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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放射源丢失3天后找回
7日丢失放射源铱-192，暂无人员受伤害
环保部定性为重大辐射事故

南京市环保局10日通报，天津一公司7日在南京丢失的一枚放射源已安

全回收并放入铅罐。目前，尚未发现人员因此受到伤害。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师周启甫参与了现场应急工作。他

表示，该放射源在操作过程中掉落，在1公里之外的草丛里发现。此次事故

属于少见的放射源直接裸露情形，环保部将之定性为重大辐射事故。

周启甫表示，接下来进一步摸清事故原因，要等到完全调查清楚后才能

对责任方给出相应处罚。

环保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副总工程
师周启甫10日晚前往现场指导工作。

他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发生
丢失放射源事故后，首先要保障放射源
的安全，通过仪器测量相关区域，缩小范
围，最终确定的放射源的地点，是 2平米
左右的草丛，草很深，而放射源很小，直
径 8毫米，长度 15厘米，像项链。因为放
射源是裸露的，人不能长时间近距离靠

近，因此采取了多种防护措施。
据新华社报道，南京市环保局副局

长方贵平说，10日下午，现场指挥部用
“人海战术”，每位工作人员穿防护服挖
掘寻找 2-3分钟，再换下一人接手，以避
免受到长时间辐射。经过四轮数批专业
人员进入现场锁定区域操作，当第 10名
工作人员作业时，最终成功将丢失的放
射源找出，并成功放入铅罐回收。

周启甫表示，这枚铱-192是在作业
过程中掉落的，此后有人发现捡了起来
看了看，所幸没有装在身上带走，而是扔
在了一边。

应急人员最后在距离发生事故位置
1公里之外的草丛里发现了放射源，其被
包裹在一个塑料袋里，周启甫猜测，这意

味着可能有人将其丢弃，发生近距离接
触，但还需要公安部门调查确认。

他表示，目前公安机关正在调查哪
些人近距离接触了这个放射源。

记者向南京市委宣传部询问当地公
安部门对此事的表态，至截稿未有回应。

放射源丢失且暴露在外的事件并不
多见。

多位专家对记者表示，目前放射源
丢失情况依然有，但并不多见。

周启甫表示，目前，几乎每年还是会
发生放射源丢失事故，但以往的事故通
常都是放射源搁在容器里丢失的，很少
像这次南京发生的这样，源直接暴露出
来，因此其风险更大。

周启甫说，放射源丢失可能发生在
各个环节，如野外使用不当、操作过程源
脱落、运输过程丢失等，甚至曾有被人抢

走的案例。
他表示，也存在放射源丢失后找不

到的情况，如丢失后报告时间太晚，会导
致应急过晚，调查线索消失，或者辐射活
度较低，源不断衰减，直到活度低到对人
体没有危害了。

丢失了的放射源可能会有不同的去
处。他表示，有人可能会把带着放射源
的容器卖给废旧钢铁和冶炼行业，放射
源或污染钢铁产品。

“一旦发现放射源丢了，我们尽可能
找到，安全控制起来。”周启甫说。

据我国《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
全和防护条例》：发生辐射事故时，生产、
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
位应当立即启动本单位的应急方案，采取
应急措施，并立即向当地环境保护主管部
门、公安部门、卫生主管部门报告。

发生特别重大辐射事故和重大辐射事
故后，事故发生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应当在4小时内报
告国务院。

目前，我国对放射源使用单位有许可
证管理制度。对放射源本身则进行“身份
证管理”，每一个放射源都有编码，其从被
生产出来的“出生”，到“死亡”的注销都

有全程信息化监管，若使用单位放射源需
要转移、转让，必须到相关部门进行备案
审批。

周启甫表示，即使是管到“坟墓”，也
并非简单地处置，因为放射源和老百姓家
里用的其他东西不一样，不能随便扔掉，
即使报废，也还残留着一些放射性，必须
按照严格的手续进行安全处置。

我国有着非常严格的放射源管理程
序，登记、购买、报废、转让每个环节都
需要申报。相关人士表示：“平时在实验室
里，谁借走了，谁在使用都要一清二楚，放
射源只要离开源库，都必须详细记录出入登
记，环保部也都是要查的。”

2005年 11月 15日，央视的焦点访谈曾
播出一期节目《“铱—192”之谜》。当年 6月
中旬，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个居民小
区，住在楼上楼下两户人家的居民相继得上
了一种病，双手红肿、指甲发黑、全身乏力，
而且病情越来越重，经医学抽血检查，红细
胞、白细胞、血小板严重偏低。10月20日，一
名患者已经死亡。

