围 X-γ 辐射剂量率本底监测结果在（0.094~0.113）μGy/h 之间，

与《甘肃省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中甘肃省道路 γ 辐射剂量率范围值为（20.1～

129.7）nGy/h 相比，无显著差异，表明建项目周围辐射环境处于当地正常水平，无异常

现象。 

7 环境影响分析 

7.1 建设期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规模较小，只会在短时间内造成影响，本项目建设期对环境影响有限。 

7.2 运行期环境影响分析 

从理论计算和类比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运行后能够达到相关标准的要求。 

本项目工作人员受到绿色通道检查系统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0.010mSv/a，低于《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对工作人员要求的剂量限值

20mSv/a 和本报告表执行的剂量约束值 5mSv/a 的要求。 

本项目绿色通道车辆检车系统在使用期间所致公众人员全年接受的年有效剂量最大

值为 0.004mSv，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对公众

要求的剂量限值 1mSv/a 和本报告表执行的剂量约束值 0.25mSv/a 的要求。 

司机通过一次检查通道个人所受到的剂量最大约为 0.014μSv，满足《货物/车辆辐射

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对于有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的检查系统，

驾驶员一次通过的周围剂量当量应不大于 0.1μSv”的标准限值要求。 

8 辐射环境管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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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单位已制定《辐射安全防护管理与安全操作制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监测档案及健康档案制度》、《辐射安全工作人员培训计划》，该制度规定了射线装置

的操作制度，具有实际操作性，但还应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并结合项目内容情况，

制定《辐射环境管理与安全防护领导机构》、《辐射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绿色通道

车辆检查系统管理制度》、《设备维修制度》、《监测计划》等规章制度。 

9 环境影响评价综合性结论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项目应用项目符合产

业政策要求，在落实项目实施方案和本报告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及完善辐射环境管理

的前提下，项目正常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辐射影响在国家允许的标准范围内，符合环

境保护的要求。因此，从辐射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认为本项目可行。 

二、环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原文抄录） 

本次验收项目环评于 2019 年 10 月 30 日取得甘肃省生态环境厅的批复，批复文号为

甘环核表 [2019]23 号，批复内容抄录如下： 

你单位《关于申请对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

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审批的请示》（甘高路函〔2019〕223 号）收悉。经研究，现批复

如下： 

一、甘肃省高速公路局拟在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收费广场建设 1

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使用 1 台 X 射线机用于检测通行“绿色通道”车

辆装载运输的鲜活农产品。项目总投资 347 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8.6 万元，占总投资的

8.24%。该项目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及污染防治措施后，可以满足环

境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要求。因此，我厅同意该环境影响报告表。 

二、项目建设及运行过程中，你单位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高度重视辐射环境管理工作，设立专职管理机构并指定专人负责，相关管理

及工作人员必须参加相应级别的辐射安全培训和考核，严格持证上岗。 

（二）配备必要的辐射监测仪器，建立辐射环境监测制度，加强项目运行期间工作

场所、周围环境的辐射水平监测并归档。严格落实个人剂量监测与管理制度，建立个人

剂量和健康档案并长期保存。按照辐射防护最优化的原则，本项目确定工作人员年有效

剂量管理约束值为 5mSv ，公众年有效剂量约束值为 0.25mSv。 

（三）建立健全设备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设备检修维护、辐射防护及安全保卫等

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制定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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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辐射环境安全。 

（四）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辐射防护与安全措施，确保满足《电离辐射防护

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818871- 2002）等相关标准要求。做好检查场所屏蔽防护工

作，确保监督区边界辐射剂量率满足相关标准控制值要求。检查场所用严格划定控制区

和监督区，边界处应设置醒目的警告标志，并加强设备运行期间的安全管理。定期开展

对设备系统自检、自动训机、安全联锁、紧急止动开关等安全设施的检查维护，并在适

当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装置、安全警示标识和声光报警系统，工作人员严守操作规程，防

