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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 山东域潇锆钛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山东省临沂市临沂临港经济开发区团林镇埃沟一村

法人代表 陈淼

联系人 李金龙 联系方式 15266624384

所属行业 其他稀有金属冶炼 生产周期 间歇

主要产品
铁精矿、高钛精矿、低钛精矿、石榴石、

锆英砂、金红石、独居石

地理位置 经度 119°11'4.67"纬度 35°07'23.26"（详见图1-1）

委托监测机构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山东域潇锆钛矿

业股份有限公司
1km

图1-1 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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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产工艺

2.1 工艺流程

本项目主要工艺流程包括磁选、重选（摇床）及电选。其中：①

磁选：利用各种矿物的不同导磁性，调节磁选机磁场的磁角和转速，

从而实现强导磁矿物、弱导磁矿物和非导磁矿物的分选。②重选：利

用泥沙和矿物的不同比重，在水流的作用下，较轻的泥沙容易被水流

冲走，所以泥沙在摇床的外侧，矿物在摇床的内侧，从而实现泥沙与

矿物的分选。③电选：利用各种矿物的不同导电性，调节电选机电场

的大小，从而实现强导电矿物、弱导电矿物和非导电矿物的分选。

本项目根据铁精矿、钛精矿、石榴石、锆英石、金红石、独居石

等的导磁性与导电性的不同，综合利用重选、磁选和电选组成联合选

矿流程而将它们分选出来。基本原理为通过干式磁选将原料矿（锆钛

粗精矿）分为钛铁精矿、石榴石和锆中矿。利用物矿比重差异，采用

重选富集（螺旋+摇床）将高/低品位锆中矿及尾砂分离，获得高/低

品位锆中矿及尾砂。各中矿再经过多次干式磁选和多次电选得到各自

精矿。

2.2 流出物处理措施和设施

2.2.1废气处理措施和设施

现有项目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干燥车间干燥粉尘，干选车间筛分粉

尘、磁选粉尘，摇床车间粉尘中含有238U、226Ra、232Th等核素；此外，

原料、锆中矿、金红石、综合中矿等物料在生产和堆存过程中会产

生222Rn和220Rn。干燥车间、干选车间、摇床车间相应的产尘位置均

设粉尘收集设施，对粉尘进行收集，并排入相应的除尘器进行处理

。原料及产品处理和堆放产生的222Rn和220Rn经车间通风系统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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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通过密封车间、加强车间管理、喷洒抑尘等方式，抑制生产过

程中无组织粉尘的产生。

2.2.2废水处理措施和设施

本项目设有废水回用系统；生产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后回用

于生产，不外排。

2.2.3 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和设施

现有项目主要固体废物包括隔粗杂物、选矿尾砂以及除尘灰。

其中，隔粗杂物收集后定期由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尾砂中238U、226Ra

、232Th等放射性核含量均低于1000Bq/kg，不作为放射性物料管理

，定期外售；除尘设备收集的除尘灰全部回用于生产工艺。固体废

物种类、组成不发生变化，仅产生量有所增加。固体废物的处理方

式与现有项目一致。

2.3 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本次原料、尾砂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见表2.3-1。

表2.3-1原料、尾砂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

序号 物料名称
238U 232Th 226Ra
Bq/kg Bq/kg Bq/kg

1 原料 364 2.37×103 728

2 尾砂 417 750 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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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厂（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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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

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

的调查结果，临沂市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为（49.9-152.9）nGy/h。

3.2 土壤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水平

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

的调查结果，临沂地区土壤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238U:（21.7~90.1）

Bq/kg，232Th:（28.2~202）Bq/kg，226Ra:（9.8~47.1）Bq/kg。

3.3 地下水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水平

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国原子能出版社，2015）

的调查结果，临沂地区地下水中天然放射性核素含量U天然:（0.2~2.45）

μg/L，Th:（未检出~0.11）μg/L,226Ra:（未检出~3.74）mBq/L。

3.4 空气中氡及其子体浓度水平

根据全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调查总结报告编写小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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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调查

结果表明：“这些城市室外平均氡浓度范围为（3.3~40.8）Bq/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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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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8日修

订，2003年10月1日起施行）。

4.2 导则及技术规范

（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61-2021）；

（2）《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1157-2021）；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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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辐射环境监督管理名录（第一批）》（环

办〔2013〕12号）。

4.3 采用标准

（1）《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18871-2002）；

（2）《可免于辐射防护监管的物料中放射性核素活度浓度》（GB27

742-2011）；

（3）《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HJ1212-2021）；

（4）《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标准》（GB26451-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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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质量保证

5.1 质量保证措施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保证体

系，监测质量保证由以下内容组成。

5.1.1质量保证机构

质量保证实行编制、审核和签发三级管理体制，确保职责分明，

任务明确。

5.1.2监测人员素质

监测人员实行定期的考核和培训，考试合格后方可上岗。

5.1.3计量、监测仪器的检定和监测方法的选用

计量、监测仪器都有合格证书并按国家质量管理体系的规定进

行刻度或检定，并经常参加国家有关部门组织的比对，并在使用前

均认真地进行了仪器的自检；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监测方法，以保

证监测结果的准确与可靠。

5.1.4采样质量保证

严格按相关国家标准及监测方案的要求进行布点、采样、样品

预处理、样品管理、样品流转。

5.1.5实验室分析测量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分析方法，

并使用标准物质对质量进行控制，同时对测量装置定期进行性能检

验。

5.1.6数据处理中的质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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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数据的记录、检查、复审、保存。

