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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放射环境管理办法》的规定，结合我国研究堆发展的具体

J清况，制定本导则。

    2.本导则规定了营运单位向国家环境保护局提交的拟建研究堆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告

书)所应包括的基本内容和标准格式。

    3.本导则适用于各种堆型的陆地固定式研究堆。

    4.按照审批程序，研究堆营运单位应当分别在申请审批厂址、建造许可证和反应堆首次装料三个

阶段提交相应的报告书。

    (1)申请审批厂址(或可行性研究)阶段的报告书

    本阶段报告书应在资料调研、现场勘查以及利用参考反应堆的数据资料的基础上，提供厂址地区的

地形、地质、地震、气象、水文、经济、人文资料和反应堆的参数。这个阶段评价的目的，是判断所选厂址的

适宜性;并根据厂址的主要环境特征，对反应堆的工程设计提出环保方面的要求。

    (2)申请建造许可证阶段的报告书

    本阶段报告书应提供反应堆厂址地区的实际环境资料，给出反应堆源项的初步设计参数、反应堆废

弃物的设计排放量和有关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资料，评估环境影响。这个阶段评价的目的，是论证厂址

和反应堆的工程设计能否满足保护环境的要求，从设计上保证环境保护设施得到落实，申请反应堆建造

许可证

    (3)申请反应堆首次装料阶段的报告书

    本阶段报告书应根据所建反应堆的实际情况，特别是环境保护设施和三废治理设施的建造性能和

质量，以及那些在申请建造许可证时尚未完成但规定在试运行前完成的工作成果和现在的环境现状，来

评价反应堆运行后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应重点论述反应堆废弃物质排放量的确定及其环境影响。提

供环境监测计划、环境监测技术规范。这个阶段评价的目的，是检验反应堆建设和环境保护措施是否符

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规定，申请反应堆的首次装料和废弃物质的排放量。

    本阶段还应提供反应堆的应急计划。

    5.报告书是营运单位为申请各种许可证而提供审查的重要文件。各阶段的报告书是关于拟建反应

堆的一套连续的、完整的独立文件。要求文字精练，重点突出，尽量采用图表来表达所要说明的问题，列

出参考文献。报告书的文字和图表应印刷清晰、工整。对于与评价有关的支持性研究成果和重要的文献

资料，应以摘要或全抄形式，作为附件收人报告书中

格式与本导则不同的报告书，其编写大纲事先经国家环境保护局认可，

国家环境保护局1993一09-18批准

内容符合本导则要求的，也

          1994一04一01;z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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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似接受。

    6.各阶段报告书应分别在审批反应堆厂址、建造许可证和首次装料前四个月报送国家环境保

护局。

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格式与内容

                                  第一章 概 述

    本章应概要介绍反应堆工程项目和环境影响报告书的编制依据

1门 反应堆名称

    说明反应堆名称、营运单位及隶属关系、资金来源。

1.2 建设规模和规划

    给出反应堆堆型、额定功率、实验系统规模及今后发展规划。

1.3 建设目的

    联系国内和本地区的实际情况，阐明建设反应堆的必要性。

1.4 报告书的编制依据

    列出编制报告书所依据的法规、标准和文件。

1.5 评价标准

    给出报告书中所采用的评价标准。

第二章 厂址与环境

    本章应提供厂址地区的环境基本资料。

2.1 厂址的地理位置

    提供以厂址为中心半径分别为10 km和50 km的适当比例的地区地图。说明反应堆厂址的地理位

置，标出反应堆堆址的经纬度。

    提供厂址区域平面图。图上应清楚地标明厂区、非居住区边界和规划限制区外边界。说明厂区的占

地面积。

2.2 评价区范围及其子区划分

    研究堆环境影响评价区的范围一般是以反应堆为中心、半径为80 km的圆形区域。整个评价区由9

个同心圆和16条射线划分为144个子区。各同心圆的半径分别为1,2,3,5,10,20,30,40和50 km;相

邻二条射线的夹角为22. 50，第一条从11. 250开始。

2. 3 人口分布和居民食谱

2.3.1 评价区人口分布

    给出各子区的现有人口数。提供反应堆运行第一年、反应堆寿期内每隔10年的预期人口数及其估

算依据。

2.3.2 厂址附近的重要居民点

    在一张适当比例的地图上，标出半径5 km范围内的重要居民点，注明其人口数。给出评价区内各

城镇与反应堆之间的距离、方位和人口数。

2.3.3 居民的年龄构成的食谱

    提供评价区各年龄组的比例关系及相应的食谱，并说明食谱中来自评价区的份额。

2. 3.4 流动人口

    提供半径5 km范围内年流动人口估计数。

2.4 土地利用和资源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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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1 工业、交通、军事和文化设施

