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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报道 一 年沈阳地 区环境介质中总 月
、 , 、 ” , 、’, , 、 、 、”‘ 、

的放射性水平
。

年 月 日切尔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后 ,

于 , 月 日放射性沉降物中有大量的总 户和
’ , ,

其值分别为
, ·

和
, ·

牛奶和蔬菜中
’ ‘

最高值分别为
·

厂 和 这就说明
,

环境已被污染诺

贝利核电站事故放射性沉降物所污染 估算了沈阳居民甲状腺的剂量
,

成人 甲状腺有效剂量当量小于 拌
,

婴儿

小于 拜
,

均低于国家放 射卫生防护标准的剂量限值

关键词 放射性水平 核电站事故 沈阳地区

一 年监测了沈阳地 区大气沉降物
、

水

源水和环境生物中主要人工和天然放射 性 核 素 水

平 年 月 日
,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

后
,

应急监测了大气沉降物等环境介质中某些人工

放射性核素含量
,

估算了沈阳成人和婴儿甲状腺的

有效剂量当量
,

并对放射性污染进行了讨论与卫生

学评价

计数管效率
,

一般为 左右
,

测量误差在

, 以内

一
、

监测项目和方法

大气沉降物 用水盘法或油盘法收集样品
,

经处理后
,

供总 户
、 , 、 ” , 、 ‘ ‘

等分析

生物样品 于收获期或可能有放射性污染时

采样
,

经处理后供主要人工和天然放射性核素分析
。

汉」量分析方法和测量仪器 见表

表 分析方法和使用仪器

放射性
种类

总 户

分析方法

大气沉降物总 月油盘法
或水盘法

, 总 月蒸干法

硝酸盐或 人 硫酸

盐沉淀法

碘锡酸盐沉淀法

萃取铀试剂
分光光度法

离子交换
、

分光光度测
定

射气法 一

萃取法

一 月 测量仪

,

同上

, 同上

型分光光度计

同上

二
、

结 果 和 讨 论

大气沉降物中
’“

和
’” 放射性水平

沈阳地区大气沉降物中
’。

和
‘ ,

的历年变

化如表 所示 由表 看出 一 年间
’。

的每季度均值 即三个月值的平均值 一般波动在

一
,

之间
,

各年均值 即 个季度值的

均值 在 一
’

之间波动 表 还说明

了  一 , 年的 ” ,

年均值 ,
, ,

较

同时间
,

年均值
’

低
,

且波动范围小
,

基本上稳定在 。
’

的量值上

一 一 , 年各季度
’ 、 ‘ ’

沉降特点
,

一

般是上半年值高于下半年值
,

并且第二季度值一般

偏高
,

即所谓春季沉降高峰的特点
,

有时这种峰值延

续到 月份
‘’
这与 日本学者所报道的从春到初夏

出现沉降峰值的结论相一致
〔” 对于出现春季峰值

的机制
,

有的学者认为
,

在冬末春初对流层的高度

降低
,

而使平流层的沉降物
,

由于扩散和重力作用

大量的通过对流的顶部向平流层移动并回落到地面

上
‘, ’,

因此
,

出现春季高峰的规律 并将随着平流层

核裂变产物的减少
,

这种特点和规律会越来越不明

显
。

一 苏 型氨氢分析仪
一

月 测量仪
参加本工作的还有焦淑芬

、

蒋衍
、

王月等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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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沈阳地区历年
’“ 、 ‘” 季度和年沉降里均值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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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
,

1 9 8 6 年第二
、

三季度乃

至 一9 8 7 年
’o

s
r

和
’3 7

C
s

沉降值比 1981一1955 年

各季度均值一般明显增高(表 2)
, ‘”

Cs 在 1986 年第

二季度达到峰值
,

其值为 171
.
S Bq /m

之,

这是1982一

一9 8 , 年各年第二季度均值 2.ogBq/m
,

的 82 倍;

, ” C s 年均值 46
.0 Bq/m

‘

是 1952一1985年间最高

年均值 2
.
09Bq/m

,

的 22 倍
. ’。

s
r

沉降值于 1956年

第三季度开始明显增加
,

其值 为 6
.
36 Bq/澎

,

为

xgsz一 1955 年各年第三季度均值 1.73 Bq/m
,

的 4

倍
. 1987 年第一季度测到

.“
Sr 的季度峰值 10

.
7

Bq/m
, .

可见苏联核电站事故对沈阳地区的大气污

染是明显的
.

