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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贺州稀有稀土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朱和玲

联系方式：0774-8978858

矿产类别：稀土

地理位置：广西钟山-富川县花山稀土矿区地处桂东,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钟山县城西北

方向的红花镇西侧，行政属钟山县红花镇及花山瑶族乡管辖。矿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07′22″～108°10′02″，北纬 24°35′01″～24°38′16″之间，矿区中心

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08°09′17″，北纬 24°36′19″，总面积 19.12km2，标高+189～+586

米，第一母液处理车间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13′44″，北纬 24°60′14″，第二

母液处理车间中心点地理坐标为东经 111°09′26″，北纬 24°36′34″。项目地理位置

图见图 1-1。

生产周期：一年生产 360天，每天 3班，每班 8小时。

主要产品：碳酸盐稀土及氯化稀土。

委托监测的机构名称：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

图1-1 贺州稀有稀土矿业有限公司矿区地理位置



2. 生产工艺及环保措施

2.1 生产工艺

1、原地浸矿采场工艺过程

原地浸矿工艺流程见图 2-1。

图 2-1 原地浸矿工艺流程

原地浸矿工艺是指地质勘探探明矿藏储量，经科学计算，对稀土矿划分矿块，在矿山

顶部钻进若干注液井，在母液车间配制硫酸铵溶液，通过高位池自流入注液井，向稀土矿

体注入硫酸铵溶液，硫酸铵与稀土发生交换反应，将稀土置换出来形成稀土母液，稀土母

液再由矿体底部收液巷道收液，进入母液池，再泵送回母液车间处理。

2、原地浸矿收液系统

原地浸矿收液系统主要为采用“密集导流孔+人工底板收液巷道+集液导游孔为主，



收液沟+收液井为辅”的原地浸矿采场工艺。

3、原地浸矿开采过程

原地浸矿采矿工艺过程主要包括六个阶段：

（1）储量升级

为严格控制矿体边界，具体开采过程中在各个小矿块上加密布置小圆井工程，以便更

准确掌握矿体形态、厚度、品位、硫酸铵溶液浓度及用量等。为了满足原地浸矿设计要求，

矿块单体设计前必须对矿区工业矿块进行补充地质勘探。补充地质勘探采取地形剖面探矿

法，勘探手段采用人工小圆井（直径一般 0.9m）加自制钻探工具打孔，刻槽（5cm×2cm）

或岩心取样。工程密度，人工小圆井探矿工程为 60m×40m 或 40m×40m，人工钻探孔径

φ80mm，工程密度为 20m×20m。采样分析，采取普通稀土化验规范进行试样缩分和分析。

（2）注水检漏

原地浸矿采场施工期一般为 2 个月，施工结束后，开始注水检漏。首先将清水注入

到收液巷道中进行检漏。如果收液率达到 92%，进入到浸矿工序。

（3）注液浸矿

硫酸铵溶液通过注液孔注入原地浸矿采场中，使得浸矿液与原地浸矿采场中的原矿进

行交换，在此过程中，原地浸矿采场母液回收量较少，主要作用为使离子型稀土交换到浸

矿液中，浸矿时间约 4 个月。

（4）加注顶水

矿体中的稀土矿注液浸取完成后，对矿体进行加注顶水处理，加注顶水不再添加硫酸

铵和硫酸，而是使用回收液直接注入注液孔中，将矿体中的稀土母液顶出；当从收液巷道

里收集的母液稀土含量低于可回收程度后，停止注水，加注顶水完成，加注顶水约 1个月。

（5）清水清洗

在加注顶水完成后，原地浸矿采场的土壤内还含有氨氮，存在潜在环境风险，因此在



加注顶水完成后，要求矿山进行加注清水清洗，然后利用原地浸矿采场的收液系统进行清

洗废水收集，将收集的清洗废水全部回用到母液处理车间，清洗废水中氨氮浓度较高，少

部分直接用于第二批次矿山的生产补加水，大部分经过处理后降低氨氮含量，返回原地浸

矿采场进行清水清洗。估算清水清洗时间 1 年，在清水清洗时期对矿体进行周期性监测，

如果清洗清洗废水中的污染物浓度达标，则停止清洗。

（6）封孔闭矿

