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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１７９８２—２０００《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受照剂量估算的模式和参数》。

本标准与ＧＢ／Ｔ１７９８２—２０００相比，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修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

———修改了表Ａ．１、表Ｆ．１、表Ｆ．２、表Ｆ．３、表Ｇ．１、表 Ｈ．１、表Ｉ．１、表Ｉ．３中有关参数的部分数据。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辐射防护与核安全医学所、中国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

所、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圳市职业病防治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拓飞、周强、张庆、袁龙、徐翠华、张良安、徐小三、张京、李文红、马加一、王小强、

张建峰、付熙明。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１７９８２—２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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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受照剂量估算的

模式和参数

１　范围

本标准提出了核事故应急不同阶段依据应急辐射监测数据（或由烟羽扩散模式导出的相应数据）估

算公众受照剂量的模式和参数。

本标准适用于核事故应急情况下公众所受辐射剂量的估算和评价。核设施正常运行情况下公众受

照剂量的估算和评价也可参考应用。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２．１

应急　犲犿犲狉犵犲狀犮狔

需要立即采取某些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以避免事故发生或减轻事故后果的状态，有时也称为

紧急状态；同时，也泛指立即采取超出正常工作程序的行动。

２．２

核事故　狀狌犮犾犲犪狉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核电厂或其他核设施中很少发生的严重偏离运行工作状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放射性物质的释

放可能或已经失去应有的控制，达到不可接受的水平。

２．３

事故早期　犲犪狉犾狔狆犺犪狊犲狅犳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由出现明显的放射性释放的先兆（即开始察觉到可能出现场外辐射后果）到释放开始以后的最初几

小时的这段时间。

２．４

事故中期　犻狀狋犲狉犿犲犱犻犪狋犲狆犺犪狊犲狅犳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从开始释放放射性物质后的最初几小时，一直延续几天到几个星期的这段时间。在这阶段开始，通

常大部分释放已经出现，且大部分放射性物质已沉积于地面，但主要是惰性气体释放时则除外。

２．５

事故后期　犾犪狋犲狆犺犪狊犲狅犳犪犮犮犻犱犲狀狋

自事故中期以后延续几周到几年的这段时间。

２．６

烟羽　狆犾狌犿犲

释放到环境中的放射性物质的气载“烟云”。

２．７

再悬浮　狉犲狊狌狊狆犲狀狊犻狅狀

因土壤的机械扰动和风的作用使污染物从地面、物体表面等沉积表面返回大气的过程。

３　基本原则

３．１　核事故情况下估算公众成员受照剂量时应考虑事故不同阶段的所有主要照射途径和主要放射性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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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核事故时释放的对公众成员受照剂量有重要意义的放射性核素参见附录Ａ的表Ａ．１。不同类型

核事故、不同阶段应考虑的放射性核素参见附录Ａ的表Ａ．２。

３．２　事故早期的剂量估算应主要依靠模式计算，监测结果用来检验和修正模式。

３．３　事故中、后期应根据已获得的大量监测资料或采用经过修正的模式进行公众受照剂量估算。事故

不同阶段各照射途径需要模式计算或监测的重要量参见附录Ｂ。

４　事故早期剂量估算

４．１　重要照射途径

事故早期的重要照射途径有烟羽外照射（γ和β外照射）、吸入烟羽内照射、皮肤和衣服上核素沉积

的β外照射、核素地面沉积γ外照射和吸入再悬浮核素的内照射。

４．２　烟羽外照射剂量

４．２．１　γ外照射剂量

γ外照射剂量估算公式包括：

ａ）　基于地面上方１ｍ处γ周围剂量当量犎
·

ｐγ 的估算，见式（１）。

犎ｐγ＝∫
τ

狅
犎
·

ｐγ（狋）ｄ狋×犛犉ｐγ …………………………（１）

式中：

犎ｐγ　 ———在烟羽通过期间τ内烟羽所致的γ外照射剂量当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犎
·

ｐγ（狋）———狋时刻烟羽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的γ外照射周围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希沃特

每秒（Ｓｖ·ｓ－１）；

犛犉ｐγ ———建筑物对烟羽外照射的屏蔽因子，对个人犛犉ｐγ取作１，对群体犛犉ｐγ取作０．７。

ｂ）　基于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Ψ 的估算，见式（２）。

犎ｐγ＝Ψ×犇犆犉ｐγ×犛犉ｐγ …………………………（２）

式中：

犎ｐγ　 ———在烟羽通过期间τ内烟羽中核素所致的γ外照射剂量当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Ψ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单位为贝可秒每立方米（Ｂｑ·ｓ·ｍ
－３）；

犇犆犉ｐγ———剂量转换系数，即核素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所致γ外照射剂量，单位为Ｓｖ·（Ｂｑ·ｓ·

ｍ－３）－１，犇犆犉ｐγ的数值参见附录Ｃ；

犛犉ｐγ ———建筑物对烟羽外照射的屏蔽因子，对个人犛犉ｐγ取作１，对群体犛犉ｐγ取作０．７。

４．２．２　皮肤β照射剂量

皮肤β照射剂量估算公式包括：

ａ）　来自烟羽中放射性惰性气体所致皮肤当量剂量犎ｉβ
的估算，见式（３）。

犎ｉβ＝Ψ×犇犆犉ｉβ×犛犉β …………………………（３）

式中：

犎ｉβ　 ———空气中放射性惰性气体所致皮肤β照射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Ψ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单位为贝可秒每立方米（Ｂｑ·ｓ·ｍ
－３）；

犇犆犉ｉβ———剂量转换系数，即惰性气体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所致的皮肤β照射当量剂量，单位为

Ｓｖ·（Ｂｑ·ｓ·ｍ
－３）－１，相关的几种放射性惰性气体的犇犆犉ｉβ数值参见附录Ｄ；

犛犉β ———衣服和人体对β辐射的屏蔽因子，该屏蔽因子与个人的习惯、衣着、姿势、季节和时

间等因素有关，其时间平均的代表值可取０．５，对于保守估计可取作１。

ｂ）　基于近地面空气中放射性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Ψ 的估算，见式（４）。

２

犌犅／犜１７９８２—２０１８



犎ａβ＝Ψ×犇犆犉ａβ×犛犉β …………………………（４）

式中：

犎ａβ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所致皮肤β照射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Ψ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单位为贝可秒每立方米（Ｂｑ·ｓ·ｍ
－３）；

犇犆犉ａβ———剂量转换系数，即核素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所致的皮肤β照射皮肤当量剂量，单位为

Ｓｖ·（Ｂｑ·ｓ·ｍ
－３）－１，不同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ａβ数值参见附录Ｅ；

犛犉β ———衣服和人体对β辐射的屏蔽因子，该屏蔽因子与个人的习惯、衣着、姿势、季节和时

间等因素有关，其时间平均的代表值可取０．５，对于保守估计可取作１。

ｃ）　基于皮肤和衣服上核素沉积表面比活度犆ｓ的估算，见式（５）。

犎ｓβ＝犆ｓ×犇犆犉ｓβ×犛犉β …………………………（５）

式中：

犎ｓβ　 ———沉积在皮肤和衣服上核素所致β照射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犆ｓ ———皮肤和衣服上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米（Ｂｑ·ｍ
－２）；

犇犆犉ｓβ———剂量转换系数，即皮肤表面沉积核素单位比活度所致皮肤β照射当量剂量，单位为

Ｓｖ·（Ｂｑ·ｍ
－２）－１，不同核素的犇犆犉ｓβ数值参见附录Ｅ；

犛犉β ———衣服和人体对β辐射的屏蔽因子，该屏蔽因子与个人的习惯、衣着、姿势、季节和时

间等因素有关，其时间平均的代表值可取０．５，对于保守估计可取作１。

４．３　吸入烟羽内照射剂量

吸入烟羽内照射剂量犎ｂ的估算，见式（６）。

犎ｂ＝Ψ×犅×犇犆犉ｂ …………………………（６）

　　式中：

犎ｂ　 ———吸入烟羽内照射待积有效剂量或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Ψ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单位为贝可秒每立方米（Ｂｑ·ｓ·ｍ
－３）；

犅 ———人的呼吸率，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１），不同年龄组成员的呼吸率犅 参见附录Ｆ的

表Ｆ．１；

犇犆犉ｂ———吸入剂量转换系数，即吸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

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Ｓｖ·Ｂｑ
－１），不同核素的吸入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ｂ参见附录Ｆ的

表Ｆ．２和表Ｆ．３。

４．４　地面沉积核素γ外照射剂量犎犵γ的估算

４．４．１　基于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犆犵的估算

基于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犆ｇ的估算，见式（７）。

犎ｇγ＝犆ｇ×犇犆犉ｇ×犛犉γ …………………………（７）

　　式中：

犎ｇγ　———地面沉积核素所致外照射剂量当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犆ｇ ———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米（Ｂｑ·ｍ
－２），建议采用峰值或归一化值；

犇犆犉ｇ———剂量转换系数，单位为Ｓｖ·（Ｂｑ·ｍ
－２）－１；犇犆犉ｇ是假定受照射者在室外给定时间τ内

停留时地面沉积核素单位表面比活度所致积分全身剂量，对事故早期τ一般取第１周，

犇犆犉ｇ参见附录Ｇ的表Ｇ．１；

犛犉γ ———考虑了人员在室内居留份额的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犛犉γ参见附录Ｇ的表Ｇ．２。

