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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项目名称 放射科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装置项目

建设单位 德昌县人民医院

建设地点 四川省凉山州德昌县东风路 76号德昌县人民医院放射科

联系人 李蕾 联系电话 18282878834

建设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环评审

批机关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批复

文号
川环审批[2017]261号

总投资

（万元）
1500 环保投资

（万元）
13.7 环保投资所占

比例（%）
0.91%

环评批

复内容

在DSA机房内安装使用 1
台Artis one型数字减影血

管造影机（DSA），属于

Ⅱ类射线装置

验收

内容

DSA 机房内 1 台 Artis one 型
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
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1.1 项目和验收监测的由来

德昌县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和康复为一体的综合性

医院。因项目需要，医院增加 1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医院委托四川省中栎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该项目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完成

了《放射科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

取得了省环保厅的批复“川环审批[2017]261号”。

现项目已建设完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和国务院

第 449号令《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的相关要求，建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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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必须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医院按照要求委托四川省辐安环境监测有

限公司负责该项目竣工验收监测工作。我公司接受委托后，经过收集资料，现

场监测，于 2018年 5月编制完成该项目的竣工验收监测报告。

1.2 验收监测的工程内容

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工程内容是DSA机房内 1台Artis one型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机（DS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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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验收监测的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4）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号），1998；

（5）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 449号令），

2005；

（6）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令

第 18号），2011；

（7）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8） 《四川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2016年 6月 1日起实施；

（9）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德昌县人民医院放射科新增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DSA）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川环审批[2017]2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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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项目工程概况

3.1 项目基本情况

3.1.1 项目名称、地点、建设单位及性质

项目名称：放射科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装置项目

建设地点：德昌县东风路 76号德昌县人民医院内

建设单位：德昌县人民医院

建设性质：扩建

3.1.2 项目工程内容、规模

本项目在德昌县东风路 76号德昌县人民医院放射科新增 1台数字减影血管

造影机（属于 II 类射线装置），电压 125kV、电流 1250mA，用于静动脉穿刺、

肿瘤介入治疗、动脉栓塞和血管造影等，年诊疗病例 200例；将温馨病房 1层

西药房隔断改建为 DSA机房、操作间、设备间、清洗间和污物暂存间，隔断后

机房墙体为 370mm 实心黏土砖+6mm 硫酸钡水泥砂浆抹面，其余房间墙体为

370mm实心黏土砖。

对比项目环评及批复，本项目建设内容与规模和环评及批复一致。

本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见表 3-1，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见表 3-2，主要

设备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情况见表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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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项目组成及主要环境问题

名称 建设内容规模 主要环境问题
与环评批复

是否一致

主体工程

将温馨病房1层现有西药房隔断改建为DSA机

房（面积 42.56m2），墙体为 370mm 实心黏土

砖+6mm硫酸钡水泥砂浆抹面。在机房内新增

1台 DSA，属于 II类射线装置，用于静动脉穿

刺、肿瘤介入治疗、动脉栓塞和血管造影等。

噪声、扬尘、废

水、固体废物

一致

公用工程

候诊区、过道

一致

配电系统

利用既有设施，

无施工期遗留

问题

办公及

生活设施
办公室 一致

仓储或其他 其他用房 一致

表 3-2 主要原辅材料及能耗情况表

类别 名称 年耗量 来源 主要化学成分

主要原
辅材料

—— —— —— ——

能
源

煤（T） —— —— ——

电(KW) 3000度 市供电公司 ——

气(NM3) —— —— ——

水
量

自来水 200m3 市自来水公司 ——

表 3-3 主要设备配置及主要技术参数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台） 设备主要参数 累计曝光时间

DSA Artis one 1 125kV、1250mA 400h/a

3.2 项目平面布置

项目位于温馨病房 1层，机房位于西侧，其北侧 4m为操作间、操作间以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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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医院道路、道路以北为 CT机房和 CT操作室。机房南侧依次为设备间、清洗

