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PET/CT 中心核技术利用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11月21日，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根据《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PET/CT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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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验收监测结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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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华区西站麻园1号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7号

楼A区负一楼PET/CT中心，涉及使用氟-18非密放射性物质（日等效最大操作量

为2.072×107Bq，年最大用量为1.85×1013Bq），PET/CT机房配置1台额定管电压

为140kV，额定管电流为800mA的PET/CT，属于Ⅲ类射线装置，同时PET/CT配

套使用2枚锗-68 Ⅴ类放射源（校准源：3.5×106Bq×1枚、质控源：5.5×107Bq×1枚），

用于设备校准和质控，工程组成与建设内容见表1。

表 1项目组成一览表

名 称 实际建设内容及规模 备注

主体工

程

本项目PET/CT中心位于7号楼A区负一楼西北侧，开展

PET/CT显像诊断，使用核素为氟-18。氟-18日等效最大操作

量为2.072×107Bq，年最大用量为1.85×1013Bq，本项目PET/CT
中心属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PET/CT机房配置1
台最大管电压为140kV，最大管电流为800mA的PET/CT，属

于Ⅲ类射线装置，同时PET/CT配套使用2枚锗-68 Ⅴ类放射源

（5.5×107Bq×1枚+3.5×106Bq×1枚），用于设备校准和质控。

主要功能房间包括：卫生通过间（医生缓冲区、淋浴间、

更衣间）、储源间、固废间、分装间、注射间、等候注射间、

病人缓冲区、PET//CT机房、控制室、设备间、抢救室、注射

后候诊室、检查后留观室、污洗间、病人专用卫生间（2间）。

与环评一致



环保工

程

放射性废水：本项目 PET/CT 中心新建 1 座 2 组槽式池体衰

变池，为地埋式衰变池，上方覆土绿化，单组池体有效容积

为 30.88m3，总有效容积 61.76m3，衰变池前端设置容积为

13.5m3化粪池一座，PET/CT中心产生的放射性废水经专用管

道排入化粪池经衰变池衰变后排入医院污水管网。衰变池池

体、地板、顶板均采用 400mm 混凝土浇筑，顶板设置 8mm
铅当量的检修井盖（取样口），池体内部铺设防水涂层，防

渗系数≤10-10cm/s，且内表面光滑。化粪池设置铰刀泵，设置

防污泥硬化淤积搅拌装置、超压导气孔，设置进出水闸阀、

液位监测，衰变池整体埋于地下，检查/取样口采用 8mm 铅

板防护，下水管道裸露部分采用 3mm 铅皮进行包裹防护。

受场地限制，衰变池

整 体 向 北 侧 移 动

2.8m， 单 格尺 寸由

9m*3m （ 有 效 面 积

30.88m2 ） 调 整 为

15m*1.8m（有效面积

30.88m2）,其余与环评

一致

放射性废气：PET/CT中心设置三套独立的排风系统，包括：

①PET/CT 中心手套箱设置一套独立的排风系统（排风量

500m3/h，风速大于 0.5m/s）；②PET/CT中心其他辐射工作

场所设置一套独立的排风系统（排风量 3100m3/h，新风量

2580m3/h，负压环境）；③PET-CT 中心办公区域一套独立

的排风系统（排风量 2880m3/h，新风量 2340m3/h，负压环境）。

放射性废气经 PET/CT 中心独立设置的排风系统排至 7 号楼

楼顶排放。手套箱处设置活性炭过滤器、总排口设置活性炭

过滤器，活性炭装填量为 200kg，定期更换失效的活性炭过

滤器，更换下来的过滤器按放射性固废进行收集、处理。

与环评一致

放射性固废：PET/CT中心设置 1间固废间，面积 5.4m2，固

废间铺设防水涂层，防渗系数≤10-10cm/s；放射性固体废物暂

存超过 30d后，经监测辐射剂量率满足所处环境本底水平（α
表面污染小于 0.08Bq/cm2、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可

进行清洁解控并作为医疗废物由有资质单位统一回收处理。

放射性固废间设置通排风系统。

与环评一致

办公、

生活设

施

依托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7 号楼主体工程建设的配

电、供电、通讯系统及污水处理系统等。
与环评一致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该项目于2022年7月委托四川省核工业辐射测试防护院（四川省核应急技术

支持中心）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编制完成了《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PET/CT

中心核技术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2023年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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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6号），同意该项目建设，建设单

位于2023年8月开工建设，2023年12月竣工，2024年9月在云南省生态环境厅重新

办理了辐射安全许可证，2024年7月进入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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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阶段预估总投资，本项目实际总投资为215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90.5

