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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企业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继凯。 

联系方式：13754426607。 

所属行业：稀土金属冶炼。 

生产能力：设计生产能力为 6000 吨/年。 

劳动定员及工作制度：公司劳动定员总人数为 75 人。公司年工作日数为 300

天，三班运转，每班 8 小时工作制。 

主要产品：以碳酸稀土和氯化稀土为主要原料，萃取分离生产单一碳酸稀土、

氯化稀土、氧化稀土及稀土富集物等系列产品。 

地理位置：该企业位于保定市满城区满城镇守陵村村南（具体位置见图 1-1）。

中心坐标为东经 115°18′26.48″，北纬：38°54′32.03″，厂址北、西、南三侧均为

农田，东侧邻公路（通济街），距离最近居民点为东侧 210m 的后屯村。 

 
图1-1 企业地理位置图 

公司组成：公司占地 48133m2，前处理车间 l 座、萃取车间 3 座、后处理车

间 l 座、焰烧车间 l 座；公用工程包括：办公楼 1 座、纯水制备系统 l 套、给排

水系统、供热系统等；辅助工程包括：原料库 1 座、产品库 l 座、辅助材料库 1

座；环保工程包括：废气净化处理系统 3 套、废水处理系统 3 套（含萃取废水预

处理系统）、危废暂存库 l 座，低放废渣暂存库 l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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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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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 5 月 2 日，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填报了《河北省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表》，满城县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出具了审批意见。

2001 年 3 月 6 日通过了满城县环境保护局组织的环保治理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 

华保公司萃取分离生产线项目建设较早，自建成至今己运行 32 年（期间 2013

年 7 月至 2016 年 11 月停产），公司根据相关环保要求对项目皂化工艺进行了 2

次调整，对各项污染防治措施进行了不断改进，并设置了废水排放口。 

根据河北省生态环境厅 2018 年 12 月 25 日发布的《河北省伴生放射性企业

名录》，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被列入河北省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

管理，按照《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相关要求，公司应对其厂区流出物排放情况及对周边辐射环境质量进行辐射环境

监测，每年 2 月 1 日前编制完成上年度环境辐射年度监测报告，向社会公开。 

2023 年，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委托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进行本企

业的辐射环境监测工作。 

2 生产工艺及污染物处理措施 

2.1 生产工艺 

华保公司主要是以碳酸稀土和氯化稀土为原料，萃取分离生产单一（或混合）

碳酸稀土、氯化稀土、氧化稀土及稀土富集物，其生产工艺流程总体包括三部分

(图 2-1)，即：前处理工艺、萃取分离工艺和后处理工艺（包括沉淀、蒸发结晶、

焙烧）。 

（1）前处理生产工艺简述：原料碳酸稀土和氯化稀土仅前处理工艺不同，

原料碳酸稀土前处理工艺采用盐酸溶解，经沉淀过滤除杂后得到氯化稀土料液，

而原料氯化稀土则直接用水溶解，经过滤除杂后即可得到氯化稀土料液，后续萃

取和后处理工艺均相同。 

（2）萃取工艺：在萃取前端，采用氨水（20%）对有机萃取剂 P507 进行

皂化。萃取在搅拌式混合澄清萃取器里进行，萃取器由混合室、澄清室、潜室和

搅拌器组成，生产中，多台比邻相连的单级萃取器组成集合体，混合氯化稀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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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称为水相）和有机溶剂（称为有机相）在萃取器里逆流接触，最终完成萃取

作业。

（3）后处理工艺：将单一（或混合）稀土氯化物料液打入沉淀罐，经蒸汽

间接加热到一定温度后加入适量草酸或碳酸氢铵，生成稀土沉淀；沉淀完成后，

上清液为含草酸或氯化铵的废水，分别进入草酸和氯化铵废水蒸发浓缩处理设施

处理；草酸盐或碳酸盐稀土浓液利用离心机或抽滤槽加入一定量的纯水对其进行

水洗，以减少产品中氯离子的携带量，经脱水后得到草酸或碳酸稀土。根据市需

求，单一（或混合）碳酸稀土即可作为产品直接外售，也可进行焙烧后得到单一

（或混合）氧化稀土产品；单一草酸稀土全部进入后续焙烧工序，焙烧得到单一

氧化稀土产品。

2.2 污染物处理措施 

在稀土产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气、废水和固体废物中均含有放射性核素。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含放射性废气主要为酸溶废气和熔烧烟气，含放射性废水主要

