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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使用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简阳市中医医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建 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 421号简阳市中医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

主要产品名称 /
设计生产能力 /
实际生产能力 /

建设项目环评时间 2020年 8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0年 9月

调试时间 2020年 10月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1年 1月 13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成都市生态

环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15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33.2万元 比例 2.21%

实际总概算 1480万元 环保投资 37.98万元 比例 2.57%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 01月 01

日（修订）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10

月 1日实施；

（3）《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 682号令，2017

年 10月 1日实施；

（4）《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82号，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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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 22日实施；

（6）《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生态环境部公告 2018年第 9号，2018年 5月 16日发布；

（7）《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

第 709号令，2019；

（8）《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

处理报告制度的通知》环发[2006]145号，2006年 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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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

依据

（9）《四川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四川省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通过，

2016年 6月 1日起实施；

（10）《射线装置分类》环保部与国家卫生计生委 2017年第 66号；

（11）《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原国家环境

保护总局令第 31号，2017年 12月 1 2日第二次修正；

（12）《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国家环保

部 18号令，2011年 5月 1日实施；

（1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14）《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93）；

（15）《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16）《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17）《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18）《关于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成环核〔2020〕复字 61号；

（19）《环境监测报告》成都华亚科技有限公司 HYKJ（放）

2020-H1188。

验收监测

评价标

准、标号、

级别、限

值

本项目验收监测评价标准与环评评价标准一致，具体对比情况如下：

（1）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控制

本次验收执行环评文件中采用的标准，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并按照标准的评价原则，职业人员

与公众的年有效剂量须满足表 1-1中的限值。

表 1-1 职业照射和公众照射的剂量限值 单位：mSv/a

分 类
基本标准限值

（GB18871-2002） 剂量约束值/评价标准

职业照射

20 5

四肢、皮肤 500 125

眼晶体 150 37.5

公众照射 1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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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

评价标

准、标号、

级别、限

值

（2）X射线设备机房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本项目 X射线设备机房的的屏蔽防护执行《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6.2.2款、6.3.1款。6.2.2款执行见表 1-2。6.3.1款执行内容：在距机房屏

蔽体外表面 0.3m处，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不大于 2.5μSv/h。

表 1-2 介入 X射线设备机房的屏蔽防护铅当量厚度要求

机房类型 有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非用线束方向铅当量

C形臂X射线设备机房 2mm 2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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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一、项目概况：

简阳市中医医院（社会信用代码:12511881451543637Q)始建于 1953年，通

过几代简中医人秉承传统、不懈努力、笃定前行，现如今已发展为人才济济、设

备精良、特色显著、管理科学的集医、教、研、康复、预防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现

代化中医医院。先后获得“省级文明单位”、“四川省服务质量消费者满意医院”、

成都市先进基层党组织、香港艾力彼医院管理研究中心“中国中医医院 500强排

行榜”等荣誉。医院是四川省中医药发展促进会理事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

医院/四川省中医医院医联体枢纽单位，达州、雅安职业技术学院、四川省护理

职业学院等大中专院校实习基地。是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四川省中医医院、

省人民医院、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双向转诊定点医院。

医院新、老院区共占地 42亩，总建筑面积 64885m2，其中业务用房 62585m2。

医院现有编制床位 950张，开放床位 1100张。医院现有职工 769人，卫生技术

人员 626人，中医人员占比 60.6%；高级职称 61人（其中正高 10人），中级职

称 126人。有执业医师 171人，执业护士 311人。医院有硕士研究生 19人，有

四川省名中医 2人，成都市名中医 4人，简阳市名中医 18人，四川省基层卫生

拔尖人才 1人，四川省中青年拔尖中医师 3人，四川省首届“新时代健康卫士”

4人，成都市学科技术带头人 1人。

医院现有美国 GE1.5T MRI磁共振成像系统、美国 GE128层螺旋 CT、数字

化医用 X射线摄影系统、高频移动式手术 X射线机、德国赫尔曼臭氧治疗仪、

全数字全身应用彩色多普勒超声诊断仪、奥林巴斯电子结肠镜、支气管镜、胃镜、

无创呼吸机、血液透析机、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全自动细菌鉴定药敏、细菌培养

监测系统;高能量激光治疗仪、冲击波治疗仪、舌面脉信息采集体质辨识系统、

ABE-V智能通络治疗仪、远红外热成像仪、中药熏蒸气疗仪、智能熏蒸坐浴器、

结肠透析机、四维颈椎牵引系统、离子导入仪、超脉冲激光机、超短波治疗仪、

射频控温热凝仪、电脑骨伤愈合仪、热磁振治疗仪、骨质疏松治疗仪、恒温蜡疗

仪等设备 3500余台（件），其中，中医诊疗设备 13类 55种。

医院设有内科、外科、妇产科、骨科、儿科、针灸科、皮肤科、肿瘤科、急

诊科、麻醉科等一级学科，内科、外科、医学影像、医学检验等专业设置了二级

专业分科，内科专业有 5个二级分科，外科专业有 3个二级分科；设有肺病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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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病科、脾胃病科等中医特色专科门诊 30个。

简阳市中医医院已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编号为川环辐证[00784]，许可种

类和范围为：使用Ⅱ类、Ⅲ类射线装置。

随着医院的发展，现有医疗设备远远不能满足临床新技术新项目及教学科研

工作的需要。为了改善医院医疗设备条件，提高诊断水平，心血管、神经及外周

等各种疾病的介入治疗水平，医院在门诊综合楼三楼综合介入治疗室中引进 1

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DSA），属于 II 类射线装置。建设单位于 2020年

8月委托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于 2020年 8月 7日

取得成都市生态环境局的行政许可批复（成环核[2020]复字 61 号）。本项目 II

类射线装置于 2020年 9月开工建设，2020年 10月建成并完成调试。

1、项目名称、性质、建设地点

项目名称：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使用项目

建设单位：简阳市中医医院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 421号，医院地理位置图见附图 1，医院外