止辐射事故发生。建立设备运行、维修保养等档案记录，并由专人管理。 

三、检查场所终止运行后应开展辐射环境监测，若存在污染，应当依法履行退役环

评及终态验收手续。 

四、严格落实环境保护“三同时”管理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单位应按规定程序及时开

展竣工环保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式运行。 

五、你单位应依据法律法规要求，按照规定的程序及时向我厅重新申领《辐射安全

许可证》。每年 1 月 31 日前你单位应通过“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上报辐射

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六、我厅委托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加强该项目的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你单位应

在收到本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批复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分送兰州市生态环境局及其

西固分局，并接受其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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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监测分析方法 

本次验收的车辆检查系统 X 射线装置监测因子为 X-γ 辐射剂量率，监测方法执行《辐

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61-2001）、《环境地表 γ 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 

14583-93）《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2002））《货物车辆辐

射检查系统的防护要求》（GBZ143-2015）。 

1.2 监测频次 

本项目场所辐射监测在设备运行状态下，每个测点测试数据不少于 10 个。 

2、验收监测方法及监测仪器 

本项目委托江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进行监测，本次竣工验收电离环境

监测所使用的仪器均已通过计量部门检定。监测仪器参数见表 5-1。 

表 5-1  X-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仪 

仪器名称 X-γ辐射仪 

仪器型号 AT1121 

仪器编号 F170 

量程 50nSv/h～10Sv/h 

校准系数 1.04 

检定单位 上海市剂量测试技术研究院华东国家剂量测试中心 

检定证书编号 2019H21-20-2025273001 

有效日期 2019 年 09 月 06 日-2020 年 09 月 05 日 

3、质量保证 

本项目监测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等监测依据，以及江西

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的质量体系文件的要求，实施全过程质量控制。 

（1）专人负责查清该项目污染源及污染物排放途径，保证验收期间工况符合验收条

件；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具有代表性、科学性和可比性； 

（3）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方法，监测人员持证上岗； 

（4）所用监测仪器全部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5）有专业人员按操作规程操作仪器，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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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7）监测单位获得 CMA 资质认证； 

（8）建立完善的文件资料。仪器校准说明书、监测方案、监测布点图、监测原始数

据、统计处理程序等全部保留、以备复查。 

（9）监测数据及报告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经过校对、核查、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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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1、监测因子 

根据项目污染源特征，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时产生的污染因子为射线装置开机状态下

产生的带有能量的 X 射线，由此确定本次竣工环保验收监测因子为 X-γ 辐射剂量率。 

2、监测时间及环境条件 

监测时间及监测环境条件见表 6-1。 

表 6-1  监测时间及环境条件 

日期 时间 天气 温度（℃） 湿度（%） 

2020 年 4 月 17 日 08：30~12:30 晴 6℃～16℃ 23%RH 

3、监测布点原则及监测点布置 

监测人员在建设单位负责人的陪同下，对本项目进行了验收现场监测，验收工况见

表7-1。监测主要关注点以检测装置为中心，半径为50m的圆形范围内，在东、南、西、

北4个方向上的合理位置，按照由近及远，由密到疏的原则对设备周围环境的辐射剂量率

进行监测。监测点位布置图见图6-1。 

 

图 6-1 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监测点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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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监测结果 

1、监测时工况 

监测人员对现场进行验收监测，监测主要关注车辆检查系统四周、操作位等位置。

本项目现场监测时的监测工况见表7-1。 

表7-1 验收工况 

设备型号 额定工况 开机工况 射线方向 

一台 MIX5000 型绿色

通道车辆检查系统 

最大管电压：450kV 

最大管电流：10mA 

440kV 

2mA 
水平向东 

注：该监测工况为设备正常工作过程中可用到的最大工况。 

2、验收监测结果 

本项目设备正常运行时机房及周围环境的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7-2。 

表 7-2  检测系统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位置 
X-γ辐射剂量率（μSv/h） 

