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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9 碎石检查室防护检测报告

序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开机状态 关机状态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操作位 0.23 ~ 0.24 0.23 0.01 0.16 ~ 0.17 0.16 0.01

2 管线洞口 0.18 ~ 0.19 0.19 0.01 0.14 ~ 0.16 0.15 0.01

3 观察窗 0.17 ~ 0.23 0.22 0.01 0.14 ~ 0.15 0.14 0.01

4 控制室门 0.18 ~ 0.23 0.23 0.01 0.14 ~ 0.15 0.15 0.01

5 机房大门 0.17 ~ 0.22 0.21 0.01 0.14 ~ 0.16 0.15 0.01

6 墙体 1 操作室 0.22 ~ 0.23 0.23 0.01 0.15 ~ 0.17 0.16 0.01

7 墙体 2 通道 0.18 ~ 0.19 0.19 0.01 0.15 ~ 0.16 0.15 0.01

8 墙体 3 通道 0.19 ~ 0.21 0.20 0.01 0.14 ~ 0.16 0.15 0.01

9 墙体 4 病房
1001

0.17 ~ 0.19 0.18 0.01 0.14 ~ 0.15 0.15 0.01

10 机房上方
物理治

疗室
0.18 ~ 0.19 0.19 0.01 0.14 ~ 0.16 0.15 0.01

11 机房下方 病房 901 0.19 ~ 0.21 0.20 0.01 0.15 ~ 0.16 0.15 0.01

12 墙体 1 洗手间 0.21 ~ 0.22 0.21 0.01 0.14 ~ 0.16 0.15 0.01

备注

1. 本底范围：0.14~0.19μSv/h；
2. 开机状态的检测条件为 70kV，1mA，散射模体为标准水模；

3. 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4. 检测点位置距墙体、门、窗表面 30cm；机房上方距顶棚地面 100cm，机房下方距楼下地面

170cm。

检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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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0手术室 1防护检测报告

检测条件

曝光模式 透视

有用线束方向 朝上

曝光参数 110kV，4.0mA

照射野 —

散射模体 标准水模+1.5mmCu

序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开机状态 关机状态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工作人员操作位 0.24 ~ 0.25 0.25 0.01 0.19 ~ 0.20 0.19 0.01

2 洁净通道门 8.9 ~ 9.0 9.0 0.06 0.21 ~ 0.22 0.21 0.01

3 洁净通道门上窗 0.23 ~ 0.24 0.23 0.01 0.20 ~ 0.22 0.21 0.01

4 污物通道门 0.38 ~ 0.39 0.39 0.01 0.21 ~ 0.22 0.21 0.01

5 污物通道门上窗 0.22 ~ 0.23 0.23 0.01 0.21 ~ 0.22 0.21 0.01

6 墙体 1 洁净通道 0.21 ~ 0.22 0.21 0.01 0.20 ~ 0.21 0.20 0.01

7 墙体 2 污物通道 0.22 ~ 0.23 0.23 0.01 0.20 ~ 0.21 0.20 0.01

8 墙体 3 污物通道 0.22 ~ 0.23 0.22 0.01 0.19 ~ 0.21 0.2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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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墙体 4 ②号手术

间
0.21 ~ 0.22 0.21 0.01 0.19 ~ 0.21 0.20 0.01

10 机房上

方
天台 0.21 ~ 0.23 0.21 0.01 0.18 ~ 0.19 0.18 0.01

11 机房下

方
污物室 0.21 ~ 0.23 0.22 0.01 0.19 ~ 0.21 0.20 0.01

控制目标值 开机状态下，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备注

1. 本底范围：0.15~0.22μSv/h；

2. 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3. 检测点位置距墙体、门、窗表面 30cm；机房上方距顶棚地面 100cm，机房下方距楼下地面

170cm。

检测布点示意图

表 7-11手术室 1洁净通道防护门复检报告

检测条件

曝光模式 透视

有用线束方向 朝上

曝光参数 110kV，4.0mA

照射野 —

散射模体 标准水模+1.5mmCu

序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开机状态 关机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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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洁净通道门 2.43 ~ 2.45 2.44 0.01 0.21 ~ 0.22 0.21 0.01