环境关系图见附图 2，机房具体位置图见附图 3、附图 5。

2、建设规模

（1）建设内容与规模

简阳市中医医院将位于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北侧原有闲置房间改造成一间

综合介入治疗室及配套用房。在综合介入治疗室安装使用一台医用血管造影 X

射线系统（型号为 UNIQ FD20，额定参数为 125kV、1000mA），用于起搏器介

入手术、射频消融介入治疗与冠脉介入治疗。综合介入治疗室机房面积 38.84m2，

净空尺寸 7.05m(长)×5.51m（宽）。本次验收辐射项目内容见表 2-1。
表 2-1 本次验收辐射项目内容情况

场址

射线装置

设备名称 型号
数量

(台)
主要技

术参数

射线装

置种类
工作场所

用

途

简阳市中医医院

（简阳市雄州大

道南段 421号）

医用血管

造影 X射

线系统

UNIQ
FD20 1 125kV

1000mA Ⅱ类

门诊综合楼三

楼综合介入治

疗室

介入

治疗

（2）项目组成内容及环境问题

本项目所用 DSA采用数字成像，不使用显、定影液，因此本项目不产生废

显和定影液。本项目主要组成内容及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见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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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2 项目组成内容及主要环境问题

名 称 环评报告中建设内容及规模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 与环评报告是否一致
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

施工期 运营期

主体工程

在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 DSA机房

新增 1台 DSA（UNIQ-FD20，最

大管电压 125kV，最大管电流

1000mA，DSA 属于Ⅱ类射线装

置，机房有效使用面积 42.6m2，尺

寸为 7.1m（长）×6.0m（宽），四

侧墙体均为 24cm实心墙+2cm硫

酸钡涂料+12mm 硫酸钡复合板，

顶棚和地面为 10cm混凝土加 5cm
硫酸钡涂料，观察窗和防护门均为

4mm铅当量。

在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综合介入治

疗室内使用 1台DSA，型号为UNIQ
FD20，额定管电压为 125kV，额定

管电流为 1000mA，属于Ⅱ类射线装

置，综合介入治疗室有效面积为

38.84m²，净空尺寸为 7.05m（长）

×5.51m（宽），机房四周墙体为

24cm实心砖墙+4cm硫酸钡涂层；

机房顶棚和地面为 15cm现浇混凝

土+3cm硫酸钡涂层，观察窗和防护

门均为 4mm铅当量。

环评时机房面积为 42.6m²，本次验收时

机房面积为 38.84m²。机房四周墙体增加的

防护涂层由环评的2cm硫酸钡涂料+12mm硫

酸钡复合板变更为 4cm硫酸钡涂层。经核实，

机房顶棚和地面为 15cm现浇混凝土+3cm硫

酸钡涂层。

机房面积、四周墙体、顶棚和地面均满

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中的要求，且从监测数据结果分析，综合介

入治疗室实际建设防护满足辐射防护的要

求，因此，不构成重大变动。

固体垃圾

生活污水

噪声

扬尘

X射线

臭氧

噪声

生活污水

生活垃圾

辅助工程

控制室 1间，抢救室 1间，缓冲区

1间，复苏室 1 间，谈话间 1间，

医生办公室 1间，更衣室 1间，设

备间 1间，库房 1间，以及污物通

道、医护通道和病员通道。

控制室 1间，抢救室 1间，缓冲区 1
间，复苏室 1间，医生办公室 1间，

更衣室 1间，设备间 1间，库房 1
间，以及污物通道、医护通道和病

员通道。

环评中设置有谈话间，本次验收未设置有谈

话间，不构成重大变动。
\ \

环保设施

污水处理依托医院已有污水管道

和污水处理站，医疗废物依托医院

已有医废暂存间及收集系统进行

回收处理，办公、生活垃圾依托医

院已有垃圾房进行回收处理。

污水处理依托医院已有污水管道和

污水处理站，医疗废物依托医院已

有医废暂存间及收集系统进行回收

处理，办公、生活垃圾依托医院已

有垃圾房进行回收处理。

一致 \ \

公用工程
给排水、配电、供电和通讯系统

等

给排水、配电、供电和通讯系统

等
一致 \ \

办公生活设施 后勤中心、食堂 后勤中心、食堂 一致 \ 生活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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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地理位置

简阳市中医医院位于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 421号（项目地理位置见附图 1）。

4、项目外环境关系及总图布置

（1）医院外环境关系

简阳市中医医院东南侧是印鳌路，隔街为商业区；西南侧是天慧国际外滩；西

北侧是鸿雁路，隔街为碧水云居小区和巴黎春天小区；医院东北侧是雄州大道，隔

街为九号花园。医院外环境关系图见附图 2。

（2）辐射工作场所外环境关系

本项目 DSA机房位于医院门诊综合楼三层北侧，机房东侧为控制室、设备间和

库房，南侧为缓冲区、医生办公室、复苏室和病员通道，西侧为抢救室、污物通道，

北侧为室外，机房楼上为屋顶，楼下为检验科。综合介入治疗室外环境关系图见附

图 5。

（3）总平面布局分析

本次验收内容为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项目建成后的平面布置与环评中不

一致，本项目机房平面布局与环评报告中的机房平面布局情况见表 2-3。

表 2-3 项目机房实际平面布局与环评报告中的机房平面布局情况

建筑物方位 东 南 西 北 上 下

环评中布局情况
设备间、控

制室、库房

缓冲区、复苏

室、谈话间、

病员通道

抢救室、污

物通道
室外 屋顶 检验科

实际布局情况
设备间、控

制室、库房

缓冲区、医生

办公室、复苏

室、病员通道

抢救室、污

物通道
室外 屋顶 检验科

该项目平面布局未发生重大变动，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本项目总平面布置和

空间布局是合理的。

5、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

根据本项目 X射线装置的特点和应用内容及环评内容，确定本次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的范围：以辐射工作场所建筑实体为边界，半径 50m内区域。

6、保护目标

根据环评要求及本项目确定的验收范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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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如表 2-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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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本项目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与射线装置最近场所
与射线装置

最近距离
(m)

