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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辐照装置设施的辐射防护与安全要求!包括场所划分"工作人员和公众受照控制以及

有关防护与安全等管理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水池贮源式#":-辐照装置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

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最新版本的可能性#

TG;"3<A>!#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TG4"5#A>;# 密封放射源一般规定

TG2;;#5A3!#辐射源和实践的豁免管理原则

’#辐射照射与污染控制

;E2#职业照射的控制

;E2E2# 放射工作人员职业照射的控制依照有关辐射防护基本标准执行#

;E2E!#在辐照装置控制区和监督区内工作的人员!与源相关的剂量应控制在每年<8%_以内#

;E!#公众受照的控制

;E!E2#由辐射装置所致公众个人的照射!不应超过每"E!<8%_#

;E!E!#照射室屏蔽墙的设计!要保证非限制区内和附近公众个人受照年剂量不应超过"E28%_#

;E;#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控制

;E;E2#贮源井水中所含放射性污染物的活度浓度应控制在2"Ga$U以下#

;E;E!#依照TG2;;#5!每月排到下水道的#":-总活度不得超过2]2"#Ga#单次排放活度不应超过2

]2"<Ga#排放点要固定!排放后用水冲洗排放口!以免污染物积累#

;E;E;#工作人员的衣服"体表及工作场所的设备"工具"地面等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水平见表2#

表2#表面!放射性物质污染控制水平 Ga$78!

表面类型 !放射性物质

控制区地面 4"
源设备和源的装卸工具 4"

监督区地面 4
工作服"手套"工作鞋 4

手"皮肤"内衣"工作袜 "E4



##注!2#表中所列数值系指固定污染和松散污染总量"

!#表面 污染水平按一定面积上的平均值计算!地面取2"""78!#设备取;""78!#手$皮肤和工作服取2""78!"

;#手$皮肤和内衣污染时#应采取去污措施$及时清洗并尽可能达到本底水平"设备$墙壁$地面经去污后#仍高

于表中数值时#可视为固定性污染#经辐射防护部门检查同意#可适当提高控制水平#但不得超过表中数值的

<倍"

##;E;E4#工作场所内的设备与用品#经仔细去污后#其 污 染 水 平 低 于 表2中 所 列 控 制 区 限 值 的2%<"时#

经辐射防护部门测量并许可后#可作普通物件使用#但不得用于炊具"

(#工作场所的划分与要求

4E2# 控制区!辐照装置照射室屏蔽 回 路 外 端 入 口 以 内 的 区 域"在 此 区 工 作 的 人 员 必 须 严 格 遵 守 规 定

的防护和安全操作规程"照射室的入口处应设置明显的 电 离 辐 射 标 志#应 设 置 防 止 人 员 误 入 照 射 室 的 控 制

措施"

4E!#监督区!与照射室直接相连接的房间$控制 室 以 及 照 射 室 回 路 入 口 以 外 的 通 道 及 房 间"在 源 运 行

状态下#在此区工作的人员受到的照射可以有把握的预 估 能 满 足 本 标 准 对 职 业 人 员 照 射 的 控 制 要 求"此 区

内也应设置电离辐射标志"

4E;#非限制区!与照射室不直接连接的辅助房间"在此区长期停留的人员受到的照射能满足公众受照

控制的要求"此区内不设电离辐射标志#也不要求有特殊的防护措施"

%#辐射防护与安全管理

<E2#辐照装置的选址$设计$建造$运行和退役 必 须 按 有 关 的 法 规$标 准 要 求#由 营 运 单 位 提 出 申 请#提

交&辐照装置安全分析报告’#经审管部门审评合格并发放许可证后方可实施"

<E!#辐照装置装源量有显著增加或装置有重大 改 变 时#营 运 单 位 必 须 向 审 管 部 门 提 出 审 批 申 请#经 对

其辐射防护和安全认证后方可实施"

<E;#辐照装置营运单位必须设有专职或兼职的辐射防护与安全工作人员#负责日常辐射防护与安全的

管理与监督"通常情况下#还应聘请有关专家担任辐射防护与安全顾问"

<E4#辐照装置营运单位应对辐射防护与安全负主要责任#其职责应至少包括!