清水清洗完成后将注液孔周边的废弃土石方（岩土）回填，恢复植被，封孔闭矿即完

成。

2、母液处理车间工艺流程

（1）第一母液处理车间工艺流程

第一母液处理车间采用传统碳酸氢铵沉淀富集工艺，过程主要包括母液除杂、母液沉

淀、上清液回调及配液、压滤及包装、除杂渣贮存与处置五个过程。一车间母液处理工艺

流程见下图 2-2。

图 2-2 一车间母液处理工艺流程



1）母液除杂

经泵送到母液处理车间的母液，首先得用碳酸氢铵除杂。除杂工序是往除杂池里加入

20%碳酸氢铵水溶液，并不断用气泵搅拌均匀，控制碳铵水溶液用量至池中母液 pH 为 5.4

左右即可，除杂后的母液经澄清后放到沉淀池中沉淀。

2）母液沉淀

经除杂后的母液放到沉淀池后，往池中加入碳酸氢氨水溶液，并不断用气泵搅拌均匀，

控制碳酸氢铵水溶液用量至池中母液 pH 为 6.7 左右即可，池中溶液经澄清后，沉下的部

分为碳酸稀土，上部的溶液为上清液，上清液可放到配液池处理后重新配液或作为顶水使

用。

3）上清液回调及配液

母液沉淀池的上清液 pH 在 6.7 左右，使用前须用硫酸回调到 pH 在 5.3 左右才能用

来配液或作为顶水使用。配制硫酸铵溶液时必须用气泵搅拌均匀，配制的浓度一般为 1%

至 2%，由于上清液里还含少量的硫酸铵溶液，所以配液时应充分利用上清液以节省硫铵

用量。

4）压滤及包装

沉淀池里的碳酸稀土放到产品池后，再进入板框压滤机压滤装包入库。

5）除杂渣贮存、处置

母液处理车间在生产稀土过程中会产生除杂渣，除杂渣的主要成分为含有 Al、Mg、

Fe 等元素的碳酸盐沉淀，除杂池里的除杂渣在积存到一定量后，将其贮存到贮渣池内。

贮渣池里的除杂渣积存到一定量后，再进入板框压滤机压滤装包，暂存于库房内。除杂渣

产生的比例约为氧化稀土产量的 5%。

（2）第二母液处理车间工艺流程

第二母液处理车间的母液处理工艺采用浸萃一体化新工艺，通过在浸矿和富集等关键



环节的创新，减少了传统铵盐开采工艺稀土的反吸附，解决了除杂、沉淀过程稀土损耗问

题，具有无铵化、对稀土离子置换效果好、贫富兼采、中重稀土元素利用率高等特点。二

车间采矿方法为原地浸矿，以硫酸镁为浸矿剂，通过在矿块山体布置注液孔（井）进行注

液，在山体矿块下方布置集液巷道+导流孔或导流孔收液方式进行收液，然后通过集液沟

汇流入浸出液中转池，稀土浸出液在浸出液中转池进行初步的澄清后通过管道流抽至母液

处理车间进行稀土的富集提取回收。相较于一车间采用的传统铵盐工艺，二车间优化后母

液富集回收工艺的核心工序是萃取和反萃，萃取分离工序是将浸矿母液所得的硫酸稀土溶

液，用液-液萃取法，以 P507 作为有机萃取剂，采用磺化煤油作为稀释剂，使硫酸稀土溶

液中稀土元素进入有机相。最后用盐酸进行反萃后得到纯净的混合氯化稀土溶液。与一车

间传统方法相比，取消了除杂池、沉淀池、配药池、压滤车间等。

第二车间稀土矿开发工程工艺流程见图 2-3。

图 2-3 第二车间稀土矿开发工程工艺流程

（1）离心萃取工序

离心萃取工序包括离心萃取系统、离心反萃系统等。该工序主要是采用 P507和磺化

煤油混合有机相对低浓度稀土浸出液进行多级离心萃取富集，得到含稀土负载有机相，再



采用盐酸对含稀土负载有机相进行多级离心反萃，得到高浓度混合氯化稀土溶液产品，同

时空白有机相则循环用于离心萃取富集。

（2）离心反萃工序

离心萃取工序主要包括浸出负载有机相进料计量系统、离心反萃系统、反酸/洗水进

料系统和氯化稀土产品存储系统。离心反萃工序采用 5.5-6mol/L 的反萃盐酸对含稀土负载

有机相进行 5-6 级离心反萃，通过工艺调控得到 REO150-230g/L 的混合氯化稀土溶液产

品。同时采用 2-3级离心水洗，其中，1-2 级洗除空白有机相夹带的大部分酸，回用于离

心反萃工序；最后 1 级水洗进一步降低空白有机相的酸夹带量，空白有机相循环用于离心

萃取。

（3）有机相回收工序

有机相回收工序主要包括萃余液静置槽、深度回收系统等。该工序采用萃余液静置槽

处理离心萃取所得萃余液，再经自流进入深度回收系统中，实现萃余液与回收夹带有机相

的深度分离。回收的有机相进一步澄清后，采用固-水-油多相分离专用设备处理。如此实

现萃余液、有机相的快速高效回收及循环利用。除油后萃余液自流至浸矿剂配液池中，用

于调配浸矿剂，循环返回矿山浸矿。

（4）浸矿剂制备工序

浸矿剂的制备由硫酸镁初步溶解、硫酸输送和萃余液回用三个系统组成。硫酸镁仓库

设置硫酸镁溶解槽 2 台，硫酸镁在溶解槽中溶解为较高浓度硫酸镁溶液后，由泵输送至配

