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兴义市人民医院医用血管造影 X 射线系统建设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4年 9月 12日，兴义市人民医院根据《兴义市人民医院新建医用血管造

影 X射线机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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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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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兴义市人民医院

法定代表人：王忠安

单位所在地：兴义市英雄路 1号、2号、11号；兴义市沙井北路 31号；兴

义市万峰林街道办事处徐霞客广场处西峰林遗产展示中心 1-3层

建设项目所在地：兴义市英雄路 2号兴义市人民医院新医技楼（2号楼）1

楼复合手术室

建设项目所在地经纬度：东经 104.90650937°，北纬 25.085458°

所属行业类别：Q841（医院）

建设年月：2023年 8月~2024年 8月

主要联系人：周萍

联系方式：13985996878

建设规模：兴义市人民医院将新增一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以下简

称 DSA），布置在医院新医技楼（2号楼）复合手术室。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1）2023年 7月贵州科正环安检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兴义市人民医院新

建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机核技术利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2023年 7月 17日黔西南州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以州环辐审

〔2023〕12号对《兴义市人民医院新建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机核技术利用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批复。



（3）2024年 5月 29日取得贵州省生态环境厅办法的《辐射安全许可证》

（0016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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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总投资 3000万元，环保投资 330万元。

（四）验收范围

兴义市人民医院新增一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DSA），DSA安装于

医院新医技楼（2号楼）复合手术室 1，D对新医技楼（2号楼）1楼复合手术室

现有场地进行机房建设和装修，成为复合手术室机房及辅助用房，安装的 DSA

型号为 Discovery IGS 7，属于Ⅱ类射线装置，用于介入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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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房防护措施

DSA 安装于医院新医技楼（2 号楼）复合手术室 1，机房的净尺寸：

12.721m×6.818m，有效使用面积：86.73m2，DSA机房辐射屏蔽装修措施为：（1）

四周墙面墙体：4mmPb的铅复合板；（2）顶棚：12cm厚混凝土+3.0mmPb铅复

合板；（3）地面：35cm厚混凝土+并涂抹 5mmPb硫酸钡水泥；（4）DSA机房

与控制室连接处（控制室防护门）、DSA机房与缓冲间处（DSA机房防护门）、

DSA机房与体外循环室、DSA机房与污物通道连接处（污物通道防护门）连接

处各安装内衬为 4.0mm厚铅板不锈钢门；（5）观察窗为 4mmPb的铅玻璃。

（2）管线穿墙补偿措施

机房中所有电缆穿墙均拟“U”型管穿墙，通过地面下沉电缆沟穿出机房，电

缆沟表面铺设 3.0mm铅板，穿墙弯折部分电缆外用 3.0mm铅皮包裹电缆，以防

止射线漏出。风管管道在机房的两侧墙壁横穿出机房，在机房内端的管道外壁包

了 300mm长度、3.0mmPb的复合铅板，作为进出风口的辐射屏蔽补偿。

（3）安全装置

1）联锁及紧急制动装置：DSA机房大门设置有自动闭门装置，控制室防护

门、导管器械库防护门、污物通道防护门设有曝光时关闭机房门的管理措施和防

夹装置；防护门均设计安装有工作状态指示灯并设置门灯连锁装置；该项目机房



防护门拟设闭门装置，机房防护门外拟设计安装有工作状态指示灯并设置门灯连

锁装置，DSA设备及操作间控制台上拟安装紧急制动装置。

2）对讲装置：在 DSA机房与控制室之间安装对讲装置，控制室的工作人员

通过对讲机与 DSA机房内的手术人员联系。

3）警告标志：DSA机房门外应设置电离辐射警告标志、醒目的工作状态指

示灯，灯箱处应设警示语句；DSA机房大门为平开门，设置有自动闭门装置；

控制室防护门、体外循环室防护门、污物通道防护门为推拉式防护门，设有曝光

时关闭机房门的管理措施和防夹装置；DSA机房设置的 4 扇防护门均设置有工

作状态指示灯与机房门联锁等安全设施；在监督区、控制区墙体合适位置张贴监

督区、控制区警示标识。

机房的防护门外的醒目位置设置明显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在准备出束时，

操作台工作人员可通过语音对讲装置告知非相关人员撤离机房。

（4）距离防护

机房将严格按照控制区和监督区划分实行“两区”管理，即监督区和控制区，

且在机房人员防护门的醒目位置张贴固定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并安装工作状态

指示灯。限制无关人员进入，以免受到不必要的照射。

（5）时间防护

在满足诊断要求的前提下，在每次使用射线装置进行诊断之前，根据诊断要

求和病人实际情况制定最优化的诊断方案，选择合理可行尽量低的射线照射参数，

以及尽量短的曝光时间，减少工作人员和相关公众的受照时间，也避免病人受到

额外剂量的照射。

（6）个人防护用品

本项目 DSA机房放射工作人员涉及同室操作，所以需考虑工作人员、患者

和受检者的个人防护。同时应配备适当种类和数量的备用防护用品，供工作人员、

患者和受检者防护使用。

根据现场核实，医院为本项目已配置 0.5mmPb 铅橡胶防护背心 18 个、

0.5mmPb铅橡胶防护衣 11个、0.5mmPb防护围裙 18个、0.5mmPb铅橡胶颈套

29个、0.5mmPb铅防护帽 9个、0.5mmPb防护眼镜 12个、0.025mmPb介入防护

手套 10个；儿童 0.5mmPb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1件、铅橡胶颈套 1件、1件铅



