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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 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

项目性质 新建 建设地点 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 99号

建设单位

单位名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通信地址 济宁市任城区健康路 6号

法人代表 孙树印 邮政编码 272011

联系人 王盟 联系电话 15105475211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

完成

时间
2015年 5 月

审批部门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
批复

时间
2015年 7 月 31日

验收监测
验收监测

时间
2017年 11月 15 日

监测

单位

山东鲁环检测科技

有限公司

项目总投资 200 万元 核技术总投资 165万元 核技术环保投资 35万元

应用类型 射线装置 使用 III 类

验收项目

现状

射线装置 PET-CT 1台 III 类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 18F 乙级非密封场所

引 言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始建于 1896 年，为鲁西南地区规模最大、学科门类齐全、

医疗设备先进、专业特色突出的三级甲等大型综合医院。

为适应医院的发展，缓解老院区的就诊、住院压力，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建设东

院区，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 99号。

为满足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医疗诊断的需求，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

使用 18F 作为诊断核素。

该单位于 2015 年 5 月委托济南博瑞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济宁市第一

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15年 7 月 31 日得到山东省

环境保护厅的审批意见（鲁环辐表审[2015]12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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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医院已于 2015 年 11 月 13 日取得了山东省环境保护厅颁发的《辐射安全许可

证》，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证书编号为鲁环辐证[08090]，许可种类和范围

为“使用Ⅴ类放射源，使用Ⅱ类、III 类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

项目于 2015年 3 月 22日开工建设，于 2015年 11 月 1日建设完成。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要求，受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委托，山东鲁环检测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了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的编制工作，于 2017 年 11月 15 日对该

项目进行了现场验收监测与检查。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本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验收监测目的

(1)通过现场验收监测，对该项目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及其效果、辐射的产生

和防护措施、安全和防护、环境管理等情况进行全面的检查与测试，判断其是否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和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文件的要求。

(2)根据现场检查、监测结果分析和评价，指出该项目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改进

的措施，以满足国家和地方环境保护部门对建设项目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规定的要求。

依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提出的具体要求，进行分析、评价并得出结论，

为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提供技术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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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年；

(3)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253号，2017年；

(4)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与防护条例》，国务院令第 449号，2014年；

(5)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31号令，2017年；

(6)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18 号令，

2011年；

(7) 《山东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37 号，2014

年；

(8) 《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9) 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2017]4

号）

(10)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5 年

5月；

(11) 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审批意见（鲁环辐表审[2015]124号），2015 年 7月 31 日；

(12)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委托书。

(13) 项目实际建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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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概况

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名称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

2. 项目性质

新建。

3. 项目位置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北、康泰路东、嘉达路南、瑞

园路西，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和东院区地理位置见附图 1；东院区平面布置见附图 2，

核医学科平面布置图见附图 3。

4. 项目规模

本次验收项目包括用于诊断的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18F、诊断装置 PET-CT 1台。

需验收的装置详见表 2-1。

表 2-1 本次验收项目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型号 供货厂家 类别 用途

1 PET-CT 联影 uMI 96 环高清 上海联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III类 放射诊断

2 18F / 聊城江原安迪科正电子科技

有限公司
/ 诊断

5.射线装置工作场所防护情况

根据环评报告及现场审核：

（1）本项目涉及主要房间 8 个，内径尺寸及其防护情况见表 2-2。

表 2-2 工作场所防护情况一览表

机房名称 四周墙体 室顶
房高

（m）

防护门防

护当量

防护窗防

护当量

是否满足

要求

注射及分装

室（含贮存

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注射窗

20mmPb
是

PET-CT 扫描

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观察窗

10mmPb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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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射后普通

候诊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 是

注射后 VIP

候诊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 是

检后休息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 是

受检者注射

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 是

操作室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 是

病人专用卫

生间

370mm 实心砖

墙+80mm 钡砂

200mm 混

凝土
5.1 10mmPb / 是

注：普通混凝土密度按 2.35t/m3，实心砖密度按 1.6t/m3，钡砂密度按 3.2t/m3。

（2）通风橱和通风系统

注射室内设置通风橱一个，通风橱为不锈钢外壳，正面铅玻璃作为防护，侧面和后

面铅钢复合板作为防护，正面防护能力为 40mmPb，侧面和后面为 10mmPb；配备有活

性炭过滤装置，室外安装静噪型轴流风机，排风管道通注射及分装室外，风机的运行功

率为 120W，在半开的条件下，风速不低于 1.0m/s。项目所用核素的活度测定和分装均

在通风橱内进行。排气口高于室顶 3.0m。

（3）工作场所分区

核医学诊断场所的控制区包括分装及注射室、受检者注射室、操作室、PET-CT 扫描

室、注射后普通候诊室、注射后 VIP 候诊室、病人专用卫生间、检后休息室、洗刷室、

用药患者通道、污水管道及衰变池，此区域内除正在候诊或诊断的患者外不得有任何其

他人员滞留。监督区包括护士办公室、阅片室、主任办公室、更衣室及淋浴室。

（4）衰变箱和衰变池

医院设有衰变箱 3 个，轮流使用，每个衰变箱为 50cm×50cm×50cm，容积为 125L。

衰变箱为铅箱，防护效果为 6mmPb，可有效屏蔽γ射线，衰变箱放在注射分装室内。

医院设有暂存箱 4 个，注射后普通和 VIP 候诊室内设置暂存箱，尺寸为 30cm×30cm×

50cm，防护效果为 2mmPb，用于收集注射后患者候诊过程产生的固体废物，固体废物

当天转存至衰变箱中，衰变后转存至放射性废物储存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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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在 PET-CT 工作场所东侧修建放射性污水处理系统，该系统由一个沉淀池和三

个衰变池构成，均为混凝土结构，并做了防渗处理，每个池子长宽高均为 5m，地下建

有楼梯，可通往地下衰变池。该放射性污水处理系统与医院核医学科所有地漏、水池、

卫生间相连接，衰变池为三级并联结构，1 号为沉淀池，2 号、3 号、4 号为衰变池，衰

变池平面布置示意图见图 2-3。医院放射性废水先经过沉淀池，然后进入衰变池，每个

衰变池可以接收 14 天的废水量，衰变池阀门通过办公室的电子控制，1 个衰变池满后关

闭开关并打开第二个衰变池开关，废水进入第 2 个衰变池，第 2 个衰变池满后关闭开关

并打开第 3 个衰变池开关，废水进入第 3个衰变池。污水在一个衰变池中的停留时间可

以达到 28 天（367个半衰期），然后外排至医院污水处理站处理。本项目衰变池可以满

足要求。

图 2-1 衰变池平面布置示意图

④其他防护用具和个人防护用品

医院核医学科配备注射器铅防护套 2 个，防护效果为 6mmPb。工作人员的防护用

品配备铅衣半袖连体 2 套，防护当量 0.5mmpb（含铅围脖 2个，铅防护帽 2 个）；铅

衣半袖分体 1 套，防护当量 0.5 mmpb；铅眼镜 2 个，防护当量 0.5mmpb；铅鞋套 2 双，

防护当量 0.35mmpb；移动式铅衣架 2 个；表面沾污仪 1 台，个人辐射剂量报警仪 7

台，X-γ射线检测仪 1台。

⑤其他防护措施

PET-CT 工作场所控制区各个入口处张贴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及其中文警告说明，包

括核医学科控制区入口、注射与分装室、注射后普通候诊室、注射后 VIP 候诊室、PE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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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描室门口、卫生间、检后休息室等处，PET-CT 扫描室安装有工作指示灯。在注射及分

装室及患者通道安装监控设备。

6.主要放射性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PET-CT 放射工作场所既使用开放型放射性核素（18F）又使用 X 射线装置（PET-CT），

在正常工作情况下产生的放射性危害因素如下：

（1）γ 射线

核素 18F 在衰变过程中释放出β射线和γ射线，β射线在空气及人体组织中射程均

较短，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外照射辐射污染，但β＋粒子发生湮灭反应后产生的γ射线

将会对周围环境产生辐射影响。此外，患者体内的核素释放γ射线，可能对周围环境产

生辐射影响，对工作人员和患者陪护人员等造成不必要的照射。

（2）X 射线

本项目 PET-CT开机并使用 CT功能时产生 X射线，X射线对周围环境造成一定影响。

关机时，X 射线随之消失。

（3）放射性废水

受检者注射放射性药物后，所产生的排泄物、分泌物及呕吐物含有放射性核素，具

有放射性。另外，冲洗注射及分装室容器、杯皿等也可产生放射性废液。放射性废水排

入衰变池后，自然衰变。这部分废水通过专用水池、地漏和下水管道进入医院衰变池，

采用自然衰变法处理含放射性废水，在衰变池中存放达到排放限值要求后，排入医院污

水处理系统，与医院其他废水一起处理达标后排放。

（4）放射性固体废物

主要为放射性药物操作过程中污染的注射器、针头、手套、药棉、纱布、吸水纸等，

以及残存核素。放射性固体废物经衰变箱收集后，经一个月衰变后，放射性活度可以满

足《医用放射性废物的卫生防护管理》（GBZ133-2009）相关规定，按普通医疗垃圾处

理；残存核素由供应厂家回收。

综上所述，本次验收监测项目主要为 X-γ辐射剂量率、表面污染。

现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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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CT 通风橱

注射室
污物箱

检查前候诊区 检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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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专用通道走廊 患者专用通道

衰变池 PET-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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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环评批复要求落实情况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辐射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与验收情况

的对比见表 3-1。

表 3-1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与验收情况的对比

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意见（综述） 验收时落实情况

项目概况

一、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济

宁市任城区健康路 6 号，已取得辐射安

全许可证。拟在东院区（位于济宁市高

新区诗仙路北、康泰路东、嘉达路南、

瑞园路西）安装使用 1 台 PET-CT。PET-CT
中 CT 属于 III类射线装置；配套使用的

3枚 Ge-68 放射源（活度为：1 枚

9.3×107Bq、2 枚 4.6×107Bq）均属于Ⅴ

类放射源；外购使用 F-18 放射性核素，

日等效操作量 3.9×107
Bq、年最大用量

1.01×1011Bq，属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工作场所。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济宁市

