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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

建设项目名称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

项目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600号综合楼二楼 4号DSA手术室

建设单位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技改

环评时间 2022年 7月 开工时间 2022年 10月 20日

投入试生产时间 / 现场监测时间 2023年 4月 20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及文号

广东省生态环境厅

粤环穗审〔2022〕59号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广州达盛检测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项目基本情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原中山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始建于 1971年，

是国家卫健委直管的综合性三级甲等医院。近年来先后荣获国家爱婴医院、全国

医院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全国卫生系统先进集体、全国教育系统抗震救灾优秀集

体、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等一系列荣誉称号。2018年 12月，获批准

为广东省高水平医院第二批重点建设医院。医院技术力量雄厚，院本部（含岭南

医院）拥有在职员工 5033人，其中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4282人，高级职称人员 642

人。医院目前拥有天河院区（院本部）、萝岗院区（岭南医院）、粤东院区、肇

庆院区四个院区。天河院区（院本部）开放床位约 2000张，日均门急诊量超过

14000人次；萝岗院区规划床位数 1500张，目前一期开放床位 661余张，日均门

急诊量约 4000人次；位于梅州的粤东院区规划床位数 1500张，现开放床位 800

余张；肇庆的肇庆院区于 2021年 10月投入运营，规划床位数 1800张。

为了提高患者的医疗服务，满足医院业务开展需求，医院将天河院区综合楼

二楼原 DSA入口通道、更衣室及库房等区域改造扩建为一间 DSA机房（命名为

4号 DSA手术室）及其辅助用房，并新增 1台医用血管造影 X射线机（以下简称

“DSA”）用于介入放射诊疗手术。

项目回顾：

医院已持有《辐射安全许可证》，证书编号：粤环辐证[01314]（发证日期：

2023年 2月 13日，有效期至：2024年 3月 7日），许可的种类和范围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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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 7月，医院向广东省生态环境厅提交《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技术

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报告编号：GZDS环评 2022015，以下称“报告

表”），报告表中包含本项目 1台 DSA，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2022年 7 月 19日，医院取得《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关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

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粤环穗审〔2022〕59号）。

2023年 2月 13日，本项目 1台Ⅱ类射线装置（DSA）已登记在医院《辐射安

全许可证》中。

本次验收情况：

医院于 2023年 4月 20日委托广州达盛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对医院综合楼

二楼 4号 DSA手术室进行辐射环境水平监测，监测日期为 2023年 4月 20日。本

次验收的设备为 1台 DSA，设备相关参数见表 1-1。

表 1-1 本项目 X射线装置一览表

设备名称 厂家 型号 出厂编号 类别 主要参数 使用位置

医用血管造

影 X射线机

（DSA）

东软医疗系

统股份有限

公司

NeuAngio
43C

N43C220
001

Ⅱ类
125kV
800mA

综合楼二楼

4号 DSA手

术室

根据《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公告 2017年第 66号，2017年 12月 5日公布实施），本次验收的 DSA

属于Ⅱ类射线装置。

经现场确认，本次验收的 DSA手术室、DSA设备及安装位置与报告表地点

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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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DSA设备及设备铭牌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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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验收依据

法规文件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1998年 11月 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令第 253号发布，根据 2017年 7月 16日《国务院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的决定》修订；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生态环境部公告 公

告 2018年第 9号；

3.《建设项目竣工验收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年 11月 22日环境保护

部发文并实施，文号：国环规环评 [2017] 4号；

4.《关于发布《射线装置分类》的公告》（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公告 2017年第 66号，2017年 12月 5日公布实施）。

验收监测标准

本项目 DSA手术室相关限值要求汇总见表 2-1。

表 2-1 本项目 DSA手术室相关限值要求汇总

标准依据
《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

（GB18871-2002）限值/要求

项目 人员年受照剂量 辐射工作人员不大于5mSv/a；公众人员不大于 0.25mSv/a

标准依据
《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130-2020）

限值/要求

项目

机房要求
最小有效使用面积不小于 20m2，最小单边长度不小于

3.5m

防护要求 机房屏蔽防护铅当量不小于 2.0mmPb

剂量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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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短时、高剂量率曝光的摄影程序（如 DR、CR、屏