+(确立符合标准要求的防护与安全目标)

P(制定$实施防护与安全大纲#主要内容包括!

2(确定并保证达到防护与安全目标所需的措施与资源)

!(经常评审所需的措施与资源#定期核实是否已达到防护和安全目标)

;(鉴定所需的措施与资源的失误和缺点#采取纠正步骤并进行经验反馈)

4(做好并保存防护与安全管理记录"

<E<# 必须制定辐射防护与安全操作规程和有关文件#其中应至少包括下列资料!

***向主管部门提交营运单位的组织和人员及其职责的说明)

***操作说明书)

***安全联锁$辐照装置及元器件运行功能的检查$测试程序和方法)

***辐照装置设计及建设单位$最大装源活度$装卸源登记)

***辐照装置全部图纸)

***以上与防护和安全相关的文件+或副本(应保存在控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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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防护与安全技术要求

#E2#基本要求

#E2E2# 辐照装置在建造!正常运行!维修!应急情况下"对工作人员和公众的辐射照射应保持在可合理

达到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事故发生几率和严重程度应保持在可合理达到的最低水平$

#E2E!# 辐照装置安全系统的设计应遵循下列主要原则%

&&&多重性%对重要的其失效可能产生人身危害的安全措施须有足够的冗余"至少应设置两种或两种以

上的安全对策以及相应的硬件设备#

&&&多样性%对重要的安全控制器件"应采用两个或 两 个 以 上 不 同 结 构 和 不 同 生 产 厂 的 产 品"以 防 止 因

同一原因使执行同一功能的措施同时失效#

&&&独立性%各种安全措施应是相互独立的"以防止因同一原因造成两个或两个以上安全措施同时失效$

#E!# 密封辐射源及其托架

#E!E2# 辐照装置的密封辐射源必须符合TG4"5#的要求"经生产厂检验并出具检验证明$

#E!E!# 必须有保护辐射源不受贮源井水腐蚀的措施$

#E!E;#源托架必须确保辐射源的定位"在正常运行中不脱落$

#E!E4# 应有防止被照射物或容器碰撞或倒压在辐射源上的保护措施$

#E;# 屏蔽

#E;E2#应保证照射室辐射屏蔽的完整性和安全性$构筑物的屏蔽设计要有足够厚度"混凝土浇注应保

证无裂缝和空腔$对于辐射屏蔽薄弱的部位’如排风口!屋顶!穿墙管道周围等("应有防止漏束的补偿措施$

#E;E!#应保证水井辐射屏蔽的完整性和安全性$井内设备和井衬里应选用 耐 腐 蚀 性 好 的 材 料"井 底

不得穿孔"并确保在最大装源活度时"水表面剂量不应超 过 监 督 区 的 控 制 水 平"应 设 水 位 控 制 系 统 和 报 警 系

统"水位低于容许值时应能自动补水并有防止人员进’掉(入井内的措施$

#E4#照射室出入口联锁

#E4E2#照射室进出口必须设置安全和防护联锁装 置 及 断 电 保 护 装 置’通 常 情 况 下"断 电 时 源 能 自 动 进

入安全位置($通道外出口处的剂量不得超过监督区剂量控制值"必须设有防止人员误入的措施或安全防护

门$不得在去除任一安全联锁部分的情况下继续运行$

#E4E!#辐照装置正在照射时应有信号指示$此时 联 锁 装 置 必 须 能 阻 止 人 员 误 入 照 射 室 或 当 人 员 强 行

进入时使辐射源自动降入贮源井水中$此项安全措施还应保证即使在断电情况下亦能起到防护作用$

#E4E;#为防止有人留在照射室内源被提升"应在升源前给出信号或其他安全措施’如熄灭照明灯!亮起

升源红灯"注意不可关闭全部灯光($误留于室内人员可 在 内 出 口 处 控 制 终 止 升 源’并 降 源("同 时 开 启 出 口

防护门$

#E<#废物控制

#E<E2#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水!器物和营运过程中产生的放射性废物"必须按有关规定处理和处置$

