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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 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赤田镇十五里亭三八林场

法定代表人 魏绪春

联系人 谌贻伟 联系方式 18379523085

所属行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生产周期 330天/年

主要产品 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含 252吨钽铌锡精矿）

委托监测的

机构名称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

江西九岭锂业有限公司位于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成立于 2011年，是

一家专业从事锂电产业，拥有自有产权的锂云母矿山，并已成功打通“锂

云母原矿—精矿分选—工业级碳酸锂—电池级碳酸锂”产线，锂盐产品受

到了广泛的市场认可，占地面积 500亩，公司位于江西“天工开物”宋应

星故乡--奉新县，距离南昌开车 40分钟，交通十分便利。

公司拥有多个选矿厂，多条先进的选矿生产线，原矿处理能力强，可

生产高品位的锂云母及优质陶瓷原料，并回收矿石中伴生的钽铌矿和锡矿

等贵重金属。公司是目前为数不多的集自有矿山， 自有选厂、自有锂云母

冶炼生产线生产电池级碳酸锂完整产业链的企业，锂盐产品受到了广泛的

市场认可，已进入上汽、比亚迪、宁德时代、特斯拉等主要动力电池和造

车供应体系。公司先后有十八项国家发明专利和二十六项国家实用新型专

利，注册资本 12000万元人民币，总投资 10亿元，项目落成后是全球首条

铁锂云母制万吨级碳酸锂和氢氧化锂的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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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12月 21日“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万吨

含锂矿石及 1500 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在宜春市奉新县工业和信

息化局进行了备案（备案项目代码：2212-360921-07-02-997407）。

2023年 6月，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江西德正环境技术

有限公司承担“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 万吨含锂矿石

及 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含辐射环境影响专

篇）工作。

环评主要内容：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2708万元，新

增设备对现有工艺进行改进并新增钽铌锡精矿提取工艺，项目建成后

形成全厂年处理 80 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 吨钽铌锡精矿石的生产能

力。环评仅包括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分选锂云母、钽铌锡精矿、

钾钠长石粉内容）；年处理 1500吨钽铌锡精矿内容（通过烘干、磁

选、分选钽铌锡精矿、锡精矿、精铁矿内容）另行办理环评手续。

2023年 8 月宜春市生态环境局以宜环环评〔2023〕81 号对《江

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锡矿

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了批复。

项目于 2023年 8月开工建设，2023年 08月建成，2023年 09月

调试生产。

2023年 9月，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委托江西同灿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承担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 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不含辐射专篇相

关内容），同时委托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开展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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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竣工辐射

环境保护验收工作。

2023年 12月，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年处理 80万吨含

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自主验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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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工艺

2.1工艺流程

2.1.1选矿工艺流程简要说明

本项目采用破碎+球磨+磁选+重选+浮选工艺从锂矿石中提取锂云母、

长石等有价矿产品，同时回收少量钽铌锡精矿。

工艺流程简要说明：

（1）破碎：将外购的原料矿（含水约 5%）通过装载机送入给料机料

斗再经皮带输送至颚式破碎机进行初破碎，然后再通过皮带输送至圆锥破

碎机进行二破，项目以上破碎过程中均喷淋洒水（使用的是回用水），喷

淋水量约为物料量的 5%。

（2）筛分：破碎好的矿料经过皮带密闭输送至振动筛筛分，筛下 10mm

以下的粉料通过皮带密闭输送至粉料仓以备下一步工序，筛上 10mm以上

的矿料再通过皮带密闭输送返回二破工序。

项目粗破、二破、筛分的过程中均会产生粉尘（G1-G3），产生的粉

尘经集气罩收集后经布袋除尘处理再经 15m高排气筒排放，另项目破碎筛

分过程产生设备噪声。

（3）球磨：通过装载机将破碎好的物料送入料斗通过皮带密闭输送至

球磨机中，同时加入新鲜水及回用水、钢球，进行湿式球磨，球磨分两步

进行，为粗磨、细磨，先粗磨后细磨，均在球磨机内进行，球磨完成后的

物料依次经过螺旋分级机、筛分进行分级，其中螺旋分级出的大颗粒矿料

回至球磨，筛分筛出的粒径大于 0.2mm的矿料返回球磨机进行球磨，粒径

小于 0.2mm的矿料通过管道进入磁选机中进行磁选。项目球磨、分级、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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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过程会产生噪声。