与射线

装置相

对位置

人数
照射

类型

剂量约束

值（mSv/
年）

综合介

入治疗

室

机房内医生 0.3 床旁 ≤5 职业 5.0

机房内护士 1.0 床旁 ≤5 职业 5.0

机房东侧操作室 3.0 E ≤5 职业 5.0

机房东侧设备间 3.0 E ≤5 职业 5.0

机房东侧库房 ≥5.0 E ≤5 职业 5.0

机房南侧缓冲区 ≥3.0 S ≤5 公众 0.1

机房南侧谈话间 ≥4.5 S ≤5 公众 0.1

机房南侧医生办公室 ≥5.0 S ≤5 职业 5.0

机房南侧病员通道 ≥4.5 S ≤5 公众 0.1

机房西侧抢救室 ≥3.0 W ≤5 公众 0.1

机房西侧污物通道 ≥3.0 W ≤5 公众 0.1

机房楼下检验科 ≥3.0 楼下 流动人群 公众 0.1

综合介

入治疗

室附近

公众

住院部 23.0 W 流动人群 公众 0.1

后勤大楼 42.0 W 流动人群 公众 0.1

会议楼 8.0 N 流动人群 公众 0.1

7、工作制度与人员配置

该项目工作制度与人员配置具体如表 2-5所示。

表 2-5 项目工作制度与人员配置表

项目 环评内容 验收情况

工作制度 医院实行 8小时工作制度，每年工作

250天
医院实行 8小时工作制度，每年工作 250

天

人员配置

拟配置辐射工作人员 17 人，其中内

一科、内三科、外二科、外三科、急

诊科，每个科室为本项目拟配备手术

医生 2名、护士 1名，另控制室拍片

与阅片岗位共配备 2名医生，且该项

目辐射工作人员仅从事介入治疗工

作，不参与其他科室的工作任务。

项目配置有辐射工作人员 17人，均持证

上岗，其中内一科、内三科、外二科、

外三科、急诊科分别为本项目配备 3名
辐射工作人员，另控制室拍片与阅片岗

位共配备 2名医生，且该项目 17名辐射

工作人员仅从事介入治疗工作，不参与

其他科室的工作任务。

二、环境管理检查

1、项目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属新建项目，通过现场检查情况，本项目的环保工程和主体工程同时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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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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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辐射防护设施落实情况见表 2-6，辐射

防护与安全设施投资一览表见表 2-7。

表 2-6 辐射防护设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辐射防护措施要求 落实情况 符合情况

屏蔽设施

四周墙体：24cm实心墙

+2cm硫酸钡涂料+12mm
硫酸钡复合板（相当于

5.1mmPb当量）

四周墙体：24cm实心砖墙

+4cm硫酸钡涂层（相当于

6mmPb当量）

现有屏蔽措施高于环评

要求，满足国家标准

（GBZ130-2020）中对机

房屏蔽的要求。

观察窗：铅玻璃 4mmPb 当

量

观察窗：铅玻璃 4mmPb
当量

符合

防护门：门厚 4mmPb当量 防护门：门厚 4mmPb当量 符合

顶板：10cm混凝土+5cm硫

酸钡涂料（相当于 6.2mmPb
当量）

顶板：15cm现浇混凝土

+3cm硫酸钡涂层（相当于

5.4mmPb当量）

现有屏蔽措施满足

GBZ130-2020中对机房

屏蔽的要求，不构成重大

变动。

地板：10cm混凝土+5cm硫

酸钡涂料（相当于 6.2mmPb
当量）

地板：15cm现浇混凝土

+3cm硫酸钡涂层（相当于

5.4mmPb当量）

现有屏蔽措施满足

GBZ130-2020中对机房

屏蔽的要求，不构成重大

变动。

安全措施

机房门外顶部工作状态指

示灯、门灯联锁装置

机房门外顶部设置有工作

状态指示灯，指示灯与机

房门有效联锁

符合

操作台和床体上“紧急止

动”装置各 1套

在 DSA控制室、机房内操

作台各设置有一个紧急停

机按钮

符合

机房门外设置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

在机房门外设置有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
符合

对讲装置 1套
DSA机房及控制室间配

备有对讲系统
符合

监测设备

个人剂量计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均配

备有 2个个人剂量计
符合

辐射水平监测仪表
医院配备有 1台 BG9521
型 X-γ辐射剂量率仪

符合

个人剂量报警仪
医院配备有 4台 RG 1100

型个人剂量报警仪
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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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6 辐射防护设施落实情况一览表

项目 环评辐射防护措施要求 落实情况 符合情况

医护人员个人

防护用品

铅衣、铅橡胶颈套、铅橡胶

帽子、铅防护眼镜，（均为

0. 5mmPb）

铅衣、铅围脖、铅帽、铅眼镜各 4
套（均为 0.5mmPb当量）

符合

患者个人防护

用品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铅橡

胶颈套、铅橡胶帽子、阴影

屏蔽器具，（均为 0. 5mmPb）

铅围裙、铅围脖、铅帽、铅眼镜各

1套（均为 0.5mmPb当量）
符合

操作位局部屏

蔽防护设施

铅悬挂防护屏（0.25mmPb）、

铅防护吊窗（0.25mmPb）、

床侧防护帘（0.25mmPb）、

床侧防护屏（1.0mmPb）

设备自带铅悬挂防护帘、铅悬挂防

护吊窗、床侧防护帘（均为

0.5mmPb当量）

符合

通风系统 新风系统 1套

本项目机房安装有

新风系统，送、排风口位于顶棚

上靠近机房西侧方向的位置。

符合

场所分区

控制区：综合介入治疗室；

监督区：控制室、缓冲区、污

物通道

控制区：综合介入治疗室；

监督区：控制室、设备间、缓冲区、

抢救室、污物通道

符合

表 2-7 辐射防护与安全设施投资一览表

内容 数量
投资（万元）

环评预估 实际情况

屏蔽设施

DSA机房及配套用房的修建费

用（包括四周墙体和屋顶）
/ 20 23

铅防护门 3套 3 3.5

铅玻璃窗 1块 0.5 0.5

安全装置

操作台和床体上“紧急制动”装

置（包含紧急按钮）
2套 设备自带 设备自带

对讲机 1套 0.1 0.2

门灯联锁装置 1套 0.5 0.5

警示标牌，工作指示灯，警示灯 1套 0.2 0.2

个人防护用

品

铅衣、铅围脖、铅帽、铅眼镜（均

为 0.5mmPb当量）
5套 0.7 1.6

铅悬挂防护帘、铅悬挂防护吊

窗、床侧防护帘
1套 0.5 设备自带

通风 新风系统 1套 0.5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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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7 辐射防护与安全设施投资一览表

内容 数量
投资（万元）

环评预估 实际情况

监测设备

个人剂量计 34个 0.7 0.68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1台 1 1.2

个人剂量报警仪 4台 / 0.4
应急和救助的物资准备 / 3 3

其他
辐射工作及管理人员及应急人

员的组织培训
/ 2.5 2.5

合计 33.2 37.98
3、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医院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见下表 2-8。

表 2-8 医院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 环保要求 实际情况

辐射安全和防护管

理制度

设有专门的辐射防

护与安全管理机构

项目单位设有“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

领导小组”（简中医【2020】88号），负责辐

射安全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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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制定有以下管理制度：

