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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核电站具有能源潜力大
,

环境污染

小
,

安全运行记录高
,

燃料费用 包括运输 低

等突出的优点
,

使得核动力工业发展异常迅

速 截止到 年底
,

在 个国家和地区

中已有 座 堆 核电站投人了商业运行
,

座 堆 正在建造
,

总 电功率为 斗  

〔 我国已确定了发展核能的计划
,

一些

核电站的前期工作正在进行 本文在调研总

结国外核电站监测经验的基础上
,

结合我国

具体国情
,

阐述了核电站本底调查
,

常规环境

监测与事故状况下环境监测的目的
,

制定监

侧方案的原则和质量保证计划的内容
,

探讨

了核电站本底调查的合理持续时间
,

并具体

建议了我国核电站正常工况下的环境监测方

案及本底调查

一
、

核电站运行前的辐射本底调查

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第七号出版物对核

设施运行前的调查目的归纳为

获取有关关键核素
、

关键途径和关

键居民组的资料
,

为制定常规环境监测计划

和对监测结果的解释提供定量的依据

提供运行前环境中放射性和辐射水

平的数据
,

这些数据有助于解释运行时监测

的结果

检验常规环境监测的方法和步骤

从这一目的出发
,

核电站运行前的本底

调查内容大体包括两方面 基础资料的调查

和环境中放射性与辐射水平的调查 目前
,

各国在核 电站选址规程中均对本底调查的原

则和要求有明确的规定 例如
,

美国核管理

委员会对初选厂址阶段
,

只要求进行初步的

踏勘性的调查田 在
“

核 电站建造许可证阶

段
”

则要求详细描述运行前的本底监测方案
,

包括采样种类和地点
、

分析项目
、

频度
、

分析

灵敏度
、

大致开始 日期和持续时间等 并要求

在
“

运行执照阶段的环境影响报告
”

中呈报运

行前 一 个 月的环境辐射监测资料

运行前本底调查方案的制定与厂址地区

的自然条件
,

社会人文因素以及电站的堆型
、

功率
、

排放条件等紧密相关 从监测项目来

看
,

大体与核电站运行时常规环境监测计划

的项目相当或略有扩展
,

其中以环境 了 辐射
、

空气中微粒和水中放射性核素分析测量最重

要 表 中给出了国外两个核电站环境辐射

本底调查的实例 〔, ,’

对核 电站运行前本底调查的持续 时 间
,

各国各电站均不一致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建

议为 年 日本要求核电站在运行前至少呈

报 年的本底调查资料一些核 电站采用 一

年
,

有的采用 一 年的监测持续时间〔, 一“,

本底调查持续时间差异的原因有 调查目的

不同
,

厂址具体条件的差异以及历史原因等
,

其中最主要的在于
“

调查目的
”

在单纯了解

本底辐射水平时
,

核电站本底调查持续时间

至少应在 年以上 我们认为规定本底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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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核电站运行前环境辐射本底调查

电站名称 样品种类 分析项 目 取样分析频度 开始 商业运行年份

每 月一次

空气微校

土壤

水生生物

牛奶

饲料

牛 甲伏腺

总 。 、

总 月
、 ’ 、 , 、‘

丫 核素

总 月
、 ’ ‘ 、 丫 核素

、 了 核素

环境 丫辐射
、 , ” 、丫 核素

, 。 、丫 核素

核素

每周一次

每年三次

每月或每季一次

每年 一 次

每月二 次

每月一次

每年三次

每年一次

大气 每季一次

两周一次

土壤

水

蔬菜
、

谷物
、

饲料

沉降物

鱼及底质

丫 辐射

总
、

总 月
丫 核素

总 月
、

丫 核素

总放射性活度

总放射性活度
, 丫 核素

每月 一次

每年一次

每月一次

的 目的应该慎重 对运行前的本底调查统一

提出摸清辐射水平的季节变化规律可能要求

过高
,

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这样做势必要投人

过多的人力
、

财力
,

进行数量庞大的低水平样

品的分析测定

另外
,

在 目前的科技水平下
,

要把来 自核

电站的辐射和放射性核素与夭然环境的 包

括核试验沉降的 辐射和放射性核素的涨落

区别开尚需作许多工作
,

目前仍是尚待解决

的课题 因而
,

即使在运行前的本底调查中

用 一 年时间查清了某一项 目的变化规律
,

但在核电站运行时仍无法有效地鉴别同一核

素的不同来源 这说明
,

采用较长时间 如

年以上 作本底调查是不可取的 它既不符

合辐射监测最优化的原则
,

也不适应我国只

能将有限的财力用于防护的实际状况

从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转移和归宿的

现有知识出发
,

表 估计了不同监测内容对

持续时间的大致要求

从表 可见
,

探明环境中原有放射性水

平
,

在 年持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
,

而要了解

变化规律则需要 一 年时间 考虑到最优

表 不同监测内容对监测项目

持续时间的大致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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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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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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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还翌二一一卜兰一阵二兰一

