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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与辐射安全的守护者：勇于担当，使命必达
Guardian of nuclear and radiation safety: Courage to take 
responsibility and mission accomplished 

■文 / 王利华

我是江苏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的一名

高级工程师。2001年入职以来，我一直坚守在核与

辐射环境监测的第一线，从事辐射环境监测与评价

工作，承担着田湾核电站辐射环境监督性监测、辐射

环境质量监测、核与辐射事故应急监测等多项实验

分析任务。2019年，我被中央组织部评为第九届全

国“人民满意的公务员”，被生态环境部评为“最美基

层环保人”，2020年被省级机关评为“优秀共产党

员”，2021年当选中国共产党江苏省第十四次代表

大会代表。

走好监测第一步
放射性核素在环境中的分布通常是痕量级的，需

要采集大量的样品，进行多轮的富集、浓缩和提纯等

预处理，历时几天甚至几周才能将其制备成适合测量

的形态。因此，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蹲守是辐射监测人

员的常态。

我印象最深的是刚参加工作时，接手土壤样品中

锶-90的分析工作。由于干扰因素复杂多变，预处理

流程长、耗时久，实验条件难以准确把握，一丁点疏忽

就可能前功尽弃。单单是除铋这一个小步骤，如果处

理不好，就可能造成结果差异巨大。为了精准掌握除

杂条件和操作方法，我们采集了不同类型的土壤样

品，开展了多种条件的实验，并赶赴国内相关研究院

所请教，完善研究方向和途径，在实验中反复测试和

验证。方法用对了，还要看结果准不准。那段时间，我

通宵守在实验室，主动复测所有样品，时刻关注结果

变化，一批接一批地处理样品，一个接一个地复核数

据。最终，测量方法和结果的准确性都有了，工作质量

有了显著提升。

2004年，随着田湾核电站的建成，我们在监督性

监测中首次开展生物样品核素分析。当时既没有相关

与同事在实验室开展新方法新装备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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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准方法，也缺少收集装置。在与从事过类似项目

的单位沟通时，对方一句不经意的“自己搭设备”点

醒了我。遍查文献后，我确定了 “先研究样品形状，再

研究核素性质；先研究测量原理，再敲定核素收集方

法”的技术路线。经过“测试—失败—调整—再测试”

的多轮循环，最终精确掌握了各种影响条件，研制出

好用、耐用的核素收集装置，进而把它升级成国家环

境监测标准方法，在全国辐射监测系统推广应用。这

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从此，做实验成了一种享受，勤

思考、多动手成为一种习惯。样品量大？那就设计自

动化加热装置，集加热、测温、搅拌多个功能模块为

一体。水样纯化、制备时间长？那就研制自动进样层

析装置、生物样品炭化灰化一体装置，以及便携式土

壤样品粉碎筛选一体机等，有效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压力下成长
2006年至2017年，我主动请缨参加生态环境部

下达的应急监测任务，带队连夜奔赴边境地区支援

应急监测。尽管地处偏远、条件艰苦，且面临采样设

备不全、监测仪器不足等困难，但凭借丰富的经验和

过硬的技术，我们克服了重重困难。团队齐心协力、

昼夜奋战，圆满完成了应急监测任务，为维护边境地

区安全提供了有力支撑，多次受到上级部门表彰。

2011年3月，日本发生震惊世界的福岛核电站

泄漏事故。我再次临危受命，白天和同事一起奔波在

南京、无锡等地的机场，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手

提沉重的测量仪器采集样品，监测日本回国飞机表

面的辐射水平；晚上加班分析、汇总数据，上报结果。

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奋战，我们率先检测出人工放

射性核素，江苏成为全国第一批检测出放射性核素

的省份，为及时决策提供了大量的基础数据。

参加第二届全国大比武活动的感悟
2019年的第二届全国大比武活动首次设立辐

射监测专项，虽然也做了大量的备赛准备工作，但是

并没有取得理想的成绩。面对挫折，我们及时调整心

态，对标先进省份，深入反思和剖析失利原因。我深

刻认识到，生态环境监测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学

科、多领域的交叉融合，仅凭单一技能优势难以取

胜；辐射环境监测还有很多领域有待深入探索研究，

我们需要沉下心来学，静下心来思，稳下心来干。我

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和与他人的差距。这种

差距不仅体现在对理论知识掌握的深度和广度上，

还体现在对实操项目标准流程的研究透彻程度上。

后来，只要遇到不懂的问题，只要测量中发现任何异

常，我都绝不放过，加倍努力查资料、问同行、请教专

家，直到搞清楚问题根源，找到解决方法为止。

今年的全国大比武活动，我的角色从队员转换

为教练员、保障员，承担放射化学实验分析项目的指

导和现场保障工作。我进一步体会到，监测大比武不

仅是监测技术的较量，也是深入交流的桥梁；是技能

提升的契机，更是团体协作共进的过程；不仅是深入

研究标准方法的推手，还是精准打磨技能的推手，更

是综合能力的极限挑战。监测比武不仅是对选手监

测综合能力的一次考验，更是对参赛单位的领导力、

组织力和执行力，教练团队统筹力、思维力和创新力

的一次考验。

工作多年，对生态环境监测技术工作的理解
环境监测是生态环境保护的“耳目”和“哨兵”，

准确、及时的数据是制定科学环保政策、评估环境

质量变化、推动环境治理的重要依据。我认为，从事

生态环境监测工作，既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

然”；既要掌握理论，也要精熟实操。实操多了，手法

会更熟稔，更游刃有余，从而练就发现异常情况的火

眼金睛；研究多了，思维会更开阔，能够触类旁通，掌

握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思考多了，感悟会越深入，

进而持续创新，练就扎实的监测本领。

有人说，环境监测是枯燥乏味的，时间长了就是

简单重复劳动。但在我看来，环境监测是鲜活的、生

动的，因为每个化学反应、每个流程操作、每个监测

数据，都是样品在说话，诉说着样品的性状、环境的

变化、结果的异常。对每个异常情况，我都慎之又慎，

先与同事讨论，判断干扰因素；再咨询专家，确定排

除方法，制定验证计划，坚持多环节、全方位查找原

因，确保结果准确可靠。

“学道须当猛烈，始终确守初心”。这是我最喜欢

的一句话，出自元代王惟一的《西江月》。我将这句话

分享给生态环境保护铁军们，与大家共勉。（本文图

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江苏省核与辐射安全监督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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