包括萃取废水、草沉废水、碳沉废水，含放射性固体废物主要为酸溶渣。

2.2.1 废气 

本项目的废气主要为酸溶废气、灼烧废气，燃气锅炉废气，废气经过自建废

气处理设施系统，处理达到《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要求

后排放。

有组织废气排放源主要包括：

①酸溶解前处理、萃取车间萃取工序及氨水罐呼吸和有机萃取剂罐呼吸、草

酸沉淀后处理及草酸废水处理、盐酸储罐呼吸等产生的含氨、氯化氢和挥发性有

机物废气：使用 1 套“碱喷淋塔＋活性炭吸附＋碱喷淋”废气处理设施， 净化

后废气经 25m 高排气筒排放。 

②碳酸氢铵沉淀产生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氯化氢和氨。碳酸氢铵沉淀产生的

废气经水喷淋吸收处理后，经 25m 高排气筒排放。 

③华保公司浓缩结晶后处理工序产生含氨、氯化氢、钍、铀废气，采取“碱

水喷淋”污染治理措施，净化烟气由 25m 高烟囱排放。 

④隧道窑燃料采用天然气，焙烧产生烟气，主要污染因子为颗粒物、氮氧化

物、二氧化硫、钍、铀，经 1 根 30 m 高排气筒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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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华保公司燃气锅炉燃料采用天然气，并配套安装低氮燃烧器，燃气烟气经

15m 高排气筒排放。 

2.2.2 废水 

华保公司废水主要排放源包括：萃取废水、碳铵沉淀及水洗废水、草酸沉淀

及水洗废水、纯水制备浓水及职工生活污水。其中萃取废水经“中和+过滤+沉

淀”预处理后与碳铵沉淀废水一并进入氯化铵废水蒸发浓缩处理系统处理，不外

排；碳铵沉淀水洗废水全部回用于碳铵沉淀工序，不外排；草酸沉淀及水洗废水

全部进入草沉废水蒸发浓缩处理系统处理，不外排；纯水制备浓水进入废水预处

理车间清水池，经污水管网排入保定市众泉水务公司处理；厂区内设置防渗旱厕，

办公楼水冲厕、盥洗及食堂废水等生活污水全部排入防渗化粪池，定期清掏做农

肥，不外排。 

2.2.3 固体废物 

华保公司固体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和工业固体废物。 

（1）生活垃圾 

企业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清运至环卫部门指定地点集中处理。 

（2）工业固体废物 

企业工业固体废物主要包括：前处理车间盐酸溶料产生的酸溶渣（硫酸坝及

杂质）、前处理及萃取车间废气治理设施产生的废活性炭和废水在线监测系统产

生的在线检测废液。 

酸溶渣暂存于低放暂存库内，待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后，按要求处置。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16 年）》，公司萃取车间有机废气治理活性炭

吸附装置产生的废活性炭和废水在线监测系统产生的检测废液均属于危险废物。 

其中：废活性炭属 HW49 其他废物，废物代码：900-041-49；检测废液废物类别

属 HW49 其他废物，废物代码：900-047-49。危险废物定期交有资质单位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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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生产工艺流程图 

 

6 

 



 

3 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1 年，前身为满城华保稀土厂，因

建厂前无辐射环境本底数据。故本次提供本地区的辐射环境质量水平与 2021 年、

2022 年辐射环境质量的调查结果作为辐射环境本底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今年厂

址周边辐射环境变化情况。 

3.1 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址及周边 γ辐射剂量率现状调查结果表3-1。 

表 3-1  2021、2022 年厂区及周边辐射环境质量调查结果    单位：nGy•h-1 

场所 
瞬时 γ 辐射剂量率 

2021 年 2022 年下半年 
非敏感点 办公区 60.4 94.7±1.85 

厂界 

东厂界 108 64.9±2.05 
西厂界 118 112±2.67 
南厂界 111 111±2.30 
北厂界 102 80.9±2.05 

进出场公路 进出场公路 92 61.9±5.03 

厂区周边居民点 
后屯村 104 96.0±2.27 
南辛村 109 104±2.44 
守陵村 100 103±3.11 

保定地区本底* 
原野 29.2~198.7 
道路 6.1~171.0 

注：2021 年，2022 年测量瞬时 γ 辐射剂量率未扣除宇宙射线响应。保定地区本底根据

河北省放射环境管理站《河北省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的调查结果。 

3.2 空气中氡及其子体浓度水平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址及周边空气中氡及其子体浓度水平现状

调查结果表 3-2。 

表 3-2 氡及其子体和钍射气检测结果 

检测点 
2021 年监测结果 2022 年监测结果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

（μJ/m3） 
钍射气

（Bq/m3）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

（μJ/m3） 
钍射气

（Bq/m3） 
后屯村 4.94~11.1 0.014 5.14~22.3 6.81~7.14 0.006~0.012 5.86~6.75 
南辛村 5.35~12.3 0.01 3.94~33.7 6.88~7.37 0.007~0.012 6.21~7.38 
守陵村 4.6~11.5 0.013 5.58~26.5 6.52~6.73 0.014~0.019 6.52~6.73 

厂区办公楼 - - - 7.88~9.92 0.015~0.020 7.8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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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总结报告编写小组《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

氡及其子体 α 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 年）》的调查结果表明：“室外平均

氡浓度范围为（3.3~40.8）Bq/m3，氡子体 α 潜能浓度范围为（1.54~11.4）×10-8J/m3。 

3.3 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水平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区周边后屯村、南辛庄村、守陵村地下水质

