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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建设项目名称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建设地点
菏泽高新技术开发区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昆明路以西、银川

路以东、七里河路以北）

源项

放射源

（类别）

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

（场所等级）

射线装置

（类别）
退役项目

X-γ

取得辐射安全

许可证时间
/ 项目投入运行时间 2023年 10月

退役污染治理

完成时间（退

役项目）

/ 验收现场监测时间 2023年 12月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菏泽市生态环

境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山东中慧环境科技有限公

司

辐射安全与防

护设施设计单

位

唐山市规划建

筑设计研究院

天津分院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施工单位
中广核达胜科技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2000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投资总概算
2000万元 比例 100%

实际总概算 2000万元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

施实际总概算
2000万元 比例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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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依据

(1)国务院令(2017)第 682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

保护管理条例》的决定》(2017.10)；

(2)国环规环评[2017]4号《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

法》(2017.11)；

(3)《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2006年 1

月 18日环境保护总局令第 31号公布；2008年 12月 6日环境保护

部令第 3号第一次修正；根据 2017年 12月 20日《环境保护部关

于修改部分规 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正；根据 2019年 8月 22日《生

态环境部关于废止、修改部分规章的决定》第三次修正；根据 2021

年 1月 4日《关于废止、修改部分生态环境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第四次修正）

(4)《关于建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辐射事故分级处理和报

告制度的通知》（环发〔2006〕145号）

(5)《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

稿）》（环办标征函〔2022〕1号）

(6)《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2020.08)；

(7)《关于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

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批复意见》（菏

环高报告书[2020]07号)

(8)《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9)《关于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

配套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EB辐照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

复意见》(菏环审 [2022]12号)；

(10)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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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一、《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第 4.3.2.1款，应对个人受到的正常照射加以限制，以保证除本

标准 6.2.2规定的特殊情况外，由来自各项获准实践的综合照射所

致的个人总有效剂量和有关器官或组织的总当量剂量不超过附录

B（标准的附录）中规定的相应剂量限值。不应将剂量限值应用于

获准实践中的医疗照射。

B1.1 职业照射

B1.1.1.1 应对任何工作人员的职业照射水平进行控制，使之不

超过下述限值：

a）由审管部门决定的连续 5年的年平均有效剂量（但不可作

任何追溯性平均），20mSv；

B1.2 公众照射

实践使公众中有关关键人群组的成员所受到的平均剂量估计

值不应超过下述限值：

a）年有效剂量，1mSv；

二、《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 979-2018）

4.2.2.辐射屏蔽设计依据

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外人员可达区域屏蔽体外表面 30cm处及

以外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不能超过 2.5μSv/h。如屏蔽体外为社会公

众区域，屏蔽设计必须符合公众成员个人剂量约束值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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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工程建设内容：

2.1 建设单位概况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省菏泽市高新区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

配套建设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项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 2020年 11月 04

日取得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的批复，批复文号为“菏环高报告书[2020]07

号”。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投资 18000万元于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内建

设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用以接纳山东润泽制药

有限公司、山东了未元制药有限公司、山东立海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山东荷维

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等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内现有及在建共 4家企业废水，

山东睿鹰制药集团有限公司、山东润泽制药有限公司合成中心还没拆迁，无拆迁

时产生的冲洗废水。

根据污水处理厂设计接纳污水水质情况，项目针对高浓度废水先采用“调节

池+预处理+IC+一级 A/O”的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与低浓度废水经一级 A/O处

理，未达到接管标准的再“EB辐照+活性炭吸附/脱盐工艺”为主体的污水处理工

艺路线。

2.2本次验收项目概况

公司在厂区内污水处理区南侧中间位置建设一座加速器机房，并配备 1台

EPHS-DD2.0-100型工业电子加速器，用于厂区废水的进一步处理，通过辐照实现

废水中有机物更加强大的开环、断键作用，提高废水处理系统的有机物降解能力

和处理效率。

加速器机房为二层建筑，一层为辐照室、加速器控制台及仪表柜，二层布置

加速器罐体、气体系统、冷却水循环系统、高频机、排臭氧风机等设备，其中加

速器主机安装于二层加速器罐体内。

公司无其他核技术利用设备应用，本次属首次开展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表 2-1 本次实际建成情况与环评批复对比

序号 环评审批批复内容 本次验收
验收与环评批

复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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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

度。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

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

和防护管理办法》等要求，设

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

机构，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

任。落实场所使用规定、装置

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

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和

检测方案等，建立辐射安全管

理档案。

已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

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

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

办法》等要求，设立辐射安全与

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落实辐射安

全管理责任。已落实场所使用规

定、装置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

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

度和检测方案等，建立辐射安全

管理档案。

一致

2 (二)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

和防护工作。严格落实《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辐

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电

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

和防护》 (HJ979-2018)等有关

要求，落实工作场所的实体屏

蔽措施，确保职业人员和公众

成员年有效剂量符合《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18871-2002)的相关要

求。实施分区管理，在醒目位

置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做

好放射性工作场所内辐射安

全与防护设施的维护，确保辐

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有效。

已严格落实《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

(GB18871-2002)、《辐射环境监

测技术规范》、《电子加速器辐

照 装 置 辐 射 安 全 和 防 护 》

(HJ979-2018)等有关要求，落实工

作场所的实体屏蔽措施，经检测，

职业人员和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

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

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

相关要求。实施分区管理，已在

醒目位置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

做好放射性工作场所内辐射安全

与防护设施的维护，确保辐射安

全与防护设施有效。

一致

3 (三)做好辐射人员安全防护工

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放

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

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

已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

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

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

等有关要求，加强辐射工作人员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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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加强