片摄影）机房外的周围剂量当量率应不大于 25μSv/h

排风要求 设置动力通风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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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项目建设情况

1.医院外环境关系

医院天河院区建设地址位于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天河路 600号。医院北面为

天河路，东面为石牌东路和冠军小区，南面为迎龙大街，西面为西河大街。中山

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地理位置图见图 3-1，医院项目四至图见图 3-2。

图注： 项目机房位置， 项目机房 200m范围。

图 3-1 医院地理位置图

200m



第 6页

图注： 为项目机房， 为 50m评价范围， 为医院边界

图 3-2 项目四至图

2.DSA机房环境关系

根据医院总平面图，医院天河院区现有综合楼、门诊楼、旧门诊楼、住院楼、

肝病大楼、等主要建筑。

本项目 DSA手术室位于医院综合楼二楼 4号 DSA手术室，机房东侧为走廊，

南侧为控制室、男更、女更、换鞋间，西侧为设备房，北侧为 DSA入口通道，

机房楼上为通道、存片室、放射科 1号值班室、2号值班室、更衣室，楼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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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T5室及其控制室、设备间、输液大厅。4号 DSA手术室及相邻区域情况见表

3-1，综合楼二楼（局部）改造前平面布局见图 3-3，综合楼二楼（局部）改造后

平面布局见图 3-4，综合楼一楼（局部）平面布局见图 3-5，综合楼三楼（局部）

平面布局见图 3-6。

表 3-1 机房相邻区域情况一览表

图 3-3 综合楼二楼（局部）改造前平面布局图

机房 东侧 南侧 西侧 北侧 上层 下层

4号
DSA手

术室

走廊

控制室、男

更、女更、

换鞋间

设备房
DSA入

口通道

通道、存片室、

放射科 1号值

班室、2号值班

室、更衣室

CT5室及

其控制室、

设备间、输

液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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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综合楼二楼（局部）改造后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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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综合楼一楼（局部）平面布局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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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综合楼三楼（局部）平面布局图

3.保护目标

根据本项目的特点，本项目的验收范围及保护目标范围确定为该项目辐射工

作场所实体屏蔽物边界外 50m范围区域。根据本项目工作场所的平面布局和周

围的外环境关系确定本项目辐射环境保护目标为医院内部医护人员、接诊患者、

出入医院的公众人员以及周边区域的其他公众人员，与环评相较，本项目周围外

环境无变化，本次验收环境保护目标与环评基本一致。本项目保护目标情况详见

表 3-2。

表 3-2 环境保护目标

评价
项目

方位、距离 场所 保护人员类别及性质 人数
年受照剂
量约束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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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号
DSA
手术
室

/ 机房内
辐射工

作
人员

DSA医生和护
士

约 3人

≤5mSv'

南面相邻 控制室
辐射工

作
人员

DSA技师 约 3人

南面相邻
男更衣、女更
衣、换鞋间

公众 医护人员 约 2~4人

≤
0.25mSv

西面相邻 设备房 公众 医护人员 约 1~2人

北面相邻 DSA入口通道 公众
医护人员、患者

及其家属
约 8~10

人

东面相邻 走廊 公众
医护人员、患者

及其家属
约 2~3人

机房正上方 通道 公众
医护人员、患者

及其家属
约 8~10

人

机房正上方

存片室、放射科
1号值班室、2
号值班室、更衣

室

公众 医护人员
约 4~10

人

机房正下方
CT5室及其控
制室、设备间、

输液大厅
公众

医护人员、患者
及其家属

约 4~10
人

北面约 25m 天河路 公众 流动人员
约 30~50

人

东面约 40m 石牌东路 公众 流动人员
约 20~30

人

南面约 34m 冠军小区 公众

流动人员
约 10~20

人

居民 约 50人

西南面约
40m 门诊楼 公众

诊室、办公室等
医护人员

约 100人

患者及其家属
约 30~5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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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 主要污染源及防护措施