放射性现状调查结果表 3-3。 

表 3-3 水质放射性监测结果 

检测点 
检测 
年度 

检测结果 
238U（μg/L） 232Th(μg/L) 226Ra(mBq/L) 总 α(Bq/L) 总β(Bq/L) 

后屯村 
2021 0.61 <0.1 <9 0.29 0.27 
2022 <0.04 <0.05 5.4 0.09 0.08 

南辛庄

村 
2021 0.9 <0.1 <9 0.2 0.17 
2022 <0.04 <0.05 6.4 0.09 0.08 

守陵村 
2021 0.77 <0.1 <9 0.19 0.19 
2022 <0.04 <0.05 6.1 0.07 0.05 

根据河北省放射环境管理站《河北省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调查研究》

的调查结果，河北省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见表 3-4。 

表3-4 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井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 

地区名称 
238U（μg/L） 226Ra（mBq/L） 232Th（μg/L）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范围 均值 

河北保定 - 5.9 2.4~4.1 3.1 0.04~0.04 0.04 

3.3 土壤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水平 

表 3-5 2021 土壤放射性监测结果 

检测点 2021 年度检测结果(Bq/kg) 
238U 226Ra 232Th 

东厂界 36.8 34.6 66.5 
南厂界 27.4 27.2 52.6 
西厂界 34.4 33.1 44.5 
北厂界 24.6 23.8 42.1 
厂区内 44.3 41.9 64.5 

厂区下风向 500m 51.6 45.9 46.2 
后屯村 29.2 31.6 44.3 
南辛村 28.4 27.8 39.8 
守陵村 38.6 37.9 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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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6 2022 土壤放射性监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1 后屯村 

总 α Bq/g 0.462 
总 β Bq/g 0.895 
铀 μg/g 2.111 
钍 μg/g 5.2 
镭 Bq/g <0.018 

2 南辛庄村 

总 α Bq/g 0.439 
总 β Bq/g 0.829 
铀 μg/g 1.856 
钍 μg/g 4.6 
镭 Bq/g 0.039 

3 守陵村 

总 α Bq/g 0.39 
总 β Bq/g 0.786 
铀 μg/g 1.775 
钍 μg/g 4.6 
镭 Bq/g <0.018 

4 南厂界 

总 α Bq/g 0.48 
总 β Bq/g 0.915 
铀 μg/g 2.026 
钍 μg/g 4.8 
镭 Bq/g <0.018 

5 厂界四周 500m 范围内 

总 α Bq/g 0.45 
总 β Bq/g 0.875 
铀 μg/g 1.601 
钍 μg/g 4.1 
镭 Bq/g <0.018 

6 排污口周边土壤 

总 α Bq/g 0.596 
总 β Bq/g 0.915 
铀 μg/g 2.151 
钍 μg/g 5.2 
镭 Bq/g <0.018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区内、厂界周边和后屯村、南辛庄村、守陵

村土壤放射性现状调查结果表 3-5，3-6。根据河北省放射环境管理站《河北省土

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查研究》的调查结果，河北保定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

性核素含量见表 3-7，经过换算河北保定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铀

1.9~4.85 μg/g、钍 2.6~19.9μg/g、镭 0.023~0.059 Bq/g， 

表3-7  河北省保定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      单位：Bq·kg-1 

238U 226Ra 232Th 

23.6~60.3 23.1~58.9 32.4~247.4 

通过 2021 年、2022 年辐射环境质量现状的调查结果和本地区的辐射环境质

量水平对比可以看出，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周边射环境处于本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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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颁布，2014 年 4 月 24

日修订，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03 年 10 月 1 日）； 

3.《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

环规辐射〔2018〕1 号）；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生态环境部公告 2020 年第

54 号）。 

4.2 导则及技术规范 

1.《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 

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3.《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4.《关于发布<放射性废物分类>的公告》（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 

4.3 监测标准 

本次辐射环境监测的介质主要为环境空气、地下水、土壤。辐射环境监测依

据和标准见表 4-1。 

表 4-1 监测标准 

检测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总 α（水） EJ/T 1075-1998 水中总 α 放射性浓度的测定 厚源法 / 

总 β（水） EJ/T 900-1994 水中总 β 放射性测定 蒸发法 0.05 Bq/L 

总 α（空气、土

壤、固废） HJ 898-2017 水质 总 α 放射性的测定厚源法 / 

总 β（空气、土

壤、固废） HJ 899-2017 水质 总 β 放射性的测定厚源法 / 

铀（水、空气） HJ 700-01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 
0.04 μg/L 

钍（水、空气） HJ 700-2014 水质 65 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0.05 μg/L 

铀（土壤、固废） GB/T 14506.30-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0
部分：44 个元素量测定 

0.003 μg/g 

钍（土壤、固废） GB/T 14506.30-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 第 30
部分：44 个元素量测定 

0.8 μg/g 

10 

 



 

