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

确定其能量响应的B和"参考

辐射第;部分!场所剂量仪和个人剂量计的

校准及其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测定

)*"1,+,$+&’#+22(

,#范围

TG!92!2#!的本部分规定了利用平均能量在>[)D!2E;F)D和4F)D!3F)D之间的参考辐射校准场

所剂量"率#仪和个人剂量计的方法$本部分对不同类型的剂量"率#仪分别规定了其校准程序$对于场所剂量

仪含可携式和固定安装的剂量"率#仪%个人剂量计含全身和肢端剂量计$同时给出推荐使用的体模和转换系

数&不确定度报告和校准记录及证书出据的指导等$本部分也规定了确定剂量计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方法$

本部分不适用于固定安装场所剂量仪的就地校准$

注2’术语剂量仪为用于个人或场所监测的所有剂量仪或剂量率仪的总称$

注!’除非另有说明&本部分中术语比释动能指自由空气比释动能$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TG!92!2#!的 本 部 分 的 引 用 而 成 为 本 部 分 的 条 款$凡 是 注 日 期 的 引 用 文 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各

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TG!92!2#!E2#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B和"参考辐射#第2部分’辐射特

性和产生方法"TG!92!2#!E2A!"""&,/($%&4";5A2’233##

TG!92!2#!E!用于校准剂量仪和剂量率仪及确定其能量响应的B和"参考辐射#第!部分’辐射防护

用的能量范 围 为>[)D!2E;F)D和4F)D !3F)D的 参 考 辐 射 的 剂 量 测 定"TG!92!2#!E!A!""4&$%&

4";5A!’2335&$R9#

SSH2"<3测量不确定度评定与表示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TG!92!2#!的本部分$

;E2#剂量当量#/-J))a@,_+.)’(

1
组织中一点的吸收剂量0和品质因子6 的乘积&即’

1 *60
剂量当量的单位是焦耳每千克"S([1A2#&专用名称为希沃特"%_#&对于本部分中涉及的光子和电子辐射的

品质因子为2$

;E!#周围剂量当量#+8P,)’(/-J))a@,_+.)’(

M-"2"#



在辐射场中一点的剂 量 当 量!是 由 相 应 的 扩 展 齐 向 场 中$:6O球 中 与 齐 向 场 相 反 方 向 半 径 上 深 度 为

2"88处产生的剂量当量"周围剂量当量的单位是焦耳每千克#S$[1A2%!专用名称为希沃特#%_%"

注&在扩展齐向场中!在所涉及的整个体积内光子注量和能量分布与检验点有相同值!且场是单向的"

;E;#定向剂且当量#/,*)7(,-’+./-J))a@,_+.)’(

1l#"E"5’4%

辐射场中一点的剂量当量!是由相应的扩展场在$:6O球内规定方向4的半径上深度为"E"5F8处产

生的剂量当量"定向剂量当量的单位是焦耳每千克#S$[1A2%!专用名称为希沃特#%_%"

注2&在一个单向场中!方向可由逆向入射场半径与指定半径的夹角.表示!当.h"时Ml#"E"5’4%也可

写成 Ml#"E"5%"

注!&在扩展场中!在所涉及的体积上光子注量和它的角度以及能量分布与测量点实际场有相同值"

;E4#个人剂量当量#N)*J-’+./-J))a@,_+.)’(

1!#$%

人体规定点以下一定深度$处软组织的剂 量 当 量!对 于 弱 贯 穿 辐 射!皮 肤 剂 量 当 量 采 用 深 度"E"5F8"

这个深度的个人剂量当量表示为 MN#"E"5%"对于强贯穿辐射!通常采用2"88深度的剂量当量并用类似的

方法表示!即 MN#2"%"个人剂量当量的单位是焦耳每千克#S$[1A2%!专用名称为希沃特#%_%"

注&软组织的定义与$:6O<2号报告川中的定义相同"

;E<#影响量#,’Z.@)’7)a@+’(,(Y
影响参数#,’Z.@)’7)N+*+8)()*

影响测量结果但并非测量目的的量"

例如&非密封电离室剂量计的读数受周围大气温度和气压的影响"尽管确定剂量的值时需要这两个量!

但测量这两个量并不是主要目的"

;E##参考条件#%*)Z)*)’7)7-’/,(,-’J

规定用于测量仪器性能试验的条件亦即保证测量结果比对有效性的条件"

注2&参考条件可认为是其校准因子不需要作任何修正即有效的一组影响量"

注!&被测量的量可根据被校准仪器的特性自由选择"但被测量的量一定不是一个影响量"

;E5#标准试验条件J(+’/+*/()J(7-’/,(,-’J

规定用于辐射场剂量测量或进行校准和确定仪表响应时的一组影响量或仪器参量的值#或取值范围%"

注&理想情况下!校准应在参考条件下进行"但参考条件并不是总能达到的#如周围空气的压强%或不容

易达到#如环境温度%!所以允许使用围绕参考条件一个小的间隔内的值"原则上!应修正由于条件偏离参考

条件而带来的校准因子的偏差!但实际上!往往设定一个 不 确 定 度 作 为 判 据!判 断 哪 些 影 响 量 是 必 须 修 正 或

者只将其效应包含在不确定度中"在型式试验中!非检验目的的影响量的值均固定在标准检验条件范围内"

本部分使用的标准检验条件和参考条件在附录K的表KE2和KE!中给出"

;E>#校准条件7+.,P*+(,-’7-’/,(,-’J

在标准试验条件范围内的校准时的实际条件"

;E3#参考点*)Z)*)’7)N-,’(

剂量仪上的一点!在进行校准或试验时将该点放置在检验点上"

注&测量距离系指辐射源到剂量仪参考点的距离"

;E2"#量的约定真值7-’_)’(,-’+.(*@)_+.@)-Z+a@+’(,(Y
被测量量的最佳估计值"该 值 由 初 级 或 次 级 标 准 确 定’或 者 由 用 初 级 或 次 级 标 准 校 准 过 的 参 考 仪 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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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

例如"在一个组织机构内#由次级标准仪器得到的测量结果被视为被测量量的约定真值!

注"通常认为约定真值足够接近真值#对于给定目的其差别认为无意义!

;E22#参考方向*)Z)*)’7)/,*)7(,-’

剂量仪所在坐标系中一规定的方向#相对于该方向给出单向辐射场中辐射入射方向的角度!

;E2!#参考取向*)Z)*)’7)-*,)’(+(,-’

辐射入射方向与剂量仪的参考方向相一致时的剂量仪取向!

;E2;#检验点N-,’(-Z()J(

辐射场中的一点#在进行校准或试验时#剂量计的参考点放置在该点上#该点被测量量的约定真值已知!

;E24#响应*)JN-’J)

@
剂量仪的指示值 F与检验点被测量量的约定真值的比!通常响应的类型应予以说明!

例如"相对于周围剂量当量 M-$2"%的响应"

@hK&1-$2"%

注2"响应可能随被测量量的大小改变#此种情况称剂量仪具有非线性响应!

注!"响应通常随入辐射的能量和方向分布 而 改 变!所 以 通 常 将 响 应 视 为 是 入 射 的 单 能 辐 射 能 量=和

单向辐射入射方向6的函数@ $6#?%!@$?%是能量响应#@$6%是 角 响 应#6可 以 以 剂 量 计 参 考 方 向 与 外

部单向辐射场场方向的夹角.表示!

注;"如果剂量仪含有多个探测器#在不同能量和入射方向的组合辐射场中照射#它的响应的求值算法可能

不是简单相加!例如#对剂量当量的贡献有两部分12 和1!#两个响应读数相加可能与用12?1! 一次照射

的读数不同#即KM$?KM!DKM2?1!
!此时上面注中的函数@$6 #?%不足以表征剂量仪在所有辐射场的特

性!

;E2<#校准7+.,P*+(,-’

在一组受控标准试验条件下#定量确定剂量仪读数与被测量值的关系!

注"通常#校准条件是一组标准试验条件$参见 附 录 KE2%!检 验 制 造 商 所 做 的 校 准#或 检 验 剂 量 计 连 续

长期使用期间校准因子是否足够稳定的常规校准可在 简 化 的 条 件 下 进 行!一 般 来 说#常 规 校 准 方 法 以 型 式

试验的结果为基础制定!常规校准常用以给出批校准因子或单机校准因子!

;E2##校准因子7+.,P*+(,-’Z+7(-*

>
剂量计测量量的约定真值 M除以剂量计的读数 F$修正到参考条件%!

例如"对于个人剂量当量的校准因子由下式给出"

> h 1N$$%&K

注2"当剂量仪指示被测量的量时校准因子L无量纲!剂量仪准确无误地指示约定真值时#其校准因子

为2!

注!"校准因子的倒数等于参考条件下的响应!校准因子只相对于参考条件而言#而响应可以针对测 量

时的任何条件!

注;"校准因子的值可能随被测量量的值改变!此时#称剂量计有非线性响应!

;E25#归一’-*8+.,0+(,-’

校准因子乘以一个因子#以便更好地评估在某一影响量范围内被测量的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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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当剂量计经常在与参考条件不同的条件下使用时可以进行归一"此时#应根据参考条件和正常工作

条件下的响应之差进行归一"

;E2>#空气比释动能到剂盘当量的转换系数[)*8+(-/-J))a@,_+.)’(7-’_)*J,-’7-)ZZ,7,)’(

’3
辐射场中一点剂量当量 M与空气比释动能C+ 的商"

’3h1$3&
注2!在第<章和第#章给出的转换系数是基于$:6X54号出版物%25&的单能数据对谱分布平均得到的"

注!!空气比释动能到剂量当量的转换系数均需说明剂量当量的类型#例如周围剂量当量’定向剂量当量

和个人剂量当量"转换系数I*7与能量有关#对于 MX(2").*和 Mj("E"5).*还和入射辐射的方向分布有关"

所以可考虑在几个角度上将转换系数作为在单能光子能量=的函数I(=*"以 此 方 式 给 出 的 这 套 基 本 数 据

常称为转换函数"

;E23#反散射因子P+7[QJ7+(()*Z+7(-*
一个体模前面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和同一位置的自由空气比释动能率的比"

注2!这里所考虑的场为单向且入射方向与体模表面正交"

注!!反散射因子的值与检验点位置(与离体模表面和射束轴的距离*#射束直径#体模大小#以及材料 和

辐射能量有关"

(#适用于场所剂皿仪和个人剂遥计的一般校准程序

4E2#一般原则

4E2E2#辐射质

使用的所有辐射质应按照TG$92!2#!E2的要求产生并从中选择"通常#应根据被测试剂量仪给定的能

量’剂量或剂量率范围来选择辐射质"表2给出了TG$92!2#!E2中规定的所有辐射质及它们的注量谱平均

能量@="表2中对于B辐射#以字母H’U’L’V和M分别表示荧光’低空气比释动能’窄谱’宽谱和高空气比

释动能系列辐射质#其后跟以荧光辐射的辐射体元素符号或过滤束B辐射的产生电位"由放射源 产 生 的 参

考辐射是以字母%和放射性核素的元素符号组合表示"核反应产生的参考辐射以字母6跟以发射辐射的靶

元素的元素符号表示"

这些辐射场的剂量测定应按照TG$92!2#!E!进行"

4E2E!#转换系数

在本部分第<章’第#章和附录KE!的表中#照射距离是从B射线管的焦斑(或放射源的几何中心*到检

验点(被校准的剂量仪的参考点应放置在该上*的距离"对于B荧光辐射和6A:’6AH’6A&辐射#照射

距离是从辐射体的中心或产生辐射的靶的表面到检验 点 的 距 离"如 果 表 中 给 出 了 距 离 的 范 围#那 么 在 这 个

距离范围内可以不加修正地使用上述表中的转换系数"

本部分第<章’第#章和附录 KE!中转换系数表达式中使用的符号以IjC("E"5)=#.*为例解释 如 下!