间和污物暂存间（距机房约 4m）、医技楼（距机房约 10m）、医技楼以南为停

车场。东侧为候诊区、一次性物品间、更衣室以及超声介入室和医生办公室（距

机房约 3～8m），再以东为医院中央花园。西侧 6～50m范围为居民住宅楼，住

宅楼与机房间有高 2.6m的 240mm砖砌围墙。机房正上方为病房。

本项目实际建成后的平面布置与环评中一致。

3.3 项目外环境关系及环境保护目标

项目位于温馨病房 1层，医院北侧为医院家属楼和凤凰大道一段，西侧为

居民住宅小区和上翔街，南侧为居民住宅小区和东风路，东侧为居民住宅小区

和交通路北段。

本项目建成后的外环境关系与环评文件中描述的外环境关系相同。根据本

项目确定的评价范围，环境保护目标主要是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和周围停留的公

众，具体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4。

表 3-4 本项目主要环境保护目标

保护目标 与DSA最近距离(m) 人数

（人/次）
照射类型

年剂量约

束值

（mSv）
北侧操作间 4 2

职业照射 5.0
北侧CT控制室 25 2

治疗室内医生 0.2~0.3 3

治疗室内护士 1.0 2

北侧院内道路 10~50 流动

公众照射 0.1

南侧设备间、清洗间 4~8 2~4

南侧院内道路、医技楼、停车场 8~50 流动

东侧一次性物品间、更衣室、值

班室、医生办公室
3~8 12

东侧候诊区、院内道 8~50 流动

西侧居民住宅楼 6~50 50

正上方病房 3 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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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DSA在进行曝光时分为 DSA检查和介入治疗两种情况：（1）DSA检查。

DSA检查采用隔室操作方式，通过控制 DSA的 X线系统曝光，采集造影部位

图像。具体方式是受检者位于检查床上，医护人员调整 X线球管、人体、影像

增强器三者之间的距离，然后进入操作间，关好防护门。医师、操作人员通过

操作间的电子计算机系统控制 DSA的 X系统曝光，采集造影部位图像。医师根

据该图像确诊患者病变的范围、程度，选择治疗方案。（2）DSA 介入治疗。

DSA介入治疗采用近台同室操作方式。通过控制 DSA 的 X 线系统曝光，对患

者的部位进行间歇式透视。具体方式是受检者位于手术床上，介入手术医师位

于手术床一旁，距 DSA的 X 线管 0.2~1.0m处，在非主射束方向，配备个人防

护用品（如铅衣、铅围脖、铅眼镜、铅手套等）。同时手术床旁设有屏蔽挂帘

和移动式防护帘。介入治疗中，医师根据操作需求，踩动手术床下的脚踏开关

启动 DSA的 X线系统进行透视（DSA的 X线系统连续发射 X射线），通过悬

挂显示屏上显示的连续画面，完成介入操作。

本项目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见图 3-1。

图 3-1 DSA工作程序及产污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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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 3-1可知，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主要污染物为 DSA运营期产生的 X射

线和臭氧。本项目的工艺流程及产生的污染物与环评中一致。污染物产生、治

理措施及排放情况见表 3-5。

表 3-5 项目主要污染物产生及处理情况

内容

类型
污染物名称 污染防治措施

电离

辐射
X射线

操作医师配有铅衣、戴铅眼镜等；机房四

周墙体采用 370mm实心黏土砖+6mm 硫

酸钡水泥砂浆抹面，屏蔽门为 4mm铅当

量门，屏蔽窗为 4mm铅当量的铅玻璃，

屋顶采用 170mm 混凝土+2mm厚铅板吊

顶，地板采用 370mm 实心黏土砖

废气 臭氧
DSA治疗室设置有换气扇，产生的臭氧

通过风机抽出后在机房外空旷地方排放

废水 生活污水
运营期不产生废水；生活污水经医院污水

处理设施处理，建筑废水经沉淀后回用

固体废物 生活垃圾
运营期不产生固废；生活垃圾收集后由当

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噪声 运营噪声 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安排施工时间

3.5 项目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

（1）本项目定员：医院辐射工作岗位现有工作人员21名。

（2）工作制度：医院实行8小时工作制度，周工作日为5天，临床科室24小

时轮流值班。

（3）根据公司提供资料，本项目年最大曝光时间为400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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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项目环评结论与批复要求

4.1 项目环评结论

在坚持“三同时”的原则，采取切实可行的环保措施，落实本报告提出的各

项污染防治措施，本评价认为，本项目在德昌县东风路 76号德昌县人民医院放

射科内建设，从环境保护和辐射防护角度看是可行的。

4.2 项目环评批复要求

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7 年 10 月 10 日对本项目进行了批复“川环审批

[2017]261号”，批复要求如下：

（1）项目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规定实施。公司各辐射工

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应严格控制为5mSv/年。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