控制目标值 开机状态下，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备注

1. 本底范围：0.14~0.22μSv/h；

2. 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3. 检测点位置距墙体、门、窗表面 30cm。

检测布点示意图

表 7-12 手术室 17防护检测报告

序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开机状态 关机状态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工作人员操作位 0.22 ~ 0.24 0.21 0.01 0.14 ~ 0.16 0.15 0.01

2 观察窗 0.18 ~ 0.26 0.23 0.01 0.14 ~ 0.16 0.15 0.01

3 观察窗 2 0.18 ~ 0.25 0.21 0.01 0.14 ~ 0.16 0.15 0.01

4 机房大门 0.22 ~ 0.39 0.35 0.01 0.13 ~ 0.15 0.14 0.01

5 污物通道门 0.19 ~ 0.26 0.23 0.01 0.14 ~ 0.16 0.15 0.01

6 墙体 1 洁净通道 0.18 ~ 0.21 0.18 0.01 0.14 ~ 0.16 0.15 0.01



第 79 页 共 209页

7 墙体 2 手术室 18 0.22 ~ 0.24 0.21 0.01 0.14 ~ 0.16 0.15 0.01

8 墙体 3 污物通道 0.19 ~ 0.22 0.19 0.01 0.13 ~ 0.15 0.14 0.01

9 墙体 4 手术室16 0.21 ~ 0.23 0.20 0.01 0.14 ~ 0.16 0.15 0.01

10 机房上方 天台 0.23 ~ 0.25 0.22 0.01 0.13 ~ 0.15 0.14 0.01

11 机房下方 神经内科 0.23 ~ 0.25 0.22 0.01 0.14 ~ 0.16 0.15 0.01

备注

1. 本底范围：0.13~0.18μSv/h；
2. 开机状态的检测条件为 110kV，4mA，散射模体为标准水模+1.5mm 铜板；

3. 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4. 检测点位置距墙体、门、窗表面 30cm；机房上方距顶棚地面 100cm，机房下方距楼下地面

170cm。

检测布点示意图

表 7-13 手术室 18防护检测报告

序号 检测点位置

检测结果（μSv/h）

开机状态 关机状态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 最大值 平均值 标准差

1 工作人员操作位 0.19 ~ 0.21 0.22 0.01 0.13 ~ 0.15 0.14 0.01

2 观察窗 0.16 ~ 0.23 0.24 0.01 0.15 ~ 0.17 0.16 0.01

3 机房大门 0.17 ~ 0.23 0.24 0.01 0.14 ~ 0.16 0.15 0.01

4 污物通道门 0.16 ~ 0.23 0.24 0.01 0.15 ~ 0.17 0.16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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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墙体 1 清洁通道 0.15 ~ 0.17 0.17 0.01 0.15 ~ 0.17 0.16 0.01

6 墙体 2 腔镜清洗室 0.18 ~ 0.20 0.21 0.01 0.16 ~ 0.18 0.17 0.01

7 墙体 3 污物通道 0.18 ~ 0.20 0.21 0.01 0.14 ~ 0.16 0.15 0.01

8 墙体 4 手术室 17 0.19 ~ 0.21 0.22 0.01 0.13 ~ 0.15 0.14 0.01

9 机房上方 天台 0.16 ~ 0.18 0.18 0.01 0.15 ~ 0.17 0.16 0.01

10 机房下方 神经内科 0.18 ~ 0.20 0.21 0.01 0.15 ~ 0.17 0.16 0.01

11 观察窗 2 0.18 ~ 0.20 0.23 0.01 0.17 ~ 0.19 0.18 0.01

备注

1. 本底范围：0.13~0.19μSv/h；
2. 开机状态的检测条件为 110kV，4mA，散射模体为标准水模+1.5mm 铜板；

3. 检测结果未扣除本底值；

4. 检测点位置距墙体、门、窗表面 30cm；机房上方距顶棚地面 100cm，机房下方距楼下地面

170cm。

检测布点示意图

由上表可知，本项目 DSA机房、CT机房、C臂机手术室、口腔 CBCT机房、碎

石机房和透视模式下的胃肠机房外各检测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放射诊断放射

防护要求》（GBZ 130-2020）中 2.5μSv/h的限值，DR机房和摄影模式下的胃肠机房

外各检测点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均小于《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中

