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UDC 621.384

      :      614.898.

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 GB 5172一 95

The rule for radiation protection

    of particle accelerators

1 总则

  1.1 为加强对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上作的管理，保护环境，保障L作人员和邻近居民的健康与安

全，根据GBJ 8-74,《放射防护规定》，参照国际辐射防护有关标准，并结合国内加速器的辐射防护

特制定本规定。

本规定适用于加速粒f-的单核能量低于100MeV的粒子加速器 (不包括医疗用加速器和象密

子管之类的可移动加速器)设施。
凡有粒了加速器的单位，必须根据本规定的要求，结合本单位加速器的特点，制定出实施细

 
 
，

，
‘

门
曰

，
曰

况

L

型

1.

状

封

则

1.4 在加速器辐射防护上作中，应当在降低剂量所获得的效益和为此而付出的代价之间进行权衡，

使该没施运行中产生的集体剂量当量保持在可以合理做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并保证个人所接受的剂
量当f,不得超过剂量当量限值。

  1.5新建、扩建和改建加速器设施的单位，必须编写该设施对环境质量影响的评价报告，报请当
地环境保护部门批准，否则不得设计和 (或)施工。与此同时，还必须向当地公安部门登记。
  1.6要关心在加速器上L作的人员的身体健康，加强健康管理。这类人员应当章受劳动保护部门
和其他部门规定的劳保待遇。

1.了本规定由当地辐射防护主管部门监督执行。

2 剂f当A限值

  2.1职业放射性工作人员全身受到均匀照射的剂量当量或全身受到不均匀照射的有效剂量当量，
均不得超过每年50mSv (5 rem);公众中的个人，均不得超过每年5msv (0.5rem).
  2.2 职业放射性l:作人员眼晶体的剂量当量不得超过每年50mSv(5 rem )，其他组织或器官的剂)1
当狱均不得超过每年500mSv(50rem);公众中的个人，任何器1丫或组织的剂量当量均不得超过每年

50mSv (5rem).

  2.3在只受到外照射的情况下，深部剂量当量指数应低于每年50mS v (5 rem ).
  2.4在只受到内照射的情况下，每年摄人的放射性物质数量应低于附录C(补充件)所列AL I.
  2.5在受到内外合并照射的情况下，为保证不超过年剂量当量限值，必须同时满足下列两个公式:

Ha一十S
月L 了

  I,

(ALI);
1·································⋯ ⋯ (1)

H+

                              HSKL

年深部剂量当量指数，Sv (rem);

年深部剂量当量限值，S v (rem);

< 1 一 (2)

式中

第1种放射性核素的年摄人量，Bq (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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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LI)i— 第1种放射性核素的年摄人liA.限值，Bq(Ci);
      H;,— 年浅表剂I,c当鼠指数，S v (rem);
      HS KL— 一皮肤的年剂14" "'1 }r+.ISK侦，500 mS、(50rem)o

  2.6 必要时经辐射安个机构批准，可允许职业放射性}一作人员接受超过年剂城.甲;一很值的照射。
但1次’川J接受的剂{;卜- I,或剂:11 "'1 ift负担，不得超过年限仇的z倍; 一'1-:11，这种照射总ir1} x的剂

a、  11:;或剂4i'} h't负III，不得大f年限仇的5倍。

    具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和未满18周岁者，不得接受这种照射。
  2.7 从事放射性}_作的孕妇、授乳妇以及年龄在16一18周岁的实习人员。应在1年的照射不超过

年剂1�_当1v. V田bis / t。的条件Ft_作，并要求剂U当量率比较均匀。
    未满16周岁者，禁止从书放射性 ]_作。

:‘:
从Will速器1_作的全体放射性1作人员，年人均剂w"}U应低F5mSv (0.5rem)a

放射性物质污染表面的水平应低于附录D(补充件)所列数值。
  2.10

欲w代

加速器产’}毛的杂散辐射、放射性气体和放射性废水等，对关键居民组中的个人造成的有效剂

应低 f-侮年‘).1 mS v (10mrem)。

3辐射防护设施的设计原则

  3.1 总的要求
  3.1.1加速器设施的规划与设计阶段，必须对辐射防护设施的内容给予充分考虑，其巾包括屏蔽

体、所需没备、实验室和人员编制等。
  3.1.2 加速器的辐射防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_程同时没计，同时施止、同时投产。

  3.1.3 加速器设施的设计阶段，应充分考虑到该加速器今后可能会加大束流，提高能鼠和扩大应

用等，所以辐射防护设施应留有适当的余地。
  3.1.4 加速器设施的设计，应有辐射防护「程师参加;施「阶段，辐射防护人员应对辐射防护设

施的}_程质Ex进行检查，以保证没计要求。

  3.2 辐射屏蔽
  3.2.1 加速器的屏蔽体厚度必须根据加速粒了的种类、能暇和束流强度以及靶材料等综合考虑;

按其可能的最大辐射输出进行设计。
  3.2.2 加速器的屏蔽体厚度还应根据相邻仄域的类型及其人口数确定，使其群体的集休剂I,;. "S 1 i
保持在可以合理做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井须保证个人所接受的剂址当ij不得超过相应的剂肚当:,,,I艰

仇。

  3.2.3 在计算屏蔽厚度时，需给r2倍安个系数。

  3.3 辐射安个系统
  3.3.1 决定加速器产生辐射的l--要控制系统应该用开关If) I匙控制。

  3.3.2 加速器厅、靶厅的门均需安装联锁装置，只有门关闭后才能产生辐射。
  3.3.3 在加速器厅、靶厅内人员容易到达的地点，应安装紧急停机或紧急断束开关，井日这种}{

关应当有醒fl的标志。
  3.3.4 在加速器厅、靶厅内人员容易看到的地方须安装闪光式或旋转式红色警告大丁及高响警告装

置;在通往辐射区的走廊，出人口和t l},制台上须安装1作状态指示灯。
  3.3.5 在.佰辐射区和辐射区，应该安装遥控辐射监测系统。该系统的数字显小装置应安装在扮制
台}_或监测位置o  }VI辐射超过预定水平时，该系统的齐响和 (或)灯光警告装置应当发}Ii警告信号。