范围值 平均值 

1 

MIX500N 型绿色

通道车辆检查系

统（检测条件：400 

kV、2mA；主射线

方向水平向东；检

测地点：兰州市西

固收费站） 

检查装置东侧 1m 处 

（监督区边界） 

开机 2.00～2.06 2.03  

关机 0.105～0.109 0.107  

2 检查装置东侧2m处 
开机 1.47～1.54 1.50  

关机 0.102～0.108 0.106 

3 检查装置东侧3m处 
开机 0.842～0.874 0.860 

关机 0.104～0.109 0.107  

4 检查装置东侧4m处 
开机 0.738～0.790 0.759  

关机 0.099～0.104 0.101  

5 检查装置东侧5m处 
开机 0.530～0.630 0.560  

关机 0.102～0.109 0.106  

6 检查装置东侧6m处 
开机 0.426～0.489 0.449  

关机 0.097～0.105 0.101  

7 检查装置东侧7m处 
开机 0.354～0.416 0.380 

关机 0.096～0.108 0.103  

8 检查装置东侧8m处 
开机 0.354～0.395 0.373  

关机 0.103～0.113 0.107  

9 检查装置东侧9m处 
开机 0.312～0.354 0.334  

关机 0.103～0.108 0.106  

10 检查装置东侧10m处 
开机 0.168～0.172 0.170  

关机 0.105～0.110 0.107 

11 检查装置东侧15m处 开机 0.158～0.162 0.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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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机 0.102～0.108 0.105  

12 检查装置东侧20m处 
开机 0.155～0.162 0.158  

关机 0.104～0.110 0.107  

13 检查装置东侧30m处 
开机 0.132～0.135 0.133  

关机 0.099～0.108 0.104  

14 检查装置东侧40m处 
开机 0.131～0.134 0.132  

关机 0.099～0.109 0.105  

15 检查装置东侧50m处 
开机 0.126～0.130 0.129  

关机 0.103～0.109 0.106  

16 
检查装置西侧0.3m处 

（监督区） 

开机 0.126～0.135 0.130  

关机 0.101～0.110 0.105  

17 检查装置西侧 1m 处 
开机 0.105～0.114 0.108  

关机 0.103～0.109 0.107  

18 检查装置西侧 2m 处 
开机 0.105～0.108 0.106  

关机 0.101～0.106 0.103  

19 检查装置西侧3m处 
开机 0.109～0.116 0.112  

关机 0.104～0.108 0.106  

20 检查装置西侧4m处 
开机 0.108～0.121 0.115  

关机 0.106～0.110 0.108  

21 检查装置西侧5m处 
开机 0.112～0.122 0.119  

关机 0.099～0.108 0.102  

22 检查装置西侧6m处 
开机 0.108～0.112 0.110  

关机 0.098～0.108 0.102  

23 检查装置西侧7m处 
开机 0.116～0.123 0.120  

关机 0.096～0.105 0.101  

24 检查装置西侧8m处 
开机 0.116～0.123 0.119  

关机 0.099～0.108 0.103  

25 检查装置西侧9m处 
开机 0.114～0.119 0.117  

关机 0.102～0.108 0.106  

26 检查装置西侧10m处 
开机 0.116～0.120 0.118  

关机 0.099～0.109 0.103  

27 检查装置西侧15m处 
开机 0.111～0.119 0.115  

关机 0.094～0.101 0.097  

28 检查装置西侧20m处 
开机 0.110～0.116 0.113  

关机 0.103～0.106 0.105  

29 检查装置西侧30m处 
开机 0.112～0.116 0.114  

关机 0.104～0.109 0.106  

30 检查装置西侧40m处 
开机 0.109～0.114 0.112  

关机 0.102～0.109 0.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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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检查装置西侧50m处 
开机 0.106～0.109 0.107  