    说明半径5 km范围内工矿区，易然易爆物品以及化学毒品仓库，武器试验场，古迹、风景游览区、

  自然保护区和交通要道等位置和简要情况。

2.4.2 居民点和农牧场

    列表给出16个方位离反应堆最近的居民点、菜园、农田、奶牛场和养鱼场

2.4.3 农副业生产和陆生资源概况

    列表给出评价区主要家畜家禽饲养的数量、肉奶蛋产量、饲养方式、饲料构成、生长期、屠宰后的贮

存期和销售情况。

    列表给出陆生植物(蔬菜、粮食、饲料植物)的种植面积、单位面积产量和总产量、生长期、贮存期和

销售情况。

    提供陆上重要的自然资源，包括森林、草场、野生珍稀动植物概况。

24,4 水产资源和水生态概况

    概要说明邻近地区的水产资源及其利用，介绍水生态概况，概述受纳水体的利用情况以及人和动物

在其附近的活动。

2.5 气象

2.5门 区域气候和当地的气象条件

    应当描迷厂址地区的一般气候特征，给出厂址地区最近几年的年、月平均气温、湿度、露点、降水量、

降水小时数、出现雾的小时数和它们的极值，同时提供观测这些气象资料台(站)的位置。给出台风、龙卷

风等灾害性天气的有关资料。

2.5.2 联合频率

    在申请审批厂址阶段，尽可能采用能代表厂址及附近气象特征的国家或地方气象部门的气象观测

资料，给出简化的联合频率

    在申请建造许可证阶段，应提供厂址实测的风向、风速、稳定度和雨况的四维联合频率表。应给出年

风玫瑰图和年雨玫瑰图。如果没有厂址实测资料，则应提供能代表厂址风特征的气象台(站)的数据。

2.5.3 混合层高度和扩散参数

    给出中性和不稳定天气条件下混合层的平均高度，说明确定混合层高度的方法和资料来源.

    给出各类大气稳定度下适宜于该厂址条件的大气扩散参数值口

    说明反应堆周围地形、水域和建筑物对大气弥散条件的可能影响。

2.6 水文

2.6.1 地表水

    描述厂址周围的地表水体与反应堆的相对位置、大小、形状、流动方式及流域概况。

    提供不同季节的水位、流速、流量和水力坡度。

    对于滨海厂址应提供潮型、潮位、潮流速度、流向、持续时间和波涛活动等情况。

    对于半封闭海域和湖泊，应给出其半交换期和容量。

    给出可能被污染水体的平均宽度和深度、扩散系数。

2.6.2 地下水

    说明厂址地区的水文地质概况，包括地下水动态、地下水类型、含水层类型、水质和地下水流场的一

般资料。

2，6，3 洪水

    提供对厂址有影响的暴雨、风暴潮、溃坝、湖震、海啸等造成的洪水水位、流量和规模等资料。
2.了 地形地貌

    提供地形图并概述厂址周围的地形地貌。

2.8 地质地震

2.8.1 地质特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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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述厂址区域的地质概况和厂区工程地质的结论性意见。

