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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辐射监测技术人员辐射监测防护与安全

肖 爽1 胡 磊2

1.��2.��荆门市核与辐射和固体废物环境安全防护技术中心 湖北 荆门 448001

摘� 要：辐射监测技术人员是在辐射环境中工作的专业人员，他们的工作涉及到对辐射水平的监测和评估，以及

对辐射安全和健康的保护。因此，辐射监测技术人员的辐射监测防护与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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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核技术的快速发展，为社会各行各业提供了帮助，

包括了医学、工业和国防等等，尤其是在工业中核辐射

的类型较多。然而，由于辐射的存在会对人体健康造成

危害，因此应该加强辐射监测防护，保障工作人员的健

康安全。传统监测防护和安全措施存在一定滞后性，无

法适应当前核技术的应用特点及需求，为此必须加强创

新与改进，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本文将通过分析辐射

监测防护的基本要求，探索辐射监测技术人员辐射监测

防护与安全措施，为实践工作提供参考。

1 辐射概述

辐射是指能量以电磁波或粒子的形式从一个物体传

播到另一个物体。辐射的种类很多，包括宇宙辐射、天

然辐射和人工辐射等。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些辐射的基

本概念。

1.1  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是指由电磁场产生的能量传播[1]。电磁场

是由电荷或带电粒子所产生的一种虚拟磁场，是构成物

质的原子、分子、原子核、光子等物体周围空间中的

场。当带电粒子在磁场中运动时，会产生电磁辐射。电

磁辐射的频率和强度取决于电磁场的强度和带电粒子的

能量。

1.2  电离辐射

电离辐射是指能够将物质原子或分子中的电子从原

子或分子中剥离出来的辐射。根据能量损失机制的不

同，电离辐射可以分为两类：电子伏特型辐射和光子伏

特型辐射。电子伏特型辐射以高能电子流的形式将电子

从物质中剥离出来，通常产生在X射线、伽马射线等辐射
中；光子伏特型辐射以光子的形式将光子从物质中剥离

出来，通常产生在紫外线、可见光等辐射中。

1.3  不同类型辐射的影响
不同类型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也不同。电磁辐射对人

体的影响主要是热效应和非热效应。热效应是指辐射导

致物体内部温度升高，从而使物体变形或破坏。非热效

应包括电磁波对人体生物学效应、感生放射性和诱发突

变等。

1.4  辐射的安全与防护
辐射的安全与防护是非常重要的。为了保护人体免

受辐射伤害，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需要采取屏蔽

措施，将辐射源与人体隔离开来，以减少辐射对人体的

影响。其次，需要采取吸收措施，将放射性物质释放的

能量吸收掉，以减少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此外，还需

要控制辐射监测环境中的污染物水平，尽可能降低环境

中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污染物的水平，以减少对人体健康

的影响。

1.5  天然辐射与人工辐射
天然辐射是指来自地球本身的辐射，如宇宙辐射、

地球辐射等。人工辐射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辐射，如医

疗辐射、工业辐射等。天然辐射和人工辐射在来源、能

量、影响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总之，辐射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自然现象，不同类型

的辐射对人体的影响也不同[2]。了解辐射的基本概念、种

类和影响，以及采取相应的防护措施，对于保护人体健

康具有重要意义。下面，我们将继续介绍其他辐射相关

知识。

2 辐射对人体的危害

2.1  自然辐射
自然辐射包括宇宙辐射和天然辐射。宇宙辐射是指

从宇宙空间中传播的电磁波和粒子流，包括来自太阳、

星系和其他天体的辐射。天然辐射则是指地球本身所产

生的辐射，包括地球磁场、大气层和地表的辐射。

2.2  医疗辐射
医疗辐射是指医疗设备在使用时产生的电磁辐射。

医疗设备包括X光机、CT扫描仪、伽马刀等。医疗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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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时会产生一定量的电磁辐射，这些辐射可能会对人

