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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

建设单位名称（盖章）： 北京老年医院

建设单位法人代表（签名或签章）： 陈峥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118 号

邮政编码： 100095 联系人： 李桂英

电子邮箱：lgyltc@sina.com 联系电话：010-83183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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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

1.本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的要求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具体规定进

行编制。

2.建设项目主体单位对验收内容、结论和所公开信息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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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名称 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项目

项目建设单位 北京老年医院

法人代表 陈峥 联系人 李桂英 联系电话 010-83183671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118 号

项目建设地点 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118 号

环评机构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项目设计单位 北京老年医院

项目施工单位 北京老年医院

环评审批部门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京环审【2017】67 号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书 ■报告表

项目实际

总投资(万元)
250

项目实际环保

投资(万元)
25

环保投资比例（环

保投资/总投资）
10%

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 其它 占地面积(m
2
)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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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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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报告编制

主要依据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4）《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

（5）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京环审【2017】67 号）

1. 项目单位基本情况

北京老年医院是市属三级医院，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和公伤定点医院，医院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取得北京市环保局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证（详见附件 3），许可证编号京环辐证【F0333】，有效

期至 2018 年 03 月 31 日，其种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乙级、丙级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工作场所。

2. 建设项目内容介绍

我医院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118 号，在院内住院一部医辅楼三层东南角第四手术室内开展

I-125 粒子源植入手术（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单位平面布局图见附图 2，住院一部三层平面图见附

图 3），I-125 粒子源最大使用量不超过 80 粒/日，I-125 粒子源日等效最大操作量为 2.37×10
6
Bq，

属于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年最大用量不超过 8000 粒，年最大用量不超过 2.37×1011 Bq。

3. 建设项目环评审批情况

医院于 2017 年 3 月 22 日申报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项目，于 2017 年 4 月 17 日取得北京市环

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的环评批复（京环审[2017]67 号）（详见附件 2）。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完成辐

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手续，并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于 2017 年 12 月 26 日委托北京市辐射安全

技术中心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并取得监测报告（环监字 R 第 20170026 号）。

环评批复要求如下：

“一、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118 号你院内，内容为在你院住院一部医辅楼三层东南

角第四手术室内开展 I-125 粒子源植入手术，日等效操作量为 2.37E+6Bq，日最大实际操作量为

2.37+9Bq（不超过 80 粒/日），年最大使用量为 2.37E+11Bq（不超过 8000 粒/年），为丙级非密封

放射性工作场所。该项目总投资 250 万元，主要环境问题是辐射安全和防护，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

表和本批复的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该项目实施。

“二、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的规定，该项目公众照射剂量

约束值执行 0.1mSv/a。粒子源植入手术室须采取铅板等建筑屏蔽措施，确保手术室各面墙外和门窗

外辐射剂量率小于 2.5μS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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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你单位须对粒子源植入手术室作为控制区进行管理，在机房门口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

和中文警示说明，增配 1台辐射监测仪及相应防护用品，并采取各种有效的防护和安全措施，做到

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

“四、你单位须建立新增项目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泌尿外科和胸外科开展粒子

源植入的辐射工作人员（不少于 2 组 4 人）须及时参加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和复训，进行个人剂量监

测。每次粒子源植入手术结束后清点粒子源数量，对手术台和地面进行巡测，防止粒子源遗漏。与

核医学科做好粒子源提取、使用和返还的登记与管理。规范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落实安

全责任制。

“五、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有关规定，你单位须据此批复文件

并满足有关条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手续后，方可投入试运行。试运行三个月内须办理环

保验收手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环评批复要求，我单位应落实如下措施：

批复原文 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该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温泉路 118 号你院内，内容

为在你院住院一部医辅楼三层东南角第四手术室内开展

I-125 粒子源植入手术，日等效操作量为 2.37E+6Bq，日

最大实际操作量为 2.37+9Bq（不超过 80 粒/日），年最

大使用量为 2.37E+11Bq（不超过 8000 粒/年），为丙级

非密封放射性工作场所。该项目总投资 250 万元，主要

环境问题是辐射安全和防护，在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和

本批复的措施后，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同意该项目实

施。”