土攫一

一

探明原有放 射性水平 初步了解变化规律

化的原则
,

建议对监测项 目的持续时间采用

以下原则确定 一 年内可初步摸清变化

规律的一些监测项 目应积累 年的数据 而

对大于 年才能了解变化规律的一些监侧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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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

持续时间控制在一年
,

如表 所示

表 运行前核电站周围环境本底调查的建议

项 目 频度
持续时
间 备注

环境 丫 辐射

空气微粒

总 户
丫 谱分析

环境水样

核素分析

丫 谱分析

蔬菜
、

饲料
、

谷物

丫 谱 分沂

牛奶中
‘ ,

分析

水生生物 了 谱分析

甸月一次

一月二次

甸季一次

每季一次

半年一次

每年一次

每季一次

每季一次

可用阔叶植物
代替

二
、

核电站运行时常规环境监测

从 目前国外发表的资料来看
,

对流出物

的监测越来越重视
,

有把流 出物的监测与电

站外环境监测并列发展的趋向 核 电站环境

监测的对象包括放射性物质和非放射性化学

物质
,

重点是放射性物质和辐射

流出物监测

流出物监测是指对核电站废气和废水排

放 口的监测
,

也就是对核电站的源项监测 从

新近发表的国外资料来分析
,

有两个新的动

向值得注意 一是监测的核素有扩展
,

量程

需扩大 另一个是超铀元素的监测受 到 重

视 尽管从核电站排出的超铀元素的量不大
一,

一
一 , ,

但国外的许多电站 仍 将

超铀元素列人监测项目〔 ,

反映 了对生物圈

中超铀元素积累的高度关切

目前
,

国外对核电站的烟囱流出物普遍

采用连续监测
,

重点是惰性气体
、 ‘

和微拉

物 在连续排放液态流出物的总排 出口 也应

进行连续监测

环境介质中放射性核素及辐射水平测

量

环境监测通常是按照环境监测计划进行

的 这个计划包括监测项目
、

范围和取样
、

分

析频度
,

其制定原则要充分考虑下述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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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站的堆型
、

功率
、

预期排出核素的

种类
、

浓度
、

物化特性及排放方式等

排 出核素在环境 中的转移和 行 为,

影响核素在环境中转移的自然 因素和社会人

文因素

居民分布
、

生活 习惯和食谱等

合理地确定采样点 监测点
,

监测范围

和采样频度是能否获得代表性样品的关键之

一 从我国核企业环境监测的实际经 验 出

发
,

借鉴国外核设施环境监测的计划
,

我们认

为核电站环境监测的半径控制在 范围
,

内是合适的 在具体布点上
,

对大气应在常

年主导风向区域多设一些采样监测点 对水

的途径则应在排 出口及下游设置一定的采样

监测点 布点要注意
“

近密远疏” ,

合理安排

同时要在上风向
、

上游非污染区设置
“

本底 ”

采样测量点 一般来讲
,

对气溶胶
、

沉降物
、

环境 丫 辐射可采用较高的采样
、

测量频度

周一 月
,

对水可采 用较低的采样
、

测量频

度 月一 季
,

对土壤
、

沉积物
、

水生物
、

农

作物可采用低的采样
、

测量 频 度 季一

年

参照国外经验制定我国核电站环境监测

计 划时
,

需根据我国具体情况注意以下差异

 我国建造第一批核电站的东南沿海

区域人 口密度相对较高 农村人口 所占比例

较国外高

我国居民饮食习惯与国 外 差 异 较

大
,

动物蛋白质及奶制品消耗量较少
,

蔬菜与

粮食的比重较大

 我国广大村镇有相当一部分居民直

接饮用未经任何处理的露天水 因此
,

对水

中放射性核素的监测周期可适当缩短
,

而对

牛奶中
‘

的监测可适当放宽 表 是建议

的环境监测方案

事故状况下的环境监测

首要 目的是
,

迅速取得有关直接危害公

众和地域的资料
,

以便确定必要的应急措施
。

最紧迫的问题是对吸人和外照射引起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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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对我国核电站常规环境监测方案的建议

监测对象 取样点位置和数量 分析项目 频 度 备 注

空气 微核物 总 户
、 丫 谱分析 连续或每天 累积

, 每

周累积小体积样 , 偶

尔抽取大体积样

,

外照封

水 地表水

饮用水

地下水

牛奶或阔叶植物

谷物
、

蔬菜

水生生物 指示生物

土壤

厂区外空气最大污 染区 个取样

点,

一 范围内主导下风向居

民 区 一 个取样点
, 主导上风 向不受

排放影响的区域 个取样点

同上

同上

排放 口下游 一 个点,
上游 个点

下游第一个饮水源

节涛 范 围内 个点

主导下风向供奶区 个点

受排放影响最大的地区 个点

排放 口下游 个点

受排放影响 最大的地区 个点

积分照射量

总 月
、丫 谱分析

总 产
、丫
谱分析

总 月
、丫 谱分析

, ‘ 、

放射性钮

总 月
、丫 谱分析

特定核素分析

总 召
、丫 谱分析

同上

每季一次

每月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半年一次

每季一次

每年一次

每年一次

侮年一次

用 丁 剂量计测

必要时分析 ”