1.主要污染源：

本次验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为使用 1台Ⅱ类射线装置（DSA），放射性污染

主要来自DSA的X射线球管产生的主射线、散射及机房防护门、墙体与窗的泄漏

辐射等，污染途径为外照射，只要DSA机房的辐射防护措施能满足标准要求，主

要受影响的是室内操作的工作人员，污染途径为外照射。

2.辐射防护与污染物处理：

（1）辐射防护措施

医院根据《放射诊断放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对合楼二楼 4号 DSA

手术室进行辐射防护措施建设，概括如下：

表 4-1 防护设施核实
设备

名称
项目名称 标准要求 实际情况

是否满

足要求

DSA

机房规格
有效使用面积大于 20m2，

最小单边长度大于 3.5m。

机房有效使用面积 47.79m2，

最小单边长度 5.37m。
满足

机房布局

应合理设置 X射线设备、

机房的门、窗和管线口位

置，应尽量避免有用线束

直接照射门、窗、管线口

和工作人员操作位。

机房防护门、窗、管线口的

位置避开了有用线束。
满足

X射线设备机房（照射室）

的设置应充分考虑邻室（含

楼上和楼下）及周围场所的

人员防护与安全。

机房位于综合楼二楼，周围

无儿科、妇产科等辐射敏感

科室。

满足

每台固定使用的 X射线设

备应设有单独的机房，机房

应满足使用设备的布局要

求。

设置单独的机房，机房满足

DSA布局要求。
满足

屏蔽防护 各屏蔽体厚度≥2mmPb。

四周墙：24cm实心灰砂砖

+3mmPb硫酸钡防护涂料；

顶棚：18cm混凝土+3mmPb
硫酸钡防护涂料；

地面：18cm混凝土+3mmPb
硫酸钡防护涂料；

各防护门：3mmPb；
观察窗：3mmPb。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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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机房屏蔽体外的周围

剂量当量率控制目标值应

不大于 2.5μSv/h

经现场监测，监测结果均低

于 2.5μSv/h。
满足

工作场所

防护

机房应设有观察窗或摄像

监控装置，其设置的位置

应便于观察到受检者状态

及防护门开闭情况。

机房与控制室墙上设置铅玻

璃观察窗，机房内设置有监

控装置，便于观察到受检者

状态及防护门开闭情况。

满足

机房内不应堆放与该设备诊

断工作无关的杂物。

机房内未堆放与该设备诊断工作

无关的杂物。
满足

DSA

工作场所

防护

机房应设置动力通风装

置，并保持良好的通风。

机房内设置有层流洁净系

统，机房通风效果良好。
满足

机房门外应有电离辐射警

告标志；机房门上方应有

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

灯箱上应设置如“射线有

害、灯亮勿入”的可视警

示语句；候诊区应设置放

射防护注意事项告知栏。

各防护门外均有张贴电离辐

射警告标志；机房门上方设有

醒目的工作状态指示灯，灯箱

旁张贴有“射线有害、灯亮勿

进”的警示语句；机房外设置

放射防护注意事项。

满足

平开机房门应有自动闭门

装置；推拉式机房门应设

有曝光时关闭机房门的管

理措施；工作状态指示灯

能与机房门有效关联。

患者出入门、设备房门、控

制室门均为电动推拉门，要

求工作人员曝光时，关闭机

房防护门；工作状态指示灯

与患者出入门有效关联。

满足

电动推拉门宜设置防夹装

置。

电动推拉门设置有红外线感

应防夹装置。
满足

受检者不应在机房内候

诊；非特殊情况，检查过

程中陪检者不应滞留在机

房内。

手术过程中无陪检者、候诊

人员滞留在机房内
满足

机房出入门宜处于散射辐

射相对低的位置。

机房出入门的位置处于散射

辐射相对较低位置。
满足

个人防护

用品
按照 GBZ 130-2020表 4

工作人员：铅橡胶围裙、铅

橡胶颈套、铅橡胶帽子、铅

防护眼镜、铅悬挂防护屏、

铅防护吊帘、床侧防护帘、

床侧防护屏、铅防护手套，

数量和铅当量满足要求

患者或受检者：配备成人/儿
童铅橡胶性腺防护方巾、铅

橡胶颈套、铅橡胶帽子，数

量和铅当量满足要求

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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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出入门 控制室门