检测项目 标准（方法）名称及编号 检出限 

镭（水） GB 11214-1989 水中镭-226 的分析测定 2.0 mBq/L 

镭（土壤、固废） GB/T 13073-2010 岩石样品 226Ra 的测定 射气法 0.018 Bq/g 

γ 辐射剂量率 HJ 1157-2021 环境 γ 辐射剂量率测定规范 / 

氡 HJ 1212-2021 环境空气中氡的测量方法 / 

氡子体 HJ 1212-2021 环境空气中氡的测量方法 / 

钍射气 / / 

4.4 流出物执行标准和限值 

本项目无生产废水外排，纯水制备浓水进入废水预处理车间清水池，经污水

管网排入保定市众泉水务有限公司处理。废气排放口中钍、铀总量浓度参照执行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

值（钍、铀总量≤0.1mg/m3），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铀钍总量浓度限值

为 0.0025mg/m3）”。 

5 质量保证 

5.1 质量保证措施 

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监测质量保证由以下

内容组成： 

1.质量保证机构 

质量保证实行编制、校核和签发三级管理体制，确保职责分明，任务明确。 

2.监测人员素质 

监测人员实行定期的考核和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3.计量、监测仪器的检定和监测方法的选用 

计量、监测仪器都有合格证书并按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进行刻度或检定，

并经常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比对，并在使用前均认真地进行了仪器的自检；

环境辐射监测的质量保证按照《环境核辐射监测规定》（GB 12379）、《辐射环境

监测技术规范》（HJ/61）和《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和质量》执行，以保证监

测结果的准确与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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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采样质量保证 

严格按相关国家标准及监测方案的要求进行布点、采样、样品预处理、样品

管理、样品流转。现场测量结果的质量采用重复检查测量进行控制。重复检查测

量比例不少 10%。对异常结果随时发现，随时检查。 

5.实验室分析测量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分析方法，并使用标准

物质对质量进行控制，同时对测量装置定期进行性能检验。样品分析结果的质量

采用标样检查、重复检查等方法进行控制。分析所用的标准物质溯源到国家或国

际标准。 

6.数据处理中的质量控制 

严格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数据的记录、检查、复审、保存。 

7.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 

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见图 5-1。 

 
图 5-1 实验室质量保证体系 

12 

 



 

5.2 资质情况 

实验室始建于 1978 年，现有工作人员 67 名，其中管理人员 5 名，检测/校

准人员 62 名。占地面积 20000 平方米，其中试验场地 19000 平方米，主要仪器

设备 220 台（套）。 

涉及检测领域包括电离辐射，电磁辐射，建筑工程，建材，环境与环保，水

质，空气，土壤，矿石与矿物等 431 项；校准领域包括几何量，力学，热工，电

磁，电离辐射等 31 套。 

实验室具有以下资质证书： 

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编号：180021184169，有效期至 2024 年 10

月 21 日），见附件 1； 

2.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实验室认可证书（编号：L1381，有效期至

2024 年 9 月 20 日）； 

3.国防科技工业实验室认可委员会认可为国防实验室（认可证书号：

No.DL030，有效期至 2024 年 12 月 13 日）； 

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专项计量授权（证书编号：（国）法计（2021）0124

号，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14 日）； 

5.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质量管理体系，适用于本实验室（注册号：

0350121Q31309R7M,有效期至 2024 年 11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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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流出物监测 

6.1 流出物监测方案 

本次辐射监测的污染物是伴生钍流出物，主要包括废水、废气、废渣等。 

本项目的流出物监测方案见表 6-1，具体监测点位见图 6-1、图 6-2。 

表 6-1 本项目流出物监测方案 

一、有组织废气 

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监测次数 采样方法及数量 备注 

1 DA001(车间废气排放口) U 天然、Th 2 次/年 非连续采样 3 个 半年监测 1
次 

2 DA002(焙烧窑车间废气

排放口) U 天然、Th 2 次/年 非连续采样 3 个 半年监测 1
次 

3 DA003(浓缩结晶后处理

废气排放口) U 天然、Th 2 次/年 非连续采样 3 个 半年监测 1
次 

4 DA004(废水车间废气排

放口) U 天然、Th 2 次/年 非连续采样 3 个 半年监测 1
次 

5 DA005(锅炉废气排放口) U 天然、Th 2 次/年 非连续采样 3 个 
半年监测 1
次，下半年

取消监测 

6 厂界 U 天然、Th 4 次/年  每季度监测

1 次 

二、废水 

7 污水预处理车间排放口 
U 天 然 、
226Ra、Th、
总 α、总 β 

12 次/年  每月监测 1
次 

8 厂区总排放口 
WS-02011 

U 天 然 、
226Ra、Th、
总 α、总 β 

12 次/年  每月监测 1
次 

三、固体废物 

9 危废暂存库 
U 天 然 、
226Ra、Th、
总 α、总 β 

1 次/年 采样 1 个 监测 1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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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1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区监测布点图 

 