5.2 资质情况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的环境检测机构，有完整的

组织管理机构体系和检测工作体系，包括评价标准规范、规程标准体系以

及国家计量认证的质量检验机构体系。拥有一支从放射性测量、放射性环

境监测到实验室放射性核素检测与分析的队伍。公司装备有一批精良的仪器

设备。核与辐射监测检验范围包括矿石、土壤、水和废水、空气和废气、环

境监测，放射性及放射性核素检测。拥有高纯锗γ谱仪、低本底αβ测量仪、α

能谱氡测量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等大中型核与辐射监测与其它仪

器及辅助设备，涉及本次监测项目资质情况详见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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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辐射环境监测

6.1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具体点位见表7.1-1，监测布点图见图7-1。

表6.1-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介质 采样点或取样点 数量（个）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空气
埃沟二村，南唐家楼，团林镇

政府（对照点）
3 222Rn、220Rn 1次/半年

陆地γ
厂界四周，埃沟二村，南唐家

楼，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7 γ辐射剂量率 1次/半年

土壤
厂界四周，埃沟二村，南唐家

楼，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7 238U、232Th、226Ra 1次/年

地下水
埃沟二村，厂区内地下水监

测井
2 238U、232Th、226Ra 1次/年

图6-1（a）监测布点图（γ辐射剂量率、222Rn、220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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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1（b）监测布点图（土壤、地下水）

6.2辐射监测方法

辐射环境监测方法见表7.2-1。

表7.2-1 辐射环境监测方法一览表
序号 监测项目 仪器设备 使用标准 方法检出限

1 γ辐射剂量率
便携式X-γ
剂量率仪

《环境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

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1nSv/h

2 222Rn、220Rn α能谱氡测

量仪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

》（HJ1212-2021） 2Bq/m3

3 土壤、

地下水

238U、232Th
、226Ra

高纯锗γ
谱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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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3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山东省环科院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上半年2024年6月3日~7月17日，下半

年2024年11月13日~20日组织人员进行辐射环境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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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1空气中氡、钍射气监测结果

空气中氡、钍射气监测结果见表6.3-1。

表6.3-1空气中氡及钍射气监测结果（Bq/m3）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氡浓度 钍射气浓度 备注

1 埃沟二村 5.59 12.0
上半年2 南唐家楼 15.4 11.1

3 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19.2 21.1
4 埃沟二村 7.58 6.57

下半年5 南唐家楼 44.1 21.2
6 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70.8 24.8

检测值范围 5.59~70.8 6.57~24.8 /
临沂地区本底《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

水平》
3.3-40.6 / /

6.3.2 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

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见表6.3-2。

表6.3-2陆地γ辐射剂量率监测结果（nSv/h）
序号 测量地点 检测值 标准差 备注

1 厂区南侧 113.5 1.8

上半年

2 厂区东侧偏南 203.8 1.4
3 厂区西侧 187.1 1.0
4 厂区北侧 130.4 1.1
5 南唐家楼 121.6 1.9
6 埃沟二村 73.2 0.3
7 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108.7 0.8

检测值范围 73.2~203.8
1 厂区南侧 136.4 1.4

下半年

2 厂区东侧偏南 146.9 1.4
3 厂区西侧 402.5 1.9
4 厂区北侧 112.6 1.4
5 南唐家楼 84.4 0.3
6 埃沟二村 73.6 0.4
7 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146.7 2.0

检测值范围 73.6~402.5
临沂地区本底

《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49.9~15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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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土壤监测结果

土壤监测结果见表 7.3-3。

表6.3-3土壤监测结果（Bq/kg）
序号 取样地点 238U 232Th 226Ra

1 厂区东侧 31.9 48.4 19.3

2 厂区南侧 44.1 38.0 18.3

3 厂区西侧 82.3 105 54.1

4 厂区北侧 40.4 80.6 31.7

5 南唐家楼 35.7 38.3 15.6

6 埃沟二村 45.3 42.8 22.6

7 团林镇政府（对照点） 29.9 32.2 18.8

检测值范围 29.9~82.3 32.2~105 15.6~54.1

临沂地区本底《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 21.7-90.1 28.2-202 9.8-47.1

6.3.4地下水监测结果

地下水监测结果见表6.3-4。

表6.3-4地下水放射性核素监测结果（Bq/L）
序号 取样地点 238U 232Th 226Ra

1 厂区地下水 0.324 0.044 0.047

2 埃沟二村地下水 0.300 0.030 0.026

临沂地区本底《中国环境

天然放射性水平》
/ / 0.00203-0.00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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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

2024年企业处于生产期间，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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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完善的辐射环境监测方

案，并对流出物及辐射环境进行监测。通过本次环境辐射年度监

测可知，企业流出物及厂址周边辐射环境质量情况如下所述：

①企业厂址周围环境敏感目标及对照点氡浓度为（5.59~70.

8）Bq/m3，企业厂址周围环境敏感目标钍射气浓度为（6.57~21.

2）Bq/m3 ，与对照点钍射气浓度处于同一水平。

②企业厂址周边及环境敏感目标、对照点监测点γ辐射空气

吸收剂量率为（73.6~402.5）nSv/h。点位检测值与《中国环境天

然放射性水平》中的山东省环境保护研究所《山东省环境天然

贯穿辐射水平调查研究》中“关于临沂市环境天然贯穿辐射水平

：原野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为（49.9~152.9）nGy/h”基本处于同

一水平。

③企业厂址周边土壤采样点中238U含量为（29.9~82.3）

Bq/kg、232Th含量为（32.2~105）Bq/kg、226Ra 含量为（15.6~5

4.1）Bq/kg，处于《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中临沂地区本底

范围。

④企业及环境敏感目标地下水采样点中238U含量为（0.300~0.

324）Bq/L、232Th含量为（0.030~0.044）Bq/L、226Ra 含量为（

0.026~0.047）Bq/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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