４．４．２　基于地面上方１犿处γ外照射剂量当量率犎
·

γ 的估算

基于地面上方１ｍ处γ外照射剂量当量率犎
·

γ 的估算，见式（８）。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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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ｇγ＝犎
·

γ×犛犉γ×
（１－ｅ－λτ）

λ
…………………………（８）

　　式中：

犎ｇγ ———地面沉积核素所致外照射剂量当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犎
·

γ ———地面沉积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的γ照射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希沃特每秒（Ｓｖ·ｓ
－１）；

犛犉γ ———考虑了人员在室内居留份额的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犛犉γ参见附录Ｇ中的Ｇ．２；

λ ———核素的有效衰变常数，单位为每秒（ｓ－１）。λ＝λＲ＋λＷ，其中λＲ为核素的物理衰变常数，

λＷ为地面沉积清除速率常数，与核素再悬浮、降水冲洗、核素向下转移有关。对碘核素

λＷ取０．１ａ
－１，对其他核素λＷ取０．０１ａ

－１；

τ ———积分时间，单位为秒（ｓ），一般取６．０４８×１０５ｓ（一周）。

４．５　吸入再悬浮核素内照射剂量

吸入再悬浮核素内照射剂量犎１的估算，见式（９）。

犎１＝Ψ×犅×犇犆犉ｂ×∫
τ

０
犓（狋）×ｅ－λ犚

狋ｄ狋 …………………………（９）

　　式中：

犎１　 ———吸入再悬浮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待积剂量当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Ψ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单位为贝可秒每立方米（Ｂｑ·ｓ·ｍ
－３）；

犅 ———人的呼吸率，单位为立方米每秒（ｍ３·ｓ－１）；

犇犆犉ｂ———吸入剂量转换系数，即吸入单位活度再悬浮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待积剂量当量，

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Ｓｖ·Ｂｑ
－１）；犇犆犉ｂ的数值参见附录Ｆ的表Ｆ．２和表Ｆ．３；

犓（狋）———时间依赖的再悬浮因子，犓（狋）的定义为空气中再悬浮核素浓度与该核素地面沉积表面活度

之比，单位为每米（ｍ－１），再悬浮因子犓（狋）的影响因素和时间的依赖关系参见附录Ｆ的Ｆ．４；

λＲ ———核素的物理衰变常数，单位为每秒（ｓ－１）；

τ ———积分时间，单位为秒（ｓ），一般取６．０４８×１０５ｓ（一周）。

４．６　公众成员平均受照有效剂量的估算

在公众成员同时受到核事故释放的多种核素通过多种途径照射的情况下，由各核素和各照射途径

对公众成员平均所致有效剂量按式（１０）计算。

犈＝∑
犜

犠Ｔ∑
犻
∑
狆

犎犻狆 …………………………（１０）

　　式中：

犈 ———公众成员平均所受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犠Ｔ ———器官或组织Ｔ的组织权重因数，不同组织或器官的犠Ｔ参见附录 Ｈ；

犎犻狆———各器官或组织Ｔ所受犻核素狆照射途径所致当量剂量或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犻 ———所涉及的第犻种核素；

狆 ———所涉及的第狆种照射途径。

４．７　集体剂量的估算

如果核事故涉及放射性物质向大气和水体释放，则集体剂量的表示如式（１１）所示。

犛＝犛（Ａ）＋犛（Ｗ） …………………………（１１）

　　式中：

犛　　———给定半径范围内的集体有效剂量，单位为人希沃特（人·Ｓｖ）；

犛（Ａ）———经大气途径产生的给定半径范围内的集体有效剂量，单位为人希沃特（人·Ｓｖ）；

犛（Ｗ）———经水途径产生的给定半径范围内的集体有效剂量，单位为人希沃特（人·Ｓｖ）。

经大气途径产生的集体有效剂量按式（１２）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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犛（Ａ）＝∑
犱

犘ｄ∑
犪

犈ａｄ犳ａｄ …………………………（１２）

　　式中：

犛（Ａ）———经大气途径产生的给定半径范围内的集体有效剂量，单位为人希沃特（人Ｓｖ）；

犘ｄ ———ｄ子区的公众的人口数，单位为人；

犈ａｄ ———ｄ子区ａ年龄组平均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犳ａｄ ———ｄ子区内ａ年龄组成员在该子区人口中的比例。

经水体途径产生的集体有效剂量按式（１３）计算。

犛（Ｗ）＝∑
犱

犘ｄ∑
犪

犈ａｄ犳ａｄ …………………………（１３）

　　式中：

犛（Ｗ）———经水途径产生的给定半径范围内的集体有效剂量，单位为人希沃特（人Ｓｖ）；

犘ｄ ———ｄ子区的公众的人口数，单位为人；

犈ａｄ ———ｄ子区ａ年龄组平均个人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犳ａｄ ———ｄ子区内ａ年龄组成员在该子区人口中的比例。

５　事故中期剂量估算

５．１　重要照射途径

事故中期的重要照射途径是地面沉积核素的外照射、吸入再悬浮核素的内照射和食入被污染食物

与饮用水的内照射。事故中期剂量估算可更多的立足于监测数据评价、适当结合模式评价。

５．２　外照射剂量

５．２．１　基于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犆犵的估算

基于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犆ｇ的估算，见式（１４）。

犎ｇγ＝犆ｇ×犇犆犉ｇ×犛犉γ …………………………（１４）

　　式中：

犎ｇγ ———地面沉积核素所致第１年积分有效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犆ｇ ———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平方米（Ｂｑ·ｍ
－２）；

犇犆犉ｇ———剂量转换系数，单位为Ｓｖ·（Ｂｑ·ｍ
－２）－１，犇犆犉ｇ的计算见式（１５）。

犇犆犉ｇ＝∫
１ａ

０
犎
·

γ（狋）ｄ狋 …………………………（１５）

　　式中：

犎
·

γ（狋）———单位表面比活度所致γ剂量当量率，单位为Ｓｖ·ｓ
－１·（Ｂｑ·ｍ

－２）－１，犎
·

γ（狋）的值参见

附录Ｇ的表Ｇ．１的Ａ列；

犛犉γ ———考虑了人员在室内居留份额的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

由式（１４）可知剂量转换系数即地面沉积核素单位表面比活度在事故发生之后第１年对全身所致γ

剂量的积分值，对事故中期的剂量估算，狋取１年，在室外滞留情况下的狋＝１ａ的犇犆犉ｇ参见附录Ｇ的表

Ｇ．１的Ｄ栏。

５．２．２　基于被污染地面上方１犿处γ剂量当量率犎
·

γ 的估算

基于被污染地面上方１ｍ处γ剂量当量率犎
·

γ 的估算，见式（１６）。

犎ｇγ＝犎
·

γ×犛犉γ×θ …………………………（１６）

　　式中：

犎ｇγ———地面沉积核素所致外照射剂量当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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犎
·

γ ———地面沉积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的γ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希沃特每秒（Ｓｖ·ｓ
－１）；

犛犉γ———考虑了人员在室内居留份额的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

θ ———地面沉积核素在峰值时刻（狋＝０）起的单位剂量率所致的第１年积分剂量当量与地面沉积

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峰值时刻（狋＝０）的γ剂量当量率犎
·

γ（０）的比值，单位为秒

（ｓ），θ的计算见式（１７）。

θ＝
∫

１ａ

０
犎
·

γ（狋）ｄ狋

犎
·

γ（０）
…………………………（１７）

　　式中：

犎
·

γ（狋）———地面沉积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某一狋时刻的γ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希沃特每

秒（Ｓｖ·ｓ－１）；

犎
·

γ（０）———地面沉积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峰值时刻（狋＝０）的γ剂量当量率，单位为希沃

特每秒（Ｓｖ·ｓ－１）。

附录Ｇ表Ｇ．１中Ｅ列的数值相当于θ值，即峰值时刻单位剂量率所致的第１年积分剂量当量。表

中数据未考虑人员在建筑物内居留时间和建筑物屏蔽修正，第１年积分剂量数据是以开阔地上方１ｍ

处的初始γ剂量率为单位表示的。

５．３　吸入再悬浮核素的内照射剂量

计算方法同４．５，但积分时间为第１年。

５．４　食入被污染食物和饮水的内照射剂量

５．４．１　食入未经加工处理的被污染的食物所致剂量

食入未经加工处理的被污染的食物所致剂量见式（１８）。

犎ｆｚ＝犆ｆｚ×犐ｆｚ×犎２×犌ｚ …………………………（１８）

　　式中：

犎ｆｚ———食入被污染食物ｚ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器官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犆ｆｚ———食物ｚ中放射性核素的峰值比活度或归一化时刻的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Ｂｑ·ｋｇ
－１）；

犐ｆｚ ———食物ｚ的年食入量，单位为千克每年（ｋｇ·ａ
－１）；不同年龄男、女食物消费量参考值参见附

录Ｉ的表Ｉ．１；

犎２———食入单位活度核素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器官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Ｓｖ·

