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便携式B射线安全检查设备通用规范

)*#,+$$(-+22’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便携式B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的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等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现场安全检查中的各类便携式B射线安全检查设备"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 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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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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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TG232包装储运图示标志$TG232&!"""#)a_$%&5>"’2335%

TG(9!4!;E2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部 分’试 验 方 法#试 验 K’低 温$TG(9!4!;E2&!""2#,/(

$=:#""#>&!&2’233"%

TG(9!4!;E!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部分’试验方法#试验G’高温$TG(9!4!;E!A!""2#,/(

$=:#""#>A!A!’2354%

TG(9!4!;E;电工电子产品基本环境试验规程#试验:+’恒定湿热试验方法$TG(9!4!;E;&233;#)a_

$=:#""#>A!A;’23>4%

TG(9!4!;E<电工电子产品环境试验#第!部 分’试 验 方 法#试 验=+和 导 则’冲 击$TG(9!4!;E<一

233<#,/($=:#""#>A!A!5’23>5%

TG(9!4!;E2"电工电子产品 环 境 试 验#第!部 分’试 验 方 法#试 验H7和 导 则’振 动$正 弦%$TG(9

!4!;E2"A233<#,/($=:#""#>A!A#’23>!%

TG4!">&233;外壳防护等级$$X代码%$)a_$=:#"<!3’23>3%

TG453;E2&233<测量!控制和试验室用电气设备的安全要求#第2部分’通用要求$,/($=:##2"2"A

2’233"%

TG(9#<3;&233#电子测量仪器质量检验规则

TG(925#!#E!&233>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2"""A4A!’233<%

TG(925#!#E;&233>电磁兼容#试验和测量技术#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2"""A4A;’

233<%

TG(925#!#E<&2333电磁兼容#试 验 和 测 量 技 术#浪 涌$冲 击%抗 扰 度 试 验$,/($=:#2"""A4A<’

23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E2#便携式B射线安全检查设备#N-*(+P.)BA*+YJ)7@*,(Y,’JN)7(,-’)a@,N8)’(

一种利用B射线进行现场安全检查的装置!其结构整体或分成单元一般可由工作人员直接携带"

注#在本标准中便携式B射线安全检查设备简称设备$可以单独携带的设备的一部分简 称 单 元$安 装 或

依附在单元上的功能组件简称部件"

;E!#工作位置#-N)*+(,’1N-J,(,-’
按设备的使用要求正常操作设备时!工作人员相对于B射线辐射源的位置"

(#技术要求

4E2#外观

+%表面平整!不应有凹陷&裂纹&划痕等明显的机械损伤或永久变形$

P%涂镀层光洁!不应有起泡&剥落&腐蚀&污渍等缺陷$

7%常触及的部位不应有可能勾扯衣物或划伤皮肤的钉头&尖角&毛边或锐棱"

4E!#机械结构

4E!E2#机箱

应有足够的机械强度和刚度"工作状态下应能放置平稳!无框动"

4E!E!#外壳防护等级

应符合TG4!">’233;的规定!不低于$X!"的要求"

4E!E;#提手

携带单元的提手及其与主体结构的连接应足够牢固!不应有断裂&变形或其他明显失效现象"

4E!E4#脚轮

脚轮应有足够的强度和转动灵活性!与设备的连接应牢固可靠"

4E!E<#连接电缆

+%电缆的收放&接插和分断应设计合理!便于徒手操作"

P%不同用途的插头之间应不能互换插接"

7%电缆根部与接插件的连接须足够牢固!应有防 止 过 度 弯 折 和 拽 脱 的 措 施!并 至 少 应 能 承 受<"L的 拉

力而不出现松脱现象"

4E!E##密封部件

射线源箱体等处的密封部件应保持良好的性能!无渗漏现象"

4E;#运行控制

4E;E2#辐射控制装置

启动辐射和停止辐射时需要操作的控制装置必须置于B射线辐射野之外"

利用距离防护的上述控制装置!其连接到 射 线 源 控 制 端 的 电 缆 长 度 不 应 短 于;8"如 果 使 用 延 时 控 制

装置实现距离防护!延迟时间不应小于2"J"