IjC("E"5)=#.*是指对于能量为=的光子辐射 由 空 气 比 释 动 能 C+ 到"E"5F8深 度 的 定 向 剂 量 当 量 的 转 换

系数#剂量仪的参考方向与辐射入射方向之间的角度为."如果上角标+j,由星号代替表示周围剂量当量#如

果由字母+X,代替并写为下角标表示个人剂量当量"对于有一定谱宽度的辐射#符号=由按照表2表示特定

系列参考辐射的字母代替#即H’U’L’V’M’%或6"

本部分表!’表>’表2<’表!2’表!5和表KE;中给出的单能辐射-2#.的转换系数的数值认为没有不确定

度"如无特别说明#第<章和第#章其他表中给出的转换系数应当视作伴有!\的标准不确定度"该项不确

定度来源于用来计算转换系数的谱和在检验点实际存在的谱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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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TG!92!2#!E2中规定的辐射质

辐射质 ?![)D 辐射质 @?![)D 辐射质 @?![)D 辐射质 @=![)D 辐射质 @=![)D
HAW’ >E# UA2" >E< LA2" > VA#" 4< MA2" 5E<
HAT) 3E3 UA!" 25 LA2< 2! VA>" <5 MA!" 2!E3
HAW* 2<E> UA;" !# LA!" 2# VA22" 53 MA;" 23E5
HAF- 25E< UA;< ;" LA!< !" VA2<" 2"4 MA#" ;5E;
HA:/ !;E! UA<< 4> LA;" !4 VA!"" 2;5 MA2"" <5E4
HA%’ !<E; UA5" #" LA4" ;; VA!<" 25; MA!"" 2"!
HA:J ;2E" UA2"" >5 LA#" 4> VA;"" !"> MA!<" 2!!
HAL/ ;5E4 UA2!< 2"3 LA>" #<
HA%8 4"E2 UA25" 243 LA2"" >;

MA!>" 24#
MA;"" 245

HA=* 43E2 UA!2" 2>< LA2!" 2""
HAV <3E; UA!4" !22 LA2<" 22>
HAK@ #>E>
HAXP 5<E"
HAO 3>E4

LA!"" 2#4
LA!<" !">
LA;"" !<"

放射性核素

辐射质 核素 ?![)D
%AK8 !42K8 <3E<
%A:J 2;5:J ##!
%A:& #":- 2!<"

高能光子辐射

辐射质 反应 =!F)D
6A: 2!:"N#Nj"$2!: 4E;#+

6AH 23H"N#."$2#& #E#2+

6A9, 9,的"%#-$俘获 <E24+

6AL, L,的"’#"$俘获 #E!#+

+表示对整个注量谱求平均%

当管电压低于;"[D#尤其是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对于一给定的实验装置的实际转换系数I-C"2"&=$

和INC"2"&=#.$的数值可能与第<章和第#章 表 中 的 标 称 值 有!\以 上 的 偏 差%那 些 对 能 量 分 布 小 的 变 化

灵敏的辐射质和相应的转换系数#在相应的表中以 表 注 的 形 式 予 以 强 调%在 此 情 况 下#!\的 不 确 定 度 有 可

能是不够的#可能需要适当的不确定度评估或更可靠 的 转 换 系 数 值%如 果 表2中 列 出 的 辐 射 质 没 有 包 含 在

转换系数I-C"2"&=$和IXC"2"&=#.$的表中#意味着不能给出可靠的值%

注’对于低能光子#当空气比释动能主要由谱的低能 部 分 贡 献 时#能 量 分 布 很 小 的 差 别 就 会 带 来 转 换 系

数显著的变化#因为空气比释动能的主要贡献来源于谱的低能部分#而I-"2"$和IN"2"$的主 要 贡 献 源 于 谱

的高能部分(3)%

一次实验布置到另一次实验布置之间能量分布的 差 异 可 能 由 许 多 因 素 引 起#例 如#阳 极 角 度*阳 极 表 面

粗糙度*钨在球管窗上的蒸发*射束中使用了监测电离室*过滤片厚度与标称厚度的偏差*焦斑到检验点空气

的长度及测量时的大气压力等%对于荧光辐射#由于需要将散射辐射贡献降低到可接受的水平#可能需要通

过使用薄的辐射体或!和降低管电压使试验条件最优化%

4E2E;#标准试验条件

校准和响应的确定"见4E2E4$应在标准试验条件下进行%在KE2和KE!中分别给出了辐射相关的影响

量和其他影响量的标准试验条件的范围值%

4E2E4#影响量的变化

当通过测量确定一个影响量的变化对响应的影响时#宜 将 其 他 影 响 量 保 持 在 标 准 试 验 条 件 内 的 一 个 固

定值#否则应予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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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有些情况下"重要的是使影响量以被检验仪 器 响 应 恒 定 的 方 式 变 化#例 如"在 一 个 剂 量 率 量 程 上 检

验计数管剂量计的能量响应"此时计数管有显著的死时间"这时希望检验是在恒定读数指示值而不是恒定剂

量率情况下进行#对热释光剂量计显示的所谓超线 性 同 样 适 用#但 是"还 应 注 意 通 常 建 议 在 仪 器 剂 量 或 剂

量率响应基本上是线性的条件下进行仪器检验#

4E2E<#检验点和参考点

测量时应将剂量仪的参考点置于检验点上#制造商应给出剂量仪的参考点和参考方向#参考点应在剂

量仪的外表标明#如果不能实现"应在剂量计的附带 文 件 中 说 明#所 有 辐 射 源 至 剂 量 仪 的 距 离 均 认 为 是 辐

射源至剂量仪参考点的距离#

如被校准剂量仪无参考点或参考方向的资料"应由校准实验室确定"并在校准证书中说明#

注!在点源且无散射辐射和光子吸收的情况下"剂量率与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剂量仪参考点在射束中

沿射束方向)距离上有4)的位置偏差"将导致校准因子!4)$)的相对误差%在 垂 直 于 射 束 轴 方 向 上 参 考 点

与射束轴有4$的位置偏差将导致&4$$)’! 的相对误差#当存在散射辐射和辐射源有一定线度时"上述近似

只限于4)和4)的值与)相比很小的情况#

4E2E##旋转轴

在确定角响应时"需要旋转场所剂量仪或个人剂 量 计 对 体 模 的 整 体 进 行 测 量#为 确 定 响 应 随 辐 射 入 射

方向的变化应至少绕剂量仪两个旋转轴旋转#这两 个 旋 转 轴 应 彼 此 垂 直"且 通 过 剂 量 仪 的 参 考 点#图 KE2

给出了一个几何条件的示例#

4E2E5#被校准剂量仪的状态

校准之前"应通过检查确认剂量仪处于良好的工 作 状 态 并 无 放 射 性 污 染#剂 量 仪 的 操 作 程 序 与 工 作 方

式应按说明书进行#

4E2E>#电子射程效应能量超过#<[)D和!F)D的电子可分 别 穿 透"E"5F8和2"88的$:6O组 织#

所以当光子参考辐射场可能产生等于或高于上述能量 的 电 子 时"应 考 虑 电 子 射 程 效 应#更 详 细 的 讨 论 见 附

录KE;#以下是这种情况下的处理程序#

对于量 Mj&"E"5’和 MN&"E"5’"在表!!表5(表2<!表!#和表KE;!表KE>覆盖的能量范围内#由于

空气和其他材料&如监测电离室’的存在"光子能量低于!<"[)D)2"*时在参考深度上已完全建立了电子 平 衡%

在更高能量下确定响应"电子平衡条件下的校准变得没有意义"代之以在合适的电子参考辐射场)23*中校准"

电子平衡无须特别注意#附录KE;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对于能量从%A:J到3F)D和以量 M-&2"’和 MN&2"’的校准"首先应按TG$92!2#!E!的规定确定检

验点的空气比释动能的约定真值#然后将剂量仪的参考点置于检验点并在剂量仪&场所仪表’或剂量计和体

模的整体&个人剂量计’前面放置一厚度足 以 保 证 完 全 电 子 平 衡 的XFFK&有 机 玻 璃’板#考 虑 由 于 引 入 有

机玻璃板对辐射场改变的修正时"转换系数宜乘以表24和表;;给出的修正因子(NFFK#有机玻璃板的截面

应为;"78];"78"厚度应为表24和表;;给出的值#

注!对于有体模时或一些场所剂量仪的照射"宜将有机玻璃板放置在剂量仪或剂量计与体模的整体之前

一定距离上"以便在确定角响应时无须旋转有机玻璃板#

4E!#确定校准因子和响应的方法

4E!E2#标准仪器的操作

标准仪器的工作方式应与校准证书和仪器的说明书一致"如调零(预热时间(电池检查(量程或刻度修正

因子的应用#标准仪器的校准周期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应使用放射性核素检验源或校准过的辐射场对仪器 进 行 定 期 测 量"以 确 定 标 准 仪 器 的 复 现 性 在 证 书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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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值的g!\以内!必要时"应对放射源衰变和空气密度偏离参考条件进行修正!

用替代法进行校准时"应根据辐射源的输出稳定性决定使用#见4E!E;E2和4E!E;E!$或不使用#见4E!E

!E2和4E!E!E!$监测仪!

标准仪器可以有两种类型%一类测量更基本的剂量 学 量"如 空 气 比 释 动 能&另 一 类 直 接 测 量 用 以 校 准 的

量!对第一类仪器"在4E!E!至4E!E<的公式中要使用适当的转换系数I"对于第二类仪器转换系数I为2!

4E!E!#不使用监测仪的测量

通常放射性核素产生的参考辐射场不需要监测仪!而对于B参考辐射场一般建议使用监测仪!

4E!E!E2#校准

当辐射场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在校准期间能在一 定 范 围 内 保 持 稳 定"可 采 用 此 程 序!剂 量 仪 的 探 测 器 随

后放置于与标准仪器相同的检验点并照射相同时间!剂量仪的校准因子LG可表示为%

>Gh
’>KKK

KG
#2$!!!!!!!!!!!!!!!!!!

式中%>G’’’被校准剂量仪的校准因子&

’’’’空气比释动能到剂量当量的转换系数&

>K’’’标准仪器的校准因子&

KK’’’标准仪器的测量值"即读数值乘以空气密度差别的修正因子&

KG’’’被校准剂量仪的测量值"即读数值乘以空气密度差别的修正因子!

4E!E!E!#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确定

与参考条件不一定相同的条件下"按下式给出剂量仪的响应%

@#?"&$h
KG#?"&$

’#?"&$>KFK(?(&
#!$!!!!!!!!!!!!!!!

式#!$中(? 和(& 是考虑标准仪器在参考 条 件 和 实 际 测 量 条 件 下 辐 射 质 和 辐 射 入 射 方 向 的 差 异 对 读 数

的修正因子"其他符号意义同4E!E!E2!

剂量仪的响应经常以相对于参考条件下的响应的相对响应*给出%

Lh@@L
#;$!!!!!!!!!!!!!!!!!!!

注%通常用相对响应描述角响应和能量响应#见;E!E2"$!

4E!E;#使用监测仪的测量

4̂!E;E2#校准

空气比释动能率随时间适度的变化可通过使用监测仪及顺序照射标准仪器和剂量仪进行修正!这项技

术经常在B射线装置上使用"用以修正标准仪器和剂量仪交替置于检验点时空气比释动能率的 变 化!相 继

置于检验点的标准仪器和剂量仪的测量值 FK 和 FG 应与监测仪的测量值相对应!校准因子>G 可表示为%

>Gh’>K
KK

9# $K 9G
K# $G #4$!!!!!!!!!!!!!!!!

式中%9K’’’照射标准仪器时监测仪的测量值&

9G’’’照射被校准的剂量仪时监测仪的测量值!

’和>E 的含义见4E!E!E2!

注2%实际上如果标准仪器和被校准的剂量仪在很短的时间内相继照射"监测仪的环境条件保持不变"则

不需要将监测仪的读数值修正到参考条件!

注!%当监测仪有好的长期稳定性时#见TG(92!2#!E!中>E!$"用标准仪器校准过的监测仪可以用作传

递仪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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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E;E!#能量响应和角响应的确定!见4E!E!E!"

与参考条件不一定相同的条件下#按下式给出剂量仪的响应$

@!?#&"h
9KKG!?#&"

’!?#&">K9GKK(=(.
!<"!!!!!!!!!!!!!!

相对响应由公式!;"给出%

4E!E4#标准仪器和剂量仪同时照射的测量

4E!E4E2#校准

在一些情况下!见下注"#可以通过将标准仪器和被校 准 剂 量 仪 相 对 于 辐 射 场 轴 对 称 地 放 置 在 距 辐 射 源

相同距离同时照射来进行校准%两探测器之间的距离应 足 够 大#以 保 证 其 中 一 个 仪 表 读 数 受 另 一 个 仪 表 的

影响不超过!\%

为消除辐射场不对称的影响#应将两台仪表交换位置重复测量#并取其读数的几何平均值#校准因子LG
由下式给出$

>Gh’>K
KK

K! "G 2

KK

K! ", G !
!#"!!!!!!!!!!!!!!!

式!#"中符号含义如4E!E!E2#下标2#!分别指第一次照射和第二次照射%

注$该程序主要用于无体模校准的情况#如场所仪表校准%特别是用于加速器产生的参考辐射或使用非

准直源的情况!见TG&92!2#!E2"%

4E!E4E!#角响应和能量响应的确定

与参考条件不一定相同的条件下#剂量仪的响应由下式给出$

@!?#&"h 2
’!?#&">K(=(.

KG!?#&"
K! "K 2

KG!?#&"
K! ", K !

!5"!!!!!!!!!

符号含义如4E!E!E2和4E!E!E!#下标2#!分别指第一次照射和第二次照射%

相对响应由公式!;"得到%

4E!E<#在已知"辐射场中确定校准因子和响应

对于已知空气比释动能率的"辐射场#剂量仪的校准因子LG 表示为$

>Gh
’3+
KG

!>"!!!!!!!!!!!!!!!!!!!