2.8.2 地震

    给出区域稳定性、地震烈度级别和地面加速度等有关结论性意见。

第三章 反 应 堆

    本章主要阐述反应堆建设的一般概况，重点描述安全设施、三废处理系统和污染物源项。

3门 厂区规划和平面布置

    提供厂区平面布置图。标明反应堆、废气和废液释放点等重要设施的位置和标高。

3.2 反应堆工程概况

3.2.1 概述

    给出反应堆堆型，简介反应堆系统的组成和堆本体的结构，提供反应堆的主要设计参数。

3.2.2 燃料元件

    概述燃料元件的结构和性能，给出有关的设计参数。

3.2.3 安全系统

    着重描述反应堆安全设施、裂变产物去除和控制系统等的设计目标和性能。

3.3 实验系统

    简述与反应堆直接或间接有关的实验装置:如:束流孔道、热室、跑兔、堆内辐照孔道和实验回路等。

说明可能影响堆芯安全的各种实验。

3.4 反应堆用水和排热系统

3.4.1 供排水系统

    说明反应堆供排水系统的组成，给出流程示意图。给出在各种运行工况下的月最大和平均用水量，

阐述由于供水不足而可能对反应堆产生的影响。

3.4.2 排热系统

    说明排热系统及其能力.

3.5 送排风系统

    说明反应堆送排风系统的组成，给出流程示意图。

3.6 供电系统

    简述反应堆主要的和备用的供电系统。

3.了 放射性废物系统和源项

3.7.1 放射性贮量

    给出反应堆运行时可能向环境迁移的各辐射源的放射性贮量分析计算结果，这些辐射源包括堆芯

燃料及乏燃料、冷却剂系统、工艺气体系统、可更换的活化工艺构件等。

17.2 放射性废气系统和源项

    描述放射性废气系统。说明在正常运行工况下，系统控制、收集、处理、输送放射性废气的能力，提供

系统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列表给出各种来源的放射性废气的估计量和流量、预期的系统去污因子和衰变因子。说明放射性废

气的释放情况，包括排放高度、温度和排气速度、核素种类、排放浓度、预计的年平均排放量等。

3.7.3 放射性废液系统和源项

    描述放射性废液系统。说明在正常运行工况下，系统控制、收集、输送、贮藏和处理放射性废液的能

力。提供系统工艺流程示意图

    列表给出各种来源放射性废液的预计总量、预期的系统去污因子和衰变因子。说明放射性废液的排

放情况，包括排放点、排放方式、核素种类、排放浓度、预计的年平均排放量等

3.了.4 放射性固体废物系统和源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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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描述放射性固体废物系统。说明在正常运行工况下，系统对放射性固体废物收集、减容、固化、包装

和贮存的能力。提供系统处理、贮存、装运设施的工艺流程示意图。

    列表给出各种来源的放射性固体废物的种类、数量、比活度及总活度。

3.7.5 乏燃料暂存系统

    说明反应堆乏燃料暂存设施的贮存容量、贮存方式及其安全防护措施

3.8 化学物质排放

    列表给出设施可能排人环境的主要化学物质的名称、年使用量、排放方式、年排放总量及排放浓度

    提供化学物质处理流程示意图及系统处理能力

3.9 放射性物质运输

    给出运进运出反应堆的放射性物质的数量、种类和运输方案。

3.10 退役考虑

    简要说明反应堆退役设想。

第四章 反应堆施工建设过程对环境的影响

    本章应论述反应堆施工建设过程对环境造成的影响。论述的重点应是土地和水的利用所致的永久

性的和暂时性的影响。

4.1 土地利用

    本节应说明建造道路、运输物资、占用土地、土方挖掘和填充等施工活动对当地环境的影响。

4.2 水的利用

    本节应说明修建供排水建筑物、改造水道、修筑暴雨地沟等施工活动对该区域内水资源及其利用的

影响。

4.3 施S影响的控制

    给出为减少或防止噪声、尘土、交通道路的破坏等不利影响所采取的措施。

第五章 反应堆运行的环境影响

    本章应论述反应堆正常运行对环境的辐射影响。

5.1 照射途径

    确定并说明对人产生照射的各种途径。

5.2 气载途径的剂量估算

5.2.1 大气弥散估算

    提供计算空气中污染物浓度和干、湿沉积量的模式和主要参数。

    列表给出各子区空气中污染物稀释因子和干、湿沉积因子。

5.2.2 食物链转移估算

    提供估算与人的食物链有关的作物和动物及其产品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的模式和主要参数，列表