设备房门 公告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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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用品存放处 铅眼镜、铅手套、移动铅屏风

铅悬挂防护屏 铅防护吊帘

床侧防护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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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排风装置

图 4-1 安全防护设施现场照片

（2）本次验收的 DSA采用数字显像技术，不会产生显影水、定影水。

3.规章制度和人员管理：

（1）医院现有 225名辐射工作人员，所有辐射工作人员已按要求参加辐射

防护知识培训，并已取得培训合格证书。本次验收共涉及 14名辐射工作人员，

其均于已参加了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与防护考核，成绩合格。医院承诺在未来的

工作中，会根据项目开展的需要，在发生人员增配、调动时，应组织新进人员参

加培训，保证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工作。

（2）医院已委托广东省职业病防治院对辐射工作人员进行长期个人剂量监

测，涉及本次验收的 14名辐射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监测正常，已建立各级放射

工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档案，并由专人负责，统一管理，因此该院的辐射工作人

员在日常工作中已基本做好了个人防护工作。

（3）医院为工作人员配备了铅帽、铅围脖、铅防护服等防护用品；

（4）医院制定了《关于调整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辐射与放射安全质量管

理委员会成员的通知》、《辐射事故应急处理预案》、《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

《射线装置安全操作规程》、《放射性同位素使用登记制度》、《职业健康监护

及其档案管理制度》、《医用设备维修与保养制度》、《辐射工作人员培训制度》、

《辐射防护监测方案》和《DSA操作规程》规章制度。

通过以上措施的落实，可以减少本项目运行时 DSA装置产生的辐射照射对

手术室内辐射工作人员、室外周边工作人员及公众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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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 环境监测

本次验收监测的监测防范、监测仪器、监测布点、监测时间、监测工况等详

见监测报告（见附件 1）。

1.质量保证

（1）监测前制定监测方案，合理布设监测点位，选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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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检定合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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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查或绘制质量控制图等质控手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4）监测实行全过程的质量控制，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有合格证书上

岗；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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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测报告经质量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审核，最后由技术负责人或授权签字人签

发。

2.监测结果

医院综合楼二楼 4号 DSA手术室（室内设备为 DSA）外的环境本底辐射水

平 为 0.134~0.161μSv/h ， DSA 工 作 时 机 房 外 辐 射 水 平 检 测 结 果 为

0.142~0.29μSv/h。可知机房外的环境辐射水平均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3.公众人员与职业人员年有效剂量估算

从 2021年 7月至 2022年 6月的连续 4期个人剂量监测报告（监测单位：广

东省职业病防治院）显示，监测周期中辐射工作人员存在内外章混带，个人剂量

章放置在机房内等情况，医院一年中所有辐射工作人员的年有效剂量均低于辐射

工作人员剂量限值（20mSv）；机房外公众估算年受照剂量可忽略不计。介入科

辐射工作人员存在监测数据超剂量情况，医院相关部门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核实调

查，调查结论认为，该名医师个人剂量超过管理目标值的主要原因为手术量大

（2021年介入手术工作量为 244 台）、高难度复杂手术多导致手术照射时间长

且部分手术无法正常使用铅屏风防护所致（参与介入手术类型多为主动脉瘤覆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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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架植入隔绝术、大血管支架植入术、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技术、经颈静脉门体

