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核技术利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3月8日，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根据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

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设施

验收技术规范 核技术利用》（HJ 1326-2023）、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

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金碧路157号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一号门诊楼

负二层放疗科，在后装治疗机治疗室内安装1台后装治疗机，使用1枚192Ir放射源，

出厂活度为 370GBq（10Ci），属于Ⅲ类放射源，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见表1。 

表 1 项目组成一览表 

名  称 验收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工程 

①新增后装治疗机 1 台（型号为 MicroSelectron V3，生产

厂家为医科达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使用 1 枚 192Ir 放射源（生

产厂家为荷兰 Nucletron B.V），初始活度为 3.7×1011Bq，属于Ⅲ
类放射源；②后装治疗室 1 间，长 4.9m×宽 3.8m×高 5m（不含

迷路），使用面积 18.62m2，治疗室迷路长 4m，宽 1.3m，迷路

类型为“L”型迷路。 北墙：500mm 混凝土+ 10mm 铅板，相当

于 595mm 混凝土； 东墙：迷路内墙 500mm 混凝土+迷路外墙

500mm 混凝土+10mm 铅板，相当于迷路内墙 500mm 混凝土+
迷路外墙 595mm 混凝土； 南墙：500mm 混凝土+10mm 铅板，

相当于 595mm 混凝土； 西墙：500mm 混凝土+10mm 铅板，

相当于 595mm 混凝土； 顶面：700mm 混凝土。 1 道 10mmPb
铅防护门。 

由于机房南、

东、西墙体铅板

安装于墙体外变

更为安装于墙体

内，导致治疗室

面积由 19.5m2 减

小为 18.62m2，

迷路宽度由 1.4m
减小为 1.3m，辐

射屏蔽效能无变

化，其余与环评

一致 

辅助工程 物理计划室 1 间、模拟定位室 1 间、准备间 1 间、控制室 1 间 
控制室与准备间

位置互调，其余

与环评一致 

办公及生

活设施 
医生办公室、卫生间 与环评一致 

公用工程 供电、配电和通讯系统等 与环评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于2021年6月委托核工业二0三研究所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完成了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2

年1月24日取得了云南省生态环境厅的批复（批复文号为云环审〔2022〕2-2号），

同意该项目建设，建设单位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2023年8月建设完成，2023年

8月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重新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2023年10月完成放射源转

让审批手续，2023年11月完成放射源安装并投入试运行。 

本项目从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至调试过程中无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

等情况。 

（三）投资情况 

本期项目实际总投资为426.5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12.5万元，占总投资的

26.38%。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建设情况 

本项目治疗工作场所醒目位置设电离辐射警示标志和工作状态指示灯，设

置急停开关；治疗室内安装固定式剂量监测报警装置，设置从室内开启机房门

的装置。后装治疗机设置施源器联锁、门机联锁、电源联锁、治疗时间联锁、

急停开关联锁、掉电联锁及其他辐射防护设施、防护用品。配备相应的辐射防

护用品、个人剂量报警仪和辐射监测仪，职业人员工作时应佩带个人剂量报警

仪和个人剂量计，并定期（不超过90天）送具备资质的个人剂量监测技术服务

机构开展监测。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按“监督区、控制区”管理，并在显著位置处设置标

识。将治疗室、迷道等划为控制区，将控制室等与控制区相连的其他场所或区

域划为监督区。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明确了成员组成

和工作职责，制定了辐射事故应急预案、辐射监测方案、辐射工作人员健康管

理、放射源管理、放射性废物处理等规章制度。辐射工作人员进行职业健康体

检和个人剂量管理，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并通过考核，正确佩戴个人剂量



计，并携带个人剂量报警仪，配备辐射环境监测设备和个人防护用品。对储源

场所实行双人双锁管理，建立放射源使用台账。加强辐射安全联锁和防护设施

的运行维护，确保其处于正常状态，严格落实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和计划，确保

辐射工作场所及周围环境辐射水平无异常。 

三、工程变动情况 

为不影响对面直线加速器机房病人正常就医、减少资源和资金浪费、尽快满

足后装治疗患者诊疗需要，经建设单位、监理单位、造价公司现场踏勘后，决定

将原环评机房改造的南、东、西墙体铅板安装于墙体外变更为安装于墙体内，导

致治疗室面积由 19.5m2 减小为 18.62m2，迷路宽度由 1.4m 减小为 1.3m，防护情

况不变，其余与环评一致，本项目工程变得情况见表 2。 

表 2 本项目工程变动情况一览表 

工程内

容 
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及原

因 
是否属于重

大变动 
项目性

质 
扩建 扩建 无 否 

规模 

①新增后装治疗机1台
（型号为

MicroSelectron V3，
生产厂家为医科达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使用1枚192Ir放射源