Ｂｑ
－１）；食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分别参见附录Ｉ的表

Ｉ．２和表Ｉ．３；

犌ｚ ———食物ｚ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某一指定时刻该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比值，单位为

Ｂｑ·ａ·ｋｇ
－１／（Ｂｑ·ｋｇ

－１），未加工“新鲜”食物的犌ｚ值参见附录Ｊ的表Ｊ．１。对于“储藏”食

物即在事故后生产、收获或储存并在其后一年中被均匀消费的食物的犌ｚ值参见附录Ｋ的

表Ｋ．１，犌ｚ按式（１９）计算。

犌ｚ＝
∫

１ａ

０
犆ｆｚ（狋）ｄ狋

犆ｆｚ（狋ｐ）
…………………………（１９）

　　式中：

犆ｆｚ（狋）———食物ｚ中某一狋时刻该食物中核素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Ｂｑ·ｋｇ
－１）；

犆ｆｚ（狋ｐ）———食物ｚ中某一指定的狋ｐ时刻该食物中核素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Ｂｑ·ｋｇ
－１）；

狋ｐ ———某一指定时刻，可以是食物ｚ中放射性污染峰值出现的时间或测量时刻或指定的归一

化时刻；犆ｆｚ（狋ｐ）是狋ｐ时刻食物ｚ中的核素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千克（Ｂｑ·ｋｇ
－１）；犌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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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式中的积分下限从狋ｐ计算起。

５．４．２　食入经过加工处理的被污染食物所致剂量

食入经过加工处理的被污染食物所致剂量，见式（２０）。

犎′ｆｚ＝
犎ｆｚ

犳
…………………………（２０）

　　式中：

犎′ｆｚ———食入经加工处理的食物ｚ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器官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犎ｆｚ ———食入被污染食物ｚ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器官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犳 ———未经加工食物中放射性核素比活度与经过清洗、加工处理后比活度的比值。犳 因子的数

值参见附录Ｊ的Ｊ．２。

５．４．３　饮用被污染的饮用水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待积当量剂量

饮用被污染的饮用水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待积当量剂量，见式（２１）。

犎 Ｗ＝犆Ｗ×犐Ｗ×犎２×
１－ｅ

－λ犚犜

λＲ
…………………………（２１）

　　式中：

犎 Ｗ———食入被污染的饮用水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Ｓｖ）；

犆Ｗ ———饮用水中放射性核素在狋ｐ时即峰值时刻或归一化时刻的比活度，单位为贝可每升（Ｂｑ·

Ｌ－１）；

犐Ｗ ———被污染饮用水的年食入量，单位为升每年（Ｌ·ａ
－１），其食入量参考值参见附录Ｉ的表Ｉ．１；

犎２———食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或器官待积当量剂量，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Ｓｖ·

Ｂｑ
－１），数据参见附录Ｉ的表Ｉ．２和表Ｉ．３；

λＲ ———核素的物理衰变常数，单位为每年（ａ
－１）；

犜 ———食入被污染饮用水的持续时间，单位为年（ａ）。

５．５　人群平均受照总剂量的估算

估算方法同４．６。

５．６　集体剂量的估算

估算方法同４．７。

６　事故后期剂量预测原则

６．１　人群平均剂量预测

事故后期的重要照射途径是地面沉积核素的外照射、吸入再悬浮核素的内照射和食入被污染食物

与饮用水的内照射。事故后期剂量估算可更多的立足于监测数据评价、适当结合模式评价。

６．２　集体剂量预测

预测核电厂或其他核设施周围广大地区公众所受的集体剂量，以作为评估核事故受照人群辐射随

机性效应的剂量依据。

６．３　剂量估算

参照早、中期的剂量估算模式和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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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核事故时释放的对公众成员所受剂量估算有重要意义的放射性核素

　　核事故时释放的对公众成员所受剂量估算有重要意义的放射性核素见表Ａ．１。不同类型核事故、

不同阶段应考虑的放射性核素见表Ａ．２。

表犃．１　核事故时释放的对公众成员所受剂量估算有重要意义的放射性核素

核素 半衰期
每秒衰变常数

ｓ－１

每年衰变常数

ａ－１

３Ｈ １２．３２ａ １．７８×１０－９ ５．６３×１０－２

４１Ａｒ １０９．６１ｍｉｎ １．０５×１０－４ ３．３３×１０３

８５Ｋｒ １０．７５６ａ ２．０４×１０－９ ６．４４×１０－２

８５ｍＫｒ ４．４８０ｈ ４．３０×１０－５ １．３６×１０３

８７Ｋｒ ７６．３ｍｉｎ １．５１×１０－４ ４．７８×１０３

８８Ｋｒ ２．８４ｈ ６．７８×１０－５ ２．１４×１０３

８９Ｓｒ ５０．５３ｄ １．５９×１０－７ ５．０１×１００

９０Ｓｒ ２８．７９ａ ７．６３×１０－１０ ２．４１×１０－２

９５Ｚｒ ６４．０３２ｄ １．２５×１０－７ ３．９５×１００

９５Ｎｂ ３４．９９１ｄ ２．２９×１０－７ ７．２４×１００

１０３Ｒｕ ３９．２６ｄ ２．０４×１０－７ ６．４５×１００

１０６Ｒｕ ３７３．５９ｄ ２．１５×１０－８ ６．７８×１０－１

１３２Ｔｅ ３．２０４ｄ ２．５０×１０－６ ７．９０×１０１

１３１Ｉ ８．０２０７０ｄ １．００×１０－６ ３．１６×１０１

１３２Ｉ ２．２９５ｈ ８．３９×１０－５ ２．６５×１０３

１３３Ｉ ２０．８ｈ ９．２６×１０－６ ２．９２×１０２

１３４Ｉ ５２．５ｍｉｎ ２．２０×１０－４ ６．９４×１０３

１３５Ｉ ６．５７ｈ ２．９３×１０－５ ９．２５×１０２

１３３Ｘｅ ５．２４３ｄ １．５３×１０－６ ４．８３×１０１

１３５Ｘｅ ９．１４ｈ ２．１１×１０－５ ６．６５×１０２

１３４Ｃｓ ２．０６４８ａ １．０６×１０－８ ３．３６×１０－１

１３７Ｃｓ ３０．１６７１ａ ７．２８×１０－１０ ２．３０×１０－２

１４０Ｂａ １２．７５２ｄ ６．２９×１０－７ １．９９×１０１

１４０Ｌａ １．６７８１ｄ ４．７８×１０－６ １．５１×１０２

１４４Ｃｅ ２８４．９１ｄ ２．８２×１０－８ ８．８９×１０－１

２３９Ｎｐ ２．３５６５ｄ ３．４０×１０－６ １．０７×１０２

２３８Ｐｕ ８７．７ａ ２．５０×１０－１０ ７．９０×１０－３

２３９Ｐｕ ２．４１１×１０４ａ ９．１１×１０－１３ ２．８７×１０－５

２４０Ｐｕ ６５６４ａ ３．３５×１０－１２ １．０６×１０－４

２４１Ｐｕ １４．３５ａ １．５３×１０－９ ４．８３×１０－２

２４１Ａｍ ４３２．２ａ ５．０８×１０－１１ １．６０×１０－３

２４２Ｃｍ １６２．８ｄ ４．９３×１０－８ １．５６×１００

２４４Ｃｍ １８．１０ａ １．２１×１０－９ ３．８３×１０－２

　　注１：表中数据取自ＩＣＲＰ第１０７号出版物（２００８）。

注２：本表所列核素主要是核电站事故所释放放射性核素，其余核素参见ＩＣＲＰ第１０７号出版物（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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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２　不同类型核事故、不同阶段应考虑的放射性核素