项目实际地址应与批复一致，新增

I-125 粒子源项目的工作场所名称、场

所等级日等效操作量、年最大使用量都

应与批复一致。

“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的规定，该项目公众照射剂量约束值执行

0.1mSv/a。粒子源植入手术室须采取铅板等建筑屏蔽措

施，确保手术室各面墙外和门窗外辐射剂量率小于 2.5

μSv/h。”

根据批复，粒子源手术室必须采取铅板

等建筑屏蔽措施，确保手术室各面墙外

和门窗外辐射剂量率小于 2.5μSv/h。

公众剂量约束值执行 0.1mSv/a。

“你单位须对粒子源植入手术室作为控制区进行管理，

在机房门口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增

配 1 台辐射监测仪及相应防护用品，并采取各种有效的

防护和安全措施，做到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

众受到意外照射。”

将粒子源植入手术室，即第四手术室，

作为控制区进行管理，并在机房门口设

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

为本项目增配 1 台辐射监测仪及相应

的防护用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误操

作、避免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

射。

“你单位须建立新增项目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

预案。泌尿外科和胸外科开展粒子源植入的辐射工作人

员（不少于 2 组 4 人）须及时参加辐射安全防护培训和

复训，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每次粒子源植入手术结束后

清点粒子源数量，对手术台和地面进行巡测，防止粒子

源遗漏。与核医学科做好粒子源提取、使用和返还的登

在已有的辐射安全制度中建立本项目

的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为

本项目增配的辐射工作人员不少于 2

组 4 人，并安排增配的辐射工作人员进

行辐射安全培训，进行个人剂量监测。

每次粒子源植入手术结束后清点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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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与管理。规范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落实安

全责任制。”

源数量，对手术台和地面进行巡测，防

止粒子源遗漏。与核医学科做好粒子源

提取、使用和返还的登记与管理。规范

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落实安

全责任制。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

有关规定，你单位须据此批复文件并满足有关条件办理

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手续后，方可投入试运行。试

运行三个月内须办理环保验收手续，经验收合格后方可

正式投入使用。”

根据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落实相应措在

满足其条件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重

新申领手续后，方可投入试运行。试运

行三个月内须办理环保验收手续，经验

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表 3-1 环评批复要求与相应措施对照表

本项目已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手续并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详见

附件 3）。

其中已许可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明细如下：

序号 工作场所名称
场所等

级
核素

日等效最大

操作量（Bq）

年最大用量

（Bq）
活动种类

1 第四手术室 丙 I-125 粒子源 2.37E+6 2.37E+11 使用

2 核医学科 乙 Tc-99m 1.39E+8 3.5E+12 使用

3 核医学科 乙 F-18 1.48E+7 3.70E+11 使用

4 核医学科 乙 I-131 1.93E+8 1.04E+11 使用

5 核医学科 乙 Sr-89 2.22E+8 3.33E+11 使用

6 核医学科 乙 P-32 2.22E+8 3.33E+11 使用

7 核医学科 乙 Sm-153 7.40E+8 1.85E+11 使用

表 2-1 北京老年医院已许可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明细

4. 项目建设情况

项目实际建设地址为医院住院一部医辅楼三层东南角第四手术室，与批复一致。

本项目使用场所第四手术室的屏蔽措施如表 4-1 所示，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第五页的结论（详见

附件 4），在实际的屏蔽措施下，公众年剂量约束值小于 0.1mSv，满足环评批复第二条要求。

内 容 环评屏蔽情况 实际建筑屏蔽

东墙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西墙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南墙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北墙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轻钢龙骨隔墙+2mm 铅板

室顶 200mm 厚砼楼板（2.5mmPb） 200mm 厚砼楼板（2.5mmPb）

地面 200mm 厚砼楼板（2.5mmPb） 200mm 厚砼楼板（2.5mmPb）

表 4-1 第四手术室的建筑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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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项目相关环保设施情况

