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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随着核能产业的快
速发展，放射源的数量和
种类不断增加，管理难度
逐渐加大。

放射源管理现状 集中管理的必要性 政策推动

为确保放射源的安全使用
和有效监管，避免辐射事
故的发生，实施集中管理
势在必行。

国家相关法规和政策对放
射源的管理提出了更高要
求，推动核电厂实施放射
源集中管理。

030201

目的和背景



实施计划和预期成果
提出具体的实施计划、时间表、
资源需求和预期成果。

可行性分析
从技术、经济、安全、监管等
角度对集中管理体系的可行性
进行深入分析。

集中管理体系的构建
详细描述集中管理体系的构建
思路、框架、关键要素和实施
步骤。

放射源的定义和分类
简要介绍放射源的定义、分类
及危害程度。

国内外管理现状
概述国内外核电厂在放射源管
理方面的现状、经验及教训。

汇报范围



放射源管理现状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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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在建核电厂中放射源数量众多，且分布在不同区域和部
门，管理难度较大。

放射源数量及分布

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放射源管理的法规和标准，对放射源的采购、
运输、使用、存储和处置等环节都有明确规定。

法规标准

各核电厂普遍建立了放射源管理制度，配备了专业的管理人员和设备，
实施了放射源的分类管理、台账管理、定期检查和评估等措施。

管理措施

放射源管理现状



各核电厂在放射源管理上存在差异，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
和流程，导致管理效率不高。

管理不统一

放射源管理信息不透明，缺乏有效的信息共享机制，不利
于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对核电厂放射源管理的了解和监督。

信息不透明

部分核电厂在放射源存储、运输和使用等环节存在安全隐
患，如设施老化、人员操作不规范等，可能对环境和人员
健康造成潜在威胁。

安全隐患

存在的问题



某核电厂曾发生一起放射源丢失事件，由于管理不善和监管

不到位，导致放射源在运输过程中丢失。该事件引起了广泛

关注和舆论质疑，对核电厂的声誉和公众信任度造成了负面

影响。

某核电厂放射源丢失事件

某核电厂在放射源使用过程中发生泄露事故，造成了一定范

围的环境污染和人员伤害。该事故暴露了核电厂在放射源管

理和应急处置方面的不足，需要加强相关措施和投入。

某核电厂放射源泄露事故

案例分析



集中管理体系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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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放射源的安全管理，防止事故和泄漏

事件的发生。

安全性原则

提高放射源的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和

风险。

高效性原则

实现放射源管理的透明化，便于监管和公

众监督。

透明化原则

构建一套完善、高效、安全的在建核电厂

放射源集中管理体系，确保放射源的安全

可控，保障公众和环境的安全。

目标

构建原则和目标



1

2

3

设立专门的放射源管理部门，负责放射源的统一

采购、运输、存储、使用和处置等全过程管理。

组织架构

明确各级管理部门的职责和权限，建立责任制和

考核机制，确保各项管理工作的有效实施。

职责划分

建立放射源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协作

机制，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和资源的共享。

协作机制

组织架构和职责划分



管理制度

制定放射源管理制度，包括采购、

运输、存储、使用和处置等各方

面的规定和标准。

流程设计

设计放射源管理的全流程，包括

申请、审批、采购、运输、存储、

使用、处置等各个环节的具体操

作步骤和要求。

监管机制

建立放射源管理的监管机制，包

括定期巡查、专项检查、事故应

急等，确保各项管理制度和流程

的有效执行。

管理制度和流程设计



技术可行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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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技术成熟01

目前放射源监测技术已经相对成熟，包括剂量率仪、中子探测器、γ谱

仪等多种监测设备，可以实现对放射源的实时监测和剂量评估。

监测网络完善02

放射源监测网络已经逐步建立，包括固定监测站、移动监测车等多种监

测手段，可以实现对放射源的全方位、多角度监测。

数据处理准确03

放射源监测数据处理方法不断完善，包括数据校准、统计分析、可视化

呈现等多种手段，可以确保监测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放射源监测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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