4E;E!#控制装置的操作

+%开关&按钮和各种装置应操作灵活!手感明确!功能可靠$

P%如果配有无线遥控器!则控制距离至少应达到2"8$

7%直流供电设备的电源应由钥匙开关控制!以防止非工作状态时误通电"

4E;E;#远程控制

如果允许通过远程计算机或网络进行控制!则应提供相应的控制程序"当远程控制因故中断时!设备应

能自动停机或恢复本地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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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E4#标识

+!在供电电源端子附近应标出电源的额定供电电压"或使用电池的型号和连接极性#

P!开关的通断$按钮的功能$各种现场连接的电缆以及备选件的安装均应标识清晰$明确#

7!在可更换的熔断器附近"应标明熔断器的额定值#

/!有可能引起危险的操作装置或步骤应在醒目的位置加警告标记"并在使用说明中突出注明#

)!如果产品的辐射输出可能对感光胶片等物品产生有害影响"则应在醒目的位置提示注意"并在使用说

明中说明#

Z!用图形表示的符号应符合TG453;E2%233<表2的要求#

1!需用文字表示的应当用中文标出#

I!在正常使用和厂家规定的清洁方法下"文字$符 号 和 标 识 应 能 长 期 保 持 清 晰 和 牢 固&4E<#电 源 适 用

范围

使用交流供电的设备"至少应能在23>D!!4!D$45E<M0!<!E<M0的供电范围内正常工作&

用电池供电的设备应采用可充电电池"并应能自 行 对 电 池 充 电&在 电 池 充 满 或 电 池 电 压 超 出 正 常 工 作

范围时"设备应能告知工作人员注意&

对电源有特殊要求的单元或部件"应在相应的产品标准中明确加以说明&

4E##电气安全

4E#E2#接地

当使用交流供电时"应有可靠的保护接地端"并采用单相三线’相$零$地!电源线和连接插件&保护接地

端与保护接地的所有可触及金属部件之间的阻抗不应大于"E24&

4E#E!#绝缘电阻

当使用交流供电时"所有可触及金属 部 件 与 供 电 电 源 端 子 之 间 的 绝 缘 电 阻 应 为(在 正 常 条 件 下 不 小 于

2""F4"在潮热条件下不小于!F4&

4E#E;#漏电流

当使用交流供电时"所有可触及零部件与地之间以及两个可触及件间的漏电流应为(正弦波时不超过"E

<8K有效值"非正弦波时不超过"E58K峰值或!8K直流值&

4E#E4#介电强度

当使用交流供电时"保护接地与供电 电 源 端 子 之 间 的 介 电 强 度 应 为(能 承 受 不 低 于 TG453;E2%233<

表R4中;""D挡规定的试验电压"而不出现击穿或重复飞弧&

4E#E<#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当使用交流供电时"与供电电源 相 连 接 电 路 的 电 气 间 隙 和 爬 电 距 离 应 为(不 低 于 TG453;E2%233<表

R4中;""D挡的规定&

4E5#辐射防护要求

4E5E2#泄漏辐射

+!距B射线辐射窗口28处"泄漏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不超过"E"!8TY)I&

P!距B射线源表面<"88处"泄漏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应不超过"E!8TY)I&

注(本标准用空气比释动能描述辐射强度"而不用照射量&空气比释动能的单位为戈瑞’TY!"它 与 照 射

量’单位:)[1或6!的关系为(2TYh!E3#]2"A!:)[1"或2TYh22<6&

4E5E!#杂散辐射

+!B射线辐射时"工作位置处杂散辐射的空气比释动能率不应超过"E#8TY)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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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如工作位置的辐射强度超过上述限值"产品应规定有效的射线防护措施"保证防护措施下工作位置的