任城区健康路 6 号，已取得辐射安全许

可证。在东院区（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

仙路 99号）安装使用 1台 PET-CT。PET-CT
中 CT 属于 III类射线装置；外购使用

F-18 放射性核素，日等效操作量约为

1.3×107Bq、年最大用量约为

0.34×1011
Bq，属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

工作场所。验收规模为乙级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工作场所 1 处。

二、项目应严

格落实以下辐

射安全与防护

措施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1.落实辐射环境管理责任制，建立辐

射安全管理体系，明确部门分工和岗位

职责。医院法人代表为辐射安全工作第

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直接责任人。

设立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机构负

责医院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工

作，指定 1 名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技术

人员专职负责。各工作场所应安排一名

技术人员，具体负责各自的辐射安全工

作。

2.制定并严格落实 PET-CT 操作规

程、X 射线装置操作规程、非密封放射

性物质使用登记制度、辐射防护和安全

保卫制度、设备维护维修制度、培训计

划和监测方案等，建立辐射安全管理档

案。

（二）加强辐射工作人员、患者的

安全和防护工作。

1.落实培训计划。辐射工作人员应

参加辐射安全培训和再培训，经考核合

格后持证上岗；考核不合格的，不得从

事辐射工作。

2.按照环保部第 18 号令要求，建立

和完善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档案，做

到 1 人 1 档。辐射工作人员应佩戴个人

剂量计，每 3 个月进行 1 次个人剂量监

（一）严格执行辐射安全管理制度。

1、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医院法人代表孙树印为辐射安全工作

第一责任人。

2.制定了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使用登

记制度、辐射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

备维护维修制度、培训计划和监测方案

等，建立辐射安全管理档案；制定了 F18
使用登记台账。

（二）加强辐射工作人员、患者的

安全和防护工作。

1.该项目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3 人，

均已参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

取得了初级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该项目工作人员均已佩戴个人剂

量计。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

防护工作。

1.PET-CT 机房屏蔽墙体外表面及防

护门外 30cm 处空气比释动能率均小于

2.5μSv/h。
2.PET-CT 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

在防护门、废物箱等位置均设置了电离

辐射警告标志。

3.防护门、工作状态指示灯等辐射

安全与防护措施均已落实。

4.PET-CT 工作场所设置了患者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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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若发现个人剂量异常，应当及时向

环保部门报告并查明原因。

（三）做好辐射工作场所的安全和

防护工作。

1.确保 PET-CT机房屏蔽墙体外表面

及防护门外 30cm 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

大于 2.μSv/h。
2.PET-CT 工作场所实行分区管理，

划分控制区和监督区，在醒目位置设置

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标志应符合《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要求的。

3.落实防护门、工作状态指示灯等

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做好射线装置及

辐射安全与防护设施的维护、维修，并

建立维修、维护档案，确保各项辐射安

全与防护设施安全有效。

4.要做好 F-18放射性核素的购买计

划，满足使用要求。严格 PET-CT 工作场

所布局，做到医患分离。至少配置 2 个

衰变桶，放射性废物经 10 个半衰期达

到解控水平后，方可作为一般医疗废物

处理，放射性药品包装容器由供货厂家

回收。做好放射源的安全保卫工作，设

置专用贮存室，并配备保险箱，明确保

管负责人，确保安全。建立放射性同位

素使用登记台账。

5.配备至少 1 台辐射巡测仪和 1 台

表面污染监测仪，制定并严格执行辐射

环境监测计划，开展辐射环境监测，并

向环保部门上报监测数据。

6.核医学科产生的放射性废水排入

废水衰变池后，经 10 个半衰期达到《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的排放限值后方可按

医疗废水处置。

（四）制定并定期修订 PET-CT 工作

场所的辐射事故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应

急演练。若发生辐射事故应及时向环

保、公安和卫计等部门报告。

通道和工作人员专用通道，已做到医患

分离。配置了 3 个衰变箱，放射性废物

经 10 个半衰期达到解控水平后，作为

一般医疗废物处理，放射性药品包装容

器由供货厂家回收。放射源设置了专用

贮存室，并配备保险箱。建立了放射性

同位素使用登记台账。

5.配备表面沾污仪 1 台和 X-γ射线

检测仪 1 台，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并

委托济宁富美辐射检测公司负责医院

辐射环境监测。

6.核医学科产生的放射性废水排入

废水衰变池后，经衰变达到《电离辐射

防 护 与 辐 射 源 安 全 基 本 标 准 》

（GB18871-2002）的排放限值后按医疗

废水处置。

（四）制定了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

应急预案，并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开

展了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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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验收监测标准及参考依据

一、验收监测标准

⑴人员照射剂量限值

环评报告中以 4.0mSv/a、0.2mSv/a、1.0 mSv/a分别作为职业工作人员、公众人员

和慰问者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对工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取

100mSv/a。

⑵表面放射性污染的控制

工作人员体表、内衣、工作服、以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和地面等表面放射性污染的

控制遵循附录 B（标准的附录 B）B2 所规定的限制要求。

附录 B2.1 款规定：工作场所的表面污染控制水平如表 4-1 所列。

表 4-1 工作场所的放射性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Bq/cm2）

表面类型
α放射性物质

β放射性物质
极毒性 其他

工作台、设备、墙

壁、地面

控制区 1） 4 4×10 4×10

监督区 4×10-1 4 4

工作服、手套、工

作鞋

控制区
4×10-1 4×10-1 4

监督区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4×10-2 4×10-2 4×10-1

注：1）该区内的高污染子区除外

（3）环境剂量限值

本项目环评采用2.5μGy/h作为核医学科控制区边界剂量率目标控制值。

二、参考依据

济宁市环境天然γ空气吸收剂量率。摘自《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

报告》1989 年，见表 4-2 。

表 4-2 济宁市环境天然γ空气吸收剂量率(×10-8Gy/h)

监测内容 范 围 平均值 标准差

原 野 1.69-9.75 5.53 1.32

道 路 1.62-10.54 4.34 1.59

室 内 5.02-14.27 8.22 1.83

注：表中数据摘自《山东省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研究报告》(山东省环境监测中心站，198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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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监测

现场监测

为掌握该医院射线装置正常运行情况下机房周围的辐射环境水平，为环境管理污

染源控制、环境规划等提供科学依据，本次验收监测在严格执行国家相关要求及监测

规范规定的前提下，通过对该公司辐射工作场所周围进行了现场监测和检查，

根据现场条件和相关监测标准、规范的要求合理布点。

1.监测项目

环境 X-γ空气吸收剂量率、α、β表面污染

2.监测时间与环境条件

2017 年 11 月 15 日 天气：多云；环境温度：12℃；相对湿度：45%。

3.监测方法

现场布点监测，每个监测点读取 10 个测量值为一组，计算其平均值，经过仪器效

率校准并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后作为最终监测结果。

4.监测仪器

使用 BH3103B 型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具体参数见下表 5-1、5-2。

表 5-1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仪器名称 便携式 X-γ剂量率仪

仪器型号 BH3103B

能量响应 25KeV～3MeV，变化的限值为±15%

量 程 0.1～100000×10
-8
Gy/h

检定单位 山东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 Y16-20171019

检定有效期 2018年09月20日

表 5-2 便携式αβ表面污染监测仪

仪器名称 便携式αβ表面污染监测仪

仪器型号 Como170

表面发射率响应 Rα=0.47，Rβ=0.53

本底计数率 Bα=0.00S
-1
，Bβ=35.50S

-1

检定单位 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检定证书编号 DYhd2017-2411

检定有效期 2018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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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监测依据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环境地表γ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GB/T14583-1993）

《表面污染测定 第一部分：β发射体（E β max>0.15Mev）和α发射体》

（GB/T14056.1-2008）

监测结果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结果，见表

5-3～5-5。表中数据均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监测点位示意图见图 5-1。

表 5-3 PET-CT 开机状态工作场所剂量率监测结果（×10-8Gy/h）

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备注

1 操作位 10.0 0.30

有病人

2 小防护门上门缝 10.5 0.28

3 小防护门下门缝 11.0 0.40

4 小防护门左门缝 8.8 0.32

5 小防护门右门缝 9.2 0.35

6 小防护门中间位置 10.1 0.42

7 大防护门上门缝 10.3 0.25

8 大防护门下门缝 8.9 0.33

9 大防护门左门缝 11.2 0.31

10 大防护门右门缝 7.8 0.38

11 大防护门中间位置 8.4 0.26

12 北墙外中间位置 11.5 0.31

13 西墙外中间位置 11.3 0.30

14 患者专用通道防护门上门缝 27.2 0.37

门内有病人15 患者专用通道防护门下门缝 27.6 0.45

16 患者专用通道防护门左门缝 35.0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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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患者专用通道防护门右门缝 23.8 0.42

18 患者专用通道防护门中间位置 28.9 0.38

19 1 号候诊室防护门上门缝 43.2 0.54

室内有病人

20 1 号候诊室防护门下门缝 48.4 0.52

21 1 号候诊室防护门左门缝 55.5 0.65

22 1 号候诊室防护门右门缝 48.8 0.58

23 1 号候诊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48.5 0.61

24 注射室防护门上门缝 13.8 0.29

25 注射室防护门下门缝 19.2 0.30

26 注射室防护门左门缝 22.0 0.31

27 注射室防护门右门缝 28.1 0.32

28 注射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19.5 0.35

29 留观室防护门口 21.3 0.32

30 通风橱铅箱表面 30.2 0.46
有药物 18mCi

31 通风橱铅箱表面（取药时） 3998 16.8

32 注射窗口（开窗） 5992 28.9
有药物 6mCi

33 注射窗口（关窗） 62.1 1.21

34 通风橱表面 28.6 0.42

/35 病人专用卫生间 23.0 0.45

36 衰变池上方 4.9 0.38

注：1.工作状态下，管电压为 120kv，管电流为 80mA;2.监测点位均距地面 1.0m。

表 5-3 可知，工作状态下，PET-CT X-γ空气剂量率监测结果最大值为 55.5×

10-8Gy/h，低于《医用 X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13）所规定的 2.5μGy/h

的标准限值。

表 5-4 PET-CT 关机状态剂量率监测结果（×10
-8
Gy/h）

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平均值 标准差 备注

1 操作室操作位 8.8 0.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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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防护门中间位置 8.0 0.35