根据表 3-1，医院按照批复要求落实相应措施，具体落实情况如下表所示：

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实际地址应与批复一致，新增 I-125

粒子源项目的工作场所名称、场所等级日

等效操作量、年最大使用量都应与批复一

致。

项目实际建设地址为医院住院一部医辅楼三层东南

角第四手术室，与批复一致。医院按照批复要求办理

重新申领辐射安全许可证手续，已许可的工作场所名

称、场所等级日等效操作量、年最大使用量均与批复

一致。医院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在已许可的

范围内开展 I-125 粒子源植入手术工作。

根据批复，粒子源手术室必须采取铅板等

建筑屏蔽措施，确保手术室各面墙外和门

窗外辐射剂量率小于 2.5μSv/h。公众剂

量约束值执行 0.1mSv/a。

医院粒子源手术室（第四手术室）的实际建筑屏蔽情

况如表 4-1 所示，根据验收监测报告的结论，实际建

筑屏蔽满足环评批复要求。

将粒子源植入手术室，即第四手术室，作

为控制区进行管理，并在机房门口设置明

显的放射性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为本项

目增配 1 台辐射监测仪及相应的防护用

品，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误操作、避免工

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

已将粒子源植入手术室作为控制区管理，已在机房门

口设置明显的放射性标识和中文警示说明，详见附图

4。已为本项目增配 1 台型号为 RDS-80 的辐射监测仪

表，并为放射工作人员配备相应的防护用品。严格执

行台账管理制度，避免粒子源遗留在手术室内。

在已有的辐射安全制度中建立本项目的

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和应急预案。为本项

目增配的辐射工作人员不少于 2组 4人，

并安排增配的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辐射安

全培训，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每次粒子源

植入手术结束后清点粒子源数量，对手术

台和地面进行巡测，防止粒子源遗漏。与

核医学科做好粒子源提取、使用和返还的

登记与管理。规范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

估报告，落实安全责任制。

已在原有辐射安全管理制度中建立《粒子源使用管理

规定》，在应急预案中增加关于粒子源溢洒等事故情

况的应急措施。已为本项目增配泌尿外科医生郭学

敬、王民和胸外科医生宫理达、陈震，共计 2组 4人，

4 位工作人员都已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培训证书详见

附件 5），并为 4 人进行个人剂量监测（详见附件 6）。

放射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制度进行粒子源植入手术，每

次粒子源植入手术结束后清点粒子源数量，使用

RDS-80 对手术台和地面进行巡测，防止粒子源遗漏。

按照台账管理制度，做好粒子源提取、使用和返还的

登记与管理。规范编写、每年 1 月 31 日前上报年度

评估报告，落实安全责任制。

根据环评批复文件要求，落实相应措在满

足其条件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

领手续后，方可投入试运行。试运行三个

月内须办理环保验收手续，经验收合格后

方可正式投入使用。

医院根据批复要求，于 2017 年 8 月 29 日完成辐射安

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手续，并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于

2017年 12月26日委托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对本

项目进行验收监测，并取得监测报告（环监字 R 第

20170026 号）。在验收合格之前，该项目未正式投入

使用。

表 5-1 措施落实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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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项目监测结论

医院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后开始试运行，试运行期间，于 2017 年 12 月委托北京市辐射安全技

术中心对本项目进行验收监测，于 12 月 12 日进行现场监测，12 月 26 日取得监测报告（环监字 R

第 20170026 号）。

监测报告结论与环评批复要求对照表如表 6-1 所示，监测结论表明本项目试运行期间，满足《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和环评批复对年剂量限值的要求。

环评批复要求 监测报告结论

“二、根据《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的规定，

该项目公众照射剂量约束值执行

0.1mSv/a。”

北京老年医院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项目监测结果表明：

正常进行 I-125 植入手术，公众和职业人员所接受的最大

年附加有效剂量附加有效剂量分别为 0.18μSv 和 33.6μ

Sb，监测结果均低于《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环审

[2017]67 号）中对公众和职业人员照射的剂量约束值：

0.1mSv/a 和 2mSv/a。

表 6-1 监测报告结论与环评批复要求对照表

7. 项目验收意见

（1）北京老年医院新增使用 I-125 粒子源项目落实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批复中要求的辐射防护和安全措施已落实。

（2）监测报告结果表明，本项目满足环评批复对公众和职业人员照射的剂量约束值。

（3）医院依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的规定，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

（4）医院已为该项目增配 2 组共 4 名辐射工作人员，落实了辐射工作人员培训、个人剂量监测。

综上所述，北京老年医院已落实新增使用I-125粒子源项目环评及环评批复要求，具备开展I-125

粒子源手术所需安全防护措施条件和能力，项目运行对周围环境产生的影响符合辐射防护和环境保

护要求，符合《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的有关规定，具

备竣工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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