式中$3+’’’空气比释动能(

KG’’’剂量仪!在参考条件"的测量值(

’的含义如4E!E!E2%

%#场所仪表的特殊校准程序

<E2#一般原则

本原则适用于在参考辐射中校准可携式和固定式场所剂量仪%场所剂量仪包括有源和无源装置%本原

则不适用于固定安装场所剂量仪表的就地校准%场所剂量仪应在自由空气中校准!无体模"%响应的测量可

能需要在>[)D到3F)D能量范围内进行并根据照射设备不同在不同照射距离上进行%<E;E2和<E;E!包

含了用于TG&92!2#!E2规定的参考辐射的由空气比释动能到实用量M-!2""和MN!2""的转换系数’的数

据%<E;E2E2和<E;E!E2给出了平行宽束单能光子无散射条件下的转换系数%

实际上#校准总是在发散束中进 行 的%因 此 转 换 系 数 相 对 于 辐 射 源 到 检 验 点 之 间 一 个 参 考 距 离 给 出%

在参考距离与辐射入射方向.同时给出时#.是剂量仪的参考取向与在辐射场中实际取向之间的夹角%

<E!#被测量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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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场所仪表!被测量量应是周围剂量当量 M-"2"#和定向剂量当量 Mj""E"5#$

<E;#转换系数

<E;E2#从空气比释动能到 Mj""E"5#的转换系数%

&&&单能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

&&&荧光辐射和!42K8的转换系数见表;’

&&&低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4’

&&&窄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宽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5$

<E;E!#从空气比释动能到1-"2"#的转换系数%

&&&单能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

&&&荧光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3’

&&&低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

&&&窄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2’

&&&宽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

&&&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

&&&放射性核素和高能参考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24$

表!#对于单能平行光子辐射!扩展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

剂量当#1j!"E"5"的转换系数’jC!"E"5$?#&"

’.3""-"5’?!&#("%_(TY#

?("[)D# < # > 2" 2!E< 2< !" !< ;"
"i "E5# "E>4 "E3! "E3< "E35 "E33 2E"< 2E2; 2E!!
2"i "E54 "E>; "E3! "E3< "E35 "E33 2E"4 2E2! 2E!2
!"i "E52 "E>2 "E32 "E34 "E35 "E33 2E"4 2E2! 2E!2
;"i "E## "E55 "E>3 "E3; "E3# "E33 2E"4 2E2! 2E!2
4"i "E#4 "E5# "E>3 "E34 "E35 "E33 2E"4 2E2! 2E!2
4<i "E#2 "E54 "E>5 "E3; "E35 "E33 2E"4 2E2! 2E!2
<"i "E#; "E5; "E>5 "E3; "E35 "E33 2E"4 2E2! 2E!2
#"i "E;2 "E<< "E>2 "E32 "E35 "E33 2E"4 2E22 2E!"
5"i "E"2 "E;< "E5! "E>5 "E3< "E3> 2E"; 2E2" 2E2>
>"i "E"" "E2# "E<5 "E5< "E># "E32 "E35 2E"; 2E2"
3"i "E"" "E"" "E"" "E2> "E;< "E44 "E<5 "E#5 "E#;
2""i "E"" "E"" "E"" "E"" "E"" "E"< "E2; "E!2 "E!3
2!"i "E"" "E"" "E"" "E"" "E"" "E"" "E"" "E"" "E"2
2;<i "E"" "E"" "E"" "E"" "E"" "E"" "E"" "E"" "E""
2<"i "E"" "E"" "E"" "E"" "E"" "E"" "E"" "E"" "E""
2>"i "E"" "E"" "E"" "E"" "E"" "E"" "E"" "E"" "E""
旋转 "E!# "E;; "̂42 "E44 "E4# "E4> "E<! "E<5 "E#;

?("[)D# 4" <" #" >" 2"" 2!< 2<" !"" ;""
"i 2E42 2E<; 2E#" 2E#2 2̂<< 2E4> 2E4! 2E;4 2E!>
2"i 2E;3 2E<! 2̂<> 2E<3 2̂<4 2̂45 2E42 2E;4 2̂!>
!"i 2E;3 2E<2 2E<> 2E<3 2E<4 2E4# 2E42 2E;4 2E!>
;"i 2E;3 2E<2 2E<5 2E<> 2E<4 2E4# 2E42 2E;4 2E!>

55<!""#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表!!续"

’.3!"-"5"?#&$%!%_%TY$

?%![)D$ < # > 2" 2!E< 2< !" !< ;"
4"i 2E;3 2E<2 2E<5 2E<> 2E<; 2E4# 2E42 2E;4 2E!>
4<i 2E;3 2E<2 2E<5 2E<> 2E<; 2E4# 2E42 2E;4 2E!>
<"i 2E;> 2E<" 2E<# 2E<> 2E<; 2E4# 2E42 2E;4 2E!>
#"i 2E;5 2E4> 2E<4 2E<# 2E<! 2E4# 2E42 2E;< 2E;"
5"i 2E;; 2E4< 2̂<2 2E<; 2E<" 2E44 2̂;3 2E;4 2E;"
>"i 2E!4 2E;4 2E4" 2E4; 2E4! 2̂;> 2E;4 2E;" 2E!4
3"i "E5# "E3; 2E"# 2E2; 2E23 2E23 2E25 2E2< 2E2#
2""i "E44 "E<# "E#< "E54 "E5> "E53 "E53 "E53 "E>;
2!"i "̂"# "E2" "E24 "E23 "E!! "̂!4 "E!# "E;" "E;5
2;<i "E"! "E"< "E"5 "E2" "E2! "E2; "E24 "E2# "E!2
2<"i "E"! "E"4 "E"# "E"> "E"3 "E2" "E22 "E2; "E2#
2>"i "E"" "̂"2 "E"; "E"< "E"5 "E"3 "E2" "E2" "̂2;
旋转 "E54 "E>! "E>5 "E3" "E>3 "E>5 "E>4 "E>; "E>!
注&表!至表24所覆盖的能量范围限制在对于"E"5F8深度下电子平衡可靠建立的大致范围内’对于更高的能

量#量 Mj失去价值#所以更高的能量范围 M-为限制量’

表;#对于TG#92!2#!̂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j!"̂"5"

的转换系数’.3!"̂"5%7$&"和’.3!"̂"5%B$&"$参考距离!8

’.3!"̂"5"7#&$和’.3!"̂"5"B#&$%!%_%TY$
辐射质 HAW’HAT)HAW*HAF-HA:/HA%’HA:JHAL/HA%8HA=*HAVHAK@HAX/HAO HAK8

照射距离%8
2E"!

!E"

2̂"!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i "E34 "E3< 2E"" 2E"! 2E"3 2E2; 2̂!4 2E;# 2E42 2E<! 2E<3 2E#2 2E#2 2E<# 2E<3
2"i "E3; "E3< 2E"" 2E"2 2E"3 2E2; 2̂!; 2E;< 2E4" 2E<2 2E<> 2E#" 2E#" 2E<4 2E<>
!"i "E3! "E34 2E"" 2E"2 2E"3 2E2! 2E!; 2̂;< 2E;3 2E<2 2E<5 2E<3 2E<3 2̂<4 2E<5
;"i "E32 "E3; 2E"" 2E"2 2E"> 2E2! 2E!; 2E;4 2E;3 2E<" 2E<5 2E<3 2E<3 2E<4 2E<5
4"i "E32 "E3; 2E"" 2E"2 2̂"3 2̂2! 2E!; 2̂;< 2E;3 2E<" 2̂<5 2E<3 2E<3 2E<4 2E<5
4<i "E3" "E3; 2E"" 2E"2 2E"3 2E2! 2E!; 2E;4 2E;3 2E<" 2E<# 2E<3 2E<3 2E<4 2E<5
<"i "E3" "E3; 2E"" 2E"! 2E"3 2̂2! 2E!! 2E;4 2E;> 2E43 2E<# 2E<> 2E<> 2E<4 2E<#
#"i "E>< "E32 2E"" 2E"! 2E"> 2E2! 2E!! 2E;; 2E;5 2E45 2E<4 2E<5 2E<5 2̂<; 2E<4
5"i "E5> "E>5 "E33 2E"2 2E"5 2E2" 2E!! 2E;" 2E;4 2E44 2E<" 2E<; 2E<; 2E<" 2E<2
>"i "E#4 "E5< "E3! "E34 2E"" 2̂"; 2E22 2E!" 2E!4 2E;; 2E4" 2E4! 2E4; 2E4! 2̂4"
3"i "E"4 "E25 "E45 "E<2 "E#; "E#5 "E5> "E>3 "E34 2E"< 2E2; 2E25 2E23 2E23 2E2;
2""i "E"" "E"" "E"# "E"3 "E2> "̂!! "E;2 "E42 "E44 "E<< "E#4 "E5" "E5; "E55 "E#<
2!"i "E"" "E"" "E"" "E"" "E"" "E"" "E"2 "E"< "E"# "E2" "E24 "E2# "E2> "E!2 "E24
2;<i "E"" "E"" "E"" "E"" "E"" "E"" "E"" "E"! "E"! "E"< "E"5 "E"3 "E2" "E2! "E"5
2<"i "E"" "E"" "E"" "E"" "E"" "E"" "E"" "̂"2 "E"! "E"4 "E"# "E"5 "E"> "E"3 "E"#
2>"i "E"" "E"" "E"" "E"" "E"" "E"" "E"" "E"2 "E"2 "E"; "E"< "E"# "E"5 "E"> "E"<
旋转 "E4! "E44 "E43 "E<" "E<< "E<5 "E#4 "E52 "E54 "E>! "E># "E>3 "E3" "E>3 "E>5

>5<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表4#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jMl""E"5#

的转换系数’jC""E"5%U$.#$参考距离!8

’jC!"E"5"U#.$%!%_%TY$
辐射质 UQ2" UQ!" UQ;" UQ;< UQ<< UQ5" 2Q2"" 2Q2!< 2Q25" UQ!2" UQ!4"

照射距离%82E"!!E"2E"!!E"2E"!!E"2E"!!E"2E"!;E"2E"!;E"2E"!;E"2E"!;E"2E"!;E"2E"!;E"2E"!;E"
"i "E3; 2E"2 2E2; 2E!! 2E<" 2E<3 2E<3 2E<! 2E4! 2E;# 2E;;
2"i "E3! 2E"2 2E2; 2E!2 2E4> 2E<5 2E<5 2E<2 2E42 2E;# 2E;;
!"i "E32 2E"" 2E2; 2E!2 2E4> 2E<5 2E<5 2E<2 2E42 2E;# 2E;;
;"i "E32 2E"" 2E2; 2E!2 2E4> 2E<5 2E<5 2E<2 2E42 2E;# 2E;;
4"i "E>3 2E"" 2E2; 2E!" 2E45 2E<5 2E<5 2E<2 2E42 2E;# 2E;4
4<i "E>> 2E"" 2E2; 2E!" 2E45 2E<# 2E<# 2E<" 2E42 2E;# 2E;4
<"i "E>! 2E"" 2E2! 2E!" 2E4# 2E<# 2E<# 2E<" 2E42 2E;# 2E;4
#"i "E>! 2E"" 2E2" 2E25 2E42 2E<" 2E<! 2E45 2E4" 2E;# 2E;<
5"i "E54 2E"" 2E2" 2E25 2̂42 2E<" 2E<! 2E45 2E4" 2E;# 2E;<
>"i "E<3 "E3; 2E"; 2E"3 2E;2 2E4" 2E4; 2E4" 2E;< 2E;2 2E;"
3"i "E"4 "E4> "E#5 "E5< 2E"! 2E2; 2E23 2E23 2E2< 2E24 2E24
2""i "E"" "E"5 "E!! "E!> "E<; "E#< "E5< "E5> "E5> "E53 "E>"
2!"i "E"" "E"" "E"" "E"2 "E"3 "E24 "E!" "E!; "E!# "E!3 "E;"
2;<i "E"" "E"" "E"" "E"" "E"4 "E"5 "E22 "E2! "E24 "E2# "E25
2<"i "E"" "E"" "E"" "E"" "E"; "E"# "E"3 "E2" "E22 "E2! "E2;
2>"i "E"" "E"" "E"" "E"" "E"! "E"< "E"> "E"3 "2E" "E22 "E22
旋转 "E42 "E43 "E<> "E#! "E>" "E>5 "E3" "E>> "E># "E>; "E>;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j""E"5#

的转换系数’.3""E"5%L$.#$参考距离!8

’.3!"E"5"L#.$%!%_%TY$
辐射质 LQ2" LQ2< LQ!" LQ!< LQ;" LQ4" LQ#" LQ>" LQ2"" LQ2!" LQ2<" LQ!"" LQ!<" LQ;""

照射距离%8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2E"!