后经黑龙江省辐射监督管理站的专家
检测发现，在居民楼一层发现了一种放射性
金属，放射源确定为铱—192。而哈尔滨市
环保局最终确定了周边一到七楼的有 18户

居民，还有一些周边人员进行体检，总共涉
及到117人。在这117人当中，有6人的身体
指标出现了异常。而对于该放射源的来源
和生产厂家，当时都未能确定。

为防止丢失或者被盗，铱—192这种放
射性同位素，一般会被存放在特定的实验
室，并放置在有铅板保护的保险柜内。由于
放射性的核数会不断地衰变，“铱—192”大
约每75天就衰变一半，一般用到8居里时就
不再用了，就要把“铱—192”移交给中国原
子能科学研究所进行处理。

■ 释疑

为何7日丢失9日才公布？
环保局9日才接到事故报告

■ 追问

穿防护服挖掘 两三分钟轮换
■ 现场

目前，我国根据国际标准，将放射
源按核素种类、能量大小以及放射性活
度等分为极高危险源、高危险源、中危
险源、低危险源、极低危险源五类。

周启甫表示，南京方面丢失的
铱-192用于工业探伤，是 5个月前新买
的，根据丢失的铱-192目前的活度，环
保部门将之判定为二类高危险源。

“丢失的放射源呈裸露状态，因此
风险比较高。”他说。

北大物理学院技术物理系副教授郭
秋菊表示，铱-192需要用铅罐等屏蔽容
器保存。“如果平时用，严格按照要求
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专家表示，如果被人捡到，或者装
在身上这样的近距离接触，可能会导致
人员受到辐射剂量较大。此前曾经发生
过有人员皮肤烧伤，或者因将放射源放
在裤兜中，最终导致截肢的情况。如果
接触时间更长，也有致命的风险。

铱-192有多危险？裸露接触会提高风险

南京环保官微在回应网友质疑为何
信息披露滞后时回复称，企业在8日才发
现遗失，9日凌晨报案给环保部门。

周启甫表示，南京市环保局9日凌晨
接到该事故报告，立刻通报环保部，因为
丢失的放射源处于裸露状态，铱-192又
属于二类放射源，即高危险源，因此环保
部将此事故定性为重大事故级别，启动

相应应急预案，其10日清早飞至南京，对
现场进行事故综合分析、方案制定等技
术指导支持。

涉事企业天津市宏迪工程检测发展
有限公司官网显示，其具备辐射安全许
可证、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核准证等
相关资质。

“有人近距离接触后丢弃”

丢失事件是否常发生？

■ 管理规定

生产使用前要在警方登记
重大辐射事故需报国务院

中石化第五建设有限公司生产钢
管，钢管是否合格需要通过铱-192的放
射性元素来进行检测，于是他们就请了
天津的一家公司来做。5月 7日，天津这
家公司发现检测的放射性元素少了，之
后就立即上报，组织寻找。

据了解，事发后中石化第五建设有

限公司里面工作人员全部撤离。一位留
守的工作人员说，他们看了这个东西的
照片，它分成七节，在七节的容器里放着
黄豆大的放射性源。由于容器非常闪
亮，像白金手链一样，一度担心如果有人
不注意把它带回家。当地暂未发现人员
受辐射损伤。

怎么丢的？

2005年哈尔滨“铱-192”事件曾致1人亡
■ 相关链接

根据辐射事故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
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从重到轻将辐射事故
分为特别重大辐射事故、重大辐射事故、较
大辐射事故和一般辐射事故四个等级。

特别重大辐射事故是指Ⅰ类、Ⅱ类放射
源丢失、被盗、失控造成大范围严重辐射污
染后果，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控
导致3人以上（含3人）急性死亡。

重大辐射事故是指Ⅰ类、Ⅱ类放射源丢
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失控导致2人以下（含2人）急性死亡或者

10人以上（含10人）急性重度放射病、局部器
官残疾。

较大辐射事故是指Ⅲ类放射源丢失、被
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失
控导致 9人以下（含 9人）急性重度放射病、
局部器官残疾。

一般辐射事故是指Ⅳ类、Ⅴ类放射源丢
失、被盗、失控，或者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
置失控导致人员受到超过年剂量限值的照
射。

(据新京报)

>>辐射事故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