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射环境管理办法  

国家环保总局 1990年 5月 28日颁布实施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核设施、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和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利用项目（以下简称

为伴有辐射项目）的监督管理，保护环境，保障公众健康，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

护法》、《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放射防护条例》等有关法 

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及其管辖区域内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建设单

位、营运单位和个人。 

第三条 放射环境管理实行国家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下称省级）两级管理。 

国家环境保护局对全国的放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省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辖区的放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并

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强放射环境管理队伍建设和组织落实。 

第四条 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拟定放射环境管理的政策和法规，制定放射环境标准并监督实

施；负责核设施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和指导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放射环境管理

工作。 

放射环境管理的具体任务由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主要是： 

（一）对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核设施除外）进行审批； 

（二）对伴有辐射项目的防治污染设施进行监督和检查验收；审查发放排污许可证； 

（三）对伴有辐射项目运行时的环境影响实行监测与监督； 

（四）核事故的应急响应工作； 

（五）对放射性污染物的排放实行收费； 

（六）对城市放射性废物实行集中管理； 

（七）调解因放射性污染引起的民事纠纷； 

（八）会同宣传教育部门负责组织放射环境管理的宣传、专业培训和考核。 

第五条 新建、改建、扩建和退役的伴有辐射项目必须执行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制度。 

第六条 核设施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由国家环境保护局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时应同时

抄送核设施所在地的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七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和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利用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由省

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送审时应同时抄送所在地的市、县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第八条 在本办法公布之前，已经营运但未经环境影响报告书（表）审批的伴有辐射项目（包



括已转产、退役的），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内补报环境影响现状报告书（表）。 

第九条 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审批按国家有关规定收费。 

第十条 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

产使用。放射性废物处置设施可以迟后建设，但应当实行预留款制度。 

第十一条 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的竣工验收，必须有放射环境管理的专业人员参

加，经验收合格后，由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发给合格证。 

第十二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对辖区内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环境影响状况进

行监督性监测和常规管理。 

第十三条 一切伴有辐射项目的营运单位必须加强对放射性气体、液体和固体污染物的防

治，减少产生量，向环境排放放射性气体和液体必须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排放规定。 

第十四条 核设施产生的中、低水平放射性废物，其最终处置必须送永久处置场所处置，在

设施内暂存期间必须加强管理，确保暂存的废物可以安全回取。 

第十五条 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中产生的固体废物和废源，必须定期送所在地省级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城市放射性废物库贮存。城市放射性废物库的运行须经国家环境保护局

批准，并接受其监督。 

第十六条 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利用项目产生的废渣及副产品的使用，必须符合《建筑材料

用工业废渣放射性物质限制标准（ＧＢ６７６３—８６）》，超过标准的，不得批准用作建

筑材料。大量的放射性废渣应建坝贮存或送至核工业部门的尾矿坝贮存，小量的放射性废

渣应送所在省的城市放射性废物库贮存。 

第十七条 放射性污染物件、材料的回收利用，必须经严格的去污处理，达到防护要求并须

经所在地及接受地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必须做好辖区内大型核设施的事故应急准备，制定切

实可行的应急响应方案。 

第十九条 在发生放射性污染事故的紧急情况下，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环

境监测，确定污染范围和污染程度，提出应急行动建议，会同有关部门对污染事故进行处

理，并对污染清除工作进行监督。 

第二十条 发生放射性污染事故的营运单位必须采取紧急救治措施，并按国务院有关规定向

省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所在地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发生重大放射性污染事故，必须立即向国家环境保护局报告。 

第二十一条 对伴有辐射项目向环境排放放射性物质实行排污收费。收费工作由省级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排污费的征收、管理和使用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对在放射环境管理中做出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给

予表扬和奖励。 



第二十三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单位和个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依法给予处罚。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放射环境管理是指为防治核设施、放射性同位素应用以及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利用

项目污染环境所进行的环境管理。 

（二）核设施是指核电厂、核供气供热厂、生产堆、动力堆、研究堆等有裂变反应堆的设

施，临界装置，核聚变试验装置，从核燃料开采到后处理的核燃料循环设施，核武器生产

及试验设备，放射性废物的处理和处置设施，高能加速器等。 

（三）放射性同位素应用是指利用放射性物质或放射源进行生产、科研、教学和医疗等的

活动。 

（四）伴生放射性矿物资源是指某种矿石或矿砂资源中，除了含所需的矿用成分外，同时

伴生有高于规定水平的天然放射性物质。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由国家环境保护局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