;E"
"i "E32 "E3# 2E"" 2̂"; 2E2" 2E!< 2E4> 2E#" 2E#" 2E<< 2E<" 2E;3 2E;4 2E;2
2"i "E32 "E3# "E33 2E"; 2E2" 2E!< 2E45 2E<> 2̂<> 2E<4 2E4> 2E;> 2E;4 2E;2
!"i "E>3 "E3# "E33 2E"; 2E2" 2E!< 2E45 2̂<> 2E<> 2E<; 2E4> 2E;> 2E;4 2E;2
;"i "E>5 "E3< "E33 2E"; 2E"3 2E!4 2E4# 2E<5 2E<5 2E<; 2E4> 2E;> 2E;4 2̂;2
4"i "E>5 "E3< "̂33 2E"; 2E"3 2E!4 2E4# 2E<5 2E<5 2E<; 2E4> 2E;> 2E;4 2E;2
4<i "E># "̂3< "̂33 2E"; 2E"3 2E!4 2E4# 2E<5 2E<5 2E<; 2E4> 2̂;> 2E;4 2E;2
<"i "E>< "E3< "E33 2E"; 2E"3 2E!4 2E4< 2E<# 2E<# 2E<; 2̂4> 2E;3 2E;4 2E;!
#"i "E55 "E34 "̂33 2E"; 2E"3 2E!; 2E44 2E<< 2E<< 2E<! 2E45 2E;3 2E;< 2E;;
5"i "E#5 "E32 "E3> 2E"! 2E"> 2E!2 2E4" 2E<2 2E<! 2E43 2E4< 2̂;5 2E;4 2E;!
>"i "E<2 "E>2 "E3" "E3< 2E"2 2E2; 2̂;" 2E42 2E4; 2E42 2̂;3 2E;; 2E;" 2E!5
3"i "E"! "E!5 "E44 "E<; "E#4 "E>" 2E"2 2̂2< 2E23 2E23 2E2> 2E2< 2E24 2̂24
2""i "E"" "E"2 "E"# "E22 "E2> "E;! "E<! "E#5 "E5< "E55 "E5> "E53 "E>" "E>2
2!"i "E"" "E"" "E"" "E"" "E"" "E"! "E"3 "E2< "E23 "E!! "E!; "̂!5 "E;" "E;;
2;<i "E"" "E"" "E"" "E"" "E"" "E"2 "E"4 "E"> "E2" "E2! "E2; "E2< "E25 "E23
2<"i "E"" "E"" "E"" "E"" "E"" "E"2 "E"; "E"# "E"> "E"3 "E2" "E2! "E2; "E24
2>"i "E"" "E"" "̂"" "E"" "E"" "E"" "E"! "E"< "E"5 "E"3 "E"3 "E2" "E22 "E2!
旋转 "E4" "E4< "E4> "E<2 "E<# "E#< "E53 "E>> "E3" "E>3 "E>5 "E>4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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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j""E"5#

的转换系数’.3""E"5%V$.#$参考距离!8

’.3!"E"5"V#.$%!%_%TY$
辐射质 VQ#" VQ>" VQ22" VQ2<" VQ!"" VQ!<" VQ;""

照射距离%8 2E"!;E" 2E"!;E" 2E"!;E" 2E"!;E" 2E"!;E" 2E"!;E" 2E"!;E"
"i 2E4; 2E<4 2E<3 2̂<; 2E44 2E;5 2E;4
2"i 2E4! 2E<! 2E<5 2E<2 2E4; 2E;5 2E;4
!"i 2E4! 2E<! 2E<5 2̂<2 2E4; 2E;5 2E;4
;"i 2E42 2E<! 2E<5 2E<2 2̂4; 2̂;5 2E;4
4"i 2E42 2E<! 2E<5 2̂<2 2E4; 2E;5 2E;4
4<i 2E42 2̂<2 2E<5 2̂<2 2E4; 2E;5 2E;4
<"i 2E4" 2E<2 2E<5 2E<2 2E4; 2E;5 2E;4
#"i 2E;3 2E43 2E<< 2E<" 2E4; 2E;> 2E;<
5"i 2E;# 2E4# 2E<2 2E45 2E42 2E;5 2E;4
>"i 2E!# 2E;< 2E4! 2E4" 2E;# 2E;! 2E;"
3"i "E3# 2E"> 2E2> 2E2> 2̂2# 2E24 2E24
2""i "E45 "E<3 "E5; "E55 "E53 "E53 "E>"
2!"i "E"5 "E2! "E2> "E!! "E!< "E!> "E;2
2;<i "E"; "E"# "E"3 "E2! "E24 "E2# "E25
2<"i "E"; "E"< "E"> "E2" "E22 "̂2! "E2;
2>"i "E"! "E"4 "E"5 "E"3 "E2" "E22 "E22
旋转 "E5# "E>; "E>3 "E>> "E>< "E>4 "E>;

表5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j""E"5#

的转换系数’.3""-"5%1$&#$参考距离!8

’.3!"-"5"1#&$%!%_%TY$
辐射质 MA2" MA!" MA;" MA#" MA2"" MA!"" MA!<" MA!>" MA;""

照射距离%8 2E"!!E" 2E"!!E" 2E"!!E" 2E"!!E" 2E"!;E" 2E"!;E" 2E"!;E" 2E"!;E" 2E"!;E"
"i "E>3 "E3# 2E"! 2̂!# 2E43 2E<2 2E4< 2E42 2E4"
2"i "E>> "E3# 2E"2 2E!< 2E4> 2E<" 2E4< 2E42 2E4"
!"i "E># "E3< 2E"2 2̂!< 2E4> 2E43 2E4< 2E42 2E4"
;"i "E>4 "E34 2E"" 2̂!< 2E45 2E<" 2E4< 2E42 2E4"
4"i "E>; "E3< 2E"2 2E!< 2E45 2E43 2E4< 2E42 2̂4"
4<i "E>2 "E34 2E"2 2̂!< 2E45 2E43 2E4< 2E42 2E4"
<"i "E>2 "E34 2E"2 2̂!4 2E4# 2̂43 2E4< 2E42 2E42
#"i "E5" "E3! 2E"" 2̂!; 2E4< 2E4> 2E44 2E42 2E42
5"i "E<5 "E>> "E33 2E!2 2E4! 2E4# 2̂4! 2E4" 2E;3
>"i "E42 "E5> "E32 2̂2; 2E;! 2E;> 2E;# 2E;4 2E;;
3"i "E"2 "E!4 "E4# "E>" 2E"4 2E2# 2E2# 2̂2# 2E2<
2""i "E"" "E"! "E"> "E;! "E<# "E5< "E55 "E53 "E53
2!"i "E"" "E"" "E"" "̂"; "E22 "E!! "E!4 "E!5 "E!5
2;<i "E"" "E"" "E"" "E"2 "E"< "E2! "E2; "E2< "E2<
2<"i "E"" "E"" "E"" "E"2 "E"4 "E"3 "E2" "E22 "E2!
2>"i "E"" "E"" "E"" "E"2 "E"; "E"> "E"3 "E2" "E2"
旋转 "E;5 "E4< "E<" "E#< "E>2 "E>5 "E>#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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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于单能平行光子辐射!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

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当量 M-!2""的转换系数’-C!2""

?!"[)D# ’-C"2"#!"%_!TY#

2" "̂"">
2< "̂!#
!" "̂#2
;" 2̂2"
4" 2̂45
<" 2̂#5
5" 2̂54
>" 2̂5!
2"" 2̂#<

?!"[)D# ’-C"2"#!"%_!TY#

2<" 2̂43
!"" 2̂4"
;"" 2̂;2
4"" 2̂!#
<"" 2̂!;
#"" 2̂!2
>"" 2̂23
2""" 2̂25
2<"" 2̂2<

?!"[)D# ’-C"2"#!"%_!TY#

!""" 2̂24
;""" 2̂2;
4""" 2̂2!
<""" 2̂22
#""" 2̂22
>""" 2̂22
2"""" 2̂2"

表3#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

当量 M-!2""的转换系数I-C!2"%H"#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3"2"$H#!"%_!TY#

HAW*+ 2E"!!E" "E;!
HAF-+ 2E"!!E" "E44
HA:/ 2E"!!E" "E>"
HA%’ 2E"!;E" "E32
HQ:J 2̂"!;̂" 2̂24
HAL/ 2E"!;̂" 2̂;3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I-C"2"$H#!"%_!TY#

HA%8 2E"!;E" 2E45
HA=* 2E"!;E" 2E#<
HAV 2E"!;E" 2E54
HAK@ 2E"!;E" 2E5<
HAXP 2E"!;E" 2E54
HAO 2E"!;E" 2E#<

+#对于这些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有严重影响&

表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

当量 M-!2""的转换系数’-3!2"%U"#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3"2"$U#!"%_!TY#

UQ!"+ 2̂"!!̂" "̂;5
UQ;"+ 2̂"!!̂" "̂3"
UQ;< 2̂"!!̂" 2̂">
UQ<< 2̂"!;̂" 2̂#2
UQ5" 2̂"!;̂" 2̂5;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I-C"2"$U#!"%_!TY#

UQ2"" 2̂"!;̂" 2̂#3
UQ2!< 2̂"!;̂" 2̂#2
UQ25" 2̂"!;̂" 2̂<"
UQ!2" 2̂"!;̂" 2̂4!
UQ!4" 2̂"!;̂" 2̂;>

+#对于这些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由严重影响&

表2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

当量 M-!2""的转换系数’-3!2"%L"#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3"2"$L#!"%_!TY#

LQ!<+ 2E"!!E" "E<!
LQ;"+ 2E"!!E" "E>"
LQ4" 2E"!;E" 2E2>
LQ#" 2E"!;E" 2E<3
LQ>" 2E"!;E" 2E5;
LQ2"" 2E"!;E" 2E52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I-C"2"$L#!"%_!TY#

LQ2!" 2E"!;E" 2E#4
LQ2<" 2E"!;E" 2E<>
LQ!"" 2E"!;E" 2E4#
LQ!<" 2E"!;E" 2E;3
LQ;"" 2E"!;E" 2E;<

+#对于这些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由严重影响&

2><!""#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表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

当量 M-"2"#的转换系数’-3"2"%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3"2"#V$!"%_!TY$

VQ#" 2E"!;E" 2E43
VQ>" 2E"!;E" 2E##
VQ22" 2E"!;E" 2E52
VQ2<" 2E"!;E" 2E#!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I-C"2"#V$!"%_!TY$

VQ!"" 2E"!;E" 2E<!
VQ!<" 2E"!;E" 2E44
VQ;"" 2E"!;E" 2E;3

表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

当量 M-"2"#的转换系数’-3"2"%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3"2"#M$!"%_!TY$

MQ#" 2E"!;E" 2E2<
MQ2"" 2E"!;E" 2E<5
MQ!"" 2E"!;E" 2E#2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I-C"2"#M$!"%_!TY$

MQ!<" 2E"!;E" 2E<4
MQ!>" 2E"!;E" 2E43
MQ;"" 2E"!;E" 2E4>

表24#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扩展齐向场#$$:6O球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周围剂量

当量 M-"2"#的转换系数’-3"2"%%#$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平衡层厚度!88 CXFFK I-C"2"#%$I-C"2"#6$!"%_!TY$

%AK8 2E"!!E" % % 2E54
%A:J 2E"!;E" ! 2E"" 2E!"
%A:- 2E"!;E" 4 2E"" 2E2#
6A: 2E"!;E" !< "E34 2E2!
6AH 2E"!;E" !< "E34 2E22
6A9, 2E"!;E" !< "E34 2E22
6AL, 2E"!;E" !< "E34 2E22
6A& 2E"!;E" !< "E34 2̂22

$#个人剂量计特殊校准程序

#E2#一般原则

本原则适用于包括全身和肢端剂量计的全部个人剂量计的校准&照射应在体模上进行&响应的测量可

能需要在>[)D到3F)D能量范围内和不同的照射距离上进行&

#E4E!和#E4E;包含 了 由 自 由 空 气 比 释 动 能 到 实 用 量 1X""E"5$和 1X"2"$"见;E24$的 转 换 系 数’NC
"$$&这些转换系数适合于TG!92!2#!E2中给出的标称光子注量谱&

如果参考辐射的能量分布与标称分布不同’按4E2E!的原则处理&表2<(表!2(表!5和 表 KE;给 出 平

行宽束单能光子在无散射条件下转换系数的基本)参考*数据&

#E!#被测量的量

对于个人监测’被测量量应是个人剂量当量1N""E"5$和 1N"2"$&深 度 的 选 择 应 与 被 校 准 的 剂 量 计 的

特性一致&表2<!表;"给出了从空气比释动能3+ 到个人剂量当量’N"$$的转换系数&适用于不同体模的

转换系数取决于深度值$&对于$h"E"5F8’转 换 系 数 适 用 于 棒 模 和 柱 模&对 于$h2"88的 转 换 系 数 指

;"78];"78]2<78的板模’它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6O组织’其密度为21+78A;&这些转换系数适用