  3.3.6 每台加速器必须根据其特点配备其他辐射监测装置，如个人剂量计，可携式监测仪。气休

监}A'I仪等。
  辐射安个系统的部件质41要好，安装必须’I}-实可靠。系统的组件应耐辐射损伤。

通风系统337
a4
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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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4.2

为排放有毒气体(如臭氧)和气载放射性物质，加速器设施内必须没有通风装r .o

通风系统的排风速率应根据可能产生的有害气体的数U.和!作需要而定。通风系统的进气

[]应避免受到排出气体的75染。
3.4.3 通风竹道通过屏蔽体时，必须采取措施，保III不得明显地减弱屏蔽体的屏蔽效果。

4 运行中的辐射安全

  4.1 辐射防护没施的验收
  4.1.1 加速器没施竣 !后，应对辐射防护设施进行验收，其中包括:辐射屏蔽;联锁和警告系统;

辐射监测系统;通风系统;供辐射防护用的实验室或没施。这些项目符合设计要求并经当地辐射防护

}价部门发给许可证后，加速器方可，E式投人运行。

  4.2 运行程)多
  ‘2.1 凡加速器的运行人员，上作前必须接受辐射防护基本知识的训练，掌握本机器辐射安全系

统 (包括辐射测ta仪表)的使用方法，并经考核合格后才能转为正式运行人员。

  4.2.2 应当在下列条件同时满足时才能开机:
    a. 加速粒f的种类、加速电压与预定值 」致;

    b 控制台七的数多显抓装置能正常仁作，
    c 联锁和警告系统能!I:常工作;

    d.加速器厅、靶)r不得有人;
    e 加速器厅、靶厅的所有防护门都已关闭。
  4.2.3 加速器运行期间，值班运行员必须保管好开关钥匙;加速器非运行期间必须锁好。
  4.2.4 加速器的开机和停机必须用控制台上的控制开关操作，除紧急情况外，不得用切断联锁的

办法停机。
  4.2.5 用切断联锁或紧急开关的办法停机时，切断部位必须经人工复位后，方能在控制台巨用上

拧开关重新启动加速器。
  4.2.6 没有特殊理由，不得旁路联锁系统。因工作需要旁路联锁系统时，必须做到:

    a 经值班人员和辐射安全员的批准;

    b.在拧制台上给出显示，并在运行日志‘}，登记;

    c 尽快复位;

    d. 采取其他安个措施。

  4.3 放射性材料的操作和保竹。
  4.3.1操科放射性材料 (如换靶、处理活化部件以及加工和焊接放射性材料等)时，须右，指定的

场所进行，应严格遵守操作程序，井做好相应的辐射监测，必要时须采取一定的个人防护措施和通风

} If施。
  4.3.2 放射性材料必须存放在指定的场所或1i用容器内，并需有适当的屏蔽和辐射危险标志。放

射性材料必须由专人负责登记和保管。
  4.3.3 从靶须存人专用容器内，该容器应放在只有良好通风的通风柜中，废真空泵油须存人专{」

客器内，井严防泄漏，贮存处应有良好通风。这些物质如若废弃不用，应做为放射性废物处理。

  4.4 检修
  4.4.，加速器检修前、须由辐射安全员进行辐射测a，并根据具体情况提出检修巾应采取的辐射

防护措施，按安个规定进行检修。
  4.4.2 检修加速器的典空泵时，必须有合适的L作地面，采取相应的个人防护措施和通风措施，

严格外制75染及其蔓延。
  4.月.3 检修后，应对参加检修的人员的体表和衣服，检修L具以及地面等进行表面7i染监测。

    4.5  Al扭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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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1 加速器停机后，在人员进人有气载放射机几的区域前，应先对该区域进行适当通风，使其浓

度低}1附录C所列呀出空气浓度。但在符合内外照射低}-51.有效剂墩当{.邸民值的原则下，可容许1次
或多次吸人空,L}#，的放射性物质的浓度超过附录C所列的睽出空气浓度。

  4.6 应急程序

  4.6.1根据加速器的实际情况，应制定出处Al可能发/l1:的重大书故 (或失误)时所需的应急程IY,
包括人吸的撤离，个人剂is的确定，医学追踪,环境评价等

  4.了 可s性检验

  4. T.1 必须对辐射安个系统进行定期检杳或维修，时I司间隔不得超过6个月，并应做好检杏记录

5 辐射监测

  5.1辐射监测的内容和要求
  5.1.1 个人剂鼠监测
  5.1.1.1对加速器的运行人员、检修人员及实脸人员须进行外照射个人剂量监测。
  5.1.1.2 如确知或者怀疑人员吸人或摄人了放射性核素时，应进行内照射监测，如取尿样分析或

用个q计数器进行测Ea等。

  5.1.2  IA.域监A9
  5.1.2.1加速器没施竣1_后的调试阶段和运行至最大的辐射发射率状态，必须在辐射防护人员的

参加Ì，对有关区域进行全面的辐射水平测W-,做出辐射安全状况的评价。
  5.1.2.2 如加速器运行参数、屏蔽状况或区域的居留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可能影响到辐射安全时，

必须夔测辐射场。必要时应采取措施，保证在新条件下仍能满足辐射防护的要求。
  5.1.2.3对]_作场所经辐射测,!%后，应按辐射水平对其进行分类，特别对下列区域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a.监督区:在这些区域内连续!:作时，人员1年接受的剂量当量有可能超过职业放射性I-作人
城年剂准当址限放的1/10。对这样的区域应加强辐射监测;

    b.控制区:在这些区域内连续上作时，人员1年接受的剂fif当量有可能超过职业放射性上作人
员年ffl]准、勺‘邵民值的3/10。对这些区域除应加强辐射监测外，还应在其人口处或边界上设置辐射危险
标志。

