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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如角响应、响应时间等）选择合适的测量仪器；在 5.2 节所述更恶劣的环境中进行测量时，应选用

能适用的仪器；在中子和  混合辐射场测量时，应选择对中子辐射响应小的仪器。 

5.3.2  针对加速器开展测量时，应按照其发射的射线最大能量选择能量响应符合要求的仪器；对低能

X 射线机及低能  核素进行测量时，应注意仪器能量响应下限，如测量 125I 时，宜选用能量响应下限≤

25 keV 的仪器。 

5.3.3  某些场景下，如开展脉冲辐射场、窄束射线测量时，应考虑仪器响应对测量结果的影响，或采

用其他测量方法。 

5.4  测量步骤 

5.4.1  即时测量。用各种仪器直接测量出点位上的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即时值，步骤如下： 

a）开机预热。 

b）手持仪器或将仪器固定在三脚架上。一般保持仪器探头中心距离地面（基础面）为 1 m。 

c）仪器读数稳定后，通常以约 10 s 的间隔（可参考仪器说明书）读取/选取 10 个数据，记录在测

量原始记录表（格式参考附录 A）中。 

d）全国性或一定区域内的环境  辐射水平调查，测量开始前，应在点位外围 10 m×10 m 范围内巡

测，确定巡测读数值变化＜30%后开始测量。 

e）当测量结果用于  辐射致儿童有效剂量评估时，应在 0.5 m 高度进行测量。 

f）针对高活度放射源（如搜源监测），或在剂量率水平大于本底水平 3 倍以上的环境中开展测量时，

可以在仪器读数稳定的情况下，记录大于等于 1 个稳定读数。 

5.4.2  连续测量。使用各种环境  辐射剂量率仪在固定点位上开展的连续测量，参考 HJ 1009 执行。连

续测量方式也可适用于车载和投放式装置。 

5.4.3  在进行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时，应扣除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部分，不扣除时应注明。不同

仪器对宇宙射线的响应不同，可在水深大于 3 m，距岸边大于 1 km 的淡水水面上测量，仪器应放置于

对读数干扰小的木制、玻璃钢或橡胶船体上，船体内不能有压舱石。测量仪器的宇宙射线响应及其自身

本底时，在读数间隔为 10 s 时应至少读取或选取 50～100 个读数，也可选取仪器自动给出的平均值，

或使读数平均值统计涨落小于 1%。 

5.5  结果计算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结果按照公式（1）计算： 

γ 1 2 γ 3 cD k k R k D=   −                            （1） 

式中：
γD ——测点处环境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值，Gy/h； 

k1  ——仪器检定/校准因子； 

k2  ——仪器检验源效率因子[k2＝A0/A（当 0.9≤k2≤1.1 时，对结果进行修正；当 k2＜0.9 或 k2＞

1.1 时，应对仪器进行检修，并重新检定/校准），其中 A0、A 分别是检定/校准时和测量当

天仪器对同一检验源的净响应值（需考虑检验源衰变校正）；如仪器无检验源，该值取 1]； 

γR  ——仪器测量读数值均值（空气比释动能和周围剂量当量的换算系数参照 JJG 393，使用 137Cs

和 60Co 作为检定/校准参考辐射源时，换算系数分别取 1.20 Sv/Gy 和 1.16 Sv/Gy），Gy/h； 

k3 ——建筑物对宇宙射线的屏蔽修正因子，楼房取 0.8，平房取 0.9，原野、道路取 1； 

cD ——测点处宇宙射线响应值（由于测点处海拔高度和经纬度与宇宙射线响应测量所在淡水水

面不同，需要对仪器在测点处对宇宙射线的响应值进行修正，具体计算和修正方法参照

HJ 61），Gy/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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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测量记录和报告 

6.1  测量记录内容 

测量原始记录参考附录 A。记录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地点，点位名及点位描述，天气状况，温湿