液池。萃取工序产生的萃余液最终都进入配液池。来自车间硫酸储罐的浓硫酸同样进入配

液池。补充一定量生产用水后，上述原辅材料在配液池中形成适宜浓度、适宜 pH 的浸矿

剂，供注液使用。

2.2 主要环保设施及措施

2.2.1 废水处理概况



正常情况下，母液处理环节产生的沉淀池上清液、压滤废水、萃余液等生产废水全部

回用，不外排，无伴生放射性废水

2.2.2 废渣处理设施

固体废物主要是除杂渣。

一车间建立 2 个圆形贮渣池，贮渣池半径 5m，深 4m，标高为 370m，每个贮渣池容

积为 300 m3，贮渣池底部和池壁采取防渗膜进行防渗处理，池壁高出地面 1m，防止雨水

进入。一车间除杂质设置了压滤工序，除杂渣经压滤后外售；二车间由于工艺优化调整，

不产生除杂渣，不再修建贮渣池。

6、产污节点

（1）原地浸矿工艺主要放射性污染产生位点如图 2-4和图 2-5。

图 2-4 第一车间稀土矿开发工程伴生放射性产生位点图



图 2-5 第二车间稀土矿开发工程伴生放射性产生位点图

3. 厂址辐射环境本底

由于本项目建设前未开展辐射环境本底调查，故本次提供本地区的辐射环境质量水平。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

究》的调查结果，原梧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见表 3-1。

表 3-1 原梧州地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

地区
原野γ辐射剂量率范围

（nGy/h）
道路γ辐射剂量率范围

（nGy/h）
室内γ辐射剂量率范围

（nGy/h）

原梧州地

区
32.1~238.7 36.1~267.0 74.6~304.3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

查研究》的调查结果，原梧州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见表 3-2。

表 3-2 原梧州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Bq/kg）

地区 238U范围 226Ra范围 232Th范围

原梧州地区 9.1~206.0 25.0~230.0 24.4~270.0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监测中心站《广西壮族自治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调

查研究》的调查结果，原梧州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见表 3-3。

表 3-3 原梧州地区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

水体名称 U范围（μg/L） Th范围(μg/L) 226Ra范围（mBq/L）

原梧州地区农村井

水
0.05~0.42 <0.02~0.07 2.30~38.5

4. 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1989 年 12 月 26 日颁布，2014年 4月 24日

修订，2015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放射性污染防治法》（2013年 10月 1日）。

4.2 管理办法

（1）《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国环

规辐射〔2018〕1号）；

（2）《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公告 2020年 第 54号）。



4.3 采用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2002）；

（2）《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3）《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4）《环境空气中氡的测量方法》（HJ 1212-2021）；