万元，占总投资的1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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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和操作防护措施建设情况

PET/CT中心控制区各房间屏蔽厚度除顶部增加3mm铅板外其余均按照环评

要求进行建设，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采取的辐射屏蔽措施符合《核医学辐射防护

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氟-18分装手套箱防护水平具有70mm铅当量，

屏蔽厚度符合《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

PET/CT中心辐射工作场所地面、墙体采用易清洁、不易渗透材料铺设，地

板和墙壁接缝采用无缝隙设计，工作台面采用易去污工作台面，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在具有屏蔽防护、独立通风（风速大于0.5m/s、负压状态）的专用手套箱内操

作，整个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设置独立排风系统，病患专用卫生间和放射

性废液专用管道，配备清洗和去污设备，辐射工作场所室内表面和装备结构符合

《核医学放射防护要求》（GBZ120-2020）。

氟-18放射性药物在手套箱内分装，分装好的氟-18注射针剂用铅防护套、铅

盒防护转运至注射台，注射台有铅玻璃防护，用药后的患者实行固定区域管理，

设置铅屏风、专用卫生间。PET/CT中心实行门禁管理，安装视频监控和对讲系

统，辐射工作场所设置固定式剂量报警仪，配备便携式X-γ剂量率监测仪、β表面

污染监测仪，职业人员配备个人防护用品，配置个人剂量计、个人剂量报警仪，

储源室实行双人双锁管理，建立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使用台账，PET/CT中心作为

医院安全保卫重点对象，实行24h实时监控，严防偷盗。

2.β表面污染及内照射防治措施建设情况

辐射工作人员专人专岗，熟练操作，操作非密封放射性药物时穿戴放射性污

染防护服、佩戴一次性手套等个人防护用品，严禁在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存放与工作无关的物品，辐射工作场所职业人员出入口处设置卫生通过间，卫生

通过间配备监测设备和洗消设施，职业人员进出辐射工作场所需进行污染监测，

防止放射性物质沾染污染。开展辐射工作场所和相关用品的表面污染水平监测，



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和相关用品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附录B中B11工作场所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超过规定值

时，将采取去污措施。

3.PET/CT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建设情况

PET/CT机房与控制室单独建设，机房面积为64.3m2，机房屏蔽最薄弱处为

4mm铅当量，张贴电离辐射警示标识，设置门灯联锁和工作状态指示灯，推拉门

和平开门分别设置防夹人装置和闭门装置，机房内建有铅玻璃观察窗，配备相关

防护用品，PET/CT机房尺寸、屏蔽防护水平、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符合《放射

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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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储源间、固废间、分装间、注射间、等候注射间、PET/CT机房、抢救室、注

射后候诊室、检查后留观室、污洗间、衰变池等划为控制区，将卫生通过间（医生

缓冲区、淋浴间、更衣间）、病人缓冲区、PET/CT控制室、设备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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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现场踏勘和建设单位核实，本项目发生如下变动：①受场地限制，衰变

池整体向北侧移动 2.8m，单格尺寸由 9m*3m（有效面积 24.7m2，有效容积

30.88m3），调整为 15m*1.8m（有效面积 24.7m2，有效容积 30.88m3）,有效容积、

屏蔽情况、防渗参数、工艺流程等与环评一致，对照变动清单不属于重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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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况及原 是否属于重