辐射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培

训，定期进行剂量监测，建立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

确保人员辐射安全。

的辐射安全培训，定期进行剂量

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

量档案，确保人员辐射安全。

本次对在辐照室安装使用 1台电子加速器进行验收。经现场核查，环评阶段

建设单位预计安装 1台电子能量为 2.0MeV的 EPHS-DD2.0-100型电子加速器。验

收阶段实际安装 2.0MeV的 EPHS-DD2.0-100型电子加速器，实际装机规模与环评

设计规模一致。本次验收的辐射工作场所地点、性质与环评方案一致，不属于重

大变动。

2.3 项目工程分析与源项：

2.3.1源项

1、X射线、电子束

电子加速器在进行辐照时电子枪发射电子，电子经加速管加速，在横向扫描

磁场的作用下，扫描扩展，成为均匀扫描宽度的电子束，利用电子束对污水进行

辐照，由此来降低废水中的污染物。电子在加速过程中，部分电子会丢失，它们

打在加速管壁上，产生 X射线；电子束的穿透能力较弱，通过韧致辐射会产生高

能 X射线。此外，电子束打到高原子序数物质时也会产生高能电子束有用线束辐

射、泄漏辐射及散射辐射。

在电子加速器开机期间，韧致辐射产生的 X射线经辐照室的屏蔽防护后，X

射线基本被屏蔽在辐照室中，可能仍有一定的射线投射到辐照室外，对附近的辐

射工作人员和周围的公众产生辐射影响。X射线的贯穿能力极强，对周围环境辐

射造成辐射污染，但该 X射线影响关机后即消失。加速器在运行时产生的高能电

子束，因其贯穿能力远弱于 X射线，在 X射线得到充分屏蔽的条件下，电子束亦

能得到足够的屏蔽。

因此，在加速器开机时间内，产生的 X射线为主要辐射环境污染因素。

2、放射性废物

本项目不产生放射性废气和放射性固体废物。

加速器设备中设计有冷却水循环系统，这部分水主要用来冷却辅助设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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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接触高能电子束，故这部分冷却水不会由于活化而含有放射性。且本项目加速

器冷却水为内循环水，正常运行时在内部不断循环，不外排。

3、非放射性污染因素分析

在加速器开机运行时，电子束与辐照室空气可通过电离作用产生臭氧(O3)和氮

氧化物 (NOX)，在 NOX中以 NO2为主。它们是具有刺激性作用的非放射性有害气

体。本项目加速器机房辐照室设有专门的通风系统，设置进风口和排风口各一个，

进风机和排风机设专门的管路，互不影响。排风机安装于加速器机房二层东侧，

设计通风量约为 5600m3/h。辐照室有效容积约为 130m3，通风换气次数可达 43次

/小时，辐照室内产生的臭氧等非放射性有害气体经排风机沿地下管道排出辐照室。

本项目加速器运行时，产生的臭氧经过排气筒排放后，最大落地浓度为 17.3ug/m3，

叠加本底值后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中的臭氧（O3）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二级限值 160μg/m3的要求。且臭氧的半衰期 22~25分钟，常温下

可自行分解为氧气。因此，臭氧经 30m高排气筒排放后自然分解，无需破坏装置，

对环境影响较小。排气筒可高出加速器周围最高建筑顶部 5m以上，该通风系统可

以满足《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979-2018）对通风的要求。

2.3.4 工程与工艺分析

加速器系统主要包括以下部分或系统：电子枪、加速管、供电系统、扫描系

统、聚焦系统、真空系统、冷却循环水系统、风冷系统、控制系统和传输系统等。

本项目使用的电子加速器的主要性能参数见下表

工业电子加速器工作原理：

电子束辐照技术就是利用被加速的电子束流轰击或照射被处理对象，使之发

生常规方法难以引发的物理化学及生物学反应，从而达到优化产品质量、提高产

品性能、净化物质等目的。污水处理则是利用加速后的电子束流对污水进行辐照,

使水中的污染物发生分解或降解、有害微生物发生变性等，来达到消毒净化废水

的目的。该技术是一种独特的高级氧化-还原技术，其作用原理包括高能电子束直

接辐射作用、以及电子束激发水分子产生•OH、O2•-、HO2•、eaq−、•H等活性粒

子的氧化-还原作用（间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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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O •OH(2.7) + eaq- (2.6) + H•(0.55) + H2(0.45) + H2O2 (0.71) +H+(2.6)

受辐射时，废水体系会产生化学效应（如有机污染物降解和矿化）和生物学

效应（如消毒灭菌），达到同时去除有机物和杀灭微生物的作用效果。

工业电子加速器主要技术指标

工作流程为：本项目加速器机房为污水处理站配套设备，与污水处理站配套

运行，未达到接管标准的污水进入辐照系统，辐照系统年运行时间约 4000小时。

机房处于闭门、开机运行状态，正常工况下人员无法进入（仅设备故障停机时进

入机房内部），操作人员于加速器机房一层东侧的加速器控制台处调控加速器辐

照系统。厂区废水经污水处理站调节池、预处理池和 A/O处理后，未达到接管标

准的污水通过管道由加速器机房北侧利用废水进水泵泵入本项目加速器机房内进

行辐照后，进入活性炭系统、膜组件系统处理达标后排入菏泽市第三污水处理厂。

加速器辐照工艺流程

2.3.5 人员配置与工作负荷

本项目配备 3名辐射工作人员，专职负责本项目电子加速器的运行，公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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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快安排辐射工作人员参加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考核成绩合格后才

能上岗。

电子加速器辐射工作人员配备情况及工作负荷一览表

日工作（出束）时长 年工作日 全年出束时长 人均年工作时间

11.4 350 4000 2000

姓名 岗位
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

培训时间 证书编号

魏建宾 运营部主任 2022年 7月 FS22SD1600053

黄保磊 运营部副主任 2023年 7月 FS23SD1600069

王付国 操作工 2022年 7月 FS22SD1600050

皇甫国印 操作工 2022年 7月 FS22SD1600051

周泉 操作工 2022年 7月 FS22SD1600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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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措施：