（4）弱磁选：球磨、筛分后的物料泥浆经管道输送至磁选机中进行弱

磁选，磁选过程产生铁渣 S1（包含废钢球渣）。

（5）旋流：旋流器是一个带有圆柱部分的锥形容器，旋流器的尺寸由

锥体的最大内径决定。泥浆在旋流的作用下，锥体中间产生一个低压区，

形成一个气柱，造成真空，起抽吸作用，把密度小的轻泥浆从上口排出，

密度大的重颗粒矿料，甩向桶壁，沿筒壁下滑，从下口排出。

经过初步磁选除铁后细料矿浆通过泵送管道进入旋流器进一步分级，

密度较小的矿液从上口排出，密度较大的重颗粒甩向桶壁，沿筒壁下滑，

从下口排出。一次旋流主要筛选出锂云母的矿浆，旋流产生的泥浆则进入

高梯度磁选机进行强磁选。

（6）浮选、脱水：一次旋流去除大部分泥浆后的矿浆浓度更高，通过

搅拌桶搅拌后进入浮选机，浮选之前先加入浮选剂 2#油和回用水，浮选剂

作用主要是把锂云母浮在水面上，再对锂云母进行收集脱水处理，浮选时

矿浆浓度约 35%，温度为常温。

本项目浮选过程分为“一粗选一精选二扫选”，即项目浮选先对矿浆

进行一次粗选选出锂云母精矿，约 20min，再对粗精矿进行再选（精选），

约 10min，精选出的锂云母矿料则经管道送入真空带式过滤机进行脱水得

到产品锂云母（含水约 15%），而精选后的废水则再次经管道收集回到搅

拌桶再进行浮选；对粗选出粗精矿后的矿料进行扫选，扫选二次，约 10min，

扫选出的矿料经管道收集回到搅拌桶再进行浮选，而扫选后的浮选矿浆则

通过管道输送进入高梯度磁选机进行磁选。项目真空带式过滤机产生的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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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经管道输送进入浓密池或浓密斗。项目浮选捕集率约 20%（以干基计）。

项目锂的总回收率为 82.3%

（7）强磁选：一次旋流后的泥浆及浮选产生的矿浆经高梯度磁选机进

行磁选，磁选过程选出的含铁云母收集后回至球磨工序。

（8）旋流：经过强磁选再除铁后的矿料浆通过泵送管道进入旋流器再

进一步分级，密度较小的矿液从上口排出，密度较大的重颗粒甩向桶壁，

沿筒壁下滑，从下口排出。二次旋流主要筛选出钾钠长石粉的矿浆。

（9）脱水：二次旋流分级后的矿浆进入真空带式过滤机进行脱水，脱

水后得到产品钾钠长石粉（含水约 15%），产生的废水经管道输送至浓密

池或浓密斗。

（10）浓密：二次旋流分级后的泥浆、脱水产生的废水均经管道输送

进入浓密池或浓密斗进行浓缩，浓缩后的上清液经管道输送至循环水池再

直接回用于生产中破碎、球磨、浮选等工序，浓缩后得到的底部污泥通过

泵经管道送入压滤机。

（11）超导：利用超导设备（利用超导强磁体制造强磁场，锂云母和

钾钠长石泥对磁性不同的吸引度分选）对锂云母矿浆和钾钠长石矿浆进行

分选，分选后分别进入两个浓密池，从而提高了锂云母的综合收率。

（12）浓密：浓缩后的上清液经管道输送至循环水池再直接回用于生

产中破碎、球磨、浮选等工序，浓缩后得到的底部污泥通过泵经管道送入

压滤机。

（13）压榨：压滤机对浓缩后的底部污泥、沉淀池污泥进行压榨，得

到固废 S2细长石粉（含水约 20%）和锂云母，压榨产生的废水经管道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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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送至循环水池直接回用于生产中破碎、球磨、浮选等工序。