：排放口废气采样点 

：废水采样点 

：废渣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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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2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区监测布点图 

：1季度厂界废气采样点 

：2季度厂界废气采样点 

：3季度厂界废气采样点 

：4季度厂界废气采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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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流出物监测过程 

现场采集废气、废水、固体废物（废渣）样品，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采

集现场照片如下所示。 

     
a.废气排放口采样（DA004）              b.废气排放口采样（DA002） 

    
c.厂界监测                             d.废水采样 

照片 6-1 采样现场 

6.3 流出物监测结果 

6.3.1 废气监测结果 

废气放射性监测结果见表 6-2、表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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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2023 年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2023 上半年 
检测结果 
（μg/m3） 

2023 下半年 
检测结果 
（μg/m3） 

排放限值 达标情况 

DA001(车间废气排放口) 

铀 

0.4363 1.1042 

0.1mg/m3 达标 

0.6504 0.9127 
0.2901 1.7173 

钍 

0.8291 4.0716 
1.4164 2.4321 
0.5809 3.4579 

DA002 (焙烧窑车间废气排

放口) 

铀 

0.2653 0.8768 

0.1mg/m3 达标 

0.5763 1.3038 
0.7634 0.8183 

钍 

0.5725 2.1353 
1.3057 3.5365 
1.9735 2.2064 

DA003(浓缩结晶后处理废

气排放口) 

铀 

0.7382 2.6594 

0.1mg/m3 达标 

0.7757 1.5991 
0.6157 1.2059 

钍 

1.7605 3.6389 
1.8733 4.4772 
1.4137 2.6477 

DA004(废水车间废气排放

口) 

铀 

0.6215 1.3624 

0.1mg/m3 达标 

0.7186 1.2921 
0.5598 0.4951 

钍 

1.4322 4.0899 
1.5618 2.9921 
1.3136 1.7495 

DA005（锅炉废气排放口） 

铀 

0.0273 / 

0.1mg/m3 达标 

0.0296 / 
0.0224 / 

钍 

0.0327 / 
0.0372 / 
0.0317 / 

*具体见附件 6、附件 12。 
 

由表 6-2 可知，废气检测结果符合《GB 26451-2011 稀土工业污染排放标准》中铀

钍总量排放限值为 0.1mg/m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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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2023 年年企业边界大气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检测

项目 
1 季度检测结

果（μg/m3） 
2 季度检测结

果（μg/m3） 
3 季度检测结

果（μg/m3） 
4 季度检测结

果（μg/m3） 
排放限值 

达

标

情

况 

厂界

上风

向 1# 

铀 

0.0024 0.0007 0.0005 0.0010 

0.0025mg/m3 
达

标 

0.0009 0.0003 0.0003 0.0008 
0.0071 0.0009 0.0002 0.0006 
0.0050 0.0001 0.0004 0.0008 

钍 

0.0025 0.0008 0.0040 0.0020 
0.0023 0.0008 0.0021 0.0017 
0.0023 0.0010 0.0007 0.0017 
0.0019 0.0006 0.0008 0.0017 

厂界

下风

向 2# 

铀 

0.0358 0.0006 0.0003 0.0028 

0.0025mg/m3 
达

标 

0.0027 0.0005 0.0005 0.0015 
0.0511 0.0001 0.0003 0.0018 
0.0042 0.0005 0.0005 0.0016 

钍 

0.0095 0.0009 0.0003 0.0053 
0.0083 0.0007 0.0020 0.0044 
0.0090 0.0005 0.0006 0.0045 
0.0102 0.0006 0.0018 0.0042 

厂界

下风

向 3# 

铀 

0.0022 0.0014 0.0024 0.0027 

0.0025mg/m3 
达

标 

0.0036 0.0061 0.0025 0.0021 
0.0036 0.0040 0.0017 0.0022 
0.0018 0.0021 0.0023 0.0021 

钍 

0.0033 0.0013 0.0037 0.0054 
0.0069 0.0023 0.0041 0.0053 
0.0086 0.0014 0.0038 0.0057 
0.0052 0.0011 0.0050 0.0056 

厂界

下风

向 4# 

铀 

0.0018 0.0037 0.0018 0.0029 

0.0025mg/m3 
达

标 

0.0011 0.0058 0.0021 0.0028 
0.0010 0.0049 0.0028 0.0026 
0.0025 0.0017 0.0023 0.0031 

钍 

0.0077 0.0015 0.0039 0.0070 
0.0048 0.0020 0.0040 0.0071 
0.0045 0.0022 0.0041 0.0068 
0.0050 0.0011 0.0032 0.0067 

*具体见附件 6、附件 9、附件 12、附件 14。 
由表 6-4、表 6-5 可知，企业边界大气检测结果符合《GB 26451-2011 稀土工业污染

排放标准》中铀钍总量排放限值为 0.0025mg/m3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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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废水监测结果 