核事故类型
重要的放射性核素

第一天ａ 第一周ｂ 长期

反 应 堆 堆

芯 熔 化 事

故（安全壳

失 效 或 不

失效）

Ｙ９０、Ｓｒ９１、Ｙ９３、Ｎｂ９６、Ｚｒ

９０、Ｍｏ９９、Ｒｈ１０５、Ｐｄ１０９、Ａｇ

１１１、Ｐｄ１１２、Ｃｄ１１５、Ｓｎ１２１、Ｓｎ

１２５、Ｓｂ１２６、Ｉ１３１、Ｉ１３２、Ｔｅ

１３１ｍ、Ｔｅ１３２、Ｉ１３３、Ｉ１３５、Ｌａ

１４０、Ｐｒ１４２、Ｃｅ１４３、Ｐｒ１４３、Ｂａ

１４６、Ｎｄ１４７、Ｐｍ１４９、Ｐｍ１５１、

Ｅｕ１５２ｍ、Ｓｍ１５３、Ｓｍ１５６、Ｅｕ

１５７、Ｎｐ２３９

Ｒｈ８６、Ｓｒ８９、Ｙ９０、Ｙ９１、Ｎｂ

９５、Ｚｒ９５、Ｎｂ９６、Ｍｏ９９、Ｔｂ

１６０、Ｒｕ１０３、Ｒｈ１０５、Ａｇ１１１、

Ｐｄ１１２、Ｃｄ１１５、Ｃｄ１１５ｍ、Ｓｎ

１２１、Ｓｂ１２４、Ｓｎ１２５、Ｓｂ１２７、Ｉ

１３１、Ｔｅ１３１ｍ、Ｔｅ１３２、Ｉ１３３、Ｃｓ

１３６、Ｂａ１４０、Ｌａ１４０、Ｃｅ１４１、Ｃｅ

１４３、Ｐｒ１４３、Ｎｄ１４７、Ｐｍ１４９、

Ｐｍ１５１、Ｓｍ１５３、Ｎｐ２３９

Ｈ３、Ｓｒ８９、Ｓｒ９０、Ｙ９１、Ｎｂ

９３ｍ、Ｎｂ９５、Ｒｕ１０３、Ｒｕ１０６、

Ａｇ１１０ｍ、Ｃｄ１１３ｍ、Ｃｄ１１５ｍ、

Ｓｎ１２１ｍ、Ｓｎ１２３、Ｓｂ１２４、Ｓｂ

１２５、Ｉ１２９、Ｃｓ１３４、Ｃｓ１３７、Ｃｅ

１４１、Ｃｅ１４４、Ｐｍ１４７、Ｔｂ１６０、

Ｐｕ２３８、Ｐｕ２３９、Ｐｕ２４０、Ａｍ

２４１、Ｐｕ２４１、Ｃｍ２４２、Ｐｕ２４２、

Ａｍ２４３、Ｃｍ２４４

堆 芯 熔 化

事故（外壳

能 密 封 粒

子）

Ｈ３、Ｒｂ８８、Ｓｒ８９、Ｓｒ９０、Ｙ９０、

Ｓｒ９１、Ｙ９１、Ｒｕ１０３、Ｒｕ１０５、

Ｒｕ１０６、Ｉ１２１、Ｉ１２３、Ｉ１３２、Ｉ

１３４、Ｉ１３５、Ｃｓ１３６、Ｃｓ１３８、Ｃｓ

１３９、Ｂａ１３９、Ｂａ１４０、Ｌａ１４０

Ｈ３、Ｓｒ８９、Ｓｒ９０、Ｒｕ１０３、Ｒｕ

１０５、Ｒｕ１０６、Ｉ１３１、Ｉ１３３、Ｂａ

１４０、Ｌａ１４０

Ｈ３、Ｓｒ８９、Ｓｒ９０、Ｔｃ９９、

Ｒｕ１０３、Ｒｕ１０６、Ｉ１２９、Ｉ１３１、

Ｃｓ１３７

核燃料后处

理厂意外释

放事故

Ｓｒ９０、Ｎｂ９５、Ｚｒ９５、Ｔｃ９９、Ｒｕ１０３、Ｒｕ１０６、Ｉ１２９、Ｉ１３１、Ｃｓ１３４、Ｃｓ１３７、Ｃｅ１４１、Ｃｅ１４４、Ｐｕ２３８、Ｐｕ

２３９、Ｐｕ２４０、Ａｍ２４１、Ｐｕ２４１、Ｃｍ２４２、Ｐｕ２４２、Ａｍ２４３、Ｃｍ２４４

钚 燃 料 制

造 厂 意 外

释放事故

Ｐｕ２３８、Ｐｕ２３９、Ｐｕ２４０、Ａｍ２４１、Ｐｕ２４１、Ｐｕ２４２

　　注：表中数据取自ＩＡＥＡＴＥＣＤＯＣ１０９２（１９９９）。

　　
ａ 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在６ｈ以上。

ｂ 放射性核素的半衰期约１ｄ或１ｄ以上。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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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事故后不同阶段需要模式计算或监测的重要量

　　事故后不同阶段各照射途径需要监测或模式计算的重要量见表Ｂ．１。

表犅．１　事故后不同阶段各照射途径需要监测或模式计算的重要量

事故阶段 潜在的重要照射途径
重要量

名称 符号 单位

早期

烟羽γ外照射

烟羽β外照射

体表沉积核素β外照射

烟羽吸入内照射

地面沉积核素γ外照射

吸入再悬浮核素内照射

烟羽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处γ周围

剂量当量
犎



ｐγ
Ｓｖ·ｓ－１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 Ψ Ｂｑ·ｓ·ｍ
－３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 Ψ Ｂｑ·ｓ·ｍ
－３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 Ψ Ｂｑ·ｓ·ｍ
－３

烟羽在皮肤上沉积的表面比活度 犆ｓ Ｂｑ·ｍ
－２

近地面空气中核素的时间积分浓度 Ψ Ｂｑ·ｓ·ｍ
－３

地面沉积核素的表面比活度 犆ｇ Ｂｑ·ｍ
－２

地面沉积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

处的γ外照射剂量当量率
犎



γ
Ｓｖ·ｓ－１

地面沉积核素的表面比活度 犆ｇ Ｂｑ·ｍ
－２

中期

地面沉积核素γ外照射

吸入再悬浮核素内照射

食入污染食物

或饮水内照射

地面沉积核素的表面比活度 犆ｇ Ｂｑ·ｍ
－２

地面沉积核素产生的在地面上方１ｍ

处的γ外照射剂量当量率
犎



γ
Ｓｖ·ｓ－１

地面沉积核素的表面比活度 犆ｇ Ｂｑ·ｍ
－２

食物中放射性核素的峰值比活度或

归一化时刻的比活度
犆ｆｚ Ｂｑ·ｋｇ

－１

饮水中放射性核素的峰值比活度或

归一化时刻的比活度
犆Ｗ Ｂｑ·Ｌ

－１

牧草中放射性核素的峰值比活度或

归一化时刻的比活度
犆ｐａｓ Ｂｑ·ｋｇ

－１

后期 参照中期 — —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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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烟羽照射途径γ外照射剂量学参数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单位时间积分浓度经空气浸没途径所致全身γ外照射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Ｃ．１。

表犆．１　空气中放射性核素单位时间积分浓度经空气浸没途径所致全身γ外照射剂量转换系数

核素
犇犆犉ｐγ

Ｓｖ·（Ｂｑ·ｓ·ｍ
－３）－１

４１Ａｒ ７．６×１０－１４

６０Ｃｏ １．５×１０－１３

８５Ｋｒ １．４×１０－１６

８３ｍＫｒ ６．２×１０－１５

８５ｍＫｒ ７．０×１０－１５

８７Ｋｒ ３．８×１０－１４

８８Ｋｒ １．３×１０－１４

８９Ｓｒ ６．１×１０－１８

９０Ｓｒ ２．１×１０－１７

１０３Ｒｕ ２．１×１０－１４

１０６Ｒｕ ９．０×１０－１５

１３１Ｉ １．６×１０－１４

１３２Ｉ １．０×１０－１３

１３３Ｉ ２．６×１０－１４

１３４Ｉ １．２×１０－１３

１３５Ｉ ７．２×１０－１４

１３１ｍＸｅ ３．７×１０－１６

１３３ｍＸｅ １．３×１０－１５

１３３Ｘｅ １．５×１０－１５

１３５Ｘｅ １．１×１０－１４

１３７Ｃｓ ２．６×１０－１４

２３９Ｎｐ ８．３×１０－１５

　　注１：表中数据取自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号出版物（１９８６）。

注２：表中空气浸没γ外照射剂量系数数据取自美国核管会ＮＵＲＥＧ／ＣＲ３１６０号报告（１９８３）。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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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资料性附录）

烟羽中放射性惰性气体对皮肤β照射的剂量学参数

　　空气中放射性惰性气体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所致β皮肤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Ｄ．１。

表犇．１　空气中放射性惰性气体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所致β皮肤剂量转换系数

放射性惰性气体
犇犆犉ｉβ

Ｓｖ·（Ｂｑ·ｓ·ｍ
－３）－１

８５Ｋｒ ３．４×１０－１５

８５ｍＫｒ ３．９×１０－１５

８７Ｋｒ ６．７×１０－１４

８８Ｋｒ １．２×１０－１４

１３３Ｘｅ ８．３×１０－１６

１３５Ｘｅ ５．３×１０－１５

　　注：表中数据取自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号出版物（１９８６）。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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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犈

（资料性附录）

空气中或皮肤表面沉积核素所致皮肤剂量转换系数

　　空气中核素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或皮肤表面沉积核素单位比活度所致皮肤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Ｅ．１。

表犈．１　空气中核素单位时间积分浓度或皮肤表面沉积核素单位比活度所致皮肤剂量转换系数

核素
犇犆犉ａβ

Ｓｖ·（Ｂｑ·ｓ·ｍ
－３）－１

犇犆犉ｓβ

Ｓｖ·（Ｂｑ·ｍ
－２）－１

８９Ｓｒ １．４×１０－１１ ４．６×１０－９

９０Ｓｒ １．４×１０－１１ ４．６×１０－９

９５Ｚｒ １．１×１０－１１ ３．６×１０－９

９５Ｎｂ ３．０×１０－１２ １．０×１０－９

１０３Ｒｕ ９．０×１０－１２ ３．０×１０－９

１０６Ｒｕ １．４×１０－１１ ４．８×１０－９

１３２Ｔｅ １．５×１０－１１ ５．０×１０－９

１３１Ｉ ４．１×１０－１１ ４．１×１０－９

１３２Ｉ １．２×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９

１３３Ｉ ３．８×１０－１１ ３．８×１０－９

１３５Ｉ ２．５×１０－１１ ２．５×１０－９

１３４Ｃｓ ９．０×１０－１２ ３．０×１０－９

１３７Ｃｓ １．８×１０－１１ ６．１×１０－９

１４０Ｂａ １．４×１０－１１ ４．７×１０－９

１４０Ｌａ １．３×１０－１１ ４．２×１０－９

１４４Ｃｅ ２．２×１０－１１ ７．２×１０－９

２３９Ｎｐ ９．６×１０－１２ ３．２×１０－９

２４１Ｐｕ ６．６×１０－１８ ２．２×１０－１５

　　注１：表中数据表述取自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号出版物（１９８６）。

注２：表中所列剂量参数犇犆犉ｓβ是核素沉积后１２ｈ内皮肤表层所受剂量的剂量转换系数。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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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犉