（5）《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分析方法》（HJ 840-2017）；

（6）《水中钍放化分析实施细则》（作业指导书 GXFSZ/ZY-JC-025）（参考 HJ 840-2017

4.N-235萃取-分光光度法）；

（7）《水中镭的α放射性核素的测定》（GB 11218-89）；

（8）《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 11743-2013）；

（9）《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 16145-2022）；

（10）《高纯锗γ能谱分析通用方法》（GB/T 11713-2015）；

（11）《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 23727-2020）；

（12）《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

（13）《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国家环境保护局，1995年）；

（14）《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1-2011）。

5. 质量保证

广西壮族自治区辐射环境监督管理站承担的本项目工作实施全过程的质量管理。包括：

制订监测工作计划、确定对监测数据的质量要求、实施监测工作计划。实施监测技术人员

保障、采样布点和采样方法选择、样品的采集和保存、合适的仪器与设备的选择、国家标

准分析测量方法的选用、量值溯源、不确定度分析、质量控制和记录保存等方面全过程的

质量控制。



5.1 现场监测质量控制

（1）现场监测严格按照《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中要求进行。

（2）现场测量仪器每年由国家法定计量检定单位检定一次，每次测量前和测量后均

检查仪器的工作状态是否正常、仪器设备是否稳定。

（3）定期在稳定辐射场进行仪器检验，检查仪器的长期稳定性；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

剂量率每年定期进行宇宙射线响应值的测定。

（4）参加上级技术部门及相关单位组织的仪器比对；通过仪器的期间核查等质控手

段保证仪器设备的正常运行。

（5）监测人员经考核合格并持有合格证书上岗，所有野外测量、现场采样均要求有

两个以上人员参加。

5.2 样品的采集和保存过程质量控制

样品采集的质量控制措施包括现场调查、资料收集和整理、采样布点等外环境方面的

采样准备内容，还包括采样要求、采样方法、样品保存和管理以及采样中的质量控制样品

等。

（1）根据监测方案确定采样计划

现场采样负责人准备并整理与现场采样工作相关资料；

现场采样负责人及采样人员进行现场踏勘（使用数码相机拍摄现场图片和 GPS定位），

核实监测内容、项目和点位情况（包括现场监测设施和环境条件），了解需要采集样品的

具体情况。根据监测方案确定采样方式、数量、点位布设、采样频次等，确保采集样品具

有的代表性、可靠性和有效性。

（2）准备工作



现场采样人员按需要准备好采样器材，确保器材满足采样技术要求；

采样容器的选择：不同的样品需要用不同的采样容器盛装，确保容器对样品的影响最

小；

采样容器的清洁：每次采样前须对所有待用容器彻底清洗，防止污染；

采样辅助设施的准备（如 GPS、数码相机、电源线、固定剂）。

（3）现场采样

现场采样人员按采样方案进行现场采样，作好采样及监测分析记录；

必须加固定剂的样品，根据分析方法的要求在采样现场添加适当量的固定剂；

按实验室常规质控要求，采集 10～20%的平行双样，用作现场质控样，按密码方式交

付实验室分析；

样品的编号、标识、登记、交接等程序严格按照《样品管理程序》实施；

对调查需要保存的样品进行清理归类入库并记档；

采样工作同时有二人以上共同完成，其中一人承担监督的职责。

（4）采样过程

水质样品的采集：

采样前洗净采样设备。在选定的监测断面或点位采集表层水样，采样时用待采水样洗

涤 3次后采集。采好后立即盖好容器，严密封固。根据不同核素分析的要求，加入不同的

预处理剂。

土壤样品的采集：

A、采用统一规定的样品编码。所采土样按技术要求装入相应容器内，外套塑料袋。

B、采样时首先清除土壤表层的杂物，有植物生长的点位要首先松动土壤，除去植物

及其根系。采样现场要剔除土样中砾石等异物；

C、为减少土壤样品间的接触与互相污染的可能，在采样后，要对采样器具进行更换



或清理干净，以免污染下一个样品。

5.3 实验室分析质量控制

样品进入实验室后，严格按照本站质量体系文件中《样品管理程序》的要求进行样品

的交接，并按要求妥善保存样品。

实验室内质量控制是分析人员对分析质量进行自我控制及内部质控人员对其实施质

量控制技术管理的过程。包括方法的确认、仪器设备校准、空白试验、检出限的测量、校

准曲线的绘制和检验、平行样分析、加标样与密码样分析、绘制质量控制图等。

6. 辐射环境监测

6.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1、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1）监测点位

一、二车间厂界四周、空气、土壤采样布点处、矿区东北（对照点），共 27个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监测频次：1次/半年。

