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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dioactive	sources	have	been	widely	used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industry	and	daily	lif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However, the occurrence of radioactive source accidents such as loss or theft brings potential 
radiation	hazards	to	people’s	live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radioactive	source	management	of	some	
units with radioactive sources, some relevant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are given.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we aim to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nuclear safety culture and standardized operation levels, and strengthen radioactive source management and emergency 
preparedness capabilities, aiming to further strengthen radioactive source management, ensure the safety of radioactive sources,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occurrence of radioactive source acc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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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放射源已广泛应用于工业、生活等众多领域，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放射源如丢失、被盗等
事故的发生给人们生活带来了潜在的辐射危险。通过分析部分涉源单位对于放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给出了相应的建议
与措施，结合实际情况，提高核安全文化意识及规范化操作水平，强化放射源管理与应急准备能力，旨在进一步抓好放射
源管理，保障放射源的安全，有效降低放射源事故的发生。

关键词

放射源；事故；管理

【作者简介】王嘉飞（1971-），女，中国河北辛集人，本

科，高级工程师，从事生态环境保护研究。

1 引言

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核的用途不断被拓展，在

国防安全、能源与环境、医疗、科研与生产等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随着核技术应用逐渐增多，核在促进科技发展、

改善生活的同时，其安全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如受到放射

源照射后，人体的组织器官会产生确定性效应和随机性效应

而受到辐射损伤。然而，核事故的发生并没有因为其危害性

停止对核能的需求和利用，相反是提高了对核安全的监管和

要求。

放射源是含有放射性元素的物质的总称，按照发射射

线的种类可分为 α 粒子源、β 粒子源、γ 粒子源及中子源

等，其用途主要包括辐照杀菌、辐照育种、无损检测、医学

诊断、矿石成分分析等，为发展国民经济、保障人民健康作

出了重大贡献。放射源无色无味，隐于无形，其危险性却

很大，按照放射性强度和对人体的危害性从高到低可分为

Ⅰ - Ⅴ共五类，Ⅰ - Ⅲ类源可致人死亡，Ⅳ - Ⅴ类源可使人

造成临时性损伤 [1]。因此，如果放射源管理不当的话，可能

会导致环境污染以及公共的辐射安全问题，造成无法预估的

损失。

因此，放射源的管理关系着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也

是当今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难题。为了有效改善我国放射源

管理中面临的问题，本文以放射源辐射事故为导向，以部分

涉源单位在放射源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依据，寻求更为合适

的管理措施，这对提升放射源安全、降低放射源事故的发生

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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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国放射源现状

我国处于从核大国向核强国转变的关键时期，对核工

业的发展和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核工业必须全面提

升安全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建设现代化核安全监管体系。

在放射源方面，建成了较为完整的放射源从“出生”到“入死”

各个环节的管控体系，包括放射源生产、运输、储存、销售、

进出口、使用及处置等 [2]，颁布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

置安全和防护条例》《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

管理办法》等法规标准文件，保障了放射源管理工作实施，

使放射源管理走向规范化。

随着放射源和射线装置的用途越来越广，其市场规模

将持续增加，截至 2023 年底，全国共有 16.96 万枚在用放

射源和 28.97 万台套射线装置受到各级监管部门的管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核安全局发布的年报，2009 年至

