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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1.1  设计简况 

2019 年 11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以“国函[2019]119 号”文件批

复了重庆港口岸扩大开放项目的请示。 

2020 年 4 月 20 日，重庆两江新区经济运行局以“渝两江经审[2020]145 号”

文件批复了《重庆果园港口岸开放综合查验设施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编

码：2020-500105-55-01-118810。 

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及

其审批文件中的要求，结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和项目行业相关技术规范进行施工

建设。 

实际设计时，扫描大厅的西侧、北侧为边坡，南侧、东侧为集装箱堆场，设

计阶段根据现场情况对扫描大厅建设尺寸进行了优化，尺寸由 46.6m×14.8m×

8.8m，变为 40.0m×12.5m×8.0m，优化后面积减少 189.68ｍ²；另外取消了引导

员室、备件室、维修室、司机休息室建设，备件室与维修室均设置在口岸大楼内，

不再单独建设，设备工作时由控制室工作人员通过语音提示将司机引至控制区边

界外，不再单独建设建筑物。扫描大厅现场目前未配备引导员。 

由于扫描大厅尺寸减少，为保证扫描大厅外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2.5μSv/h，

混凝土厚度需达到 500mm 以上才能满足要求，较原环评增加 100mm。 

1.2  施工简况 

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于 2020 年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了《重庆果园港口岸开放综合查验设施项目（机检系统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2020 年 10 月 9 日，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两江新区分局以（渝（两

江）环准〔2020〕141 号）号批复该项目，项目建设规模为：在重庆市两江新区

果园港（鱼嘴组团 I 分区 I01-1/01、I01-3/01 地块）建设一号机检区、二号机检

区，用于货物车辆或集装箱车辆安全检查，并建设相关的配套设施。 

目前一号机检区 FS6000DV 安检系统建成，并于 2021 年 7 月委托重庆环科

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了《重庆果园港口岸开放综合查验设施项目（机检

系统建设项目）（一号机检区 H986）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表》，并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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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8 月完成竣工环保自主验收，运营单位为重庆两江新区临港口岸保税物流有限

公司，并于 2021 年 8 月 18 日取得了辐射安全许可证（渝环（辐）证 10084 号），

有效期至 2026 年 8 月 17 日，目前设备运行良好。 

二号机检区于 2022 年 9 月开工建设，于 2023 年 2 月完工。 

项目施工过程中未出现环境投诉、违法或处罚记录等。 

本次主要对二号机检区——寸滩港海关口岸监管 H986 系统设备搬迁工程进

行竣工环保验收。 

根据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庆果园港口岸开放综合查验设施项

目 8#H986 设备用房业主变更说明的函》（渝港物果建函[2022]92 号），根据《果

园港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发展指挥部第十一次会议纪要》，由港务物流集团负责寸

滩港现有 H986 设备的搬迁改造升级工作。寸滩港 H986 搬迁新址位于重庆市江

北区果园港集装箱功能区——平台西北角。 

鉴于重庆果园港口岸开放综合查验设施项目业主为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有限

公司，而寸滩港 H986 设备搬迁工程地块所有人际场所经营人为港务物流集团控

股子公司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为顺利推进相关手续办理及实施工程建

设，特将重庆果园港口岸开放综合查验设施项目（二期）中的 8#H986 设备用房

项目业主变更为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施工期间，建设单位为重庆果园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1.3  验收过程简况 

根据国务院令第 682 号《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的规定要求，自 2017

年 10 月 1 日起，取消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行政许可，单位自行开展验收工作。二

号机检区于 2023 年 2 月完工，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在具备竣工验收条件后，

我单位委托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为经依法登记的独立法

人，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500105MA5U5P5431）作为验收调查单位进行项

目竣工环保验收调查工作，该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踏勘及资料调研

后，编制了验收监测方案，并于 2023 年 2 月 5 日委托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

司作为监测单位对二号机检区辐射工作场所进行了辐射环境监测。参加监测的技

术人员均持有上岗证书；监测仪器设备经国家计量部门检定合格，并在有效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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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重庆泓天环境监测有限公司于 2023 年 2 月 15 日出具了监测报告。 