1 辐射安全管理规定

2 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辐射水平监测方案

3 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

4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

5 辐射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制度

6 辐射防护安全操作规程

7 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操作规程

8 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

9 射线装置台账管理制度

10 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11 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检测计划

12 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

上墙规章制度

医院将《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

岗位职责》、《辐射事故应急响应程序》、《辐

射防护安全操作规程》《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

系统操作规程》张贴上墙。

操作人员

配有专业技术人员 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及操作人员共 17人

所有操作人员均需

到生态环境部培训

平台报名并参加考

核，考核通过后方可

上岗

本项目工作人员共 17人，在 2017年 4月-2019
年 6月分批次参加了由“四川省环境保护厅”和

“环保学会”等单位组织的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班学习，通过选定课程考试，取得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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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8 医院辐射安全管理及防护措施落实情况

项目 环保要求 实际情况

台帐管理
建立射线装置台帐

制度
医院建立有射线装置台帐

分区管理
放射性工作场所应

实行分区管理制度

工作场所按控制区、监督区进行了分区管理，防

护门上张贴有辐射安全警告标志。

个人剂量档案

工作人员必须佩戴

个人剂量计，建立个

人剂量档案

医院制订有《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

为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委托具有

资质的单位进行监测，建立有个人剂量档案。

档案记录
建立运行、巡查及监

测记录，并存档备查

医院制定有《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辐射水平监测

方案》、《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

定期进行辐射场所自主监测和辐射工作设备维

护保养工作，建立有自主监测记录和维修维护保

养记录

应急预案
制定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

医院制定有《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进行辐

射事故应急演练，确保发生辐射事件能迅速启动

应急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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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一、主要污染源

本项目辐射源项为数字减影血管造影 X射线装置。

装置名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

装置型号：UNIQ FD20

额定参数：125kV、1000mA

设备编号：2706

生产厂家：飞利浦医疗系统荷兰有限公司

运行方式：间歇加载、连续运行

操作方式：

DSA检查：拍片时，手术人员位于控制室，即为隔室操作方式。

DSA治疗：在透视条件下，手术人员近台同室进行 DSA手术操作。

污染物产生：

DSA系统在正常（或事故）运行工况下，产生 X射线、臭氧；停机后，无 X射

线产生。

① X射线：DSA系统运行产生的 X射线是一种主要辐射，由有用束、泄漏束、

散射束组成。有用束用于检查与治疗，泄漏束来自 X射线管，散射束来自受照患者

和墙壁。

② 臭氧：机房内的空气在电离辐射作用下，产生有害气体臭氧。

环境影响因子与辐射途径

环境影响因子：X射线、臭氧；

辐射途径：外照射。

二、诊断、治疗流程及产物环节

1、DSA治疗工艺分析

（1）设备组成及工作原理

DSA是影像增强器技术、电视技术和计算机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应用最

多的数字化X射线透视设备。DSA主要由带有影像增强器电视系统的X射线诊断机、

高压注射器、电子计算机图像处理系统、治疗床、操作台、磁盘或磁带机和多幅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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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机组成。

DSA是通过电子计算机进行辅助成像的血管造影方法，它是应用计算机程序进

行两次成像完成的。在注入造影剂之前，首先进行第一次成像，并用计算机将图像

转换成数字信号储存起来。注入造影剂后，再次成像并转换成数字信号。两次数字

相减，消除相同的信号，得到一个只有造影剂的血管图像。这种图像较以往所用的

常规脑血管造影所显示的图像更清晰和直观，一些精细的血管结构亦能显示出来。

且对比度分辨率高，减去了血管以外的背景，尤其使与骨骼重叠的血管能清楚显示；

由于造影剂用量少，浓度低，损伤小、较安全。通过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处理

的图像，使血管的影像更为清晰，在进行介入手术时更为安全。

（2）治疗流程

DSA在进行曝光时分为 DSA检查和介入治疗两种情况，对应的治疗流程及产污

图见图 3-1：

①D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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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进入控制室，关好防护门。医师、操作人员通过控制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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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②DSA治疗

医师采取近台同室操作方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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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入手术医师位于第一手术位与

第二手术位，距 DSA的 X线管 0.3~1.2m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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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显示屏上显示的连续画

面，完成介入操作。介入手术室内配备个人防护用品（如铅衣、铅围裙、铅围脖、

铅眼镜等），同时手术床旁设有床下铅帘和悬吊铅屏风。

（3）产污环节

从图 3-1可见，DSA检查与治疗过程中，因使用 DSA系统拍片、透视，而产生

X射线和臭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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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DSA治疗流程及产物环节示意图

三、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1、X射线处理

项目 DSA运行过程中产生的 X射线，主要通过建筑的墙体、铅玻璃观察窗、楼

板和地板、铅防护门进行衰减屏蔽处理。

综合介入治疗室辐射工作人员在室内手术过程中，通过 DSA自身配备的铅悬挂

防护屏、铅防护吊帘和医院配备的铅衣、铅帽、铅围脖、铅围裙、铅眼镜、铅屏风

等个人防护用品进行防护。

2、臭氧

DSA机房内采用空调及新风系统的通风方式，送风口和排风口位于机房顶部，

每小时换气 4次。

3、噪声

项目噪声来源于空调及新风系统工作，其噪声较小，经墙体隔音和距离衰减后，

机房周边噪声可达到标准限值要求。

4、固废

项目为数字式 X射线摄影设备，不进行显影和定影操作，无放射性固体废物。

医生医疗过程产生的医疗废物由专门的收集容器集中回收后，转移至医疗废物暂存

间，按照医疗废物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由当地医疗废物处理机构定期统一回收处理。

5、废水

项目为数字式 X射线摄影设备，不进行显影和定影操作，无放射性废液。医生

医疗过程产生的废水都依托医院处理设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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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及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一、项目环评结论

1、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项目

建设单位：简阳市中医医院

建设性质：新建

建设地点：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 421号简阳市中医医院门诊综合楼三层

本次评价内容及规模为：拟在门诊综合楼三层北侧原有闲置房间改建设一间介

入手术室及配套用房，使用一台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以下简称 DSA），为 II 类

射线装置。

2、本项目产业政策符合性分析

本项目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第三十七项“卫生健康”

中第 5款“医疗卫生服务设施建设”，属于国家鼓励类产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3、本项目选址合理性分析