11 大防护门中间位置 7.5 0.30

12 北墙外中间位置 8.3 0.32

13 西墙外中间位置 8.0 0.28

18 患者专用通道防护门中间位置 9.1 0.25

23 1 号候诊室防护门中间位置 8.9 0.32

37 PET-CT 机房内 8.6 0.29

注：监测点位均距地面 1.0m。

表5-4的监测数据表明，关机状态下，机房周围环境X-γ空气吸收剂量率为（7.5～

9.1）×10
-8
Gy/h，处于济宁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的正常范围内（室内(5.02～14.27)

×10
-8
Gy/h，道路（1.62～10.54）×10

-8
Gy/h,原野（1.69～9.75）×10

-8
Gy/h）。

表 5-5 PET-CT 工作场所β表面污染水平监测结果

测点编号 点位描述 平均值（cps） 监测结果（Bq/cm2） 备注

A 通风橱表面 28.4 0.42 控制区

B 污物箱表面 37.1 0.55 控制区

C 候诊室地面 23.4 0.35 控制区

D 候诊室墙面 25.3 0.38 控制区

E 注射室地面 23.2 0.34 控制区

F 注射室墙面 24.6 0.37 控制区

G 分装室地面 25.0 0.37 控制区

H 分装室墙面 26.0 0.39 控制区

I 留观室地面 28.6 0.43 控制区

J 留观室墙面 28.2 0.42 控制区

K 病人专用卫生间地面 27.8 0.41 控制区

L 病人装用卫生间墙面 31.0 0.46 控制区

M 患者专用通道地面 42.1 0.63 控制区

N 患者专用通道墙面 25.1 0.37 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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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医生走廊地面 28.2 0.42 监督区

P 医生走廊墙面 26.8 0.40 监督区

注：1.以上点位α表面污染监测结果为未检出； 2.cps/67.26（s
-1·Bq-1·cm2）=Bq/cm

2
。

表 5-5 的监测数据表明，监督区β表面污染在 0.40～0.42Bq/cm2之间，低于《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监督区表面污染控制水

平 4Bq/cm
2
。控制区β表面污染在 0.34～0.63Bq/cm

2
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

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控制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0Bq/cm2。

图 5-1 PET-CT 监测布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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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职业和公众受照剂量

1.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分析

1 个人累积剂量监测结果

医院为核医学科 12名工作人员佩戴了个人剂量计进行个人剂量监测，提供了 2016

年 12月 21 日至 2017年 12 月 20 日共计 4 个季度的个人剂量报告，委托济宁市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根据个人剂量报告估算年有效累积剂量情况，见表 6-1。

表 6-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检测情况一览表

人员 个人剂量值（mSv） 人员 个人剂量值（mSv）

黄承明 1.928 安琳 1.586

胡伟 1.862 李帝 1.846

谭东慧 2.62 孙戎 2.153

张菲 2.155 任翠 1.505

韩芬芬 1.524 朱雁东 9.88

赵飞 1.608 段崇玲 1.773
表 6-1 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计检测情况统计表

个人剂量计累积剂量范围 个人剂量计人数

管理约束值（4mSv/a）以内 11人

管理约束值（4mSv/a）～标准限值（20mSv/a） 1 人

大于标准限值（20mSv/a） 0 人

11 名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累积剂量均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 (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也低于环评中提出的

4.0mSv/a 的管理约束限值；1 人累计剂量超过 4.0mSv/a的管理约束限值，但未超过《电

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原因说明见附件。

2 手部和身体年有效剂量

（1）分装和注射操作人员手部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5992×10-8Gy/h×30.33h/a=1.27mS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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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装和注射操作人员身体受到的年有效剂量为：

H=0.7×62.1×10-8Gy/h ×30.33h/a=0.013mSv/a

该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l8871—2002)中职

业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当量剂量不超过 500mSv”的要求，也低于本评价采

用的工作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小于 100mSv的要求。

2.公众受照剂量分析

根据现场监测结果，取 1号候诊室防护门左门缝剂量率 55.5×10-8Gy/h计算，每

年照射时间约为 606.7 小时，公众人员居留因子取 1/4，可以估算：

H=0.7×55.5×10-8Gy/h×606.7h×1/4≈0.0589mSv

该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

公众人员的剂量限值 1mSv/，也低于环评报告提出的 0.2mSv/a 的管理约束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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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辐射安全管理

根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国务院第 449 号令）、《放

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许可管理办法》(环境保护部第 3号令)及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的要求，医院应落实环评文件及环评批复中要求的各项管理制度和安全防护措施。

为此对该医院的辐射环境管理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检查。

（一）组织机构

医院设立了以孙树印为组长的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及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

组，负责本项目相关射线装置的辐射防护管理。

核医学科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12人，其中医师 9名，技师 1名，护士 2名，均已参

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得了初级辐射安全培训合格证书。本项目所需工作

人员从现有核医学科工作人员中统一调配，配备 3名工作人员，不新增工作人员。

（二）安全管理制度及环保措施的落实情况

该医院制定了辐射安全防护管理制度。所制定的制度包括：

1.工作制度。制定了《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医疗设备管理制度》、《科医学

科安全管理制度》、《核医学科登记制度》、《放射防护台帐管理制度》、《放射性

废物处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及注销制度》、《放

射性药品管理制度》、《注射室工作制度》、《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核医学科工作制度》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

2.操作规程。制定了《PET-CT 操作规程》、《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

3.应急程序。制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并

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进行了放射事故应急演练。

4.监测方案。制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 年辐射监测计划》。

5.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定了《放射教育培训制度》。该项目共有

辐射工作人员 3人，均已参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得了初级辐射安全培训

合格证书。

6. 个人剂量。制定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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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为该项目 3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由济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

责对个人剂量定期进行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已建立 1人 1档。

7. 编制了 2017 年度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三）辐射安全防护情况

1.根据环评报告和现场查验，各辐射工作场所屏蔽情况与环评要求一致。

2.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上均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标志符合《电离

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3.射线装置机房工作状态指示灯、观察和对讲装置等安全防护措施均已落实。

4.该医院已建立射线装置维修、维护档案。

5.该医院配备了辐射防护用品、辐射监测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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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验收监测结论与建议

结 论

按照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该项目进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履行了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批手续，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入使用。

（一）项目概况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位于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健康路 6 号，本次验收的项目

为《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 PET-CT 乙级

非密封场所一处。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于 2015 年 7

月 31日以鲁环辐表审[2015]124号得到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审批。

（二）现场检查结果

1.工作制度。该医院制定了《放射防护管理制度》、《医疗设备管理制度》、

《科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核医学科登记制度》、《放射防护台帐管理制度》、

《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及注销

制度》、《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注射室工作制度》、《核医学科放射卫生

防护管理制度》、《核医学科工作制度》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建立了辐射安全

管理档案。

2.操作规程。制定了《PET-CT 操作规程》、《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

修制度》。

3.应急程序。制定了《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并于 2016 年 11

月 18 日进行了放射事故应急演练。

4.监测方案。制定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 年辐射监测计划》。

5.从事放射性工作人员的教育培训。制定了《放射教育培训制度》。该项目

共有辐射工作人员 3人，均已参加了初级辐射安全知识培训，并取得了初级辐射

安全培训合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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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剂量。制定了《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

度》，医院为 3名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了个人剂量计，并由济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负责对个人剂量定期进行监测并出具检测报告，已建立 1人 1档。

7.医院各辐射工作场所醒目位置上均设置有电离辐射警告标志，标志符合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的要求。

8.射线装置机房工作状态指示灯、观察和对讲装置等安全防护措施均已落

实。

9.该医院已建立射线装置维修、维护档案。

10.该医院配备了辐射防护用品、辐射监测仪器。

（三）现场监测结果

PET-CT在非工作状态下 X-γ辐射剂量率为（7.5～9.1）×10-8Gy/h，处于济

宁市环境天然放射性本底水平范围内。工作状态下，机房周围 X-γ辐射剂量率

最大值为为 55.5× 10-8Gy/h，低于《医用 X 射线诊断放射防护要求》

（GBZ130-2013）中规定的标准限值（2.5µSv/h）。

监督区β表面污染在 0.40～0.42Bq/cm
2
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

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监督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Bq/cm2。控

制区β表面污染在 0.34～0.63Bq/cm2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

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控制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0Bq/cm
2
。

（四）职业人员与公众受照剂量结果

11 名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累积剂量低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

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1人累计剂量超过

4.0mSv/a 的管理约束限值，但未超过《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中规定职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原因说明见附件。辐射工

作人员手部和身体年有效剂量分别为 1.27mSv、0.013mSv，均低于《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l8871—2002)中职业人员“四肢(手和足)或皮肤

的年当量剂量不超过 500mSv”的要求，也低于本评价采用的工作人员四肢（手

和足）或皮肤的年管理剂量约束值小于 100mSv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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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人员接受照射的年有效剂量为 0.0589mSv，该年有效剂量低于《电离辐

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公众人员的剂量限值

1mSv/a，也低于环评报告提出的 0.2mSv/a 的管理约束限值。

（五）存在的问题

1. 未见控制区与监督区划分标识。

2. 无独立的放射性废物储存间。

（六）结论

综上所述，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基本落实了辐射安全

管理制度和辐射安全防护各项措施，基本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条

件。

（七）建 议

1.加强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安全与防护培训与再培训。

2.尽快张贴控制区与监督区划分标识。

3.设置独立的放射性废物储存间。

4.加强放射性废物和废水的管理。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25

附图 1：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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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东院区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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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东院区科医学科平面布置图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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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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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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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辐射安全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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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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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射线装置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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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济一院发〔2016〕47 号

关于调整《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医院辐射安全工作管理，切实发挥领导小组的

职能，经医院研究决定，对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以及应急

处理小组成员进行调整。望小组成员认真履行职责，确保医院辐

射安全工作。

附：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2016 年 8 月 1 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日印发

附件：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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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

组 长：孙树印

副组长：郭洪敏 杨星林 乔 森

成 员：齐先龙 王海明 程 立 杨文红 李 伟

宋 涛 朱海涛 张光海 陈苍松 刘 辉

王月训 黄承明 曹景勤 张 芹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领导小组

组 长：孙树印

副组长：郭洪敏 杨星林 乔 森

成 员：齐先龙 王海明 程 立 杨文红 李 伟

宋 涛 刘 辉 朱海涛

设办公室在医务部

主 任：齐先龙（兼）

成 员：张光海 张明芳 王 盟 王丽娟 谭 帅 李

慧

王 雷

成立技术专家组

组 长：郭洪敏

成 员：陈苍松 梁志强 张 芹 王月训 黄承明

曹景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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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监测计划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 年辐射监测计划