（资料性附录）

吸入放射性核素剂量学参数

犉．１　呼吸率犅

不同年龄组成员的呼吸率典型值见表Ｆ．１。

表犉．１　不同年龄组成员的呼吸率典型值

活动状态
幼儿 少儿 成人（男） 成人（女）

ｈ ｍ３·ｈ－１ｍ３·ｄ－１ ｈ ｍ３·ｈ－１ｍ３·ｄ－１ ｈ ｍ３·ｈ－１ｍ３·ｄ－１ ｈ ｍ３·ｈ－１ｍ３·ｄ－１

睡眠 １４ ０．１５ ２．１ １０ ０．３１ ３．１ ８ ０．４５ ３．６ ８．５ ０．３２ ２．７

休息 ３．３ ０．２２ ０．７３ ４．７ ０．３８ １．８ ６ ０．５４ ３．２ ５．４ ０．３９ ２．１

轻体力活动 ６．７ ０．３５ ２．３ ９．３ １．１ １０．３ ９．８ １．５ １４．７ ９．９ １．３ １２．９

重体力活动 — — — — — — ０．２５ ３ ０．７５ ０．１９ ２．７ ０．５２

总计（ｍ３·ｄ－１） ５．１ １５．２ ２２．２ １８．２

　　注１：表中的呼吸率数据取自ＩＣＲＰ第８９号出版物（２００２）。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年龄范围分别为０岁～６岁、

７岁～１７岁和１８岁及以上，其数据分别相应于该出版物中１岁、１０岁和成人的数据。

注２：表中“ｈ”是人员每天处于各活动状态的小时数，“ｍ３·ｈ－１”和“ｍ３·ｄ－１”分别是相应每小时或每天的呼吸率。

注３：幼儿组、少儿组不分男女，成人组按性别分男女。

犉．２　待积有效剂量的剂量转换系数

吸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Ｆ．２。

表犉．２　吸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犫 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

核素
吸收速度

类别

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ｂ

幼儿 少儿 成人

８９Ｓｒ

Ｆ ７．３×１０－９ ２．３×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Ｍ ２．４×１０－８ ９．１×１０－９ ６．１×１０－９

Ｓ ３．０×１０－８ １．２×１０－８ ７．９×１０－９

９０Ｓｒ

Ｆ ５．２×１０－８ ４．１×１０－８ ２．４×１０－８

Ｍ １．１×１０－７ ５．１×１０－８ ３．６×１０－８

Ｓ ４．０×１０－７ １．８×１０－７ １．６×１０－７

９５Ｚｒ

Ｆ １．１×１０－８ ４．２×１０－９ ２．５×１０－９

Ｍ １．６×１０－８ ６．８×１０－９ ４．８×１０－９

Ｓ １．９×１０－８ ８．３×１０－９ ５．９×１０－９

１０３Ｒｕ

Ｆ ３．０×１０－９ ９．３×１０－１０ ４．８×１０－１０

Ｍ ８．４×１０－９ ３．５×１０－９ ２．４×１０－９

Ｓ １．０×１０－８ ４．２×１０－９ ３．０×１０－９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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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犉．２（续） 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

核素
吸收速度

类别

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ｂ

幼儿 少儿 成人

１０６Ｒｕ

Ｆ ５．４×１０－８ １．６×１０－８ ７．９×１０－９

Ｍ １．１×１０－７ ４．１×１０－８ ２．８×１０－８

Ｓ ２．３×１０－７ ９．１×１０－８ ６．６×１０－８

１３４Ｃｓ

Ｆ ７．３×１０－９ ５．３×１０－９ ６．６×１０－９

Ｍ ２．６×１０－８ １．２×１０－８ ９．１×１０－９

Ｓ ６．３×１０－８ ２．８×１０－８ ２．０×１０－８

１３７Ｃｓ

Ｆ ５．４×１０－９ ３．７×１０－９ ４．６×１０－９

Ｍ ２．９×１０－８ １．３×１０－８ ９．７×１０－９

Ｓ １．０×１０－７ ４．８×１０－８ ３．９×１０－８

１４０Ｂａ

Ｆ ７．８×１０－９ ２．４×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Ｍ ２．０×１０－８ ７．６×１０－９ ５．１×１０－９

Ｓ ２．２×１０－８ ８．６×１０－９ ５．８×１０－９

１４４Ｃｅ

Ｆ ２．７×１０－７ ７．８×１０－８ ４．０×１０－８

Ｍ １．６×１０－７ ５．５×１０－８ ３．６×１０－８

Ｓ １．８×１０－７ ７．３×１０－８ ５．３×１０－８

２３９Ｎｐ

Ｆ １．４×１０－９ ３．８×１０－１０ １．７×１０－１０

Ｍ ４．２×１０－９ １．４×１０－９ ９．３×１０－１０

Ｓ ４．０×１０－９ １．６×１０－９ １．０×１０－９

２３８Ｐｕ

Ｆ １．９×１０－４ １．１×１０－４ １．１×１０－４

Ｍ ７．４×１０－５ ４．４×１０－５ ４．６×１０－５

Ｓ ４．０×１０－５ １．９×１０－５ １．６×１０－５

２３９Ｐｕ

Ｆ ２．０×１０－４ １．２×１０－４ １．２×１０－４

Ｍ ７．７×１０－５ ４．８×１０－５ ５．０×１０－５

Ｓ ３．９×１０－５ １．９×１０－５ １．６×１０－５

２４０Ｐｕ

Ｆ ２．０×１０－４ １．２×１０－４ １．２×１０－４

Ｍ ７．７×１０－５ ４．８×１０－５ ５．０×１０－５

Ｓ ３．９×１０－５ １．９×１０－５ １．６×１０－５

２４１Ｐｕ

Ｆ ２．９×１０－６ ２．４×１０－６ ２．３×１０－６

Ｍ ９．７×１０－７ ８．３×１０－７ ９．０×１０－７

Ｓ ２．３×１０－７ １．７×１０－７ １．７×１０－７

２４１Ａｍ

Ｆ １．８×１０－４ １．０×１０－４ ９．６×１０－５

Ｍ ６．９×１０－５ ４．０×１０－５ ４．２×１０－５

Ｓ ４．０×１０－５ １．９×１０－５ １．６×１０－５

２４２Ｃｍ

Ｆ ２．１×１０－５ ６．１×１０－６ ３．３×１０－６

Ｍ １．８×１０－５ ７．３×１０－６ ５．２×１０－６

Ｓ １．９×１０－５ ８．２×１０－６ ５．９×１０－６

２４４Ｃｍ

Ｆ １．３×１０－４ ６．１×１０－５ ５．７×１０－５

Ｍ ５．７×１０－５ ２．７×１０－５ ２．７×１０－５

Ｓ ３．８×１０－５ １．７×１０－５ １．３×１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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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犉．２（续） 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

核素
吸收速度

类别

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ｂ

幼儿 少儿 成人

　　注１：核素吸收速度类别描述放射性核素从肺中的吸收速度。根据物质自肺部吸收入血液的速度，把物质分成Ｆ

（快速）、Ｍ（中速）、Ｓ（慢速）三类。当核素吸收类别未知时，按 Ｍ类计算。计算中假定表中核素都处于氧化

物状态。对于其他实际存在的化学形态，剂量有所不同，但差别很小。

注２：表中数值是假定气溶胶粒子的活度中值空气动力学直径（ＡＭＡＤ）为１μｍ计算的。

注３：表中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取自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年龄范围分别为０岁～６岁、７岁～

１７岁和１８岁及以上。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参数分别对应于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中１岁～２岁、７岁～１２岁