本项目位于简阳市中医医院新院区院内门诊综合楼，医院周围为居民商住区，

交通较为便捷，能为周围居民提供方便的就医设施，本项目选址符合城乡规划要求。

本项目 DSA机房位于医院门诊综合楼三层北侧，所在区域为专门的辐射工作场

所，位置相对独立，且射线装置通过采取相应有效治理和屏蔽措施后对周围的环境

影响较小，符合国家标准相关要求。

因此，本项目选址是合理的。

4、工程所在地区环境质量现状

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 DSA机房及周围环境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80~120nGy/h，

根据生态环境部《2018 年全国辐射环境质量报告》中四川省自动站监测数据

65.5nGy/h～214.2nGy/h，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γ辐射剂量率处于当地本底辐射水平

涨落范围内。

5、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辐射环境影响分析

经理论计算与类比分析，在正常工况下，对辐射工作人员造成的有效剂量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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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mSv的职业人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对公众造成有效剂量低于 0.1mSv的公众人员

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2）大气环境影响分析

DSA机房拟安装新风系统，包括 1个送风口和 1个排风口，位于顶棚上靠近机

房西南侧方向的位置，每小时换气 4次，拟从 DSA顶棚排风口排出室外，其辐射场

所内附加臭氧通过机房换气扇排入大气环境中后，经自然分解和稀释，远低于《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二级标准（0.2mg/m3）的要求。

（3）水环境影响分析

项目运行后，本项目生活污水产生量为 297.5m3/a，医疗废水产生量为 50.0m3/a。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中一般原则性要求，根

据建设项目对地下水影响的程度，结合《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目录》，

将建设项目分为四类。Ⅰ类、Ⅱ类、Ⅲ类建设项目的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应执行本

标准，Ⅳ类建设项目不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评价。本项目为医院核技术利用项目，

编制环境影响评价表，属于Ⅳ类建设项目。因此，本项目无需开展地下水环境影响

评价。

参照《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地下水环境》（HJ610-2016）地下水污染防渗分

区参照表，本项目所在区域属于一般防渗区，渗透系数为 k≤1.0×10-7cm/s，满足地

下水污染防渗分区参照表中的防渗技术要求，本项目废水下渗对地下水环境变化的

影响极小。少量生活污水进入医院污水处理站经预处理后采用“生物接触氧化+二氧

化氯消毒处理工艺”处理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

预处理标准后，进入简阳城南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8918-2002）一级 A标准后排入沱江，不会对地表水与地下水环境产生明

显影响，本项目的下水道应进行地面硬化处理等防渗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

本项目对水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4）固体废物环境影响分析

①本项目不会产生放射性固废，对周围环境无影响。

②本项目每年约产生医疗废物 232kg，采用专门的收集容器集中回收后，转移至

医疗废物暂存间，按照医疗废物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由当地医疗废物处理机构定期

统一回收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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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排出体外的造影剂不具有放射性，医院未使用完和过期的造影剂和造影剂

瓶作为医疗废物进行处理。

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医院进行统一分类收集并交由环卫部门统

一处理。

本项目固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符合国家标准的要求。

（5）声环境影响分析

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来源于新风系统的风机，机房所使用的新风系统均为低

噪声设备，其噪声值一般低于 60dB(A)，噪声较小，且风机均设置在医院门诊综合

楼楼顶（地上三层），考虑到噪声的远距离衰减作用，无需采用专门的降噪措施，

运行期间厂界噪声可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要求。

6、事故风险与防范

医院制订的安全规章制度内容较全面、措施可行，应认真贯彻实施，以减少和

避免发生辐射事故与突发事件。医院制定的应急预案需按环评提出的要求进行完善。

7、环保设施与保护目标

医院现有环保设施配置较全，总体效能良好，可使本次环评中确定的保护目标

所受的辐射剂量，保持在合理的、可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

8、医院辐射安全管理的综合能力

医院安全管理机构健全，有领导分管，人员落实，责任明确，医技人员配置合

理，考试（核）合格，有辐射事故应急预案与安全规章制度；环保设施总体效能良

好，可满足防护实际需要。对拟建医用辐射设备和场所而言，医院也已具备辐射安

全管理的综合能力。

9、项目环保可行性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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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染防治措施后，本评价认为，本项目的建设，从环境保护和辐射防护角度看是可行

的。

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于 2020年 8月 7日对《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

影机（DS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成环核）［2020］复字 6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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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 421号简阳市中医医院门诊综合楼

三层。项目总投资 1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33.2万元，拟将门诊综合楼三层原有闲

置房间改建为 DSA机房，安装使用 1台飞利浦 UNIQ FD20型 DSA，属于 II类射线

装置。

该项目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及辐射防护措施和批复要求后，可以

满足国家环境保护相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我局同意该报告表。

2、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见表 4-1：

表 4-1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项目

建设

及运

行中

应重

点做

好以

下工

作

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有效落实各项环境保

护措施，避免施工扬尘、废水、固体废物等

对环境的影响。

项目建设过程中已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

各项环境安全防护及污染防治措施和要

求，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扬尘、废水、固

体废物等对环境很小。

项目运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和省有关标准和

规定实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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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院各项辐射环境安全防护及污染防治

措施到位，监测结果显示屏蔽墙体和屏

蔽门、窗对射线防护效果良好，机房各

面墙体及屋顶等屏蔽能力满足防护要

求，工作人员及公众年有效剂量均低于

管理限值。

严格对辐射工作场所实行合理的分区管理，

设置明显的控制区、监督区标识以及放射性

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状态指示。采取

隔室操作、门灯联锁、门禁系统等各种有效

的安全防护措施，防止误操作、避免工作人

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

医院已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了分区管

理，设置有明显的控制区、监督区标识

以及放射性标志、中文警示说明和工作

状态指示灯。该项目 DSA 采取隔室操

作，设置有门灯联锁、门禁系统等有效

安全防护措施。

加强辐射安全管理，建立完善的岗位职责、

操作规程、监测方案等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

度。辐射工作人员须通过辐射安全与防护考

核，进行个人剂量监测。配备相应的辐射监

测设备，定期开展场所和周围环境辐射水平

监测，规范编写、按时上报年度评估报告。

医院已制定各项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

度，本项目所涉及辐射工作人员均已参

加辐射安全和防护知识培训，全部做到

持证上岗。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均已配备

个人剂量计，每季度对个人剂量进行检

测，并纳入全院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

档案。如有异常，根据制度进行调查后

形成结论，经出现异常工作人员确认后

归档、上报。医院已制定监测计划并已

配备 1台 X-γ辐射监测仪，对辐射场所

定期自我监测。从取得《辐射安全许可

证》至今，每年均委托了有资质的单位

进行辐射监测，建设单位承诺严格按照

监测计划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和自我监

测，且按照要求进行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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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1 环评批复要求及落实情况