静脉分流术、经皮肝穿刺胆道引流术、经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等，手术时长平

均 3-4小时），此外，该名医师未注意选择合身的铅衣型号也可能影响防护效果。

医院根据以上调查情况积极采取相应措施：1）于 2021年 12 月组织该医师

进行了职业病专项强化体检，于 2022年 3月在此组织该医师进行在岗期间职业

病常规体检，体检结果均为“可继续从事电离射线作业工种工作”；2）介入科

调整工作安排，自 2022年 1月起减少该医师的手术量，减少射线暴露时长；3）

该医师已深刻认识到放射防护的重要性，在手术中注意铅衣型号的选择及规范穿

戴防护用品，2022年 1-3月该医师个人剂量监测结果显示正常；4）医院计划拟

邀请辐射防护专家来院现场调研，给予指导，进一步加强院工作人员辐射防护工

作。

同时医院承诺在今后开展辐射工作中将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管

理工作，加强个人剂量计及个人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管理。

医院辐射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和公众估算年受照剂量结果满足《电离辐射防

护与辐射源安全标准（GB 18871-2002）的要求（工作人员年受照剂量不超过

20mSv，公众受照剂量不超过 1mSv）和年有效剂量约束值（工作人员年有效剂

量约束值不超过 5mSv，公众年有效剂量约束值不超过 0.25m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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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 环保要求及落实情况

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建议及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报告表要求 落实情况

1

在今后开展辐射工作中加强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管理工

作，加强个人剂量计及个人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管理，

合理安排分配介入手术工作量，并结合工作负荷适当增

加轮岗人数，以减少医护人员受照剂量。

已落实。

医院进一步完善落实《个人剂量、辐射场所监测计划》的执行，已加强了对相关科室

个人剂量计正确佩戴的培训及管理，并严格关注介入手术医生的个人剂量监测数据，

如发现监测数据异常或临近超剂量限值时将对其进行相关的调查以及工作手术量分

配。

2
医院应按相关制度开展辐射工作场所的日常监测，增加

监测频率，记录监测数据，确保日常辐射工作的安全。

已落实。

医院进一步完善落实《个人剂量、辐射场所监测计划》的执行为本项目工作场所制定

有相应的日常监测计划。

3

医院未来如需增加辐射装置或对其使用功能进行调整，

则应按要求向有关生态环境部门进行申报，并采取相应

的污染治理措施，主动接受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督管理。

已落实。

医院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流程对增加辐射装置或对其使用功能进行调整时按要求向

有关环保部门进行申报，并采取相应的污染治理措施，主动接受环保部门的监督管理。

4

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辐射环境的

监测，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

辐射安全评估报告。

已落实。

医院制定了相关的制度，每年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对辐射工作场所进行辐射环境的监测，

并于每年 1月 31日前向发证机关提交上一年度的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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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 验收监测结论及建议

验收监测结论：

1.验收内容

本次验收的核技术利用项目为 1台Ⅱ类射线装置（DSA）。

2.监测工况

本项目 DSA设备运行正常。医院于 2023年 4月 20日委托广州达盛检测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对综合楼二楼 4号 DSA手术室进行辐射环境水平监测，监测日

期为 2023年 4月 20日。

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本次验收的合楼二楼 4号 DSA手术室周围环境辐射水平满足《放射诊断放

射防护要求》（GBZ 130-2020）的要求。医院个人剂量监测涵盖所有辐射工作人

员，且无中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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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满足报告表提出的年有效剂量约束值。

4.环境管理检查

医院完成了《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对本项目的环境保护要

求，具有相应的监测手段，完善了辐射防护安全管理制度，在防护和管理上执行

了国家的相关制度。

5.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及现场检查情况，医院验收组对本项目提出以下要求：为保障

辐射安全，应在每年 1月 31日前完成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工作。

6.结论

医院核技术利用扩建项目落实了工程设计、环境影响报告表、广东省生态环

境厅对项目的环境保护要求，通过竣工验收。

验收监测建议：

（1）建议医院在本项目发生人员增配、调动时，应组织新进人员参加培训，

保证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

（2）建议医院进一步加强工作人员的个人剂量管理工作，加强个人剂量计

及个人防护用品正确佩戴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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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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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个人剂量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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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辐射安全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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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辐射防护培训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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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环保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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