防护各 1 件、陪检者 0.5mmPb 铅橡胶性腺防护围裙 1 件、铅橡胶颈套 1 件、1

件铅防护衣各 1件。

（7）通风

根据《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中对“机房应设置动力通

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的要求，未对通风换气做出要求，根据防护施工设

计单位提供资料，本次 DSA机房设计动力通风装置，新风额定送风量为 1200m³/h，

排风机额定风量为 1000m³/h，在不考虑排风功率损失的情况下，机房容积为

260.19m³，通风换气次数为 4.6次/h，此通风频率能满足规定更为严格的《放射

治疗放射防护要求》（GBZ121 2020）中放射治疗机房通风换气次数的“不低于 4

次/h”的要求，能确保保证机房内有良好的通风，因此机房通风设计能满足 GBZ

130-2020中“机房应设置动力通风装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的要求；且要求通风

管道包裹 3.0mmPb复合铅防护板，确保对外环境影响达到《放射诊断放射防护

要求》（GBZ130-2020）标准及规范要求.

（8）医疗固体废物

手术中使用的造影剂产生的废物列为医疗固体废物，做一般医疗废物处理；

本项目医疗废物每次手术后在污物打包间内打包后进行转移，依托医院已建的医

疗废物暂存间及其相关处理流程进行无害化处理，最终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

手术中病人使用的针管、床垫、纱布、棉花等一次性医械用品废物列为医疗固体

废物，做一般医疗废物处理，纳入医院医疗固废处理流程处理。

根据类比相似项目，本项目医疗废物产生量为：每台手术产生医疗废物为

10kg/台，医院预计每年手术量为 500台，因此，本项目医疗废物产生量约为 5t/a，

本项目医疗废物、使用的造影剂产生的废物、一次性医械用品废物，包括每次手

术后在污物打包间内经过医疗垃圾双层防渗垃圾袋进行密封包装打包后进行转

移，依托医院已建的医疗废物暂存间及其相关处理流程进行无害化处理，最终交

由委托危废处置单位心一日一运进行无害化处理。

（9）生活垃圾

根据类比相似项目，本项目医护人员及病人产生的生活垃圾按照 0.5kg·d/人，

本项目建成预计会新增医护人员、病人和家属约 1500人，则产生是生活垃圾合

计 7.5t/a，生活垃圾依托医院现有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收集，生活垃圾由院方每日

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置。



（10）废水

根据工程分析，本项目无放射性废水产生，产生的医疗废水，医护人员生活

废水及候诊病人生活废水纳入医院已建设施进行处理，现有废污水经过污水处理

站处理后达到《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综合医疗机构

和其他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中预处理排放标准后，排入市政管网处理，最

终进入污水处理厂。

（二）辐射安全与防护措施和其他管理要求落实情况

（1）根据实际现场检查及监测，该机房墙体无肉眼可见的裂缝，防护门无

肉眼可见的缝隙，各监测结果均满足标准要求；

（2）DSA机房有门灯联锁系统、有紧急止动装置并设置在控制室墙上以及

控制台上；

（3）DSA机房内有机房通风系统，满足要求；

（4）配有个人剂量报警仪，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均已进行职业健康检查和佩

戴有个人剂量计，并建立了个人档案；

（5）手术室个人防护用品配有铅衣、铅围领、铅帽、铅围裙、铅眼镜等个

人防护用品；辅助防护设施有铅悬挂防护屏、床侧防护帘、床侧防护屏及铅屏风。

这些防护用品的正常使用，可有效保障手术医生的安全。

（6）工作场所设建立了《核与辐射安全管理组织机构与职责》、《核与辐

射安全管理制度》、《放射防护制度》、《安全防护设施的维护与维修制度》、

《辐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制度》、《辐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管理制度》、《辐

射工作人员培训再培训管理制度》、《辐射监测方案》、《辐射事故应急预案》

等。

三、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验收规模与环评规模一致无变动。

四、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

（一）辐射工作场所与环境辐射水平为：DSA机房屏蔽体外 30cm的监测结

果在 0.108~0.120µSv/h，满足“《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具

有透视功能的 X射线设备在透视条件下检测时，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的要求。



（二）根据验收监测结果估算，本项目所致辐射工作人员和公众的年有效剂

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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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兴义市人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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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组一致同意兴义市人民医院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系统建设

项目（州环辐审〔2023〕12号）通过竣工环境保护设施验收。

六、后续要求

（1）项目后期应注意环保措施的日常维护，环保措施出现问题时应停止生

产，并立即对环保设施进行维修，待维修结束确定正常运行后方可启动生产。

（2）当生产工艺或环保设施出现重大变更是应向当地生态环境局报备，根

据相应要求完成环保设施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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