和大于１７岁的数据。

犉．３　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转换系数

吸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Ｆ．３。

表犉．３　吸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犫 单位为希沃特每贝可

核素
吸收速度

类别

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ｂ

幼儿 少儿 成人

１３２Ｔｅ

Ｆ ２．９×１０－７ ６．１×１０－８ ２．５×１０－８

Ｍ ５．３×１０－８ １．１×１０－８ ４．３×１０－９

Ｓ ３．５×１０－９ ７．９×１０－１０ ３．２×１０－１０

１３１Ｉ

Ｆ ３．２×１０－６ ９．５×１０－７ ３．９×１０－７

Ｍ ２．１×１０－７ ５．５×１０－８ ２．２×１０－８

Ｓ １．２×１０－８ ３．０×１０－９ １．１×１０－９

１３２Ｉ

Ｆ ３．８×１０－８ ８．９×１０－９ ３．６×１０－９

Ｍ １．６×１０－９ ３．４×１０－１０ １．４×１０－１０

Ｓ ８．０×１０－１１ ２．２×１０－１１ １．１×１０－１１

１３３Ｉ

Ｆ ８．０×１０－７ １．９×１０－７ ７．６×１０－８

Ｍ ４．５×１０－８ ９．３×１０－９ ３．６×１０－９

Ｓ ２．５×１０－９ ５．１×１０－１０ １．８×１０－１０

１３５Ｉ

Ｆ １．６×１０－７ ３．８×１０－８ １．５×１０－８

Ｍ ８．０×１０－９ １．７×１０－９ ６．５×１０－１０

Ｓ ４．２×１０－１０ ９．３×１０－１１ ３．８×１０－１１

　　注１：核素吸收速度类别描述放射性核素从肺中的吸收速度。根据物质自肺部吸收入血液的速度，把物质分成Ｆ

（快速）、Ｍ（中速）、Ｓ（慢速）三类。当核素吸收类别未知时，按 Ｍ类计算。计算中假定碘核素处于元素状态

外，碲核素处于氧化物状态。对于其他实际存在的化学形态，剂量有所不同，但差别很小。

注２：表中数值是假定气溶胶粒子的活度中值空气动力学直径（ＡＭＡＤ）为１μｍ计算的。

注３：表中剂量转换系数取自ＩＣＲＰ第７１号出版物（１９９５）。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年龄范围分别为０岁～６岁、

７岁～１７岁和１８岁及以上。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参数分别对应于该出版物中１岁、１０岁和成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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犉．４　时间依赖再悬浮因子

时间依赖再悬浮因子犓（狋）的定义为空气中再悬浮核素活度浓度与地面沉积该核素表面比活度之

比，用于计算空气中核素活度浓度。再悬浮因子的数值随时间变化，受气候与环境很多因素（如温度、土

壤干燥度、风速、地表状态、植被、交通情况等）的影响，应通过实验确定。在温带地区，时间依赖的再悬

浮因子犓（狋）的计算如式（Ｆ．１）所示。

犓（狋）＝１０－
６ｅ－犪狋＋１０

－９ｅ－犫狋 …………………………（Ｆ．１）

　　式中：

犓（狋）———时间依赖的再悬浮因子，无量纲；

狋 ———沉积以后经过的时间，单位为天（ｄ）；

犪 ———取１０－２，单位为每天（ｄ－１）；

犫 ———取２×１０－５，单位为每天（ｄ－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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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地面沉积核素所致的γ外照射剂量学参数

犌．１　剂量转换系数

单位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所致的γ外照射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Ｇ．１。

表 犌．１　单位地面沉积核素表面比活度所致的γ外照射剂量转换系数犇犆犉犵

核素

沉积时刻的

起始剂量率
第１周积分剂量 第１年积分剂量 ５０年待积剂量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Ｇ

Ｓｖ·ｓ－１

Ｂｑ·ｍ
－２

Ｓｖ

Ｂｑ·ｍ
－２

Ｓｖ

Ｓｖ·ｓ－１
Ｓｖ

Ｂｑ·ｍ
－２

Ｓｖ

Ｓｖ·ｓ－１
Ｓｖ

Ｂｑ·ｍ
－２

Ｓｖ

Ｓｖ·ｓ－１

９５Ｚｒ ６．０×１０－１６ ３．７×１０－１０ ６．２×１０５ ９．１０×１０－９ １．５×１０７ ９．４×１０－９ １．６×１０７

９５Ｎｂ ６．２×１０－１６ ３．５×１０－１０ ５．６×１０５ ２．７×１０－９ ４．３×１０６ ２．７×１０－９ ４．３×１０６

１０３Ｒｕ ４．１×１０－１６ ２．３×１０－１０ ５．７×１０５ ２．０×１０－９ ４．８×１０６ ２．０×１０－９ ４．８×１０６

１０６Ｒｕ １．７×１０－１６ １．０×１０－１０ ６．０×１０５ ３．７×１０－９ ２．２×１０７ ６．８×１０－９ ３．９×１０７

１３２Ｔｅ ２．４×１０－１６ ６．４×１０－１０ ２．７×１０６ ８．４×１０－１０ ３．５×１０６ ８．４×１０－１０ ３．５×１０６

１３１Ｉ ３．６×１０－１６ １．６×１０－１０ ４．５×１０５ ３．６×１０－１０ １．０×１０６ ３．６×１０－１０ １．０×１０６

１３２Ｉ １．８×１０－１５ ２．２×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４ ２．２×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４ ２．２×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４

１３３Ｉ ５．１×１０－１６ ５．８×１０－１１ １．１×１０５ ６．０×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５ ６．０×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５

１３５Ｉ １．１×１０－１５ ５．０×１０－１１ ４．４×１０４ ５．０×１０－１１ ４．４×１０４ ５．０×１０－１１ ４．４×１０４

１３４Ｃｓ １．３×１０－１５ ７．７×１０－１０ ６．０×１０５ ３．２×１０－８ ２．５×１０７ ９．１×１０－８ ７．１×１０７

１３７Ｃｓ ４．７×１０－１６ ２．８×１０－１０ ６．０×１０５ １．４×１０－８ ２．９×１０７ １．５×１０－７ ３．３×１０８

１４０Ｂａ １．６×１０－１６ ６．７×１０－１０ ４．１×１０６ ２．９×１０－９ １．８×１０７ ２．９×１０－９ １．８×１０７

１４４Ｃｅ ２．２×１０－１７ ２．７×１０－１１ １．２×１０６ ８．９×１０－１０ ４．０×１０７ １．４０×１０－９ ６．３×１０７

２３９Ｎｐ １．９×１０－１６ ５．０×１０－１１ ２．６×１０５ ５．７×１０－１１ ２．９×１０５ ５．７×１０－１１ ２．９×１０５

２３８Ｐｕ １．６×１０－１９ ９．９×１０－１４ ６．０×１０５ ４．６×１０－１２ ２．８×１０７ ２．４×１０－１１ １．５×１０８

２３９Ｐｕ １．１×１０－１９ ６．４×１０－１４ ６．１×１０５ ３．１×１０－１２ ２．９×１０７ ２．８×１０－１１ ２．７×１０８

２４０Ｐｕ １．６×１０－１９ ９．８×１０－１４ ６．０×１０５ ４．６×１０－１２ ２．８×１０７ ２．６×１０－１１ １．６×１０８

２４１Ｐｕ ２．１×１０－２１ ２．１×１０－１５ １．０×１０６ ５．９×１０－１３ ２．９×１０８ ７．６×１０－１１ ３．７×１０１０

２４１Ａｍ １．９×１０－１７ １．１×１０－１１ ６．０×１０５ ５．５×１０－１０ ２．９×１０７ ５．８×１０－９ ３．１×１０８

２４２Ｃｍ １．９×１０－１９ １．２×１０－１３ ６．０×１０５ ２．９×１０－１２ １．５×１０７ ３．５×１０－１２ １．８×１０７

２４４Ｃｍ ３．１×１０－１９ １．８×１０－１３ ６．０×１０５ ８．６×１０－１２ ２．８×１０７ ５．６×１０－１１ １．８×１０８

　　注１：表中数据取自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号出版物（１９８６）。

注２：表中数据未考虑在建筑物内居留时间和建筑物屏蔽修正。应用时应采用适当的修正因子。表中Ａ栏不是

恒定值，应为起始值或峰值。表中Ｃ、Ｅ和Ｇ栏的数值是以开阔地面上方１ｍ处的剂量积分与单位初始剂

量率的比值表示的。

犌．２　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犛犉γ

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取决于建筑物的屏蔽作用和人员在室内的居留时间份额。犛犉γ可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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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式（犌．１）。

犛犉γ＝１＋犡×（犛－１） …………………………（Ｇ．１）

　　式中：

犛犉γ———考虑了人员在室内居留份额的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

犡 ———人员在建筑物内的居留因子，本标准建议值为０．８；

犛 ———屏蔽因子，即建筑物内的剂量率与建筑物外的剂量率之比；屏蔽因子受建筑物类型、结构、

材料、门窗面积、居住者习惯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使用时根据具体情况确定。表Ｇ．２列出

了屏蔽因子犛的建议值和犡 等于０．８时犛犉γ的建议值。

表 犌．２　不同类型建筑物对地面沉积核素γ辐射的屏蔽因子犛和时间平均建筑物屏蔽因子犛犉γ

建筑类型
屏蔽因子犛

建议值

犛犉γ

（犡 ＝０．８）

砖结构平房建筑 ０．２５ ０．４

小型多层建筑
地下室 ０．０１ ０．２１

第一层、第二层 ０．１ ０．２８

大型多层建筑
地下室 ０．００５ ０．２

上部各层 ０．０１ ０．２１

　　注：屏蔽因子犛的建议值是综合了ＵＮＳＣＥＡＲ及国内相关文献资料中的值给出的，在实际应用中可根据实际情

况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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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犎