表 6-6 废水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厂区总排放口 WS-02011 

检测项目 铀 钍 镭 总 α 总 β 

单位 μg/L μg/L Bq/L Bq/L Bq/L 

1 月检测结果 3.38 <0.05 0.013 0.150 0.350 

2 月检测结果 3.07 <0.05 0.48 0.160 0.360 

3 月检测结果 4.75 <0.05 0.36 0.441 0.320 

4 月检测结果 4.27 <0.05 0.60 0.174 0.272 

5 月检测结果 3.95 <0.05 0.58 0.130 0.181 

6 月检测结果 3.46 <0.05 0.44 0.105 0.233 

7 月检测结果 3.13 <0.05 0.22 0.312 0.801 

8 月检测结果 3.66 <0.05 0.20 0.187 0.200 

9 月检测结果 3.19 <0.05 0.10 0.650 0.747 

10 月检测结果 3.51 <0.05 0.20 0.387 0.586 

11 月检测结果 4.76 <0.05 0.054 0.543 0.796 

12 月检测结果 2.66 <0.05 0.05 0.281 0.196 

执行标准 《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

准 GB 26451-2011》 
/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8978-1996》 

排放限值 0.1mg/L / 1 Bq/L 10 Bq/L 

达标情况 达标 / 达标 达标 

*具体见附件 4~附件 15。 
由上表结果可知，工厂废水检测结果符合《GB 26451-2011稀土工业污染排放标准》

中铀、钍总量排放限值为 0.1mg/L 的要求；总 α、总 β 检测结果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

准 GB 8978-1996》中总 α、总 β 排放限值为 1 Bq/L、10 Bq/L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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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废渣监测结果 

表6-7 废渣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固体废物）危废暂存库 

总 α Bq/g 9.27×103 

总 β Bq/g 7.39×103 

铀 μg/g 1.73×104 

钍 μg/g 4.96×103 

镭 Bq/g 2.3×103 
*具体见附件 12。 

华保公司目前将废渣暂存于低放暂存库内，待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后，按要求处置。 

按《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暂时贮存规定》(GBl1928-89)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放射性污染防治法》中的相关规定，暂存库外己设置低放废物警示标识，废物包装外粘

贴放射性废物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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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辐射环境监测 

7.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本项目辐射环境监测方案见表 7-1，具体监测点位见图 7-1、图 7-2。 

表 7-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项 监测点位或采样点位 监测内容 监测频次 采样方法及数量 备注 

大气 

1、后屯村； 
2、南辛村； 
3、守陵村； 
4、厂区。 

氡及子体、

钍射气、总

α、总 β 
2 次/年 

氡及子体、钍射气

现场监测，每点监

测 1 次；总 α、总 β
连续采样。 

监测时间间隔

大于 3 个月 

1、后屯村； 
2、南辛村； 
3、守陵村。 

U、Th 2 次/年 每点连续采样 1 个。 监测时间间隔

大于 3 个月 

陆地 γ 

1、原材料堆放处； 
2、板框压滤机； 
3、溶料罐； 
4、车间沉淀池； 
5、固体废物存放车间； 
6、厂区内非敏感点； 
7、东厂界； 
8、西厂界； 
9、南厂界； 
10、北厂界； 
11、进出厂界公路； 
12、后屯村； 
13、南辛村； 
14、守陵村。 

γ 辐射空气吸

收剂量率 2 次/年 现场监测，每点监

测 1 次。 
监测时间间隔

大于 3 个月 

地下水 
1、 后屯村灌溉井； 
2、 南辛村灌溉井； 
3、 守陵村灌溉井； 

U 天然、
226Ra、Th、
总 α、总 β 

1 次/年 每个采水样不少于

5L。 
 

土壤 

1、 后屯村； 
2、 南辛村； 
3、 守陵村； 
4、 南厂界； 
5、 厂界四周 500m 范

围内； 
6、 排污口周边土壤。 

U 天然、
226Ra、Th、
总 α、总 β 

1 次/年 排气口最大落地点

附近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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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辐射环境监测过程 

7.2.1 辐射环境现场监测过程 

监测单位按照监测方案对厂区以及周围村庄进行了陆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和

氡浓度、钍射气和现场监测，通过直接测量法对监测地点进行监测，监测高度距地面或

操作平台 1 米处，现场监测见照片 7-1、照片 7-2，监测结果见表 7-2、表 7-3。 

      
a.厂区氡浓度、钍射气现场监测               b.南辛庄氡子体现场监 
 

    
c.厂界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       d.守陵村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 

 
照片 7-1 氡浓度、钍射气现场监测 

7.2.2 环境样品采样 

现场采集环境空气、地下水、土壤样品，然后带回实验室进行分析检测，现场采样

图片见照片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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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厂区空气采样                         b.南辛庄村空气采样 

 

      
c.守陵村空气、地下水采样                     d.后屯村空气、地下水采样 

     
e.厂界 500m 范围内周边土壤采样                  f. 守陵村土壤采样 

照片 7-2 环境样品采样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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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厂区监测布点图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率采样点 
：空气采样点（氡及

