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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题内容与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铀矿冶设施退役的程序

理等的一般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所有退役的铀矿冶设施

役，应参照执行。

2 }I用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以及环境整治工程设计、施工、验收、环境管

，对非铀矿冶设施，其放射性物质含量超过有关标准规定的退

GB 8703 辐射防护规定

EJ 432 铀矿冶辐射环境监测规定

3 术语

3.1 铀矿冶设施

    具有一定规模的从事铀矿开采、选冶的场地、设备、构筑物、建筑物等设施，其中包括:

    a.从天然矿石中每年获得多于l0 kg铀的实验设施和场所;
    b. 为评价铀矿床开掘的坑、井;

    。. 铀矿山;

    d. 铀选冶厂;

    e 放射性废物处理系统。

3.2 退役

    对永久终止运行的铀矿冶设施所做的善后处理，以保证工作人员和公众免受残留放射性的照射和

其他可能的危害。

3.3 废物处置

    将固体废物放在尾矿库、废石场、采空区或其他给定的场所，加以处理不再回取。处置也包括废气、

废水向环境的控制排放。

3.4 稳定化

    就是对废石场、尾矿库进行必要的处理和处置的有计划的行动，保持长期稳定，防止由于自然力或

其他原因引起塌垮流失，造成环境污染事故。

3.5 安全分析

    对一项准备实施的活动进行的有关风险的分析和计算。

3.6 废石

    自矿坑(井)中运出的物料。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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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基本不含铀、牡的脉石;

    b. 无回收价值的低品位铀、牡物料。

3.了 尾矿(渣)

    这里指的是:

    a. 选矿过程中产生的废弃部分;

    b. 矿石堆浸后废弃物;

    c 铀水冶厂浸出铀后废弃的矿砂和矿泥。

3.8 尾矿库(尾矿池)

    沉淀、贮存水冶厂尾矿浆中的矿砂和矿泥的专用设施。

3.9 氛析出率

    在单位时间间隔内穿过单位面积界面析出到空气中的氧的量。

4 退役环境管理程序

铀矿冶设施退役的环境管理程序包括:

a 提出退役申请;

b. 编制治理方案，同时编制环境预评报告书，并进行审批;

c. 组织设计和实施;

d. 工程竣工验收;

e. 退役设施的移交和长期监护。

5 申请和审批

5.1 铀矿冶设施终产前应向主管部门提出退役申请报告，其退役全过程一般要在三年内完成。

5.2 设施退役的申请报告内容:

5.2.1 提供退役设施的名称、性质、类别、规模、服务年限和退役原因以及终止运行时间。

5.2.2提供设施退役并经过去污处理后剩余的污染源项种类、数量、总放射性活度、比放射性活度及非

放有害物质成分和含量。

5.2.3 描述被污染的构筑物及生产场所的污染水平。

5.2.4 根据退役设施经去污处理、整治后的达标情况，论述是无限制或有限制使用的退役。并阐述其对

环境的影响，进行安全分析。

53设施退役单位向主管部门提出设施退役申请的同时，应提交退役方案，并对所提方案进行最优化

分析。

5.4 主管部门收到设施退役申请报告后，应及时组织专家对设施退役报告、环境整治方案进行论证审

批。

5.5 委托有评价资格的单位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主管部门预审后，报国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审批。

6 实施

6.1 污染设备的处置

    污染的设备、器材、废旧钢铁等必须进行去污处理，直至其非固定aj表面放射性污染度符合有关

规定的标准要求。

6.2 矿井

6.2.1 退役矿井的坑口、井口及通往地表的天井口、风井口，必须采取永久性密封措施，要求达到封闭

坚固、牢靠、无渗漏;坑口、井口封闭后应用土石加厚夯实恢复地貌，以防自然塌陷和人为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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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2 对可能发生塌陷和崩落的地区必须进行治理，应拆除永久性建筑物，对不允许冒落的地区应用