  5.1.2.4 加速器运行期间，凡安装有遥控监测系统的区域应连续记录其辐射水平，当超过顶定的

I ,t1伯时，该系统应发出羚响和 (或)灯光警告信号。对其他区域应进行必要的辐射巡测。
  5.1.2.5 加速器停机后，,}人员进入加速器厅或靶厅时，应配合作好辐射监测。

  5.1.3 表面朽染监测
  5.1.3.1储存和使用抓靶(或含氖物质)的地方，以及可能存在氛表面污染的区域，必须定期进行

表面f5染的监测。
  5.1.3.2 由于活化材料的剥落等原因可能引起表面污染的区域，应对其设备、墙壁和地面等的巧

染水平进行定期监测。

  5.1.3.3 人员操作了放射性物质后，应对其体表、衣物进行表面污染监测。
  5.1.3.4 当各类物体的表面污染水平超过了相应的限值时，应采取保护措施或及时去7，以防75

染的蔓延。

  5.1.4 气载放射性监测
  5.1.4.1应该连续监测或定期监测存在气载放射性物质的区域的气载放射性浓度。

  5.2 测iii装置的选择

  5.2.1加速器设施内应配备的辐射监测仪器或装置的种类和数墩，主要取决于加速器的大小、复

杂程度和用途等，但是对任何一台加速器必须给它产生的侮种射线至少配备两台 (类)测�.仪器。
  5.2.2 配爷的辐射测v仪器必须只有下列功能:
    a. 对待测辐射有，}一确的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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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仪器的测量下限低P2.5/10-{ ms v，h-' (0.25mrem·h-'):
  c.仪器有足够的测量上限，以便能指示出被监测区域的辐射水平。

5.3 辐射测4.的记录

5.3.1辐射测u应有记录，内容包括:
  a.  AT量的时间、地点和目的;

  七.被加速粒子的种类、能量及束流强度;

  c. 靶的类型;

  d. 准直器和磁铁的位置;

  e.使用的辐射探测仪;

  f. 结果和建议;

  S. 参加测hita3的人员。
5.4 仪器的刻度和检修
5.4.1 为合理使用仪器，必须熟知其性能和局限性，因此，对每台仪器，必须给出下列性能资料:

  a.仪器对待测辐射m的响应;

  b. 能量响应;
  c. 对其他类型辐射的甄别能力，

  d.对湿度、温度和压力的响应，

  e.方向响应。
5.4.2 必须对辐射测量仪器进行定期刻度，时间间隔不得超过1年。每次检修后亦须进行刻度。
5.4.3 对于经常使用或连续使用的仪器，必须每天或每周对L作性能做1次检验。

6 辐射安全管理

6.1辐射安全机构及职责
6.1.1 凡有加速器的单位，必须根据该单位拥有的加速器的数量和复杂程度，成介 个辐射‘安个

机构或f手命专(兼)职辐射安全员。

6.1.2

    a.

    b.

辐射安全机构的职责是:
根据本规定要求，协同有关机构制定实施细则并监督执行;
对运行人员和实验人员进行有关辐射安全方面的教育和训练;

    c 向本单位主管部门定期报告监测结果

    d.参与辐射安全事故的调查和处理;
    e 检查辐射安全设施，监测辐射水平，

对重大的异常情祝及时报告本单位主管部门。

，并提出辐射安全评价和改进意见，

控制辐射危害，将必要情况通知运行人员和实验人员;

6.1.3

由于辐射安全方面的原因，辐射安全人员有权提出停止加速器的运行。

辐射安全人员的资格

a.b.
加速器的辐射安全设计及其评价，必须由工程师级的辐射防护人员参加;

c.2

辐射安全员必须由技术员职称以上的辐射防护人员担任、
辐射安全机构的负贵人，应该由上程师级以_L的辐射防护人员担任。

:一;
健康管理

  对准备从事加速器工作的人员

  对已从事加速器 U作的人员，

，须进行就业前的体格检查，健康合格者才能参加这项工_作
应定期进行医学检查，建立健康档案，并根据健康状7h'做川

';m鉴:Yr   a  }.,}Cr x鬓黔 '   a2.3 k1# x%$f1,0}.   lti ̀#} C ilr} Jl}bi, %1}. #},?;受照程度进行“、医学追‘;研究和采取

6.

6.

6.

从

6.

 
 
 
 
 
 
 
 
 
 

其

定的处理措施 (包括劳保待遇)。

6.2.4 对已确诊为放射性职业病的人员，除应按有关规定给予必要的劳保待遇外，还应采取龙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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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医疗措施，使他v日康复。

6.3 技术档案
6.3.1除妥善保存加速器原辐射防护设计档案外，还应保存下列资料:
    s‘个人剂量的记录。当人员调动时应复制 书}转至新工作岗位;人员死亡后，除对死因有争议

者外，其他人员可再保存10年;
    b.辐射事故情况报告及其处理意见，辐射防护评价报告和有价值的监测结果，以及本底调查资

料。这些资料应该长期保存;
    c 辐射测fil仪器的检修和刻度记录。这些资料的保存年限应和该仪器同寿命;
    d.辐射联锁线路的检修和改动情况的记录。这些资料的保存年限视其对加速器运行的参考价值

而定，一般应和加速器同寿命。

7 环境保护和三废治理

  7.1 凡有加速器的单位，应做好环境保护工作，力求减少放射性“三废”的产生量，并尽可能少

地向环境排放射性物质。
  7.2 有加速器的单位，要根据放射性“三废”产生的情况，建立相应的放射性废水，废物的储存

场所或处理设施。
7.3 放射性废物要按其半衰期长短及可否焚烧进行分类处理。焚烧放射性废物 (如废真空泵油)

时应有专门的焚烧炉。
了二 必须严格控制加速器设施内放射性废水 (主要指活化的冷却水)的排放。排放前，必须采取

放置衰变措施和净化过滤措施，并须进行辐射监测。
7.5使用含A1量较高的氖靶或产生气载放射性水平较高的加速器，前级泵的排出口或通风系统应

采取净化过滤措施。
7.6 加速器设施对环境的危害情况，每年应做1次调查或评价，特殊情况下应及时进行环境监测

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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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名 词 解 释

    (补充件)

    除下列名A外，本规定中所采用的其他名iPl，见GB 4960-85《核科学技术术语》。

A.1 靶

    指被加速的带电粒子与其相互作用产生有用辐射的物质。

A.2 高辐射区

    指C作人员可以接近的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的辐射水平可能使人体在任意1小时内接受的有效

剂散当量超过1 mS v (100mrem).

