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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生态环境局文件

沪环辐〔2025〕87 号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加强

上海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管理工作的通知

各区生态环境局，上海化工区管委会、自贸区管委会保税区管理

局、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浦东新区综合执法局，市环境执法总队、

市辐射安全中心，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本市核技术利用放射性废物管理，防范辐射环

境风险，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放射性废

物安全管理条例》《放射性废物分类》《上海市放射性污染防治若

干规定》等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结合本市核技术利用现状及放

射性废物管理工作实际，现就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强化放射性废物源头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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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放射性废物的核技术利用单位（以下简称“产废单位”）

应严格执行放射性废物源头减量管理要求。优先选用半衰期较短

放射性核素及低产废率工艺材料，科学辨识废物表征，有效落实

压缩等减量化技术措施。

严格实施放射性废物分类管理，依据放射性废物特性及最终

处置去向，对豁免、待解控、低水平（极低水平）、中水平及高

水平放射性废物（后三类统称为非豁免解控废物）做好分类贮存、

物理隔离、特性标识。其中，对非豁免解控废物须严格按照放射

性核素种类及活度浓度实施分别暂存。

完善放射性废物全周期台账管理机制，建立健全放射性废物

台账管理制度，完整记录放射性废物来源、核素种类、初始活度

（或活度浓度）估算值、最小化处理方式、产生及入库日期、辐

射监测结果、处置方式（豁免/解控/送贮）、处置日期及最终去

向等信息，确保档案完整可溯、永久保存。

二、加强放射性废物暂存管理

产废单位应规范放射性废物暂存管理，设置放射性废物专用

暂存场所，场所布局及建设规模应与废物产生量、处置周期相匹

配，按放射性废物种类划定分类存放区域。场所规范设置电离辐

射警示标识，落实双人双锁、视频监控等安防技防设施，采取有

效的辐射防护及其他危险特性防护措施，健全通风换气系统，对

含有挥发性核素的放射性废物必须单独设置专用排风管道。

建立健全暂存场所设施维护制度，保障通风、安防、技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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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的持续有效运行。严格执行辐射监测制度，日常在新增放射

性废物入库或每日作业完成后，须对场所周围辐射水平自行监测

并留存记录；年度开展至少一次的暂存场所周围辐射环境监测，

按照国家环境监测规范，优先选择暂存废物高峰期实施。

三、压实放射性废物运输安全责任

产废单位依法履行放射性废物托运人法定责任，须严格按照

《放射性物品安全运输规程》《低、中水平放射性固体废物包安全

标准》等国家技术标准，规范开展非豁免解控废物送贮前的处理

整备工作。运输前对货包表面污染和辐射水平实施监测并编制辐

射监测报告，确保货包各项技术指标符合接收资质单位的接收要

求。

委托具备第七类危险货物（放射性物品）运输资质的专业运

输机构实施放射性废物（源）运输，托运人、承运人应严格遵守

放射性物品运输相关规定。

四、规范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

产废单位应严格落实国家关于废旧放射源闲置或者废弃后3

个月内应送贮的要求。根据废物种类，定期开展豁免、解控放射

性废物的处理处置，及时完成非豁免解控放射性废物送贮，除需

较长时间贮存衰变的待解控废物外，废物暂存时间原则上不超过

1 年，严禁长期大量积存。

向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送贮废物前，应书面报告废物情况，确

保分类收集、账物相符、整备达标、资料齐备，并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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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含核素半衰期大于 100 天；属小批量低水平（极低水平）废物；

使用 60L 玻璃钢容器封装（特殊屏蔽需求应定制专用防护罐）；

游离液体率严格控制在 1%以下；设置清晰明确的废物标识并准

确标注废物表征信息；包装容器外表面α、β放射性污染水平分

别低于 0.4Bq/cm2和 4Bq/cm2，表面剂量率不超过 0.1mSv/h。

对豁免或解控废物，产废单位应根据国家固体废物管理规定

实施处理处置。Ⅰ、Ⅱ、Ⅲ类废旧放射源原则上应交回生产单位

或返回原出口方。对中、高水平放射性废物及大批量非豁免解控

废物，原则上由产废单位直接送具备相应资质的放射性废物集中

处理、贮存、处置单位收贮。

依法如实报告放射性废物产生、排放、处理、贮存、解控和

处置等情况，并将放射性废物年度统计结果、暂存场所辐射环境

监测情况等纳入辐射安全和防护状况年度评估报告。

五、规范城市放射性废物库送贮收贮工作

市辐射安全中心应对产废单位送贮前的废物进行甄别，开展

待送贮废物技术资料审查和现场物项核查，对废物甄别情形复杂

的，及时组织专家会商研判，以确保城市辐射环境安全为原则，

做到放射性废物应收尽收。对辐射事故废物和无主放射源等特殊

情形，实施应急收贮。

落实本市放射性废物（源）贮存保障功能，每年于 7 月 31

日前完成库容评估，研判动态清库周期并报市生态环境局，实现

城市放射性废物库动态清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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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加强放射性废物全过程监督管理

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统筹建设放射性废物管理系统，建立放

射性废物“一企一档”管理制度，实施对放射性废物产生、暂存、

处理处置等各环节的动态监控。探索放射性废物产量核定及放射

性核素排放审查，试点将放射性废物产量纳入辐射安全许可管

理。

加大放射性废物监督执法力度，强化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

准入、辐射安全许可核查，加强年度评估报告质量复核与放射性

废物豁免解控现场监督，开展放射性废物及工作场所周围环境监

测，加强对放射性废物处理处置违法行为的跟踪督办和立案查

处。

各有关单位要深刻认识放射性废物管理的重要意义，严格落

实产废单位主体责任及生态环境部门监管职责，加强放射性废物

从源头分类、过程管控到末端处置的全链条管理，坚决守牢辐射

环境安全底线。

市生态环境部门加强培训宣传和入企服务，指导产废单位开

展放射性废物分类甄别、监测评估等工作。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

赋能，推进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实现放射性同位素转让、备案

及废物产生、暂存、处理、处置等全过程管控。

2025 年 6 月 30 日前，产废单位应将积存非豁免解控放射性

废物处置需求报至市辐射安全中心。2025 年 10 月 31 日前，市

辐射安全中心对积存放射性废物组织开展专项核实，指导产废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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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非豁免解控放射性废物处置需求

序号 核素种类 废物种类 初始活度（或活度浓度）估算值 重量 入库日期 辐射监测结果（如有）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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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名词解释

【废物表征】 为废物处理过程控制提供废物特性相关信息，确

定废物体或废物包是否满足处理、贮存、运输和处置的接收准则。

放射性废物表征内容应包括放射性特性（核素、活度等）、物理

特性（尺寸、重量等）、化学特性（溶解性、腐蚀性等）和生物

危害特性等。

【废物最小化】 通过源头控制、再循环与再利用、清洁解控、

处理优化及强化管理，使最终放射性固体废物产生量（体积和活

度）减小至可合理达到的尽量低的水平。

【豁免与解控】 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活度浓度极低，满足豁免

水平或解控水平，不需要采取或者不需要进一步采取辐射防护控

制措施。具体实施流程参照《上海市放射性废物豁免及解控管理

规定（试行）》（沪环规〔2023〕10 号）。

【小批量低水平（极低水平）废物】 重量小于 1 吨，且所含核

素放射性水平下限值高于《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GB 18871-2002）附录 A 给出的豁免浓度，同时低于《放射

性废物分类》表 2 给出的低水平放射性活度浓度上限的放射性废

物。



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办公室 2025 年 6 月 1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