2、空气中氡

（1）监测点位

莲花村、汤公村村委、原红花镇中心小学、狮子头村、矿区西南侧边界、洞心村、洞

心村西侧、汤水小学，共 8个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空气中氡。

监测频次：1次/半年（上、下半年各一次，两次监测时间隔时间不少于 3个月，下同）。

3、地下水

（1）监测点位

在距公司生产区较近的一车间北侧界居民点、一车间东南侧居民点、矿区东南侧边界

居民点（燕子寨）、洞心村地下水各布设一个采样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U、Th、226Ra、总α、总β。

监测频次：1次/年。

4、地表水

（1）监测点位

在距公司生产区较近的 1#断面思勤江矿区边界上游 500m、2#断面公掛溪与大庄溪交

汇口下游 500m、3#断面汤公河支流矿区上游 500m、4#断面汤公河支流与汤公河交汇口下

游 500m、5#断面汤公河与思勤江交汇口下游 500m及 6#断面思勤江段洞心村各布设一个

采样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U、Th、226Ra、总α、总β。

监测频次：2次/年。

5、底泥

（1）监测点位

在距公司生产区较近的 1#断面思勤江矿区边界上游 500m、2#断面公掛溪与大庄溪交

汇口下游 500m、3#断面汤公河支流矿区上游 500m、4#断面汤公河支流与汤公河交汇口下

游 500m、5#断面汤公河与思勤江交汇口下游 500m及 6#断面思勤江段洞心村各布设一个



采样点。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U、Th、226Ra。

监测频次：1次/年。

6、土壤

（1）监测点位

公司厂界四周莲花村、汤水村、矿区西南侧边界、狮子头村、燕子寨、洞心村、二车

间矿区边界北侧（洞心村西侧）等各设 1个点位，共 7个。

（2）监测项目及频次

监测项目：238U、232Th、226Ra。

监测频次：1次/年。

6.2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

1、陆地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

2024年 4月及 2024年 8月，厂区外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分别见表 7-1、

7-2。

表 7-1 2024年 4月厂区外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序号 点 位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莲花村 213 2.4

2 矿区西南侧梓里村芥菜冲便民桥 271 3.2

3 矿区西南侧 304 2.7

4 狮子头村 205 1.5

5 燕子寨（道路） 148 2.1

6 狮子岭 268 1.8



7 红花镇 139 3.0

8 红花村村委会西北侧 300m 三岔路

口
148 3.0

9 公挂村 115 2.0

10 钟屋 125 1.8

11 汤公村委会 133 2.1

12 汤公村委西侧 700m（应急水池旁） 245 2.4

13 大岭脚 1# 292 1.8

14 大岭脚 2# 352 2.8

15 大岭脚 3# 225 1.9

16 大岭脚 4# 266 2.3

17 秧地冲 1# 162 2.4

18 秧地冲 2# 188 2.6

19 二车间服务矿区西侧边界 304 2.9

20 二车间服务矿区西北侧边界 192 1.8

21 二车间服务矿区北侧边界 269 2.6

22 一车间北侧居民点（汤水村） 229 3.7

23 二车间服务矿区东北侧边界 1# 311 1.7

24 二车间服务矿区东北侧边界 2# 323 1.3

25 二车间服务矿区东侧边界 304 1.6

26 二车间东侧居民点（洞心村） 162 1.7

27 三车间东北侧边界（莲花村） 229 2.1

注：表中的监测结果未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余同。

表 7-2 2024年 8月厂区周围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监测结果

序号 点 位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nGy/h）

平均值 标准差

1 莲花村 140 1.0

2 矿区西南侧梓里村芥菜冲便民桥 214 1.3

3 矿区西南侧边界 264 2.2

4 狮子头村 201 1.6

5 燕子寨（道路） 140 1.2

6 狮子岭 206 1.6



7 红花镇 146 1.6

8 红花村村委会西北侧 300m三叉路口 118 1.4

9 公挂村 112 1.0

10 钟屋 119 1.7

11 汤公村委会 112 0.9

12 汤公村委西侧 700m（应急水池旁） 310 1.9

13 大岭脚 1# 215 1.8

14 大岭脚 2# 252 1.8

15 大岭脚 3# 262 1.9

16 大岭脚 4# 239 1.3

17 秧地冲 1# 152 1.4

18 秧地冲 2# 157 1.4

19 二车间服务矿区西侧边界 266 1.7

20 二车间服务矿区西北侧边界 206 1.5

21 二车间服务矿区北侧边界 218 1.6

22 一车间北侧居民点（汤水村） 114 1.2

23 二车间服务矿区东北侧边界 1# 201 1.2

24 二车间服务矿区东北侧边界 2# 244 2.2

25 二车间服务矿区东侧边界 262 1.9

26 二车间东侧居民点（洞心村） 180 1.2

27 三车间东北侧边界（莲花村） 245 3.1

表 7-1、7-2 监测结果可知：2024 年 4 月，厂区外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为