A.3 辐射区

    指〔作人员可以接近的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的辐射水平可能使人体在任意1小时内接受的有效
剂量当量超过5 x 10-ZmSv (5mrem),或在任意的连续5天内接受的有效剂量当量超过1mSv(100

mrem)o

人4 关镇居民组

    在加速器设施周围居住和生活的各居民组中受照射水平最高的居民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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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B

剂 量 估 算

    (补充件)

B.1

数Q。

B.2

剂(is估算应考虑:吸收剂量和吸收剂量率;人体受照部位和范围;辐射贯穿木领;辐射品质因

在辐射防护中，用剂量当量来确定人体的所受剂量。剂量当量H定义为吸收剂量D,品质因数

Q和其他修IL因数N的乘积，

rt }
If- DQN ············································⋯⋯(3)

H— 剂鼠当量，

D— 吸收剂量，

N— 修正因子

口— 品质因子

Sv (rem);

Gy (r ad);

取1;

B.3 品质因数是一个取决于传能线密度LET的因数。对X, y射线和电子，Q取1;对巾子，不知
道能Flf分布的资料时，Q取10.

B.4 估算巾子剂量时，有时用注量率 (n"c m"z"s-t)比较方便。在已知中子能1爵狗条件下可以根据

汁，付t鼠率— 剂量当量率换算系数估算中子剂量当量。有关换算系数和品质因数见表Bla
                                                    先 R1

{}!r能11

  Me丫

中子注11率和剂址当敏率之间的

      换算系数xto=

    n .c m-' . s一‘/mS v" h一，

品 质 因 数

2.5 x 10-s

  l x 10
  l x 10-s

  Ixto一'

  1 x 10 '

  I x 10-a

  1 x 10,

  1 x 10-,

  5 x 11)一1

        1

      2

      5

      10

      14

      20

      50

  I x 111'

260

240

220

230

240

270

280

  48

  14

  85

  7.0

    6.8

  6.8

  6.5

  6.5

  6.1

    5.6

2.3

2

  2

  2

  2

  2

  2

  7.4

11

10.6

  9.3

  7.8

  6.8

  6.8

  6.0

  5.0

  4.4

B.5 个身受照有效剂量当%1He(希沃特或雷姆)，等于受照器官或组织的剂量当量Hr(希沃特或雷姆)

乘以相应的权重因f-WT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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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二艺WTHT                                           (4)

各组织相对危险度的权重因7-W r值见表B2o

在受到内外合并照射时，总剂量当量等于内、外剂量当量相加之和。
                                          表 B2

 
 
 
 
 
 
 
 
 
 
 
 
 
 
 
 
 
 
 
 
 
 
 
 
 
 
 
 
 
 

舀
七

即

B

组 织 或 器 官 权 重 因 子

性腺

乳腺

红骨髓

肺

甲状腺

中i表面

皮肤

其余组织.

0.25

0.15

0.12

0.12

0.03

0.03

0.01

0.30

。指其余5个接受最高剂嗽当隧的组织或器官。每1个的相对危险度权重因子取0.06,所有其他剩下的组织所受

  到的照射可忽略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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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C

一些放射性核素的年摄入量限值和导出空气浓度
                  (补充件)

C.1 本附录表中所列的年摄人量限值 (ALI)和导出空气浓度 (DAC)是对职业放射性]一作人员

规定的。

C.2 本附录表括号中的年摄人量限值是针对特定器官或组织的非随机性效应规定的，这一器官或组

织已标在该数值的下面。

C.3表C1一C 45中，ALI的单位是Bq, DAC的单位是Bq"m一“。
C.4表中数值，除’3N，   16N和’50外，均取自IAEA第9号安全丛书(1982),"N,  "N和’'O的数
值取自IAEA第188号技术报告丛书(1979)0

C.5   DAC和ALI存在下述关系:
                                    DAC二AL 1/2.4 x 103 ·············”··················⋯⋯ (5)

                                              表 C1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Ili

  0it水)

    'H

(兀素岚)

ALI

DAC

ALI

DAC

3 x 108 3 x 10'

8 x 105

2 x 1010

注:对DAC的估算包括了佩经皮肤的吸收。

表 C2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e

7 Be ALI

DAC

2 x 108 8 x 108

3 x105

9 x to"

3 x t0'

H: a为被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c之外通常存在的被的所有化合物。

    c为被的氧化物、卤化物和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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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核 素 食 入 吸 人

‘一(

(有机标记化合物)

「C

  ( 锹化碳)

一’(

  ( 氧化碳)

A_/

刀A〔

ALI

刀4C

AL了

DAC

2 x lot,, 2x10‘，

6x10.