于TG!92!2#!E2推荐的参考辐射&

注,由空气比释动能到$:6O板模中1N""E"5$的转换系数在KE!中给出&

#E;#实验条件

!><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E;E2#体模

个人剂量计的校准和能量响应!角响 应 的 测 定 应 在 体 模 上 进 行"体 模 应 适 合 于 测 量 的 深 度 和 剂 量 计 类

型#按通常的原则""E"5F8的深度只适用于肢端 剂 量 计$见 下 注%#对 于 指 环 剂 量 计"应 使 用$%&棒 模&对

腕部和躁部佩带的剂量计"应使用$%&柱模#$%&棒 模 是 直 径23F8长;""88的XFFK$有 机 玻 璃%圆 柱

体#$%&柱模是内部充以水的长;""88圆柱体"圆柱的壁材料为厚!E<F8的XFFK"外径5;F8"圆柱两

端的壁材料厚为2"88E对 于 佩 带 在 躯 干 上 测 量 M#$2"%的 剂 量 计"体 模 的 外 形 尺 寸 为;"78];"78]2<

78"壁材料为XFFK$前壁材料!E<F8厚"其他壁材料2"88厚%"内部充以水"称为$%&水板体模#当使用

的参考辐射的平均能量等于或高于2;5:J能量时"可使用相同外形尺寸的固体XFFK板模#

当使用上述体模时"不 需 要 就 这 些 体 模 和$:6O组 织 体 模 反 散 射 的 不 同 而 对 被 校 准 的 仪 器 读 数 进 行

修正#

剂量计常规校准$见;E!E22注%并不总是在体 模 上 进 行"有 时 可 以 简 化 地 在 自 由 空 气 中 进 行"或 使 用 其

他非剂量计测量的辐射进行#如果使用简化方法"需预先证明其有效"即简化方法给出的结果与由本部分规

定的程序得到的结果相同"或者它们的差异可以可靠地修正#有效性证明可以根据型式试验结果进行#

注’在低能辐射场中"对于躯干照射的1N$"E"5%"当设计测量1N$"E"5%剂 量 计 佩 带 在 躯 干 上 时 注 意 剂

量计指示值的解释#因为衣服的吸收"MN$"E"5%的实际值有可能显著不同于剂量计指示值#

#E;E!#发散束中的几何考虑

应在距辐射源适当的距离上选取检验点"以使射 束 截 面 尺 寸 足 够 大 而 照 射 到 整 个 体 模 的 前 表 面#应 将

标准仪器的参考点置于检验点确定被测量量"然后将被校准剂量计的参考点置于检验点"并使剂量计的参考

方向与辐射入射方向平行#肢端剂量计应按正常使用时佩带在身体上的方式贴在体模上#放置水板体模时

应使其前表面与剂量计的背面接触并与射束轴线垂直#被校准剂量计应与标准仪器在相同的条件下进行照

射"唯一的差别在于此时存在体模#校准因子和响应值 分 别 由4E!E!E2和4E!E!E!的 公 式 得 到#为 检 验 角

响应的影响"由剂量计和体模组成的整体应围绕参考点旋转"如图KE2所示#

注2’在本部分中剂量计和体模的整 体 被 视 为 被 校 准 的 剂 量 计"这 个 整 体 的 参 考 点 即 剂 量 计 的 参 考 点#

被测量量的值是没有剂量仪时体模内深度/处的剂量当量值#

注!’这个概念与 M#的定义一致"M#至少原则上要求确定人体内一个无法进入的 点 的 剂 量 当 量 口 将

剂量计的参考点置于检验点有两个实际上的优点#其一是由辐射源初级辐射产生的剂量总是可以准确地测

量"与射束的发散程度无关#由于这部分剂量始终是包括体模散射辐射的贡献在内的总剂量的主要部分"采

用这个约定意味着剂量计的校准因子未必不依赖于检 验 点 到 源 的 距 离#第 二 个 优 点 是 实 验 确 定 角 响 应 时"

如果参考点与检验点重合"被校准剂量计的读数就不必对由于 旋 转 角 度 带 来 的 源 与 参 考 点 之 间 的 距 离 变 化

进行修正#

注;’对于在板模上的照射"实际情况可能是体模只围绕一个旋转轴旋转"而将剂量计在体模前表面的两

个相互垂直的取向上固定来检验角响应#

#E;E;#几个剂量计同时照射

当在板模前表面上同时照射几个个人剂量计时"这些剂量计的任何部分不应置于体模表面以$H 为直径

的圆外"直径$H 由体模中心剂量3>\的等剂量线的近似位置给出#$H 依赖于辐射质"在表!>!表;;中给出#

如果照射距离小于表2#!表!"给出的值"直径/"也变小#剂量计参考点和辐射源的距离应依照4E2E<选取#

同时确定几个剂量计的角响应时"这些剂量计的参考点应置于旋转轴上#

这个简化的程序的两个效应应予以特别注意’+%在 体 模 表 面 放 置 几 个 剂 量 计 会 由 于 初 级 辐 射 穿 过 剂 量

计而减弱"导致反散射减小&P%必须考虑参考点与源的距离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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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距离的差别应按照4E2E4予以考虑!采用这样一个简化方法之前应确认这样方法得到的结果与一

个剂量计在体模中心位置单独照射所得到的结果在!\以内一致!

注"有些类型剂量计的响应可能对反散射光子场 特 性 任 何 小 的 变 化 特 别 灵 敏!这 或 许 是 由 于 使 用 了 很

强能量依赖特性的探测器#也可能是由于所使用的从探测器信号到剂量当量值算法特性所致!这种情况下#

建议在体模表面只固定一个剂量计进行校准!

#E;E4#取向对 MX$"E"5%的影响

在一个给定的辐射场#1N$"E"5%的值依赖于辐射的入射方向4!对于棒模和柱模均有两个相互垂直的

旋转轴相交于参考点#一个平行于圆柱的轴线#另一个垂直于圆柱体的轴线和辐射入射方向!如图KE!&22#2!’

所示#’NC$"E"5#?#&%作为能量的函数#绕两个轴中的任意一个旋转#"i#其值相对于正交入射时在"E3<和2E

"<之间!对于更小角度的旋转#变化总是会更小!由于 MN$"E"5%的值随角度的变化很小#本部分假 定 对 于

棒模和柱模的 MN$"E"5%在#"i以内与辐射入射方向无关!旋转大于#"i的本部分不予考虑!

注"在这里所考虑的角度.的范围内INC$"E"5#?#&%的变化值为g<\#大于在4E2E!提出的关于不确

定度g!\的一般值!然而这些变化在本部分中不予 考 虑!这 不 危 及 本 部 分 提 供 可 靠 而 准 确 的 校 准 程 序 的

目的#却减少了列表的数量和容量!

#E4#转换系数

#E4E2#概述

#E4E!到#E4E4中的转换系数是 对 于 由$:6O组 织 构 成 的 棒 模(柱 模 和 板 模!个 人 剂 量 计 的 校 准 应 在

#E;E2中规定的并适于被校准仪器类型的体模上进行!这些体模被认为由$:6O组织 构 成!不 必 对 实 际 使

用的体模与相同形状$:6O组织体模反散射特性的不同进行修正!

实际上#校准经常是在发散束中进行的!鉴于此#转换系数相对于辐射源到检验点参考距离给出!

在参考距离与辐射入射方向角度.同时给出时#.是剂量计在辐射场中参考取向和实际取向之间的夹角!

必要时#应在剂量计参考点前放置一个;"78];"78截面的XFFK建立平衡板#板的背面距 参 考 点2<

78!当剂量计或剂量计与体模的整体旋转时该板保持固定$见4E2E>和KE2%!

#E4E!#由空气比释动能到$:6O棒模1N$"E"5%的转换系数"

))) 单能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2<*

)))荧光辐射和!42K8的转换系数见表2#*

)))低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5*

)))窄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

)))宽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3*

)))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E4E;#由空气比释动能到$:6O柱模1N$"E"5%的转换系数"

)))单能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2*

)))荧光辐射和!42K8的转换系数见表!!*

)))低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窄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4*

)))宽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E4E4#由空气比释动能到$:6O板模1N$2"%的转换系数"

)))单能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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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荧光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

!!!低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3"

!!!窄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宽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2"

!!!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

!!!放射性核素和高能参考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

表2<#对于单能平行光子辐射!棒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5#

的转换系数INC""̂"5$?#

?$%[)D& ’F3%"̂"5"?&$%_$TY
< "̂5#
# "̂>4
> "̂3!
2" "̂3<
2!E< "̂3#
2< "̂3>

?$%[)D& ’F3%"̂"5"?&$%_$TY
!" 2E"2
!< 2̂"4
;" 2̂"#
4" 2̂"3
<" 2̂2!
#" 2̂24

?$%[)D& ’F3%"̂"5"?&$%_$TY
>" 2̂2#
2"" 2̂25
2!< 2̂2#
2<" 2̂2#
!"" 2̂2<
;"" 2̂24

表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棒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7#和’NC""E"5$%#!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7&和’NC%"E"5"%&$%%_$TY&

HAW’ 2E"!!E" "E3;
HAT) 2E"!!E" "E3<
HAW* 2E"!!E" "E3>
HAF- 2E"!!E" 2E33
HA:/ 2E"!!E" 2E";
HA%’ 2E"!!E" 2E"4
HA:J 2E"!!E" 2E"#
HAL/ 2E"!!E" 2E">
HA%8 2E"!!E" 2E"3
HA=* 2̂"!!E" 2E2;
HAV 2E"!!E" 2E24
HAK@ 2E"!!E" 2E2<
HAXP 2E"!!E" 2E2#
HAO 2E"!!E" 2̂25
%AK8 2E"!!E" 2̂24

表25#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棒模中空气比释动能C+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INC""E"5$U#!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2&$%%_$TY&

UQ2" 2̂"!!̂" "̂32
UQ!" 2̂"!!̂" 2̂33
UQ;" 2̂"!!̂" 2̂";
UQ;< 2̂"!!̂" 2̂"#
UQ<< 2̂"!!̂" 2̂22
UQ5" 2̂"!!̂" 2̂24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2&$%%_$TY&

UQ2"" 2̂"!!̂" 2̂25
UQ2!< 2̂"!!̂" 2̂25
UQ25" 2̂"!!̂" 2̂2#
UQ!2" 2̂"!!̂" 2̂2<
UQ!4" 2̂"!!̂"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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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棒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E"5$的转换系数

INC#"E"5%L$"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_!TY$
LQ2" 2̂"!!̂" "̂32
LQ2< 2̂"!!̂" "̂3<
LQ!" 2̂"!!̂" "̂3>
LQ!< 2̂"!!̂" 2̂""
LQ;" 2̂"!!̂" 2̂";
LQ4" 2̂"!!̂" 2̂"5
LQ#" 2̂"!!̂" 2̂22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_!TY$
LQ>" 2̂"!!̂" 2̂2<
LQ2"" 2̂"!!̂" 2̂25
LQ2!" 2̂"!!̂" 2̂25
LQ2<" 2̂"!!̂" 2̂25
LQ!"" 2̂"!!̂" 2̂2#
LQ!<" 2̂"!!̂" 2̂2<
LQ;"" 2̂"!!̂" 2̂24

表23#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棒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E"5$的转换系数

’NC#"E"5%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V$!"%_!TY$
VQ#" 2̂"!!̂" 2̂2"
VQ>" 2̂"!!̂" 2̂2;
VQ22" 2̂"!!̂" 2̂2#
VQ2<" 2̂"!!̂" 2̂25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V$!"%_!TY$
VQ!"" 2̂"!!̂" 2̂2#
VQ!<" 2̂"!!̂" 2̂2<
VQ;"" 2̂"!!̂" 2̂2<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棒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M$!"%_!TY$
MQ2" 2̂"!!̂" "̂>3
MQ!" 2̂"!!̂" "̂3<
MQ;" 2̂"!!̂" 2̂33
MQ#" 2̂"!!̂" 2̂"5
MQ2"" 2̂"!!̂" 2̂2!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M$!"%_!TY$
MQ!"" 2̂"!!̂" 2̂2#
MQ!<" 2̂"!;̂" 2̂2#
MQ!>" 2̂"!;̂" 2̂2#
MQ;"" 2̂"!;̂" 2̂2#

表!2#对于单能平行光子辐射"柱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E"5$

的转换系数’NC#"E"5%?$

?!"[)D$ ’F3""̂"5#?$!%_!TY
< "̂5#
# "̂>4
> "̂3!
2" "̂3<
2!̂< "̂3#
2< "̂3>

?!"[)D$ ’F3""̂"5#?$!%_!TY
!" 2̂"4
!< 2̂2"
;" 2̂2>
4" 2̂!3
<" 2̂;5
#" 2̂;3

?!"[)D$ ’F3""̂"5#?$!%_!TY
>" 2̂;>
2"" 2̂;<
2!< 2̂;!
2<" 2̂!>
!"" 2̂!<
;"" 2̂!2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柱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H$"’NC#"E"5%%$"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H$和

’NC""̂"5#%$!"%_!TY$

HAW’ 2̂"!!̂" "̂3;
HAT) 2̂"!!̂" "̂3<
HAW* 2̂"!!̂" "̂33
HAF- 2̂"!!̂" 2̂"2
HA:/ 2̂"!!̂" 2̂">
HA%’ 2̂"!!̂" 2̂2"
HA:J 2̂"!!̂" 2̂23
HAL/ 2̂"!!̂" 2̂!5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H$和

’NC""̂"5#%$!"%_!TY$

HA%8 2̂"!!̂" 2̂!3
HA=* 2̂"!!̂" 2̂;#
HAV 2̂"!!̂" 2̂;3
HAK@ 2̂"!!̂" 2̂;3
HAXP 2̂"!!̂" 2̂;3
HAO 2̂"!!̂" 2̂;<
%AK8 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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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柱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U$"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U$!"%_!TY$

UA2" 2̂"!!̂" "̂32
UA!" 2̂"!!̂" 2̂""
UA;" 2̂"!!̂" 2̂">
UA;< 2̂"!!̂" 2̂25
UA<< 2̂"!!̂" 2̂;4
UA5" 2̂"!!̂" 2̂;3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U$!"%_!TY$

UA2"" 2̂"!!̂" 2̂;5
UA2!< 2̂"!!̂" 2̂;4
UA25" 2̂"!!̂" 2̂!3
UA!2" 2̂"!!̂" 2̂!#
UA!4" 2̂"!!̂" 2̂!4

表!4#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柱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L$"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L$!"%_!TY$

LA2" 2̂"!!̂" "̂32
LA2< 2̂"!!̂" "̂3#
LA!" 2̂"!!̂" "̂33
LA!< 2̂"!!̂" 2̂"!
LA;" 2̂"!!̂" 2̂">
LA4" 2̂"!!̂" 2̂!"
LA#" 2̂"!!̂" 2̂;;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L$!"%_!TY$