环评批复要求 落实情况

项目

建设

及运

行中

应重

点做

好以

下工

作

严格落实原四川省环境保护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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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川环函〔2016〕
1400号）中的各项规定。

医院已严格落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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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各项规定。

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污

染防治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应按要求重

新报批。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开工建设

的，应当报我局重新审核。

该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生态保护、

污染防治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动。

申请

许可

证工

作

你单位须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例》《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

理条例》要求，及时完成该项目验收工作，

并办理辐射安全许可证重新申领，未经验

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

医院已登录 http://rr.mee.gov.cn全国核技术

利用辐射安全申报系统提交本项目相关资

料，已向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提交申请领取

《辐射安全许可证》的相关材料，并完成

了现场检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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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一、验收监测单位信息

本项目验收监测由成都华亚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成都华亚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2年，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成都华亚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放射卫生、辐射环境

的检测。拥有开展放射工作场所防护检测和放射设备能检测的仪器设备 11件，包括

多功能剂量仪、X射线质控检测工具、加压电离室巡测仪、Catphan500模体、CT剂

量模体、DSA模体、多功能辐射监测仪、智能化伽马辐射仪、热释光剂量仪等先进

仪器设备。

二、剂量认证信息

公司于 2016年 8月通过四川省质量技术监督局评审，获得了实验室计量认证资

质证书；于 2019年 11月通过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评审，获得放射卫生技术服务

机构资质证书。公司 CMA资质认定证书编号为 162315340439。

三、质控审核程序

为保证公司监测报告质量，公司启用“三级审核”制度：第一级项目技术人员之

间的审核、第二级为质量管理人员的审核、第三级为授权签字人进行的审核批准。

四、监测质量控制

1、严格按照验收监测方案的要求开展监测工作。

2、合理布设监测点，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代表性。

3、及时了解工况情况，确保监测过程中工况符合满足验收要求。

4、监测分析采用国家有关部门颁布的标准分析方法或推荐方法；所有监测仪器

均经过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使用，监测仪器情况详见表 5-1。

表 5-1 监测所使用的仪器情况

监测因子 监测方法 方法来源 监测仪器

X-γ空气吸

收剂量率
现场监测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

范》（GB/T14583-93）、《辐射环

境监测技术规范》（HJ/T61-2001）

仪器名称：辐射检测仪

仪器型号：AT1121

仪器编号：44991

检出限：1×10-8Gy/h

检定单位：中国测试技术研究院

检定日期：2020年 04月 13日

有效日期：2021年 04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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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验收监测内容：

一、验收监测的主要内容

本次验收监测内容为简阳市中医医院开展辐射诊疗的 1台Ⅱ类射线装置（DSA），

其具体情况见表 6-1。

表 6-1 本次验收监测的辐射诊疗设备一览表

装置名称 型号 额定管电压 额定管电流 装置类别 使用地点

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 UNIQ FD20 125kV 1000mA Ⅱ类
门诊综合楼三楼

综合介入治疗室

二、验收监测范围

本次验收监测的范围与环评评价范围一致:以辐射工作场所建筑实体为边界，半径

50m内区域作为评价范围。

三、验收监测因子

根据污染流程分析，本项目运营期主要环境影响为电离辐射，污染因子为 X射线，

本次验收监测因子为：X-γ空气吸收剂量率。

四、施工期环保措施调查

本项目涉及的辐射工作场所为改建建筑物，工程施工已并入主体工程，环境影响评

价时未建成，设备未安装调试且未投入使用。

（1）大气环境

本项目涉及的辐射工作场所涉及墙体建设，射线装置在安装时，产生少量扬尘污染，

对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2）水环境

施工期间产生的少量生活废水，依托医院的污水处理设施处理，不直接排入水体，

对水环境影响很小。

（3）固体废物

建筑施工期间所产生的少量施工废渣和设备安装产生的包装废物送当地指定垃圾

处置场，对环境影响很小。

（4）噪声

本项目施工期会对周围声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但本项目工程量小，施工期短，

通过作业时间控制，加强施工现场的管理等手段，对周围声环境产生较小影响，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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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暂时性的，对周围声环境的影响随建设期的结束而消除。

（5）生态环境

本项目在医院院区内部建设，对生态环境未造成影响。

项目在建设施工期过程中，建设单位严格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施工阶段产生

的扬尘、施工废水、噪声和施工废渣，未对环境造成明显影响，无环境遗留问题。

五、运行期环保措施调查

（1）大气环境

本项目 DSA工作时产生的 X射线会使空气发生电离，产生极小量的臭氧，经机房

内的通风设备处理后，对大气环境无明显影响。

（2）水环境

本项目运行期产生医护人员的生活污水，依托医院污水处理设施处置，对区域水体

环境无明显影响。

（3）固体废物

本项目 DSA采用数字成像，不打印胶片，介入手术过程中产生的医疗废物由专门

的收集容器集中回收后，转移至医疗废物暂存间，按照医疗废物执行转移联单制度，由

当地医疗废物处理机构定期统一回收处理，医护人员产生的生活垃圾经医院进行分类收

集并交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项目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4）噪声

本项目空调和新风系统噪声值较小，经距离衰减、物体阻挡及吸声后，本项目不会

对周围声学环境产生明显影响。

（5）辐射环境

本项目 DSA工作时产生 X射线，所致职业人员和工作的最大年附加有效剂量都符

合本验收执行标准，详见“验收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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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一、验收监测期间的工况：

成都华亚科技有限公司受医院委托，于 2021年 1月 13日派出监测人员，在

建设单位相关负责人的陪同下，对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周围的辐射环境状况进行

了监测。

本项目 DSA在进行曝光时分为两种情况：摄影和透视。

医生在机房内进行透视操作，在控制室内进行摄影操作。本次监测工况如下

表 7-1所示：

表 7-1 DSA运行参数一览表
设备名称 额定工况 监测工况 曝光方向 所在场所

医用血管造影 X射

线系统
125kV、1000mA

摄影：117kV、28mAs
向上

门诊综合楼三楼综合

介入治疗室透视：96kV、14mAs

二、验收监测布点

本项目验收监测布点图如下图 7-1所示：

图 7-1 综合介入治疗室验收监测布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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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监测结果及年有效剂量估算

