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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安全管理的工作目标

• 技术安全管理包括放射性、危险化学品、特种设备、装置区消防等领
域的安全管理。控制各项工作中的安全风险，保障装置运行、用户实
验、工程建设等工作的顺利开展。

• 安全事关分部、部门和职工个人的核心利益。安全管理是手段，根本
目的是服务。

• 保障工作人员安全，保障设备安全，满足政府审管要求。

• 付出合理的代价，将事故风险控制在合理可行尽量低的水平。

• 有章可循，有据可查，有人负责。各部门紧密合作，实现安全目标。



技术安全管理的特点

• 安全风险种类多、安全管理专业性强。主要的安全风险有辐射安全、
危险化学品安全、特种设备安全、职业病危害防治、装置区防火、施
工安全等，需要分类制订规章制度和安全管理预案，进行全面、细致
、深入、持续的严格管理。其中辐射安全管理是重点。

• 涉及人员数量多、人员构成复杂。园区人员包括分部职工、在读研究
生、联合培养学生、实验用户、外协工作人员、物业管理人员、参观
人员等，需要根据人员特点分类管理。

• 工作中多种安全风险并存，各类人员协同作业。部分工作需要专门制
定安全管理方案，确保安全。



靶站谱仪运行安全管理

运行安全管理重点是辐射安全管理，同
时也要关注危险气体、化学品的使用安
全。

组织测量与分析，掌握100kW功率运行辐射情
况，以此为基础精细化管理：

• 100kW功率运行辐射监测与测量。

• 辐射工作场所分区更新与安全措施的落实。

• 谱仪空调冷凝水活化分析与处理方案制定。

• 停机后T0斩波器打开时散射室辐射剂量测量。

• 靶站水系统气态氚浓度测量与分析。

部件剂量测量

热室剂量测量



靶站谱仪运行安全管理

深入了解各系统运行情况，寻找安全漏洞，分
析原因，提出解决方案：

• 园区氡（钍）浓度测量。

• 靶站地下室等气瓶使用场所氧浓度监测。

• 核材料采购和使用管理。

• 个人剂量测量系统优化。

个人剂量数据

α活度测量



靶站谱仪运行安全管理

运行安全管理：

• 例行安全巡查（每周三次）。

• 打靶前安全检查。

• 每轮运行辐射剂量测量。

• 人身安全联锁系统、辐射剂量监测系统检测
和检定。

• 辐射工作区域卫生清洁辐射安全管理。

安全巡查

打靶前安全检查



用户实验安全管理

根据CSNS实际情况，借鉴国内外同类装
置的管理经验，以规范化、人性化管理
为目标不断改进。

• 实验样品的管理：针对部分用户无法自行处
理样品的问题，增加委托分部处理的选项和
配套管理措施；针对文物等有特殊价值的样
品研究制定管理办法。

• 实验提案安全审查：细化安全申报项目、优
化安全审查流程。

• 用户样品环境安全评审：确立了评审流程和
管理办法。开展氘代甲烷样品环境和氢原位
实验样品环境安排评审工作。调研危险气体
使用方案。

提案安全审查

南海沉船文物管理



用户实验安全管理

• 实验后用户样品管理：辐射防护楼放射性
暂存库建设、靶站样品间建筑设计、用户
样品管理。

• 实验用户安全管理：评审现场培训材料，
参加GPPD安全培训，编制应急手册，中子
学校安全培训，新冠疫情期间的实验用户
管理。

实验样品管理

靶站大厅应急疏散图



放射性“三废”管理

• 固态放射性废物主要包括废弃靶站中心区域部件、活化部件和活化样品。

• 活化部件和活化样品需要先测量表面剂量率和表面活度，高于豁免值的，放入
放射性废物暂存区，低于豁免值的可拿出控制区并依法处理。

• 活化部件和活化样品绝大部分满足豁免标准，少数高于豁免值的部件存放在放
射性废物暂存区内。

• 受照物品放射性测量、存放入库、携出控制区等工作均需按东莞分部的规定填
写申请、书面记录并存档。



放射性“三废”管理

• 液态放射性废物主要是检修或故
障时排出的受到活化的冷却水和
人员完成活化部件维修维护工作
后的清洁用水。放射性废水排入
放射性废水罐存储，需要排放前
先取样并委托具备鉴定资质的单
位进行分析，确定满足排放条件
后，到省生态环境厅办理相关手
续并依法排放。