LA>" 2̂"!!̂" 2̂;3
LA2"" 2̂"!!̂" 2̂;>
LA2!" 2̂"!!̂" 2̂;<
LA2<" 2̂"!!̂" 2̂;!
LA!"" 2̂"!!̂" 2̂!5
LA!<" 2̂"!!̂" 2̂!4
LA;"" 2̂"!!̂" 2̂!!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柱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V$!"%_!TY$

VA#" 2̂"!!̂" 2̂;"
VA>" 2̂"!!̂" 2̂;#
VA22" 2̂"!!̂" 2̂;>
VA2<" 2̂"!!̂" 2̂;4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V$!"%_!TY$

VA!"" 2̂"!!̂" 2̂;"
VA!<" 2̂"!!̂" 2̂!#
VA;"" 2̂"!!̂" 2̂!4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柱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MN#"E"5$的转换系数

’NC#"E"5%M$"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M$!"%_!TY$

MA2" 2̂"!!̂" 2̂;"
MA!" 2̂"!!̂" "̂3#
MA;" 2̂"!!̂" 2̂""
MA#" 2̂"!!̂" 2̂!"
MA2"" 2̂"!!̂" 2̂;;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NC""E"5#M$!"%_!TY$

MA!"" 2̂"!!̂" 2̂;;
MA!<" 2̂"!!̂" 2̂;2
MA!>" 2̂"!!̂" 2̂!>
MA;"" 2̂"!!̂" 2̂!>

表!5#对于单能平行光子辐射#扩展场$"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

剂量当量1N#2"$的转换系数’NC#2"%?%&$

?!"[)D$
’NC"2"#?#&$!"%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2" "̂"2 "̂"2 "̂"2 "̂"" "̂"" "̂"" "̂"" "̂"" "̂"" "̂""
2!̂< "̂2" "̂"3 "̂"3 "̂"5 "̂"< "̂"4 "̂"; "̂"2 "̂"" "̂""
2< "̂!# "̂!# "̂!< "̂!! "̂2> "̂2< "̂2! "̂"5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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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续"

?!"[)D#
’NC"2"$?$&#!"%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 "̂#2 "̂#2 "̂<3 "̂<# "̂<" "̂45 "̂4! "̂;! "̂25 "̂"4
;" 2̂22 2̂2" 2̂"3 2̂"# 2̂"" "̂3# "̂3! "̂>" "̂#" "̂!>
4" 2̂43 2̂4> 2̂4# 2̂4; 2̂;5 2̂;; 2̂!> 2̂2; "̂32 "̂<"
<" 2̂55 2̂5< 2̂54 2̂5" 2̂#; 2̂<5 2̂<! 2̂;> 2̂2; "̂#5
#" 2̂>3 2̂>> 2̂># 2̂>; 2̂55 2̂5! 2̂## 2̂<" 2̂!< "̂53
>" 2̂3" 2̂3" 2̂>> 2̂>< 2̂5> 2̂5< 2̂#3 2̂<4 2̂;! "̂>#
2"" 2̂>2 2̂>" 2̂53 2̂5# 2̂5! 2̂#> 2̂#4 2̂<2 2̂!> "̂>5
2!< 2̂5" 2̂#3 2̂#3 2̂## 2̂#! 2̂<3 2̂<# 2̂4< 2̂!# "̂>#
2<" 2̂#2 2̂#" 2̂#" 2̂<> 2̂<4 2̂<! 2̂43 2̂4" 2̂!4 "̂>#
!"" 2̂43 2̂43 2̂43 2̂4> 2̂4< 2̂4; 2̂42 2̂;4 2̂!2 "̂>5
;"" 2̂;5 2̂;5 2̂;5 2̂;# 2̂;# 2̂;< 2̂;; 2̂!5 2̂25 "̂>5
4"" 2̂;" 2̂;" 2̂;" 2̂;" 2̂!3 2̂!3 2̂!> 2̂!4 2̂2# "̂>3
<"" 2̂!# 2̂!# 2̂!# 2̂!# 2̂!# 2̂!# 2̂!< 2̂!! 2̂2< "̂3"
#"" 2̂!; 2̂!; 2̂!; 2̂!; 2̂!; 2̂!; 2̂!; 2̂!" 2̂24 "̂3!
>"" 2̂23 2̂23 2̂23 2̂23 2̂!" 2̂!" 2̂!" 2̂25 2̂2; "̂3;
2""" 2̂25 2̂25 2̂25 2̂2# 2̂25 2̂2> 2̂25 2̂2< 2̂2! "̂3<
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4 2̂2! "̂3#
2<"" 2̂24 2̂24 2̂24 2̂24 2̂24 2̂2< 2̂2< 2̂24 2̂2! "̂35
;"""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2" 2̂""
#""" 2̂22 2̂22 2̂22 2̂22 2̂2" 2̂2" 2̂2" 2̂22 2̂2! 2̂"#
2"""" 2̂22 2̂22 2̂22 2̂22 2̂2" 2̂2" 2̂2" 2̂2" 2̂"3 2̂"<

表!>#TG#92!2#!̂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2""

的转换系数’NC!2"%7%&"$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2"$H%.#!"%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HAW*+ 2E"!!E" !< "̂;! "E;! "E;" "E!5 "E!; "E!" "E2# "E2" "E"4 "E""
HAF-+ 2E"!!E" !< "E44 "E44 "E4! "E;3 "E;4 "E;2 "E!5 "E23 "E"> "E"2
HA:/ 2E"!!E" !" "E53 "E5> "E55 "E54 "E#> "E#< "E#" "E4> "E;2 "E22
HA%’ 2E"!!̂" !" "E>3 "E>> "E>5 "E>4 "E5> "E5< "E5" "E<> "E4" "E2#
HA:J 2E"!;E" 2# 2E2< 2E24 2E2; 2E2" 2E"4 2E"" "E3# "E>4 "E#4 "E;"
HAL/ 2E"!;E" 2; 2̂4" 2E;3 2E;5 2E;4 2E!3 2̂!< 2̂!" 2E"# "E>4 "E4<
HA%8 2E"!;E" 2! 2E43 2E4> 2E4# 2E4; 2E;5 2E;; 2E!> 2E2; "E32 "E<"
HA=* 2E"!;E" 22 2E5< 2E5; 2̂5! 2E#> 2E#2 2E<< 2E<" 2E;# 2E22 "E##
HAV 2E"!;E" 22 2E>3 2E>> 2E># 2E>! 2E5# 2E52 2E#< 2E<" 2E!4 "E5>
HAK@ 2E"!;E" 22 2E3" 2E>3 2E>> 2E># 2E5> 2E54 2E#> 2E<; 2E!3 "E>;
HAXP 2E"!;E" 22 2E3" 2E3" 2E>> 2̂># 2E5> 2̂5< 2E#3 2E<4 2̂;2 "E><
HAO 2E"!;E" 22 2E>! 2E>2 2E>" 2E55 2E5! 2E#3 2E#< 2E<2 2E!3 "E>5

注&$H 见#̂;̂;
+#对于这组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由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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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2"$的转换系数

’NC#2"%U".$"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2"#U$.%!"%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UA!"+ 2E"!!E" !< "E;5 "E;5 "E;# "E;; "E!> "E!< "E!! "E2< "E"# "E"2
UA;"+ 2E"!;E" 2> "E32 "E3" "E>3 "E># "E53 "E5# "E52 "E#" "E42 "E25
UA;< 2E"!;E" 2# 2E"3 2E"> 2E"5 2E"4 "E3> "E34 "E3" "E55 "E<> "E!5
UA<< 2E"!;E" 22 2E#5 2E## 2E#< 2E#2 2E<4 2E43 2E44 2E!3 2E"# "E#2
UA5" 2E"!;E" 22 2E>5 2E># 2E>4 2E>2 2E5< 2E5" 2E#4 2E43 2E!4 "E5>
UA2"" 2̂"!;E" 22 2E>5 2E>5 2E>< 2E>2 2E5# 2E5; 2E#5 2E<; 2E;2 "E>#
UA2!< 2E"!;E" 22 2E55 2E5# 2E5< 2E5! 2E#> 2E#< 2E#2 2E43 2E!5 "̂>5
UA25" 2E"!;E" 2! 2E#! 2E#2 2E#2 2E<3 2E<< 2E<; 2E<" 2E42 2E!4 "̂>#
UA!2" 2E"!;E" 2! 2E<4 2E<! 2E<! 2E<2 2E45 2E4< 2E4; 2E;# 2E!! "̂>5
UA!4" 2E"!;E" 2; 2E45 2E45 2E45 2E4# 2E44 2E4! 2E4" 2E;; 2E!" "̂>5

注&$7 见#E;E;’

+#对于这组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严重影响’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1N#2"$的转换系数

’NC#2"%L".$"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2"#L$.%!"%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LA2<+ 2E"!!E" !< "E"# "E"# "E"# "E"4 "̂"; "E"; "E"! "E"2 "E"" "E""
LA!"+ 2E"!!E" !< "E!5 "E!5 "E!# "E!; "E!" "E25 "E2< "E"3 "E"4 "E""
LA!<+ 2E"!;E" !; "E<< "E<< "E<; "E<" "E44 "E42 "E;5 "E!> "E2< "E"4
LA;" 2E"!;E" !" "E53 "E5> "E55 "E54 "E#> "E#< "E#" "E43 "E;! "̂2!
LA4" 2E"!;E" 2# 2E25 2E2# 2E2< 2E2! 2E"# 2E"! "E3> "E>< "E#< "E;!
LA#" 2E"!;E" 22 2E#< 2E#4 2E#! 2E<3 2E<! 2E45 2E4! 2E!5 2E"4 "E#"
LA>" 2E"!;E" 22 2E>> 2E>5 2E># 2E>; 2E5# 2E52 2E## 2E<" 2E!# "E>"
LA2"" 2E"!;E" 22 2E>> 2E>> 2E># 2E>! 2E5# 2E5; 2E#> 2E<; 2E;2 "E>#
LA2!" 2E"!;E" 22 2E>2 2E>" 2E53 2E5# 2E52 2E#> 2E#4 2E<2 2E!> "E>5
LA2<" 2E"!;E" 22 2E5; 2E5! 2E52 2E#> 2E#4 2E#2 2E<> 2E4# 2E!# "E>#
LA!"" 2E"!;E" 2! 2E<5 2E<# 2E<# 2E<< 2E<2 2E43 2E4# 2E;> 2E!; "E>#
LA!<" 2E"!;E" 2; 2E4> 2E4> 2E4> 2E45 2E44 2E4! 2E4" 2E;; 2E!2 "E>5
LA;"" 2E"!;E" 2< 2E4! 2E4! 2E4! 2E42 2E4" 2E;> 2E;# 2E;" 2E23 "E>5

注&$H 见#E;E;’

+#对于这组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由严重影响’

表;2#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1N#2"$的转换系数

’NC#2"%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2"#V$.%!"%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VA#" 2E"!;E" 22 2E<< 2E<; 2E<! 2E43 2E4! 2E;5 2E;; 2E2> "E3< "E<4
VA>" 2E"!;E" 22 2E55 2E5# 2E54 2E52 2E#< 2E#" 2E<4 2E;3 2E2< "E5"
VA22" 2E"!;E" 22 2E>5 2E># 2E>< 2̂>! 2E5# 2E5! 2E5! 2E<! 2E!3 "E>4
VA2<" 2̂"!;E" 22 2E55 2E55 2̂5# 2̂5; 2̂#> 2̂#< 2E#< 2E43 2E!> "̂>#
VA!"" 2E"!;E" 2! 2E#< 2E#4 2E#4 2E#2 2E<5 2E<< 2E<< 2E4! 2E!< "E>#
VA!<" 2E"!;E" 2; 2̂<4 2E<4 2E<4 2E<! 2E43 2E45 2E45 2E;# 2E!! "E>5
V!;"" 2E"!;E" 24 2E45 2E45 2E45 2E4# 2E44 2E4! 2E4" 2E;; 2E!"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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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H 见#̂;̂;"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1N#2"$的转换系数

’NC#2"%M".$"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2"%M&.’#$%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MA;"+ 2E"!;E" !" "E;3 "E;3 "E;> "E;# "E;! "E!3 "E!# "E!" "E22 "E";
MA#" 2E"!;E" 2! 2E23 2E2> 2E25 2E2; 2E"5 2E"; "E33 "E># "E## "E;;
MA2"" 2E"!;E" 2! 2E#> 2E#5 2E#< 2E#! 2E<# 2E<2 2E4# 2E;2 2E"> "E#<
MA!"" 2E"!;E" 2! 2E5< 2E54 2E5; 2E52 2E## 2E#! 2E<> 2E4# 2E!# "E><
MA!<" 2E"!;E" 24 2E#5 2E## 2E## 2E#4 2E<3 2E<5 2E<; 2E4; 2E!< "E>#
MA!>" 2E"!;E" 24 2E#" 2E<3 2E<3 2E<5 2E<4 2̂<2 2E4> 2E;3 2̂!; "E>#
MA;"" 2E"!;̂" 2< 2E<3 2E<3 2E<> 2̂ <5 2E<; 2E<2 2E4> 2E;3 2E!; "E>#

注!$H 见#E;E;"

+#对于这组辐射质&需注意可能由于杂散能量而对转换系数的值由严重影响"

表;;#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 1N#2"$的转换系数

’NC#2"%%".$和’NC#2"%6".$"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H#78
平衡层#

88
3XFFK

’NC$2"%%&.’和’NC$2"%6&.’$%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AK8 !̂"!;E" 22 A A 2E>3 2E>> 2E># 2E>; 2E55 2E5! 2E## 2E<" 2E!< "E53
%A:J 2E<A4E" 2< ! 2E"" 2E!2 2E!2 2E!! 2E!! 2E!! 2E!! 2E!! 2E23 2E24 "E3!
%A:- 2E<A4E" 2< 4 2E"" 2E2< 2E2< 2E2< 2E2< 2E2# 2E2# 2E2# 2E24 2E2! "E3#
6A: 2E"A<E" 2< !< "E34 2E22 2E22 2E2! 2E2! 2E22 2E22 2E22 2E22 2E2" 2E";
6AH 2E"A<E" 2< !< "E34 2E2! 2E2! 2E2! 2E22 2E22 2E22 2E22 2E2! 2E2; 2E"5
6A9, 2E"A<E" 2< !< "E34 2E22 2E22 2E22 2E22 2E2" 2E22 2E22 2E22 2E2! 2E"<
6AL, 2E"A<E" 2< !< "̂34 2E22 2E22 2E22 2E22 2E2" 2E2" 2E2" 2E22 2E2! 2E"#
6A& 2E"A<E" 2< !< "E34 2E2! 2E2! 2E2! 2E22 2E22 2E22 2E22 2E2! 2E2; 2E"5

22注!$H 见#E;E;"

0#结果的报告

5E2#记录和证书

记录和证书应包括!