根据现场调查，并与环评报告对照，DSA年最大出束时间见表 7-2。

表 7-2 DSA年最大出束时间一览表

设备名称 设备型号 年出束时间

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 UNIQ FD20
摄影：48.33h

透视：193.33h
根据联合国原子能辐射效应科学委员会（UNSCEAR）-2000年报告附录 A

中公式，对各监测点位处公众及职业人员的年有效剂量进行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HEr=Dr×t×10-3×μ（mSv）

式中：HEr：X/γ射线外照射人均年有效剂量当量，mSv；

Dr：X/γ射线空气吸收剂量率附加值，μGy/h;

t：照射时间，h；

μ：转换因子，此处取 1。

对于居留因子，经常有人停留的地方取 1，有部分时间有人要停留的地方取

1/4，按上述公式和条件，本项目监测结果的 X/γ射线空气吸收剂量率附加值及其

计算得到本项目 DSA分别对职业和公众人员所致年有效剂量见表 7-3。

表 7-3 监测结果

场所名称 监测位置 检测条件
检测结果 标准差

（μSv/h）

综合介入治

疗室

控制室门左侧（距门 0.3m）

摄影：

117kV、
28mAs

0.17 0.013

控制室门中部（距门 0.3m） 0.32 0.023

控制室门右侧（距门 0.3m） 0.25 0.012

控制室门上沿（距门 0.3m） 0.27 0.021

控制室门下沿（距门 0.3m） 0.90 0.041

机房门左侧（距门 0.3m） 0.26 0.011

机房门中部（距门 0.3m） 0.27 0.016

机房门右侧（距门 0.3m） 0.27 0.014

机房门上沿（距门 0.3m） 0.27 0.020

机房门下沿（距门 0.3m） 0.26 0.011

污物通道门左侧（距门 0.3m） 0.30 0.034

污物通道门中部（距门 0.3m） 0.25 0.013

污物通道门右侧（距门 0.3m） 0.28 0.024

污物通道门上沿（距门 0.3m） 0.21 0.024

污物通道门下沿（距门 0.3m） 0.24 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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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7-3 监测结果

场所名称 监测位置 检测条件
检测结果 标准差

（μSv/h）

综合介入治

疗室

观察窗左侧（距窗 0.3m）

摄影：

117kV、
28mAs

0.21 0.017

观察窗中部（距窗 0.3m） 0.28 0.023

观察窗右侧（距窗 0.3m） 0.27 0.016

观察窗上沿（距窗 0.3m） 0.27 0.018

观察窗下沿（距窗 0.3m） 0.27 0.024

设备间（距墙 0.3m） 0.27 0.021

控制室（距墙 0.3m） 0.28 0.017

过道（距墙 0.3m） 0.17 0.016

抢救室（距墙 0.3m） 0.28 0.025

操作位（高 1.5m） 0.19 0.027

电缆孔（距孔 0.3m） 0.22 0.020

检验科（高 1.7m） 0.13 0.012

第一术者位头部（高 1.55m）

透视：

96kV、
14mAs

18.11 1.022

第一术者位胸部（高 1.25m） 63.75 3.006

第一术者位腹部（高 1.05m） 54.24 4.463

第一术者位下肢（高 0.8m） 21.72 1.363

第一术者位足部（高 0.2m） 31.69 2.483

第二术者位头部（高 1.55m） 27.64 1.963

第二术者位胸部（高 1.25m） 66.26 2.052

第二术者位腹部（高 1.05m） 52.83 2.069

第二术者位下肢（高 0.8m） 26.86 1.646

第二术者位足部（高 0.2m） 29.32 2.041

四、监测及剂量估算结果分析

从表 7-3得出结论：

根据监测结果得知在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正常曝光时，职业人员活动

场所监测点位的 X-γ辐射剂量率变化范围为 0.17-66.26μSv/h；其他公众活动场

所监测点位的 X-γ辐射剂量率最大为 0.13μSv/h。据调查，该院医用血管造影 X

射线系统全年累计曝光时间不超过 241.66小时，介入操作人员穿 0.5mm铅衣（减

弱因子 4.72×10-2），偏安全估计职业人员全年累计受照时间按 241.66小时计算，

对于职业人员居留因子取 1，公众人员居留因子取 1/4，则职业人员全年累计受

照射剂量最大为 0.76mSv，公众人员全年累计受照射剂量最大为 7.85×10-3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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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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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和公众 1mSv/a的剂量限值，且满足职业人员 5mSv/a，公众 0.1mSv/a

的管理约束值。

本项目手术医生四肢所受剂量最大值为 7.66mSv/a，眼晶体所受剂量最大值

为 6.68mSv/a，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第 4.3.2.1条的规定，对任何工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不

超过 500mSv，眼晶体的年当量剂量不超过 150mSv；也满足本项目对于放射工

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当量剂量管理限值，即不超过 125mSv/a的要求，

满足本项目对于放射工作人员眼晶体当量剂量管理限值，即不超过 37.5mSv/a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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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一、结论

通过对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使用项目现场调查

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本项目 DSA机房的墙体屏蔽能力均满足防护要求，对电离辐射起到了有效

的屏蔽作用，机房铅门外设置了电离辐射警示标志，限制了无关人员的进入，保证

了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安全。

2、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及公众的年有效剂量均低于环评报告及批复中

执行的管理限值（职业人员：5mSv/a，公众 0.1 mSv/a）。经机房实体屏蔽防护后，

本项目 DSA机房对周围公众环境影响较小，因此对评价范围 50m内环境保护目标环

境影响较小。

3、项目施工期产生的扬尘、施工废水、噪声和施工废渣，未对环境造成明显影

响，无环境遗留问题。项目运行期间产生的臭氧、生活污水、医疗废物、生活垃圾

和噪声对周围环境无明显影响。

4、医院建立有相关的规章制度，包括辐射安全管理规定、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

辐射水平监测方案、辐射工作人员岗位职责、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管理制度、辐

射工作人员培训管理制度、辐射防护安全操作规程、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操作

规程、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射线装置台账管理制度、辐射事故应急

预案、质量保证大纲和质量控制检测计划、监测仪表使用与校验管理制度等能够有

效防止辐射事故的发生。医院制定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具备处理辐射事故的能力。

医院已配备有专家技术人员，掌握安全防护知识和技能，具备了安全操作相应诊疗

设备的能力。

5、医院成立了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制定了相关工作制度

及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确保辐射环境安全。

医院已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保设施（措施）和环评批复的要求。

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使用项目辐射防护措施得

当，防护有效；各项管理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完善；职业人员及公众年有效剂量低

于环评报告及批复中要求执行的《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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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18871-2002相关管理限值。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工程建设与环境影响评价内容及