3.1 项目工作场所的布局与屏蔽设施

3.1.1项目分区

根据现场调查，本项目加速器机房设两层，一层为辐照室、加速器控制台和仪

表柜，二层布置加速器罐体、气体系统、冷却水循环系统、高频机、排臭氧风机等

设备。因此本项目划分控制区及监督区如下。

控制区：一层的辐照室、二层加速器罐体所在位置；加速器出束运行时，任何

人不得进入控制区。

监督区：一层的加速器控制台、仪表柜，二层的冷却水循环系统、排臭氧风机

等设备及与控制区直接相连的其它设施区域。

加速器机房一层平面布置图 比例尺 1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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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器机房二层平面布置图 比例尺 1 :100

3.1.2整体布局

本项目加速器机房位于污水处理中心中部偏西位置，废水由加速器机房一层北

侧进入一层辐照室，污水管道采用 U型地埋方式进入辐照室。一层的加速器控制台

和仪表柜均位于辐照室东侧，距离辐照室约 0.5m，控制台上设置紧急停机开关于辐

照室东南侧设置 1.8m宽楼梯，可到达加速器机房二层平台。机房二层北侧设置有

高频机和冷却循环系统，其二层中间位置为加速罐体、储气罐和气体系统。

本项目所在厂区位于菏泽市高新区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区，加速器机房建

于园区污水处理中心西侧。经现场勘查，加速器机房已开工建设，加速器机房北侧

为污水处理区兼氧反应罐、厂区道路、沉淀池，南侧为深度处理车间，东侧为厂区

道路、综合处理车间，西侧为山东荷维净公司，加速器机房四周 50m范围内的厂区

外环境敏感目标为山东荷维净公司控制室，该环境敏感目标与本项目加速器机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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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距离约为 30m，距离较远。因此，在本项目加速器机房四周辐射水平满足国家有

关要求的情况下，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辐射影响较小。

本项目 50m评价范围示意图

项目所在位置

项目所在位置

图例

辐照车间

50m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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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 屏蔽设计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资料，加速器机房的主要设计参数如下：

辐照室内东西净长 6.9m（含迷道长度），南北净宽 8.5m，净高 2.85m，净面积

约 44m2，净容积约 130m3。加速器主机安装于二层加速器罐体内，罐体顶部采用

400mm厚的铁板防护，X射线经准直器校正，不会产生多余漏射线。辐照室南、北、

西墙均为纯混凝土结构，厚度均为 1500mm；迷道位于辐照室的东侧，辐照室东墙

采用 1200mm的混凝土结构，迷道外墙为 1000mm的混凝土结构，于迷道口设置 1

道防护门，材质为 40mm厚的铁板。辐照室室顶为 600mm厚纯混凝土结构。

电子加速器辐照系统屏蔽设计参数表

序号 工作场所辐射防护工程建设情况 与环评文件相

符性分析1 环评阶段 验收阶段

2

辐照室内东西净长 6.9m（含迷道

长度），南北净宽 8.5m，净高

2.85m，净面积约 44m2，净容积

约 130m3。

辐照室内东西净长 6.9m（含迷

道长度），南北净宽 8.5m，净

高 2.85m，净面积约 44m2，净

容积约 130m3。

与环评方案一

致

3

加速器主机安装于二层加速器罐

体内，罐体顶部采 400mm 厚的铁

板防护

加速器主机安装于二层加速器

罐体内，罐体顶部采 400mm 厚

的铁板防护

与环评方案一

致

4
辐照室南、北、西墙均为纯混凝

土结构，厚度均为 1500mm

辐照室南、北、西墙均为纯混

凝土结构，厚度均为 1500mm

与环评方案一

致

5

迷道位于辐照室的东侧，辐照室

东墙采用 1200mm的混凝土结

构，迷道外墙为 1000mm 的混凝

土结构，于迷道口设置 1道防护

门，材质为 40mm厚的铁板。辐

照室室顶为 600mm厚纯混凝土

结构。

迷道位于辐照室的东侧，辐照

室东墙采用 1200mm的混凝土

结构，迷道外墙为 1000mm 的

混凝土结构，于迷道口设置 1

道防护门，材质为 40mm厚的

铁板。辐照室室顶为 600mm 厚

纯混凝土结构。

与环评方案一

致

3.1.4安全防护措施

（1）钥匙开关：本项目加速器机房辐照室和二层加速器罐体间入口处、防护

门西侧（二层东侧）设 1个钥匙开关，进入室内前需要插上要是方可打开防护门，



14

巡检人员退出辐照室或加速器罐体间，关闭防护门后拔下钥匙方可开启加速器。

钥匙开关与环评文件一致。

（2）信号警示装置：辐照室防护门上方设计有工作状态显示器（开机、关机、

准备），且带有报警装置；于辐照室迷道处安装 1个语音报警装置，加速器开机、

防护门关闭前会进行巡检语音提示仍停留在控制区的人员尽快离开。

信号警示装置与环评文件一致。

（3）拉线开关：一辐照室和二层罐体间进入防护门后外墙均设计有 1个拉线

开关，当听到警铃声、仍停留在辐照室内的人员拉下该开关可终止设备开启。

拉线开关与环评文件一致。

（4）紧急停机开关、巡检开关：辐照室内部四面墙体及迷道内设置 6个紧急

停机开关/巡更开关，每次开机前工作人员均须进入辐照室内巡视是否清场并按顺序

按下巡更开关，否则加速器无法开启。在二层加速罐体间设置 5 个紧急停机开关/

巡更开关，发生事故时，滞留在辐照室及加速罐体间内的人员可就近按下急停开关

以停止照射。本项目急停装置布置可实现全区域覆盖。

紧急停机开关、巡检开关与环评文件一致。

（5）监控装置：辐照室迷道内安装 1个监控摄像头，并于辐照室南墙中间位

置安装不锈钢镜面板，可通过该镜面板实时监控到辐照室内情况，将监控画面实时

显示于控制台处计算机屏幕上。

监控装置与环评文件一致。

（6）剂量探头：辐照室防护门迷道外墙处、加速器罐体处及加速器控制台处

各设有 1处剂量探头，对辐射水平进行实时监测。

剂量探头与环评文件一致。

（7）防人误入装置：加速器机房一层及二层罐体间内除防护门及门机联锁装

置外，另设计有红外开关（即光电联锁装置），并与加速器联锁，加速器运行时若

有人或动物经过红外开关，加速器将立刻停止照射。

防人误入装置与环评文件一致。

（8）烟雾报警：加速器机房一层辐照室天花板上设置 1个烟雾警报，遇有火

险时，加速器将立即停机。

烟雾报警与环评文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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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三同时落实情况