必要时分析

收获期取样

必要时分析

表 两起典型反应堆事故的环境监测

堆 名 事故性质 估计排放量 监 测 内 容 事故发生时间

温茨凯尔

号堆

元件熔化

石墨着火

 ‘

吐
又

一, 了

,

知

辆监测车在事故发现后立即
测量环境

丫辐 射
,

空气中总 月

接着测定牛奶中”
、 ’ 、 ’ ’

年 月 日

分析大量食品样 蔬菜
、

鸡蛋
、

肉
、

饮水 中
‘, 、 , 。

三哩岛

电站 号堆

燃料元件破损
, 回

路冷却水泄漏
惰性气体 。‘

盆 之 乡

‘ ‘

可忽略

 直升飞机立即在 一 米高度

跟踪放射性烟云测量 丫 剂量率,

每 日 一 次

监测车立 即测地面 了 剂量率

个监测点用 测量
在 ,

年 月 日

月 日在 范围内对牛
、

羊奶中
‘ ’ , 并对牧草

、

土壤
、

蔬
菜

,

食品进行放射性核素分析

进行评价
,

接着要调查水源
、

食品的污染状

况
,

以便决定取舍 其次是评价事故状况下

公众实际接受的剂量

在制订事故监测方案时
,

要求
“

快速
”

这

时总活度和环境 了 辐射水平的测量有其特殊

的意义
,

介质中放射性核素的细致分析可 留

待第二步进行

在确定事故调查的取样对象
、

监测范围
、

分析频度时
,

需要考虑事故的性质
、

大小
、

释

放途径和当时的环境因素 表 给出了两起

典型的反应堆事故环境监测的实例

从表 可以看出
,

事故发生后要立即跟踪

烟云
、

监测地面 了辐射和大气中放射性物质

浓度
,

进行食品和饮水中放射性核素的分析

环境监测的质量保证

在核电站环境监测计划中一般应有质量

保证的规定
,

美国核管理委员会对此专门颁

布了管理指导条例
们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中的质量主要是指监

测数据的准确度和精密度 监测结果的总不

确定度 一般可用下面的函数式表示

一
, ,

D
u

,

M

u

……)

式中 c u 是与样品采集
、

贮存有关的不确定

度 ; A u 是与样品预处理
、

分离纯化有关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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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度; D
u 是与样品测量有关的不确定度 ;

M u 是与数据处理有关的不确定度
.

质量保证的目的就在于把总不确定度减

少到一个可以接受的水平
.
以往人们的注意

力主要放在 A u 上
,

而忽视了其他环节上的

不确定度
.
实际上后者尤其是采样过程中产

生的不确定度有时可能大于 A u[ 11〕
,

并且更

难控制
.

环境监测质量保证计划要由相应的组织

机构进行管理
,

要求监测全过程完整
,

记录

准确
.
结果的复审

、

保存
,

报告制度完善
,

人

员技术培训
.
另外从技术角度看尚有以下内

容:

(l) 采集和分析测量平行样品
.
这是保

证监测结果精密度的主要措施
.
其数量一般

约 占常规采样分析样品总数的 10 一 20 %
.

(2) 测量仪器和测量方法的检验
.
对监

测方法和仪器在投人常规使用前
,

必须进行

检验和刻度
.
刻度应该采用国家计量标准

.

或由其传递的次级标准
.

(3) 实验室内常规质量控制
.
重点是对

流量计
,

可携式仪表的检验 ;固定式测量仪器

的效率
、

本底等技术性能的检验 ;质量控制样

邵
,

( 平行样品
、

掺标样品
、

空 白样品)的分析

等
.
一般质量控制样品约 占分析测量样品总

数的 10 一20 并
.

(4) 实验室间比对测量
.
比对测量是发

现 分析测量系统误差的有效方法之一
,

对低

水平放射性测量尤为重要
.
这种比对可在同

一系统内进行
,

也可以在各国的不同实验室

之 间进行
〔12 , ‘, 1

.

科 学 8 卷 1 期

( l) 核环境标准的研究
.
首先有必要尽

快查清我国天然本底辐射剂量
,

以便建立环

境剂量的基线
.
其次要尽快对我国现有核企

业的辐射环境质量作出评价
.
在此基础上开

展核能剂量分配份额
,

以及确定合理的尽可

能低的环境剂量限值的研究
.

(2) 开展就地监测技术
、

仪器以及环境

中低水平放射性核素分析测量方法的研究
.

(3 ) 开展环境监测最优化的理论 研 究
,

包括实现最优化的方法学研究等
.

(钓 加强核电站环境监测中污染源鉴别

技术的研究
.
开展环境样品

a 能谱学和 了 能

谱学的研究
,

以及同位素比值法和数理统计

学在鉴别污染源中应用的研究等
.

(5) 核电站事故监测方法的研究
,

包括

事故源项的研究 ;应急监测方法的研究 ;应急

监测技术的研究 ; 应急措施设计的最优化研
一

究等
.

(6) 开展环境监测质量保证的研究
,

包

括研究
、

制定执行环境监测质量保证计划
,

研

究
、

生产放射性环境标准参考物质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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