（14）布沟：溜槽中的水流属紊流运动，其运动形式除平行于槽底的

倾斜流外，还有垂直于槽底的漩涡和水跃现场，这两种水流有助于矿粒群

按密度分层，即密度大的矿粒在底层，密度小的细矿粒在顶层。矿粒沉降

于槽底后，在水流推动下继续向前运动，沉积在溜槽末端形成钽铌锡矿，

再进入摇床进行分选。

（15）摇床（钽铌分选）：矿浆进入摇床后，微细的颗粒呈悬浮状态，

稍粗颗粒则在不断翻滚中，将重矿物颗粒转移到下层。下层矿粒较少受到

流体动力作用，在床面的纵向摇动运动中，层间颗粒出现剪切速度差，颗

粒间相互挤压、翻转，增大了颗粒间隙，使床层扩张松散。重矿物颗粒局

部压强较大，排挤轻矿物颗粒进入下层。在这一转移过程中又遇到下层颗

粒的机械阻力，那些粒度较小的颗粒，穿过粗颗粒进入同一密度层的下部、

实现了析离分层。分层结果是细粒重矿物在最底层，上部是粗粒重矿物并

有部分细粒轻矿物混杂，再上是粗粒轻矿物。微细的矿粒则悬浮在最上层

被横向水流冲走，进入脱水工序，最后分选出需要的钽铌锡精矿。

2.1.2选矿工艺流程及污染源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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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选矿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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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含放射性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和设施

（1）含放射性废水

本项目含放射性废水主要为选矿厂生产废水。本项目钽铌锡矿暂存场

所设有防风、防雨、防渗措施，钽铌锡矿置于塑料桶，生产废水经回水系

统处理后全部回收循环利用，生产废水不外排，本项目不含放射性废水。

（2）含放射性固体废物处理

本项目伴生放射性物料为钽铌锡矿，暂存在钽铌锡矿仓库内，每 1-2

个月外销 1次。

本项目钽铌锡矿装在塑料桶，存放于钽铌锡矿仓库内，钽铌锡矿仓库

设有防风、防雨、防渗措施，钽铌锡矿与其他物料分区存放。钽铌锡矿仓

库地面硬化（10cm混凝土）。钽铌锡矿仓库采用自然通风，公司在该窗户

设置防雨措施，防止雨水通过窗户或排气孔进入钽铌仓库，使得钽铌锡矿

进入水中而形成放射性废水。公司已在钽铌锡矿仓库入口门处墙体醒目位

置张贴规范的电离辐射警告标志，设置双人双锁，设置视频监控，配备灭

火器材。

钽铌锡矿仓库为 105m2，钽铌锡矿仓库由下而上防渗层设置底土压实

+10cm混凝土+水磨地板。

2.3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本项目放射性核素主要富集在钽铌锡矿中，属于伴生放射性物料；其

他原料、产品及固废中的核素含量低于 1Bq/g，不属于伴生放射性物料。

本项目生产工艺废水处理后回用不外排。故本项目放射性核素基本全部从

原料转移到钽铌锡矿中，核素几乎不会转移到环境中。



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环境辐射监测年度报告（2024年度）

10

表 2-1 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单位：Bq/kg]

物料名称 样品描述

238U 232Th 226Ra

Bq/kg

原矿 1 灰白色固体 175 5.88 138

原矿 2 灰白色固体 172 16.2 230

原矿 3 灰白色固体 104 5.74 125

锂云母 灰白色固体 102 1.06 110

长石粉 灰白色固体 68.5 1.54 70

细长石粉（压榨泥） 灰白色固体 478 9.86 408

钽铌锡精矿 黑色固体 2.52×104 392 25094

铁渣 黑色固体 365 4.57 217

说明：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摘自《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
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竣工辐射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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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摘自《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

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厂址周边氡浓度在 23.79～37.47Bq/m3，在项目所在宜春地区室外

氡浓度本底水平范围内（由《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年)可知，

全国城市空气中氡平均浓度变化范围为 3.3-40.8Bq/m3），未见异常。

（2）项目受纳地表水体中的 U、Th、226Ra、210Po、210Pb的浓度上游和

下游基本相当，项目前期对地表水影响较小。

项目受纳地表水体中的总α放射性和总β放射性均满足《生活饮用水卫生

标准》（GB5749-2006）中的有关规定，生活饮用水水体中的总α放射性

≤0.5Bq/L，总β放射性≤1.0Bq/L。

（3）项目厂区附近水井中地下水中的 U、Th、226Ra的浓度均与江西省

地下水体本底水平相当（本项目地下水中 U、Th、226Ra的浓度参照《中国

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P419中《江西省水体中天然放射性核素浓度调查研

究》，即江西省宜春地区农村井水中的天然放射性因子 U、Th、226Ra的浓

度分别为 0.01～0.33μg/L、0.02～0.42μg/L、＜1.27～22.6mBq/L。）

项目附近水井地下水中的总α放射性总和β放射性均符合《地下水质量标

准》（GB/T14848-2017）的 III类水限制标准，总α：＜0.5Bq/L，总β：＜

1.0Bq/L。

（4）受纳水体底泥、厂界四周土壤、敏感点土壤中 U、Th、226Ra的

放射性比活度均在宜春地区土壤中本底水平范围内（根据《中国环境天然

放射性水平》宜春地区土壤中 238U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19.6～168.0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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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Th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22.4～178.0Bq/kg，226Ra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18.7～