根据《医用常规 X 射线诊断设备影像质量控制检测规范》和《职业性外照射

个人监测规范》等标准的要求，我院根据医院实际情况特制订本监测计划。

一、工作场所监测

监测范围：医院范围内所有机房控制区和监督区

监测周期：1.验收监测：X 射线按照调试后，对建设项目放射防护设施进行

验收检测。

2.稳定性监测：X射线装置运行后，周期为一年。

委托单位：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研究所（甲级资质）

二、设备性能检测

监测内容：医院所有放射设备影像质量的性能指标监测。

监测周期：验收监测：X 射线按照调试后，我院委托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

研究所（甲级资质）进行验收检测。稳定性监测：X 射线装置运行后，我院委托

山东省医学科学院放射研究所（甲级资质进行检测，周期为一年。

三、个人剂量监测

监测内容：医院从事放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

监测周期：90天

委托单位：济宁市疾控中心

监测结果：建立个人剂量档案

四、自主监测

监测内容：医院范围内的工作场所监测

监测周期：90天

监测设备：WF-PRM-102 便携式 r剂量率仪

监测结果：记录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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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

济一院发〔2016〕46 号

关于印发《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的通知

各科室：

为有效预防和规范各类辐射事故的应急处置工作，提高应对

辐射事故的能力，保护公众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保护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同位素与

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核事故与辐射事故应急响应方案》、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的精神，结合我院实际，对我院

2012 版《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进行部分修订，现印

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

2016 年 8 月 1 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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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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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案

一、应急机构和职责分工

辐射事故应急办公室设医务部，负责应急演练，组织协调事故的

处理、善后工作，医院辐射安全和防护监督员参与协调工作。

保卫部负责现场保护及维护安全秩序，总务部负责抢救物质的准

备，医疗设备部负责辐射测量仪器及设备调试，药学部负责抢救药品

的调配，放射科等辐射装置使用科室负责现场的处置及有关技术工

作，医学检验科负责应急化验工作，血液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

等临床科室负责应急抢救处置治疗工作。

二、应急人员组成

应急人员组成包括医务部、保卫部、总务部、医疗设备部及放射

科、核医学科、血液内科、消化内科、神经内科、医学检验科等科室

人员等。

三、应急装备及物质准备

（一）辐射测量仪器及设备

1. r-剂量率仪 2.即时报警剂量计

（二）放射防护用品

1．防护铅衣； 2．防护靴、防护手套等； 3．防护屏风

等。

（三）应急药品

1．放射损伤防治药：雌三醇乳膏，炔雌醇环丙孕酮片等；

2．吸附或沉淀药：磷酸铝凝胶，硫酸钡粉，硫酸钡混悬剂，氢

氧化铝片等；

（四）其他应急设备及物资

1．除污染洗消器械； 2．担架、救护车； 3．去污箱。

四、事故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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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从

重到轻将辐射事故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大辐射

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一）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是指 I 类、II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

失控或者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染后果，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失控导致 3 人以上（含 3 人）急性死亡。

（二）重大辐射事故，指 I 类、II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

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2人以下（含 2 人）急性死亡或

者 10人以上（含 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官残疾。

（三）较大辐射事故，是指 III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或者

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导致 9 人以下（含 9人）急性重度放射

病、局部器官残疾。

（四）一般辐射事故，是指 IV类、V 类放射源丢失、被盗、失控

或者放射线装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射。

放射事故根据事故性质分责任事故、技术事故、其他事故（责任

事故指违反有规定的人为因素造成的放射事故，技术事故指因设备质

量或故障造成的放射事故，其他事故指除责任事故和技术事故的放射

事故）。

五、放射事故调查

相关科室协助有关部门或机构做好事故调查工作。

协助有关部门人员携带仪器设备到达事故现场，核实事故情况，

估算受照剂量，判定事故类型级别，提出救治措施及救治方案，迅速

进行立案调查；保卫部协助事故现场的侦察、收集证据、现场保护和

立案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故的扩大

六、辐射事故的报告程序

实行逐级报告制度。发生或发现放射事故，尽快向卫生行政部门、

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报告，最迟不得超过 2小时，24 小时内填写《放

射事故报告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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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放射事故应急处理程序

发生放射事故时应立即向医务部报告。启动本应急方案，采取以

下应急处理：

（一）发生人体受超剂量照射事故时，应当迅速安排受照人员接

受检查或者在指定的医疗机构救治，同时对危险源采取应急安全处理

措施。

（二）发生工作场所放射性同位素污染事故时，当作如下应急处

理：

1．立即撤离有关工作人员，封锁现场；切断一切可能扩大污染

范围的环节，迅速开展检测，严防对食物、畜禽及水源的污染；

2．对可能受到放射性核素污染或者放射损伤的人员，立即采取

暂时隔离和应急救援措施，在采取有效个人安全防护的情况下组织人

员彻底清除污染，并根据需要实施其他医学救治及处理措施；

3．迅速确定放射性同位素种类、活度、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

4．污染现场尚未达到安全水平以前，不得解除封锁。

（三）发生放射源丢失、被盗事故时，事故单位应当保护好现场，

并认真配合有关部门进行调查侦破。

（四）事故发生后协助卫生、环保行政部门有关人员赶赴事故现

场，核实事故情况，估算受照剂量，判定事故类型级别，提出救治措

施及救治方案，迅速进行立案调查；协助公安机关负责事故现场的勘

察、收集证据、现场保护和立案调查，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事故的扩

大。

（五）立即向当地环境保护部门报告处理环境放射性污染。

应急措施：

1．应急措施应预先制定，有明确的责任分工，应急措施的实施

应有专人专职或兼职防护人员负责，平时要有训练。

2．放射性操作区应展示简明的应急措施指南，并指定该区域的

防护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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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作区应备有急救药品和设备，现场急救应根据污染和危险

情况而定。

4．在采取应急措施使场所污染程度达到要求后，可宣布结素应

急状态。

5．发现放射源遗失，保管人员应沉着稳定，不要惊慌，及时保

护现场，防止其他人员进入。

6．及时报告环保部门。市环保局电话：05372313003。

7．协助环保、公安部门人员调查、侦破。真实的反应事故发生

的时间，在场人员等。事故处理完毕及时总结报告，杜绝事故再次发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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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事故应急演练记录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事件应急演练记录

一、演练时间：2018 年 03 月 30 日 16 时开始

二、演练地点：核医学科

三、演练事件：放射性药物泼洒

四、演练过程记录

1、演练前总指挥指导动员。

2、核医学科护理人员将装有放射性药品的注射器从通风橱中拿

出时因失误掉落而污染地面。

3、立即封闭被污染的高活区并报告科室辐射事件应急处置小组

组长科主任黄承明，黄主任立即向保卫科（3356）及医务部（3453）

负责人汇报。

4、院放射事件应急处置小组组织相关人员到达现场，保卫科封

锁现场及相关出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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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注射室护理人员立即采取措施吸附刷洗地面并防止污染区扩

大。

6、防护组立即取铅砖覆盖屏蔽污染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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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污染区贴警示标识。

8、监测组用表面沾污仪监测污染区射线计数及工作人员是否被

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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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应急演练总指挥总结演练过程。

2018.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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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放射防护管理制度

济一院发〔2016〕45 号

关于印发《放射防护管理制度》等制度的通知

各科室：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

管理规定》、《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

要求，结合医院当前的实际情况，在 2012 年 64-66 号文的基础

上，对部分防护管理安全制度进行修订，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

行。

附：1、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防护制度

2、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

个人

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3.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教育培训制度

2016 年 8 月 1 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51

（此页无正文）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2016 年 8月 1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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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防护管理制度

一、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

1、对从事放射线工作的员工进行国家相关的放射卫生标准与技

术规范的培训，提高放射工作人员对电离辐射防护安全知识。以放

射防护最优化为原则，将一切必要的照射保持在可以合理达到的最

低水平。

2、在从事放射线就业前，对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健康体检。

3、就业后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每年接受一次健康体检，其中 1

次为医院健康查体，1 次为省放射研究所查体，如发现异常将组织

人员的复查。

4、在放射工作人员离岗时，对其进行健康体检。

5、放射工作人员上班必须佩戴个人剂量监测仪。个人剂量监测

仪每季度送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进行检测，尊重检测报告所指出的

问题，按要求采取相应措施，对于不按时上交的科室按照医院质控

要求进行处罚。

6、医务部负责管理放射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档案，内容包括职

业健康检查报告和个人剂量监测报告等。

7、全院铅衣统一编号、登记，每半年一次于放射科行 X 线透视

检测。

二、放射检查患者防护

1、放射检查过程中，原则上不支持家属陪同。

2、三个月内的妊娠妇女不进行放射性检查。

3、对儿童、育龄女性、高危患者进行放射性检查时，应做好防

护措施。

4、按要求做好对防护患者登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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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放射工作环境及设备管理

1．对新、改、扩建项目必须在项目立项时向卫生监督部门提出

申请，并且要进行职业病危害预评价、控制效果评价和竣工验收。

2．放射工作场所有电离防辐射警示标志、工作指示灯清晰。

3．每年由有资质单位院对所有已开展工作的放射设备进行性能

和防护检测，内容包括放射剂量、图像分辨率、线性、重复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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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体检及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放射诊疗管理

规定》、《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的

要求，保障放射工作人员的健康，制定本制度。

1、本院放射工作人员的范围包括放射科、CT室、口腔科、放

疗科、核医学科、介入放射科从事放射诊疗活动受到电离辐射照射的

人员。

2、医务部负责本院放射诊疗工作人员的职业健康监护管理工

作，建立职业健康监护档案、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和放射防护培训档案，

并妥善保存。

3、放射诊疗工作人员上岗前，医务科应为其配备个人剂量计，

及时安排其接受放射防护法规和防护知识培训并取得合格证明，向辖

区卫生行政部门（许可放射诊疗的卫生监督所）为其申请办理《放射

工作人员证》。

4、放射诊疗工作人员每两年到有资质的放射体检机构进行一

次职业健康检查，脱离放射工作岗位时也应进行离岗前职业健康检

查。检查结果由医务部在 7 日内如实告知本人，并将结果记录在《放

射工作人员证》。发现不宜继续从事放射工作的，根据体检机构的意

见通知人力资源部及时调离放射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对需要复查和

医学随访观察的，及时予以安排。

5、放射工作人员在工作期间必须按照规定佩带个人剂量计，

每 3个月检测一次，检测结果存档，对于个人剂量高于超标时，必须

由医务科查明原因，告知本人并采取相应措施，调查分析结果附在个

人剂量监测报告后存档。

6、放射工作人员应按时上缴个人剂量计，不得对其个人剂量计

故意采取曝光照射的方式伪造个人剂量数据，不得对其个人剂量计故

意破坏损毁，对丢失和损坏者按原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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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放射工作人员每两年必须接受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