度，测量日期，测量仪器的名称、型号和编号，仪器的检定/校准因子、效率因子，读数值、测量值及

其标准偏差，测量人、校核人及数据校核日期等。根据需要记录测量点位的地理信息，拍摄测量现场照

片，必要时记录工况、海拔、经纬度、宇宙射线扣除等信息。 

6.2  测量报告 

6.2.1  测量报告内容包括：测量对象，测量日期，测点说明，测量方法，使用的仪器名称、型号及检

定/校准信息，  辐射空气吸收剂量率测量结果、标准偏差或不确定度等。 

6.2.2  测量报告按有关规定审核和签发。 

7  质量保证 

7.1  质量保证计划 

质量保证计划应包括：人员所受的培训、考核和资格要求；测量仪器和辅助设备的质量控制措施；

仪器及检验源的量值溯源；实验室间质量控制措施；为证明已经达到并保持所要求的质量需提供的文件。 

7.2  质量控制措施 

7.2.1  测量人员需经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相关专业培训，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 

7.2.2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应定期检定/校准，或通过其他量值传递方式，保证量值可溯源至国

家计量基准；应定期参加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比对。 

7.2.3  对使用频率高、具有检验源的仪器，工作期间每天都应用检验源对仪器的工作状态进行检验。 

7.2.4  更新仪器和方法时，应在典型的和极端的辐射场条件下与原仪器和方法的测量结果进行对照，

以保持数据的前后一致性。 

7.2.5  期间核查 

7.2.5.1  在能够保持稳定的室内辐射场或室外环境中定期（对使用频繁的仪器，以 1 次/月为宜）开展

测量，绘制质量控制图，以检验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工作状态的稳定性。 

7.2.5.2  每年至少 1 次用检验源（137Cs 或 60Co）检查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 k 值，k=∣Am/A0−1∣

（Am、A0 分别为期间核查和检定/校准时仪器对检验源的净响应值，需考虑检验源衰变校正）。k≤0.1，

为合格；k＞0.1，应对仪器进行检修，并重新检定/校准。 

7.2.5.3  对应急测量用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仪器，每季度至少 1 次测量其对检验源的响应。 

7.2.6  对大规模环境  辐射水平调查，应在调查工作开展前、后和中间阶段，至少进行 3 次比对，每

次比对选取在辐射水平和地区情况不同的 6～10 个点进行，最好有水面测量点；条件允许时，应开展不

同测量单位之间比对；仪器使用期间，应每天开展本底测量；在每次测量开始前、中间或结束阶段，在

相对固定位置上测量仪器校验源的读数值，确定仪器校验源效率因子（k2）。 

7.2.7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应选用相对固有误差小的仪器，测量结果不确定度评定至少应计入仪器

读数的不确定度和仪器检定/校准因子的不确定度，测量结果扣除宇宙射线响应值时，还应计入仪器宇

宙射线响应读数的不确定度。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扩展不确定度一般应不超过 20%（包含因子 k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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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包含概率约为 95%）。 

7.2.8  质量保证活动应按要求作好记录，并确保所有记录信息的完整性、充分性和可追溯性。 

7.3  记录归档 

测量原始记录、质量保证记录、测量报告以及其他重要数据资料，应建档保存，保存期限应符合规

定，重要记录的副本必须分地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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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环境  辐射剂量率测量原始记录表 

 

 

项目名称                           地点                                           天气                  

温度                相对湿度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定/校准因子 k1                      效率因子 k2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 

共    页    第    页 

序号 点位名 
读数值 单位 

1 2 3 4 5 6 7 8 9 10  

1             

2             

3             

4             

5             

6             

7             

8             

9             

10             

 

序号 点位描述 

读数值均值±标准差 

（R±） 

（单位：        ） 

测量值±标准差 

（
γD ±） 

（单位：        ） 

备注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测量人                                校核人                                  校核日期                 

 

 

 