2023 年我国发生辐射事故数量如图 1 所示 [3-6]。从图 1 中可

看出 2009 年至 2013 年这 5 年时间里共发生 69 起辐射安全

事故。随着我国辐射监管队伍的壮大、监管能力的加强以

及法规、政策的完善，2019 年至 2023 年五年中全国共发

生辐射事故 22 起，平均每年 4.4 起，相比于十年前降低了

68.12%。虽然近些年辐射安全整体水平上升幅度很大，但

辐射事故的高发领域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即放射源管理仍然

存在些许问题。22起辐射事故中，与放射源有关的就有16起，

主要为放射源的丢失、失控、被盗及测井时落井等。

图 1  2009—2023 年我国辐射事故数量统计图

3 存在的问题

对近年放射源事故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大部分是

由于人为原因造成，为了尽可能降低人为错误造成的辐射事

故，针对这些人为事故进行分析，发现造成放射源事故的原

因主要为涉源单位对放射源的管理制度没有严格按照法规

及政策进行落实、单位及操作人员存在不同程度的核安全文

化意识不足和形式主义、缺乏必要的监测和放射源事故发生

的应急准备等。

3.1 核安全文化知识及观念薄弱
国际原子能机构在 1986 年出版的《关于切尔诺贝利事

故后审议会议总结报告》中首次提到了“安全文化”一词 [7]。

核安全文化是保证核安全的行为准则及基础，是从事放射源

工作的引领，因此必须遵守和践行敬畏核安全、守卫核安全

和珍惜核安全的文化氛围。放射源涉及的行业多种多样，涉

源单位的管理者和操作人员的知识层次及专业差异较大，甚

至有的单位从管理层到操作人员缺乏对核安全及辐射防护

的基本认知，认为体积较小的放射源即使发生事故也不会造

成大的影响。部分工作人员在对放射源进行操作时，由于专

业知识不足可能会在具体操作细节中出现辐射安全漏洞，在

发生事故后也不知如何处置，甚至做出“病急乱投医”的行

为。还有单位人员缺乏对新型放射源的认识，完全依靠先前

的经验进行操作，缺乏安全防控能力。

3.2 管理及责任制度落实不到位
对于放射源生产、销售、使用等相关单位，放射源的

安全管理是领导和工作人员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然而，

部分涉源单位领导只注重眼前的经济利益，对放射源的使用

和管理不闻不问，安全意识淡薄。有的单位虽然制定了相应

的放射源管理制度和辐射事故应急处理办法，但没有按照制

度执行，完全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的检查。有的单位人员流动

性较大，没有固定的放射源管理和操作人员，当原放射工作

人员离职后，管理者为了经济效益允许可能未取得辐射安全

培训证书的新工作人员开始从事放射源的相关操作。同时部

分单位在进行放射源操作如辐射探伤作业时，为了工作效率

在未有陪同人员的情况下单人进行放射源操作等现象没有

进行制止，以及没有建立专门的负责人制度、安全责任落实

不到位等问题都可能会导致放射源事故的发生。

3.3 缺乏定期检查及必要的监测和应急措施
部分涉源单位除了在购买放射源时进行检查并安装后，

基本未有过针对放射源及配套设备的任何检查及更新，甚至

安全警示标志不全，没有划分安全区域，导致工作人员误进

入辐照区等现象时有发生。放射源场所的辐射因素是一种特

殊的职业性危害因素，放射源产生的辐照会对人体造成潜在

的损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等要求，放

射工作人员需定期检查身体，然而部分单位没有按照规定执

行要求从业人员进行体检，甚至体检不合格者可继续从事该

工作。与此同时，部分单位缺少必要的防护服和监测设备，

甚至有的监测和报警设备一直处于损坏或维修中，即使发生

事故后，也完全不知。辐射事故如设备维护不当导致放射源

中射线外泄时，没有制定应急预案或没有经过应急处理的培

训，这可能会让事态一直蔓延下去，损失越来越大。

4 措施与建议

放射源事故的危害及教训十分深刻，对社会影响深远，

严重的话会再次引起普通民众“谈核色变”的恐慌现象大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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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出现。因此，加强涉源单位及工作人员的核安全观念和管