4 x10‘，

2 x10

2 x to"'

t x LO'

表 C4

核 素 浸没外照射 (半无限大烟石)

日N

'y

DAC

DAC

7 x100

2x10̂

表 CS

核 奉 浸没外照射 (平无限大烟止、)

一汤0 DA( 7 x 10'

表 C6

核 素

食 入 吸 人

a b

阴F AL I

DAC

  2 x 10'

(2 x toy )

    胃壁

3\I日L‘

I“I O'

}l:a为袱的所有化合物。

    b为日、L，、Na,K、

    Fe, Ru, Os,(一。、

    、b、Ta_M几，T 、

Rb, Cs, Fr, Be, %lg, Ca

Rh, Fr, Ni, Pd, Pt, Cu,

、Sr, Ba, Ra, Al, Ga, In, '9'i,人s, Sb, Bi,

.Ag, .Au, Zn, Cd, Hg, Sc, Y, Ti、Zr, Hf,\

R'T'儿素和tw系7L素的板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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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7

入 吸 人

核 索

介
﹃
行
仲

zz Na ALI

DAC

2 .101

2司Na AL/

DAC

I x 108

注:。、b为钠的所有化合物。

  表 C8

食 人 吸 人

核 素

zs M又 ALI

D A(

2 x10'

::::: ::

注 a为镁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镁的所有化合物。

    。为镁的氧化物、氢氧化物、碳化物、卤化物和硝酸盐。

                                            表 C9

食 人 吸 入

核 素

I. CI

"(- I

ALI 2 x10"

DAC

月1.

  6 x 108

(9 x 10")

  胃 壁

  8 x 108

(1 x 108)

  胃 壁

2 x 108

::{:; ::::;

DAC 8 x 108 9 x10

食
一

-

-

﹁
|
讨
1
--T
|
|
1习

﹃
|
川
|
一
|

-

In.

注:a为氮的所有化合物。

b为H, L.i,

c为翎系兀素

Na, K, Rb, Cs, Fr等兀素的氯化物。

、Be, Mg, Ca, Sr、Ba, Ra, AI,Ga, TI,Ge, Sn, Pb, As,Sb,SI,Fe,RU,Os,('o,

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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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h, Ir, Ni, Pd, Pt, Cu, Ag, Au, Zn, Cd,目g, Sc, Y, Ti, Zr, V, Nb, Ta,Cr, M 、W、M n,

Tc,Re等兀素的氯化物。

表 Cl0

核 素

之 没 外 州  q寸

半无限大烟云 1000-1烟石 500.1烟‘ 100.3烟L;

"Ar DAC 1 -101   2 x 100

(3 x 100)

  皮 肤

  2 x 100

(3 x 106)

  皮 肤

  2x106

(6 x 10')

  皮 肤

表 C11

食 人 吸 人

核 泰

由ZK AL了

VAC

2 x

毛3K ALI

DAC

2 x

I x 10,

注:a, b为钾的所有化合物。

表 C12

食 人

核 素

10

10

10

10

10

X

X

X

火

Q
d

、
卫

遥
任

勺
﹄

u Sc'0 2 x 10'

44S I
1 -10,

'sSc

ALI

DAC

ALI

DAC

ALI

DAC

ALI

3 x 10' g x

  8 x 10,

(1 x 101)

下瑞大肠壁

::::一
47S c

..Sc
g x 10 ::{:

2 x 10"

0:a为杭的所有化合物。

    b为通常存在的杭的所有化合物。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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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3

卡亥 索

食 人 }吸 人

l

                  a

4

          卜 犷 d
{

1〔r

思，
1又压‘1，       1丫10日

} 一

l

2策10，

7火10， ::}:书 ;;}:‘

a为铭的六价化合物。

b为铭的 价化合物

。为除d和。之外的格的所有化合物

d为铭的肉化物和硝酸盐。

。为铬的斌化物和氢氧化物。

表 C14

核 索

食 人 吸 人

a b f

祀Mn

沼Mnn、

，1明 11

          _礴LI

          ]J冲〔，

          J工j

          D才C

1 冲Lj

{ ，”“‘、

  3只10产

  1洲10，

(1义1幻，)

  胃 壁

  7 K 10‘

4只10‘

2x10)

3义109

1丫106

3 x l()‘

lxl0)

3 丫10

1\IOJ

通火1毛1，

2xl06

3 从10‘

lxlo‘

。为锰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的锰的所有化合物。

。为锰的钗化物、氢氧化物、:知化物和硝酸盐

                                        表 C15

食 人

川

10

川

川

川

10

又

义

火

久

火

尺

公
J

l

，
﹄

内卜

，
‘

宁

10

10

扮

10

10

10

Fe ALj

1)_才〔、

月Lj

D_」C

礴L]

D月fl

3 火10

3尺专0“

沐10

    b

lX

5 只

7 K

3 X

l x

5 减

引:a为铁的所有化合物

    卜为除。之外通常存在的铁的所有化合物

      儿铁的碱化物、肉化物和板饭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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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6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d

6'C.

loco

.C..

60C.

ALI

DAC

ALI

DAC

ALI

DAC

ALI

DAC

3x108

6 x 107

2 x 100

2 x 10'

2 x 108

5x10'

2 x108

7 x 108

I x 108

4 x 10'

A x 10'

2 x 10̂

3x10,

1 x 108

6 x 108

3 x 108

2-101

1 -101

3 x 10'

1 x 10"

2 x 10'

1 x 108

1 x 108

5 x 10,

注:a为钻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以及食人微最钻的所有其他无机化合物。

    b为有机络合物和除了钻的有载体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之外的所有无机化合物.

    c为除d之外的钻的所有化合物。

    d为钻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卤化物和硝酸盐。

                                            表 C17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仁 d

6ocu

olcu

6<Cu

6'Cu

ALL

DAC

AL I

DAC

月LL

DAC

ALI

DAC

  1-101

(1 x109)

  (胃壁)

  5 -101

  4 x 109

  2 x 108

3 x 109

1 x 109

1 x 109

5 x 1o,

1 x 109

5x10'

3 x 108

1 x 10'

4 x 109

2 x109

2 x 10'

6 x 10'

9 x 109

4 x 105

2 x 108

8又104

4 x 109

2 x 108

1 x 109

5 x105

8 x 108

3 x 10'

2 x 109

7 x 10'