表 3.2-1 辐射安全与防护和环境保护措施“三同时”措施落实表

项目 “三同时”措施 落实情况

辐射安全管理 设立辐射安全管理机构，成立“辐射安全领导小组”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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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关规章制度，包括《工业电子加速器安全操作规程》、

《辐射安全岗位职责》、《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工

业电子加速器检修维护制度》、《电子加速器使用登记制度》、

《人员培训计划》、《自行检查与年度评估制度》、《辐射

监测方案》、《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等，并在工作场所醒目

位置张贴上墙展示。

已落实

辐射安全和防

护措施

有钥匙开关、联锁装置、紧急停机开关/巡检开关、拉线开关、

防人误入装置、监控装置、辐射监测装置。
已落实

人员配备

3名具备从事工业电子加速器辐照技术能力的职业工作人员 已落实

辐射工作人员在上岗前各自佩戴个人剂量计，并定期送检（两

次监测的时间间隔不应超过 3个月），加强个人剂量监测，

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已落实

辐射工作人员定期进行职业健康体检，并建立辐射工作人员

职业健康档案。
已落实

监测仪器及防

护用品
个人剂量计 3个、个人剂量报警仪 1台、辐射巡检仪 1台。 已落实

环境保护措施 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环境影响评价及竣工保护验收。 已落实

三废的治理

本项目为工业电子加速器应用，在加速器运行过程中不产生放射性废气和放射

性固体废物。

加速器设备中设计有冷却水循环系统，这部分水主要用来冷却辅助设备，不会

接触高能电子束，故这部分冷却水不会由于活化而含有放射性。且本项目加速器冷

却水为内循环水，正常运行时在内部不断循环，不外排。

在加速器开机运行时，电子束与辐照室空气可通过电离作用产生臭氧(O3)和氮

氧化物 (NOX)，本项目加速器辐照室设有专门的通风系统，可满足《电子加速器辐

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 979-2018）中对通风的要求。本项目所产生的臭氧和

氮氧化物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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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本项目已于 2021年由山东中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菏泽创新风险投

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

置》，并于 2022年 2月 16日获得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菏泽创新风险投资

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菏环审[2022]12号）。本报告中环评报告表主要结

论及审管部门审批决定均摘抄于环评报告及批复中。

4.1 环境影响报告表主要结论

11.1 结论

1、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拟在厂区内污水处理区西侧中间位置建设一

座加速器机房，并配备 1台 EPHS-DD2.0-100型工业电子加速器。项目针对高浓

度废水先采用“调节池+预处理+IC+一级 A/O”的工艺进行处理，处理后与低浓度

废水混合后经一级 A/O处理，处理后未达到接管标准的废水再经过“EB辐照+

活性炭吸附/脱盐工艺”为主体的污水处理工艺路线。本项目有利于经济发展，具

有明显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正当性原则。

2、本项目所在厂区建成后，加速器机房北侧为污水处理区兼氧反应罐、厂

区道路、沉淀池，南侧为深度处理车间，东侧为厂区道路、综合处理车间，西

侧为山东荷维净公司，加速器机房四周 50m范围内的厂区外环境敏感目标为山

东荷维净公司控制室，该环境敏感目标与本项目加速器机房最近距离约为 30m，

距离较远。因此，在本项目加速器机房四周辐射水平满足国家有关要求的情况

下，对周围环境敏感目标辐射影响较小，项目选址合理。

3、现状检测结果表明，加速器机房拟建区域中心位置及周围、山东荷维净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附近的环境γ空气吸收剂量率现状值为（54.0～58.7）nGy/h，

处于菏泽市原野环境天然辐射水平的范围内[原野（41.6～79.0）nGy/h]。本项目

西南侧山东荷维净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附近处的环境γ空气吸收剂量率现状值为

55.7nGy/h，处于菏泽市道路环境天然辐射水平的范围内[道路（34.9～71.5）

nGy/h]。

4、根据理论计算结果，工业电子加速器运行时，厂区内加速器机房周围及

厂外环境敏感目标处的辐射水平均低于 2.5μSv/h的剂量率防护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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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曝光时间 4000小时/年的条件下，职业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不大于 7.91×10

-6mSv/a，低于《辐射加工用电子加速器工程通用规范》规定的 5mSv/a的剂量限

值要求。

在曝光时间 4000小时/年的条件下，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不大于 0.049mSv/a，

低于《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979-2018）规定的 0.1mSv/a

的剂量限值和本报告提出的 0.1mSv/a 的管理剂量约束值。

5、通过计算，在不考虑臭氧分解的情况下，厂界臭氧的最大落地浓度约

0.0173mg/m3（17.3μg/m3），远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二

级限值要求（臭氧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限值 160μg/m3）。

6、本项目加速器机房内设计有钥匙开关、联锁装置、紧急停机开关/巡检开

关、拉线开关、防人误入装置、监控装置、辐射监测装置等多项安全防护设施，

可满足辐射安全防护要求。

7、公司拟制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并在运行过程中将各项安全防护措施落

实到位，在按要求制定各项管理规章制度后，可以确保工作人员、公众的安全，

并能有效应对可能的突发事故（事件）。

8、公司拟为本项目配备 3名辐射工作人员，专职负责本项目电子加速器的

运行，公司将尽快安排辐射工作人员参加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考

核成绩合格后才能上岗。

9、企业拟配备个人剂量计 3支（人手 1支，由个人剂量检测单位配发）、

个人剂量报警仪 1部、辐射巡检仪 1台，可满足相关要求及工作需求。

10、公司拟定期对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进行监督检测，并建立工作人员个

人剂量档案。个人剂量档案内包括个人基本信息、工作岗位、剂量监测结果等

材料，保存至辐射工作人员年满 75周岁，或者停止辐射工作 30年。

11、项目的设施较为简单，环境风险因素单一，在根据本次评价要求进一

步完善风险防范措施和制定事故应急预案条件下，项目环境风险是可控的。

综上所述，在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认真落实相关法律法规和本次评

价所提出的安全防护措施后，该单位将具备其所从事的辐射活动的技术能力和

辐射安全防护措施，从辐射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该项目的运行是安全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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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审批决定：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送的《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