+’校准的时间和地点%

P’剂量计的描述&它的型号和序列号%

7’剂量计的拥有人%

/’使用的辐射源和标准仪器的详细说明%

)’参考条件&校准条件和#或标准试验条件%

Z’结果%

1’校准人员的姓名%

I’特别注意事项"

对于校准记录(校准证书的格式和细节以及校准频率和证书的保存时间应符合国家规程的有关规定"

5E!#不确定度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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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度表述应与SSH2"<3建议的方法一致!

以下是应考虑的不确定度成分!所给数值仅作为指导"并相对于#>\的置信水平#2倍标准偏差$给出!

更多的参考资料见TG%92!2#!E!!

+$约定真值的不确定度&由校准证书给出’

P$标准和检验仪器准确定位的不确定度#见4E2E<$&由校准实验室评估’

7$不同照射距离带来的不确定度&对于大于!8的照射距离为2\"小于这个距离由校准实验室评估’

/$转换系数的不确定度&除第<章和第#章中包含(+)表注的参考辐射外通常!\"对 于 这 些 参 考 辐 射"

其转换系数的不确定度由校准实验室根据实际的条件评估’

)$测量平面中射束截面上场的不均匀引起的不确定度&对于源与检验点距离大于!F为!\!场不均匀

性由射束发散引起"对于B辐射还会由于(后跟效应)引起’

Z$由于同时照射几个剂量计引起的不确定度#见#E;E;$&应估计剂量计对初级辐射吸收效应并计入不确

定度成分"应用此方法时"限制上限为!\’

1$由于简化程序带来的不确定度#见#E;E2$&应用时须由校准实验室作出评估"上限为!\’

I$使用建立平衡板引入的不确定度"应用时为2\’

,$标准仪器长期的响应变化引入的不确定度"上限为!\#见4E!E2$!

附#录#K
#资料性附录$

与标准相关的一些参数!转换系数及说明

KE2#参考条件和要求的标准试验条件

辐射参数见表KE2"其他参数见表KE!!

表KE2#辐射参数的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

影响量 参考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

光子能量 2;5:J+ 2;5:J+

辐射入射角度 参考取向 参考取向g<i
放射性核素沾污 可忽略 可忽略

辐射本底
周围剂量当量 率 M-#2"$"E2)%_*IA2或 实

际小于该值

周围剂量当量率 M-#2"$"E!<)%_*IA2或 实

际小于该值

+#如果剂量仪规定的能量范围中不包括2;5:J可使用其他辐射质!

表KE!#其他参数的参考条件和标准试验条件

影响量 参考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

环境温度 !"f 2>f!!!f+

相对湿度 #<\ <"\!5<\+

大气压强 2"2E;[X+ >#[X+!2"#[X+
稳定时间 2<F,’ ’2<F,’
供电电压 标称供电电压 标称供电电压g;\P

频率 标称频率 标称频率g2\P

KE:E供电 正弦 正弦"总谐波失真小于<\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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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量 参考条件 标准试验条件

外部电磁场 可忽略 小于引起干扰的最小值

外部磁场感应 可忽略 小于地磁感应的两倍

装置控制 建立正常工作 建立正常工作

+#应报告实际试验时的准确值!本表中的值是对温带气候条件下进行校准确无误所规定的"当剂量仪在其他气

候条件不使用时"允许超出标准试验条件的范围进行校准!同样"当剂量计在高海拔使用时"允许的电压下限

为5"[X+!

P#当装置是由市电供电时!

KE!#由空气比释动能到$:6O板模中风#"E"5$的转换系数

由空气比释动能到$:6O板模中 M!#"E"5$的转换系数%

单能辐射的转换系数见表KE;&

’’’荧光辐射和!42K8的转换系数见表KE4&

’’’低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KE<&

’’’窄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KE#&

’’’宽谱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KE5&

’’’高空气比释动能率系列的转换系数见表KE>"

表KE;#对于单能平行光子辐射!扩展场"#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

当量1N!"E"5"的转换系数’NC!"E"5$?#&"

=(#[)D$
’NC#"E"5&?"&$(#%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 "E5< "E5< "E54 "E5! "E#3 "E#5 "E#< "E<> "E4< "E!2
# "E>4 "E>4 "E>4 "E>; "E>" "E53 "E55 "E5! "E#; "E4"
> "E3! "E3! "E32 "E32 "E3" "E3" "E>3 "E># "E>! "E#5
2" "E3< "E34 "E34 "E34 "E34 "E34 "E3; "E32 "̂>3 "E>"
2!E< "E3# "E3# "E3# "E3# "E3< "E3< "E3< "E34 "E3! "E>5
2< "E3> "E3> "E3> "E3> "E3> "E3> "E35 "E35 "E3< "E32
!" 2E"4 2E"4 2E"4 2E"4 2E"; 2E"; 2E"; 2E"; 2E"2 "E35
;" 2E!; 2E!! 2E!! 2E!! 2E!" 2E!" 2E23 2E2# 2E2; 2E"5
4" 2E44 2E44 2E4; 2E4; 2E42 2E;3 2E;> 2E;; 2E!> 2E2>
<" 2E#; 2E#; 2E#! 2E#" 2E<5 2E<# 2E<4 2E4> 2E4" 2E!>
#" 2E5! 2E52 2E5" 2E#3 2E## 2E#< 2E#; 2E<5 2E43 2E;#
5" 2E5; 2E5! 2E5! 2E5! 2E#3 2E#5 2E## 2E#2 2E<; 2E4!
>" 2E#5 2E## 2E## 2E#< 2E#; 2E#! 2E#2 2E<> 2E<! 2E4;
2"" 2E<3 2E<3 2̂<3 2E<> 2E<5 2E<5 2E<# 2E<; 2E<" 2E4!
2<" 2E<! 2E<! 2E<! 2E<! 2E<2 2E<2 2E<" 2E4> 2E4# 2E42
!"" 2E4; 2E4; 2E4; 2E4; 2E44 2E44 2E44 2E4; 2E4! 2E;>
;"" 2E;4 2E;4 2̂;< 2E;< 2E;< 2E;< 2E;# 2E;# 2̂;# 2E;<

表KE4#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E"5"的

转换系数’NC!"E"5$H#."和’NC!"E"5$%#."#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H".$和’NC#"E"5&%".$(#%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HAW’ 2E"!!E" !< "E3; "E3; "E3! "E3! "E3! "E3! "E32 "E>> "E>< "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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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H$.%和’NC""E"5#%$.%!"%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HAT) 2E"!!E" !< "E3< "E34 "E34 "E34 "E34 "E34 "E3; "E32 "E>3 "E>"
HAW* 2E"!!E" !< "E33 "E33 "E33 "E33 "E33 "E33 "E3> "E3> "E3# "E3!&

HAF- 2E"!!E" !< 2E"2 2E"2 2E"2 2E"2 2E"" 2E"" 2E"" 2E"" "E3> "E34
HA:/ 2E"!!E" !" 2E"3 2E2" 2E2" 2E2" 2E"3 2E"> 2E"> 2E"5 2E"< 2E""
HA%’ 2E"!!E" !" 2E24 2E24 2E24 2E24 2E2! 2E2! 2E22 2E"3 2E"5 2E"2
HA:J 2E"!!E" 2# 2E!< 2E!4 2E!4 2E!4 2E!! 2E!! 2E!2 2E2> 2E24 2E">
HAL/ 2̂"!!E" 2; 2̂;3 2E;> 2̂;5 2E;> 2E;# 2E;4 2E;; 2E!3 2E!4 2E2<
HA%8 2E"!!E" 2! 2E44 2E44 2E4; 2E4; 2E42 2E;3 2E;> 2E;; 2E!> 2E2>
HA=* 2E"!!E" 22 2E#! 2E#! 2E#2 2E<3 2E<# 2E<< 2E<; 2E45 2E;3 2E!5
HAV 2E"!!E" 22 2E5! 2E52 2E5" 2E#3 2E## 2E#< 2E#; 2E<5 2E43 2E;#
HAK@ 2E"!!E" 22 2E5; 2E5! 2E5! 2E5! 2E#> 2E#5 2E#< 2E#" 2̂<! 2E4"
HAXP 2E"!!E" 22 2E5; 2E5! 2E5! 2E5! 2E#3 2E#5 2E## 2E#2 2E<; 2E42
HAO 2E"!!E" 22 2E#> 2E## 2E## 2̂## 2E#4 2E#; 2E#! 2E<> 2E<! 2E4;
%AK8 2E"!!E" 22 2E5! 2E52 2E5" 2E#3 2E## 2E#< 2E#; 2E<5 2E43 2E;#

注’$H 见#E;E;(

表KE<#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E"5$的

转换系数INC#"E"5%U".$"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U$.%!"%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UA2" 2E"!!E" !< "E3; "E3; "̂3! "E3! "E32 "E32 "E3" "E>5 "E>4 "E5"
UA!" 2E"!!E" !< 2E"" 2E"" 2E"" 2E"" "E33 "E33 "E33 "E33 "E35 "E3;
UA;" 2E"!!E" 2> 2E24 2E24 2E24 2̂24 2E2; 2E2! 2E2! 2E2" 2E"> 2E"!
UEA;< 2E"!!E" 2# 2E!! 2E!2 2E!2 2E!2 2E!" 2E23 2E23 2E2# 2E2; 2E"#
UA<< 2̂"!!E" 22 2E<5 2E<# 2E<< 2E<4 2E<! 2E<" 2E4> 2E4; 2E;# 2E!<
UA5" 2E"!!E" 22 2E52 2E5" 2E5" 2E5" 2E#5 2E#< 2E#4 2E#" 2E<; 2E4;
UA2"" 2E"!!E" 22 2E52 2E5" 2E5" 2E5" 2E#5 2E#< 2E#4 2E#" 2E<; 2E<4
UA2!< 2E"!!E" 22 2E#4 2̂#; 2E#; 2E#! 2E#2 2E#" 2E<3 2E<# 2E<2 2E4;
UA25" 2̂"!!E" 2! 2E<; 2E<; 2E<; 2E<; 2E<! 2E<! 2E<2 2E43 2E45 2E42
UA!2" 2E"!!E" 2! 2̂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4 2E4; 2E;3
UA!4" 2E"!!E" 2; 2E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 2E;5

注’$H 见#̂;̂;(

表KE##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 到剂量当量1N#"E"5$的

转换系数’NC#"E"5%L".$"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L$&%!"%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LA2" 2E"!!E" !< "E32 "E32 "E3" "E3" "E>3 "E>> "E>5 "E>4 "E53 "E#;
LA2< 2E"!!E" !< "E3# "E3< "E3< "E3< "E3< "E3< "34 "E3; "E32 "E>4
LA!" 2E"!!E" !< "E3> "E3> "E3> "E3> "E3> "E3> "E35 "E35 "E3< "E32
LA!< 2E"!!E" !; 2E"; 2E"; 2E"; 2E"; 2E"! 2E"! 2̂"! 2E"! 2E"" "E3#
LA;" 2E"!!E" !" 2E2" 2E2" 2E2" 2E2" 2E"3 2E"3 2E"> 2E"5 2E"< 2E""
LA4" 2E"!;E" 2# 2E!5 2E!# 2E!# 2E!# 2E!4 2E!; 2E!! 2E23 2E2# 2E"3
LA#" 2E"!;E" 22 2E<< 2E<< 2E<4 2E<; 2E<" 2E43 2E45 2E4! 2E;< 2E!4
LA>" 2E"!;̂" 22 2E5! 2E52 2E5" 2E5" 2E## 2E#< 2E#; 2E<> 2E<" 2E;5
LA2"" 2E"!;̂" 22 2E5! 2E5" 2E5" 2E5" 2E#> 2E## 2̂ #< 2E#" 2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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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L$&%!"%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LA2!" 2E"!;E" 22 2E#5 2E## 2E## 2E#< 2E#; 2E#! 2E#2 2̂<> 2E<! 2̂4;
LA2<" 2E"!;E" 22 2E#2 2E#" 2E#" 2E#" 2E<> 2E<> 2E<5 2E<4 2E<" 2̂4!
LA!"" 2E"!;E" 2! 2E43 2E43 2E43 2E43 2E43 2E43 2E4> 2E4# 2E4< 2̂4"
LA!<" 2E"!;E" 2; 2E4! 2̂4! 2E4! 2E4! 2E4; 2E4; 2E44 2E4; 2E4! 2̂;5
LA;"" 2E"!;E" 2< 2E;> 2E;> 2E;> 2E;> 2E4" 2E4" 2E42 2E4" 2E4" 2̂;#