注:a为铜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c和d之外的铜的所有无机化合物。

;为铜的硫化物

d为铜的氧化物

卤化物和石肖酸盐。

氢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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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8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62 Z n

uZn

sszn

ALI

DAC

ALI

DAC

ALI

DAC

  5 x 10,

  9 -to,

(9 x I01)

  (胃壁)

  1-101

1-101

4 x 10"

3 x 101

1 -to,

1 -to,

4 x 103

注:a为锌的所有化合物。

    b为通常存在的锌的所有化合物。

表 C19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s7Ga AL I

DAC

3 x 100

::::: ::{::

注:a为稼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的稼的所有化合物。

    。为稼的氧化物、氢氧化物、碳化物、卤化物和硝酸盐。

                                            表 C 20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日r Al.了

DAC

6 x 101

:::::
7 x 101

3 x 10'

a为澳的所有化合物。

b为H, Li, Na, K, Rb, Cs, Fr等元素的澳化物。
。为翎系兀素、Be, Mg, Ca, Sr, Ba, Ra, AI, In, TI, Ge, Sn, Pb, As, Sb, Bi, Fe, R、Os

 
 
.‘

们
~

注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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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h、Ir、Ni、Pd、Pt、Cu、Ag、Au、Zn、Cd、Hg、Sc、Y、Ti、Zr、Hf、V、Nb、Ta、Mn、

T。、Re等元素的澳化物。

表 CZI

核 素

浸 没 外 照 射

半无限大

烟 石

10O0m3

烟 石

500m3

烟 云

100m3

烟 石

力Kr

的Krm

吕SKrm

DAC

DAC

DAC

  lxl05

  4义10日

(7xlo，)

眼晶体

  8x105

  2火106

(3xl06)

皮 肤

  4xloa

(7x109)

眼晶体

  5义106

(2又107)

皮 肤

  2xl06

(4xlo‘)

皮 肤

  4义10a

(7xlo，)

眼晶体

  5洲106

(3只107)

  皮 肤

  2义106

(7xl06)

  皮 肤

  4丫10B

(8xl09)

  眼晶休

  5沐106

(峨x107)

  皮 肤

表 C22

食 人 吸 人

核 索

10u

l05

吕‘Rb 月L了

IJ月〔，

Ixlo，

    b

2 又

R 义

.ZRb 月Ll

DAC

4x10吕

::

l07

l0;

83Rb 刀L了

月月〔了

2火107

::

注 a、b为枷的所有化合物。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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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3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d

".'s r

17Sr门

A王了

DA〔

ALI

I)AC

9 .101

2 x10'

1 x lo"

1 .101

1 -to,

4 x 10"

5 X 10'

2 X 10'

一::::一
      6 X 10'

      2 X 10'

注:a为惚的可溶州盐。

    b为SrTiO3e

    。为除b之外的所有可溶性化合物。

    d为所有不可溶化合物和SrTi0�

表 C24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

87 Y ALI

DA(

8 x 107

::{:: ::::一

注:a为钻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的忆的所有化合物。

    。为忆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表 C25

核 泰

食 人 一 吸 ·
a b c d

"M" ALI

DAC

6 x 107   4 x 107

(4 x 10')

下端大肠

    壁

1 .101

4 x 10'

5 x 107

2 x 10"

11:aXjM〔石，

    b为铂的所有其他化合物。

    。为除d之外的铂的所有其他化合物。

    d为钥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和Mosi,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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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6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gr犷m ALI
1少AC

3 x 10'

::}:: :x l00x 10̂

a为钳的所有化合物。

匕为除。之外的妈的所有化合物。

c为褥的氧化物、氢氧化物、肉化物和俏酸盐。

                                        表 C 27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In A人1
IIA

2 x 10'

::::! {:::一

a为钢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的钢的所有化合物。

。为钢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卤化物和硝酸盐。

                                        表 C28

核 素
食人 } 吸 人

a     一 〔

日了Snm ALI

UAC

  6 x 10'

(7 x10')

F端大肠壁一、)’一5 x 10'2 x 10'a为锡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的锡的所有化合物。

。为锡的硫化物、氧化物、氢氧化物、卤化物，石肖酸盐和磷酸盐。

                                        表 C29

核 素

食 人 吸 入

a b f

117Sb AL I

UAC

3 x10'

::{::
I x 10'0

n x 10"

门:a为锑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之外通常存在的锑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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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为锑的氧化物、氢氧化物、卤化物、硫化物、硫酸盐和硝酸盐

                                            表 C30

食 人

核 紊

... I ALI I x In8 2 x 10"

(4 x 100)

  甲状 腺

(7 x108)

11 AC

甲状腺

9 - 100

注:a为通常存在的碘的所有化合物。

    b为碘的所有化合物。

表 C31

授 没 外 照 射

核 素
半无限大

  烟石

1000米3

  烟云

500米3

烟云

100米3

烟石

- Xe DAC 2 x 105 5 -101   6 -101

(7 x 106)

6丫106

(1 .101)

皮 肤 皮 肤

ize Xe DAC 5 -in, I x 107 1 x 10, 2 x 107

表 C32

食 人 吸 人

iz7Cs ALI

刀AC

      a

2 x

-Cs ALI

DAC

9 x

5 x 105

b为艳的所有化合物。

核
一

一叶

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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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3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Ba

iae B am

ALI

DAC

ALI

DAC

  2 x 10'

  9 .10,

(1 x108)

下端大肠壁

7 x 10'

3 x 10'

3 x10"

L x 10'

注 a、6为钡的所有化合物。

表 C34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is7DY ALI

DAC

7 x 108

:::::

注 。为铺的所有化合物。

    b为通常存在的摘的所有化合物。

表 C35

核 素

食 、齐 吸 人

a b

167T. ALI

DAC

  8 x10'

(9 x 101)

下端大肠壁

7 x 107

3 x10'

注 a为铁的所有化合物。

    b为通常存在的铁的所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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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6

食 人 吸 人

核 索

'7'T.