容 因 大变动

项目性

质
改扩建 改扩建 无 否

规模

本项目拟建PET/CT中心

位于7号楼A区负一楼西

北侧，拟开展PET/CT显
像诊断，拟使用核素为氟

-18。氟-18日等效最大操

作量为2.072×107Bq，年

最 大 用 量 为

1.85×1013Bq ， 本 项 目

PET/CT中心属乙级非密

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PET/CT机房配置1台最

大管电压为140kV，最大

管 电 流 为 800mA 的

PET/CT，属于Ⅲ类射线

装置，同时PET/CT配套

使用2枚锗-68 Ⅴ类放射

源 （ 5.5×107Bq×1 枚

+3.5×106Bq×1枚），用于

设备校准和质控。

主要功能房间包括：卫生

通过间（医生缓冲区、淋

浴间、更衣间）、储源间、

固废间、分装间、注射间、

等候注射间、病人缓冲

区、PET//CT机房、控制

室、设备间、抢救室、注

射后候诊室、检查后留观

室、污洗间、病人专用卫

生间（2间）。

本项目PET/CT中心位

于7号楼A区负一楼西

北侧，开展PET/CT显
像诊断，使用核素为氟

-18。氟-18日等效最大

操 作 量 为

2.072×107Bq，年最大

用量为1.85×1013Bq，
本项目PET/CT中心属

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

质工作场所。PET/CT
机房配置1台最大管电

压为140kV，最大管电

流 为 800mA 的

PET/CT，属于Ⅲ类射

线装置，同时PET/CT
配套使用2枚锗 -68 Ⅴ
类 放 射 源

（ 5.5×107Bq×1 枚

+3.5×106Bq×1枚），用

于设备校准和质控。

主要功能房间包括：卫

生通过间（医生缓冲

区、淋浴间、更衣间）、

储源间、固废间、分装

间、注射间、等候注射

间、病人缓冲区、

PET//CT机房、控制

室、设备间、抢救室、

注射后候诊室、检查后

留观室、污洗间、病人

专用卫生间（2间）。

无 否

环保设

施或环

保措施

场所

设计

屏蔽

措施

详见表 3-1 详见表 3-1
顶板增加 3mm
铅板，其余与

环评一致

否

放射

性废

水

放射性废水：本

项目PET/CT中心

拟新建1座2组槽

式池体衰变池，

为地埋式衰变

放射性废水：本项目

PET/CT中心新建1座2
组槽式池体衰变池，为

地埋式衰变池，上方覆

土绿化，单组池体有效

受场地限制，

衰变池整体向

北侧移动

2.8m，单格尺

寸由 9m*3m

否



池，上方覆土绿

化，单组池体有

效容积为

30.88m3，总有效

容积61.76m3，衰

变池前端设置容

积为13.5m3化粪

池一座，PET/CT
中心产生的放射

性废水经专用管

道排入化粪池经

衰变池衰变后排

入医院污水管

网。衰变池池体、

地板、顶板均采

用400mm混凝土

浇筑，顶板设置

8mm铅当量的检

修井盖（取样

口），池体内部

铺设防水涂层，

防渗系数

≤10-10cm/s，且内

表面光滑。化粪

池设置铰刀泵，

设置防污泥硬化

淤积搅拌装置、

超压导气孔，设

置进出水闸阀、

液位监测，衰变

池整体埋于地

下，检查/取样口

采用8mm铅板防

护，下水管道裸

露部分采用3mm
铅皮进行包裹防

护。

容积为30.88m3，总有

效容积61.76m3，衰变

池前端设置容积为

13.5m3化粪池一座，

PET/CT中心产生的放

射性废水经专用管道

排入化粪池经衰变池

衰变后排入医院污水

管网。衰变池池体、地

板、顶板均采用400mm
混凝土浇筑，顶板设置

8mm铅当量的检修井

盖（取样口），池体内

部铺设防水涂层，防渗

系数≤10-10cm/s，且内

表面光滑。化粪池设置

铰刀泵，设置防污泥硬

化淤积搅拌装置、超压

导气孔，设置进出水闸

阀、液位监测，衰变池

整体埋于地下，检查/
取样口采用8mm铅板

防护，下水管道裸露部

分采用3mm铅皮进行

包裹防护。

（有效面积

24.7m2，有效

容积 30.88m3）

调整为

15m*1.8m（有

效面积

24.7m2，有效

容积 30.88m3）,
其余与环评一

致

放射

性废

气

放射性废气：

PET/CT中心拟设

置三套独立的排

风系统，包括：

①PET/CT中心

手套箱设置一套

独立的排风系统

放射性废气：PET/CT
中心设置三套独立的

排风系统，包括：

①PET/CT中心手套箱

设置一套独立的排风

系统（排风量500m3/h，
风速大于0.5m/s）；

无 否



（排风量

500m3/h，风速大

于0.5m/s）；

②PET/CT中心

其他辐射工作场

所设置一套独立

的排风系统（排

风量3100m3/h，新
风量2580m3/h，负

压环境）；

③PET-CT中心

办公区域一套独

立的排风系统

（排风量

2880m3/h，新风量

2340m3/h，负压环

境）。放射性废

气经PET/CT中心

独立设置的排风

系统排至7号楼

楼顶排放。手套

箱处设置活性炭

过滤器、总排口

设置活性炭过滤

器，活性炭装填

量为200kg，定期

更换失效的活性

炭过滤器，更换

下来的过滤器按

放射性固废进行

收集、处理。

②PET/CT中心其他辐

射工作场所设置一套

独立的排风系统（排风

量3100m3/h，新风量

2580m3/h，负压环境）；

③PET-CT中心办公

区域一套独立的排风

系统（排风量

2880m3/h，新风量

2340m3/h，负压环境）。

放射性废气经PET/CT
中心独立设置的排风

系统排至7号楼楼顶排

放。手套箱处设置活性

炭过滤器、总排口设置

活性炭过滤器，活性炭

装填量为200kg，定期

更换失效的活性炭过

滤器，更换下来的过滤

器按放射性固废进行

收集、处理。