25μSv/h的限值，符合要求。

公众人员与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1）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

根据医院提供的 2020年 9月至 2021年 9月的个人剂量监测报告，辐射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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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本项目设备接受的年受照剂量均未超过《职业性外照射个人监测规范》（GBZ

128-2019）建议的调查水平，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均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亦满足核技术应用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管理目标值（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 5mSv）。

（2）公众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两间 DSA机房、照片室 1、胃肠室在开机状态下，机房外周围剂量当量率检测值

处于本底水平 ，公众年受照剂量不与估算。

CT室 1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为 0.25μSv/h（位于治疗室），预计医院每年约

进行 7500次检查，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15s，居留因子取 1进行估算，公众年受照剂

量约为 0.007mSv。

CT室 2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为 0.23μSv/h（位于闲置空房），预计医院每年

约进行 7500次检查，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15s，居留因子取 1/4进行估算，公众年受

照剂量约为 0.002mSv。

照片室 2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 0.25μSv/h（位于超声科诊室），预计医院每年

约进行 50000次检查，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0.2s，居留因子取 1进行估算，公众年受

照剂量约为 0.0007mSv。

口腔 CBCT室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为 0.24μSv/h（位于诊室 5），预计医院每

年约进行 2500次检查，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20s，居留因子取 1进行估算，公众年受

照剂量约为 0.003mSv。

碎石检查室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 0.20μSv/h（位于超声科诊室），预计医院每

年约进行 2500次检查，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0.5s，居留因子取 1进行估算，公众年受

照剂量约为 0.00007mSv。

手术室 1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 2.44μSv/h（位于洁净通道门），预计医院每年

约进行 600台手术，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10min，居留因子取 1/4进行估算，公众年

受照剂量约为 0.061mSv。

手术室 17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 0.25μSv/h（位于神经内科），预计医院每年

约进行 600台手术，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10min，居留因子取 1进行估算，公众年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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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剂量约为 0.025mSv。

手术室 18在开机状态下，最大测点 0.24μSv/h（位于机房大门），预计医院每年

约进行 600台手术，单次检查曝光时间约 10min，居留因子取 1/4进行估算，公众年

受照剂量约为 0.006mSv。

本项目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和公众估算年受照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

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也满足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管理

目标值（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5mSv，公众的年有效剂量不超过 0.25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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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结论与要求

验收监测结论：

1.验收内容

医院本次验收监测内容是医院在医技大楼一楼、门诊楼三楼、住院楼四楼、住院

楼十楼及住院楼十三楼建设的 12间防辐射机房，以及安装的 2台Ⅱ类射线装置（DSA），

8台Ⅲ类射线装置（CT、DR、胃肠机、口腔 CBCT、碎石定位机、移动 C臂机）。

2.监测工况

2021年 12 月 16 日、2022年 3月 8日、2022年 3月 23日、2022年 3月 31日，

医院委托深圳市瑞达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分别对其在医技大楼一楼、门诊楼三楼、住院

楼四楼、住院楼十楼及住院楼十三楼建设的 12间防辐射机房进行验收监测，现场监测

时，10台射线装置正常运行。

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医院本次使用的 12间防辐射机房周围剂量当量率监测结果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

护要求》（GBZ 130-2020）的要求。

该院辐射工作人员的受照剂量和公众的年估算受照剂量满足《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均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

公众年均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也满足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管理

目标值（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 5mSv，对于公众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0.25mSv）。

4.环境管理检查

医院完成了核技术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审批意见的要求，

完善了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在防护和管理上基本执行了国家的相关制度。

5.结论

本项目基本落实工程设计、环境影响评价及批复文件和其它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要

求，现场监测数据满足国家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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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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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批复



第 86 页 共 209页



第 87 页 共 209页



第 88 页 共 209页

附件 3 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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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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