关机 0.102～0.108 0.106  

32 
检查装置南侧1m处 

（监督区边界） 

开机 2.09～2.17  2.14 

关机 0.102～0.109 0.106 

33 检查装置南侧2m处 
开机 1.06～1.09 1.08 

关机 0.103～0.109 0.106 

34 检查装置南侧3m处 
开机 0.541～0.603 0.562 

关机 0.101～0.109 0.105 

35 检查装置南侧4m处 
开机 0.322～0.374 0.341 

关机 0.098～0.105 0.102 

36 检查装置南侧5m处 
开机 0.222～0.232 0.225 

关机 0.098～0.108 0.103 

37 检查装置南侧6m处 
开机 0.230～0.246 0.236 

关机 0.101～0.109 0.105 

38 检查装置南侧7m处 
开机 0.223～0.228 0.225 

关机 0.099～0.108 0.103 

39 检查装置南侧8m处 
开机 0.222～0.226 0.224 

关机 0.098～0.104 0.100 

40 检查装置南侧9m处 
开机 0.168～0.175 0.171 

关机 0.097～0.106 0.101 

41 检查装置南侧10m处 
开机 0.179～0.183 0.181 

关机 0.101～0.108 0.104 

42 检查装置南侧15m处 
开机 0.135～0.141 0.138 

关机 0.096～0.105 0.100 

43 检查装置南侧20m处 
开机 0.139～0.144 0.141 

关机 0.104～0.109 0.107 

44 检查装置南侧30m处 
开机 0.121～0.126 0.123 

关机 0.102～0.111 0.107 

45 检查装置南侧40m处 
开机 0.118～0.122 0.120 

关机 0.100～0.108 0.104 

46 检查装置南侧50m处 
开机 0.115～0.119 0.117 

关机 0.101～0.111 0.105 

47 检查装置北侧1m处 
开机 6.76～7.38 7.10 

关机 0.106～0.111 0.109 

48 检查装置北侧2m处 
开机 5.41～5.82 5.57 

关机 0.106～0.112 0.109 

49 检查装置北侧3m处 
开机 2.66～2.79 2.74 

关机 0.099～0.108 0.104 

50 检查装置北侧3.3m处 开机 2.43～2.56 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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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区边界） 关机 0.101～0.109 0.105 

51 检查装置北侧4m处 
开机 1.48～1.53 1.50 

关机 0.099～0.106 0.103 

52 检查装置北侧5m处 
开机 0.988～1.06 1.01 

关机 0.099～0.104 0.102 

53 检查装置北侧6m处 
开机 0.707～0.801 0.745 

关机 0.098～0.105 0.102 

54 检查装置北侧7m处 
开机 0.530～0.593 0.555 

关机 0.105～0.113 0.109 

55 检查装置北侧8m处 
开机 0.385～0.437 0.412 

关机 0.098～0.106 0.103 

56 检查装置北侧9m处 
开机 0.333～0.385 0.358 

关机 0.099～0.105 0.102 

57 检查装置北侧10m处 
开机 0.322～0.374 0.341 

关机 0.103～0.106 0.104 

58 检查装置北侧15m处 
开机 0.166～0.176 0.172 

关机 0.101～0.108 0.104 

59 检查装置北侧20m处 
开机 0.137～0.141 0.140 

关机 0.103～0.108 0.106 

60 检查装置北侧30m处 
开机 0.148～0.174 0.154 

关机 0.102～0.106 0.104 

61 检查装置北侧40m处 
开机 0.108～0.114 0.111 

关机 0.101～0.106 0.103 

62 检查装置北侧50m处 
开机 0.105～0.112 0.108 

关机 0.101～0.106 0.103 

63 
检查装置东侧60m处 

（办公楼） 

开机 0.121～0.129 0.125 

关机 0.101～0.107 0.104 

64 操作位（2号收费亭） 
开机 0.108～0.112 0.110 

关机 0.103～0.106 0.105 

65 1号收费亭 
开机 0.100～0.109 0.108 

关机 0.099～0.105 0.102 

66 3号收费亭 
开机 0.099～0.105 0.103 

关机 0.100～0.105 0.102 

67 4号收费亭 
开机 0.105～0.109 0.107 

关机 0.101～0.105 0.103 

68 驾驶位 
开机 1.68～1.76 1.73 

关机 0.099～0.105 0.102 

注：上述监测结果未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 

3、辐射工作场所检测结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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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监测，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MIX500N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