并将培训情况及时记录在《放射工作人员证》中。

8、对怀孕或哺乳期间的妇女，不得安排应急处理和职业性内照

射工作。

9、放射工作人员在职业健康监护、个人剂量检测、防护培训

中形成的档案以及《放射工作人员证》归医院所有，由医务部统一保

管，终生保存。放射工作人员有权查阅、复印本人的档案，医院应当

如实、无偿提供，并在复印件上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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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放射教育培训制度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教育培训制度

为进一步加强我院放射诊疗专业技术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强化

放射工作人员的防护意识，保护放射工作人员和受照人员的健康，不

致发生放射事故，特制定本放射卫生教育制度。

1、本院放射工作人员均需参加放射卫生教育培训，培训是否合

格作为能否上岗的重要依据。

2、放射卫生培训分为岗前培训、复岗培训、考核培训、提升培

训。

3、新招录用拟定岗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或从非放射岗位转入放

射性岗位工作的人员，必须参加放射卫生知识岗前培训，树立辐射防

护意识，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4、因怀孕、产假或其他特殊原因脱离放射工作岗位，复岗时应

重新参加放射卫生知识培训，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复岗，否则重新进

行培训，连续两次培训不合格，不得再从事放射工作。

5、全院放射工作人员每两年安排一次健康查体，查体前由济宁

市卫生监督所和济宁市疾病控制预防中心组织考核培训，培训考核合

格后发放放射工作人员证。

6、医务部不定期组织专题讲座，全体放射工作人员参加，全面

提升我院从事放射诊疗工作专业技术人员的法律意识、法制观念和辐

射防护水平。

7、放射卫生教育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如下几个方面：放射卫生

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放射防护基础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放射卫

生工作人员健康监护、放射诊疗技术的临床应用及质量控制、放射卫

生防护与辐射检测技术、国内外放射卫生新进展。

8、全院放射卫生教育工作由医务部负责，制定培训学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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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分管院长同意后执行。

9、本制度所指的放射工作人员包括本院放射科、CT室、口腔科、

放疗科、核医学科、介入放射科等从事放射诊疗活动受到电离辐射照

射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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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医疗设备管理制度

济一院发〔2017〕7 号

关于印发《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医疗设备管理制度》的通知

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医疗设备的申请论证、招标、购置、使用和监

督管理，保障临床使用安全有效，提高医疗质量，维护患者和医

疗机构的合法权益。加强廉政建设，从严治理医疗商业贿赂，促

进医院院务公开。结合我院工作实际，重新修订本制度，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2017 年 1 月 1 日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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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办公室 2017 年 1月 1日印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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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疗设备管理制度

为规范和加强医疗仪器设备的科学管理，促进医疗装备合理配

置，安全和有效利用，更好地为医院健康发展和医学科学现代化服务，

提高医院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根据卫生部《医疗卫生机构医学装

备管理办法》规定，制定以下仪器设备管理制度。

一、申请与计划

1、单价 1万元以上 10万元以下的医疗仪器设备，各科室根据

工作需要，经科室论证写出设备申请，单价 10 万元以上的设备填写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仪器设备申购论证报告》，每年年底前报医疗

设备部。

2、每种设备填写一份申购论证报告，严格按照表格内容要求填

写，并计算出回收期。

3、专题计划、临时计划各科室根据工作需要，随时填写《济宁

市第一人民医院仪器设备申购论证报告》或设备购置申请。报院长办

公会、院领导研究审批。

4、专题计划是指为完成某项医疗重点任务或科研课题，需要配

套和同步解决的医疗仪器设备计划，要求上级专题解决，同时组织相

应力量专门落实，专题计划要做到专款专用。

5、临时计划是指为适应突发公共事件、临时医疗任务或科研项

目的需要，提出临时需要的医疗仪器设备计划，临时计划必须是急需

项目。

6、万元以下医疗设备，各科室根据工作需要，写出购置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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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分管院长审批。

二、审批与购置

1、医疗设备部审查整理汇总各科室仪器设备申请，结合医

学装备发展规划和医院财务预算，编制年度医疗装备购置计划，

经有关部门人员审核后，转呈医学装备委员会、院长办公会研究

审批。

2、批准购置的仪器设备，根据临床需要的缓急程度，合理

安排采购实施计划，临床急需的设备应优先采购。分期分批报医

院招标办组织招标采购。

3、专题计划、临时计划院长办公会研究批准购置后，及时

上报医院招标办组织招标采购。

4、医院招标办按照上级部门规定，一定限额以上的仪器设

备，报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后，进入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平台招标。

一定限额以下的仪器设备，由医院招标办组织纪委、院办、审计

部、财务部、医疗设备部、相关使用科室人员及技术人员参加，

进行院内招标。

5、万元以上的仪器设备合同，由分管院长和院长签字。万

元以下器械合同由医疗设备部和分管院长签字，其他科室和个人

一律不得自行签订任何医疗器械、设备合同。

6、甲、乙类大型仪器设备须经卫生部或卫生厅批准配置许

可后再进行招标采购。

三、安装与验收

1、新进万元以上仪器设备由供货商代表、医疗设备部技术

人员和使用科室人员依据合同、招标文件共同开箱验收、安装、

调试。如为法检设备，必须有进出口检验检疫部门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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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仪器设备到货后，必须尽快安装验收，不符合要求或质

量有问题的产品应及时退货或换货赔偿。

3、验收时要详细填写仪器技术档案中的各项内容，收集仪

器设备技术资料，验收报告等为建档工作做准备。

4、经验收合格的仪器设备，自交付科室使用之日起即发挥

其效益，不得闲置，对无正当理由闲置半年以上的仪器设备，设

备管理部门有权调配使用科室。

四、保管与使用

1、领用仪器设备需有专人负责，建立仪器设备总帐、分户、

分类电子帐，实行信息化管理，做到帐帐、帐物相符。

2、使用科室仪器设备要指定专人管理(科主任、护士长是第

一责任人)，如管理人员调动，应办理移交手续。

3、建立健全仪器设备操作规程。使用人员须经过技术培训

后才能上岗操作。相关大型设备使用人员应持有《大型医疗设备

上岗人员技术合格证》。使用中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科主任及

医疗设备部 。

4、单价 10 万元以上设备建立专件设备档案，内容包括：招

标采购资料、仪器设备资料、使用维修保养技术档案等。单价

10 万元以下设备建立简易技术档案。

5、使用科室要建立大型设备使用登记本，认真填写登记使

用情况，运行状况，维护保养情况等。

6、一定限额以上的大型医疗设备定期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临床使用效果、质量分析。

7、加强急救、生命支持类设备管理，保证始终处在待用状

态。一旦发生故障立即启动应急预案，采取手动方式代替仪器设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验收监测报告

63

备工作，然后调用同类仪器设备，通知仪器维修人员迅速赶到现

场维修。

8、加强医疗设备质量管理，医用计量器具定期检测。做好

预防性维护和质量安全监测工作。

9、任何科室和个人不得将医疗仪器设备外借或挪为他用，

主机、附件要保持完整无缺，严格管理不得丢失。仪器设备若发

现责任事故或丢失，使用科室应立即报告医疗设备部，并协助医

院视情节轻重，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10、未经医院同意，任何科室或个人不得试、留用各种医疗

仪器设备。

五、保养与维修

1、建立健全仪器设备的维护保养制度，实行日常保养、预

防性维修维护保养等。

2、仪器设备必须做好防尘、防潮、防蚀、防火、防盗、防

丢失工作。做到定人保管、定点存放、定时维护、定期校验工作。

3、在仪器设备运行时，操作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

发现异常立即停机查找原因，及时排除故障。必要时通知医疗设

备部技术人员检修，不得自行拆卸。

4、当仪器设备发生严重故障时，需到外地或请厂家技术人

员维修时，任何科室和个人不得擅自决定，须经医疗设备部提出

意见，报院领导批准后进行。

5、保证机器运行环境安全卫生，做好仪器设备外周清洁工

作。

六、报废与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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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仪器设备的报废更新应按规定制度、程序进行。

2、符合报废条件的医疗设备，应填写报废申请表，由医疗

设备部专业技术人员鉴定签署意见后，报请院领导批准方可进

行，并办理有关报废手续。

3、待报废或已报废的医疗设备，不得擅自转让、处理和变

卖。由医院按规定统一处理，变卖后的费用交医院财务部。

4、各科室应结合本科室工作需要，每年制订出更新的医疗

设备计划，报医疗设备部后交院长办公会研究审批。

七、考核与奖惩

1、医疗设备部按照医院规定，定期对各科室的仪器设备使

用情况进行检查考核。根据考核情况进行相应奖惩处理。

⑴ 所领器材需建帐登记，帐物相符。

⑵ 万元以上仪器设备要有专人保管，并建立操作和保养规

程，保持机器清洁。

⑶ 十万元以上设备建立医疗仪器设备使用管理记录本，规

范记录。

⑷严格管理，任何仪器设备及附件不得丢失。

⑸大型医疗设备有经济效益分析，临床使用效果和质量分

析。

2、凡在仪器设备供应、管理、使用和维修中取得明显经济

效益者医院给予奖励并记入档案，做为晋升、评优的参考依据。

3、由于计划不周、购置不当、验收不及时、丢失技术档案、

违反操作规程和有关规章制度，造成仪器设备损坏无法使用、长

期闲置或丢失仪器设备者，应追究当事人及有关负责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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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医院规定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经济处罚、直至追究法律