体造成危害。根据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ICRP）的建

议，医疗设备的电磁辐射安全限值应该符合以下标准：

2.2.1  工作人员安全限值：在正常工作情况下，医疗
设备的工作人员安全限值应该低于每年1希沃特（1Sv =  

1000毫希沃特）。
2.2.2  公众曝露限值：在短期内暴露于高于工作人员

安全限值的情况下，公众的年累积剂量应该低于50毫希

沃特。

2.2.3  短期内暴露限值：在短期内暴露于低于工作人
员安全限值的情况下，公众的年累积剂量应该低于2毫希

沃特。

2.2.4  时间加权平均值：在长期内暴露于低于工作人
员安全限值的情况下，公众的年累积剂量应该低于5毫希

沃特。

需要注意的是，不同类型的医疗设备产生的辐射强

度不同，因此其安全限值也不同。此外，不同国家和地区

对医疗设备电磁辐射安全限值的规定也可能存在差异。

2.3  电磁辐射

电磁辐射是指电场和磁场在空间中传播时产生的能

量传播。电磁辐射可以分为天然电磁辐射和人工电磁辐

射。天然电磁辐射包括地球磁场、大气层和地表的辐

射；人工电磁辐射则是指人类活动产生的电磁辐射，如

医疗辐射、工业辐射等。

2.4  核辐射

核辐射是指由核反应或核能生产所产生的电磁辐

射[3]。核能发电是目前全球主要的发电方式之一，但同

时也存在着潜在的核辐射风险。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的建议，核电站的核辐射安全限值应该符合以
下标准：

2.4.1  最大可接受剂量：在短期内暴露于低于最大可
接受剂量的情况下，公众的年累积剂量应该低于20毫希
沃特。

2.4.2  短期内暴露限值：在短期内暴露于低于最大可
接受剂量20倍的情况下，公众的年累积剂量应该低于200
毫希沃特。

2.4.3  短期内累积剂量限制：在长期内暴露于低于最
大可接受剂量20倍的情况下，公众的年累积剂量应该低
于1000毫希沃特

3 辐射监测的意义

辐射监测是指通过监测辐射源的辐射水平、辐射类

型、辐射时间、辐射源位置等因素，及时掌握辐射的分

布、变化和特征，为保护环境和人体健康提供科学依

据。辐射监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保护环境

辐射是一种能量传播方式，它对环境和生态系统产

生负面影响，尤其是高强度、高能量的辐射会对人体造

成伤害。辐射监测可以及时掌握辐射的分布和变化情

况，了解辐射源的位置和特征，及时采取措施，保护环

境和人体健康。

3.2  保障人体健康
辐射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各种损伤，包括基因突变、

癌症、畸形等。辐射监测可以及时监测人体受到的辐射

强度和累积剂量，了解人体受到的影响，及时采取措

施，保障人体健康。

3.3  促进经济发展

辐射监测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科学依据，促进环保

产业的发展。同时，辐射监测也可以为相关产业提供必

要的信息支持，促进经济发展。

3.4  应对突发事件
辐射监测可以为应对突发事件提供科学依据 [1]。例

如，在核电站事故、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下，辐射监测

可以及时掌握辐射分布和变化情况，为制定应急措施提

供科学依据。

4 辐射监测防护的基本要求

4.1  个人防护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需要穿戴个

人防护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4.1.1  防护性能好：防护装备应该能够有效地阻挡辐
射对人体的伤害。

4.1.2  通风性能好：防护装备应该具有良好的通风性
能，以便在监测过程中及时排出废气。

4.1.3  舒适性好：防护装备应该具有良好的舒适性，
以便工作人员可以长时间佩戴。

4.2  工作场所防护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还需要对工

作场所进行防护。工作场所防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

少辐射对工作人员的影响。具体措施包括：

4.2.1  屏蔽：使用屏蔽设备将辐射源与人体隔离开
来，以减少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4.2.2  吸收：使用吸收材料将放射性物质释放的能量

吸收掉，以减少其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4.2.3  通风：保持工作场所空气流通，有利于放射性
物质及时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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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辐射监测设备的安全使用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使用辐射监测设备时，需要注