160.0Bq/kg。

（5）项目周边环境γ辐射剂量率平均值为 64～96nGy/h之间，均在宜春

地区环境本底范围内（根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宜春地区室外

辐射环境本底范围值 21.8～340.8nGy/h）。

（6）项目周边环境气溶胶中 210Pb浓度为 9.84×10-5Bq/m³、210Po浓度为

1.56×10-3Bq/m³、总α浓度为 1.67×10-4Bq/m³、总β浓度为 1.06×10-3Bq/m³。



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环境辐射监测年度报告（2024年度）

13

4.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4.1法规

（1）国务院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污普【2018】1

号文件；

（2）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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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公告，国环规辐射〔2018〕1

号；

（3）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发布江西省伴生放射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

企业名录（2023年版）的公告，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公告 2023年第 4号。

4.2技术标准

（1）《辐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 61-2021）；

（2）《环境γ辐射剂量率测量技术规范》(HJ 1157-2021)；

（3）《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测量方法》（GB/T14582-1993）；

（4）《空气和废气 颗粒物中铅等金属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法》（HJ 657-2013）及修改单；

（5）《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700-2014）；

（6）《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方法第 30 部分：44 个元素量测定》

（GB/T14506.30-2010）；

（7）《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HJ 700-2014)；

（8）《民用建设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9）《土壤中放射性核素的γ能谱分析方法》（GB/T11743-2013）；

（10）《水中镭-226的分析测定》（GB/T11214-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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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水质 总α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 898-2017）；

（12）《水中 总β放射性的测定 厚源法》（HJ 899-2017）；

（13）《铀矿勘查氡及其子体测量规范》（EJ/T 605-2018）；

（14）《环境及生物样品中放射性核素γ的能谱分析方法》（GB/T

16145-2022）；

（15）《水中钋-210的分析方法》（HJ/T 813-2016）；

（16）《水中铅-210的分析方法》（EJ/T 859-94）。

4.3流出物排放执行的标准和限值

（1）《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1-2011）（参照）

“4.1 水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1.3 自 2011年 10月 1日起，新建企业执行表 1-1（表 4-1）规定的

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4-1 新建企业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mg/L）

序号 污染物项目 排放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1 钍、铀总量 0.1 车间或生产设施废水排放口

4.2 大气污染物排放控制要求

4.2.3 自 2011年 10月 1日起，新建企业执行表 5和表 6（表 4-2）规

定的水污染物排放限值。

表 4-2 新建企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序号 污染物项目 生产工艺及设备 限值 污染物排放监控位置

8* 钍、铀总量 全部 0.10mg/m³ 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

*排放含钍、铀粉尘废气的排气筒执行该项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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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铀矿冶辐射防护和辐射环境保护规定》（GB 23727—2020）

（参照）

“5.7 污染物排放限值

5.7.1 各核素废水排放口处的排放浓度应不得超过表 3（表 4-3）的限

值。

表 4-3 放射性核素排放浓度限值

序号 放射性核素 排放限值

1 226Ra 1.1Bq/L

4.4监测采用的标准

表 4-2 监测采用的标准

监测项目
监测
介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γ辐射空气
吸收剂量率

空气 HJ 61-2021 辐射环境监测技术
规范

/

氡及其子体 空气 GB/T14582-1993 环境空气中氡的标准
测量方法

/

铀
空气、水
样、土
壤、底泥

HJ840-2017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的
分析方法

/

HJ700-201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定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法

适合水中
铀的测定

GB/T14506.30-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析
方法第 30部分：44个

元素量测定

适合土壤
和底泥铀
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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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4-2 监测采用的标准

监测项目
监测
介质

标准编号 标准名称 备注

钍

水样

GB/T11224-1989 水中钍的分析方法

HJ 700-2014
水质 65种元素的测
定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质谱法
/

空气、土
壤、底泥

HJ840-2017 环境样品中微量铀
的分析方法

附录 B

GB/T14506.30-2010
硅酸盐岩石化学分
析方法第 30部分：
44个元素量测定

适合土壤
和底泥铀
的测定

226Ra

水样 GB 11214-89 水中镭-226的分析
测定

/

土壤、底
泥

GB/T11743-2013 土壤中放射性核素
的γ能谱分析方法

/

GB/T13073-2010 岩石样品的 226Ra测
定射气法

总α 水样 HJ 898-2017 水质 总α放射性的
测定 厚源法

/

总β 水样 HJ 899-2017 水中 总β放射性的
测定 厚源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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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质量保证