系统正常工作状态下，检测系统3m处（环评报告划定的监督区边界）周围X-γ剂量当量

率最大为2.79μSv/h，监测结果不能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防护要求》

（GBZ143-2015）中6.3.1的相关规定，即6.3.1“检查系统监督区边界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

应不大于2.5μSv/h”；现场实际划定的监督区边界处周围量X-γ剂量当量率最大为

2.56μSv/h，监测结果不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防护要求》（GBZ143-2015）中

6.3.1的相关规定，即6.3.1“检查系统监督区边界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2.5μSv/h”。 

操作位处周围剂量当量率为0.108μSv/h~0.112μSv/h，监测结果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

查系统的防护要求》（GBZ143-2015）中6.3.3的相关规定，即6.3.3“检查系统控制室内的

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2.5μSv/h，操作人员操作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1.0μSv/h”。 

车辆驾驶位在距离射线装置约5m处，驾驶位离地高度约2m，经监测车辆驾驶室周围

剂量当量率为1.68μSv/h~1.76μSv/h，车辆通过检测装置时，检测系统每次出束时间最长

为10s，车辆驾驶室处X-γ剂量当量率最大值为1.76μSv/h，计算出驾驶员一次通过X-γ剂量

率0.005μSv。监测结果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防护要求》（GBZ143-2015）中6.3.2

的相关规定，即6.3.2“对于有司机驾驶的货运车辆或列车的检查系统，驾驶员位置一次通

过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0.1μSv”。 

4、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年有效剂量评价 

（1） 职业人员 

本项目目前共配置6名工作人员，均配置了个人剂量计，由于项目未投入运行且佩戴

时间较短，暂未出具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本次验收对职业人员的年有效剂量通过理论估算值进行分析确定，理论估算值利用

年最大工作时间和验收监测过程中人员可达位置处的最大值进行估算。 

本次验收监测工作人员操作位处的监测结果范围为（0.108～0.112）μSv/h，所以本

次对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时取操作位最大监测结果（0.112μSv/h）进行估算。 

根据环评中预期工作量，系统投入使用后，全面不间断使用，平均每年检查车厢数

量10万辆。每次曝光时间不超过10s，则全年曝光时间最大为1000000s即277.8h。 

辐射工作人员现有6人，工作人员分为3个班次，每班次2人上岗，每人每年上岗时间

约为2920小时。平均每名工作人员的年受照射时间为92.6h。 

表 7-3 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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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人员性质 
可能到达场所最大

监测值(μSv/h) 
居留因子 

年受照时间

（h） 

人员年有效剂量

(mSv/a) 

剂量约束值

(mSv/a) 

1 职业人员 0.112 1 92.6 0.010 5 

根据辐射工作人员操作位处最大监测值估算可知，本项目配备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

量均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附录 B1.1.1.1 规定，

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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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由审管部门决

定的连续 5 年平均有效剂量 20mSv。”及《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

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中职业工作人员的剂量管理目标限值 5mSv/a。 

（2） 公众  

本项目评价的公众为非辐射工作人员。计算方法同职业人员。非辐射工作人员居留

因子取 1/8，保守取非辐射工作人员可到达位置处（检查装置东侧 60m 处办公楼）最大

监测结果（0.129μSv/h）进行计算，计算结果见表 7-4。 

表 7-4 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序号 人员性质 
可能到达场所最大

监测值(μSv/h) 
居留因子 

年受照时间

（h） 

人员年有效剂量

(mSv/a) 

剂量约束值

(mSv/a) 

1 
非辐射工作

人员 
0.129 1/8 277.8 0.004 0.25 

由此，本项目公众年有效剂量能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附录 B1.2.1 规定，即“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收到的平

均剂量估计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a）年有效剂量 1mSv。”及《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