辐射强度低于上述限值#

7!以B射线辐射窗口为基准点"产品标准应给出各种可能工作位置的杂散辐 射 分 布 图 或 若 干 个 点 的 杂

散辐射最大数值"以利于估算工作人员可能的吸收剂量#

4E5E;#辐射野的限制

B射线辐射窗口上应安装限束系统$如限束器%光阑等!"保证辐射野外的辐射强度有明显下降#

4E>#性能要求

4E>E2#功能

设备在正常工作条件下进行正确操作"应能完成产品标准中规定的各项功能#

4E>E!#辐射输出

产品标准应规定设备中B射线源的辐射输出强度#对连续型B射线源"辐射输出用空气比释动能率表

示"单位是 8TY&J$或其约量!’对脉冲型B射线源"辐射输出用一个或几个脉冲的空气比释动能表示"单位

是8TY&脉冲数$或其约量!#

4E>E;#穿透能力

产品标准应规定设备的穿透能力#穿透能力用在B射线影像显示器上清晰地显示出所穿透的最大铝材

料厚度表示"单位是88铝$或88K.!#铝材料的成分应符合附录K的要求#

4E>E4#空间分辨力

产品标准应规定设备的空间分辨力#在空气背景下的空间分辨力可用下述任一方式表示(

+!在B射线影像显示器上能清晰地分辨出的以铅$或其他等效的材料!制成的线 对 卡 的 最 大 线 对 数"用

线对数$.N&88!表示#本标准推荐采用此方式#

P!在B射线影像显示器上能清晰地显示出的最细单根实心圆铜线"用标称直径$88!表示#

4E3#工作状态指示

+!设备电源的接通应有明显指示"一般宜用黄色指示灯#

P!B射线辐射时应有明显指示"一般应为红色指示灯"且显示时间不应短于"E<J#

7!设备发生故障时应有明确指示#

/!使用电池作为电源的设备"应有电池状态的指示$如(正常%充足%欠压%故障等!#

)!在#""".‘的明亮光线和!<.‘的昏暗光线下"均应能清晰地分辨出各种指示#

4E2"#环境适应性

4E2"E2#工作环境

室内工作型(至少能在温度下限?<f%温度上限?;<f%最大相对湿度3"\的环境条件 下 工 作"并 应 能

满足4E>E2的要求#

室外工作型(至少能在温度下限)2<f%温度上限?<"f%最大相对湿度3<\的环境条件下工作"并应能

满足4E>E2的要求#

4E2"E!#贮存环境

至少能在温度下限A2<f%温度上限?<"f%最大相对湿度3<\的环境条件下贮存"而不 致 引 起 设 备 机

械和电性能受损#

4E2"E;#机械应力

应能承受正常安装%使用%携带和交通工具运输中的振动和冲击"而不致引起设备机械和电性能受损#

4E22#电磁兼容性

245!""#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4E22E2#静电放电骚扰

正常操作时的可触及部位如果受到一定强度的静电放电骚扰!设备应能正常工作"

4E22E!#射频电磁场辐射骚扰

应能在一定强度的射频电磁场辐射骚扰环境下正常工作"

4E22E;#浪涌#冲击$骚扰

供电电源端口受到外来浪涌#冲击$电压骚扰时!允许设备的性能暂时下降!但此后应能恢复正常工作"

%#试验方法

<E2#正常试验条件

除特别声明的试验外!其余试验应在下列条件下进行%

&&&温度%2<f!;"f’

&&&相对湿度%!<\!5<\’

&&&大气压力%>#[X+!2"#[X+’

&&&附近没有足以影响测试结果的其他电离辐射源工作’

&&&以B射线束出射窗口为圆心!半径!8的范围内不应有足以影响测试结果的B射线散射体’

&&&设备处于产品标准规定的默认工作参数"

<E!#外观检验

目视检查外观!应符合4E2的要求"

<E;#机械结构试验

<E;E2#机箱

将设备按工作状态放置并手检其稳定性!然 后 按TG453;E2&233<的>E2和>E!进 行 机 箱 外 壳 硬 度 和

冲击锤试验#液晶显示器表面和指示灯罩上不做$!均应符合4E!E2的要求"

此项试验宜在机械应力试验后进行"

<E;E!#外壳防护等级

按TG4!">&233;的第2!章对外壳防护等级进行试验!应符合4E!E!的要求"

<E;E;#提手

按TG453;E2&233<的5E4进行提手牢固度试验!应符合4E!E;的要求"

<E;E4#脚轮

按TG453;E2&233<的>E4对装有脚轮的底边进行跌落试验!应符合4E!E4的要求"