（生产厂家为荷兰

Nucletron B.V），初

始活度为3.7×1011Bq，
属于Ⅲ类放射源；②

后装治疗室1间，长

5m×宽3.9m×高5m
（不含迷路），使用

面积19.5m2，治疗室

迷路长4m，宽1.4m，

迷路类型为“L”型迷

路。 

①新增后装治疗机1
台（型号为

MicroSelectron V3，
生产厂家为医科达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

使用1枚192Ir放射源

（生产厂家为荷兰

Nucletron B.V），初

始活度为

3.7×1011Bq，属于Ⅲ
类放射源；②后装治

疗室1间，长4.9m×宽
3.8m×高5m（不含迷

路），使用面积

18.62m2，治疗室迷路

长4m，宽1.3m，迷路

类型为“L”型迷路。 

由于机房南、

东、西墙体铅

板安装于墙体

外变更为安装

于墙体内，导

致治疗室面积

由 19.5m2 减

小为

18.62m2，迷

路宽度由

1.4m 减小为

1.3m，辐射屏

蔽效能无变

化，其余与环

评一致 

否 

环保设

施或环

保措施 

场所

设计

屏蔽

措施 

北墙：500mm
混凝土+ 

10mm 铅板，

相当于

595mm 混凝

土； 东墙：

北墙：500mm 混凝土

+ 10mm 铅板，相当

于 595mm 混凝土； 
东墙：迷路内墙

500mm 混凝土+迷路

外墙 500mm 混凝土

为不影响对面

直线加速器机

房病人正常就

医、减少资源

和资金浪费、

尽快满足后装

否 



迷路内墙

500mm 混凝

土+迷路外墙

500mm 混凝

土+10mm 铅

板，相当于迷

路内墙

500mm 混凝

土+迷路外墙

595mm 混凝

土； 南墙：

500mm 混凝

土+10mm 铅

板，相当于

595mm 混凝

土； 西墙：

500mm 混凝

土+10mm 铅

板，相当于

595mm 混凝

土； 顶面：

700mm 混凝

土。 1 道

10mmPb 铅防

护门。 

+10mm 铅板，相当于

迷路内墙 500mm 混

凝土+迷路外墙

595mm 混凝土； 南
墙：500mm 混凝土

+10mm 铅板，相当于

595mm 混凝土； 西
墙：500mm 混凝土

+10mm 铅板，相当于

595mm 混凝土； 顶
面：700mm 混凝土。 
1 道 10mmPb 铅防护

门。 

治疗患者诊疗

需要，经建设

单位、监理单

位、造价公司

现场踏勘后，

决定将原环评

机房改造的

南、东、西墙

体铅板安装于

墙体外变更为

安装于墙体内 

电缆

布设 

治疗室的控制

电缆布设于地

下电缆沟内，

以“U”型方式

通过迷路内墙

下方和铅门下

方至控制室，

电缆沟上覆盖

1cm厚的铅板 

治疗室的控制电缆布

设于地下电缆沟内，

以“U”型方式通过迷

路内墙下方和铅门下

方至控制室，电缆沟

上覆盖1cm厚的铅板 

无 否 

通排

风管

道布

设 

本项目通风系

统已布设完

成，与在用的

加速器使用一

套风机系统。

后装治疗室新

风口位于门诊

楼楼顶，送风

管道由管井接

至负二层，再

通风系统与在用的加

速器使用一套风机系

统。后装治疗室新风

口位于门诊楼楼顶，

送风管道由管井接至

负二层，再由铅门上

方斜向上45°穿过后装

机治疗室东侧墙体进

入治疗室，送风口位

于后装机治疗室上方

无 否 



由铅门上方斜

向上45°穿过

后装机治疗室

东侧墙体进入

治疗室，送风

口位于后装机

治疗室上方吊

顶处；排风口

位于治疗室地

面，排风管采

用地下布管方

式，风管经迷

路由防护门下

方出后装机治

疗室，然后接

入负二层管

井，最终由楼

顶排风口排

出，排风口朝

北。排风量和

进风量均为

1200m3/h,换气

次数9次/h 

吊顶处；排风口位于

治疗室地面，排风管

采用地下布管方式，

风管经迷路由防护门

下方出后装机治疗

室，然后接入负二层

管井，最终由楼顶排

风口排出，排风口朝

北。排风量和进风量

均为1200m3/h,换气次

数9次/h 

其他 

工作场所实行监督区

和控制区管理；机房

内安装 3 个固定式剂

量监测报警装置探

头，显示单元位于控

制室；安装门灯、门

机联锁、室内开启治

疗室门装置及防护门

防挤压功能，设置电

离辐射警示标志、工

作状态指示灯；在控

制台、治疗室迷道出

入口、防护门、后装

机设备表面人员易触

及位置以及治疗机房

内墙面各设置一个急