115~352nGy/h；2024年 8月，厂区外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范围为 112~310nGy/h。

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的调查结果，广西壮族自治区

原梧州地区原野γ辐射剂量率范围为 32.1~238.7nGy/h，道路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

36.1~267.0nGy/h范围，公司 2024年 4月、8月的厂区外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略高于本底

水平范围内。

2、空气中氡

2024年 4月及 2024年 8月，厂区外环境空气中氡监测结果见表 7-3、7-4。

表 7-3 2024年 4月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监测结果



点位 点位描述 氡浓度（Bq/m3）

1 莲花村 41.5

2 汤公村村委 20.2

3 原红花镇中心小学 57.5

4 狮子头村 24.5

5 矿区西南侧边界 78.6

6 洞心村 28.0

7 汤水小学 10.3

表 7-4 2024年 8月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监测结果

点位 点位描述 氡浓度（Bq/m3）

1 莲花村 15.5

2 汤公村村委 9.44

3 原红花镇中心小学 18.9

4 狮子头村 24.3

5 矿区西南侧边界 123

6 洞心村 9.44

7 洞心村西侧 12.6

8 汤水小学 12.4

从表 7-3、7-4中的监测结果可知，2024年 4月现场监测时，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的

含量范围为 10.3~78.6Bq/m3；2024年 8月现场监测时，厂区周围环境空气中氡的含量范围

为 9.44~123Bq/m3。

参照《我国部分地区空气中氡及其子体α潜能浓度调查研究（1983~1990）》中的调

查结果，室外平均氡浓度均值范围为 3.30～40.8Bq/m 3，除矿区西南侧边界测值略高于该

范围外，其余点位在正常均值涨落范围内。

3、土壤与底泥

厂界四周土壤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分析结果见表 7-5。

表 7-5 厂界周围土壤放射性核素比活度分析结果

序号 监测点位 核素放射性活度浓度（Bq/kg）



238U 232Th 226Ra

1 莲花村 195 236 155

2 汤水村 507 262 325

3 矿区西南侧边界 300 322 217

4 狮子头村 384 466 314

5 燕子寨 526 468 324

6 洞心村 290 233 169

7 二车间矿区边界北侧（洞心村西

侧）
299 259 183

表 7-6 厂区周围环境底泥分析结果

序

号
监测点位

放射性核素放射性活度浓度（Bq/kg）
238U 232Th 226Ra

1 1#断面思勤江矿区边界上游 500m 256 271 162

2 2#断面公掛溪与大庄溪交汇口下游 500m 530 504 323

3 3#断面汤公河支流矿区上游 500m 479 508 354

4 4#断面汤公河支流与汤公河交汇口下游
500m 616 483 335

5 5#断面汤公河与思勤江交汇口下游 500m 378 373 245

6 6#断面思勤江段洞心村 331 346 224

从表 7-5监测结果可知，厂区周围环境土壤中铀-238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195~526 Bq/kg，

钍-232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233~468Bq/kg，镭-226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155~325Bq/kg。

从表 7-6监测结果可知，厂区周围环境底泥中铀-238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256~616Bq/kg，

钍-232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271~508Bq/kg，镭-226的活度浓度范围为 162~354Bq/kg。

放射性核素铀-238、钍-232、镭-226比活度与 1983~1990年广西土壤中天然放射性调

查结果相比，在正常环境本底涨落范围内。

4、地下水

厂区外围地下水放射性核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 7-7。

表 7-7 地下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析结果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μg/L） Th（μg/L）
226Ra