给出相应的计算结果。

5.2.3 剂量估算

    提供估算各年龄组年个人剂量当量和评价区内的集体剂量当量的剂量模式和参数，列表给出相应

的计算结果。

5. 3 液态途径的剂量估算

5.3.， 水弥散估算

    提供估算水载污染物在地表水中迁移和扩散的模式和主要参数。

    列表给出地表水途径不同地点的污染物稀释因子。

      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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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食物链转移估算

    提供估算与人的食物链有关的水生生物和动物产品中的放射性核素浓度的模式和主要参数，列表

给出相应的计算结果。

5. 3. 3 剂量估算

    提供估算各年龄组年个人剂量当量和评价区内的集体剂量当量的剂量模式和参数，列表给出相应

的计算结果。

5.4 年辐射剂量汇总和评价

    通过调查和计算，确定关键居民组、关键核素和关键照射途径。说明关键居民组的居住位置、人日数

和主要特征。

    列表给出气、液态途径中各核素通过各种照射途径对关键居民组所致的个人有效剂量当量。

    列表给出气、液态途径中各核素所致的集体有效剂量当量和总的集体有效剂量当量。

    列表给出评价区各子区的个人有效剂量当量。

    根据剂量计算结果，与有关的法规和标准进行比较，对环保设施的功能和反应堆正常运行的环境辐

射影响作出结论性意见。

第六章 反应堆事故的环境影响

    本章应论述反应堆潜在事故对环境的辐射影响。

6.1 事故描述和事故源项

6.1.1 事故描述

    给出事故谱及专设工程安全设施的响应。

6.1.2 事故源项

    给出所要分析的事故释放到环境的源项，包括释放的数量、核素名称、释放方式等，说明用以计算这

些源项所用的模式和主要假设。

6.2 事故剂量估算和评价

6.2.1 事故大气弥散条件

    给出按当地气象观测资料估计的各事故工况下不同时间间隔、不同距离的大气弥散条件。

    给出计算事故大气弥散因子的方法、模式和主要参数。

6.2.2 事故剂量估算

    给出各事故工况下不同事故时间间隔、不同距离的个人有效剂量当量、甲状腺剂量以及评价区内集

体有效剂量当量和集体甲状腺剂量。说明事故剂量估算的模式和参数。

6.2.3 事故剂量评价

    根据事故剂量计算结果，与有关环境辐射防护标准进行比较，对事故的辐射影响作出结论性意见。

第七章 流出物监测和环境监测

    本章应提供反应堆运行前的环境监测方案及其监测结果、反应堆运行期间(正常和事故两种工况

下)流出物监测和环境监测方案，以及质量保证方案。

了.1 运行前的环境监测

    列表给出收集样品的类型、取样地点和频度、分析的核素、分析方法和测量仪器的名称及其最小可

探测限。

    简要说明布点原则、样品采集和制备方法。

    列表给出大气、地表水、地下水、土壤、淤泥和生物等环境介质中各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列表给出评价区内的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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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2 运行期间的环境监测方案

    列表给出收集样品的类型、取样地点和频度、分析的核素、分析方法和测量仪器的名称及其最小可

探测限。

    简要说明布点原则、样品采集和制备方法。

7.3 运行期间的流出物监测方案
    详细叙述气载和液态放射性流出物监测系统，指出哪些是连续监测的.哪些是非连续监测的，并给

出它们的最小可探测限以及报警闭值。

    给出标有监测点的平面示意图和监测流程示意图。

    给出非连续监测系统的监测项目、取样方法和频度.样品制备方法，分析测量方法，分析核素的

种类。

7.4 质量保证

    在流出物监测方案和环境监测方案中，应概述样品采集、处理、分析和测量以及数据处理等全过程

的质量保证方案。

第八章 结 论

    (1)明确指出关键居民组、关键核素和关键途径。

    (2)通过与有关法规和标准相比较，评价反应堆正常运行和事故工况下对公众所致的最大个人有

效剂量当量和集体剂量当量，给出结论性意见

    (3)说明环境保护设施是否满足国家和地方的有关要求

    (4)明确指出存在的问题和为改善环境质量应采取的相应措施。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开发监督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姜希文、刘新河、刘森林。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