废石砌筑岩柱进行支护，控制地表崩落和塌陷。

6.2.3 对可能有污水涌出的矿井，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环境。

6-3 露天采矿场

6.3.1 露天采场的边坡应进行稳定化处理，以防片帮、滑坡。

6.3.2 对边坡崖高差大的地段周围，要砌围墙，并设永久性禁止入内标志，以防人畜误入，发生危险。

6.13 露天矿废墟表面的氧析出率平均值超过附录A中A2条规定限值时，应进行覆土植被，以减少

氧的析出。

6.3.4 地表构筑物采取去污处理措施后，仍达不到10-1.2条要求的，应按放射性废物要求妥善处理。

6.4 地浸场地

    地浸采矿的退役处理，必须使矿井水恢复到可接受的水质标准，防止地下水和地表水受到污染。

6.5 选冶厂

6.5.1 选冶厂的退役，按照10.1.2条和附录A中A3条要求清除污染的地面、地板和建筑物的基底，

可将这些废物埋藏在尾矿库。

6.5.2 退役的堆浸场地必须将其废渣堆放在尾矿库或用适宜的物料覆盖，妥善处理。

6.5.3 必须清除被矿石堆污染的场地，必要时可用探测器探测埋藏较深的污染物，并加以清除，直至将

地表残余污染减少到可接受的水平。

6.6 废石场

6-6-1 废石场应建造拦石坝，防止废石滑坡流失。

6.6.2 沿废石场周围设置防洪沟，防止洪水冲浸废石场。

6.6.3 废石场表面氨析出率平均值超过附录A中A2条规定限值时，应进行覆土植被。

6-7 尾矿库

6.了.1 尾矿库的退役处置，必须使氛的析出率和7辐射水平低于规定限值，并防止坝体塌垮，尾矿流

失，渗水污染环境。

6.7.2 尾矿库退役时不应保留库内凹地，可用土壤或废石填平。库顶部在覆土植被前要先平整成20a

-4%的坡度。在没有坝堤的边坡，应修成坡度1:3-1:5的斜坡，再用石块砌成厚度为50̂-100 cm的

护坡，必须满足稳定化要求并保留排洪和渗水回收设施。

6.7.3 覆盖尾矿应因地制宜合理选用覆盖材料，覆盖层厚度应满足附录A中A2条要求，并防止风蚀、

雨水冲刷和尾矿流失。

7 工程竣工验收

7.1 设施退役工程竣工以后，应按照EJ 432的要求进行监测。监测的目的是:

    a. 评价设施退役工程是否符合国家和有关部门颁布的对放射性废物处置的要求，检验环境影响

报告书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b. 及时发现可能的污染环境的事件及途径。

    c. 为设施的验收交付工作提供数据。

7.2 提交设施退役整治工程竣工报告时，应同时提交设施退役环境现状评价报告，上报有关主管部门。

7.3’主管部门在接到工程竣工报告和环境现状评价报告书后，负责会同地方政府组织专家对设施退役
的环境保护措施和工程质量进行审查验收。

8 退役设施的移交和长期监护

8.1 设施退役交付地方时，退役单位必须将竣工报告、环境现状评价报告书交给接收单位，接收单位应

在接收后一年内进行监督性监测，当确认达到退役环境管理标准时办理正式移交手续，此后由接受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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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长期监护。

8.2 退役的设施必须进行长期监护和管理，其主要内容包括:

    a. 废石场和尾矿库避免裸露;

    b. 采用的封闭隔离系统，能有效地防止地下水和地表水受到放射性核素迁移而引起的污染;

    c. 废石和尾矿中氛的析出;

    d， 放射性粉尘和Y辐射所造成的影响。

8.3 退役设施移交后的环境监测和评价报告应由地方有关部门负责编制。

9 质f保证

9.1 为保证退役工程的质量达到长期稳定的目的，在编制退役工程方案的同时，应编制退役工程质量

保证大纲，要求设计、施工单位制定质量保证的具体措施。

9.2 重大的退役工程的设计应委托有设计资格的单位承担，设计必须满足经过批准的环境影响报告书

的要求，施工设计必须经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查批准方可施工。

9.3 对设施退役的申请报告、退役方案、设计、施工、验收资料、环境监测数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以及

有关的质量保证文件等都应建立档案，永久保存。

9.4 设计部门和设施退役单位对施工质量应进行检查监督，发现质量问题应限期解决

10 环境管理标准

10.1 设施退役的辐射剂量限值必须符合GB 8703对公众和环境规定的要求。

10.1.1 设施退役经最终处置后，在考虑到环境的特征与社会和经济的条件下，退役设施对周围居民造

成的附加照射剂量应限制到为其规定的终生平均年有效剂量当量限值的适当部分，并为其他可能的照

射留有足够的份额。

10-1.2 污染设备、器材、建筑物等经去污处理后，其非固定a,p放射性表面污染度<0. 08 Bq/cm'时，
经防护部门监测许可后，可在一般工业中使用(食品工业除外)。

10-1.3污染的废旧钢铁经清洗去污后，可不加限制地使用的表面污染度限值见附录A中A1条规定。

10-1.4 废石场、尾矿库、堆浸、地浸、露天废墟场地经最终处置后，其表面平均氛析出率限值见附录A

中A2条规定。

10.1.5 土地去污整治后，不同深度土壤中对核素镭一226的最高比活度限值见附录A中A3条规定。

10.1.6 经最终处置后的矿井、废石场、尾矿库、堆浸、地浸、露天废墟等设施的渗出水流入环境时，其放

射性物质导致关键人群组一年所受的剂量应符合10.1.1条规定。

10.2 非放射性的有毒有害物质排放标准，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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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环境 管理限值

    (参考件)

    引自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第85号安全丛书和《辐射源和实践的豁免管理原则》的部分环境管理

限值:

A1 污染的废旧钢铁经清洗去污后，其4.R放射性表面污染度低于0. 04 Bq/cm',可不加限制地使用。

A2 废石场、尾矿库、堆浸、地浸、露天废墟场地经最终处置后，其表面平均氛析出率不应超过。.74 Bq/

mz.s,

A3 土地去污整治后对核素镭-226的最高比活度要求;任何平均100 m'范围内，上层15 cm厚度土层

中平均值为。. 18 Bq/g;15 cm厚度土层以下的平均值为。.56现/go

A4可居住建筑物的去污，要求氧子体的最高浓度值(含本底)尽可能达到4.16X10- J/m3 (0.02
WL)，但不能超过6.24X 10-' J/m'(0. 03 WL).

附加说明: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核工业总公司矿冶部、国营二七二厂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肖宝银、潘英杰、桑士勤、曾昭利、李勒杰。

本标准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