5.1质量保证措施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形成了较完善的组织管理体系，计量认证于 1995

年首次被江西省质监局认可为二级计量机构。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质量管理体系首次于 2003年 2月完成了《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及《作业指导书》的编制工作，建立了研究所“IS09001：

2000质量体系”，2003年 3月 1日正式启动认证工作并进入质量管理体系

的运行阶段， 10 月 30 日获由北京联合智业认证有限公司颁发

GB/T19001-2000 / IS09001：2000 标准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2018年

首次通过三体系认证，目前研究所运行的是 2024版质量体系文件，认证证

书是由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颁发，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为：

0350124Q31018R6M及 0350124Q31018R6M-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

册号为：0350124E20664R2M，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注册号为：

0350124S30633R2M。核工业二七 0 研究所建立了一套严格的质量保证体

系。监测质量保证由下列内容组成：

（一）质量管理体系

研究所根据 RBT 214-2017《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建立质

量管理体系，确保检验检测人员、环境条件、仪器设备、质量运行等方面，

确保满足检验检测的要求。质量保证实行编制、校核和签发三级管理体制，

确保职责分明，任务明确。

（二）监测人员资质

技术负责人由从事检验检测多年的研究级高级工程师担任。检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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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均经过培训，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三）计量、监测仪器的检定和监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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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和有资质的检验检测进行比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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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采样的采集和管理的质量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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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检验检测的内部质量控制

检验检测机构建立了严格的规章制度，采用国家标准推荐的国标或分

析方法，仪器定期检定或校准，分析使用对应的标准物质和平行样进行质

量控制。

（六）数据处理中的质量控制

严格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数据的记录、校核、复审、存档。

（七）外部质量控制

研究所每年与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实验室间的比对，比对结果均满足

要求。

（八）质量方针

研究所的质量方针是：

（1）科学管理

执行质量管理体系的要求，做到条理分明和科学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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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规范检测

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依据检验规程、规范和标准，规范开展检

测工作。

（3）公正准确

不受来自商业、财政因素干扰及内、外部行政干预，保证检测行为的

公正性；操作严谨仔细，数据来源有理有据，结果准确可靠。

（4）高效服务

根据客户的要求及时完成任务，满足客户的需要。

质量方针的贯彻：

（1）质量负责人负责制定宣贯计划，对质量方针进行宣传贯彻，确保

全体人员熟悉和理解，并在本职工作中贯彻和保持。

（2）质量方针的贯彻情况通过日常监督和定期内部审核进行检查，质

量方针的适宜性通过定期管理评审进行评价。

5.2资质情况

核工业二七 0研究所作为检验检测机构，获得由江西省质量技术监督

局颁发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171421180789，发证日期为 2023年

4月 6日，有效期至 2029年 4月 5日。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范围涵盖岩石和

矿物、水和废水、土壤和底泥、固体废物、环境空气和废气、岩矿鉴定、

电离辐射、电磁辐射、噪声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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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流出物监测

6.1流出物监测方案

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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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并结合《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

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制定。

表 6-1 流出物监测方案

介质 采样点 监测项目 频次 备注

废气
1#排气筒

U、Th
1 次/半年

两次监测的间隔

时间应不少于 3

个月2#排气筒

废水 回用水池出口
U、Th、

226
Ra、

210
Po、

210
Pb、

总α、总β
1次/月 /

6.2流出物监测结果

表 6-2 气态流出物监测结果

序

号
采样点位

U Th 铀钍总量浓度
采样日期

µg/m3

1 1#排气筒
0.230 0.218 0.448 2024.4.24

10.8 0.922 11.722 2024.9.11

2 2#排气筒
0.241 0.337 0.578 2024.4.24

7.94 0.632 8.572 2024.9.11

3 3#排气筒 11.0 1.00 12 2024.9.11

从上表气态流出物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生产车间 1#排气筒、2#排气

筒、3#排气筒外排废气中的铀钍总量浓度 4.48×10-4～0.0117mg/L，满足《稀

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 26451-2011）中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废气

钍、铀总量浓度小于 0.10mg/m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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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3 废水流出物监测结果