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公众人员的剂量管理目标

限值 0.25mSv/a。 

综上所述，本项目职业人员及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均能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3） 驾驶员 

根据设计单位提供资料，该系统通过地面感应线圈和 X 设下快门的联动工作保证受

检车辆司机的安全。设下快门对货车车厢进行扫描。根据现场实测结果，车辆检查系统

X 射线快门打开时驾驶位受照射辐射剂量率最高约 1.76μSv/h，随着车辆继续前进，距离增

大，司机位的受照射剂量率逐渐降低，直到快门关闭，这一过程约 2s，本次估算保守取

最大曝光时间 10s，则司机每通过一次检查通道，个人所受到的剂量约为 0.04μSv。设

计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对于有司机驾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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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运车辆 的检查系统，驾驶员一次通过的周围剂量当量应不大于 0.1μSv”的标准限值要

求。假设一名司机一个月通过该车道 30 次，一年共 360 次，则车道的司机年受照剂量

为 0 . 0 1 4 mSv/a。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对

公众要求的剂量限值 1mSv 和《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建设项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

辆检查系统）环境影响报告表》执行的剂量约束值 0.25mS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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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1、环境管理检查 

（1）遵守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

编制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并获批准。已按要求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号为甘环辐证

[A1998]，许可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射线装置。 

（2）本项目建设内容为一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与环评批复的建

设规模相符合，使用场所按环评报告中要求布局。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

中，项目性质、规模、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均与环评一致，未发生变动。 

（3）落实了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到辐射防

护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4）在射线装置使用过程中的环境保护工作进行了全过程的监督和管理，设有专职

环境保护部门和人员，从管理上保证环境保护措施的有效实施。 

（5）成立了辐射安全与防护小组，并指定一名本科学历的技术人员负责辐射安全管

理工作。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制定颁布实施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防

护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安全操作规程》、《射线装置台账管理制度》、《设

备维修保养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辐射监测方案》等规章制度。 

（6）为本项目 6 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剂量档案，

并终身保存。 

（7）为本项目配备的 6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培训，已制定了培训计划要求对已培

训人员定期参加复训。 

2、本项目环评报告及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表 8-1  项目环保设施环评要求及实际建设情况对比表 

项目 环评要求 执行情况 

辐射安全

管理机构 

建立职责明确的辐射防护领导机构，并

将本项目纳入管理，配备经过相关部门

培训合格的辐射防护技术人员。 

已成立《甘肃省高速公路局关于成立兰州南

绕城高速公路收费所“绿色通道”车辆快速检

测系统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机构》并将本项

目纳入管理，本项目配备辐射防护技术人员

均已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辐射安全

防护措施 

安全联锁装置、警示标志、工作指示灯

情况。 

车辆检查系统配备有系统自检、自动程序、

安全联锁等安全措施，并且在操作亭安装有

紧急止动开关，在装置行架上方设有视频监

控装置，并在醒目位置张贴警示标识，安装

了三色报警灯和声光报警系统。建立了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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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运行、维修保养等档案记录，有专人管理。 

人员配备 

辐射工作人员应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

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 

本项目 6 名辐射工作人员参加培训，取得合

格证书持证上岗。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定期进行监

测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已与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中心签订