<E;E<#连接电缆

固定电缆插头!用<"L的拉力牵拉电 缆 线<8,’!然 后 检 查 电 缆 与 接 插 件 的 连 接 和 电 缆 在 设 备 上 的 插

接!均应符合4E!E<的要求"

<E;E##密封部件

目视或由产品标准规定方法进行试验!应符合4E!E#的要求"

<E4#运行控制试验

<E4E2#辐射控制装置

按产品标准规定进行操作(核验和测量#见<E>E;$!应符合4E;E2的要求"

<E4E!#控制装置操作

目视检查并按照产品标准和说明书操作!应符合4E;E!的要求"

<E4E;#远程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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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产品标准和说明书操作!应符合4E;E;的要求"

<E<#标识检验

+#目视检查各种标识是否按4E4的要求标出"

P#耐久性实验$先用软布沾设备规 定 的 清 洁 剂%无 规 定 时 沾 水#轻 擦 标 记2<J!然 后 再 沾 异 丙 醇 轻 擦2<

J!擦后标识仍应清晰可辨!粘贴的标牌不应松脱或卷边"

<E##电源适用范围试验

对使用交流供电的设备应采用以下方法进行试验!用电池供电的设备试验方法应由产品标准另行规定"

+#将可调电源输出频率置于<"M0g"E<M0!电 压 分 别 置 于 设 备 供 电 电 压 下 限 和 上 限!并 至 少 保 持2<

8,’!再进行性能测试!均应满足4E<的要求"

P#将可调电源输出电压置于!!"Dg<D!频 率 分 别 置 于 设 备 的 供 电 频 率 下 限 和 上 限!并 至 少 保 持2<

8,’!再进行性能测试!均应满足4E<的要求"

本试验宜在工作温度上&下限的环境条件下进行"

<E5#电气安全性试验

<E5E2#接地

目视检查保护接地端和电源线!并测量保护接地端到保护接地的所有金属部件之间的阻抗!应符合4E#E

2的要求"

<E5E!#绝缘电阻

设备的电源开关处于接通位置!但电源插头不接入供电 网’使 用<""D兆 欧 表!分 别 在 正 常 试 验 条 件 以

及表2规定的恒定湿热条件下测量!应符合4E#E!的要求"

<E5E;#漏电流

按TG453;E2(233<附录K的要求测量!不应超过4E#E;的要求"

<E5E4#介电强度

按照TG453;E2(233<中#E>的要求进行"鉴定检验在试验前应先进行潮湿预处理"质量一致性检验

在试验前则由产品标准规定抽样方案!在批量产品中抽 取 一 定 数 量 的 样 机 进 行 潮 湿 预 处 理"试 验 电 压 采 用

TG453;E2(233<表R4中;""D挡!施加规定的电压并持续28,’!应符合4E#E4的要求"

<E5E<#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

按照TG453;E2(233<中#E5的要求!用目视和测量 进 行 检 查"根 据 目 前 设 备 采 用 相 关 绝 缘 材 料 的 性

能!:9$指数可定为<""左右"测试结果应符合4E#E<的要求"

<E>#辐射防护测试

<E>E2#泄漏辐射

B射线束出射窗口应当用符合附录K要求的不小于2"个半价层%见附录G#厚度的铅块屏蔽好!然后用

辐射仪按以下方法测量空气比释动能$

+#将B射线源设置在最高工作管电压和在该电压对应的最大束流下"

P#以B射线束出射窗口为圆心&半径.8的球面上至少选<点进行测量!各点的泄漏辐射均应符合4E5E

2+#的要求"

7#在距B射线源外表面四周<"88处至少选<点进行测量!各点的泄漏辐射均应符合4E5E2P#的要

求"

对于脉冲式B射线源!则应把脉冲对应的参数和重复频率!折算成2I的空气比释动能"

<E>E!#杂散辐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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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辐射仪按以下方法测量空气比释动能!

+"B射线源放置在空旷的试验场地#距离最近的墙体应在!8以上$

P"设备按工作状态放置就位$

7"在B射线影像接收面前贴近放置一块标准散射体%参见附录:"#模拟被检测物体对B射 线 的 散 射 作

用$

/"将B射线源设置在最高工作管电压和在该电压对应的最大束流下$

)"在工作位置至少选<点#并按产品规 定 使 用 防 护 设 施 后 进 行 测 量#各 点 的 杂 散 辐 射 均 应 符 合4E5E!

