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深圳大学放射性防护管理规定（试行）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

督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特制订深圳大学放射性管理规定。学校各有关单位必须遵照执行。 

 

一、放射性废物管理制度 

 

1. 制定放射性废物管理制度的目的 

     在深圳大学微型反应堆运行期间，通过执行本制度，确认放射性废物管理遵守《中

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核设施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HAF1000-2“研究堆运行安全规定”以及 HAF1002“安全导则—研究堆运行管理”和

HAF1003“安全导则—临界装置及实验管理”的有关规定，符合经国家核安全局批准的安全

分析报告有关章节的要求。执行本制度，是对放射性物质的收集、处理、储存符合核安全管

理的要求。 

2. 微堆放射性废物来源（正常工况下） 

(1) 放射性液体废物来源：堆水、池水及其净化系统所属各处的泵、阀少量泄漏水。 

(2) 放射性气体废物来源： 

   a. 样品辐照装置内空气被活化，主要是 41Ar。 

   b. 溶于堆水内的空气被活化和由于元件表面污染，产生易挥发的裂变产物。 

(3) 放射性固体废物来源： 

   a. 废弃的防护用品和被污染的工具。 

   b. 辐照过的防护用品、靶盒等。 

   c. 废离子交换树脂、废过滤器芯等。 

3. 放射性废物管理办法（正常工况下） 

  正常工况是指微堆核燃料元件包壳完整的情况下，堆水、池水在低本底测量中没有 

发现任何裂变产物的运行工况。此时： 

(1) 所有放射性液体、固体都是属于中短寿命的放射性物质，可以采用存放冷却方法，让

它自行衰变。最后用?、?仪测量，若与天然本底一样，可以作一般垃圾处理。当然在存放的

时候，首先要用塑料袋把各种固体废物封装严密，同时注明开始封存的日期、种类和直接责

任人，然后装放在废物坑内。如果是废液，则应存放在废液坑内，冷却 2—3 月后，一般中

短寿命活化产物都衰变掉了，并经测定，符合国家排放标准。 

(2) 放射性气体主要是 41Ar，它的半衰期为 1.83h，密封在堆体容器顶部 120mm3 气空间，

令其自行衰变。跑兔系统产生的 41Ar 一般通过通风设备由设置在屋顶的排风烟囱排出。为

能确保人身的安全，在进入实验室和堆大厅前，必须首先启动通风系统，把残余的放射性废

气排出。 

(3) 非正常工况下，放射性废物的管理（草案） 



   所谓非正常工况是指核燃料元件包壳已经破损即： 

   a. 缓发中子测量系统发现在开堆时有中子计数，已表明堆水中有裂变产物。 

   b. 堆水低本底测量已发现裂变产物的元素 137Cs、131I 等，并超过本底值。 

   c. 堆水净化柱子，?累积剂量突然升高。 

   在此工况下，必须： 

a. 立即报告国家核安全局和核工业总公司，采取乏燃料处理措施。 

b. 停止一切运行（包括零功率、低功率、高功率）。 

c. 禁止启动通风系统，把堆上法蓝盖封死，防止气体泄露出来。 

d. 进行较长时间（半年左右）停堆冷却，进行池水、堆水净化处理。树脂带有长寿命放射

性，需要放在废物坑内，通过市防疫站进行处理。 

e. 由核工业总公司进行乏燃料处理。 

f. 监测环境的辐射剂量，与原来水平比较，有否超标准。  

 

 

二、辐射防护例行检查制度 

 