放射

性固

废

放射性固废：

PET/CT中心设置

1间固废间，面积

5.4m2，固废间铺

设防水涂层，防

渗系数

≤10-10cm/s；放射

性固体废物暂存

超过30d后，经监

测辐射剂量率满

足所处环境本底

水平（α表面污染

小于0.08Bq/cm2、

放射性固废：PET/CT
中心设置1间固废间，

面积5.4m2，固废间铺

设防水涂层，防渗系数

≤10-10cm/s；放射性固

体废物暂存超过30d
后，经监测辐射剂量率

满足所处环境本底水

平（α表面污染小于

0.08Bq/cm2、β表面污

染小于0.8Bq/cm2），

可进行清洁解控并作

为医疗废物由有资质

无 否



β表面污染小于

0.8Bq/cm2），可

进行清洁解控并

作为医疗废物由

有资质单位统一

回收处理。放射

性固废间设置通

排风系统。

单位统一回收处理。放

射性固废间设置通排

风系统。

其他
防护

用品

防 护 用 品 ：

PET/CT控制室、

卫生通过间各配

备铅衣、铅帽、

铅手套、铅围裙、

铅 眼 镜 4 套

（ 0.5mm 铅 当

量）；乳胶手套、

工作服、一次性

鞋套、帽子、防

护 过 滤 式 口 罩

（按需配置）；

分 装 间 配 备

10mmPb 注射防

护 套 6 个 ；

10mmPb 铅 盒 2
个；40mmPb的注

射窗口；PET/CT
机 房 配 备

10mmPb铅屏风 1
个 ，注射后候诊

室配备 10mmPb
铅屏风 3 个。储

源间双人双锁，

储源间保险柜 1
个，储源间红外

监控系统 1 套，

PET/CT中心视频

监控和对讲系统

（若干，区域全

覆盖，无死角监

控），控制区入

口、出口单向门

禁系统 1 套，监

督区、控制区划

定 地 标 线 （ 若

防护用品：PET/CT控

制室、卫生通过间各配

备铅衣、铅帽、铅手套、

铅围裙、铅眼镜 4 套

（0.5mm铅当量）；乳

胶手套、工作服、一次

性鞋套、帽子、防护过

滤式口罩（按需配置）；

分装间配备 10mmPb
注射防护套 6 个；

10mmPb 铅盒 2 个；

40mmPb的注射窗口；

PET/CT 机 房 配 备

10mmPb铅屏风 1个 ，

注射后候诊室配备

10mmPb铅屏风 3个。

储源间双人双锁，储源

间保险柜 1个，储源间

红外监控系统 1 套，

PET/CT中心视频监控

和对讲系统（若干，区

域全覆盖，无死角监

控），控制区入口、出

口单向门禁系统 1套，

监督区、控制区划定地

标线（若干），PET/CT
机房工作状态指示灯

（门-灯联锁）、紧急

制动开关 1套

无 否



干），PET/CT机

房工作状态指示

灯（门-灯联锁）、

紧急制动开关 1
套

监测

仪器

便携式 X-γ辐射

监测仪 1 台、表

面污染仪 1 台，

固定式剂量报警

仪 1套（多探头），

个人剂量计 8 个

（每人 1 个），

个人剂量报警仪

8个

便携式 X-γ辐射监测

仪 1台、表面污染仪 1
台，固定式剂量报警仪

1套（多探头），个人

剂量计 8 个（每人 1
个），个人剂量报警仪

8个

无 否

安全

装置

储 源 间 双 人 双

锁，储源间保险

柜 1 个，储源间

红外监控系统 1
套，PET/CT中心

视频监控和对讲

系统（若干，区

域全覆盖，无死

角监控），控制

区入口、出口单

向门禁系统 1套，

监督区、控制区

划定地标线（若

干），PET/CT机

房工作状态指示

灯（门-灯联锁）、

紧急制动开关 1
套

储源间双人双锁，储源

间保险柜 1个，储源间

红外监控系统 1 套，

PET/CT中心视频监控

和对讲系统（若干，区

域全覆盖，无死角监

控），控制区入口、出

口单向门禁系统 1套，

监督区、控制区划定地

标线（若干），PET/CT
机房工作状态指示灯

（门-灯联锁）、紧急

制动开关 1套

无 否

其他

工作场所实行监

督区和控制区管

理；成立“辐射安

全与防护管理领

导小组”，对现有

规章制度进行补

充和修订，并建

立健全的操作规

程、岗位职责、

辐射防护和安全

保卫制度、设备

检修维护制度、

工作场所实行监督区

和控制区管理；成立

“辐射安全与防护管理

领导小组”，对现有规

章制度进行补充和修

订，并建立健全的操作

规程、岗位职责、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

员培训计划、监测方案

和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等，辐射相关规章管理

无 否



人员培训计划、

监测方案和辐射

事 故 应 急 预 案

等，辐射相关规

章 管 理 制 度 上

墙；

制度上墙；

应急和救助的物

资准备（应急通

信设备、警戒线、

警示标牌、应急

演 练 、 50mmPb
备用铅罐等）、

应 急 及 去 污 用

品：一次性防水

手套、气溶胶防

护口罩、安全眼

镜、防水工作服、

胶鞋、去污剂和/
或喷雾（至少为

加入清洗洗涤剂

和硫代硫酸钠的

水）；小刷子、

一次性毛巾或吸

水纸、毡头标记

笔 （ 水 溶 性 油

墨）、不同大小

的塑料袋、酒精

湿巾、电离辐射

警告标志、胶带、

标签、不透水的

塑料布、一次性

镊子

应急和救助的物资准

备（应急通信设备、警

戒线、警示标牌、应急

演练、50mmPb备用铅

罐等）、应急及去污用

品：一次性防水手套、

气溶胶防护口罩、安全

眼镜、防水工作服、胶

鞋、去污剂和/或喷雾

（至少为加入清洗洗

涤剂和硫代硫酸钠的

水）；小刷子、一次性

毛巾或吸水纸、毡头标

记笔（水溶性油墨）、

不同大小的塑料袋、酒

精湿巾、电离辐射警告

标志、胶带、标签、不

透水的塑料布、一次性

镊子

无 否

根据表2所列，本项目建设规模和建设内容未发生变化，建设地点无变化，