辐照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收悉。经审查，批复如下:

一、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在山东省菏泽市高新区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

园配套建设5000m3/d 污水处理中心项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20年11月

04日取得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的批复，批复文号为“菏环高报告书

[2020]07号”。本次只对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项目EB辐照车间进行评价。公司

拟在厂区内污水处理区南侧中间位置建设一座加速器机房，并配备1台

EPHS-DD2.0-100型工业电子加速器，用于厂区废水的进一步处理。项目投资2000

万元项目，其中环保投资300万元。

从生态环境角度分析，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各项辐射安全措

施后，对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原则同意按照报告表中所列项目的内容、地点、

采取的辐射安全防护措施和生态保护措施等进行建设。

二、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按照《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

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等要求，设立辐

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任。落实场所使用规定、装

置操作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和检测方案等，建

立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二)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防护工作。严格落实《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

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电子加速器辐

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979-2018)等有关要求，落实工作场所的实体屏蔽措

施，确保职业人员和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符合《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

本标准》 (GB18871-2002)的相关要求。实施分区管理，在醒目位置设置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做好放射性工作场所内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维护，确保辐射安

全与防护设施有效。

(三)做好辐射人员安全防护工作。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

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等有关要求，加强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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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培训，定期进行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

案确保人员辐射安全。

(四)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定期组织开展应急培训

和演练，有效防范并能妥善处置突发环境事件，确保环境安全。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同时投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应及时依法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并按规

定进行环境保护验收，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行.

四、若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环境保护措施等发

生重大变动，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由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负责工程施工期和运营期生态环境保

护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及监督管理工作。

六、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10个工作日内，将本批复及批复的环境影响

报告表送菏泽市生态环境局高新区分局，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日

常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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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①监测前制定监测方案，根据《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和《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γ射线和电子束辐照装置防护检测规

范》（GBZ 141-2002）、《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 979-2018）

的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点位，选择监测点位时充分考虑使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

以保证监测结果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②监测所用仪器经国家法定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每次测量前、后均检

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

③定期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相关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

查等质控手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④验收报告严格按相关技术规范编制，数据处理及汇总经相关人员校核，

最后由授权签字人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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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6.1验收监测内容

本次验收包括本项目环评报告表及批复中的 50m评价范围内保护目标：加

速器操作位、收放线工人操作位、防护门、防护墙。

为验证本项目正常运行过程中对周围环境的辐射影响，受建设单位和菏泽

圆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委托，菏泽市牡丹区恒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04日、12月 27日对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进行 X-γ辐射剂量率水平、氮氧

化物、环境空气中臭氧监测，并通过现场监测结果与相关技术标准、环评文件

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进行对比，评价本项目投入运行后，对周围环境和相关人

员的辐射影响情况。

6.2 验收监测期间工况

现场检测当天，加速器运行工况为：2.0MeV（此工况为调试期间所用的最

大工况，加速器正常运行）。

本项目监测仪器信息见表 6-1。

表 6-1 仪器信息一览表

仪器名称 X-γ剂量率仪

生产厂商 北京核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仪器型号 HD-3023

仪器编号 P200005

检定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证书编号 DLjl2023-06667

检定有效期 2024年 5月 21日

6.3 验收监测因子及点位

本项目验收监测因子为：X-γ辐射剂量率仪和臭氧、氮氧化物，本项目验

收监测仪器校准因子为：1.02。

结合本项目验收的实际情况，本次监测布设了 19个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点

位，其具体监测点位的布置情况见图 6-1及图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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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组织监测点位 ○无组织废气采样点位 ★废水采样点位

图 6-1 检测点位图

6.4 监测分析方法

1、《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3、《环境空气 臭氧的测定靛蓝二磺酸钠分光光度法》（HJ 504-2009及修改

单）

4、《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便携式紫外吸收法》（HJ 1131-2020）

○北

○东○西

○南

★EB辐照

出水口

★EB辐照

进水口

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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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7.1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记录：

现场检测当天，山东清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正在使用电子加速器进行调试，

EPHS-DD2.0-100型电子加速器运行工况为：2.0MeV（此工况为调试期间所用

到的最大工况）；现场辐射防护设施已建成并正常运行。

7.2 验收监测结果

验收监测结果见表 7-1、7-2、7-3，验收检测报告见附件 5。

表 7-1 EB辐照装置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nGy/h)关机状态

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nGy/h)

X-γ辐射剂量率 标准差

1 EB辐照装置室操作位•1 53.9 2.56

2 EB辐照装置室一层东侧墙外•3 55.1 3.23

3 EB辐照装置室一层防护门中间位置•6 37.8 3.23

4 EB辐照装置室一层北侧墙外•8 70.2 2.41

5 EB辐照装置室二层防护门中间位置•12 42.6 3.33

6 EB辐照装置室二层北侧墙外•13 52.1 1.57

7 EB辐照装置室一层西侧墙外•15 38.5 2.84

表 7-2：EB 辐照装置(射束向下 开机状态)X-γ辐射剂量率检测结果 (nGy/h)

序号 点位描述
检测结果(nGy/h)