子体、钍射气、总 α、总 β） 
：土壤采样点 

暂 
存 
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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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2 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周围环境监测布点图 

南辛庄村 

后屯村 

守陵村 

华保公司 

：环境空气采样点（总 α、总 β、U、
Th）、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采样点、地下

水采样点 
：氡及子体、钍射气采样点和土壤采

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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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辐射环境监测监测结果 

7.3.1 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2023 年 3 月 26~27 日、9 月 25~26 日，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对企业内部和周

边陆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进行了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7-2。 

表7-2 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编号 点位 
上半年测量结果* 下半年测量结果 

备注 
（nGy/h） （nGy/h） 

1 原材料堆放处 420.90±22.45 168±6.34 
 

2 板框压滤机 (7.02±1.08)×103 (6.28±0.74)×103 
 

3 溶料罐 (4.51±0.47) ×103 (4.67±0.47) ×103 
 

4 车间沉淀池 102.30±6.63 169±5.61 
 

5 固体废物存放车间 (2.85±0.50) ×103 (2.90±1.08) ×103 
 

6 厂区内非敏感点 67.50±2.95 94.7±1.85 办公楼门前 

7 东厂界 78.96±2.98 64.9±2.05 
 

8 西厂界 79.52±2.00 112±2.67 
 

9 南厂界 85.96±2.05 111±2.30 
 

10 北厂界 78.43±2.19 80.9±2.05 
 

11 进出厂界公路 1 41.66±3.16 61.7±6.17 通济街 

12 进出厂界公路 2 42.39±3.38 63.3±4.6 通济街 

13 进出厂界公路 3 51.64±2.52 60.9±4.07 通济街 

14 进出厂界公路 4 51.54±3.22 61.9±5.03 通济街 

15 后屯村 79.79±2.64 96.0±2.27 厂区周边村庄 

16 南辛村 68.56±3.11 104±2.44 厂区周边村庄 

17 守陵村 86.99±2.57 103±3.11 厂区周边村庄 

*备注：测量结果包含仪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具体见附件 6、附件 12。 
由空气 γ 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可知：除厂区内板框压滤机、溶料罐、固体废

物存放车间等个别点位空气 γ 辐射剂量率较高(2.85~7.02) μGy/h 以外，该企业进

出厂运矿公路监测点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41.66~63.3）nGy/h，其他监测点

周边陆地 γ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68.56~169）nGy/h，与保定地区道路 γ 剂量

率范围（6.1~171.0）nGy/h、原野 γ 辐射剂量率为（29.2~198.7）nGy/h”基本处于

同一水平，厂区周边 γ 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与环境本底相当。与 2021 年、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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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监测结果（表 3-1）对比可以看出，厂区周边空气 γ 辐射剂量基本处于同一水

平，没有明显的变化。 

7.3.2 氡、钍射气监测结果 

2023 年 6 月 30 日，11 月 16 日，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对企业内部和周边进

行了氡及子体、钍射气监测，监测结果见表 7-3。 

表7-3 氡及子体、钍射气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2023 上半年 

检测结果 

2023 下半年 

检测结果 

后屯村 

(现场监测) 

氡 Bq/m3 6.49 7.12 

氡子体 μJ/m3 0.032 0.013 

钍射气 Bq/m3 5.70 6.77 

南辛庄村 

(现场监测) 

氡 Bq/m3 4.58 6.91 

氡子体 μJ/m3 0.020 0.006 

钍射气 Bq/m3 7.84 6.23 

守陵村 

(现场监测) 

氡 Bq/m3 6.49 8.26 

氡子体 μJ/m3 0.017 0.016 

钍射气 Bq/m3 7.78 6.74 

厂区办公楼 

(现场监测) 

氡 Bq/m3 8.25 7.90 

氡子体 μJ/m3 0.025 0.016 

钍射气 Bq/m3 8.72 6.51 

*备注：具体见附件 9、附件 14。 

由上述检测结果可知，该企业厂址周边监测点氡浓度为（4.58-8.26）Bq/m3、

氡子体浓度为（0.006-0.032）μJ/m3，与室外平均氡浓度范围为（3.3~40.8） Bq/m3，

氡子体 α 潜能浓度范围为（1.54~11.4）×10-8J/m3 处于同一水平。企业厂址周边监

测点钍射气浓度为（5.70-8.72）Bq/m3。2021 年、2022 年监测结果（表 3-2）对

比可以看出，厂区周边氡及子体、钍射气浓度与之前基本处于同一水平，没有明

显的变化。 

7.3.3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 

2023 年 3 月 26~27 日、9 月 25~26 日，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对企业内部和周

边村庄进行环境空气监测，检测结果见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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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环境空气检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2023 年上半年检测