采样点

位

U Th 226Ra 总α 总β 210Po 210Pb 铀钍总量浓

度（μg/L） 采样日期
μg/L Bq/L

回用水
池出口

10.8 <0.05 0.044 0.161 0.728 2.18×10-3 2.98×10-2 10.85 2024.4.24

28.8 0.064 0.019 0.114 1.38 1.62×10-2 2.69×10-2 28.864 2024.5.27

35.0 0.568 0.004 <0.043 0.438 3.02×10-2 3.65×10-2 35.568 2024.6.25

2.31 <0.05 <2×10-3 <4.3×10-2 0.144 3.35×10-3 2.14×10-2 2.36 2024.7.22

5.06 <0.05 0.010 <4.3×10-2 1.03 1.24×10-2 3.32×10-2 5.11 2024.8.23

0.522 <0.05 0.005 <4.3×10-2 1.11 2.16×10-3 2.14×10-2 0.572 2024.9.11

6.94 <0.05 0.045 <4.3×10-2 1.45 2.02×10-2 3.64×10-2 6.99 2024.10.16

6.88 <0.05 <2×10-3 <4.3×10-2 0.599 1.80×10-3 2.32×10-2 6.93 2024.11.18

根据表 6-3可知：正常工况下，公司回用水池出口废水中铀、钍总量为 5.72×10-4～0.00356mg/L，满足《稀土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水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铀、钍总量小于 0.1mg/L的要求。本项目生产废

水经处理后全部回用于选矿工序，不外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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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辐射环境监测

7.1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监测方案参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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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并结合《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制定。

表 7-1 辐射环境监测方案

介质 采样点 监测项目 频次

地表水

厂界北面水塘

总α、总β、U、Th、
226Ra、210Po、210Pb 1次/半年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上游 500米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下游 1000米

底泥

厂界北面水塘

U、Th、226Ra 1次/半年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上游 500米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下游 1000米

地下水
场内监控井 总α、总β、U、Th、

226Ra、210Po、210Pb 1次/年
赤田镇敬老院

土壤

厂界东侧

U、Th、226Ra 1次/年

厂界南侧

厂界西侧

厂界北侧

赤田镇敬老院附近土壤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附近的农田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附近的农田

空气

西南 120m赤田镇敬老院
222
Rn 及其子体、钍射

气

1次/半年（两

次监测的间隔

时间应不少于

3个月）

西南 1045m罗家村

东北 810m罗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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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地γ

厂界东侧旁

γ辐射空气吸收剂量

率

1次/半年（两

次监测的间隔

时间应不少于

3个月）

厂界南侧旁

厂界西侧旁

厂界北侧旁

赤田镇敬老院门口

罗家村

罗塘村

赤田镇养老院附近的土壤

排水口最近农田

罗塘村附近农田

场外运输道路

对照点

7.2 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表 7-2 地表水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采样点位

U 天然 Th 226Ra 总α 总β 210Po 210Pb
采样时间

μg/L Bq/L

厂界北面

水塘

0.178 <0.05 0.020 6.8×10-2 6.0×10-2 3.67×10-3 2.62×10-2 2024.4.24

0.115 <0.05 <2×10-3 <4.3×10-2 0.305 3.19×10-3 1.79×10-2 2024.9.11

项目排水

入无名小

溪上游

500 米

0.164 <0.05 0.016 <4.3×10-2 2.9×10-2 3.07×10-3 1.98×10-2 2024.4.24

<0.04 <0.05 0.019 0.411 0.601 1.04×10-3 2.09×10-2 2024.9.11

项目排水

入无名小

溪下游

1000 米

0.171 <0.05 0.010 6.3×10-2 4.6×10-2 2.19×10-3 2.00×10-2 2024.4.24

<0.04 <0.05 0.023 <4.3×10-2 0.196 2.98×10-3 1.96×10-2 2024.9.11

根据表 7-2可知：项目周边地表水体中的总α、总β、U、Th、226Ra、

210Po、210Pb的浓度上游和下游基本相当，项目对地表水影响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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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3 土壤、底泥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序

号
采样点位

238U 222Th 226Ra
采样时间

Bq/kg

1 厂界东侧土壤 40.0 73.3 65 2024.4.24

2 厂界南侧土壤 41.1 69.3 56 2024.4.24

3 厂界西侧土壤 102.2 52.7 120 2024.4.24

4 厂界北侧土壤 37.5 49.4 53 2024.4.24

5 赤田镇敬老院附近土壤 36.1 26.8 32 2024.4.24

6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附近

的农田土壤
44.6 74.5 62 2024.4.24

7 罗塘村附近的农田土壤 29.3 35.0 50 2024.4.24

8 厂界北面水塘（底泥）
32.7 45.8 47 2024.4.24

44.7 68.4 59.7 2024.9.11

9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上游

500米（底泥）

34.3 43.7 43 2024.4.24

41.6 63.2 55.2 2024.9.11

10 项目排水入无名小溪下游

1000米（底泥）

41.2 55.1 55 2024.4.24

41.9 66.4 69.3 2024.9.11

根据表 7-3可知：项目场址周边土壤、地表水体底泥中 238U的放射性

比活度为 29.3～102.2Bq/kg，232Th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26.8～74.5Bq/kg，226Ra