责任。

4、仪器设备在使用中出现事故或安全事件应及时处理，由

仪器设备管理部门会同有关科室提出处理意见，报院领导批准后

执行。对重大恶性事故及处理情况要备案，对事故隐瞒不报者，

加重处罚并追究责任。

八、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医

疗设备管理制度》（济一院发【2012】41 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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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

仪器管理、操作、保养和维修制度

1、科室仪器设备应建立帐册，专人负责，做到帐物相符。

2、每台仪器均应有操作规程，使用时严格按照规定步骤操

作。新来或进修人员在未掌握使用方法前,不得独立操作仪器。

贵重仪器应专人使用,指定专人负责仪器的保养工作。

3、建立仪器技术档案(使用说明书、线路图、故障及维修记

录)。

4、仪器发生故障,应及时报告维修人员,尽快修理。

5、做好“五防”（防寒、防热、防潮、防尘和防火）工作。

6、每日清洁仪器外壳，保持仪器清洁。

7、每 3个月清除机内积尘 1次，做到定期保养。

8、在非空调室内，高温季节开机时间不得过长，如工作需

要，应采取散热措施，必要时可停机散热后再继续使用。

9、SPECT 室应保持恒温（温度范围可定在 18-25℃），温度

梯度不超过 3℃/h,相对湿度范围为 30%-70%。

10、检查结束后，必须认真搞好室内整洁工作。

11、未经科室批准，仪器设备不得外借。

12、有计划地做好仪器设备更新工作。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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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核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

核医学科安全管理制度

1、工作人员应妥善保管科室大门及房门钥匙，防止丢失，

一旦不慎遗失，应及时报告，并作应急处理。

2、科室每日应有专人值夜班，高活区及限制区内不得会客。

3、工作人员下班前必须检查仪器、水、电、暖气及关窗锁

门。全科(室)人员应熟知总电源开关位置，灭火器置于醒目地点，

工作人员应熟练掌握灭火器的使用方法。

4、非工作需要，在科室内不得使用电炉。

5、注射室内无人时，工作人员应随手锁门，高活性区闲人

不得入内。

6、未经科室同意，本科工作人员不得在科室留宿。

7、提高警惕，发现非本科〈室〉就诊人员应及时查问，发

生重大事故应及时向领导汇报。

8、专人负责安全管理，应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改进。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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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 16：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核医学科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1、工作场所的卫生防护：建立独立的核医学工作场所，遵

守区域划分原则，设计和设置相对合理的工作区间，工作单位及

工作场所的分类分级符合标准。

2、高活性区装备有良好的通风装置（如通风橱）、各种含

铅防辐射防护设备（如铅屏、铅砖、铅罐、铅皮、铅玻璃、防护

注射台等），墙、地面光洁易于去污。放射工作场所的设备和用

具，用完后及时清洗。

3、遵守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即防射实践正当化、放射防

护最优化和个人剂量限制化。

4、采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减少受照剂量，合理使用放射源

控制放射源的质和量；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受

照时间和远离放射源；利用屏蔽物质。

5、安全、规范、熟练地进行放射性操作，操作应在不吸水

的工作台面或盘内进行（铺吸水纸），抽取放射性液体避免外泄，

煮沸、蒸发放射性液体或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时，必须在通

风橱内进行。

6、个人防护注意应用时间、距离、屏蔽防护三原则。注意

放射性物质由各种途径进入机体，应利用防护用具如工作服、帽、

手套、防护鞋、防护眼镜、铅围裙等；不在放射性工作场所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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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饮水和存放食物等；手部有皮肤破损者暂停放射性操作或

戴乳胶手套；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应戴口罩；放射性工作场

所的任何物件，禁止用口接触；养成常剪指甲、理发洗澡、更衣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7、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持有

《放射工作人员证》。

8、佩戴个人剂量计，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健康档案，接

受放射防护机构的个人剂量监督和健康检查。

9、对转科、实习及进修人员要进行放射防护教育，必须在

老师的指导下工作。

10、病人服用放射性药物后，不得随意走动，在指定区域候

诊或观察，使用专用厕所。

11、定期进行各工作区的辐射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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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放射防护台账管理制度

放射防护台帐管理制度

1、ECT 使用纪录、个人剂量测试纪录、人员健康体检纪录

及机器保养维修纪录必须实行科学休、规范化管理，做到分类建

档，归类清楚。

2、放射防护管理人员要忠于职守，加强组织纪律性，增强

法制观念，自觉遵守相关的国家法律法规和放射防护管理的各项

规章制度，提高办事效率。

3、做好各类放射诊断、维修保养的搜集、整理、登记，完

善计算机相应数据库软件管理。

4、使用机器、进行个人剂量检测、机器的维修保养等必须

严格登记，并按规定整理。凡调阅务类纪录数据，必须经防护领

导小组批准，做到事事有登记。份份有着落，查找及时、准确。

5、所记录的台帐由放射防护领导小组每季度核对检查一次，

作为总结核医学科工作的重要参考指标。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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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

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

1、开放型放射工作产生的三废：放射性废物、废水、废气。

2、放射性废气处理：挥发性同位素开瓶、分装、标记均需

在通风柜内于通风条件下进行操作。通过通风橱向外稀释排出。

3、放射性废液处理：有一定放射性含量的废液置于防护装

置内留置 10 个半衰期，经卫生环保部门监测达标后按普通废液

处理，微量的放射性废液或粘有放射性器械洗涤液通过下水道排

入专用放射性衰变池。

4、放射性固体处理：含有放射性的固体废弃物如安瓿、棉

签、一次性注射器等，不得随意乱丢，应放在有防辐射的污物桶

内，通过放置衰变处理，留置 10 个半衰期经卫生环保部门监测

达标后按普通废物处理或随容器由厂家收回。长半衰期核素的放

射性废弃物送指定机构处理。

5、各种含放射性或不含放射性的废弃物分门别类存放。经

过处理的一次性注射器、乳胶手套送供应室回收；经过处理的废

弃物和不含放射性的废物送垃圾场专业处理。

6、储藏、运输放射性物品的专用存储罐，在指定地点存放，

由原生产厂家上门回收。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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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注销制度

放射性药品采购、登记、使用、核对、保管注销制度

1、执行国家规定的订购与使用放射性核素许可证制度。应

根据工作实际需要，在规定允许使用量范围内，制定年度订购计

划。

2、放射性核素应有专人领取和保管,到货后及时登记,妥善

保存,防止丢失或变性。

3、使用时,将放射性核素移入专用铅罐内,盖上铅盖,贴妥标

签,注明放射性核素种类、放射性浓度及日期,出厂说明书妥加保

存,以备查对。

4、99mTc 发生器按规定步骤与要求安装,质量检测符合要求

后方可使用。

5、标记及注射放射性药物时应严格核对,防止发生差错。应

定期质控检查,如需要可随时检测。

6、不符合质控指标的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不得使用,以保证

检测结果准确可靠。

7、放射性核素到货后,应及时通知患者检查或治疗,以减少

浪费。

8、放射性核素空容器应固定地点集中存放和按规定退回生

产厂家。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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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

放射性药品管理制度

1、根据国务院《放射性药品管理办法》制订本管理制度。

2、放射性药品是指用于临床诊断或者治疗的放射性核素制

剂或者其标记药物。主要包括裂变制品、推照制品、加速器制品、

放射性同位素发生器及其配套药盒、放射免疫分析药盒等。

3、医院使用放射性药品必须取得《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

证》，《放射性药品使用许可证》有效期为 5 年，期满前 6 个月

向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申请换证。

4、放射产品必须从生产企业直接采购，不得经过任何中介

单位和个人。

5、放射性药品的使用科室为核医学科。核医学科必须具备

与其医疗任务相适应的并经核医学技术培训的技术人员。

6、放射性药品的采购需每半年向省级环保部门申请《同位

素转让审批表》，审批后定点采购。

7、放射性药品的应存放于指定的活性储藏室内，并有安全

防护措施。

8、放射性药品的质量检查，不良反应收集由核医学科负责。

9、放射性药品使用后废物（包括患者排出物）应分类处理，

并按照国家环保和辐射防护的有关规定处置。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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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1：核医学科工作制度

核医学科工作制度

1、实行科主任负责制。健全科室管理系统,加强思想教育,

改善服务态度,提高诊疗质量,密切与临床科室联系,积极开展医

疗、教学、科研和培干工作。

2、根据医院年度工作要求,结合科室具体情况,制定科室年

度工作计划,组织实施,定期检查。年终总结,肯定成绩,找出差距,

以便改进与提高。

3、贯彻执行各类各级人员岗位责任制,明确分工。人员相对

固定，适当轮换,以扩大知识面,适应科室工作需要,保证诊疗质

量。

4、健全科室会议制度。每周召开科室会 1次,传达院周会内

容与要求,小结本周科室工作,研究和安排下周科室工作。建立定

期业务学习制度。

5、自觉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坚守工作岗位,严格考勤考

核。

6、根据工作需要和技术条件,可设核医学专科门诊和专家门

诊,安排高级职称医师或有一定经验的医师担任门诊诊治工作。

对患者检查要认真,病历书写简明扼要,符合规范。关心患者,态

度和蔼、耐心。

7、建立和执行医师接诊制度,其工作内容包括:掌握适应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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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或补充患者的病史、体检及其他有关特殊检查结果,确定检

查项目、部位、方法、放射性药物的品种、剂量；及时处理在检

查中出现的问题,显像检查完成后,决定患者可否离去或复查；及

时发报告,并安排必要的进一步检查,有不能解决的问题应及时

请示上级医师或科主任等。

8、根据工作需要,可设核素治疗病房。病房应保持整齐清洁,

非住院患者不得进入病房。患者服用放射性核素后,须在专用厕

所大小便,不得随意走出病房。病历应完整,记载内容准确。住院

医师对所管患者每日至少查房 2 次。出院时,应向患者详细交代

有关事宜。

9、加强质量管理,保证检查质量。检查结果如与临床表现不

符,应研究其原因,必要时应复查。

10、建立集体阅片制度,必要时与放射、超声科组织联合阅

片,研究诊断和检查技术,解决疑难问题,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报

告书写项目应填写完整,叙述准确、客观、结论合理。

11、加强与其他临床科室联系,不断开展新项目、新技术,

及时总结工作经验。

12、物品管理应指定专人负责,合理使用。

13、建立差错事故登记制度。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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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放射卫生防护管理制度