0.1mSv/年。

（2）加强辐射工作场所的管理，定期检查辐射工作场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

辐射防护措施，防止运行故障的发生，确保实时有效。杜绝射线泄露、公众及

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故发生。

（3）严格落实《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发<四川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

监督检查大纲（2016）>的通知》（川环函[2016]1400号）中的各项规定。

（4）按照制定的监测计划，定期开展自我监测，并记录备查。每年应委托

有资质单位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并将监测结果纳入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

查评估报告。

（5）依法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

量档案。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超过1.25mSv/季度的应核实，必要时采取适当措施，

确保个人剂量安全；发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5mSv/年）应当立即组织调

查并采取措施，有关情况及时报告我厅。

（6）你单位应当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

保部令第18号）和《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

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格式（试行）＞的通知》（川环办发[2016]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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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的要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并于次年1月31日前上

报我厅。

（7）你单位对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时，应当对射线装置内的高压射线管

进行拆解和去功能化。

4.3 项目实际建成情况和环评内容的差异

通过现场检查，本次验收监测项目实际建设内容、建设地点、以及生产工

艺流程、污染物产生的种类、污染物排放量、采取的污染治理措施均与环评及

批复中一致，实际建设规模情况为：在 DSA机房内安装使用 1台 Artis one型数

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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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本次验收监测执行的电离辐射标准为：《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中的相关标准限值（职业人员年剂量限值为 20mSv，

公众年剂量限值为 1mSv）。按照四川省环境保护厅于 2017年 10 月 10日对本

项目批复“川环审批[2017]261号”的要求，职业人员取 5mSv/年作为剂量约束值，

公众取 0.1mSv/年作为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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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监测结果

6.1 监测因子及分析方法

6.1.1监测因子及点位确定

通过对本项目运行过程中污染源项调查，本项目在正常运行时，污染因子

为 X-γ射线，产生污染因子的场所为放射科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DSA）装置

机房，监测因子为 X-γ辐射剂量率。根据现场实际情况，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点

位主要包括操作位铅窗、医进门、医进门左缝、病入门、病入门右缝、外墙、

处置室墙壁、一病室（楼上）。以上监测布点能够科学反映 DSA周围的辐射水

平及人员受照情况，点位布设符合技术规范要求。监测布点见监测报告川辐安

验字(2018)第 FA0059-05号。

6.1.2放射性监测项目的监测方法、方法来源见表 6-1。

表 6-1 监测方法及方法来源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X-γ射线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T61-2001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GB/T14583-93

6.2 验收监测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

本次测量所用的仪器性能参数均符合国家标准方法的要求，均有有效的国

家计量部门检定的合格证书，并有良好的日常质量控制程序。监测人员均经具

有相应资质的部门培训，考核合格持证上岗。数据分析及处理采用国家标准中

相关的数据处理方法，按国家标准和监测技术规范有关要求进行数据处理和填

报，并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三级审核。本次验收监测所使用的仪器情况见表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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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监测所使用的仪器情况

监测

项目

监测设备 使用

环境名称及编号 技术指标 检定情况

X-γ辐射

剂量率

FH40G多功能

辐射测量仪

编号：Sb42

测量范围：
1nSv/h-100μSv/h
能量响应：
40keV~4.4MeV
不确定度：＜±15%

仪器检定：合格

检定单位：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检定有效期：

2017.11.30~2018.11.29

符合

仪器

使用

条件

6.3 验收监测的实施

6.3.1 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

2018年 4月 11日四川省辐安环境监测有限公司派出的监测技术人员在建设

单位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对本项目进行了环保竣工验收监测。监测时设备运

行参数如表 6-3。

表 6-3 监测时设备运行工况表

设备名称 额定工况 监测工况
管理

类别
使用地点

新增 DSA装置 125kV、800mA 125kV、662.2mA Ⅱ类
温馨病房

1层 DSA机房内

本次监测工况为额定工况的 75%以上，符合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6.3.2 验收监测结果及评价

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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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4 新增 DSA装置周围环境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单位：nSv/h