X-γ辐射剂量率 标准差

1 EB辐照装置室操作位•1 57.5 3.09

2 EB辐照装置室一层东侧墙外•2 57.5 3.02

3 EB辐照装置室一层防护门东侧门缝•3 54.8 2.26

4 EB辐照装置室一层防护门西侧门缝•4 51.7 2.64

5 EB辐照装置室一层防护门下侧门缝•5 72.6 2.53

6 EB辐照装置室一层防护门中间位置•6 50.8 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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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B辐照装置室一层东侧墙外楼梯间•7 73.2 3.10

8 EB辐照装置室一层北侧墙外•8 71.9 2.77

9 EB辐照装置室二层防护门东侧门缝•9 61.3 3.21

10 EB辐照装置室二层防护门西侧门缝•10 46.2 3.24

11 EB辐照装置室二层防护门下侧门缝•11 68.5 2.87

12 EB辐照装置室二层防护门中间位置•12 46.5 2.75

13 EB 辐照装置室二层北侧墙外•13 51.7 2.51

14 EB 辐照装置室二层东侧墙外•14 71.3 2.64

15 EB 辐照装置室一层西侧墙外•15 38.1 2.73

16 EB辐照装置室二层西侧车间•16 52.2 1.84

17 EB辐照装置室二层南侧车间•17 63.5 2.63

18 EB辐照装置室二层楼梯•18 61.9 2.85

19 EB辐照装置室东侧风机房•19 50.7 2.04

根据表 7-1、7-2监测数据可知：

EPHS-DD2.0-100型电子加速器在进行日常调试时，在关机状态下，加速器

辐照室及周围环境的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值在（37.8~70.2）nGy/h之间；开机时

（开机工况：2.0MeV），加速器辐照室及周围环境的 x、γ辐射剂量率检测值在

38.1~73.2nGy/h（换算 0.032~0.061μSv/h）之间。

检测结果均满足本项目依据《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

979-2018）标准中“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外人员可达区域屏蔽体外表面 30cm处

以及外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不超过 2.5μSv/h”的要求。

1、年有效剂量计算公式

H=0.7×Dr×T

式中：H——年有效剂量当量，Sv/a；

T ——年受照时间，h；

0.7——吸收剂量对有效剂量当量的换算系数，Sv/Gy；

Dr——X 剂量率，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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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照射时间确定

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资料，本项目辐照加速器车间年运行时间约 4000小

时。采取两班运转工作制，每班工作人员实行每周 40小时，年工作时间约为

50周。

3、职业人员的年有效剂量

工业电子加速器运行时，对工作人员影响的区域主要在辐照室东侧的加速

器控制台处，因本项目是全自动运行，人员无需长时间驻留，仅需要调整参数

等情况时在控制台驻留。保守起见，本项目加速器控制台处的居留因子取 1/2，

根据监测结果，该处的剂量率为 57.5nGy/h，由公式计算出该区域活动的辐射工

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Dr×T=0.7×57.5×10-9×2000×1/2=4.025×10-5mSv/a＜5mSv/a

本项目职业人员的年有效剂量低于《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

（HJ 979-2018）规定的 5mSv/a的剂量限值。

4、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

本项目公众活动区域主要位于加速器机房东侧，根据估监测结果，电子加

速器运行状态下加速器机房西侧剂量率为 52.2nGy/h，加速器机房距离东南侧居

留因子较大的办公楼最近距离为 55m，经距离衰减和墙体屏蔽后，剂量率将大

大降低、可忽略不计，因此本次主要考虑加速器机房附近区域活动的公众人员，

加速器机房周围主要为厂区道路、污水处理区，一般无人员逗留，公众成员居

留因子取 1/16，由公式估算出该区域活动的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Dr×T=0.7×52.2×10-9×4000×1/16=9.135×10-6mSv/a

本项目加速器机房周围环境敏感目标为距离辐照室西南侧约 30m处的山东

荷维净公司控制室，该控制室外侧辐射剂量率为 38.1nGy/h，居留因子取 1，由

公式出该区域活动的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Dr×T=0.7×38.1×10-9×4000=1.0668×10-4mSv/a

公众成员的年有效剂量最大为 1.0668×10-4mSv/a，低于《电子加速器辐照

装置辐射安全和防护》（HJ 979-2018）规定的 0.1mSv/a的剂量限值和本报告提

出的 0.1mSv/a的管理剂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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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3 EB辐照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

采样日期 采样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排放浓度（mg/m3） 排放速率（kg/h）

1 2 3 均值 1 2 3 均值

2023.12.01
DA004出口

检测口

（辐照排气筒）

氮氧化物 8.3 8.5 8.6 8.5 0.0637 0.0633 0.0650 0.0640

标干流量

（Nm3/h） 7673 7444 7554 7557 / / / /

2023.12.02
DA004出口

检测口

（辐照排气筒）

氮氧化物 4 6 7 6 0.0305 0.0433 0.0541 0.0426

标干流量

（Nm3/h） 7627 7217 7725 7523 / / / /

备注：（1）DA004排气筒高度 h=20m，内径φ=0.5m；

（2）本项目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参考《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表1中排放浓度限值要求（氮氧化物

10mg/m3）。

根据表 7-3监测数据可知：

EB辐照有组织废气排放浓度参考《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表1中排放浓度限

值，经检测，有组织废气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低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表1

要求（氮氧化物10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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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4 EB辐照环境空气检测结果

采样日期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mg/m3）
参考

限值（mg/m3）电子束厂房东 电子束厂房南 电子束厂房西 电子束厂房北

2023.12.27 臭氧 0.015 0.017 0.015 0.011 0.16

备注：本项目排放浓度限值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表 1中浓度限值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二级限值要求 160μg/m3（0.16mg/m3）。

根据表 7-4监测数据可知：

EB辐照产生的臭氧逸散至外环境中的浓度参考《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表1中排放浓度限值，经检测，EB辐照房

四周的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排放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表1中日最大8小时平均浓度二级限值要求160μg/m3

（0.16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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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5 废水检测结果