个人计量检测协议并定期进行个人剂量监

测，已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并长期保存。 

监测仪器 

配备与工作人员数量匹配的个人剂量

计 

已为 6 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

正在监测中。  

配备1台辐射环境监测仪 
已配备1台型号为NT6101型X、γ辐射剂量监

测仪。 

表8-2 本项目辐射污染防治与安全防治措施落实情况 

检查项

目 
环评及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结论 

辐射安

全管理

机构 

高度重视辐射环境管理工作，

设立专职管理机构，并指定专

人负责，相关管理及工作人员

必须参加相应级别的辐射安全

培训和考核，严格持证上岗。 

已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西固

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快速检查系统射线

装置日常使用及辐射安全与防护小组》，并

指定一名本科学历的技术人员负责辐射安

全管理工作，本项目6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

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持证上

岗。 

满足 

辐射安

全管理

制度 

建立健全设备操作规程、岗位

职责、设备检修维护等辐射安

全管理规章制度，做到制度上

墙。制定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演练，

确保区域辐射环境安全。 

已制定设备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设备检

修维护制度，辐射防护及安全保卫制度、人

员培训计划、年度监测计划等辐射安全管理

制度，并做到了制度上墙。但缺少辐射应急

演练，站点应每年至少组织一次辐射应急演

练并保存记录。 

基本满足 

工作场

所屏蔽

要求及

辐射安

全措施 

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辐

射防护与安全措施，确保满足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818871- 2002）

等相关标准要求。做好检查场

所屏蔽防护工作，确保监督区

边界辐射剂量率满足相关标准

控制值要求。检查场所应严格

划定控制区和监督区，边界处

应设置醒目的警告标志，并加

强设备运行期间的安全管理。

定期开展对设备系统自检、自

动训机、安全联锁、紧急止动

开关等安全设施的检查维护，

并在适当位置安装视频监控装

已按照环评要求对本项目划分了控制区和

监督区。环评要求控制区为探测器长度区域

内辐射源和探测器之间的检测通道区域（即

检测区域及其两侧各 1.625m 范围内检测通

道区域），监督区为检查门架两侧各 3m 的

车道范围内，根据本次实测数据，西固收费

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建设项目 3m 处的

辐射剂量率最大为 2.56μSv/h，大于

2.5μSv/h，不符合《货车/车辆辐射检查系统

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中的相

关规定。西固收费站区域实际划分情况为：

控制区为探测器长度区域内辐射源和探测

器之间的检测通道区域（即检测区域及其两

侧各 1m 范围内检测通道区域）；监督区为

检查门架西侧0.3m、东侧各1m的车道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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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安全警示标识和声光报警

系统，工作人员严守操作规程，

防止辐射事故发生。建立设备

运行、维修保养等档案记录，

并由专人管理。 

南侧 1m、北侧 3.3m 为距离探测器范围内。

根据本次实测数据，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

辆检查系统建设项目划分的监督区边界的

辐射剂量率最大为 2.56μSv/h，不符合《货

车/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

（GBZ143-2015）中的相关规定。车辆检查

系统配备有系统自检、自动程序、安全联锁

等安全措施，并且在操作亭安装有紧急止动

开关，在装置行架上方设有视频监控装置，

并在醒目位置张贴警示标识，安装了三色报

警灯和声光报警系统。建立了设备的运行、

维修保养等档案记录，有专人管理。 

辐射监

测计划

及检测

仪器 

每年委托有资质单位对机房周

围辐射环境检测1次；配备必要

的辐射监测仪器，建立辐射环

境监测制度，加强项目运行期

间工作场所、周围环境的辐射

水平监测并归档。 

单位将每年请有资质单位对辐射工作场所

进行辐射剂量率监测。单位已配备1台型号

为NT6101型便携式X-γ辐射剂量率仪，定期

对场所周围环境辐射剂量率进行监测。配备

了3台RAD-35型个人剂量报警仪。 

满足 

人员剂

量限值

及要求 

严格落实个人剂量监测与管

理制度，建立个人剂量和健康

档案并长期保存。按照辐射防

护最优化的原则，本项目确定

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管理约

束值为 5mSv，公众年有效剂

量约束值为 0.25mSv。 

单位建立个人剂量档案和职业健康档案。根

据监测结果通过理论计算可知，工作人员可

满足年有效剂量管理约束值为5mSv，公众

可满足0.25mSv/a的年有效剂量约束值要

求； 

建议按照

规范要求

人员正确

佩戴个人

剂量计并

定期检

测，以具

体检测结

果为准。 

个人剂

量监测 

辐射工作人员佩带个人剂量

计，定期接受个人剂量监测。 

单位已委托江西省核工业地质局测试研究

中心为所有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

计，但由于项目未投入运行且佩戴时间较

短，暂未出具个人剂量检测报告。 

建议按照

要求定期

进行个人

剂量检

测，并出

具正式的

个人剂量

检测报

告，并记

录存档。 

其他 

检查场所终止运行后若存在污

染，应当依法履行退役环评及

终态验收手续 

场所终止运行后，按要求办理相关环保手续 满足 

由表 8-1 可见，在环评报告中提出的本工程环境保护措施和环评批复文件中的要求，

基本得到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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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一、验收监测结论 

