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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

委托单位 :

监测性质 :

(京辐监)环监字 R第 ⒛150100号

使用 H类射线装置项目环保验收监测

航天中心医院     __

验收监测      ___

监测单位 (签章):北京市

报告发出日期:⒛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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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 委托单位在委托监测前应说明监测目的,凡是污染事故

调查、环保验收监测、仲裁及鉴定监测需在委托书中说明,并由

我单位按规范采样、监测,以此作为执法依据。如由委托单位自

行采样送检的样品,本报告只对送检样品负责。

2、 本报告未经同意请勿复印,涂改无效。

3、 本报告未经同意不得用于广告、处理设施宣传。

4、 本报告无压缝章无效。

5、 对本报告若有异议,请向本中心办公室查询,来函来电请

说明报告编号。对监测结果若有异议,应在报告发出之日起十五

日内提出,逾期不予受理。

本机构通讯资料 :

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万柳中路五号院

邮政编码:100089

联系电话:82565821

传  真:8256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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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辐监)环监字 R第 20150100号

监 测 地 点 航天中心医院康复楼一层 DsA室

监 测 内 容 X-γ 辐射剂量率

现场监测日期 2015-12-08

样 品 名 称 无

样 品 描 述 无

样 品 编 号 无

采 样 日 期 无

样品分析日期 无

监 测 仪 器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性能指标

FH40G+FHZ672E-10

环境 x-v剂量率仪
BJFS-L064

工作温度:ˉ 30℃ ~50℃

能响范围:48keⅤ ~4.4MeV

剂量率范围:1nsⅤ/h~1θ 0u sⅤ /h

监侧项目 监 测 方 法 标 准

X-v辐 射剂量率 环境地表 v辐 射剂量率测定规范标准 (GB/T145831993)

评价依据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使用 II类 射线装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的批复》(京环审 [2015]80号 )

监测基本情况:

航天中心医院使用 II类 射线装置项目位于北京市海淀区玉泉路 15号 ,项 目内容为:在

康复楼一层新增一台H类 InIlc,va3100-IQ型 血管造影机 (管 电压 125kⅤ ,管 电流 1250岫 )。

根据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使用 II类 射线装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京环审

[2015]80号 ),该项目从事血管造影的职业人员、一般职业人员和公众照射剂量约束值分别

执行:5msv/a、 2.Onlsv/a和 0.1msv/a。

北京市辐射安全技术中心于 2015年 12月 8日 对该项目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具体情

况如下:

血管造影机位于康复楼一层的 DsA手术室内,上下均为设各层;射线出束方向向上,在
血管造影机处于关机状态下,测量第一术者位的 x-γ 辐射剂量率作为对照点;在血管造影机

处于透视、摄影状态下,分别测量 DsA手术室周围的 X-γ 辐射剂量率。现场测量布点情况见

图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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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辐监)环监字 R第 2015010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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粪孰∷线装置浏量布点圈

监测结果 :

测点

序号
测点位置

测量结果 (nsv/h)

备注

对照点 透 视 摄 影

1 第一术者位 68.1± 1.2 872二L8 12.5± 0,5u sv/h

2. 第二术者位 239 |3 168± 0,16u Sv/h

3, 东侧控制室门外 77,6二L32 78.8± 1.8

4. 操作位 68,0± 1.4 70.6± 16

5. 南侧墙外东部 76,4± 1.6 83.8± 1,0

6. 南侧墙外西部 86.5 |1,2 977二L0.9

7, 西侧仪器间门外 68.6± 1,5 63.3 |0.4

8, 西侧污物间门外 71.2± 4.0 70.4二L0.8

9, 北侧墙外 95.8± 2.0 92.2± 1,2

北狈刂丨】夕卜 72,6± 18 77,7 |2,2

护士站位 92.4=L04 314± 6

庄:←检测结果含宇宙射线响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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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辐监)环监字 R第 ⒛15O100号

由表 1可见:血管造影机在正常工作时,1号 、3号和 6号 点位分别对职业人员、一般职

业人员和公众产生的附加剂量率最大,根据公式
“
年附加有效剂量Ⅱε=∑ %’

·Jfr● r● Γ (式

中:wT为 组织 T的 组织权重因子,对全身均匀照射∑WT二 1,JfΓ 为附加当量剂量率,t为全年辐

照时间,T为居留因子 )计算各类人员所接受的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

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血管造影机全年累计透视和摄影时间分别为 8.3h和 212.8h,

职业人员、一般职业人员和公众居留因子分别为 1、 1/8和 1/8。 对后两类人员以摄影模式下的

附加剂量率作为全部出束时间的附加剂量率,保守的估计年附加有效剂量。上述三类人员所受

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计算参数及结果见表 2。

测点

序号
测点位置

出束

模式

附加剂量率
(nsv/h)

照射时间
(h)

居留因子
(T)

年附加有效

剂量 (u sv)
人员类别

1 第一术者位
透视

'
△

n
υ 212.8 1

274 职业人员

摄影 12,4u Sv/h 1

3 东侧控制室门外 摄影 10.7 221.1 °
°

/
/

0.30 一般职业人员

6 南侧墙外西部 摄影 29.6 221.1
/
/

0.82 公众

由表 2可见:从事血管造影的职业人员、一般职业人员和公众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分别为

274u sv、 0.30u sⅤ 和 0.82u sv,低于该项目环评批复 (京环审[2015]80号 )中 职业人员、一

般职业人员和公众照射剂量约束值。

结论:

监测结果表明:血管造影机在正常工作状态时,职业人员、一般职业人员和公众所接受的

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低于该项目环评批复中的剂量约束值。

[以 下无正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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