采样时间 2023.12.26

净化效率

（%）序

号

检测

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EB辐照进水口（生化处理出水） EB辐照出水口

1 2 3 4 均值 1 2 3 4 均值

1 pH值 无量纲 7.7 7.8 7.8 7.7 / 6.2 6.1 6.2 6.2 / /

2 CODCr mg/L 1.49×103 1.47×103 1.54×103 1.52×103 1.50×103 124 121 120 118 121 91.9

3 氨氮 mg/L 29.8 28.6 29.1 29.6 29.3 7.27 7.18 7.21 7.25 7.23 75.3

4 总磷 mg/L 2.69 2.58 2.62 2.78 2.67 0.61 0.55 0.83 0.70 0.67 74.9

5 总氮 mg/L 77.7 78.6 76.4 76.0 77.2 21.8 20.6 22.8 19.7 21.2 72.5

6 悬浮物 mg/L 518 510 528 509 516 472 478 457 447 463 10.3

7 色度 倍
90

(pH=7.7)
90

(pH=7.8)
90

(pH=7.8)
90

(pH=7.8) / 90
(pH=6.2)

90
(pH=6.1)

90
(pH=6.3)

90
(pH=6.2) / /

8 BOD5 mg/L 895 890 886 895 892 57.1 54.9 56.0 57.7 56.4 93.7

9 石油类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0 全盐量 mg/L 2296 2319 2308 2311 2308 2311 2319 2285 2299 2304 0.173

11 氟化物 mg/L 2.03 1.98 2.02 1.97 2.00 1.95 1.99 2.10 1.99 2.01 /

12 硫酸盐 mg/L 742 738 722 830 758 711 703 693 711 704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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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氰化物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4 硫化物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5 挥发酚 mg/L 0.02 0.02 0.02 0.02 0.02 ND ND ND ND / /

16
阴离子

表面活

性剂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7 动植物

油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8 苯胺类 μ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9 苯系物 μ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水温 ℃ 20.3 20.9 21.0 21.1 20.8 19.1 19.5 19.8 19.7 19.5 /

样品状态 深红微浊 深红微浊 深红微浊 深红微浊 / 深红微

浊

深红微

浊

深红微

浊

深红微

浊
/ /

表7-6 废水检测结果

采样时间 2023.12.27

净化效率

（%）序

号

检测

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EB辐照进水口（生化处理出水） EB辐照出水口

1 2 3 4 均值 1 2 3 4 均值

1 pH值 无量纲 7.5 7.6 7.6 7.7 / 6.3 6.4 6.5 3.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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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CODCr mg/L 1.48×103 1.50×103 1.50×103 1.47×103 1.49×103 124 123 127 133 127 91.5

3 氨氮 mg/L 28.2 27.6 27.9 28.4 28.0 7.18 7.13 7.25 7.20 7.19 74.3

4 总磷 mg/L 2.63 2.56 2.50 2.67 2.59 0.66 0.62 0.57 0.82 0.67 74.1

5 总氮 mg/L 79.0 77.3 78.2 71.7 76.6 21.5 20.0 22.2 19.9 21.0 72.6

6 悬浮物 mg/L 529 509 528 511 519 469 478 461 458 466 10.2

7 色度 倍
90

(pH=7.6)
90

(pH=7.7)
90

(pH=7.6)
90

(pH=7.8) / 90
(pH=6.3)

90
(pH=6.4)

90
(pH=6.2)

90
(pH=6.3) / /

8 BOD5 mg/L 774 755 766 768 766 56.5 58.4 52.6 55.7 55.8 92.7

9 石油类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0 全盐量 mg/L 2299 2317 2306 2281 2301 2274 2319 2301 2330 2306 /

11 氟化物 mg/L 1.94 2.00 2.05 2.10 2.02 2.05 1.93 1.92 1.98 1.97 2.48

12 硫酸盐 mg/L 760 767 786 846 790 746 748 698 750 736 6.84

13 氰化物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4 硫化物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5 挥发酚 mg/L 0.02 0.02 0.02 0.02 0.02 ND ND ND ND / 33.3

16
阴离子

表面活

性剂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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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动植物

油
m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18 苯胺类 μ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19 苯系物 μg/L ND ND ND ND / ND ND ND ND / /

水温 ℃ 20.6 20.6 20.5 20.4 20.5 18.5 18.7 18.5 18.8 18.6 /

样品状态 深红微浊 深红微浊 深红微浊 深红微浊 / 深红微

浊

深红微

浊

深红微

浊

深红微

浊
/ /

验收监测期间，废水污染物排放监测情况如下：

污水经 EB辐照处理后，pH 值在 6.1-6.5（无量纲）之间，CODCr最大排放浓度为 133mg/L、处理效率为 91.9%；氨氮最大排放

浓度为 7.27mg/L、处理效率为 75.3%；BOD5最大排放浓度为 58.4mg/L、处理效率为 93.7%；悬浮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478mg/L、处理效

率为 10.3%；总磷最大排放浓度 0.83mg/L、处理效率为 74.9%；总氮最大排放浓度 22.8mg/L、处理效率为 72.6%；色度最大排放浓度为

90倍；氟化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2.10mg/L；全盐量最大排放浓度为 2330mg/L；硫酸盐最大检出浓度为 75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动

植物油、石油类、苯胺类、硫化物、氰化物、苯系物、挥发酚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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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

验收监测结论：

通过现场调查，本项目的辐射工作场所采取了相应辐射屏蔽措施，充分考虑周

围场所的人员防护与安全，落实了环评报告表及批复中要求的各项辐射安全措施和

个人防护措施。本项目实际建成的辐射防护设施满足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

技术规范》（HJ 1157-202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γ射

线和电子束辐照装置防护检测规范》（GBZ 141-2002）、《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

射安全和防护》（HJ 979-2018）中的相关防护设施的技术要求。

经检测，X-γ辐射剂量率均满足本项目依据《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辐射安全和

防护》（HJ 979-2018）标准中“电子加速器辐照装置外人员可达区域屏蔽体外表面

30cm 处以及外区域周围剂量当量率不超过 2.5μSv/h”的要求。有组织废气氮氧化物

的排放浓度低于《工作场所有害因素职业接触限值 第 1部分：化学有害因素》（GBZ

2.1-2019）表 1要求（氮氧化物 10mg/m3）；

EB辐照房四周的环境空气中臭氧的排放浓度低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2012）表 1中日最大 8小时平均浓度二级限值要求 160μg/m3（0.16mg/m3）；