#E<E!#应对辐射源产生的臭氧和其他有害气体 浓 度 加 以 控 制$臭 氧 和 其 他 有 害 气 体 的 控 制 浓 度 和 监

测要求见附录K’标准的附录($

0#辐照装置的安全分析

5E2# 营运单位必须在辐照装置设计初步完成时提交)辐照装置初步安全分析报告*"在装源前提交)辐

照装置最终安全分析报告*$这两个安全分析报告作为审管 部 门 向 营 运 单 位 发 放 建 造 许 可 证 和 运 行 许 可 证

的重要评审评内容之一$

5E!#安全分析报告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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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照装置的规模"主要用途"拥有或计划拥有的辐射源的类型"数量#

P!辐照装置周围环境"交通"人口分布#

7!辐照装置构筑物"系统和部件的功能与可靠性描述和分析#

/!对可能发生的事件或事故的分析$

2!系统或部件的完整性%如照射室屏蔽"辐射源密封和水池的完整性等受到破坏#

!!辐射源移动控制失灵或脱出#

;!系统或部件故障和误操作#

4!照射室入口控制失效#

<!防闯入措施失效#

#!动力故障%局部至全部失去电源#

5!外部事件%如风暴"洪水"火灾"地震或爆炸等外部事件的后果#

>!人因错误分析#

3!管理程序受到破坏&

)!运行组织机构"职能与管理程序描述和分析$

2!安全负责人员的职责和经验与培训#

!!工作人员的资格与培训#

;!辐射安全大纲%其中包括个人监测%辐射监测仪表%泄漏检验"检修计划等#

4!废物管理#

<!应急计划#

#!退役计划&

/# 辐射源的清点与盘存

>E2#新进源必须持有使用许可证%并做好交接 手 续&在 装 源 前 后 必 须 清 点 并 做 好 详 细 的 立 帐 登 记’包

括辐射源的类型%数量%每一个源的活度"日期"占据源 架 的 位 置 等!%装 源 人 员"辐 射 防 护 负 责 人 和 主 管 人 员

签字%记录长期保存&

>E!#对使用中的辐射源应经常检查有无脱落%每年必须清点一次%做好详细记录并经检查人签字&

>E;#拆下的辐射源’包括退役源!%在最终处置或 退 回 生 产 厂 前%必 须 办 理 审 批 手 续 并 有 详 细 的 登 记 记

录’包括源活度"日期"存放地点"安全防护措施"管 理 人 和 主 管 人 员 等!&有 关 人 员 变 动 时 要 有 交 接 记 录%每

年进行核查并做记录&辐射源调出本单位时必须办理审批手续并有经办及主管人员签名和详细的记录&以

上各记录要长期保存&

>E4#辐射源退役必须向审管部门提出申请%提交(辐射源退役安全分析报告)&退役辐射源的处理和处

置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标准的要求&

.#辐射防护与安全检测内容

3E2#辐照装置换源或加源时的检测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辐射源的数量及泄漏污染状况#

***装源容器表面剂量率及污染状况#

***装卸源工具状况#

***直读式个人剂量计"辐射报警仪"携带式剂量监测仪和累积剂量计&

3E!#辐照装置装源后的检测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污染状况%重点为井水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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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巡测"在没有被照射物的条件下"当源在贮 存 位 置 时"对 照 射 室 人 员 可 进 入 的 位 置 以 及 各 进 出