（资料性附录）

组织权重因数

　　组织权重因数见表 Ｈ．１。

表 犎．１　组织权重因数

组织／器官 组织权重因数／犠Ｔ

性腺ａ ０．０８

红骨髓 ０．１２

结肠ｂ ０．１２

肺 ０．１２

胃 ０．１２

膀胱 ０．０４

乳腺 ０．１２

肝 ０．０４

食道 ０．０４

甲状腺 ０．０４

皮肤 ０．０１

骨表面 ０．０１

其余组织或器官ｃ ０．１２

　　注：表中的数据取自ＩＣＲＰ第１０３号出版物（２００７）。

　　
ａ 性腺的犠Ｔ，用于对男性睾丸和女性卵巢剂量的平均值。

ｂ 对结肠的剂量，按国际放射防护委员会（ＩＣＲＰ）第６０号出版物（１９９０），取上部大肠和下部大肠剂量的质量加权

平均值。

ｃ 所指定的其余组织或器官（总计１４种）是：肾上腺、外胸区、胆囊、心脏、肾、淋巴结、肌肉、口腔黏膜、胰腺、前列

腺（男性）、小肠、脾、胸腺、子宫／子宫颈（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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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犐

（资料性附录）

食入放射性核素剂量学参数

犐．１　食物食入量

不同年龄男、女食物食入量参考值见表Ｉ．１。

表犐．１　不同年龄男、女食物食入量参考值

食物

食物食入量参考值

ｇ／ｄ

学龄前期（男、女） 儿童期（男、女） 少年期、成人期（男） 少年期、成人期（女）

谷物ａ １７０ ２７０ ４５０ ３１０

豆类 １５ ２０ ２５ ２０

蔬菜 １８０ ２６０ ３６０ ３２０

水果 ５５ ８５ ８０ １２０

肉、禽 ５５ ７０ ８０ ６０

奶类 ９５ １１０ ４５ ２５

蛋类 ２０ ３０ ３５ ２５

鱼虾 ４０ ３０ ４０ ３５

油脂 — — ３０ —

饮水 ５００ ７００ １０００ ８００

　　注１：表中食物食入量参考值取自ＧＢＺ／Ｔ２００．４—２００９。

注２：在进行估算时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参数可分别参照ＧＢＺ／Ｔ２００．４—２００９中学龄前期（５岁）、儿童期（１０

岁）、少年期（１５岁）和成人期（２０岁～５０岁）的数据。

　　
ａ 谷物包括薯类。

犐．２　待积有效剂量转换系数

食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见表Ｉ．２。

表犐．２　食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的待积有效剂量（即食入剂量系数犎２）

核素 肠转移份额
幼儿

Ｓｖ／Ｂｑ

少儿

Ｓｖ／Ｂｑ

成人

Ｓｖ／Ｂｑ

８９Ｓｒ ３．０×１０－１ １．８×１０－８ ５．８×１０－９ ２．６×１０－９

９０Ｓｒ ３．０×１０－１ ７．３×１０－８ ６．０×１０－８ ２．８×１０－８

９５Ｚｒ １．０×１０－２ ５．６×１０－９ １．９×１０－９ ９．５×１０－１０

１０３Ｒｕ ５．０×１０－２ ４．６×１０－９ １．５×１０－９ ７．３×１０－１０

１０６Ｒｕ ５．０×１０－２ ４．９×１０－８ １．５×１０－８ ７．０×１０－９

１３４Ｃｓ １．０×１００ １．６×１０－８ １．４×１０－８ １．９×１０－８

１３７Ｃｓ １．０×１００ １．２×１０－８ １．０×１０－８ １．３×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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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犐．２（续）

核素 肠转移份额
幼儿

Ｓｖ／Ｂｑ

少儿

Ｓｖ／Ｂｑ

成人

Ｓｖ／Ｂｑ

１４４Ｃｅ ５．０×１０－４ ３．９×１０－８ １．１×１０－８ ５．２×１０－９

２３８Ｐｕ ５．０×１０－４ ４．０×１０－７ ２．４×１０－７ ２．３×１０－７

２３９Ｐｕ ５．０×１０－４ ４．２×１０－７ ２．７×１０－７ ２．５×１０－７

２４０Ｐｕ ５．０×１０－４ ４．２×１０－７ ２．７×１０－７ ２．５×１０－７

２４１Ｐｕ ５．０×１０－４ ５．７×１０－９ ５．１×１０－９ ４．８×１０－９

２４１Ａｍ ５．０×１０－４ ３．７×１０－７ ２．２×１０－７ ２．０×１０－７

２４２Ｃｍ ５．０×１０－４ ７．６×１０－８ ２．４×１０－８ １．２×１０－８

２４４Ｃｍ ５．０×１０－４ ２．９×１０－７ １．４×１０－７ １．２×１０－７

　　注１：在计算表中数据时假定核素都处于氧化物状态，对于其他化学状态，剂量将有所不同，这一点对钚同位素

特别重要，因为对易溶解的或生物学结合的钚同位素，剂量可能增高１００倍。

注２：表中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取自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年龄范围分别为０岁～６岁，７岁～

１７岁和１８岁及以上。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参数分别对应于ＧＢ１８８７１—２００２中１岁～２岁、７岁～１２岁

和大于１７岁的数据。

犐．３　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转换系数

食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转换系数见表Ｉ．３。

表犐．３　食入单位活度核素所致甲状腺待积当量剂量（即食入剂量系数犎２）

核素 肠转移份额
幼儿

Ｓｖ／Ｂｑ

少儿

Ｓｖ／Ｂｑ

成人

Ｓｖ／Ｂｑ

１３１Ｉ １．０ ３．６×１０－６ １．０×１０－６ ４．３×１０－７

１３２Ｉ １．０ ３．５×１０－８ ８．３×１０－９ ３．４×１０－９

　　注１：在计算表中数据时假定碘同位素处于元素状态。

注２：表中核素的剂量转换系数取自ＩＣＲＰ第６７号出版物（１９９３）。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年龄范围分别为０岁～

６岁、７岁～１７岁和１８岁以上。幼儿、少儿和成人组的参数分别对应于ＩＣＲＰ第６７号出版物中１岁、１０岁

和成人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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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犑

（资料性附录）

食入被污染的新鲜食物所致内照射剂量的剂量学参数

犑．１　比值犌狕

新鲜食物ｚ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峰值时刻该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比值见表Ｊ．１。