（mBq/L）
总α

（Bq/L）
总β

（Bq/L）

1#一车间北

侧界居民点

2024/04/26 17.8 0.142 24.4 0.338 0.453

2024/04/27 16.8 0.124 19.1 0.286 0.426

2#一车间东

南侧居民点

2024/04/26 3.00 0.087 34.7 0.090 0.526

2024/04/27 4.75 0.104 50.9 0.123 0.728

3#矿区东南

侧边界居民

点（燕子寨）

2024/04/26 3.36 0.050 33.4 0.078 0.429

2024/04/27 3.04 0.099 24.0 0.043 0.457

7#氡点附近

地下水

2024/08/21 0.71 0.459 21.1 0.117 0.499

2023/08/22 0.59 0.162 17.7 0.043 0.452

由表 7-7样品分析结果可知，该地下水样品中放射性核素铀、钍、镭-226活度浓度分

析结果，铀的活度浓度测值范围为 0.59~17.8μg/L，镭 -226 的活度浓度测值范围为

17.7~50.9mBq/L，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中铀 0.03mg/L，镭-2261Bq/L

的限值要求。钍的活度浓度测值范围为 0.050~0.459μg/L，与 1983~1990 年广西水体中天

然放射性调查结果（农村井水）测得的相关核素活度浓度相比，无显著升高。总α活度浓

度为 0.043~0.338Bq/L，总β活度浓度为 0.426~0.728Bq/L，满足《GBT 14848-2017 地下水

质量标准》III类水质要求（α活度浓度<0.5 Bq/L, β活度浓度<1.0 Bq/L）。

4、地表水

厂区周围地表水放射性核素含量分析结果见表 7-8。

表 7-8 地表水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分析结果

监测点位 采样日期

放射性核素含量

U（μg/L） Th（μg/L）
226Ra

（mBq/L）
总α

（Bq/L）
总β

（Bq/L）

1#断面思勤

江矿区边界

上游 500m

2024/09/04 0.50 0.178 5.89 0.017 0.080

2024/09/05 0.46 0.160 4.78 0.057 0.126

2024/05/15 0.36 0.142 5.27 0.028 0.069

2024/05/16 0.38 0.146 3.12 0.031 0.092

2#断面公掛

溪与大庄溪
2024/09/04 3.31 1.88 19.9 0.055 0.154



2024/09/05 3.31 1.52 18.0 0.132 0.252

2024/05/15 0.96 0.242 8.38 0.056 0.124

2024/05/16 1.07 0.449 11.2 0.060 0.119

3#断面汤公

河支流矿区

上游 500m

2024/09/04 2.91 1.40 17.7 0.123 0.247

2024/09/05 3.15 1.58 17.1 0.102 0.237

2024/05/15 10.6 1.85 95.3 0.225 0.622

2024/05/16 10.9 1.29 79.1 0.268 0.656

4#断面汤公

河支流与汤

公河交汇口

下游 500m

2024/09/04 6.29 1.91 29.2 0.083 0.263

2024/09/05 7.05 2.20 33.3 0.203 0.416

2024/05/15 3.02 0.812 39.2 0.122 0.323

2024/05/16 3.21 0.513 42.7 0.119 0.341

5#断面汤公

河与思勤江

交汇口下游

500m

2024/09/04 1.32 0.276 11.1 0.034 0.132

2024/09/05 1.38 0.373 9.84 0.062 0.188

2024/05/15 0.84 0.331 12.2 0.040 0.123

2024/05/16 0.87 0.297 12.5 0.053 0.168

6#断面思勤

江段洞心村

2024/09/04 0.54 0.232 7.83 0.041 0.106

2024/09/05 0.54 0.243 9.56 0.053 0.142

2024/05/15 0.35 0.137 7.11 0.031 0.082

2024/05/16 0.38 0.469 5.16 0.038 0.085

由表 7-8 样品分析结果可知，地表水样品中铀的含量为 0.35~10.9μg/L，钍的含量为

0.137~2.2μg/L，镭-226的含量为 3.12~95.3mBq/L。与 1983~1990年广西水体中天然放射性

调查结果（农村井水）测得的相关核素活度浓度相比，无显著升高。总α活度浓度为

0.017~0.268Bq/L，总β活度浓度为 0.069~0.656Bq/L，参考《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

5749-2022），满足标准中总α 0.5Bq/L，总β 1Bq/L的限值要求。

7. 结论

由 2024年度环境辐射监测结果得知，公司厂区周边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空气



中的氡、地下水、地表水以及环境土壤等伴生放射性核素的放射性水平等符合相关标准要

求。公司将继续落实《伴生放射性矿开发利用企业环境辐射监测及信息公开办法（试行）》

（国环规辐射[2018]1号）规定，加强企业管理，开展年度辐射环境监测，并对监测数据进

行公示。



9. 附件

附件 1 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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