无新增环境保护目标，工作场所辐射剂量率、工作人员或公众受照剂量未发生变

化，废物产生种类不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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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PET/CT中心周围X-γ辐射剂量率在9nGy/h~910nGy/h之间，即

0.009μSv/h ~0.91μSv/h之间，满足《核医学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HJ1188-2021）



中“距核医学工作场所各控制区内房间防护门、观察窗和墙壁外表面30cm处的周

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2.5μSv/h，如屏蔽墙外的房间为人员偶尔居留的设备间等区

域，其周围剂量当量率应小于10μSv/h。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的箱体、通风柜、

注射窗等设备应设有屏蔽结构，以保证设备外表面30cm处人员操作位的周围剂

量当量率小于2.5μSv/h，放射性药物合成和分装箱体非正对人员操作位表面的周

围剂量当量率小于25μSv/h；固体放射性废物收集桶、曝露于地面致使人员可以

接近的放射性废液收集罐体和管道应增加相应屏蔽措施，以保证其外表面 30 cm

处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 μSv/h”的标准要求。

（二）PET/CT机未出束时周围X-γ辐射剂量率在22nGy/h~24nGy/h之间，即

0.022μSv/h~0.024μSv/h之间；出束时周围X-γ辐射剂量率在24nGy/h~28nGy/h之间，

即0.024μSv/h~0.028μSv/h之间，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规定的2.5μSv/h控制剂量率要求。

（三）PET/CT中心放射源储源器表面5cmX-γ辐射剂量率为248nGy/h，源储

源器表面1mX-γ辐射剂量率为210nGy/h，满足参考标准《密封放射源及密封γ放

射源容器的放射卫生防护标准》（GBZ114-2006），距离装有活度为3.7×1010Bq

以下的密封γ放射源容器外表面100cm处任意一点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超

过0.05mGy/h的限值要求。

（四）PET/CT中心监督区β表面污染水平为0.00~0.03Bq/cm2，控制区β表面

污染水平为 0.00Bq/cm2~5.21Bq/cm2，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 18871-2002）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水平（监督区4 Bq/cm2、控制

区40 Bq/cm2）。

（五）PET/CT中心周围土壤中总β为 6.42×102Bq/kg~1.03×103Bq/kg，土壤中

总α为 1.25×103Bq/kg ~1.91×103Bq/kg，与本底监测点（项目上风向）监测结果（土

壤总β：1.08×103Bq/kg、土壤中总α：2.11×103Bq/kg）进行对照，属于项目所在

地正常水平。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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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10-1mSv/a，致公众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3.00×10-2mSv/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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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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一致同意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PET/CT中心核技术

利用项目（批准文号：云环审〔2023〕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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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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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加强对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管理，规范处置放射性三废，加强人

员通道管理，避免注射后人员交叉。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件验收组名单

验收组

2024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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