理措施等显得格外重要，也迫在眉睫。

4.1 普及核安全文化，加强核安全观念
核安全文化是涉源单位健康发展的源泉，重视核安全

文化的建设，就会带来丰硕的核安全有形成果。定期组织核

安全培训并将每次参加培训人员的姓名做好记录，以此来进

一步提高管理者和工作人员的辐射安全意识，使其深刻认识

到放射源事故发生时暴露在其辐射中轻则产生恶心、头疼，

严重的话可能会引起白内障、癌症等疾病。在培训结束后，

工作人员需积极分享自己对于核安全文化的理解，避免形式

主义。组织单位人员学习国家颁布的相关法规和政策以及本

单位制定的放射源操作及维护细则等，熟知核应急方案，培

养严谨、细致、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始终保持对核安全

的敬畏之心和守护职责，尽可能避免工作中麻痹大意的情况

出现，积极参与核安全文化建设并勇于承担安全责任，共同

进步，同时将安全培训考核作为绩效的一部分，以促进形成

良好的核安全文化氛围。

4.2 加强单位的主体责任和管理
建立负责人制度，成立应急小组，明确负责人角色和

职责，来统筹和管理放射源事务，并将主管领导和责任人联

系方式张贴上墙，建立责任追究制度，依法、依规严肃追责。

要制定相关奖励和处罚措施，对违反规定的放射工作人员进

行绩效处罚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对发现安全漏洞或全年运

行无事故的团队和个人给予奖金等奖励。定期为工作人员开

展体检等服务，体检合格者可继续从事放射工作，体检不合

格者不能继续从事该工作必须更换到其他岗位。对放射源建

立台账，可对放射源形状、规格等信息进行拍照或录像留存，

做到放射源的台账信息和实物信息相符，放射源编码按照国

家规定进行编制，放射源编码卡不得随意丢弃或更换位置。

涉源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放射源使用登记制度，巡检并登记，

严禁补登现象出现，同时放射源外借等情况也要严格登记并

上报管理部门进行审批。任何工作人员不得随意处置废弃放

射源，必须向放射源购买单位提出申请，包括放射源种类、

数量和技术指标等信息，且退役前需完成放射源的转让等信

息，签订合同，明确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并向管理部门登记

办理放射源的注销。涉源单位不能让相关制度仅仅停留在文

件上，更要落实到行动中，按照制度进行放射源工作，确保

放射源的安全运行。

4.3 构建辐射安全及应急管理体系
放射源工作区域需放置必要的核辐射监测与防护设备，

如中子辐射监测仪、γ 辐射监测仪、个人剂量计、中子及

γ 防护服、铅屏蔽容器、α/β 表面污染检测仪等，辐射管

理制度上墙、粘贴电离辐射标志、划分危险区域及安全区域。

单位实行定期检查和持续复核制度，定期检查放射源场所周

围的剂量，其监测数值不得超过国家标准规定的限值，同时

对放射工作人员进行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推行并实施保健

政策。放射源监测设备若存在显示异常、误报警等现象时应

立刻进行维修，在没有可替换的监测设备启用之前不得进行

关于放射源的一切操作。当发生事故后，放射工作人员不可

隐瞒不报、擅自处置，必须在第一时间联系应急小组和省市

相关部门，落实各项应急准备工作。为有效应对涉源单位放

射工作中可能出现的辐射污染突发事件，相关部门结合本省

市放射源情况，联合省环保厅、市环保局和涉源单位等开展

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放射源事故应急演练，加强应急工

作的技术指导，提升辐射事故应急处理的能力。

目前放射源管理主要以人工方式为主，难免有遗忘和

遗漏等情况出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省级相关部门可利

用物联网技术，结合北斗定位等技术手段赋能放射源监管，

建立具有安全监管、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和社会共治等功能

的放射源监控系统 [8, 9]，以实现全省所有放射源实时在线监

控。放射源定位和剂量率等信息实时同步更新，当放射源丢

失和被盗时，可追踪放射源移动的轨迹，便于放射源的搜寻。

5 结语

放射源安全和辐射环境已成为各级部门甚至广大群众

关心的问题，使得放射源管理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和任

务。本文在分析涉源单位存在的核安全文化薄弱、管理落实

不到位以及缺乏检查及应急措施等问题后，提出了相应的建

议和措施，从加强培训力度、落实责任以及构建应急体系等

方面做好完善的管理制度，才能切实做好放射源的管理工

作，将“辐”变为“福”，给核技术的广泛应用营造一种安

全和谐的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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