2
.
水源水的放射性水平

几年来对各种水源水的放射性活度调查结果列

于表 3
.
辽河水的总 口

、 ’。

sr 放射性活度高
,

这是由

于辽河水含泥质且不易沉淀的缘故;自来水中总 月
、

, 。

sr 砍射性活度低
,
这是由于地下水源几乎不含人

工放射性核素的缘故
.
值得提及的是 1986年大伙房

水库水总 户放射性为 o
.
6oBq/L

, ’o
s r 活度为0

.
o8Bq/

L ,

均高于几年来的监测值
.
此外

,

还同时测到了
, ’‘I 放射性活度为 o

.21Bq/L[
」’ ,

这是平时所测不到

的核裂变信号核素
,

表明露天水源受到了切尔诺贝

利事故的轻度放射性污染
.

3
.
粮食

、

蔬菜和水果的放 射性水平

1981一1987 年收获期的粮食
、

蔬菜
、

水果中放

射性核素活度列于表 4
.
粮食中放射性一般大于疏

菜
,

而蔬菜又大于水果
.

粮食中放射性以大豆为高
,

大米较低
,

玉米一般

比高梁米高
.
疏类中放射性一般差别不大

.
各种植

物中放射性活度不同
,

除了与其吸收放射性能力有

关外
,
还与其生长期长短有直接关系

.
一般来说

,

生

长期长的所含放射性活度相对较高
,

反之亦然
.
由

表 4 还可明显看出植物中的天然放射性核素 水 平、

除 “K 外
,

一般小于人工放射性核素水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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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1981一1987 年沈阳地区粮食
、

蔬菜和水果样品中放射性水平 (B叼k幻

. 、

‘,
.

品品 种种 总 月月
, O

S
rrr 1 3 ,

C
sss L JJJ

2 3 2
T hhh

2 2 ‘
R
aaa ‘O

KKK

大大 米米 20 .7士0
.
0000 0 .0 4十0

.
0 111 0

.
3 3士 0

.1222 3
.22 + 0

.6666 5
.
37土 0

.1222 1.9十 0
.
3 000 2 6

.
6 士 0

.2888

小小 米米 59
.1+ 0

.
3888 0 .46 + 0

.3222 1.25+ 1
.
4000 ,

.
6 6士 0

.
4 xxx 13

.
6土0

.
3000 18.1士 1

.1000 32.8+ 0
.2666

高高梁米米 53
.
8士 2

.
6444 0 .19士0

.1444 0 .64 + 0
.
7 111 1.24 土0

.0222 0 .49 土0
.
0000 0 .90士0

.0000 33 .0+ 0
.2888

玉玉 米米 94.2士 2
.0 333 0 .24士0

.1999 0 .50 + 0
.

, 555 5
.

8 9 + 1
.

0 444 6
.

5 8土 0
.7777 4 .10+ 0

.7000 马2
.
8 + 0

。

7
000

大大 豆豆 380 .1士 69
.444 2.29士0

.9 555 5.4 1士3
.1999 5

.
84 土0

.0555 28 .4士0
.344444 446 .1士 2

.
8000

面面 粉粉粉粉粉 3
.18士 0

.2000 0 .3 1土0
.033333 28 .9士 7

.1000

平平 均均 12 1.6 + 131
.
333 0

.
64+ 0

.8333 1.63+ 1
.9222 4 .17士 1

.7 555 9 .12土9
.7000 6 。

2 5 十6
。

9 444 1 0 1

.

8 士154
,

000

66666666666 2

.

4 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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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

.

3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菠菠 菜菜 64 .6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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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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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沈阳地区蔬菜水果中放射性水平 (Bq/kg)

总 月
, o

s
r 1 3 ,

C
s

样品名称
198 1一 19 8 5 19 8 6 1 9 8 1一1985 1986 198 1一 1985 1986

一
!
—
!
一
l
—
l
一

一
l

一
!
一
__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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萝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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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十 20

.
7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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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士 2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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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十 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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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1 9
.
3十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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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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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6

.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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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3 9

.

4 土 1
.19

105 .9十 2
。

9 7

8 3

.

4

+

3

.

6 4

4 0

.

3 十0
.
4 5

4 9
.
3 + 1

.
5 4

2 2
.
2 十0

.
3 4

4 4
.
7士0

.48

0 .72 士O
,

2 0

0

.

0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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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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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0
7 +

0

.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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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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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6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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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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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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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0 土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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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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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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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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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士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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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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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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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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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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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64土0
.00

1.56土 0
.
53

198 1一 1 9 8 5 年放射性水平与 1986 年的比较

表 5表明了 195 6年蔬菜和水果中总
’o

s
r 、 ‘, ’

c
s

的放射性活度比 1981 一 1985 年的历年均值高
.
如

白梨 195 6年的
’o

s
r 、 ” 7c s 值分别为 1951一 1955 年

平均了直的 31和 一3 倍
,

比 1972一 1950 年高 19 倍

(
’。

S
r

)
【‘1

.