+"的要求&

Z"按产品标准提供的杂散辐射分布图 或 杂 散 辐 射 最 大 数 值 任 选<点 进 行 复 测#各 点 均 不 应 超 过&对 于

脉冲式B射线源#则应把脉冲对应的参数和重复频率折算成2I的空气比释动能&

<E>E;#辐射野限制

用辐射仪按以下方法获得的辐射野中心’辐射野边缘外的测量值至少应相差<倍&

+"设备按工作状态放置就位#并按产品有关规定安装限束系统$

P"在B射线影像接收平面与辐射束轴线的交点处测量辐射野中心的空气比释动能$

7"在B射线影像接收平面上#距影像接收平面中心 点 最 远 的 辐 射 野 边 缘 外 侧"E28处 任 选;点#测 量

辐射野边缘外的空气比释动能&

<E3#性能要求试验

<E3E2#功能检测

在正常条件下#按产品使用说明书进行功能操作#应符合4E>E2的要求&

<E3E!#辐射输出

将辐射仪置于B射线辐射束轴线上#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检测距离和测试条件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其规

定的强度&

<E3E;#穿透能力

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其规定的要求&

<E3E4#空间分辨力

按产品标准规定的测试条件进行测试#结果应符合其规定的要求&

<E2"#工作状态指示检验

目视检查和操作设备#应符合4E3的有关要求&

在无阳光直射和反光的情况下#分别将设备附近 的 环 境 光 照 度 提 高 到#"""2‘g#"".‘以 及 降 低 到!<

2‘g;.‘#并在正常操作位置观察各种指示#应符合4E3的有关要求&

<E22#环境适应性试验

<E22E2#工作环境试验

工作环境试验见表2&

<E22E!#贮存环境试验

贮存环境试验见表!&

<E22E;#机械应力试验

机械应力试验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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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工作温度和湿度试验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 检#查#项#目

低温
不高于工作温度下 限!持 续 时

间"!I

按TG#9!4!;E2试 验 KP进

行

高温
不低于工作温度上 限!持 续 时

间"!I

按TG#9!4!;E!!根据设备工

作时 的 表 面 温 度!选 择 试 验

GP或G/进行

试验开 始 前 的 初 测 和 每 项 试

验结束 前 的 中 间 测 试 应 该 检

验4E2!4E<$4E>

恒定湿热

工作温度上限士!f相

对湿度"3;?!A;\
持续时间"4>I

按TG#9!4!;E;试 验:+ 进

行

试验 结 束 前 检 验4E#E!%试

验结束后恢 复!I!检 验4E2!

4E#E4$4E>
##注"超越正常环境条件的性能测试!允许精简中间测试步骤%

表!#贮存温度试验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方#法 检#查#项#目

低温贮存
不高于贮存温度下 限!持 续 时

间"2#I
按TG#9!4!;E2试验KP

高温贮存
不低于贮存温度上 限!持 续 时

间"2#I
按TG#9!4!;E!试验GP

试验 结 束 后 至 少 恢 复!I!然

后检验4E2!4E;E!+&$4E>

表;#机械应力试验

试验项目 严#酷#等#级 试验过程 试验方法 检#查#项#目

扫频耐久

机械振动

正弦 波2"M0!<<M0!速 率2-7(#
8,’!振 幅"E2<88 或!"8#J!!#$
P$U三个轴向

每 轴 向 4<

8,’
TG#9!4!;E2"