停开关，并用醒目文

字标识清楚。安装视

频监控及对讲交流系

统，配备应急储源容

器。制定质量保证大

工作场所实行监督区

和控制区管理，将后

装治疗机治疗室、迷

路划为控制区，将进

入后装治疗室的通

道、进入控制室通

道、准备间、后装机

控制室、设备室、闲

置直线加速器控制

室、后装机房南侧墙

外 1m 内划为监督

区；在治疗室内安装

固定式剂量监测报警

装置探头，显示单元

位于控制室； 
安装一套门灯、门机

联锁、室内开启治疗

室门装置及防护门防

挤压功能，在治疗室

门外设置一套电离辐

射警示标志和工作状

无 否 



纲，完善落实辐射防

护和安全管理制度、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配备辐射防护用品、

个人剂量报警仪和辐

射监测仪，工作人员

佩戴个人剂量计、参

加辐射安全培训 

态指示灯；在控制

台、治疗室迷道出入

口、防护门、后装机

设备表面人员易触及

位置以及治疗机房内

墙面各设置一个急停

开关，并用醒目文字

标识清楚。在治疗室

内安装视频监控及对

讲交流系统；配备 1
个应急储源容器；制

定了质量保证大纲，

完善落实辐射防护和

安全管理制度、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配备

4 套铅衣、铅手套等

辐射防护用品，配备

1 台便携式辐射监测

仪，2 个个人剂量报

警仪，5 名辐射工作

人员佩戴个人剂量

计，5 名辐射工作人

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

护培训并考核合格 

根据表2所列，本项目机房防护改造进行了局部优化，导致机房有效面积较

环评减小0.88m2，不影响项目使用，机房外剂量率监测达标，机房外公众年有效

剂量达标，辐射屏蔽效能无变化，主要保护目标和保护目标距辐射源的距离未发

生变化，且建设单位的活动种类、活动范围、建设地点、工作场所、放射源活度

和数量、工艺流程、辐射屏蔽措施、辐射安全防护措施等均未发生变化，故本项

目变动不属于重大变动。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一）源容器外表面5cmX-γ辐射剂量率在8.3×10-8Gy/h ~97.2×10-8Gy/h之间，

源容器外表面1mX-γ辐射剂量率在3.6×10-8Gy/h ~7.4×10-8Gy/h之间，后装治疗机

治疗状态（源闸开启）机房外围X-γ辐射剂量率在4.4×10-8Gy/h~9.5×10-8Gy/h之间，

非治疗状态（源闸关闭）机房外围X-γ辐射剂量率在4.4×10-8Gy/h~ 8.5×10-8Gy/h之

间，满足标准要求。 



（二）根据验收监测结果估算，本项目所致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最大

为0.83mSv/a，致公众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9.0×10-4mSv/a，分别满足环评批复的

5mSv和0.1mSv 的剂量约束值要求。 

五、验收结论 

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认真履行了本项目的环境保护审批和许可手续，落实

了环评文件及其批复的要求，严格执行了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相关的验收

文档资料齐全，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及措施运行有效，对环境的影响符合相关

标准要求。 

综上所述，验收组一致同意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后装治疗机核技术利用项

目（批准文号：云环审〔2022〕2-2号）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六、后续要求 

1、定期对辐射防护设施及监测设备检查。 

2、根据医院自身发展，在运营过程中不断完善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验收组名单 

验收组 

2024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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