注&$H 见#̂;̂;’

表KE5#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N 到剂量当量1N#"E"5$的

转换系数INC#"E"5%V"&$"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V$&%!"%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VA#" 2E<!;E" 22 2E43 2E4> 2E4> 2E45 2E44 2E4; 2E4! 2E;5 2E;2 2E!2
VA>" 2E<!4E" 22 2E#4 2E#; 2E#! 2E#2 2E<> 2E<5 2E<< 2E<" 2E4; 2E;2
VA22" 2E<!4E" 22 2E52 2E5" 2E5" 2E#3 2E#5 2E#< 2E#4 2E<3 2E<! 2E42
VA2<" 2E<!4E" 22 2E#4 2E#4 2E#4 2E#; 2̂#2 2E#" 2E<3 2E<# 2E<2 2E4!
VA!"" 2E<!4E" 2! 2E<< 2E<< 2E<< 2E<4 2E<; 2E<; 2E<! 2E<" 2E45 2E42
VA!<" 2E<!4E" 2; 2E45 2E45 2E45 2̂45 2E45 2E45 2E45 2E4< 2̂44 2E;3
VA;"" 2E<!4E" 2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 2E44 2E4; 2E4! 2E;5

注&$7 见#̂;̂;’

表KE>#对于TG!92!2#!E2规定的辐射质"板模中空气比释动能3N 到剂量当量1N#"E"5$的

转换系数INC#"E"5%M"&$"参考距离!8

辐射质 照射距离!8 $H!78
’NC""E"5#M$&%!"%_!TY%

"i 2"i !"i ;"i 4"i 4<i <"i #"i 5"i >"i
MA2" 2E<!;E" !< "E>3 "E>3 "E>> "E>> "E># "E># "E>4 "E>" "E54 "E<#
MA!" 2E<!;E" !< "E3< "E3< "E3< "E3< "E34 "E34 "E34 "E3! "E3" "̂>2
MA;" 2E<!;E" !" 2E"2 2E"2 2E"2 2E"2 2E"" 2E"" 2A"" "E33 "E35 "̂3!
MA#" 2E<!;E" 2! 2E!3 2E!3 2E!3 2E!> 2E!5 2E!# 2E!< 2E!! 2E2> 2E2"
MA2"" 2E<!4E" 2! 2E<> 2E<5 2E<5 2E<# 2E<; 2E<! 2E<2 2E4# 2E;3 2E!>
MA!"" 2E<!4E" 2! 2E#! 2E#! 2E#! 2E#2 2E<3 2E<3 2E<5 2E<4 2E43 2E4"
MA!<" 2E<!4E" 24 2E<# 2E<# 2E<# 2E<# 2E<< 2E<4 2E<; 2E<2 2E45 2E4"
MA!>" 2E<!4E" 24 2E<2 2E<2 2E<2 2E<2 2E<2 2E<" 2E<" 2E4> 2E4# 2E4"
MA;"" 2E<!4E" 2< 2E<2 2E<" 2E<" 2E<" 2E<" 2E<" 2E<" 2E4> 2E4< 2E;3

注&$H 见#E;E;’

KE;#电子射程效应

超过#<[)D和!F)D的电子可分别穿透"E"5F8和2"88的$:6O组织’这 对 于 所 有 能 够 产 生 大 于

这些能量次级电子的参考辐射是很重要的’电子射程大于测量深度将导致"E"5F8和2"88深度处的剂量

当量与瞬态电子平衡条件下得到的结果明显不同’换句话说$在所涉及深度的剂量不能以所谓的(比释动能

近似法)计算$因为该方法假设光子相互作用过程中的传递能量在作用点沉积’

图KE;+%和图KE;P%分别给出了由6AL,和6AH参 考 辐 射 得 到 的 电 离***深 度 曲 线 的 例 子$可 以 看

出只有在超过;78的深度才能达到瞬态电子平衡’只要不满足电子平衡$或如大多数辐射探测器不是工作

在电子平衡条件$只要平衡没有完全(建立)$深 度***剂 量 曲 线 就 可 能 随 深 度 上 升 或 下 降$这 和 辐 射 源 的 特

性+辐射源和检验点之间材料的种类和几何条 件 有 关’上 升 的 剂 量***深 度 曲 线 显 示 光 子 束 中 的 电 子 注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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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平衡条件下的电子注量小!反之则大"下文中#建 立$一 般 理 解 为 剂 量%%%深 度 曲 线 随 深 度 的 增 加 可 能 上

升或下降&见图KE;+和图KE;P’"

$:6O推荐的场所和个人监测测量 深 度 是"E"5F8和2"88!不 考 虑 在 这 个 深 度 上 是 否 完 全 建 立"因

此!使用假设电子平衡因而完全建立条件下的转换系数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与电子平衡下所得到剂量的

偏离的正负和大小依赖于实际使用的特定实验设备!这就排除了使用普遍适用的转换系数"

对于此间题本部分中采用以下的解决办法"对于最大能量大于#<[)D和!F)D的光子参考辐射 M&"E

"5’和 M&2"’量的约定真值应由通常的方法确定!即测量检验点的空气比释动能乘以表!!表;;和表KE;!
表KE>中的转换系数转换为所需的剂量当量"这意味着!实验上确定被测量量的约定真值时不使用附加的

#建立$材料"因为本部分列表中给出的转换系数只有在 次 级 电 子 平 衡 的 条 件 下 有 效!被 检 验 的 仪 器 必 须 按

此条件照射!也就是在已建立次级电子平衡的辐射场中 照 射"如 果 仪 器 的 探 测 器 没 有 包 以 足 够 数 量 的 材 料

以保证完全#建立$!应附加 足 够 厚 度 的 且 为 适 当 的 组 织 等 效 材 料 的 板 以 达 到 完 全#建 立$"本 部 分 中 使 用

XFFK板"

被检验仪器的读数应在剂量仪参正考点前放置了XFFK板条件下确定!该读数与剂量当量约定真值相

关"此板应有;"78];"78的正方形截面"XFFK板的 散 射 和 吸 收 对 光 子 场 的 影 响 由 修 正 因 子(XFFK进

行修正"作为规则!此板应直接放置在探测器前面"但是!如果要检验角响应!将XFFK板在辐射方向上离

开探测器一定距离放置更可行"如图一所示!这样可以使剂量仪或剂量仪和体模的整体旋转时!XFFK板

保持固定不动"这种布置可保证即使在3"i左右的旋转也能达到完全#建立$并 且 对 于 所 有 旋 转 角 度 只 需 一

个(XFFK值"

以上程序保证校准结果不依赖于对完全#建立$可能的偏离"保证在无XFFK板时!仪器在满足电子平

衡条件的光子场中正确测量"但在光子 和 电 子 混 合 场 中!如 果 电 子 射 程 大 于 测 量 深 度!不 保 证 仪 器 正 确 测

量"这种情况下剂量当量的正确测量!还要求在合适的电子参考辐射场中做1&"E"5’和1&2"’校准!本部分

不涉及"

图 K̂2#在.角度下校准个人

剂量计的示意图

##图例!2"""窄平行束#

!"""需要时的建立板#

;"""参考点#

4"""剂量计#

<"""水板本模$

图 K̂!#棒模!2388"和柱模!5;88"1N!"̂"5#?##"i"$!"̂"5#?#"i"

随能量的变化

图例!8"""2388棒模%方向下##?"""5;88柱模%方向2#

E"""2388棒模%方向!##4"""5;88棒模%方向!$

##注%方向2是以圆柱体的轴线旋转&方向!是以与圆柱体轴线及辐射入射

方向垂直的轴线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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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K̂;#高能光子场中建立曲线的例子

参#考#文#献

!2"$’()*’+(,-’+.:-88,JJ,-’-’6+/,+(,-’O’,(J+’/F)+J@*)8)’(J#R)()*8,’+(,-’-ZR-J)=a@,_+.)’(J

6)J@.(,’1Z*-8=‘()*’+.6+/,+(,-’%-@*7)J#$:6O6)N-*(;3#G)(I)J/+#FR#23><

!!"$:6O6)N-*(;3#23>5#R)()*8,’+(,-’R)J)a@,_+.)’(J/)/-J)/@J[+@‘EJ-@*7)J)‘(*)8)J/)*+Y-’’)Q

8)’(J

!;"$’()*’+(,-’+.:-88,JJ,-’-’6+/,+(,-’O’,(J+’/F)+J@*)8)’(J#R)()*8,’+(,-’-ZR-J)=a@,_+.)’(J

6)J@.(,’1Z*-8=‘()*’+.6+/,+(,-’%-@*7)JAX+*(!#$:6O6)N-*(4;#G)(I)JQ/+#FR#23>>

!4"$’()*’+(,-’+.:-88,JJ,-’-’6+/,+(,-’O’,(J+’/F)+J@*)8)’(J#F)+J@*)8)’(-ZR-J)=a@,_+.)’(J

Z*-8=‘()*’+.XI-(-’+’/=.)7(*-’6+/,+(,-’$J#$:6O6)N-*(45#G)(I)J/+#FR#233!

!<"$’()*’+(,-’+.K(-8,7=’)*1YK1)’7Y#$’()’(,-’+.G+J,7%+Z)(Y%(+’/+*/JZ-*X*-()7(,-’+1+,’J($-’,0,’1

6+/,+(,-’+’/Z-*(I)%+Z)(Y-Z6+/,+(,-’%-@*7)J#%+Z)(Y%)*,)J6)N-*(L-E22<A2#2334

!#"$’()*’+(,-’+.:-88,JJ,-’-’6+/,-.-1,7+.X*-()7(,-’#6)7-88)’Q/+(,-’J-Z(I)$:6X#X@PQ.,7+(,-’#"#

K’’+.J-Z(I)$:6X!2#L-E2A;#X)*J,88-’X*)JJ#L)be-*[#2332

!5"$’()*’+(,-’+.:-88,JJ,-’-’6+/,+(,-’O’,(J+’/F)+J@*)8)’(J#c@+’(,(,)J+’/O’,(J,’6+/,+(,-’

X*-()7(,-’R-J,8)()*J#$:6O6)N-*(45#G)(I)J/+#FR#233!

!>"C6KF=6#MEFE#G&MF#SE#$U=%VESE+’/9M&FX%&L#$EFETE#-’(I)7@*Q*)’(J(+(@J-Z+’

$%&b-*[,’1/-7@8)’(-’(I)7+.,P*+(,-’+’/(YN)()J(,’1-Z*+/,+(,-’N*-Q()7(,-’/-J,8)()*JZ-*NI-Q

(-’J#6+/,+(,-’X*-()7(,-’R-J,8)()*J#<4#%2334&NNE!#5A!5!

!3"C6KF=6#MEFE#-’(I)@J)-Z7-’_)*J,-’7-)ZZ,7,)’(JZ*-8+,*[)*8+(-(I)$:6Oa@+’Q(,(,)JZ-*

.-b)’)*1YBQ*+YJN)7(*+#6+/,+(,-’X*-()7(,-’R-J,8)(*Y#<4#%2334&XXE!2;Q!2<

!2""KUG=69%#VETE#KFG6&%$#XE#G&MF#SE#R$=9W=#TE#M&MUH=UR#CE+’/ V$UUE#VE#

L)@)R-J,JF)G1*-G)’,8%(*+I.)’J7I@(0#X9GQG)*,7I(R-JA!;#G*+@’QJ7Ib),1#%2334&#$%%L"25!

A5"3<#$%GL;A>34!3A<"5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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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UU#=E#WKLCU#FE+’/R6=BU=6#TE#K’1@.+*/)N)’/)’7)-Z/)N(I/-J)J,’+(,JQJ@)%$KG,*Q

*+/,+()/b,(IF-’-)’)*1)(,7NI-(-’JET%HQG)*,7I(!5$3<#F@’7I)/#%233<&

!2!"T6&GV=LR9#GE#K’1@.+*QR)N)’/)’7)H+7(-*J+’/C+*8+(-R-J)=a@,_+.)’(:-’_)*QJ,-’:-)ZZ,Q

7,)’(JZ-*:Y.,’/*,7+.XI+’(-8J$**+/,+()/PYX.+’)QX+*+..).=‘()’/)/F-’-)’Q)*1)(,7XI-(-’G)+8J#

6+/,+(,-’X*-()7(,-’R-J,8)(*Y#<3#%233<&#N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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