环评批复范围相符，环评批复及批复提出的环保意见已基本落实，在项目正常运行

条件下各项监测结果满足国家标准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在可控范围，故从环境

保护的角度分析，具备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建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二、要求

经现场调查，医院以下几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1、医院应按照监测方案，定期开展自我监测。

2、后期使用中，医院若有新进职业工作人员，应加强学习，通过考试，并取得

相应证书，持证上岗。

3、院方应在常态化使用 DSA的过程中，按照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结果

合理分配其个人工作时间，确保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在国家标准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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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附图 1 本项目地理位置图；

附图 2 医院外环境关系图；

附图 3 门诊综合楼三楼平面布置图；

附图 4 门诊综合楼二楼平面布置图；

附图 5 综合介入治疗室平面布置图；

附图 6 综合介入治疗室两区划分图；

附图 7 本项目人流、物流图；

附图 8 本项目综合介入治疗室剖面图；

附图 9、附图 10、附图 11、附图 12、附图 13 项目相关图片。

附件：

附件 1 辐射安全许可证；

附件 2 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

置（DS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附件 3 委托书；

附件 4 简阳市中医医院关于成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附件 5 医院制度；

附件 6 辐射环境监测报告。





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核技术利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1年 4月 22日，简阳市中医医院根据由成都华亚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

《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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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技术规范/指南、本简

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

影血管造影机（DSA）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成环核〔2020〕复字 61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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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地点：简阳市雄州大道南段 421号简阳市中医医院门诊综合楼三楼

建设规模与内容：将位于门诊综合楼三楼北侧原有闲置房间改造成一间综

合介入治疗室及配套用房，并配备 1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该 DSA型

号为 UNIQ FD20，其最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属 II类射

线装置。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医院已委托中辐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0年 8月编制完成了《简阳市中

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机（DSA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0

年8月7日取得了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该项目的环评批复文件(成环核〔2020〕

复字 61号)。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 148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 37.98万元。

（四）验收范围

门诊综合楼三楼综合介入治疗室内使用 1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该

DSA型号为 UNIQ FD20，其最大管电压为 125kV，最大管电流为 1000mA，属

II类射线装置。



本项目 DSA机房面积约 38.84m2，最小单边长约 5.51m；机房四周墙体为

24cm实心砖墙+4cm硫酸钡涂层；屋顶和地面为 15cm现浇混凝土+3cm硫酸钡

涂层；观察窗为 4mm铅当量厚的铅玻璃，防护铅门共 3 扇，分别为控制室进

入综合介入治疗室防护门、病人进入综合介入治疗室防护门、综合介入治疗室

进入污物通道防护门，均为 4mm厚铅当量防护铅门。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综合介入治疗室四周墙体增加的防护涂层由环评的 2cm 硫酸钡涂

料+12mm硫酸钡复合板变更为 4cm硫酸钡涂层，机房顶棚和地面为 15cm现浇

混凝土+3cm 硫酸钡涂层，现有屏蔽防护措施有变动，但不构成重大变动，满

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相关标准；经现场监测，当

此台 DSA正常工作时，综合介入治疗室周围的剂量当量率符合《放射诊断放

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的标准要求。本次验收实际建设内容未发生重

大变化。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为数字式 X射线摄影设备，不进行显影和定影操作，无放射性废液。

本项目工作人员会产生少量生活污水，生活污水依托医院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

站进行处理。

（二）废气

本项目 DSA开机运行时，臭氧经新风系统抽取后排入大气。

（三）噪声

本项目噪声为低噪设备，采用建筑物墙体隔声及设备基础减震措施。

（四）固体废物

本项目介入手术时产生的医用器具和药棉、纱布、手套、废造影剂等医疗

废物依托医院已有医废暂存间及收集系统进行回收处理。辐射工作人员工作中

产生的少量的生活垃圾和办公垃圾依托医院已有垃圾房进行回收处理。

（五）辐射

本项目配备的综合介入治疗室，机房屏蔽和防护措施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

求落实，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运行时，工作场所周围及辐射敏感点的监测点位的



X-γ辐射剂量率均能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及《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中相关标准要求。

（六）其他环境保护设施

医院成立有“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委员会领导小组”（简中医【2020】88

号），负责辐射安全管理工作。医院制定有辐射工作场所和环境辐射水平监测方

案、辐射安全和防护设施维护维修制度，定期进行辐射场所自主监测和辐射工作

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建立有自主监测记录和维修维护保养记录。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1.废水治理设施

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医院已建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

2.废气治理设施

本项目综合介入治疗室内新风系统运行正常，满足标准要求。

3.噪声治理设施

本项目噪声源为 DSA风机，设备为低噪设备，经建筑物墙体隔声及基础

减震后，对环境噪声影响较小。

4.固体废物治理设施

本项目医疗废物和办公生活垃圾处置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

5.辐射防护设施

本项目DSA机房墙体采用实心砖墙及硫酸钡涂层进行屏蔽防护，屋顶及地

板采用混凝土及硫酸钡涂层进行屏蔽防护，手术室内观察窗采用铅玻璃，防护

门均采用铅防护门。经现场监测，本项目DSA机房的墙体屏蔽能力均满足防护

要求，对电离辐射起到了有效的屏蔽作用。

本项目机房屏蔽和防护措施已按照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在正常工况下运

行时，本项目周围辐射环境监测结果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医院已建污水管道和污水处理站进

行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进入城市污水处理厂处理后达标排放。

本项目产生的臭氧通过新风系统排入大气，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简阳市中医医院新增数字减影血管造影装置（DSA）核技术利用项目满足

环评及批复中有关辐射管理的要求，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设施满足要求，监测

结果符合国家标准，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规定要求，

建议通过验收。

七、后续要求

1、定期检查维护安全防护和环保设施，确保其完好并始终处于正常工作

状态。

2、进一步规范完善医院辐射安全管理制度，使之符合实际需要。

八、验收人员信息

给出参加验收的单位及人员名单、验收负责人（建设单位），验收人员信

息包括人员的姓名、单位、电话、身份证号码等。

简阳市中医医院

2021年 4月 22日


	5mSv的职业人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对公众造成有效剂量低于0.1mSv的公众人员年管理剂量约束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