偶然性

机械冲击

加速度2<"8#J!!半 个 正 弦 波!持 续

时间228J!六个面
每个面三次 TG#9!4!;E<

每项试验 结 束 后!应

检验4E2$4E!E2$4E

>

注"对于不宜与试验设备台面直接接触的液晶显示器屏幕等部位!可夹垫厚度不超过<88的缓冲衬垫%

<E2!#电磁兼容性试验

<E2!E2#静电放电抗扰度测试

按TG#925#!#E!’233>进行静电放电抗扰度试验!试 验 等 级 应 不 低 于;级%试 验 结 果 应 满 足4E22E2

的要求%

<E2!E!#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测试

按TG#925#!#E;一233>进行射频电磁场辐射抗扰度试验!试验等级应不低于!级%试验结 果 应 满 足

4E22E!的要求%

<E2!E;#浪涌(冲击&抗扰度测试

按TG#925#!#E<一2333进 行 浪 涌(冲 击&抗 扰 度 试 验!试 验 等 级 应 不 低 于!级%试 验 结 果 应 满 足4E

22E;的要求%

$#检验规则

#E2#检验类型和分组

按TG#9#<3;一233#!检验分为鉴定检验和质量一致性检验两种类型!并根据产品性能特性!将所有交

检项目划分为K一H六个检验组%

#E!#检验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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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检验类型下的检验项目按表4的规定进行!

#E;#缺陷的判定和分类

致命缺陷"对人身安全构成危险或严重损坏设备基本功能的缺陷!

严重缺陷"误差超过规定的极限#部分功能失效或妨碍设备正常操作的缺陷!

轻微缺陷"无碍大局或可以通过简单调整而使设备维持基本功能的缺陷!

#E4#检验样品的抽样与合格判定

按照:G$9#<3;一233#中第<章的有关要求进行抽样和合格判定%KcU取值范围应不大于#E<!

表4#检验分组与检验项目

检验组别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鉴定检验
质量一致

性检验

缺陷分类

致命 严重 轻微
备#注

K 外观 4E2 <E! 7 7 H
= 机箱 4E!E2 <E;E2 7 H
G 外壳防护等级 4E!E! <E;E! 7 H
= 提手 4E!E; <E;E; 7 H
= 脚轮 4E!E4 <E;E4 7 H
= 连接电缆 4E!E< <E;E< 7 8 H
= 密封部件 4E!E# <E;E# 7 7 H
= 辐射控制装置 4E;E2 <E4E2 7 8 H
K 控制装置的操作 4E;E! <E4E! 7 7 H
G 远程控制 4E;E; <E4E; 7 8 H
G 标识 4E4 <E< 7 8 H
: 电源适用范围 4E< <E# 7 8 H
K 接地 4E#E2 <E5E2 7 7 H
K 绝缘电阻 4E#E! <E5E! 7 7 H
K 漏电流 4E#E; <E5E; 7 7 H
K 介电强度 4E#E4 <E5E4 7 7 H

K
电气间隙和

爬电距离
4E#E< <E5E< 7 H

K 泄漏辐射 4E5E2 <E>E2 7 7 H
K 杂散辐射 4E5E! <E>E! 7 8 H
K 辐射野的限制 4E5E; <E>E; 7 8 H
K 功能 4E>E2 <E3E2 7 7 H
G 辐射输出 4E>E! <E3E! 7 7 H
G 穿透能力 4E>E; <E3E; 7 7 H
G 空间分辩力 4E>E4 <E3E4 7 7 H
G 工作状态指示 4E3 <E2" 7 H
: 环境适应性 4E2" <E22 7 8 H
R 电磁兼容性 4E22 <E2! 7 H
G 标志和标签 5E2 7 H
G 包装 5E! 7 8 H
G 随机技术文件 3 7 H
H 可靠性 8 8 H 自定

G 特殊性能 8 8 自定

##注"7表示应进行检验的项目!8表示需要时进行检验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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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标志!标签!包装和贮存