1. 检查目的 

在反应堆运行及其它使用放射源的实验设备使用期间，通过执行本程序，验证反应堆运行、

及其它使用放射源的实验设备使用期间的辐射防护管理，设施和活动符合核安全法规的有关

要求、规定或承诺。 

2. 检查范围 

本制度适用于反应堆运行及其它使用放射源的实验设备使用期间的辐射防护管理、设施和活

动进行检查，所涉及的系统和设备包括辐射监测系统和辐射监测仪表。 

3. 检查内容及步骤 

3.1 检查内容 

(1) 辐射防护管理具体规定。 

(2) 工作区工作人员辐射剂量控制。 

(3) 工作区外辐射剂量水平检查。 

(4) 工作区内应急管理的准备。 

(5) 辐射监测仪表的校准。 

3.2 检查步骤 

(1) 辐射防护管理检查具体规定 

a. 辐射防护人员是否落实,职责是否明确。 

b. 是否编制和执行辐射防护规程。 

c. 制定和明确个人剂量目标管理限值和排出物向环境排放的目标管理限值。 

d. 是否按规程要求存放和转移放射性物质，并保存有关的记录。 

e.工作人员必须每 2 年经过辐射防护知识的培训和每年的放射人员体检。 



(2) 辐射剂量控制检查 

a. 对工作人员、设备和构筑物表面进行污染监测,检查其值是否升高和超过允许值。 

b. 在反应堆及其它使用放射源的实验设备上检修一些有放射性的物件时，检修人员是否按

规程进行操作的。 

c. 在反应堆上进行工作的人员受到超过规定限值的辐射照射，是否采取措施，并根据有关

规定报告了国家核安全局及有关部门。 

d. 对受到超过规定的受照人员进行健康和医疗监督。 

e. 从事放射性工作的人员是否正确的使用了辐射防护用品和佩带了个人剂量计。 

f.是否保存有年度个人和集体的剂量记录以及辐射防护的有关其它记录。 

(3) 释放到环境中的防射性排放量和所外辐射剂量水平控制的检查。 

a. 是否遵守放射性物质向环境释放的规程，记录释放到环境中的排出物数量。 

b. 是否定期对环境进行监测，并保存对环境的监测记录。 

c. 如果有放射性排出物超过规定限值的释放，是否及时向国家核安全部门作了报告，并采

取了相应的措施。 

(4)应急计划准备的检查。 

a. 制定并不断完善应急预案与措施。  

b. 应急设施和设备是否定期检查和记录。 

(5) 辐射监测仪表检查。 

a. 所用的辐射监测仪每年必须经深圳市技术监督局计量测试研究所的计量检定。 

b. 辐射监测仪表和设备是否处于正常可使用状态。 

c. 应有足够的（备用）、准确的辐射监测仪表、设备用于工作人员的监测和防护,以及用

于现场的辐射监测。 

4. 判定标准 

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所受的年有效剂量当量不超过国家规定的限值。 

 

 

三、密封放射源管理制度 

 

1. 必须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令、法规的规定。 

2. 负责保管、使用密封放射源的人员，要定期参加上级有关部门组织的放射防护知识学习

与考核，参加每年的放射人员例行体检。考核、体检合格，方能继续从事保管、使用密封放

射源的工作。 

3. 各单位使用的密封放射源必须存放保险柜中，由单位指派的专人负责集中管理。需要使

用密封放射源时，必须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登记备案，并由密封源管理人员负责监督使单

位领导、密封源管理人员定期检查放射源的密封情况、辐射剂量水平、保险柜的安全状况，

清点放射源的个数，保证安全。 

4. 单位领导、 密封源管理人员应积极主动配合上级有关部门对放射源的管理工作。 



5. 密封放射源严禁外借。 

6. 当发现密封放射源失窃、丢失时，必须及时向学校、环保部门和公安部门报告，并积极

协助上级部门、公安部门的调查工作。 

 

 

四、微堆放射性物质操作和储存条例 

 

1. 全体微堆参加放射性的工作人员必须自觉遵守“放射性安全防护”的规定，定期参加考

核，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2. 放射性工作区内配备有专用的工具，用完之后放到专门的工具箱内。不准把从事放射性

操作的工具拿到非放射性工作场所。 

3. 进行强放射性操作时，必须有详细的操作说明、步骤、防护措施、剂量监督、人员组织

等。事前必须经领导审批后方可执行。 

4. 操作放射性物质的工作人员的体表、衣物及工作场所设备、地面的表面污染水平按下表

来控制： 

     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水平 Bq/cm2  

表面类型  a 放射性物质  

急毒性 其他  
b 放射性物质  

控制区  

监督区  4 4′10 4′10 
工作台、设备  

墙壁、地面  
非限制区  4′10-1 4 4 

控制区、监督区  4′10-1 4′10-1 4 工作服、手套、工作

鞋  非限制区  4′10-1 4′10-2 4′10-2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1 4′10-2 4′10-1 

5．对于有可能使工作人员一次受照剂量（相当于全身照射）在 0.1—0.4 雷姆的操作，由

剂量员批准。在 0.4 雷姆以上的操作，由领导批准备案。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操作。 

6．放射性物质的储存要加以屏蔽，并有明显标记，进行登记，定期检查，专人负责。 

7．从堆内、池内吊出的物质都有放射性，都应放在地下贮存井内，放入之前确保封装密闭，

路经地方必须铺设塑料布，以免沾污地面。 

8．地下贮存井内的放射性物质应按放射性强弱分类保管，衰变一定时间后按规定进行处理。 

9．活化分析后的废兔子盒以及样品等固体废物不准任意乱扔，要集中在污物桶内，定期处

理。取样的废液集中在废瓶或排放到贮存桶里，不准掺有棉纱等物。 

 

 

第五章 附 则 

1.本办法由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负责解释。 

2.本办法自颁发之日起施行，各院（中心）可根据本办法结合具体工作情况与要求，制定有

关补充规定，并报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