结果 
2023 年下半年检测结

果 

1 后屯村 

总 α Bq/m3 7.75×10-5 1.71×10-3 

总 β Bq/m3 1.85×10-4 1.06×10-3 

铀 ng/L 0.0010 0.0008 

钍 ng/L 0.0048 0.0007 

2 南辛庄村 

总 α Bq/m3 5.26×10-5 5.73×10-4 

总 β Bq/m3 1.20×10-4 3.86×10-4 

铀 ng/L 0.0009 0.0018 

钍 ng/L 0.0040 0.0053 

3 守陵村 

总 α Bq/m3 1.07×10-4 2.54×10-3 

总 β Bq/m3 2.38×10-4 1.48×10-3 

铀 ng/L 0.0011 0.0028 

钍 ng/L 0.0047 0.0038 

4 厂区内 
总 α Bq/m3 6.40×10-4 1.66×10-3 

总 β Bq/m3 5.40×10-4 1.24×10-3 

*备注：具体见附件 6、附件 12。 

本次监测取得了该企业厂址内和周边村庄环境空气中铀、钍、总 α、总 β 的

含量，为以后环境评价提供了参考数据。 

7.3.4 地下水监测结果 

2022 年 11 月 13~15 日，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对企业周边村庄地下水取样并

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 7-5。 

 

表 7-5 地下水检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1 后屯村灌溉井 

总 α Bq/L 0.291 

总 β Bq/L 0.129 

铀 μg/L 0.74 

钍 μg/L <0.05 

镭 mBq/L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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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2 南辛庄村灌溉井 

总 α Bq/L 0.142 

总 β Bq/L 0.065 

铀 μg/L 1.42 

钍 μg/L <0.05 

镭 mBq/L 7.0 

3 守陵村灌溉井 

总 α Bq/L 0.208 

总 β Bq/L 0.120 

铀 μg/L 0.90 

钍 μg/L <0.05 

镭 mBq/L 8.1 

*备注：具体见附件 12。 

河北省保定地区农村井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铀为5.9μg/L、钍为0.04μg/L 

镭为 2.4~4.1 mBq/L，后屯村、南辛村、守陵村地下水中铀、钍均低于或接近本

底值，镭浓度也处于天然环境本底水平。与 2021 年、2022 年监测结果（表 3-3）

对比可以看出，厂区周边村庄地下水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与之前基本处于同一水

平，没有明显的变化。 

7.3.5 环境土壤监测结果 

2023 年 9 月 25~26 日，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方案，核工业航测遥感中心对企

业周边村庄的土壤取样并进行检测，检测结果见 7-6。 

表 7-6 环境土壤检测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1 后屯村 

总 α Bq/g 0.434 

总 β Bq/g 0.801 

铀 μg/g 1.60 

钍 μg/g 12.8 

镭 Bq/g <0.018 

2 南辛庄村 

总 α Bq/g 0.731 

总 β Bq/g 0.746 

铀 μg/g 1.95 

钍 μg/g 13.2 

镭 Bq/g <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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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监测点位 检测项目 单位 检测结果 

3 守陵村 

总 α Bq/g 0.366 

总 β Bq/g 0.669 

铀 μg/g 2.22 

钍 μg/g 12.4 
镭 Bq/g 0.02 

4 南厂界 

总 α Bq/g 1.63 
总 β Bq/g 1.49 
铀 μg/g 2.78 
钍 μg/g 16.3 
镭 Bq/g <0.018 

5 厂界四周 500m 范围内 

总 α Bq/g 19.9 
总 β Bq/g 4.6 
铀 μg/g 2.03 
钍 μg/g 19.1 
镭 Bq/g <0.018 

6 排污口周边土壤 

总 α Bq/g 5.77 
总 β Bq/g 3.32 
铀 μg/g 2.27 
钍 μg/g 19.0 
镭 Bq/g <0.018 

*备注：具体见附件12。 

根据河北省放射环境管理站《河北省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查研究》

的调查结果，经过换算河北保定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铀 1.9~4.85 μg/g、

钍 2.6~19.9μg/g、镭 0.023~0.059 Bq/g，厂内及厂界周边和周围村庄的土壤中铀、

钍及镭的检测结果均处于本底值水平。与 2021 年、2022 年监测结果（表 3-5、

表 3-6）对比可以看出，厂区周边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没有明显的变化。 

8 结论 

根据保定市满城华保稀土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环境辐射监测各项监测结果可

知，厂区废气排放口排放的钍、铀总量可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26451-2011）中“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钍、铀总量≤0.1mg/m3），

企业边界大气污染物浓度限值（铀钍总量浓度限值为 0.0025mg/m3）”的要求。

厂址周边辐射环境均与保定地区本底调查结果处于同一水平，与 2021 年、2022

年监测结果对比，厂区周边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没有明显的变化。公司厂区周边

辐射环境整体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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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CMA 资质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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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23 年度上半年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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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23 年度下半年监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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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23 年 1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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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23 年 2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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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23 年 3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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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23 年 4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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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2023 年 5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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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2023 年 6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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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2023 年 7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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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2023 年 8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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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2023 年 9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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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2023 年 10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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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2023 年 11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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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2023 年 12 月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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