的放射性比活度为32～120Bq/kg，均在宜春地区土壤中本底水平范围内（根

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宜春地区土壤中 238U 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19.6~168.0Bq/kg，232Th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22.4~178.0Bq/kg，226Ra的放射

性比活度为 18.7~160.0Bq/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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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4 地下水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序

号
采样点位

U 天然 Th 226Ra 总α 总β 210Po 210Pb

μg/L Bq/L

1 场地内监

测井
0.067 12.0 0.034 7.4×10-2 9.4×10-2 3.57×10-3 3.64×10-2

2 赤田镇敬

老院
0.086 <0.05 0.023 8.5×10-2 7.5×10-2 2.48×10-3 3.32×10-2

根据表 7-4可知：项目厂区及附近水井中地下水中的 U、Th、226Ra的

浓度均与江西省地下水体本底水平相当（本项目地下水中 U、Th、226Ra的

浓度参照《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P419中《江西省水体中天然放射性

核素浓度调查研究》，即江西省宜春地区农村井水中的天然放射性因子 U、

Th、 226Ra 的浓度分别为 0.01～0.33μg/L、0.02～ 0.42μg/L、＜1.27～

22.6mBq/L。）

项目附近水井地下水中的总α放射性总和β放射性均符合《地下水质量

标准》（GB/T14848-2017）的 III类水限制标准，总α：＜0.5Bq/L，总β：

＜1.0Bq/L。

表 7-5 环境空气监测结果

根据表 7-5 可知：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处的氡浓度范围为 13.71～

46.96Bq/m3，检测结果与国内氡浓度本底水平相当（由《中国环境天然放

序

号
监测点位描述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浓度

（μJ/m3）

钍射气

（Bq/m3）
采样时间

1 西南 120m赤田镇

敬老院

40.36 31.12 <3.7 2024.4.24

46.96 41.77 <3.7 2024.9.11

2 西南 1045m罗家村
30.40 21.21 <3.7 2024.4.24

45.54 54.22 <3.7 2024.9.11

3 东北 810m罗塘村
13.71 7.06 <3.7 2024.4.24

26.26 45.59 <3.7 2024.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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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水平》(1995 年) 可知，全国城市空气中氡平均浓度变化范围为 3.3-

40.8Bq/m3）。

表 7-6 γ辐射环境监测结果

监测

点位
测量点位置简述

监测结果±标准偏差

（nGy/h） 监测时间

1 厂界东侧旁 92±2.00

2024.9.11

2 厂界南侧旁 96±2.13

3 厂界西侧旁 89±2.04

4 厂界北侧旁 82±1.71

5 赤田镇敬老院门口 74±1.94

6 罗家村 73±1.85

7 罗塘村 75±1.10

8 赤田镇养老院附近的土壤 77±1.71

9 排水口最近农田 88±1.59

10 罗塘村附近农田 80±1.90

11 场外运输道路 95±2.14

12 对照点 77±1.47

1 厂界东侧旁 87.6±1.6

2024.12.21

2 厂界南侧旁 94.0±1.8

3 厂界西侧旁 85.9±1.5

4 厂界北侧旁 80.0±1.3

5 赤田镇敬老院门口 73.0±1.8

6 罗家村 67.4±1.8

7 罗塘村 76.2±1.7

8 赤田镇养老院附近的土壤 74.1±1.3

9 排水口最近农田 83.7±1.5

10 罗塘村附近农田 79.2±1.5

11 场外运输道路 96.9±1.6

12 对照点 73.3±1.9

注：以上数据均已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仪器测量读数值均值的换算系数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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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JG393，使用
137
Cs 作为校准参考辐射源时，换算系数分别取 1.20 Sv/Gy。

根据表 7-6 可知：公司厂区周边环境的室外γ辐射剂量率在 67.4～

96.9nGy/h之间，均与宜春地区γ辐射剂量率本底水平相当，说明本项目选

矿生产过程未对项目厂区外环境造成明显γ辐射环境影响。

综上所述，本次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运行未对项目厂区外

环境造成明显辐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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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结论