这说明沈阳地区的蔬菜
、

水果受到切尔诺

贝利事故的明显放射性污染
.

4
.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及其它核试验对沈阳

地区 丫亏染的比较

由文献〔4 ]得知
,

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沈阳地 区

大气沉降物中总 召放射性日沉降峰值( 13 1
.oBqZm

, ,

d
)

,

小于 1961 一 1962年间苏联和美国核试验裂变产

物对沈阳地区总 吞放射性 日沉降最大值 一 个 数 量

级
,

大于我国某次地上和空中核试验裂变产物对沈

阳地区 日沉降量最大值
.
沉降物中 ” ‘

I 放射性活度

28
.
2Bq/In

’ ·

d

,

也远大于我国几次空中核试验对沈阳

地区 日沉降物中 ” ,
I 的最大监测值

.
蔬菜

、

牛奶中
, ”

I 放射性活度也都大于我国地上和空中核试验进

行期间的放射性监测的最大值
.

综上所述
,

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对沈旧

地区造成了明显的放射性污染
,

其 ” ,

cs 和 “ ‘
l 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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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污染程度更大
.
大气沉降物总产放射性和 ”,

I

核素污染持续了 25 天
,

牛奶中 ” ,
I 污染持续了 42

天
汇3 ’

.

科 学 21 卷 6 期

附加的照射剂量
,

低于我国卫生防护标准所规定的

年剂量当量限值
,

对辽宁省居民健康影响不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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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众影响评价

1.1981 一 1985 年间
,

沈阳地区环境介质中放射

性活度未发现异常值
.
广大公众接受正常的环境放

射性本底照射
.

2
.
1986 年 斗月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后

,

沈阳地区环境介质遭受了不同程度放射性污染
.
蔬

菜和牛奶中 ” ’
I 活度最大值分别为 488

.IBq/kg 和

5
.
IBq/L

。

若每人每 日食用 Ik g 蔬菜
, 。

.
S L 牛奶

,

估

算沈阳居民对 ” ,
I 核素摄入量不到 100 Bq

.
低于

国家对规定的摄人量限值
‘”

.

3
.

根据沈阳地区蔬菜和牛奶中 ” ,
I 活度

,

结合

文献L6
,

7 〕估算沈阳地区成人和婴儿甲状腺所受的

年有效剂量当量分别为 1.73户S v 和 10
.
9拜s v ,

这些

[ 7]

(收稿日期: 1990 年 2 月 12 日)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外环境综合调查的概念

霍 焕 裴成虎 彭应登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所)

摘哭 本文在总结多年环境评价工作的基础上
, 提出了一套外环境缘合调查的分析框架

, 试图为繁杂的外环境调

查找到一个明确的工作思路
.
该框架包含二个分析层次: 调查系统层次与调查 因素层次

, 同时对各调查 因素及其

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
.

关键词: 环境影响评价;外 环境调查;框架
.

在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中
,

外环境现状调查是一

项十分重要的内容
,

特别是在环境现状评价
、

区域性

环境评价工作中尤为突出
.
对于工程建设项目的评

价
,

外环境的现状调查工作也十分重要
.
通过调查

,

一是了解来自工程所在地域的自然与社会状况和要

求
,

二是搞清本工程将对外界自然与社会环境的影

响条件
.
最终作出客观的影响预测结果

.

目前国内在评价工作中
,

已取得了不少成功的

经验
,

但绝大多数工作仍凭评价工作者的经验制定

工作方案
.
这样

,

往往为了防止漏项
,

工作安排得过

多
、

过细
,

而针对性不强
.
由于无成熟的理论指导

,

虽然报告书冗长而繁杂
,
但必要的工作又做得过粗

或不足
。

本文在总结多年工作的基础上
,

提 出了一套外

环境综合调查的分析框架
,

以便从繁琐的复杂关系

中
,

找到一个比较明确的工作思路
.

该框架包含二个分析层次 : 调查系统层次与调

查因素层次
.
根据外环境的特点及评价的需要

,

将

调查系统分为自然环境系统与社会环境系统
.
按照

环境评价的要求
,

将调查因素分为四大因素: 地理

因素
、

污染因素
、

迁移转化因素和环境敏感因素
.
这

样从纵项来说为自然
、

社会两大系统
,
横项为地理

、

污染
、

扩散
、

敏感四大因素
,

纵横相交为八个方面的

调查内容
.
这八个方面基本概括了外环境调查的各

个方面
,

以此为提纲针对具体任务而取舍
,

达到简单

而不漏项
、

突出重点的 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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