1、验收项目情况 

西固收费站位于兰州市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为确保道路运输行业公平竞争和运

输市场秩序稳定，我局在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建设一套 MIX500N 型绿

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用于检测通行“绿色通道”车辆装载运输的鲜活农产品，属于Ⅱ类射

线装置，于 2019 年 10 月履行了环评手续，取得了环评批复（批复文号：甘环核表[2019]23

号），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证号为甘环辐证[A1998]。 

2、屏蔽效果验收结论 

现场监测结果表明，新建的一套 MIX500N 型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以本次监测时的

工况开机时，重新确定的监督区边界满足周围剂量当量率不大于 2.5 μSv/h 的要求。 

检查系统控制室内操作位的周围剂量实际检测值为 0.110μSv/h，可以满足《货车/车

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求》（GBZ143-2015）中“检查系统控制室内的周围剂量当

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操作人员操作位置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1.0μSv/h”的要求。 

3、辐射安全防护措施验收结论 

本项目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安装了安全联锁装置，设置了急停按钮，安装了视频

监控系统、声光报警系统及三色警示灯并且均工作正常，现场划定了监督区和控制区并

有文字说明，车辆检查系统外设有醒目的电离辐射警示标识。配备了一台 NT6101 型便

携式环境 X-γ 剂量率监测仪，配备了 3 台 RAD-35 型个人剂量报警仪。 

落实了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做到辐射防护环

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行。 

4、有效剂量估算验收结论 

剂量估算表明，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年有效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GB18871-2002）中人员剂量限值的要求及本项目剂量约束值要求。 

5、辐射安全管理验收结论 

（1）按要求设置了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小组。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制定颁布实施了《辐

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岗位职责》、《安全操作规程》、《射

线装置台账管理制度》、《设备维修保养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辐射

监测方案》规章制度，且将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岗位职责、操作规程、应急预案装裱悬

挂在操作亭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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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为本项目 6 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建立了完善的个人剂量档案，

并终身保存。 

（3）为本项目配备的 6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培训，已制定了培训计划并组织了培

训报名，将按培训计划安排其他未培训人员参加省环保部门组织的电离辐射安全与防护

培训，并通过考核；已培训人员将定期参加复训及考试。 

综上所述，兰州南绕城高速公路广家坪西固收费站绿色通道车辆检查系统项目在正

常运行工况下，采取了有效的辐射防护措施，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文件中提出

的环境保护措施，在完善了本报告提出的辐射防护措施前提下，建议本工程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二、建议 

（1）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不断提高安

全文化素养和安全意识，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确保车辆检查系统的运行

安全； 

（2）个人剂量档案应终生保存，定期组织应急演练，并保存记录； 

（3）严格执行各项辐射管理制度，坚持对操作人员进行辐射安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

相关法律法规的培训，做到持证上岗，不断完善应急措施，确保辐射安全； 

（4）运营后监督区、控制区划分界限会因为车辆碾压损坏，应在运行过程中根据实

际情况进行及时修复。 

（5）定期检查辐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其均正常运行，如有问题及时整改。 

（6）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进行一次辐射工作场所及邻近区域的辐射水平监测，校

准监督区和控制区界限，根据实际检测结果提出改进意见。在运行期间由专职人员定期

对场所辐射水平进行自检并记录，检测过程中自行校准监督区和控制区范围，如果存在

监督区剂量超标情况可适当扩大监督区界限，以防人员误照射，确保辐射安全。 

（7）每年 1 月 31 日前在全国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提交上一年度的年度评

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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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验收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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