污水经 EB辐照处理后，pH值在 6.1-6.5（无量纲）之间，CODCr最大排放浓

度为133mg/L、处理效率为91.9%；氨氮最大排放浓度为7.27mg/L、处理效率为75.3%；

BOD5 最大排放浓度为 58.4mg/L、处理效率为 93.7%；悬浮物最大排放浓度为

478mg/L、处理效率为 10.3%；总磷最大排放浓度 0.83mg/L、处理效率为 74.9%；总

氮最大排放浓度 22.8mg/L、处理效率为 72.6%；色度最大排放浓度为 90倍；氟化物

最大排放浓度为 2.10mg/L；全盐量最大排放浓度为 2330mg/L；硫酸盐最大检出浓度

为 750mg/L；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动植物油、石油类、苯胺类、硫化物、氰化物、

苯系物、挥发酚未检出。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按照环评文件和环评批复对辐射安全管理方面的要

求，设置了辐射安全与环境管理机构，制定了相应的辐射安全管理规章制度和辐射

监测计划，落实了辐射工作人员的培训和个人剂量监测制度等环评要求。辐射工作

人员上岗前均进行了职业健康体检。

本次验收的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核技术利用项目落实了工程设计、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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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评价及批复文件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建议项目通过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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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附件 2：环评批复

附件 3：排污许可证正本

附件 4：无上访证明

附件 5：辐射安全与防护证书

附件 6：辐射管理制度

附件 7：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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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委托书

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菏泽市牡丹区恒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根据环保相关部门的要求和规定：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

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需要进行检测，特委托贵单位承担此次验收检

测工作，编制检测报告，请尽快组织实施。

委托方：山东清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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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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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排污许可证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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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无上访证明

证明

我单位自本项目建设以来，严格遵守国家各项法律法规，认真落实各项环

保政策，安全生产。从未上访及发生过环保违规事件。

特此证明。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

2023年 10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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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辐射安全与防护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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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辐射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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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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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监测仪器检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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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sdyhjckj.com/news/shownews.php?lang=cn&id=1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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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址：http://www.sdyhjckj.com/news/shownews.php?lang=cn&id=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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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验收意见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

园配套 5000m3/d 污水处理中心 EB 辐照装置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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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

园配套 5000m3/d 污水处理中心 EB 辐照装置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相关说

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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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表

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

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

1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设计简况

本项目属于新建项目，项目设计阶段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中，环境

保护设施的设计基本符合环境保护设计的要求，并落实了防治污染和生态破环的

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

1.2施工简况

2021年 12月，山东中慧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 新

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2022年 11月 15日，菏泽市生态环境局对该项目做出《关于菏泽创

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

辐照装置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意见》(菏环审 [2022]12号)。

本次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范围为EB辐照装置系统（含砂滤、超滤）

及主体工程相对应的环保设施和措施。

1.3验收过程简况

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在落实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相应环保治理措施

后，项目于 2023年 11月验收工作正式启动，随后委托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

司于 2023 年 12 月 01 日-02日、12月 26日-27日进行验收监测。菏泽市牡丹

区恒精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3年 12月 4日对 X-Y 辐射剂量率进行检测。根

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

《核技术利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环办标征函

〔2022〕1号）的要求，2024年 01月 06日，在我单位会议室组织召开了新冠病

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由建设单位-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运营单位-山东

清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验收检测单位山东圆衡检测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代表和

3名专业技术专家组成。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建设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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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听取了山东清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对项目环境保护执行情况的介绍和对该

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检测的汇报，审阅并核实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

验收意见如下：

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环

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评批复中的各项环保要求，经监测各项污染物能够达

标排放，建立了环保管理规章制度，各项验收资料齐全，基本符合《建设项目竣

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的有关规定，在完成后续要

求的前提下，同意验收合格。

1.4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本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

2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2.1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为加强我单位环保工作管理，保证相关措施的有效落实，以及环境保护设施

调试及日常运行维护制度、环境管理台账记录、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等。特成

了环保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工作职责，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设立辐射安全

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落实辐射安全管理责任。已落实场所使用规定、装置操作

规程、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制度和检测方案等，建立辐射安

全管理档案。

（2）环境监测计划

山东清睛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要

求制定了运营期环境监测计划，对职业人员和公众成员年有效剂量和辐射污染物

进行检测。

2.2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加强辐射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培训，定

期进行剂量监测，建立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确保人员辐射安全。

2.3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工程不涉及林地补偿、珍稀动植物保护、区域环境整治、相关外围工程建

设情况等其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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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整改工作情况

二〇二四年一月六日，菏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在本公司组织召开了菏

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新冠病毒特效制剂产业园配套 5000m3/d污水处理中心

EB辐照装置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议。验收工作组现场检查了有关环境保护

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审阅并核实相关资料后，对我公 司不足之处提出了宝

贵意见，我公司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题会议，分析原因并结合实际情况落

实整改，现将整改情况汇报如下：

整改意见 整改情况

1、进一步加强环境管理，强化 EB辐照装置

日常维护和管理，保证设施正常运行，完善

地面防渗措施。

已加强环境管理，EB辐照装

置工作人员均取得了辐射安全

与防护考核合格证，详见附件5。

2、强化环境风险管理内容，细化环境风险防

范和应急设施措施并定期演练，以消除可能

发生的环境风险。

应急预案已完成备案，后期

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进行定

期演练。

3、完善企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完善各种环

保台帐、操作规程、运行记录、检修、停运

等工作报告。

已建立辐射安全管理制度，详见

附件 6。

4、核实监测数据，细化和规范验收文本的编

制（不得照抄环评文件有关内容），规范附

图、附表及附件。

已核实监测数据，完善报告

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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