5E2#标志和标签

!!!应在易于看到的位置标出生产厂名或注册商标"设备型号"名称"出厂编号和执行标准号等#

!!!应出具检验合格证明和质量保证卡#

!!!应出具部件"备件"选件和文件等装箱明细表#

!!!外包装上应印有储运说明和符合TG232规定的相关标志符号#

!!!需用文字表示的应当用中文标出#

5E!#包装

应采取防潮"防压"防撞和减震等措施$确保正常装卸"运输和贮存时不会对设备结构和电路部件造成损

伤#

5E;#长期贮存

设备如允许长期贮存$应注明长期贮存的适宜环境$定期保养的周期和步骤$重新启用的注意事项$以及

贮存时间超过一定年限时应更新部件的清单和重新交检的手续#

/#随机技术文件

>E2#概述

随同设备应提供中文的技术说明"使用说明和服务信息等尽可能详尽的用户文件$除此之外还必须用显

著的字体给出涉及辐射安全的有关内容#

>E!#技术说明

应包括以下内容%

!!!供电电压范围$供电频率范围$整机功耗&

!!!工作环境和贮存环境的温湿度范围&

!!!主要单元"部件的外形尺寸和质量&

!!!保障安全使用的正确步骤和应注意的事项&

!!!主要功能及其技术指标&

!!!基本工作原理和检测能力的说明#

>E;#使用方法

应包括以下内容%

!!!系统的安装和拆解方法&

!!!安放位置以及对周围电磁环境的要求&

!!!系统各单元之间的电缆连接&

!!!操作控制装置的识别和使用&

!!!显示"报警和警告信息的说明&

!!!与部件"附件或其他设备连接的说明&

!!!正确的操作步骤和排除突发事故方法&

!!!尽量避免对被检测物品产生有害影响的方法&

!!!日常维护"检查"保养"清洁和常见故障的处理&

!!!可替换零部件清单&

!!!产品寿命终止需报废处理时$应遵守的法律法规要求#

>E4#服务信息

545!""#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应包括以下内容!

"""制造厂详细名称和地址#

"""设备的质量保证期及相关责任#

"""技术服务和设备维修部门的联络信息$

>E<#辐射安全内容

"""要求工作人员必须经过辐射安全防护的培训和考核#

"""参照附录R的内容%对设备使用时 杂 散 辐 射 的 情 况 进 行 评 估%给 出 杂 散 辐 射 分 布 图 或 典 型 位 置 数

值%保证相关人员的安全作业#

"""根据产品的辐射输出以及正常加载因数%声明产品是否对感光胶片等物品产生有害影响#

"""有电源钥匙开关的设备%要求制定电源钥匙管理办法$

附#录#K
&资料性附录’

与B射线检测有关的金属材料的成分

在本标准中%以铅或铝的厚度表示衰减当量和半价层的值%适用于下列成分的参考材料!

"""纯度不低于33E3\(密度为!E51)78; 的铝$

"""纯度不低于33E3\(密度为22E;<1)78; 的铅$

附#录#G
&规范性附录’

B射线防护材料的半价层

表GE2给出了宽束B射线屏蔽材料铅的近似半价层厚度$

表GE2#铅的半价层厚度

B射线源的管电压

[D

半价层厚度

88
<" "E"<
5< "E2<
2"" "E!<
2<" "E!3
!"" "E4!
!<" "E>#
;"" 2E5"

##注!中间管电压值的近似半价层可由线性插值法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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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资料性附录"

标准散射体

##标准散射体用于模拟物体对B射线的散射作用#根据B射线源性能的不同和检测对象的不同$标准散

射体采用的材料和大小也有很大差异#

对本标准适用的散射体定义为%

&&&材料%质地均匀的白松木板$含水率&2!\’

&&&加工%表面光洁$无毛茬或木疖子$木材拼接时不得用金属材料’

&&&外形尺寸%厚度5<88$长宽尺寸应与被测试设备的影像接收平面 长 宽 尺 寸 相 当!长 宽 尺 寸 误 差 均

应小于!"\"#

附#录#R
!资料性附录"

关于杂散辐射防护措施的建议

"&,#特点及措施

用于现场安全检查的便携式B射线设备与医用或工业探伤用的便携式B射线设备相比$在使用时有明

显的特点%

&&&运行环境和周围空间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因此形成杂散辐射的环境变化非常大#

&&&不同使用部门的安检任务量和实际参加操作的人员不确定性$使每个工作人员的年累计工作

量!即年累计被射线照射的时间"差别很大$不易估算个人吸收剂量#

&&&安检任务往往要求急迫$常使得现场准备工作仓促$辐射防护难于考虑周到#

鉴于上述特点$设备在运行前难以按照$K=K!国际原子能机构"安全丛书L-E22<的防护与安全最优化

规定$确定出控制防护区域和监督防护区域#由于杂散辐 射 的 辐 射 强 度 随 着 与 辐 射 源 距 离 的 增 加 而 急 剧 下

降$为了防止或减少现场工作人员遭受不必要的杂散辐射$建议尽可能采取距离防护措施$即%在射线辐射期

间$现场工作人员应处于B射线辐射源辐射方向的背后$并尽可能地远离#

"&+#剂量限值的选择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杂散辐射对现场工作人员健康的影响$应当根据人员情况和工作性质的不同$分别