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 80万吨含锂矿石及 1500吨钽铌

锡矿改扩建项目在运行期间，已基本落实了项目辐射环境影响评价专篇

以及环评报告批复文件中对项目提出辐射防护措施和管理措施，“三废”

处理系统满足设计要求，各系统运行正常。

8.1流出物监测结论

废气：本项目生产车间 1#排气筒、2#排气筒、3#排气筒外排废气中的

铀钍总量浓度 4.48×10-4～0.0117mg/L，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26451-2011）中车间或生产设施排气筒废气钍、铀总量浓度小于

0.10mg/m³的要求。

废水：正常工况下，公司回用水池出口废水中铀、钍总量为 5.72×10-4～

0.00356mg/L，满足《稀土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6451-2011）中水

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铀、钍总量小于 0.1mg/L的要求。本项目生产废水经

处理后全部回用于选矿工序，不外排。

8.2辐射环境监测结论

地表水：项目周边地表水体中的总α、总β、U、Th、226Ra、210Po、210Pb

的浓度上游和下游基本相当，项目对地表水影响较小。

土壤、底泥：项目场址周边土壤、地表水体底泥中 238U的放射性比活

度为 29.3～102.2Bq/kg，232Th 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26.8～74.5Bq/kg，226Ra

的放射性比活度为32～120Bq/kg，均在宜春地区土壤中本底水平范围内（根

据《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宜春地区土壤中 238U 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19.6~168.0Bq/kg，232Th的放射性比活度为 22.4~178.0Bq/kg，226Ra的放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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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比活度为 18.7~160.0Bq/kg）。

地下水：项目厂区及附近水井中地下水中的 U、Th、226Ra的浓度均与

江西省地下水体本底水平相当；地下水中的总α放射性总和β放射性均符合

《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的 III 类水限制标准，总α：＜

0.5Bq/L，总β：＜1.0Bq/L。

空气：项目周边环境敏感点处的氡浓度范围为 13.71～46.96Bq/m3，检

测结果与国内氡浓度本底水平相当（由《中国环境天然放射性水平》(1995

年) 可知，全国城市空气中氡平均浓度变化范围为 3.3- 40.8Bq/m3）。

陆地γ：公司厂区周边环境的室外γ辐射剂量率在 67.4～96.9nGy/h 之

间，均与宜春地区γ辐射剂量率本底水平相当。

综上所述，本次辐射环境监测结果表明，本项目运行未对项目厂区外

环境造成明显辐射影响。

8.3问题及解决办法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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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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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单位概况
	企业名称
	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赤田镇十五里亭三八林场
	法定代表人
	魏绪春
	联系人
	谌贻伟
	联系方式
	18379523085
	所属行业
	有色金属矿采选业
	生产周期
	330天/年
	主要产品
	年处理80万吨含锂矿石（含252吨钽铌锡精矿）
	委托监测的
	机构名称
	核工业二七0研究所

	2.生产工艺
	2.1工艺流程
	2.2含放射性废水和固体废物处理措施和设施
	本项目伴生放射性物料为钽铌锡矿，暂存在钽铌锡矿仓库内，每1-2个月外销1次。
	本项目钽铌锡矿装在塑料桶，存放于钽铌锡矿仓库内，钽铌锡矿仓库设有防风、防雨、防渗措施，钽铌锡矿与其他
	钽铌锡矿仓库为105m2，钽铌锡矿仓库由下而上防渗层设置底土压实+10cm混凝土+水磨地板。
	2.3物料中核素的放射性水平

	3.厂（场）址辐射环境本底
	4.监测的依据和标准
	5.质量保证
	6.流出物监测
	7.辐射环境监测
	序号
	监测点位描述
	氡浓度
	（Bq/m3）
	氡子体浓度
	（μJ/m3）
	钍射气（Bq/m3）
	采样时间
	1
	西南120m赤田镇敬老院
	40.36
	31.12
	<3.7
	46.96
	41.77
	<3.7
	2
	西南1045m罗家村
	30.40
	21.21
	<3.7
	45.54
	54.22
	<3.7
	3
	东北810m罗塘村
	13.71
	7.06
	<3.7
	26.26
	45.59
	<3.7

	8.结论
	江西九岭锂业股份有限公司年处理80万吨含锂矿石及1500吨钽铌锡矿改扩建项目在运行期间，已基本落实了
	8.1流出物监测结论
	8.2辐射环境监测结论
	8.3问题及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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