成立核医学科防护管理小组

组 长 ： 黄承明 ；副组长： 杨明

成 员 ： 孙戎、安琳、吴昊、谭东慧 、朱雁冬、李帝

指定放射性物质管理员：杨明、谭东慧

1、工作场所的卫生防护：建立独立的核医学工作场所，遵

守区域划分原则，设计和设置相对合理的工作区间，工作单位及

工作场所的分类分级符合标准。

2、高活性区装备有良好的通风装置（如通风橱）、各种含

铅防辐射防护设备（如铅屏、铅砖、铅罐、铅皮、铅玻璃、防护

注射台等），墙、地面光洁易于去污。放射工作场所的设备和用

具，用完后及时清洗。

3、遵守放射防护的基本原则，即防射实践正当化、放射防

护最优化和个人剂量限制化。

4、采用合理的方法和措施减少受照剂量，合理使用放射源

控制放射源的质和量；在不影响工作质量的前提下，尽量减少受

照时间和远离放射源；利用屏蔽物质。

5、安全、规范、熟练地进行放射性操作，操作应在不吸水

的工作台面或盘内进行（铺吸水纸），抽取放射性液体避免外泄，

煮沸、蒸发放射性液体或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时，必须在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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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橱内进行。

6、个人防护注意应用时间、距离、屏蔽防护三原则。注意

放射性物质由各种途径进入机体，应利用防护用具如工作服、帽、

手套、防护鞋、防护眼镜、铅围裙等；不在放射性工作场所吸烟、

进食、饮水和存放食物等；手部有皮肤破损者暂停放射性操作或

戴乳胶手套；操作放射性气体或气溶胶应戴口罩；放射性工作场

所的任何物件，禁止用口接触；养成常剪指甲、理发洗澡、更衣

等良好的卫生习惯。

7、工作人员必须接受放射防护知识培训和法规教育，持有

《放射工作人员证》。

8、佩戴个人剂量计，建立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健康档案，接

受放射防护机构的个人剂量监督和健康检查。

9、对进修、实习人员要进行放射防护教育，必须在老师的

指导下工作。

10、病人服用放射性药物后，不得随意走动，在指定区候诊

或观察，使用专用厕所。

11、定期进行各工作区的辐射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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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3：注射室工作制度

注射室工作制度

1、99mTc 标记药物到货后立即进行登记(种类、数量、日期)。

2、99mTc 标记药物由专人管理和操作，不经专人同意，他人

不得动用。

3、操作人员进行活性操作时，要穿工作服和防护服、戴帽

子、口罩、手套。

4、给病人注射放射性药物时严格执行核对制度。床边注射

时，应注意防护和避免污染。

5、用药后的病人，安排在指定地点候诊，并向病人说明注

意事项。

6、所用注射器及时返还同位素公司、棉棒、配药瓶等带有

放射性的废物，按日期放入相应的衰变箱中，待 l0 个半衰期后，

作普通废物处理。

7、每日操作完毕常规整理注射室用品和卫生，检查放射、

水电安全后方可离开。

8、注射室用品一律不准放到非活性区，以防放射性污染。

9、定期监测放射性污染情况，如发现污染应及时进行处理

和汇报。

核医学科

2016 年 11 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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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4：个人剂量异常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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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6：个人剂量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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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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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001 452 刘华坤 .000008508992 0.0476 0.41

0002 356 孔松 .00001361399 0.0476 0.65

0003 122 岳衍晓 .00001000399 0.0476 0.48

0004 58 刘娟 .000009701991 0.0476 0.46

0006 64 周衍 .00002145898 0.0476 1.02

0007 1 陈苍松 .00001084299 0.0476 0.52

0009 319 李瑞 .00001539399 0.0476 0.73

0010 108 蔡怀壮 .00001316099 0.0476 0.63

0011 352 赵聪 .000009305992 0.0476 0.44

0012 22 任春旺 .00001516099 0.0476 0.72

0013 306 李云东 .000009355991 0.0476 0.45

0014 451 张磊 .00001183399 0.0476 0.56

0015 454 周亚飞 .00001236099 0.0476 0.59

0016 26 王宪凯 .00001082699 0.0476 0.52

0017 476 宋大庆 .00001398199 0.0476 0.67

0018 182 张菲 .00001512999 0.0476 0.72

0019 477 李锋 .00001372999 0.0476 0.65

0020 489 张海防 .00001319199 0.0476 0.63

0022 311 李运峰 .00001035999 0.0476 0.49

0023 302 马浩 .00001067799 0.0476 0.51

0024 171 安琳 .000009449991 0.0476 0.45

0025 450 初建峰 .000008150992 0.0476 0.39

0026 320 张茂哲 .000009872991 0.0476 0.47

0027 110 曹景勤 .00001168899 0.0476 0.56

0028 185 胡伟 .00001168299 0.0476 0.56

0029 130 郝丽 .000007644993 0.0476 0.36

0030 104 孙益尚 .000008717992 0.0476 0.41

0031 350 马杰 .00001282799 0.0476 0.61

0032 186 刘浩 .00003991096 0.0476 1.90

0033 453 刘朝来 .00001034099 0.0476 0.49

0034 229 周广茹 .000009211992 0.0476 0.44

0035 73 杨轩 .00001523099 0.0476 0.72

0036 56 黄清鑫 .00001210099 0.0476 0.58

0037 187 赵飞 .000009589991 0.0476 0.46

0038 314 丁奎明 .000009780991 0.0476 0.47

0039 478 赵学斌 .00001586399 0.0476 0.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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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040 487 丰琳 .00001020699 0.0476 0.49

0041 316 吴培培 .000009762991 0.0476 0.46

0042 178 苑丽丽 .00001213599 0.0476 0.58

0043 116 孙继章 .00001243899 0.0476 0.59

0044 111 张秀玲 .000008973991 0.0476 0.43

0045 490 葛昂 .00001218699 0.0476 0.58

0046 105 付梦灿 .000008947992 0.0476 0.43

0047 303 郭冉 .000008272992 0.0476 0.39

0048 351 宋倩 .00001048099 0.0476 0.50

0049 355 孙宗文 .00002221898 0.0476 1.06

0050 354 刘利萍 .00001194999 0.0476 0.57

0051 343 张宾 .00001431699 0.0476 0.68

0052 170 黄承明 .00001693998 0.0476 0.81

0053 114 卢云喜 .00001104599 0.0476 0.53

0054 486 董向 .00001069499 0.0476 0.51

0055 305 张芹 .00001058699 0.0476 0.50

0056 37 秦宽 .00001422899 0.0476 0.68

0057 488 任春燕 .00001755298 0.0476 0.84

0058 8 吴超然 .00001348999 0.0476 0.64

0059 315 王凯旋 .00001271799 0.0476 0.61

0060 307 夏秀杰 .000009943991 0.0476 0.47

0061 129 刘长营 .000009507991 0.0476 0.45

0062 310 吕晨晨 .00001120299 0.0476 0.53

0063 35 陆长艳 .00001011799 0.0476 0.48

0064 179 吕燕军 .00002016998 0.0476 0.96

0065 313 苗亚 .00001014199 0.0476 0.48

0066 131 夏增苗 .00001159699 0.0476 0.55

0067 41 姚元聪 .000009117992 0.0476 0.43

0068 468 王旭 .00001712698 0.0476 0.82

0070 61 孔芳 .00001250299 0.0476 0.60

0071 184 段崇玲 .000009702992 0.0476 0.46

0072 15 徐晶 .00001387399 0.0476 0.66

0073 125 王龙 .000009881991 0.0476 0.47

0074 219 李正腾 .00001120199 0.047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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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075 21 马子堂 .00001279999 0.0476 0.61

0076 127 王宪苓 .000009351991 0.0476 0.45

0077 212 刘小虎 .00001460499 0.0476 0.70

0078 471 王海庆 .00006573094 0.0476 3.13

0079 485 汲书生 .000008507992 0.0476 0.40

0080 39 李新娟 .000009316991 0.0476 0.44

0081 126 周建行 .000007925993 0.0476 0.38

0082 225 华明 .00002320798 0.0476 1.10

0083 304 沈通 .00001034799 0.0476 0.49

0084 55 蔚蒙 .000008062992 0.0476 0.38

0085 223 朱清坦 .000005406995 0.0476 0.26

0086 318 王芳 .00001869998 0.0476 0.89

0087 112 张庆伟 .00002315698 0.0476 1.10

0088 30 张鲁 .000009362991 0.0476 0.45

0089 68 国静静 .00001159799 0.0476 0.55

0090 353 汤良 .000009482991 0.0476 0.45

0091 43 张瑞宗 .000008018993 0.0476 0.38

0092 25 纪方强 .0000006819994 0.0476 0.03

0093 28 李璇 .00001029599 0.0476 0.49

0094 67 张慧苗 .00001048999 0.0476 0.50

0095 206 郝明珠 .0000005389995 0.0476 0.03

0096 301 贾东辉 .000008584992 0.0476 0.41

0097 479 赵国良 .000005843995 0.0476 0.28

0098 40 李永梅 .00001125899 0.0476 0.54

0099 201 王月训 .00001127399 0.0476 0.54

0100 2 李福志 .00001323699 0.0476 0.63

0101 188 赵雅男 .00001690698 0.0476 0.80

0103 236 王宁 .000008946992 0.0476 0.43

0104 119 张德芬 .00001264999 0.0476 0.60

0105 342 赵海波 .00001127999 0.0476 0.54

0106 120 吴晓红 .000008959992 0.0476 0.43

0107 357 王晗 .000009797991 0.0476 0.47

0108 59 王霜霜 .000008900992 0.0476 0.42

0109 202 刁望伦 .00001306099 0.0476 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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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110 11 徐艳霞 .00001172699 0.0476 0.56