口和管道部位#

3E;#常规日检查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照射室联锁控制状况%

!!!升降源和被照射物传输系统状况%

!!!个人报警剂量仪和携带式剂量监测仪"用检验源检验正常%

!!!贮源井水位置%

!!!通风系统#

3E4#常规月检查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照射室内固定式辐射监测仪%

!!!应急停照和迫降系统%

!!!升降源&导轨&被照射物传动系统#

3E<#常规年检查应至少包括下列内容$

!!!配合年检修的检测%

!!!水质及污染检测%

!!!环境辐射水平%

!!!全部机电&电子系统#

3E##上述检测都应有规范化表格并做出详细记录"该记录应保存至辐照装置退役#

,2#辐射监测

2"E2#在控制区和监督区内工作的人员都必须佩 带 个 人 剂 量 计"并 至 少 有 一 人 佩 带 有 声 音 报 警 的 个 人

剂量计#剂量计的量程应能覆盖正常运行和事故情 况 下 受 照 剂 量 范 围#个 人 剂 量 计 性 能 应 符 合 有 关 标 准"

并依照有关规定进行检定#正常运行2!;个月测读一次#

2"E!#剂量计’包括环境和个人剂量计(应测读周围剂量当量和个人剂量当量#

2"E;#控制区内必须设置固定式辐射监测仪表"此仪表读数应能区分出源在贮存位&照射位或升降途中

的工况#推荐用数字&宽量程仪表#每日每班都应首先检查仪表"保证其处于正常工作状态#

2"E4#进入照射室的人员必须携带使用便携式’或袖珍式(射线监测仪和报警仪#仪表应能在超报警阈

值时自动报警#

2"E<#正常运行时"每半年应进行至少一次贮源井水污染测量#新装源井水在装源前后各做一次#":-#

放射性比活度测量#

2"E##向下水道排水后要检测有无可测到的污染物滞留在管道口内#辐照装置建成后或改建后或运行

期间"要每年监测监督区及非限制区环境辐射水平和污染水平#

2"E5#各监测仪表都要符合有关标准规定"按照有 关 规 定 由 法 定 计 量 技 术 机 构 对 所 用 仪 表 进 行 周 期 检

定"并遵守监测质量保证#

2"E>#监测结果应按有关规定进行记录&上报和保管#

,,#事故与应急中的辐射防护

22E2#辐照装置营运单位应制定事故应急方案"其中包括事故预想&应急程序等具体措施#

22E!#发生事故后要按有关规定及时处理和报告#在一次事件中参加事故处理的应急人员受照不得超

过2""8%_#孕妇和未成年人不得接受应急照射#

22E;#接受应急照射的人员"应携带个人报警式剂量仪"并佩带二个以上个人剂量计#操作全过程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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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防护人员对相关的辐射场进行监测!并记录可能受照射较大人员的操作条件和工作时间"

22E4#在执行应急方案中要防止放射性污染!应 保 证 污 染 不 扩 散 到 控 制 区 以 外 的 地 方"对 超 过 排 放 标

准的污染水!要净化处理达到;E;E2或;E;E!要求后方可排放"

22E<#事故报告#受照人员处理及医疗措施等!必须按照有关标准和规章办理"

22E##事故处理后清理的污染物!要统一收集后处理!并进行一次全面的辐射监测"

22E5#事故及处理经过要作出详细记录并长期保存"

附录K
$标准的附录%

有害气体浓度限值及监测

K2# 照射室内当辐射源降至井水下贮位<8,’后!臭氧浓度不应超过"E;81&8;"

K!# 照射室外的臭氧浓度2I平均不应超过"E2#81&8;"

K;# 照射室内当辐射源至井水下贮存位<8,’后!L&! 浓度$包括L&#L!&#L&! 等各种氮氧化物均换

算为L&! 的浓度%不应超过<81&8;"

K4#照射室外的氮氧化物日平均浓度不应超过"E281&8;!任何一次采样的浓度不超过"E2<81&8;"

K<#有害气体的监测执行TG;"3<的规定"

>"4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