表犑．１　新鲜食物狕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犅狇·犪·犔
－１或犅狇·犪·犽犵

－１）与峰值时刻该食物中

（或牧草中）核素比活度（犅狇·犔
－１或犅狇·犽犵

－１）的比值

核素ａ

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相同食物核素峰值比活度的比值ｂ

Ｂｑ·ａ·Ｌ
－１／（Ｂｑ·Ｌ

－１）（对牛奶和饮水）

Ｂｑ·ａ·ｋｇ
－１／（Ｂｑ·ｋｇ

－１）（对其他食物）

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

牧草中核素峰值比活度的比值ｂ

Ｂｑ·ａ·Ｌ
－１／（Ｂｑ·Ｌ

－１）（对牛奶）

Ｂｑ·ａ·ｋｇ
－１／（Ｂｑ·ｋｇ

－１）（对肉类）

牛奶ｃ、ｄ 奶制品ｃ、ｄ
暴露的水果

和蔬菜ｅ

其他水果

和蔬菜ｅ
肉类等ｄ 水和饮料 牛奶ｆ 肉类ｆ

８９Ｓｒ ６．２×１０－２ ６．２×１０－２ ４．３×１０－２ ２．０×１０－１ ８．４×１０－２ ２．０×１０－１ １．４×１０－３ ２．８×１０－４

９０Ｓｒ １．２×１０－１ １．２×１０－１ ６．１×１０－２ ９．９×１０－１ １．６×１０－１ ９．９×１０－１ ３．０×１０－３ ６．３×１０－４

９５Ｚｒ ３．８×１０－２ ２．８×１０－２ ４．３×１０－２ ２．５×１０－１ ７．６×１０－２ ２．５×１０－１ ５．５×１０－５ ５．２×１０－４

１０３Ｒｕ ３．７×１０－２ ３．７×１０－２ ３．８×１０－２ １．６×１０－１ ２．０×１０－１ １．６×１０－１ １．０×１０－６ ２．２×１０－４

１０６Ｒｕ ４．７×１０－２ ４．７×１０－２ ４．９×１０－２ ７．２×１０－１ ５．８×１０－１ ７．２×１０－１ １．４×１０－６ ９．７×１０－４

１３１Ｉ ２．６×１０－２ ２．６×１０－２ ２．１×１０－２ ３．２×１０－２ ２．８×１０－２ ３．２×１０－２ ７．８×１０－３ ２．５×１０－３

１３３Ｉ ６．８×１０－３ ６．８×１０－３ ３．３×１０－３ ３．４×１０－３ ７．４０×１０－３ ３．４×１０－３ ６．２×１０－４ １．７×１０－４

１３４Ｃｓ ７．５×１０－２ ７．５×１０－２ ６．２×１０－２ ８．５×１０－１ ２．００×１０－１ ８．５×１０－１ １．５×１０－２ ５．３×１０－２

１３７Ｃｓ ７．８×１０－２ ７．８×１０－２ ６．４×１０－２ ９．９×１０－１ ２．１×１０－１ ９．９×１０－１ １．６×１０－２ ５．６×１０－２

１４４Ｃｅ ４．２×１０－２ ４．２×１０－２ ４．９×１０－２ ６．６×１０－１ ６．７×１０－１ ６．６×１０－１ ４．１×１０－５ ８．６×１０－５

２３９Ｐｕｇ ５．９×１０－１ ５．９×１０－１ ５．１×１０－２ １．０×１００ ５．９×１０－１ １．０×１００ ２．５×１０－８ １．４×１０－６

２４１Ａｍ ５．６×１０－１ ５．６×１０－１ ５．１×１０－２ １．０×１００ ５．７×１０－１ １．０×１００ ２．４×１０－６ １．３×１０－４

２４２Ｃｍ ３．２×１０－１ ３．２×１０－１ ４．７×１０－２ ８．６×１０－１ ３．２×１０－１ ８．６×１０－１ １．３×１０－６ ７．１×１０－５

２４４Ｃｍ ５．６×１０－１ ５．６×１０－１ ５．１×１０－２ ９．８×１０－１ ５．６×１０－１ ９．８×１０－１ ２．４×１０－６ １．３×１０－４

　　注：表中数据取自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号出版物（１９８６）。

　　
ａ 假定除碘同位素呈元素状态外，其他核素均以氧化物状态从大气向地面和植物表面沉积。对于大部分核素和

食物，单位峰值比活度的时间积分比活度对核素的化学状态并不灵敏。当采用牧草中峰值比活度表示犌ｚ值时

（表中右边二列），锕系核素（特别是钚同位素）将对所假设的核素的化学状态灵敏。当所释放物质在动物体内

的生物学转移比所假设的氧化物状态更容易时，应采用修正的犌ｚ值。

ｂ 假定所食入的该食物全部取自同一来源和地区（即假定食入的该类食物都具有相同的初始污染水平），当食物

来源、污染水平和消费类型显著不同时（如食入的一部分来自非污染地区时），表中数值应作适当修正。

ｃ 假定动物全年连续食用牧草，不食用储藏饲料。

ｄ 此值适用于奶牛，也可假定适用于其他放牧的动物如绵羊和山羊。

ｅ 此值适用于已经准备食用的水果和蔬菜。

ｆ 此值适用于奶牛，对其他放牧动物此值约高一倍。

ｇ 此值也适用于钚的同位素，即２３８Ｐｕ、２４０Ｐｕ和２４１Ｐ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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犑．２　犳因子

犳因子定义为未经加工食物中放射性核素比活度与经过清洗、加工处理后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比

值。对于一般清洗很难去污染或难以清洗的食物犳近似取作１（如牛奶、奶制品、肉类、水和饮料等），对

于在消费形态下测量的水果、蔬菜和谷物类比活度的犳值也取作１，而对于去皮后食用或污染易于去污

的食物犳可以取１００。因此，犳值应视食物类别、清洗加工的放射性损失情况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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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犓

（资料性附录）

食入被污染的“储藏”食物所致内照射剂量的剂量学参数

　　“储藏”食物ｚ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牧草中核素初始比活度或储藏开始时该食物核素比活

度的比值见表Ｋ．１。

表 犓．１　“储藏”食物狕中的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犅狇·犪·犽犵
－１）与牧草中核素初始比活度或储藏

开始时该食物核素比活度（犅狇·犽犵
－１）的比值

核素ａ

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

牧草中核素初始比活度的比值

Ｂｑ·ａ·ｋｇ
－１［食物］／（Ｂｑ·ｋｇ

－１）［牧草，鲜重］

食物中核素比活度的１年积分值与

储藏开始时相同食物中核素比

活度的比值

Ｂｑ·ａ·ｋｇ
－１／（Ｂｑ·ｋｇ

－１）

牛奶ｂ、ｃ 肉类等ｂ、ｃ 任何其他食物ｂ

８９Ｓｒ ４．４×１０－３ ６．６×１０－４ ２．０×１０－１

９０Ｓｒ ２．４×１０－２ ４．０×１０－３ ９．９×１０－１

９５Ｚｒ １．８×１０－４ ８．５×１０－４ ２．５×１０－１

１０３Ｒｕ ４．３×１０－６ １．７×１０－４ １．６×１０－１

１０６Ｒｕ ２．１×１０－５ １．２×１０－３ ７．２×１０－１

１３１Ｉ ９．４×１０－３ ２．８×１０－３ ３．２×１０－２

１３３Ｉ ３．１×１０－４ ７．９×１０－５ ３．４×１０－３

１３４Ｃｓ １．７×１０－１ ２．３×１０－１ ８．５×１０－１

１３７Ｃｓ ２．０×１０－１ ２．７×１０－１ ９．９×１０－１

１４４Ｃｅ ６．４×１０－４ ８．５×１０－５ ６．６×１０－１

２３９Ｐｕｄ ４．３×１０－８ ２．３×１０－６ １．０×１００

２４１Ａｍ ４．３×１０－６ ２．３×１０－４ １．０×１００

２４２Ｃｍ ３．６×１０－６ １．９×１０－４ ８．６×１０－１

２４４Ｃｍ ４．２×１０－６ ２．３×１０－４ ９．８×１０－１

　　注：表中数据取自ＩＡＥＡ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号出版物（１９８６）。

　　
ａ 假定除碘同位素呈元素状态外，其他核素均以氧化物状态从大气向地面和植物表面沉积。对于大部分核素和

食物，单位峰值比活度的时间积分比活度对核素的化学状态并不灵敏。然而当采用牧草比活度表示的犌ｚ值时

（表中第２列、第３列），锕系元素（特别是钚同位素）将对所假设的核素的化学状态灵敏。当所释放物质在动物

体内的生物学转移比所假设的氧化物状态更容易时，应采用修正的犌ｚ值。

ｂ 数值是基于下面假设计算的：食物一旦制成储藏食物，则放射性衰变是其中放射性损失的唯一途径。

ｃ 这些数值适用于奶牛，对其他草食动物（如绵羊、山羊）其数值可能高达１０倍以上。

ｄ 这些数值也适用于钚的其他同位素，主要是２３８Ｐｕ、２４０Ｐｕ和２４１Ｐ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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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ＩＡＥＡ．１９８６．Ｓａｆｅｔｙｓｅｒｉｅｓ，Ｎｏ．８１，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ａｔａｄｅｒｉｖｅ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ｌｅｖｅｌｓｆｏｒａｐｐｌｉｃａ

ｔｉｏｎｉｎ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ｓｔｏ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ｉｎ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ｏｆ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ｃｃｉｄｅｎｔｏｒ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ｅｒ

ｇｅｎｃ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ｄａｔａ

［４］　ＩＡＥＡ（１９９９）Ｇｅｎｅｒｉｃ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ｆｏｒ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ｉｎａｎｕｃｌｅａｒｏｒ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Ｖｉ

ｅｎ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ｔｏｍｉｃＥｎｅｒｇｙＡｇｅｎｃｙ（ＩＡＥＡＴｅｃＤｏｃ１０９２）

［５］　ＩＣＲＰ，１９９１．１９９０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ＩＣ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６０（Ｕｓｅｒ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６］　ＩＣＲＰ，１９９３．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ｏｓｅｓｔｏ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ｒｏｍ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ｉｄｅｓ—

Ｐａｒｔ２Ｉｎｇｅｓ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Ｃ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６７．Ａｎｎ．ＩＣＲＰ２３（３４）

［７］　ＩＣＲＰ，１９９５．Ａｇ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Ｄｏｓｅｓｔｏ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ｆｒｏｍＩｎｔａｋｅｏｆＲａｄｉｏｎｕｃｌｉｄｅｓ—

Ｐａｒｔ４ＩｎｈａｌａｔｉｏｎＤｏｓｅＣｏ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ｓ．ＩＣ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７１．Ａｎｎ．ＩＣＲＰ２５（３４）

［８］　ＩＣＲＰ，２００２．ＢａｓｉｃＡｎａｔｏｍｉｃａｌａｎｄＰｈｙｓ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ａｔａｆｏｒＵｓｅｉ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ｆ

ｅｒｅｎｃｅＶａｌｕｅｓ．ＩＣ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８９．Ａｎｎ．ＩＣＲＰ３２（３４）

［９］　ＩＣＲＰ，２００７．２００７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ｏ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ｏｔｅｃ

ｔｉｏｎ（Ｕｓｅｒ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ＩＣ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０３（ＵｓｅｒｓＥｄｉｔｉｏｎ）．Ａｎｎ．ＩＣＲＰ３７（２４）

［１０］　ＩＣＲＰ，２００８．ＮｕｃｌｅａｒＤｅｃａｙＤａｔａｆｏｒＤｏｓｉｍｅｔｒｉｃＣａｌｃｕｌａｔｉｏｎｓ．ＩＣＲ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０７．Ａｎｎ．

ＩＣＲＰ３８（３）

［１１］　ＮＵＲＥＧ／ＣＲ３１６０．１９８３．Ｐａｒａｍｅｔｅｒｓａｎｄ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ｉｎ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ｃｏｄｅｓ．

Ｆｉｎａｌｒｅｐｏｒｔ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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