0111 47 侯亚会 .000008703992 0.0476 0.41

0112 416 邢冰 .00001793798 0.0476 0.85

0113 69 侯丽花 .00001490599 0.0476 0.71

0114 132 王栋栋 .0001074459 0.0476 5.11

0115 65 刘宗苓 .00001092999 0.0476 0.52

0116 10 张建友 .00001041499 0.0476 0.50

0117 210 于永梅 .00002743697 0.0476 1.31

0118 133 孟伟胜 .000009024991 0.0476 0.43

0119 232 金钊鑫 .00001390499 0.0476 0.66

0120 124 赵聪 .00001062699 0.0476 0.51

0121 239 刘琪 .000009753991 0.0476 0.46

0122 20 路丽娜 .00001009899 0.0476 0.48

0123 45 张中灿 .000009754991 0.0476 0.46

0124 312 杨慧鹏 .00001216799 0.0476 0.58

0125 226 滕华 .00002283398 0.0476 1.09

0126 77 李永超 .00001391799 0.0476 0.66

0127 176 朱雁东 .00003296697 0.0476 1.57

0128 57 陈曦 .0000005589995 0.0476 0.03

0129 181 任翠 .00001459799 0.0476 0.69

0130 175 吴昊 .000009318991 0.0476 0.44

0131 17 骆倩 .000009957991 0.0476 0.47

0132 103 张浩 .000008694992 0.0476 0.41

0133 4 刘传照 .000009645991 0.0476 0.46

0134 106 刘艳君 .00001208299 0.0476 0.58

0135 29 赵新明 .000008216993 0.0476 0.39

0136 207 孙凤玲 .00001231999 0.0476 0.59

0137 7 徐军 .00001257299 0.0476 0.60

0138 134 孙兆乐 .00001214899 0.0476 0.58

0139 177 李帝 .00001073699 0.0476 0.51

0140 9 孙隆 .00001055299 0.0476 0.50

0141 60 姚通 .00001125299 0.0476 0.54

0142 14 冯震 .000007860993 0.0476 0.37

0143 173 孙戎 .00001620999 0.0476 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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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144 128 高扬 .00001307699 0.0476 0.62

0145 209 卜凡儒 .00001052999 0.0476 0.50

0146 62 苗桂娟 .00001244599 0.0476 0.59

0147 53 陈一博 .000005817995 0.0476 0.28

0148 227 张莹莹 .00001050399 0.0476 0.50

0149 76 王淑艳 .00001201799 0.0476 0.57

0150 46 刘亚奇 .00001307699 0.0476 0.62

0151 44 陈允志 .00001190999 0.0476 0.57

0152 411 李强 .00002252998 0.0476 1.07

0153 204 于涵 .000009657992 0.0476 0.46

0154 27 刘飞 .000009927991 0.0476 0.47

0155 49 刘广明 .000009551991 0.0476 0.45

0156 123 孙小虎 .00004500096 0.0476 2.14

0157 231 孟雷 .00001266799 0.0476 0.60

0158 241 马敬文 .000006466994 0.0476 0.31

0159 24 贾彦霞 .00001527599 0.0476 0.73

0160 70 唐维 .00001915998 0.0476 0.91

0161 71 吴文芳 .00001471299 0.0476 0.70

0162 36 张恒 .00001170499 0.0476 0.56

0163 242 陈明井 .00001205799 0.0476 0.57

0164 341 陈卫东 .00001207299 0.0476 0.57

0165 174 谭东慧 .00001796198 0.0476 0.85

0166 115 翟丽莉 .00001453299 0.0476 0.69

0167 233 房勇志 .000009312991 0.0476 0.44

0168 222 张恒 .00001172199 0.0476 0.56

0169 23 李小淑 .00001199799 0.0476 0.57

0170 78 李霜霜 .00001484899 0.0476 0.71

0171 48 王琪 .00002356998 0.0476 1.12

0172 6 郭凤斌 .00003667197 0.0476 1.75

0173 32 王凤 .00001695799 0.0476 0.81

0174 113 李辉 .00001094799 0.0476 0.52

0175 101 王斐然 .00001131899 0.0476 0.54

0176 234 刘树卫 .00001237699 0.0476 0.59

0177 214 王敏 .00001119799 0.047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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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178 172 杨明 .00003046497 0.0476 1.45

0179 218 翟蕊 .00002211598 0.0476 1.05

0180 31 郑晨 .00004119796 0.0476 1.96

0181 216 张丽红 .00001048999 0.0476 0.50

0182 5 朱来亮 .000008253993 0.0476 0.39

0183 230 郭彤彤 .000009741991 0.0476 0.46

0184 180 高春丽 .00001527599 0.0476 0.73

0185 72 张晓琦 .00001619699 0.0476 0.77

0186 19 高元生 .00001201699 0.0476 0.57

0187 50 王永亮 .000009372991 0.0476 0.45

0188 235 仲鑫鑫 .000009903991 0.0476 0.47

0189 317 胡伟 .00001431999 0.0476 0.68

0190 13 范良明 .000008718992 0.0476 0.42

0192 107 高祥 .00001016599 0.0476 0.48

0193 42 贾焕香 .00001180899 0.0476 0.56

0194 16 张勇 .00001836898 0.0476 0.87

0195 243 魏然 .00003177497 0.0476 1.51

0196 215 李剑 .00002332798 0.0476 1.11

0197 308 颜淑霞 .00001119999 0.0476 0.53

0198 203 龚燕涛 .00001023299 0.0476 0.49

0199 74 韩乐乐 .00001500299 0.0476 0.71

0200 220 韩金栋 .000009455991 0.0476 0.45

0201 33 孟锦 .000008891991 0.0476 0.42

0202 66 贾博 .00001061499 0.0476 0.51

0203 237 张玉冉 .00001067199 0.0476 0.51

0204 38 陈飞 .00001028299 0.0476 0.49

0205 121 谢毅 .000009913991 0.0476 0.47

0206 12 薛壮 .00001385099 0.0476 0.66

0207 102 王腾飞 .00001035499 0.0476 0.49

0208 52 文丽 .00000997899 0.0476 0.47

0209 205 邹新华 .00001208599 0.0476 0.58

0210 224 郭媛媛 .00001276399 0.0476 0.61

0211 208 马爱冬 .00001325199 0.0476 0.63

0212 54 田瑶 .00001107199 0.0476 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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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检测时间 2018.4.3 佩戴日期 2017年 9月 21日至 12月 20日

序号 人员编号 人员姓名 测量结果(Sv) 刻度因子（Cf）
有效剂量

(mSv)

0213 245 陶娜 .00001162299 0.0476 0.55

0214 238 刘琳 .000009812991 0.0476 0.47

0215 75 贾学燕 .00001204299 0.0476 0.57

0216 221 吴德坤 .00001170299 0.0476 0.56

0217 213 王作祥 .00001047299 0.0476 0.50

0218 34 王维波 .00001218399 0.0476 0.58

0219 118 居雷 .00001383999 0.0476 0.66

0220 51 孔磊 .00001373399 0.0476 0.65

0221 211 靳京 .00001016699 0.0476 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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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7：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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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意见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意见

2018 年 5月 27 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济宁市组织召开了新

建 PET-CT 应用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施

工单位山东诚祥建安公司、验收监测及监测表编制单位山东鲁环检测

科技有限公司及有关部门等单位的代表，会议成立了验收工作组(名

单附后)。会上，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汇报了本项目的建设及管理情

况，山东鲁环检测科技有限公司汇报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

告，经现场检查，审阅资料和认真讨论，形成验收工作组意见如下：

一、项目建设基本情况

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东院区）位于济宁市高新区诗仙路 99号。

2015 年 7 月 31 日，山东省环境保护厅以鲁环辐表审[2015]124 号批

复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新建 PET-CT 应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5 年 11 月 13 日，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取得辐射安全许可证，鲁

环辐证[08090]，种类和范围：使用Ⅴ类放射源，使用Ⅱ类、III 类

射线装置，乙级非密封放射性物质工作场所，有效期至 2020 年 11 月

12 日。本项目年最大用量 1.01×1011Bq。

二、环保措施执行情况

验收监测报告表明，本项目落实了以下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

（一）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签订了辐射工作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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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明确了医院法人代表为辐射工作安全责任人。

（二）制定了《放射防护管理制度》、《仪器管理、操作、保养

和维修制度》、《PET-CT 操作规程》、《放射性废物处理制度》、

《放射教育培训制度》和《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 2018 年辐射监测计

划》等辐射防护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建立了辐射安全管理档案。

（三）核医学科各房间墙壁均为 370mm 实心砖墙+80mm 钡砂，室

顶为 200mm 混凝土。各房间防护门防护能力均为 10mmPb；扫描室观

察窗防护能力为 10mmPb；注射室注射窗防护能力为 20mmPb，内设通

风橱 1 个，正面防护能力为 40mmPb，侧面和后面为 10mmPb；室外安

装静噪型轴流风机，排风管道通注射及分装室外，风机的运行功率为

120W，风速不低于 1.0m/s，排气口高于室顶 3.0m；配备铅罐、废物

暂存箱、注射器防护套等；配备铅衣、铅帽、铅围脖、铅眼镜。设有

专用水管、下水道和地漏等，兼设有放射性污水处理系统。PET-CT

机房设有门灯联锁装置、工作状态信号指示灯，防护门上设有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

（四）本项目涉及 3 名辐射工作人员，均取得辐射防护与安全培

训合格证书。

（六）辐射工作人员均配备了个人剂量计，进行了个人剂量监测，

建立了个人剂量档案。

（七）编制了《济宁市第一人民医院辐射事故核事故处置应急预

案》，并开展了应急演练。

（八）编制了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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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监测结果

(一)核医学监测结果

非工作状态下，PET-CT 机房周围辐射剂量率为（7.5～9.1）×

10
-8
Gy/h，处于济宁市环境天然辐射水平的正常范围内；工作状态下，

PET-CT机房及注射分装室周围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满足相关要求。

监督区β表面污染在 0.40～0.42Bq/cm
2
之间，低于《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监督区表面污染

控制水平 4Bq/cm
2
。控制区β表面污染在 0.34～0.63Bq/cm

2
之间，低

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规定的

控制区表面污染控制水平 40Bq/cm
2
。

（二)个人剂量结果

根据个人剂量检测报告，3名辐射工作人员年有效累积剂量均低

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中规定职

业人员的剂量限值 20mSv/a，也低于环评报告表提出的 4.0mSv/a 管

理约束限值。

四、验收工作组意见

项目环保手续齐全，基本落实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批复中的各项

要求，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有效，辐射安全管理制度齐全，验收监测

结果满足要求，验收工作组同意该项目在整改完成后可以通过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

五、整改意见

设置独立的放射性废物储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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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后续要求

1.加强辐射工作人员辐射安全培训与再培训。

2.加强放射性废物和废水的管理。

3.定期修改完善管理规章制度。

验收工作组

2018 年 5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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