根据实际监测情况，本项目辐射工作场所在安检系统正常运行时扫描大厅外

周围剂量当量率范围为 0.19～1.43μSv/h，小于 2.5μSv/h，控制室操作人员操作

位周围剂量当量率小于 1.0μSv/h。满足《货物/车辆辐射检查系统的放射防护要

求》（GBZ143-2015）要求。 

目前现场未设置引导员，后期如若配备引导员，引导员工作时必须佩戴个人

剂量计，定期进行检查并安排健康体检，同时现场引导员配备对讲机，方便与控

制室工作人员沟通。 

验收调查单位于 2023 年 3 月完成了项目竣工验收调查报告，我单位随即组

织了验收组对项目进行了评审。 

验收组依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

号）、《环境保护部辐射安全与防护监督检查技术程序（第三版）》，2012 年以及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批复等要求，经认真讨论，验收组建议项目通过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并于 2023 年 3 月 3 日形成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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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2.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 

我单位成立了辐射安全管理委员会，明确了各类人员的管理职责及环

保职责，同时，建设单位按照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其审批文件要求落

实该项目的各项环境保护治理措施，建立了环保档案；通过生态环境保护

宣传教育，提高各类工作人员的环保意识。 

管理小组对企业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领导，包括制定相关辐射防护与

安全制度、辐射防护用品配置、设备自检、组织辐射工作人员参加辐射防

护与安全培训、年度健康体检、个人剂量计送检并管理好辐射工作人员档

案、对企业辐射工作进行年度评估。同时对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进行定期

自检，发现安全隐患及时处理，配合相关监督管理部门对辐射环境管理工

作进行监督管理。 

（2）管理制度落实 

我单位制定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设备检修维护制度、辐射

事故应急预案等。并已张贴上墙，具体制度名录如下：制定了《辐射防护

领导小组管理与职责》、《安检系统放射防护安全操作规章制度》、《安检系

统操作流程》、《安检系统维修保养制度》、《个人剂量管理规定》、《辐射工

作人员辐射培训制度》、《安检系统放射性事故管理和应急处置方案》。 

表1  项目辐射安全管理措施落实情况 

序

号 
环评报告和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采取的管理措施 落实情况 

1 

设有专门的辐射安全与环境保护管理

机构或者至少有一名具有本科以上学

历的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 

已设立专门的辐射安全管理委员会，配

置 2 名技术人员专职负责辐射安全与环

境保护管理工作，其中一位为本科以上

学历。 

已落实 

2 

从事放射工作的人员必须通过辐射安

全和防护专业知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培训和考核。 

已配置 2 名人员，且已培训合格取得合

格证。 
已落实 

3 

射线装置使用场所有防止误操作、防

止工作人员和公众受到意外照射的安

全措施。 

配置安全联锁（急停开关按钮、钥匙开

关、电动档杆）、声光报警器、红外报

警器、警示灯、闭路监视系统和广播系

统等措施 

已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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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配备与辐射类型和辐射水平相适应的

防护用品和监测仪器，包括个人剂量

计。 

辐射工作人员配备个人剂量报警仪、并

为项目配备 X-γ辐射剂量率仪。 
已落实 

5 

有健全的操作规程、岗位职责、辐射

防护和安全保卫制度、设备检修维护

制度、射线置装使用登记制度、人员

培训计划、监测方案等。 

建设单位已建立岗位职责、操作规程、

设备检修维护制度、人员培训计划、个

人剂量管理等相关制度 

已落实 

6 有完善的辐射事故应急措施。 
公司已制定辐射事故应急预案，满足开

展的辐射工作运行要求。 
已落实 

（3）环境监测计划落实情况 

根据本项目环评文件，项目竣工验收时对扫描大厅及控制室进行了辐射

环境监测。满足环评文件要求，项目环境监测计划得到落实。 

2.2  配套措施及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本项目环保审批手续完备，环保设施及措施符合环评文件要求；项目

环保管理符合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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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整改工作情况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我单位严格按照环境保护“三同时”要求，按照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及其审批文件中的要求，结合环境保护设计规范

和项目行业相关技术规范，积极落实了各项环境保护措施。 

根据项目验收意见，本项目不涉及整改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