点位号
开机曝光 未曝光

监测位置 备注
测量值 标准差 测量值 标准差

1 161.6 2.0 152.6 1.5 操作位

放射

科内

2 158.7 2.0 152.2 1.1 铅窗

3 161.7 1.8 156.6 1.4 医进门

4 163.0 1.9 157.2 1.1 医进门左缝

5 148.7 1.6 143.2 1.6 病入门

6 154.5 1.4 146.3 1.4 病入门右缝

7 188.4 1.1 178.0 1.1 外墙

8 162.3 1.9 152.7 1.5 处置室墙壁

9 189.9 1.4 188.2 1.6 一病室（楼上）

注：表中监测数据均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

根据表 6-4的监测结果，新增 DSA装置在正常运行时，职业活动场所（操

作位，铅窗等）监测点位的 X-γ辐射剂量率监测值为 158.7~163.0nSv/h，其它

公众活动场所和周围环境中监测点位的γ辐射剂量率为 148.7~189.9nSv/h。参照

环评报告分析，年最大累计曝光时间为 400小时。按职业人员居留因子取 1，其

他人员（公众）居留因子取 1/4 计算，所致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最大值为

0.065mSv，所致其它人员（公众）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0.019mSv，均低于《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职业人员 20mSv和

公众 1mSv剂量限值，且均低于职业人员 5mSv，公众 0.1mSv的剂量管理约束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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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环境管理检查

7.1 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属扩建项目，通过现场检查情况，本项目的环保工程与主体工程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运营，满足“三同时”的要求，落实了环境影响评

价报告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7.2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

根据项目环评及批复文件的要求，需投入的环保设施落实情况见表 7-1：

表 7-1 环保设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场所 环保设施
投资

(万元)
落实情况

放射科新

增数字减

影血管造

影（DSA）
装置项目

电离辐射警示标志 2个 0.1 已落实

工作状态指示灯 2个 0.1 已落实

对讲系统 1套 0.2 已落实

观察窗（4mm 铅当量）1扇 1.5 已落实

操作台和床体上紧急停机按钮 2个 0.1 已落实

铅防护门（4mm铅当量）2扇 6.0 已落实

门灯联锁装置 1套 0.3 已落实

铅衣、铅围脖、铅手套、铅防护眼镜（0.5mm铅

当量）3套
4.5 已落实

个人剂量报警仪 4个 0.4 已落实

个人剂量计 4套 0.08 已落实

床下铅帘（机器自带、0.5mm铅当量）1套 DSA自带 已落实

悬吊铅帘（机器自带、0.5mm铅当量）1套 DSA自带 已落实

其他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费 0.42 已落实

合计 13.70 /

本项目总投资 1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13.7万元，占总投资约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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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见表 7-2，项目环评批复要求与实

际执行情况见表 7-3。

表 7-2 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评价要求与实际完成对照一览表

项目 环评要求 现场检查情况 整改完善要求

安全和辐

射防护管

理机构

①定期检查医院辐射工作人员执

行各项规章制度和技术操作规程

情况，保证辐射防护、安全与诊

疗质量；②增加小组成员的联系

电话；③补充领导小组办公室的

设置及其日常职能情况；④按照

国家对辐射防护的有关规定和标

准，定期对医院辐射工作人员进

行上岗前、在岗期间、离岗时的

职业健康体检

已增加小组成员的联

系电话；已补充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设置及其

日常职能情况

确保定期检查医院

辐射工作人员执行

各项规章制度和技

术操作规程情况，

保证辐射防护、安

全与诊疗质量

人员配置

及个人剂

量管理

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应参加辐射安

全与防护培训并考核合格持证上

岗，严禁无证人员从事辐射工作

活动。培训合格证书的有效期为 4
年，有效期届满应参加复训

已配备辐射工作人员

21人，5人取得的合格

证书，且证书在有效期

范围内

及时安排其余16名
医院辐射工作人员

参加辐射安全与防

护培训

医院应于每季度将个人剂量计送

交有资质的检测部门进行检测。

对于每季度检测数据超 1.25mSv
的，要进一步开展调查，查明原

因，撰写调查报告并由当事人在

调查报告上签字确认

未出现个人剂量超过

1.25mSv/季度；辐射工

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

内容已包括个人基本

信息、工作岗位、剂量

监测结果等材料

进一步完善辐射工

作人员个人剂量档

案内容已包括个人

基本信息

安全和防

护管理规

章制度

医院应根据规章制度内容认真组

织实施，并且应根据国家发布的

新的相关法规内容，结合医院实

际及时对各项规章制度补充修

改，使之更能符合实际需要。建

设单位在按照环评要求对制度、

人员、场所、设施等进行补充完

善后，项目符合辐射安全及环境

保护要求

已制定：辐射工作场所

监测制度、放射科质量

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

计划、辐射工作人员健

康及个人剂量管理制、

辐射防护核安全保卫

制度、辐射工作设备操

作规程、辐射工作人员

岗位职责

应根据规章制度内

容认真组织实施，

并且应根据国家发

布新的相关法规内

容，结合实际及时

对各项规章制度补

充修改，使之更能

符合实际需要

分区

管理
需重视控制区和监督区的管理 已进行分区管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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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环评要求 现场检查情况 整改完善要求