水样检测报告



放射性“三废”管理

• 气体活化监测系统对控制区内排出的空气实时监测。

• 靶站和散射室内的空气剂量贡献低于管理目标值。

空气活化监测系统界面
空气活化监测系统设备面



检修安全管理

暑期和春节后检修期间靶站谱仪开展了大量的检修和升级工作，检修
涉及人员多样，工作风险复杂，工作面相互交叉，需要严格管理，确
保安全。

• 明确管理要求
• 确定管理任务
• 制定管理方案

• 现场安全管理
• 安全检查
• 安全巡查

• 总结有益经验
• 总结存在问题
• 征集各部门意见和需求

• 修订管理规定
• 制定问题解决方案
• 软、硬件改造



检修期前的准备工作

• 明确检修任务。检修做什么？谁
负责？有什么潜在风险？什么时
间做？

• 制定安全管理方案。辐射测量、
人员管控、场所管理、废物管理、
安全保护设备使用等。充分讨论，
达成共识。

• 制定工作计划、安排协调人力物
力资源。

项目名称 风险项

靶体更换
辐射安全、放射性废
物存放、吊装安全

中子开关插件更换维
护

外来人员放射性操作、
辐射安全、放射性废
物存放、吊装安全

离子交换树脂更换
外来人员放射性操作、
辐射安全、放射性废
物存放

水系统检修

外来人员放射性操作、
辐射安全、放射性废
物存放、吊装安全

靶体屏蔽体拆装 辐射安全、吊装安全



靶体更换安全管理

CSNS首次靶体更换工作，涉及较高辐射
水平下的远程拆卸、吊装、放射性废物
储存等安全问题：

• 人员进入热室前，测量热室内剂量分布和活
化情况。保障人员安全、积累数据。

• 靶车拖出时测量操作间内剂量分布。

• 旧靶放入屏蔽容器，表面30cm处最大剂量率
为17μSv/h ，卸下的螺栓放入屏蔽容器后，
表面30cm处最大剂量率为34μSv/h，存入固
体废物暂存间。

• 新靶吊装时吊装口孔洞位置最大剂量率
8μSv/h。

• 锁闭热室过渡间和固体废物暂存间。



中子开关插件更换安全管理

更换四个中子开关插件，工作时间长，
人员多，涉及多种安全风险：

• 施工区域分区管理与人员管控。

• 详细全面的剂量测量。

• 施工人员必须按要求穿戴劳动保护装备。

• 施工过程的安全管理。

• 放射性废物的管理。



离子交换器更换安全管理

首次更换离子交换器，需要打开水系统
边界，有外协人员参与施工，操作空间
狭小，多个作业面交叉。

• 旧离子交换器和拆下部件的辐射测量。气氚
浓度测量和容器余水的放射性分析。

•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工作面间的协调。

• 废物的分类管理。



水系统检修安全管理

水系统检修施工时间长，多任务并行开
展，涉及多种安全风险。

• 旧旧水泵和拆下部件的辐射测量。气氚浓度
测量和容器余水的放射性分析。

• 现场清污。

• 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管理。

• 废物的分类管理。



靶体屏蔽体拆装安全管理

拆除多条束线原有屏蔽体，进行设备安
装。

• 屏蔽体拆除过程中的辐射测量。

• 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垃圾的辐射测量与处理。

• 废弃屏蔽块的存放。

•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暑期检修其他安全管理措施

• 每日安全巡查。

• 分部安全巡查。

• 外协人员辐射安全培训。

• 技术支持部安全培训。

• 吊装作业安全培训。

• 辐射工作场所清污。



实验室安全管理

• 建立实验室安全管理责任制，明确负
责人和风险项。

• 各实验室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操作规程。

• 根据实验室的实际情况设置安全防护
设备，保障实验人员安全。

• 定期检查实验室，落实安全措施。 大功率激光器使用安全评审

极化中子实验室安全管理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

• 建设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暂存库，按法规要求配备安防和技防设施。

• 按照法规要求对易制毒、易制爆化学品进行全流程闭环管理。

• 改进危险化学品采购、报销流程，落实危险化学品管理要求。

特种设备安全管理

• 完成水系统涉放压力容器检定。

• 组织吊装资格培训。

职业病危害防治

• 散裂中子源100kW运行职业病危害控制效果评价。

• 组织新入所职工、学生、联培生、外聘工人参加放射性体检。



总结

• 2020年靶站谱仪运行安全稳定，无安全事故。靶站、谱仪工作区域放射性水平
安全可控，特种设备、危险化学品使用逐步规范。

• 东莞分部安全管理得到了生态环境部、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的肯定，获评“广东
省辐射安全管理先进单位”。

• 分部各部门十分重视安全管理工作，在安全管理中相关部门紧密配合，保障了
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

• 分部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安全管理需要继续规范化、细化、为各项工作的顺利
开展保驾护航。



感谢领导、同事对技术安全管理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