ALIDAC
5 x -to,

耐

10x
l0

10u
loe

2x{:
n.1 '「s

ALDA二 {;:
171‘ r,

ALDA二 {十:
口片

ALIDAC
耐
10

105
口

肠
价

沁
卜

娜
扮

脚
卜

卜
lx

卜

IA下a

ALDA二 {;:

X

洲

火

洲

火

火

J
q

今

‘n

C

L
a

，
乙

177 '1'n

AL IDAC
x lo-

105

105
刚ALDA二 十:

ra

ALDA二
g x

:::

火

又

义

丫

几丹

1
.

马
︺

口

Al,DA二
g x

l0.

10l，n}}'f am
{篇

ieuTa

Al,DA二
6 x 107

inz}"a AL I 6 x 10' 2 x 10"' Zx川1。

(8x101)

  胃壁

DAC

比ZTa 3 x 107

6 x 10'

5x 10'

2 x 10'

105

10，
103

凡 x

ALDA台
1s-ra All 3 x 10, 4 又10 峨 x10

(4x10')
下端大肠壁

UAC

7 x10'

2x10'

2 x 10'

8 x 10x

Z x 10

",Tx Al,了

UAC

ixsTa

另LlAC
1x10,

2 x 10'

7 x 10'

2 x 10'
1 x 10"

i"xTa Al.l   2 x 10,

(3 x10,)
  闹壁

9x1f)， 吕x川rl

UAC 4 x 10' ;x川朽

0:。为l I的所f1化合物
    b为除 之外通常存!1_的,fl I的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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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儿素 fl! .械化物、板气化物、IXI化物、碳化物、石肖酸盐和#(化物。

                                        表 C37

食 人 吸 人

核 索

‘认

ALI)A李
4 x 10' 5 x 10"

认

A1,1DAC
只x 10" 0 x 10,

什认

只三李
2 x toe 3 x 10"

1沁认

ALI/)AC
2 x 10" 2 x

m W

A1)三李
6 x 10' 7 x

x, 14 41.1   B x10'

(1 x 10")

2 x 10'

8x 10'

3 x10'

I x 10"

y x10"

3x10'

6x10一

3xl 0'

l x l0'

5 x10'

2 x 10"

下端大肠蹄

  1 x 10"

(1 x l0")

卜端 大肠壁

DAC 1 x 10

1.7W

只几IC
7 x10 1 x l0"

1”润W AL/

(::::一)
卜端大肠壁

  2 x 10'

(3 x100)

卜端大肠壁

1)刁('

注:a为钨酸o

    b为除a之外的钨的所有化合物。

    C为钩的所有化合物。

工29



GB 5172一85

表 C38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d

193 All

198 Au

195 Au

198 Au'

198 Au

199 Au

1.9 A u'0

399 Au

z91 Au

ALI

DAC

ALI

DAC

ALI

ALI

DAC

AL I

DA C

ALI

DAC

ALI

DAC

ALI

DAC

ALI

DAC

  3 x 108

  I.101

  2 x 108

  4 x 10'

  5 .101

  1 .101

(1 x 108)

下端大肠壁

  4 x 10'

  1 .101

  3 .101

(3x109)

  胃壁

1 -to,

4 x 10'

3 x 108

1 x 105

4 x 109

2 x 105

1 x 108

4 x 10'

1 x 108

6 x 10'

3x108

1 x 105

1 x 108

5 x 10̂

2 x 108

1 x 108

8 x I08

3 x 108

8 x 108

3 x 10'

2 x 108

8 x100

5 x 10'

2 x 10'

4 x 10'

2 x 10'

7 x10'

3 x10'

1 -to,

6 x 10'

1 x 108

4 x 10'

3 x 10'

1 x 195

9x108

4 x 108

7 x 108

3 x10'

2 x 108

8x100

2 x10'

7 x 10'

4 x 10'

2 x l00

6 x 10'

3 x10'

1 x 108

6 x 104

9 x10'

4 x 10'

3 x 108

1 x 168

8 x 108

3 x108

注:a为金的所有化合物。

    b为除仁和d之外金的所有化合物。

    c为卤化物和硝酸盐。

    d为金的氧化物和氢氧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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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9

食

核 素

]0s

l0’
MHg-

(有机)

ALI

/)AC

3 x100 1 x 1o

    〔

3 x

1 x

l0s

l0s
197Hg

(有机)

AL了

DA(;

4 x 108 3 x 108

::

注:a为甲基汞。

    b为除a之外的汞的所有有机化合物。

    c为汞的所有有机化合物。

表 C40

核 素

食 人 吸 入

a b 〔

197x9
(无机)

198 H8

(无机)

ALI

刀AC

ALI

刀“咬C

1 -101

Zx 108

3 x 108

1 x 105

4 x 108
2 x 105

2 x 108

8 x 10"

3 x 108

1 .101

注:8为汞的所有无机化合物。
b为汞的硫化物。
。为汞的氛化物、氢氧化物、卤化物、硝酸盐和硫酸盐。

      表 C41

素
吸

1WHgm

(气态) ALIDAC ;二:::

MHg
(气态)

ALI

DAC

3 x 108

I X 105

表 C42

吸 人

核 素

-TI ALI

DAC

z x lo' {二lo'lo,

zoiTI AL毛
D.刁C

6 x 10'

注:a.b为蛇的所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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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3

核 井

!)lPb

ALI1),4(
川扫

咐SP卜

-AL:
1n"

衬:a为铅的所有化合物

    b为通常存在的YS的所有化合物

表 C44

核 素

食 人 吸 人

a b C

zox日i

此I
PA(

g x101

{:::一 ::}:一

注:a为通常存在的秘的所有化合物。

    b为秘的石肖酸盐。

    c为除b之外的秘的所有化合物。

表 C45

核 索

食 人 吸 人

a b

217Pu
ALI
DAC

5 x 101

}:{:一

注::、b为通常存在的钵的所有化合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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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D

放射性物质污染表面的控制水平
            (补充件)