意以下几点：

4.3.1  按照说明书正确使用设备。设备应该放置在指
定位置，并避免阳光直接照射。

4.3.2  遵守设备的安全操作规程[2]。在进行辐射监测

前，应该了解设备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并按照规程

操作。

4.3.3  进行设备维护。定期维护设备可以确保设备正
常运行，减少故障率。

4.4  辐射监测环境的安全控制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还需要对辐

射监测环境进行安全控制。具体措施包括：

4.4.1  确定辐射监测环境的安全级别。根据环境中辐

射水平的高低，确定环境的安全级别。

4.4.2  控制辐射监测环境中的污染物水平。尽可能降

低环境中放射性物质和其他污染物的水平，以减少对人

体健康的影响。

4.4.3  确定辐射监测环境中的安全范围。根据环境中

辐射水平的高低，确定安全范围，避免过高或过低的辐

射水平对人体造成伤害。

4.5  辐射监测报告的真实性控制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发布辐射监测报告时，需要保

证报告真实、准确。为了确保辐射监测报告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4.5.1  确保数据来源可靠。数据来源应该是可靠的、
真实的，并且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4.5.2  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进行数据分析和处理

可以有效地减少误差，保证辐射监测报告的准确性和可

靠性。

5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辐射监测防护与安全建议

5.1  监测基本方法
5.1.1  首先，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根据监测目的和要求，选择合适的辐射监测仪器。

不同类型的辐射监测仪器，其监测原理和方法也不尽相

同。因此，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选择辐射监测仪器时，

应该根据监测目的和要求，选择合适的辐射监测仪器。

5.1.2  其次，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根据监测仪器的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辐射监测仪

器[3]。在使用辐射监测仪器时，应该注意辐射源的位置、

辐射类型、辐射强度等因素，以及监测仪器的使用条件

和限制。

5.1.3  此外，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注意个人防护。在进行辐射监测时，应该穿戴个人

防护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应该具有防护性能好、通风性

能好、舒适性好等特点。在选择个人防护装备时，应该

根据辐射类型、辐射强度和监测时间等因素进行选择。

5.2  加强辐射监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检查
辐射监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检查对于保障辐射监

测工作的安全和有效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应

该加强辐射监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检查。

5.2.1  首先，应该建立定期的身体健康检查制度。这
一制度应该包括以下内容：每年进行一次全面的体检，

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心电

图、腹部彩超、甲状腺功能等方面的检查。对于从事放

射性工作时间较长的技术人员，还应该增加特殊项目的

检查，如肺部CT、骨密度等。
5.2.2  其次，应该加强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疗。辐射监

测技术人员在工作中接触到的辐射源种类多、时间长，

可能会导致多种职业病，如电离辐射病、肌肉萎缩、白

血病等。因此，应该加强职业病的预防和治疗，采取有

效的措施减少职业病的发生率，如佩戴个人防护装备、

进行定期体检、合理安排工作时间等。

5.2.3  最后，应该建立健康档案，对辐射监测技术

人员的身体健康情况进行跟踪和分析。对于发现有职业

病的技术人员，应该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同时，

对于健康状况良好但因工作需要经常接触辐射的技术人

员，也应该进行定期体检，确保其身体健康状况良好。

5.3  规范防护措施
5.3.1  首先，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根据监测目的和要求，选择合适的辐射监测仪器。

不同类型的辐射监测仪器，其监测原理和方法也不尽相

同。因此，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选择辐射监测仪器时，

应该根据监测目的和要求，选择合适的辐射监测仪器。

5.3.2  其次，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根据监测仪器的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辐射监测仪

器。在使用辐射监测仪器时，应该注意辐射源的位置、

辐射类型、辐射强度等因素，以及监测仪器的使用条件

和限制。

5.3.3  此外，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注意个人防护。在进行辐射监测时，应该穿戴个人

防护装备。个人防护装备应该具有防护性能好、通风性

能好、舒适性好等特点。在选择个人防护装备时，应该

根据辐射类型、辐射强度和监测时间等因素进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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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4  最后，辐射监测技术人员在进行辐射监测时，
应该注意工作场所防护。在进行辐射监测时，应该对工

作场所进行防护[1]。工作场所防护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

减少辐射对工作人员的影响。在进行防护措施时，应该

采用屏蔽、吸收、通风等措施，将辐射源与人体隔离开

来，以减少辐射对人体的影响。

结语

综上所述，在辐射监测工作中，由于放射源会威胁

到职工和人们的健康与安全，因此在日常工作中，必须

通过有效的防护与监测方法对放射源实时监控，做好安

全作业和防护工作，尽可能降低放射源辐射的剂量，并

加强监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检查，了解掌握职工的身

体健康状态，确保人们和监测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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