辐射事故

应急措施

应当根据相关要求，完善应急预

案相关内容，在今后预案实施过

程中，应根据国家新发布的相关

法规内容，结合公司实际及时对

预案进行补充修改，使之更能符

合实际需要

已经制定了辐射事故

应急预案，并成立辐射

事故应急救援领导小

组

——

表 7-3 环评批复要求与执行情况对照一览表

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整改完善要求

项目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

关标准和规定实施。公司各辐射工作

人员的个人剂量约束值应严格控制

为 5mSv/年。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

0.1mSv/年

各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

量约束值控制为 5mSv/年，

公众个人剂量约束值为

0.1mSv/年

及时安排其余 16名医

院辐射工作人员参加

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加强辐射工作场所的管理，定期检查

辐射工作场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辐

射防护措施，防止运行故障的发生，

确保实时有效。杜绝射线泄露、公众

及操作人员被误照射等事故发生

已制定辐射工作场所的管

理制度。

定期检查辐射工作场

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

辐射防护措施，防止运

行故障的发生，确保实

时有效

严格落实《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关于印

发<四川省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督

检查大纲（2016）>的通知》（川环

函[2016]1400号）中的各项规定

已落实《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关于印发<四川省核技术利

用辐射安全监督检查大纲

（2016）>的通知》（川环

函[2016]1400号）中的各项

规定

——

按照制定的监测计划，定期开展自我

监测，并记录备查。每年应委托有资

质单位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并将监测

结果纳入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

自查评估报告

已委托有资质单位开展辐

射环境监测，并已将监测结

果纳入辐射安全和防护状

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

确保定期开展自我监

测，并记录备查

依法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人剂量

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

档案。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超过

1.25mSv/季度的应核实，必要时采取

适当措施，确保个人剂量安全；发现

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5mSv/年）

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并采取措施，有关

情况及时报告我厅

已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个

人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

人员的个人剂量档案。尚未

出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超

过 1.25mSv/季度、个人剂量

监测结果异常（＞5mSv/年）

情况

——

你单位应当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保

部令第 18号）和《四川省环境保护

厅办公室关于印发＜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

估报告格式（试行）＞的通知》（川

环办发[2016]152号）的要求编写辐

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

告，并于次年 1月 31日前上报我厅

按照批复要求未完善辐射

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

评估报告

确保严格按照批复要

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

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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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复要求 执行情况 整改完善要求

你单位对射线装置实施报废处置时，

应当对射线装置内的高压射线管进

行拆解和去功能化

尚未有射线装置实施报废

处置
——

7.4 个人剂量档案管理

医院委托凉山彝族自治州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完成了个人剂量检测工作。在

个人剂量整理统计过程中，个人剂量检测结果均未超过 1.25mSv/季度的限值要

求，未出现个人剂量监测结果异常（＞5mSv/年）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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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验收结论、要求及建议

8.1 验收结论

本次验收内容为在德昌县人民医院放射科新增 1 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

（DSA），属于 II类射线装置。

项目主要内容为：将温馨病房 1层西药房隔断改建为 DSA机房，在机房内

新增 1台 DSA。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DSA所采取辐射屏蔽措施切实有效，在正常运行时对

周围环境的影响符合环评要求，对职业人员和公众的照射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及

项目管理限值要求，本次验收监测数据合格。

本项目的建设符合《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的要求，完

成了辐射防护及环保设施的建设，并制定了相应的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及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在按照本报告提出的要求及建议进一步整改完善后，方可

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自行组织竣工验收。

8.2 要求及建议

（1）及时安排其余 16名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2）结合本项目的开展情况对已经制定的规章制度进行进一步修订。

（3）定期检查辐射工作场所的各项安全联锁和辐射防护措施，防止运行故

障的发生，确保实时有效。

（4）确保严格按照批复要求编写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自查评估报告，

并及时上报四川省环境保护厅。

—————————————（正文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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