D.1 操作放射性物质的!_作人员的体表、衣物及I〕作场所的设备、墙壁、地面的表面CS染水、P,应

低1几表D所列数仇。

D.2 放射性I-作场所的某些}_具、部件和设备，经仔细清洗后，其污染水平低于表D所列数值的1/50
时，经辐射防护机构测I,I批准后，可在 一般}作中使用。

D.3 手、皮肤、内衣75染时，应及时清洗，并尽可能清洗到本底水平。

D.4设备类固定朽染，或最大能鼠小于0.2MeV的日粒f-(如ay)污染，或局部性污染，经辐射安全
员同意后，其拧制数值可为表D的2倍。

                                                表 D

表 而 名 称
a放射r1物质巧染

Bq/cm-'(Ci/cm')

0放射性物质污染

Bq/cmt(Ci/cm'-)

于、皮肤、内衣、1_作袜

I作服、手套、I作鞋设

备、地而、墙壁

0.4(1 x 10-11)

4.0(1 x 10-10)

40(1x10一1)

4(1 x 10-iu)

40(1 x10一，)

400(1 x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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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E

有关非放射危害的几个问题
        (参考件)

E.1

  E.

徽波辐射

1.1某些加速器设施 (如电子直线加速器)可能产生微波辐射，应对其采取屏蔽措施，以保证

人员L作区的微波辐射的平均功率密度低于38VW"cm 'o
  E.1.2 应对微波辐射功率密度进行监测。

E.2 奥氧

E.2.1加速器设施内应有良好的通风，以保证臭氧的浓度低于。.3mg"m 3,
E.2.2 电子束产生臭氧时，靶室内臭氧浓度的计算:

    假设辐照期间靶室无通风，臭氧无分解，且在靶室内均匀分布，则浓度co为:

c。二4.19 x〔
LA Itd

D IV' mg. m-3·····················⋯⋯(6)

式中:LA 标准状况下电子在空气中的有限线碰撞阻止本领，对于不同的电f能量，其值见表E;
        I— 电子束流强度，mA3
        d- 由子4}#2};气巾的114} i4长f9, cm.

t- 辐照时间，“;
V- 靶室体积，m3.

表 E

电 子 能 最

        Mev

有限线碰撞阻止本领

      keV"cm一1

  0.5

  1.0

  10

  50

100

2.3

2.2

2.5

3.0

3.1

b 假设辐照期间靶室有通风，臭氧无分解，且在靶室内均匀分布，则浓度co为:

      __ Id， 一二11 _、
c。二Z. IV X下不，LI一e  v )mg. m-l””’““’‘”’‘”‘”’“”’““ tY)

                        F

式中:。— 排气速率，m3.5一’;

其他符号的意义同 (6)式。
E.2.8 加速器停机后，靶室内t时刻臭氧浓度c的计算:

C=Coe一子‘mg m一3 (凡)

式中:t— 停机后的等待时间，“;

      其他符号的意义同(6)，(7)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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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 其他危害

E.3.1 加速器设施内的其他有关非放射性因素的安全，如易燃、易爆、有毒物质的使用以及机械、

电气安全等，均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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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F

加速器工作人员的健康标准
        (参考件)

F.1 术标准对加速器}_作人员身休和健康情祝捉出最低要求，以不全引起危及公众健康与安个的误

操作，并能完成和胜任止常和异常情祝下的放射性操作。

F.2'{作人员应具有下述稳定性和能力:

    a. 精神警觉和情绪稳定;

    b. 感觉敏锐和通过说、’写及其他视听触觉信号迅速准确的表达能力;

    c.安个执行其职务的体质、运动能力、动作范围和灵巧性。

F.3 准备参加放射性上作的人员具备下述条件之一者不宜从书放射性}〕作:
    二 严重的冠心病患者取消单独操作资格。有代偿功能者则可以从书多人操作。心力衷'Ail >除良

性期外收缩外的其他心律不齐，及动脉瘤、高血压病等严重的心血管疾患;

    b. 自血病、自细胞减少症、红细胞增多症、淋巴瘤等严重造血器‘{丫疾病和各种癌9li' ;
    c.原因不明的意识障碍和癫痈患者不具单独操作资格。但经药物控制后5年内龙发价或术用药

近两年无发作的癫病病患者可从事多人操作的放射性卜作。严重的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和其他精神、L
理、人格疾患均不适宜从事放射性「作;
    d. 严重的肝、In、肺疾患，近两年内没有控制的糖尿病患者;

        严重反复发作的皮炎，对刺激物或激敏物过敏而影响个人防护衣具穿irf或因皮肤除了，染程序
ifa加l者。
F.4 卜述条件做为对放射性L作人员健康的最低要求:
    a 头型正常。有清楚的讲话能力。嗅觉和听力止常。矫正视力大于0.5(国际标准视力表)。周

围视野大厂或等于120、 0正常的深度感。可以辫红、绿、桔黄等颜色信号;
    b 终备紧急隋涅下完成紧张体力活动所需的心、肺储备能力;

    。 「常的精神状态和定向能力。紧急情况和特殊情况「具有正常的1作能力，触觉鉴别足以达
到通过触模分辨各种形状的控制按钮和手柄;

    d.   Fl垂血化验检查正常;

    e.肌肉什骼系统活动范围和力li正常。内脏器官、内分泌等有关系统功能正常。

F.5 对已参加放射性I_作的人员，参照前述标准，并考虑放射性厂作种类、水平、本人}钧能力、专
业技术和需要情况，可适当放宽要求。

    附加说明:

    卞标准由核1_业部安全防护卫’1:W提出

    本标准由 《粒子加速器辐射防护规定》

    本标准起草人宋IS缓、冷瑞平、毕德才

iM NPl‘f、陈国惠、孙树fule

    !.E to潘自强。

编制小y11编1}11.
、. r;清令、宋文杰、朱连芳、胡建达、林祖滨、刁绍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