制定每年的最大吸收剂量限值#按照安全丛书L-E22<一览/中 规 定 的 防 护 与 安 全 最 优 化 的 原 则$工 作 人

员的职业照射不应超过!"8%_(+的有效剂量限值$考虑到相关 技 术 和 标 准 的 提 高 和 发 展 趋 势$以 及 根 据 现

有的运行经验和剂量控制经验$本标准选定了三级剂量 限 值 作 为 工 作 人 员 年 有 效 剂 量 的 上 限#从 事 设 备 操

作和在设备附近配合工作的人员$应采取各种防护措施尽可能使年有效剂量低于K级#

三个等级的限值如下%

K级%#8%_(+%G级%2!8%_(+’:级%!"8%_(+#

表RE2按照三种剂量限值和不同的年工作量$分别 计 算 出 了 工 作 位 置 处 允 许 的 最 大 空 气 比 释 动 能 率$

作为估算工作人员年有效剂量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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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RE2#不同等级限值允许的空气比释动能率

年工作量

I

工作位置处的最大空气比释动能率

)TY!I"86!I#

K级 G级 :级

<"" 2!"2E;># !4"!E5## 4""4E##

4"" 2<"2E5;# ;"";E4<# <""<E5<#

;"" !""!E;# 4""4E## ##E#5"5E#5#

!"" ;"";E4<# #""#E3# 2"""22E<#

2"" #""#E3# 2!""2;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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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E<# #"""#3#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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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工作位置处空气比释动能率超过#"")TY!I时%需采取必要的射线防护措施&

"&’#表RE2的应用举例

例2$求最大年工作量

已知射线辐射时某工作位置处空气比释动 能 率&2!")TY!I%且 要 求 年 有 效 剂 量 应 低 于 K级’经 查 表 可

知%最大年工作量为<"I’如检查每件物品的平均照射时间为2"J%则全年最多可检查2>"""件次的物品&

例!$确定加载时工作位置处的允许空气比释动能率

已知某工作人员每年最大工作量不超过!"I%且要求年有效剂量应低于K级’经查表可知%工作位置的

最大允许空气比释动能率应&;"")TY!I%再 按 照 产 品 有 关 说 明 中 给 出 的 杂 散 辐 射 分 布 图%或 用 辐 射 剂 量 计

实测现场的数据%即可以确定出合理的工作位置&

估算值不在表RE2的范围内时%可按照选定的年有效剂量等级和年工作量直接计算%也能确定工作位置

处的允许空气比释动能率&

"&(#实时监测

产品标准给出的杂散辐射分布图%都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测定的%可能与实际运行时的辐射分布有较

大差别&建议工作人员在工作过程中配戴个人剂量计进行实时监测%并根据实测的空气比释动能率%采取更

为有效的防护措施%防止不确定因素造成有效剂量超标&个 人 剂 量 计 应 定 期 到 当 地 的 卫 生 防 护 部 门 进 行 检

验&

"&%#加强管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第<!号令(放射工作人员健康管理规定)%对年有效剂量不超过K级的工作

人员%应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并建立个人剂量档 案’对 年 有 效 剂 量 超 过 K级 但 很 少 超 过G级 的 工 作 人 员%除

上述措施外还应采取个人剂量监测措 施%并 每 年 进 行 一 次 体 检’对 年 有 效 剂 量 超 过G级 但 没 超 过:级 的 人

员%除上述两类采取的措施外%在工作加载期间还应佩 戴 射 线 防 护 器 具"如 含 铅 的 橡 胶 围 裙*手 套*面 罩 或 眼

镜等#&

对怀孕或其他处于敏感时期的工作人员%应按照$K=K安全丛书L-E22<中2E2#*2E25和2E2>的要

求%改善其工作条件&

"<5 !""#年无损检测与探伤应用技术标准手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